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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启动——将百年古船“抱”出水

  沉睡约150年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即将浮出水面，掀开神秘面纱—3月2日，在停靠于外高桥码头的交通运输部上海

打捞局“威力”轮上，“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自2015年首次被发现，考古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们已围绕“长江口二号”进行了近8年细致的水下考古工作，制定了

一套科学、安全、高效的整体打捞方案。这将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也是世界首个古船考

古发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同步实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因而备受关注。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价值何在？整体打捞、迁移的方案是怎样确定的？其间需要突破哪些技术难点？为何在古船发

现后近8年才启动整体打捞？古船出水后，后续保护利用如何进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打捞现场进行了采访。

探寻“水下遗珍”

  “长期以来，浑水环境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瓶颈，上海长江口水域尤其突出。”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告诉记

者。为此，上海市文物局组织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等机构的研究者开展联合攻

关，自主研发了获得国家专利的“浑水水域水下成像装置”，开发了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的“机器人水下考古装备关键技

术与应用”。综合运用无人艇、多波束、侧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和磁力仪等海洋物探扫测设备，对长江口水域开展水下联合调

查。

  2015年，上海市文物局组织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开展重点水下考古调查时，通过声呐扫测等技术发

现了一艘保存较为完整的铁质沉船，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一号”。经过潜水探摸，确认该沉船为民国时期的铁质军舰。随后考古人

员扩大扫测和探摸范围，又在该沉船北部发现另一艘体量较大、保存完整的木质古沉船，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二号”。从此，拉开

了解码“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序幕。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条例》即将施行，“长江口二号”

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展开，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将为世界水下考古贡献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古船等待人们来解码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继35年前发现的广东宋代“南海一号”沉船之后，中国水下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

  “南海一号”残长约24米，出水文物超过18万件。而“长江口二号”古船比“南海一号”规模更大，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

现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翟杨至今忘不了，最初得知“长江口二号”古船被发现时的雀跃。对船体及周围环境的进一步勘测，让水下考古工作者们更加

期待古船整体出水的那一刻。

  “古船是一颗珍贵的‘时间胶囊’，包含大量当时的社会、经济、自然、人文等信息，对造船史、科技史、海交史、陶瓷史、

经济史等学科研究都具有科学价值。”翟杨告诉记者，从目前的勘测情况看，古船船型疑似为明清时期在上海水上运输广为使用的

平底沙船。古船残长约38.5米、残宽约7.8米，已探明有31个舱室。沉船上部的尖艏、揽桩、主桅杆、左右舷、上甲板等结构完

整。通过选取前后其中4个舱室进行小范围清理，均发现舱内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文物。

  船体及周围还出土了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水桶残件、桅杆、大型硬木船材、铁锚、棕缆绳、滑轮、金属钻头、钻杆以

及黑色矿物等大量文物。2021年7至9月，上海市文物局再次组织专业机构对古船及周围进行水下调查，清理出了前几次调查未发现

的元代瓷器和高60厘米完整豆青釉青花大瓶等大型整器。特别是古船中部分出水瓷器底书“同治年制”款，为古船断代提供了重要

依据。

  专家认为，“长江口二号”古船为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大型木质沉船的发现填补了空白，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

道”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实证。

  “这是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实物见证。“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大发现，为

我们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

忠说。

古船将整体“包裹”打捞

  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水下探寻到了古船，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打捞，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这一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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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近几年水下考古调查显示，“长江口二号”古船受水流冲刷严重，特别是随着长江口水势流向改变，河床由淤积转

变为快速下切，致使古船加速露出河床表面，船体面临严重安全威胁。

  古船“出水”，迫在眉睫。目前全球水下沉船考古的打捞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提取船上文物后拆解打捞沉船；二是采用围堰

抽水进行考古发掘后再打捞沉船；三是特制沉箱将沉船、文物与其周围海水、泥沙按照原状一次性吊浮起运整体打捞。

  由于长江口水体浊度极高，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平潮工作时间又很短，无法完成科学的水下考古测绘、拍照作业；水下考古

和建造围堰所需时间和成本巨大，围堰后考古还将长时期阻碍航道。整体打捞，则能以最短时间、最小成本、最大程度保留历史信

息迁移沉船。

  针对“长江口二号”古船及其周围环境的特殊性，上海市文物局联合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研究。交通运输部

上海打捞局副局长周东荣介绍，由于长江口泥沙含量高且水流速度快，无法使用“南海一号”分段沉箱的打捞方法——即沉箱套入

沉船，在底部挖槽并贯穿钢梁后起吊。为此，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组织团队开展联合攻关，首创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

术。今年1月，上海打捞局已使用该技术圆满完成海上等比例打捞试验。

  正式打捞启动后，将以顶进发射机架驱动22根巨型“弧形梁”，在“长江口二号”古船底部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沉箱，沉箱长

达51米、宽19米、高9米，可以把“长江口二号”古船及其附着的厚厚泥沙与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加上打捞设备的自身

重量，沉箱总重量近1万吨。

  周东荣告诉记者，整体打捞结合了核电弧形梁加工工艺、隧道盾构掘进工艺、沉管隧道对接工艺等。此次打捞，也是这些高新

技术首次应用于文物保护和考古领域，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发展。

  沉箱出水后，为了护送古船到达黄浦江边存放地，上海打捞局还量身定制了一艘“中部开口”的工程船，沉箱可以严丝合缝嵌

入其敞开的中部。随后，工程船将“怀抱”古船驶往目的地。按照计划，“长江口二号”古船有望在2022年年底前完成打捞与迁移

任务。

让古船考古成为一次公众科普

  “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工作在零能见度的环境下取得了关键性技术突破和成果，对全球开展河口海岸复杂浑水水域的水下考

古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树立了世界浑水水下考古技术的新标杆，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之

一。

  更令人期待的是，“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还将成为世界首个古船考古发掘、整体迁移、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展示同步实施

的项目。

  “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极其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大，足以支撑建成一座极具影响力的古船博物馆。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

已确定选址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利用两个老船坞和保留的历史建筑筹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

  未来，考古人员将在这里逐步揭开这艘清代古沉船的诸多未解之谜。同时，它将成为一座活态的博物馆，同步开展考古发掘、

文物保护和展示教育，以及考古与非遗活态体验和国际水下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等。这将增强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水下考古在国际考

古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们将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把古船博物馆打造成‘生活秀带’的文化地标，让更多市民、游客体验到水下考古的神

韵魅力，领悟到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感受到人民城市的温暖表情。”方世忠说。

  （本报记者 颜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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