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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前考古发掘得
知，沉船的船货主要为龙
泉窑青瓷，器型以碗、盘、
洗、碟为主，少量盏、高足
杯等。目前已经有 300多
件出水瓷器在漳州博物
馆展出，比较精美的有：
小巧精致的双鱼洗、稳重
大气的龙纹大盘、活泼灵
动的五线谱纹高足杯、内
底百花绽放的青釉印花
瓷盘等。经专家鉴定，这
些都是元代中晚期的外
销瓷，可见当时我国海上
贸易的繁盛。

除了龙纹大盘残片，
去年水下调查时，考古队
还采集到一些相对完整
的大盘，口径约为 35 厘
米，在这批瓷器标本中，
显得格外硕大醒目。这
些大盘，或许还隐含着元
代龙泉窑外销瓷的异域
元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秦大树对记者
表示，比如 40 多厘米口
径，甚至 60厘米口径的大
盘子，这种器物在国内基
本上不发现，主要在西亚
中东地区发现。可能是

受到西亚中东这种围坐
吃饭的习俗的影响，所以
生产了一些大器物。

有研究表明，在环印
度洋地区，元代中后期到
明代初期，龙泉窑瓷器在
出土的中国瓷器中，占比
高达 80%以上；而在东亚
东南亚，占比约为60%，形
成“龙泉天下”的总体流
布格局。

而厦门大学人文学
院历史系副教授刘淼表
示，晚唐五代时期，长沙
窑占据了绝对的主体；
五 代 到 北 宋 早 期 的 时
候，又出现了越窑作为
主体；到了元代中晚期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以
龙泉青瓷占据了船货的
主体。它也代表了我们
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不
同阶段。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
院长王永平对记者说道，
圣杯屿出水的瓷器是典
型的龙泉窑外销瓷器，它
的发现填补了龙泉窑瓷
器外销链条中的重要环
节，实证了宋元时期福建
海上贸易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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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型水下吹泥设备
清理文物表面淤泥

福建漳州圣杯屿一艘距今700多年的元代
沉船水下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目前已有300多
件出水瓷器在漳州博物馆展出，沉船的船货主
要为龙泉窑青瓷，器型以碗、盘、洗、碟为主。那
么，水下考古是怎么进行的？此次考古难度有
多大？沉船里发现了哪些宝贝？记者在考古现
场为您揭秘。

据介绍，水下考古须在
平潮期进行作业，因为涨退
潮时水流急容易把人冲走，
所以考古队员们每天最多赶
两段平潮期下潜。为延长水
下作业时间，此次采取高氧、
双瓶潜水技术，将每次水下
作业时间提升至 30 分钟左
右，两人一组，小组接力分批
次下水作业。队员们通常一
整天都漂在海上，吃饭、休息
都在船上。

圣杯屿元代海船水下考
古发掘领队梁国庆介绍，主
要是对沉船的核心区域进行
考古发掘，特别是船体，我们

把船体船舱内的一些文物，
通过科学的水下考古工作发
掘出水，这是今年的一个主
要的工作内容。

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船
体保存一定体量，船体残长
13.07米，最宽处残宽3.7米，
发现6道隔舱板、1个桅座和
船舱内成摞的瓷器堆积，精
细化水下考古发掘有助于
更好地了解古代船体结构、
装载方式等历史信息。此
次水下考古，从遗址的高精
度测绘、发掘设备的改进到
脆弱文物的保护都进行了创
新尝试。

沉船在海面下 30 米左
右深处，考古队员下水作业
时，需要身穿潜水服，背负
80多斤重的高氧气瓶，佩戴
潜水表进行计时和水下定
位，携带水下摄影机、防水绘
图纸、深水高亮手电等工具，
借助新型设备对沉船进行高
精度测绘。另外，此次水下
考古有很多器材是考古队自
制的，比如改造了一个小型
水下吹泥设备，对文物表面
的淤泥进行水下清理。

梁国庆介绍道，我们改

造了一个小型水下吹泥设备，
它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小型的
气枪，对脆弱文物上覆盖的淤
泥可以进行精细清理。

此外，水下队员实时监
测系统，将对水深、流速、流
向进行精细化监测，为水下
队员提供行进引导，首次引
进的导航定位系统，能够实
现水上和水下，以及水下队
员之间的相互通信，更好地
保障考古发掘安全。预计今
年的发掘工作将持续到 11
月底至12月初。

这艘元代沉船经过 700
多年沉积，已深陷淤泥当
中，这对还原全貌和提取文
物造成较大困难。首先，需
要把沉船四周的淤泥清理
干净，在洋流影响下，挖掘
工作须分步骤进行，并随时
拍摄和绘图记录。再者，水
下文物比较脆弱，不能直
接打捞上来，此次使用环
氧树脂和碳纤维布结合的
新型材料，对水下文物和
周围环境进行打包提取。
此外，海水冲刷对文物原
貌破坏性强，后期的复原
难度很大。

来自国家文物局、交通
运输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海
洋局、上海大学的 5个科研
团队，携最新探测设备共同

协作，对遗址进行了水下高
精度测绘。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
工程科学研究院工程师龙
成表示，这是我们国家自主
研发的一套合成孔径声呐，
这次也是我们首次把它应用
于水下考古的工作中。很多
古沉船年代比较久远，大部
分是处于掩埋状态，而它有
一定的穿透性，能达到海底
面以下的探测效果，通过小
孔径的信号合成一起，形成
大孔径的信号，对一些小目
标来说它有一个放大功能，
所以我们更容易发现。

水下探测，声波是有效
手段。声呐传感器发出声
波信号，信号遇到物体后会
反射回来，低频的声波甚至

可以穿透海底几千米的地
层。此次考古采用了合成
孔径声呐、多波束声呐、旁
侧声呐、磁力仪等 7 套设
备，装载在两艘物探船上，
相互配合，对圣杯屿海船遗
址及附近海域开展了小范
围精细探测。

梁国庆向记者介绍道，
早期水下调查主要依靠渔民

提供的线索，相对来说比较
被动，大量的文化遗产需要
我们主动带着科研目的、带
着学术目的调查和发现，所
以我们和国家的科研院所合
作，能更大限度使用一些新
型的设备进行全覆盖扫测，
然后再通过我们潜水员进行
确认，我们希望走出这样一
条主动调查的道路。

据介绍，由于这些文
物经过海水数百年浸泡，
被海水中的各种盐分侵
蚀，所以文物出水后第一
时间要进行“脱盐”处理，
否则瓷器釉面会崩坏。首
先要将文物放在脱盐池中
清洗，去除表面盐分，再通
过脱盐溶液或者新型脱盐
循环水池等提高脱盐效
率，直到内部盐分近乎全
部析出。脱盐结束后，这
些文物将交给有关部门妥
善保管。

对遗址遗迹进行断
代，是考古学的一个核
心问题。近期，国家文
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组织
古代海外贸易、陶瓷考古

等方面的多位学者，就圣
杯屿元代海船水下遗址
发掘展开专家咨询。与
会的复旦大学沈岳明教
授，长期从事龙泉窑瓷器
研究。几件大盘残片看
似平淡无奇，圈足处却暗
藏时代印记，正是圈足的
细微差异，让他作出初步
判断，这些瓷器应属元代
晚期。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教授沈岳明表
示，这种大盘相对是比较
大的，跟明代比的话还不
算大。但是它足里面是
直的，外面是斜的。这是
元代晚期这个时间段的
特征，到明代就没有了。

水下考古是怎么进行的？

水下考古需要哪些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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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在海域水深30米左右处

水下摄影机等精准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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