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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淮南武王墩
墓发掘阶段成果霸屏全国主流新闻网站。4月
16日下午，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参加了武王墩
墓第一次媒体开放日活动，走进考古发掘现场，
探寻到了大量考古发掘过程中“秘密”。

走在巨大的武王墩一号墓墓坑周围，人显得
十分渺小，图片上看像九方格大小的墓室，现场
看过去庞大而震撼。这个震撼来自武王墩一号
墓“封土底部直径超过130米、墓口开口边长约
51米，墓坑底部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数据冲
击。

“这座墓规模巨大，是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
一座。从这里已经出土了很多令人惊叹、意义重
大的文物，现在发掘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和大家
一样，我们也是带着极其兴奋、见证历史的心情
在开展相关工作。”考古专家介绍，为了更好地保
护文物，更科学、更高效、更准确地开展武王墩墓
考古发掘工作，这次考古运用了大量现代科技。

在距离武王墩墓不远的考古实验室内，考古
人员身穿白色工作服，面对出土文物，察微探细，
运用现代科技，对文物进行妥善保护、研究。

据悉，武王墩墓在考古探测、文物提取、多学
科研究、现场保护等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应用
了多项科技手段。如建设了武王墩考古综合管
理平台，实现考古资料数字化记录、管理，广泛采
用地理信息系统、三维扫描等技术；高密度电阻
率法探明了武王墩一号墓的椁室布局；将薄荷醇
临时固型技术成功应用于武王墩一号墓的潮湿
环境，完成了目前面积最大的古代竹席提取工

作；通过红外成像技术提取椁盖板上的墨书文字
上千个，揭示了重要的墓葬营造信息；对400余
根椁盖板木材采取科学地抑菌防霉和保湿处理，
使椁盖板得到安全稳定地保护；低氧考古实验室
为大量有机质文物提供了良好的安全稳定临时
保存场所；对武王墩一号墓填土中的木炭及竹席
和椁盖板木材进行碳14年代测定，为深入研究
墓葬营造问题，提供了科学数据；对椁室盖板用
材进行树种鉴定，为墓葬营造形制和相关对比研
究提供科学依据等。

比如，在木漆器研究与保护方面，武王墩一
号墓考古发掘过程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北京科技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中国丝绸
博物馆等单位组成了现场文物保护团队，对椁室
环境控制及各类出土文物的加固提取与稳定性
保护进行保驾护航，切实保障了考古发掘工作的
顺利开展和文物安全。

专家介绍，考古发掘过程中，一旦遇到漆木
器，他们在做好考古记录之后，会尽快提取到实
验室进行保护处理。如因考古记录需要暂时不
进行提取，会做好充分的保湿工作。对于发掘过
程中遇到的漆木器，如保存状况较好，可以直接
进行提取。如果较为脆弱，会采取薄荷醇临时固
型、石膏绷带、插板等方法进行提取，保障考古发
掘和研究顺利开展。

漆木器文物运到实验室后，考古人员会及时
开展室内初步清理，然后将其浸泡在去离子水
中，使漆木器处于稳定状态。如漆木器表面有描
金、描铅等工艺，根据彩绘保存状况，可先进行适

当加固后再入水浸泡。
专家指出，通过对武王墩墓部分出土漆器开

展的分析研究，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漆器使用的漆
为中国大漆，漆绘颜料有所不同，朱红色漆颜料
为朱砂，红棕色漆颜料为铁红，黑漆颜料为炭黑，
黄彩颜料为雌黄和雄黄的混合物，一些漆器在纹
饰处有彩绘描金工艺。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
入，更多漆木器的陆续出土，对漆器的科学研究
工作将会更加全面和深入。

“这些漆木器文物保存至今，依然色彩清晰
艳丽，极为珍贵。”考古专家表示，随着考古发掘
的持续深入，更多的科技手段将在武王墩一号墓
的考古、研究、保护、利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使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价值更加清晰、全面地呈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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