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解读：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如何护航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

长江口二号古船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重大发现，其发掘工作自启动以来便吸引了全球目光。这艘清代沉船，位于上海横沙岛附
近的长江口水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专家表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考古难度极高，因其长期浸泡在海底淤泥中，船体及
文物面临严重的腐蚀和损坏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应运而生，成为此次考古项目的核心技术支撑。
这座实验室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导建设，集成了多种尖端技术，包括水下探测、文物提取、保护修复和数据分析
等功能，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全链条支持。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文物安全出水。实验室配备了高精度水下声
呐和三维成像设备，能够精准定位古船及其周边文物的分布情况。专家介绍，这些设备可以在复杂的水下环境中绘制出高分辨
率的沉船地图，为考古团队提供精确的发掘指引。与此同时，实验室还引入了无人潜航器，代替人工潜水进行初步勘探，大幅
降低了作业风险。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发掘效率，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古船的扰动，保护了文物的完整性。在
文物提取过程中，实验室的保护技术尤为关键。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文物多为陶瓷、木器和金属制品，长期处于水下环境，极易
因环境变化而受损。为此，实验室开发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流程。例如，通过控制提取过程中的温度、湿度和盐度，实验室能够
有效减缓文物的氧化和开裂风险。此外，实验室还配备了先进的冷冻干燥设备，用于处理从水下提取的有机文物，如木质船板
和纺织品。这些设备通过低温真空技术，将文物中的水分缓慢移除，从而避免了传统干燥方式可能导致的形变或破损。实验室
的另一个亮点是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考古发掘不仅是为了提取文物，更是为了还原历史。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内置了高
性能计算平台，能够对出水文物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记录。专家团队通过X光扫描、红外光谱分析等技术，深入研究文物的材质
、工艺和年代，为古船的历史背景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实验室通过对出水陶瓷的釉面成分分析，推测其可能来自清代中期景
德镇的官窑，揭示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此外，实验室还利用三维建模技术，重建了古船的部分结构，为后续的展示和
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的运行离不开多学科的协作。考古学家、海洋工程师、文物保护专家
和数据科学家在实验室中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水下考古的复杂挑战。例如，在处理古船的淤泥覆盖问题时，工程师设计了专门
的抽吸装置，能够在不破坏文物的情况下清理淤泥。而文物保护专家则根据不同材质的文物特性，制定个性化的保护方案。这
种多学科交叉的模式，不仅提升了考古效率，也为未来水下考古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发掘，不仅是一次考
古实践，更是对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深层探索。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的运用，让这一项目成为科技与文化结合的典范。通过
实验室的支持，考古团队不仅成功提取了大量珍贵文物，还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清代海上贸易的丰富信息。专家表示，实验室的
成功经验将进一步推广到其他水下考古项目中，为保护和研究中国海洋文化遗产提供更多可能。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还将迎来更多升级。专家透露，实验室正在研发更智能化的水下机器人和更高效的文物保护材料，以应
对日益复杂的水下考古需求。这些技术突破将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后续发掘和研究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也将为全球水下考古
领域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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