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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传承·深海考古

此次布放的水下永久测绘基点由深潜器搭载布放于海床表

面。布放完成后，研究人员能够借助长基线定位系统对永久基

点进行位置标定，就像给沉船遗址在地图中打上了记号，后期

还可以和大地坐标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相衔接，保证测绘数据科

学、精准、完备。这彰显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向世界

先进水平迈进。

水下考古从浅水走向深海

我国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是在沿海和岛礁周边开展

的，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调查，是我国首次

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

工作，对于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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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20 年间，我

国水下考古力量不断壮大。终于，在 2007 年，我国以世界首创

的整体打捞方式对“南海一号”进行考古打捞，这标志着我国

水下考古事业迈上新的台阶。“南海一号”的成功打捞极大振

奋了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中国水下考古与南海的故事也在继

续。在大洋深处，还有更多沉船遗址在静静地等待着。

然而受深潜技术限制，过往我国水下考古多集中在水深 50

米以内的浅海水域，作业方式主要以水肺潜水为主。但当水深

突破 50 米乃至百米时，水肺潜水的作业难度便大大增加，工作

效率骤减。面对平均深度 1200 米、面积逾 200 万平方公里的南

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一度只能“望洋兴叹”。

深海考古在装备技术、作业模式上，相比在浅水区开展的

水下考古大有不同。要向深海挺进，在水深超过千米的茫茫深

海中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必须借助深海科技的硬实力。

直到 2009 年，深海里终于开始有了中国人的影子。从

2009 年至 2012 年，我国自主设计的首台载人深潜器“蛟龙”

号接连取得 1000 米级、3000 米级、5000 米级和 7000 米级海试

成功。随后，国产化率达 95% 的“深海勇士”号将我国深海装

备建设推向功能化、谱系化，大大降低了深潜成本。“奋斗者”

号在 2020 年成功坐底万米深度的马里亚纳海沟，不仅刷新了中

国载人深潜新纪录，也标志着我国形成了从 1000 米、4500 米、

7000 米到万米级的全海深深潜能力。

2018 年 1 月 27 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正式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中国水下考古吹响了向深海

进军的号角。当年 4 月，借助载人深潜技术，水下考古工作者

在西沙群岛北礁海域突破了我国水下考古以往大多集中于浅海

工作的局面，达到了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过去不敢想象的 1000

米的深度。中国载人深潜技术与水下考古的首次联合，实现了

中国深海考古“零的突破”。

作为我国最早一批水下考古工作者之一，曾亲身参与过“南

海一号”保护发掘项目的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水

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孙键，对深潜技术带来的水下考古突破感到

惊讶：“‘深海勇士’号一分钟下潜的深度就超越了我过去 30

多年的下潜纪录。”

“深海考古具有技术门槛高的鲜明特点，正是由于我国深

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拍摄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该潜水器用于水下

考古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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