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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陈钰
洁) 昨日，关于考古发掘现
场文物保护方面的“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华东工作
站”在锡揭牌成立，为无锡考
古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再添助
力，同时，也将有利于在华东
片区开展考古发掘现场文物
保护。

“随着考古前置工作的
大力推行，新出土的文物和
新发现的重要遗迹不断增
多，压力不断增大，出土文物
的保护修复整理提上了议
程”，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刘宝山介绍，2021年5
月无锡市开始执行《市政府
办公室关于开展土地储备考
古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锡
政办发〔2021〕19 号)，2021
年全年收到省、市文物局委
托的考古调查勘探项目达到

了120项，开展的考古发掘
项目10余项，工作量是上一
年度的5倍以上；2022年完
成考古调查勘探项目88项，
完成考古发掘项目 16 项。
平均每10个考古勘探项目
就新发现一处遗址或墓葬
区，出土了大批文物需要修
复整理。

面对压力和问题，无锡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拓思
路，积极联系具有考古发掘
现场文物保护资质的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依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
展横向合作，在无锡设立“华
东工作站”，以有利于在华东
片区开展考古发掘现场文物
保护。

成立“国家文物局重点
科研基地华东工作站”，也是
抢抓时代机遇。根据《国家

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
科研基地建设的意见》（文物
博发〔2020〕8号）总体要求，
到2030年，国家将围绕文物
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的重
要紧迫需求，拓展科研基地
规模，总量达到50家。优化
完善科研基地的研究方向布

局，在增补空白的同时，实现
领域细分和动态调整。“因
此，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市委市政府和滨湖区政府
大力支持下，充分利用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东
基地的有利条件，吸引‘华东
工作站’在此落户”，刘宝山

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

长赵西晨表示，工作站的设
立，将更好地发挥科研基地
的基础辐射和引领作用，在
技术应用示范、人才培养等
方面多实践创新，提升现场
文物保护的水平。

“国字头”重点科研基地
华东工作站在锡揭牌

在“考古发掘现场文物
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
基地华东工作站”揭牌仪式
上，无锡文物考古研究所和
复旦大学联合发布了一项

最新的科技考古成
果——无锡市马
鞍遗址马家浜
文化时期人
骨 检 测 报
告。

马家浜
文化是无锡
地区发现最

早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可以说

是无锡地域文明之
源。在2023年6月的自然

和文化遗产日活动中，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在“探源科
考舱”内，对无
锡市滨湖区
马鞍遗址发
掘并提取的
两 座 距 今
6000多年前
的马家浜文

化墓葬开展实
验室考古探源，

发现了两具古人骨
架。现场，体质人类学专
家、岩石矿物学、粘土学、微
生物学、微痕分析和科技考
古等方面的专家齐聚一堂，
多角度、专业化提取了墓葬
内的各种信息。时隔三个
多月，这两具遗骨所承载的
信息和故事正式揭开。

“这是我们首次成功获
得了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
时期的古人类基因组数据，
填补了因为环境影响、保存
不佳所导致的中国南方古

DNA研究缺环，为我们理
解长江下游史前考古文化
人群的起源和迁徙提供了
重要参考”，复旦大学科技
考古研究院文少卿教授团
队的博士后杜盼新介绍，这
也是中国考古界首次获取
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
样本的线粒体基因组序列，

“目前长江流域古DNA数
据仍然有限，开展这方面的
工作十分重要。”

杜盼新分析，中国南方
由于保存条件和环境等因
素，人骨保存都比较差，遗
址中能够留下两具保存比
较完好的人骨是相当幸运
的 ，为 科 研 人 员 用 分 子
DNA技术来研究马鞍时期
的人群迁徙提供了很好的
材料。

在其中一具骨架中，复
旦大学的专家团队成功提
取到了古DNA。经检测，
该例样本为男性，其母系遗
传类型属于单倍群 F1a1'
4。检索对比已发表的古代
各地区考古提取的线粒体
DNA数据，此类型DNA在
越 南 北 部（距 今 4000-
2000年前）、老挝北部（距
今3000年前）、印尼（距今
2000年前）、菲律宾（距今
1800 年前）、广西（距今
1500年前）的古代遗址和
泰国北部（距今2500-800
年前）悬棺葬中存在。“通过
将无锡马鞍遗址马家浜文
化古人的这一遗传类型与
现代各语系人群的遗传谱
系比较，我们认为无锡马鞍
遗址的古人可能与侗台语
人群的祖先有关。”

（陈钰洁）

透明的“玻璃罩”里灯光
明亮，恒温恒湿的空间给文物
保护与研究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华东基地的探源科考
舱，现代化和科技感的气息扑
面而来。赵西晨透露，正是经
过对基地的前期考察，认为无
锡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合适，才
决定将华东工作站落户无锡。

吸引“华东工作站”落户，
无锡有优势。此前，无锡文物
考古研究所与阖闾城遗址管
理委员会等开展多方合作，引
进社会力量，建设了考古实验
室大楼，创建“探源科考舱”，

有效缓解了考古压力，提升了
考古出土文物预防性保护效
率，一批宋代窑址等重要遗迹
得到了保护展示利用。与此
同时，还创新性地采取实验室
考古直播等形式取得了巨大
的社会效益。“开启6000年盲
盒”的考古直播，在短短两个
小时中，吸引了310万人次观
看，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820
万人次，全网传播总量突破
1500万，引起社会热烈反响
和广泛关注。

刘宝山表示，今后无锡将
继续加强文物科技基础条件
建设，科学合理地提升基础设

施和装备水平，加强科技基础
性工作，抢救性整理既往形成
的文物科学调查档案、考古发
掘资料、科学数据、文物与考
古科研标本、科技资料，并逐
步开放共享。这次国家重点
科研基地在无锡的挂
牌，将会加快无锡
的文物保护修
复和科技考
古 人 才 的
培养，为无
锡文物考
古事业高
质量发展
助力加速。

最新科技考古成果发布
无锡首获6000年前古人类DNA

链接延伸阅读

“华东工作站”何以花落无锡？

据了解，国家重点科研基
地华东工作站成立后，一方
面，将开展科技攻关，加强文
物预防性保护和抢救性保护
研究,加快核心关键技术突
破，大力发展成套技术和装
备。重点加强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研究，提高文物展示
利用的技术实现能力；另一方
面，大力发展文物保护和考古
应用基础研究，着力突破文物
无损或微损检测分析技术，考

古现场残留物与信息提取技
术，发展新的实验测试技术。
对危害文物的常见多发病害，
加强病理研究，优化对文物本
体和环境的监测技术，创新监
测数据研究方法，为预防性保
护提供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用项目带动文物保护人
才培养。在此过程中，加强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将科研基地
建成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移扩散的发源地。建立
覆盖“实验室研
究-实验观测-
优化改进-
应用示范-
应用后监
测 ”全 周
期的文物
保护技术
科 学 评 价
体系。探索
建立科研基地
与优质企业的协
同创新机制，促进专利成
果产品化和产业化。

与国内外的科技合作与
学术交流也将进一步深化，加
强科研基地的跨机构、跨行业
合作，特别是科研基地之间的
横向交流，打造文博行业协同
创新平台。掌握国际文化遗
产领域科技发展动态，把握国
内国际两个需求，发展联合科
研、人才培养、国际化团队建
设相结合的国际科技合作模
式。

“华东工作站”将承担五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