
English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邮箱 搜索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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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水下考古“潜”向深海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器布放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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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水下文物标本

　　1987年3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30多年来，我国的水下考古基本集中在40米

以内的浅海。今天，中国载人深潜技术与水下考古“联姻”，终于实现了中国深海考古“零的突破”……

　　4月18日上午8点，“探索一号”科考船在海南三亚起航，搭载着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和水下考古工作者，向西沙北礁海域驶去。此后的八天，工作

人员在那里进行了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

　　此次的深海考古调查队由来自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和海南省博物馆三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从大多工作集

中于40米以浅海域到冲破水下千米深度，他们此行的工作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迈出了新的一步。

　　1003米，历史性突破

　　110米，120米，130米……

　　看着监视器上快速增加的深度数据，第四潜次的考古队员、海南省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钊开始有点兴奋起来。在经过海面上短暂的晃动之后，

“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开始平稳而迅速地下降。舷窗外没有任何参照物可以比照，李钊只能通过监视器上的数据来了解自己下潜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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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潜器的舱室直径2.1米，里面满是仪表仪器，一次可搭载三人下潜。主驾居中，副驾居左，考古队员在右侧，他们通过5个圆形舷窗密切地观察着外面的

海底世界。与进行空气潜水时需要不时做耳压平衡相比，乘坐“深海勇士”号下潜让李钊感觉更为舒适一些，“‘深海勇士’号在水底处于中性浮力，让人仿

佛漫游于太空一般”。

　　中午，深潜器抵达469米处，一个陶罐映入眼帘。对于从2007年就开始进行水下考古的李钊来说，水下文物提取早就见惯了。但第一次在深海用机械手操

作，他心里还是有些没底。大深度下潜、巡航搜索、精确定位、测量取样、影像记录、提取上浮……按照事先培训的步骤，李钊等人沉下心来，操作深潜器漂

亮地完成了一系列水下考古的“标准动作”，成功带回了这次调查的第一件文物标本。下午3点，在448米深度处，他们又发现了第二个陶罐。

　　李钊所在的第四潜次只是此次深海考古调查的7个潜次之一。

　　在短短八天的时间里，深海考古队在环北礁的多波束扫测量达到312公里、7个潜次共潜时66小时51分、最大深度达到1003米、发现与提取器物标本6件、

录制水下与水面视频资料约2000G、完成深海考古完整档案1套。“这次深海考古进行得非常顺畅，也很高效，这背后是所有工作人员大量的投入。”李钊感

叹说。

　　4月18日上午，“探索一号”科考船从三亚出发，晚上到达预定的作业海区——北礁后，就连夜开展了物探，作好前期准备，再次确定调查方案。19日一

早，深海所的首席科学家与潜航员开始进行工程潜水，即对一个新的工作区域进行首次适应性潜水，对水底的地形、地貌、水流等信息进行收集。紧接着，20

日一早，考古人员就与两位潜航员正式开始下潜考古。原本计划的六次下潜，最终改为七次。每次下潜都要持续八小时以上，水下的三位工作人员需要一刻不

停地观察、记录。

　　此刻，船上的人也没闲着，他们检查和讨论前一天水下录制的视频，安排水下考古讲座，有人值班，有人整理资料，每晚7点半大家在一起开工作例会，回

顾当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的任务。

　　紧凑而忙碌的工作使得此次深海考古呈现出非常高的效率。“这次考古覆盖的范围是相当大的，如果用传统的空气潜水作对比的话，就相当于让上百个潜

水员在水下同时开展工作，才能达到这样的工作量。”李钊说道。

　　30年，浅海考古

　　此次深海考古调查选定的位置是位于中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北礁海域。30多年前，我国水下考古的起点也正是从南海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迈克·哈彻在南中国海发现并盗捞了1752年驶离广州开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哥德瓦尔森”号商船，并委托佳士得公司在阿姆斯特

丹大肆拍卖这批盗捞的文物。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中国文博界学者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1987年3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

协调小组；同年8月，广州救捞局联合英国商业打捞公司发现“南海I号”沉船；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创建。

　　“1987年的这三件大事，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诞生的重要标志。”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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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海从零开始，而立之年后又在南海探索新的深度、新的领域，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不是巧合，而是中国水下考古必须要走的道路。

　　地球上，海洋面积占总面积的71%，平均水深是3733米。在全球海域中，超过1000米水深的海域占到了90%。“即使考虑到古代船舶近岸航行较多的历

史实际，面对这样的数字和比例，做水下考古，如果不去深海，那你所涉及的范围将是多么有限！”此次深海考古调查领队、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丁见祥说。

　　具体到我国，南海海域约占中国海域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水深约1200多米，中国先民自古以来就不断在此经营、拓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

更成为重要的交流和贸易通道。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南海也是一个重要的海难多发区，已至于有人将其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为世界“三大沉船坟墓”。

　　“在当前的南海水下考古中，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北部湾的问题，北部湾是在我国海南岛、广东、广西与越南之间沟通的一片海域，这片海域在魏

晋南北朝之前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海道。但目前北部湾的水下考古几乎是空白。我们现在在水下发现的遗存都不早于晚唐五代，可以说，中国晚唐五代以前的水

下遗存是整体缺失的，而北部湾或许就是寻找更早水下遗存的重要地区。”丁见祥介绍说，“二是我们在整个南海海域总共发现了近140处遗存（暂时不含我

国港澳台地区数据），最集中的在西沙，有106处，但这106处遗存大部分是在10米以浅的礁盘海域发现的。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北部湾航线的重要性略有降

低，人们开始绕到海南岛东侧，穿过西沙到达越南等地，这一航线开始繁荣起来，但这里的深海遗存却还不为我们所知。”

　　“从整个中国的水下考古来说，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发现集中在40米以内的浅海里。可以说，我国的深海考古是个空白。同时，因为浅海的遗存发现成本比

较低，遭受破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保存现状较差，从水下文物资源调查的角度来讲，浅水区礁盘水域的潜力也就相对有限了。”丁见祥说道。

　　而国际上的深海考古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并依托深海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深海考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深海

考古的工作频率、工作深度大幅增加，深达3800多米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也已做过多次考古工作。近年来，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深海考古更是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们要进一步摸清家底或开展研究，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就必然要走向深海。”宋建忠说。

　　科学和考古“联姻”

　　走向深海靠什么？相比于浅海考古，深海考古有何更突出的特点？除了符合考古学的基本规律外，丁见祥认为，那就是它具有高度的技术依赖性。除了考

古人员本身就需要依靠深潜技术送达深海外，水下遗存的准确定位、数据采集、文物提取、视频拍摄等，都需要依靠高度的技术水平，有些水下文物非常脆

弱，这对技术及其操作能力的要求也更高。此外，无人潜器与人工智能技术也日益在深海考古作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上，一项成功的深海考古工作往往凝聚着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乃至商业公司的广泛智慧。比如，随着上世纪80年代深海技术的新发展，

深海考古探索也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案例增多、工作深度不断加大，发展出饱和潜水、载人潜器、无人潜器等多种深海考古方式，考古学家的参与度也

不断提升，具有先进技术力量的海洋技术部门与商业公司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股推动力量。”丁见祥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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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30年没有办法向深海挺进。比如，有些海域从礁盘往外是像悬崖一般下去的，我们根本无法到达。如今‘深海勇士’号的出现给我们深海考古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提供了一个下潜的技术平台。”宋建忠说。

　　2017年6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与中科院深海所进行了密切沟通，2017年9月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很快，2018年1月“深海考古联

合实验室”成立，致力于推动中国深海考古事业的发展。到了4月，深海考古调查正式启动。这是去年年底刚刚完成验收交付使用的国产大深度载人潜器“深海

勇士”号第一次应用于行业实践。

　　“正是这次合作促成了中国载人深潜技术与水下考古的首次联合，填补中国深海考古的空白，实现了中国深海考古‘零的突破’。”宋建忠说。

　　此次深海考古让考古人员对深潜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未来，考古与技术的合作将更加密切，考古学家参与的主动性应该更强。”丁见祥说，“考古人

员需要基于深海考古和深海技术的实际，对技术提出需求，这个需求提得越细，越有针对性，就会与技术结合得越好，从而推动深海技术向深海考古能力的转

化。”

　　在这方面，法国考古学家已经做出了表率。2012年10月，法国水下考古学家就启动了名为“奔向月球”的庞大海洋考古实验计划，目的就是设计与测试在

2020年满足深达2000米的考古工地所需要的新型发掘设备、技术与方法。其中，为了获得深海发掘时身临其境的触摸感，法国水下考古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

学合作研制了海洋一号考古机器人，他们期待未来由机器人组成的考古队能更高效地完成深海考古各项复杂的工作。

　　只是一个开始

　　此次的深海考古调查是考古工作者和深海技术团队的一次主动出击。“通过这次实践，我们熟悉了深海考古的作业流程，评估了开展深海考古的各项条

件，初步形成了具有深海考古经验的队伍。”宋建忠总结说。但他们心里明白，如今虽然迈出了深海考古探索的第一步，但以后的路仍很漫长，我们与国际先

进水平仍有着不小的差距，需要基于现有条件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向前走。

　　“我国的水下考古开展30年来，工作主要依赖一些渔业生产线索，再加上人员比较少，还是有些被动，带有一种抢救性保护的色彩。”丁见祥说，“从积

极的角度来讲，有了这些明确的线索，尤其在中国水下考古开创早期，它可以让我们尽快进入角色，也确实保护和抢救了一大批水下文化遗产。但从另一个角

度讲，也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无暇他顾，欠缺主动性，技术储备就尤为不足。目前，即使在较浅水域的考古调查中，我们的地球物理探测、图像

识别与解译等技术储备也仍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次深海考古就是一个开始。”

　　“对我们而言，深海考古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与重要的课题。”宋建忠说，“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对深海的海底地形、地貌有了直观的认识，对深海技术与

水下考古的结合有了基本了解。目前，我们正在对所有潜次搜集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形成工作报告，为发现和保护沉睡在南海深处的文化遗产奠定坚

实的基础。未来，我们会强化物探，增强调查的主动性，积极进行区域调查，推动水下考古进一步发展。”

　　除了技术之外，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人才。“参与这次深海考古调查的队员涵盖老中青三代人，他们是中国目前唯一拥有深潜经历的队伍。在

未来中国深海考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力争让他们发挥更加持久的力量。”宋建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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