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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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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l 本文介绍了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而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 科技考古学的内容
、

国内外发展概况和目前的研究进展
,

并对我国科技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

一
、

引 言

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发掘或整理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实物
,

并据以研究人类古代

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

早期考古学主要以田野发掘为对象的田野考古学和以遗物遗址记载为

研究对象的文献考古学为主
,

通过对这些研究对象作客观描述和分类排比的工作方式开展研

究工作
。

但是
,

在考古工作中有时由于缺少历史记载或旁证
,

会使许多考古问题成为无法解

释的悬案川
。

所以早期的传统考古工作方式远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考古工作需要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和新的仪器设备的出现
,

促进了自然科学各领

域的发展
。

同样
,

传统考古学也正在逐渐吸收自然科学技术之成就来解决考古学中的问题
,

从而大大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
。

二
、

国内外发展概况

科技考古学建立的历史虽然不长
,

但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 20 年代
。

随着考古

学的迅速发展和深人
,

20 年代初期人们就已创立了树轮断代方法
,

到了 50 年代创立 了
’ 4C

断代方法
,

60 年代又建立 了热释光断代方法
,

70 年代至 80 年代是大发展阶段
,

在这个时期
,

各种现代实验技术竟相在考古学中应用和进行试探性研究
,

为科技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

础
。

目前科技考古学已发展成为专门的学科
,

国际上已出版了几种专门的学术刊物
,

如牛津

大学出版的 《 考古测量 》
,

法国列尼大学出版的 《 考古测量杂志》
,

日本出版的 《 古文化

才科学 》 等
。

此外旧 本和西方几个发达国家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
。

但是到目前为止
,

这门

学科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名称
,

例如日本将这门新兴学科称为
“

文化才科学
” ,

西方称为
“

物理考古学
” 、 “

科技考古学
”

或
“

实验考古学
”

等
。

严格地说
,

该学科应称为
“

科技考古

学
”

为最恰当
,

但在考古学词典中对
“

科技考古学
”

这一名词解释为
“

对古代科技发展史进行

研究的学科
” 。

而我们现在定义的
“

科技考古学
”

则是利用现代实验技术 (包括元素分析技

术
、

结构分析技术
、

断代技术
、

遗址勘探技术和文物保护技术等 )对古代文物和遗址遗物进行

研究
,

这样可将考古学的研究推向严格的定量化
,

为考古学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

以弥补

传统考古学方法的不足
,

达到认识古代社会之目的
。

所以目前的
“

科技考古学
”

与过去提到

的
“

科技考古学
”

虽然名称一样
,

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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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内 容

19 92 年

科技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内容可概括为五大方面 : 即利用现代实验技术和分析

方法对考古文物和遗址进行年代证认的断代分析 ; 文物或遗物材料的结构分析和元素 (包括

常量
、

微量和痕量元素 )分析 ; 遗址遗迹的勘探和发掘 ; 文物保护 ; 计算机应用和古代环境

的模拟等
。

本文将考古学中比较常用的现代实验技术及研究内容归纳如下 :

1
.

断代分析技术

根根据文字记载和考古古 墓志记载载

学学家经验确定年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文文文献史料记载 (地方志

,

野史 )))

铭铭铭文
、

年号 (古钱币)
、

碑文文

文文文物的工艺特点点

根根据自然规律或现象象 树木年轮轮

(((利用仪器 )确定年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玻玻玻璃风化层 (玻璃
、

岩石 )))

水水水扩散层厚度 (黑耀岩 )))

淤淤淤泥层厚度度

花花花粉
、

地衣生长长

利利用现代 (核 )分析技技 热释光 (T L )))

术术确定年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考考考古磁学学
111114CCC 常规 14 eee

加加加加速器质谱 14 ccc

电电电子自旋共振 (E S R )))

裂裂裂变径迹迹

氨氨氨基酸消旋旋

穆穆穆斯堡尔谱学学

同同同位素方法法 钾一氢 (K 一
rA )))

伽伽伽伽一铭 (bR 一 S r )))

铀铀铀铀一牡一 铅 (U 一 T h 一 P b )))

敏敏敏敏 ( l oB
e
)))

衫衫衫衫一 钱 ( Sm 一 N d )))

2
.

结构分析技术

核核磁共振 (N M R )))
.

…
结结 显微分析技术术 光学显微镜镜

}}}}}}}}}}}}}}}}}}}}}}}}}}}}}}} 构构构构

穆穆斯堡尔谱学 (M s))) }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析析析 场离子显微镜镜
红红外吸收光谱 (l RA S ))) …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

…………………………………………
`̀̀ 金相显微镜镜XXX 射线衍射 (X R D )))))))))

拉拉曼 (RA M A到 )散射谱谱谱谱 电子显微镜镜

低低能电子衍射 (L E E D )))))))))))))))))))))))

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激光显微镜镜
反反射式高能电子衍射 (RH E E D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射线成象象热热分析技术术 差热分析 (D T A )))))))))

热热热重分析 ( T G ))))))) 红外成象象

综综综合热分析析析析 扫描隧道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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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遗址(迹 )勘探技术

磷酸盐勘探

热红外线法

地震折射波法

自然电磁法

电阻率法

电磁勘探法

磁性勘探

遗址遗迹勘探技术航空照相 (空中摄影 )

遥感技术

地质雷达技术

热勘探

引力勘探 (重力法 )

下射线谱仪 (放射性法 )

感应极化技术

遗址遗迹探勘技术

4
.

元素分析技术

原原子吸收 ( AAS ))) 单光束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计

双双双光束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计

原原子发射 ( AE S ))) 激光显微发射光谱谱

电电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谱

火火火花源发射光谱谱

XXX射线荧光分析析 能量色散散

((( RF X))))))))))))))))))))))))))))))) 波波波长色散散

离离子束分析 ( IB A))) 卢瑟福背散射 ( RBs )))

核核核反应分析 ( N RA)))

质质质子激发 X射线分析 ( P1飞五 )))

质质质子激发 下射线分析 ( P IG ME )))

“““ 粒子弹性反冲 (E RD)))

XXX射线光电子谱 (欠 PS )))

中中子活化分析 ( N AA)))

俄俄歇电子谱 ( AE S )))

质质谱和色谱谱

同同步辐射 (S R)))

5
.

文物保护技术

防防腐腐 纺织品 (棉
、

麻
、

绸 ))) 硅橡胶保护护

防防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霉

防防风化化 字画
、

手稿稿 防腐处理理

防防退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皮皮皮革革 防腐处理理

竹竹竹
、

木器
、

漆器器 醇醚法脱水保护等等

骨骨骨制文物物 防腐处理 (密封保护 )))

青青青铜器器g AZ O保护法法

苯苯苯苯骄三哇保护法等等

金金金银器器器

石石石窟
、

壁画
、

雕像像 化学灌浆
、

喷锚加固
、、

高高高高分子材料加固等等

图图象象 字画画 红外成象象

再再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 钱钱钱币币币

铭铭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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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研 究 进 展

1
.

结构分析方面的研究

l ) (热分析技术

热分析技术是测量物质和参比物之间温度差与温度关系的一种技术
。

它能研究相变
、

结

晶
、

熔化
、

蒸发
、

脱氢
、

氧化或还原等反应
。

热分杆滋支术可用于鉴别中世纪玻璃
、

纸张
、

文物遗址处的土壤
、

古代炼铁基地的矿石
、

铁

块和炉渣以及淘瓷器等
。

例如
,

通过对粘土和陶瓷样品的差热曲线的对比
,

则可推断陶瓷原

始材料和制造工艺中的烧结温度
,

根据峰的位置和形状可以推断陶器所使用的粘土种类
。

( 2 ) 扫描电镜

在考古学中
,

利用扫描电镜可以对考古样品 (古陶瓷
、

钱币
、

隧石工具
、

石器
、

牙齿等 )进

行图象观察
,

并能对元素和晶体进行结构分析
。

如可以研究古陶的表面形貌
、

晶粒大小及相

互结合的状况以及内气孔的形状分布
,

估计古陶的玻璃化程度
,

推断烧结温度
。

对古铜镜的

研究可以分析不同朝代铜镜表面的含锡量
,

这对于鉴别铜镜的制作朝代有重要的意义
。

对隧

石工具磨损痕迹的研究可以得到该隧石工具的使用情况
。

例如
,

K ee ley 等人分析了肯尼亚

150 万年前的旧石器工具
。

根据磨损痕迹
,

可推断有四件工具已切过肉
,

有两件割过草或芦

苇
,

有三件加工过木头 { 2 1
。

此外
,

利用扫描电镜还可以研究古钱币的制造过程
。

D ar l i n g

等人根据钱币中含金量不均匀 (中心比边缘高 )认为该金币制造时经过两道工序完成的
,

即

先浇铸成球状
,

然后再冲压制成金币【’ }。

( 3 ) X 射线衍射 (X R D )

X 射线衍射方法可以进行晶体结构分析和物相定性
、

定 量 分析
,

它具有快速准确的

特点
。

在考古学中它可以对古陶
、

古铜镜
、

古代金属制品
、

大理石制品
、

油画中的颜料
、

彩釉
、

彩漆等进行研究
。

例如 M ag ge itt 等人对某一遗址 C S G 发现的
“

不同类型
”

的陶器进行了研

究
。

早期人们认为该遗址的陶器大部分属于 C S G 型 (当地制造的 )
,

只有少部分属于 H 型

(从外地移人的 )
。

X R D 结果表明
,

C S G 型陶器含有较多的斜长石和钾长石
,

而
“

H 型
”

也

主要含有这两种矿物
,

所以推断该遗址发现的陶器均为当地制造的 C S G 型陶器
,

所谓的
“

H 型
”

陶器是外观有些差别的 C S G 型陶器
。

(4) 红外吸收光谱 ( I R A S )

红外吸收光谱是一种分析物质结构的有效工具
,

它具有灵敏度高
,

测量时间短
、

样品用

量少
、

不破坏样品
、

不受样品状态的限制等优点
。

红外吸收光谱定性的依据
,

主要根据光谱

的吸收线位置
、

形状和相对强度
。

其谱线位置与组成分子中的某基团各原子质量和化学键性

质有关
。

相对强度与分子的对称性
、

跃迁几率和分子结构有关
。

在考古学中利用 红外吸收光

谱
,

可以对古陶
、

古瓷
、

铜器进行研究
,

还可以用来分辨和识别青铜器铭文
、

书画等
。

利用

红外吸收光谱还可 以对考古样品进行物相分析
、

定量分析
、

研究古陶制造原料粘土的矿物类

型及其性质
,

对确定制造工艺和原料来源都是很有意义的
。

此外通过结构分析还可以判断

矿物的生成条件
,

鉴别真伪
。

利用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对一些年代太久和保存不善的古画进

行研究
,

使其模糊不清的部分再现
,

如宋代名画
“

仙人楼阁图
”

和唐摹王羲之 的
“

上虞贴
”

的

研究等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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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核磁共振 (N M R )

核磁共振是利用物理的原理来分析物质结构的一门学科
。

它有许多优点
,

如非常高的分

辨本领
,

可以不破坏样品
,

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等
。

该方法是通过谱线的许多特征量
,

如谱

线宽度
、

形状
、

面积
、

共振频率等来研究被测样品原子核的性质和环境
、

样品的结构等方面问

题
。

在考古学中
,

它能补充光谱和色谱的不足
。

它主要研究有机考古样品
,

如公元前的水

解植物油
、

水解动物脂肪
、

唬拍的结构
、

黑耀岩
、

宝石
、

陶瓷
、

骨头
、

古代的封蜡
、

出土容器中

的残留物等等
。

C as s ar 等人利用 N M R 确定了英国几种古代封蜡的制造原料
。

他们发现
,

所有封蜡都是用蜂蜡制作的
,

古代封蜡氧化成分较多
,

此外还含有一种松香成分
,

他们认

为是变质的松香成分 l5]
。

( 6 ) 穆斯堡尔谱 ( M S )

M S 在考古中的应用始于 19 69 年
,

由于其具有高能量分辨本领
,

样品用量少
,

非破坏

性分析
,

能获得原子核附近物理状态和化学环境方面的信息
,

到目前为止
,

有关 M S 研究

考古问题的论文已有数百篇
,

所涉及的考古样品有古陶
、

古瓷
、

粘土原料
、

铜器
、

兵器
、

化石
、

颜料
、

古画
、

艺术品等等
。

对古陶的研究可以分析原料的来源
、

烧制技术和工艺
、

断代等等 ;

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铜镜和钱币 ; 瓷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瓷釉
。

例如在断代方面
,

iE s sa

等人认为陶器长期埋在地下会不断受到周围环境放射性的辐射
,

会使其晶格缺陷随埋藏年代

而增加
,

而古陶 M S 中中间峰的比例与所受剂量存在一定的关系
,

故可用于断代
。

他们对

已知年代的古埃及陶片在 7 00 ℃ 温度下退火
,

然后用不同剂量的 下射线辐照
。

从结果中可

以看出
,

随着剂量的增加
,

F e ,十

声 e3
十

两组 四极双峰比率呈线性关系
。

由于古埃及陶片年代

已知
,

根据此曲线可得出未知年代希腊陶片的年代为 26 90士 90 年 6I]
。

2
.

元素分析方面的研究

( l) 原子吸收光谱 ( A A S )

原子吸收具有灵敏度高 ( 10
一 ’ ”
一 10

一 ”
)
、

测量误差小 ( 1 一 2%
,

0
.

1一 0
.

5% )
,

可

测定的元素范围广 (70 种元素 )
、

测量速度快等优点
。

在考古学中它可对铜
、

铅
、

银
、

金
、

硅酸盐
、

隧石
、

铁器
、

陶器
、

玻璃等古文物进行研究
。

例如 T e ne nt 等人分析了苏格兰 中世纪的着色

玻璃中常量和微量元素成分
,

证实了制做玻璃时使用了蔽类植物和山毛样植物灰 17 )
。

( 2 ) 原子发射光谱 (A E S )

A E S 也具有灵敏度高 (相对 : 0
.

1一 10 p p m ; 绝对 : 10
一 9
)
、

检测限低
、

多元素同时测

量
、 “

无损分析
”

(测量直径只有几十至几百个微米等优点
。

考古学中应用比较多的有电感祸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 I C P )
,

它可以分析古陶瓷
,

古代人的骨头
、

头发和其它组织等 ; 可以

判断古陶瓷的产地
,

年代
,

制作工艺水平
,

鉴别鹰品等等
。

例如
,

古代人的尸体中
,

H g 的

含量较多
,

在排除人为或其它加人的因素之外
,

可说明这个古人可能热心于炼丹术
,

以求

长生不老
。

如含 P b 高
,

排除其它因素外
,

可考虑该古人曾长期使用下 b 制品
,

或从事大量

接触 P b 的工作
,

导致过量的 P b 留在体内
。

(3) X 射线荧光分析 (X R F A )

X R F A 具有非破坏性
,

分析元素多
,

分析的浓度范围宽 (从常量一 痕量杂质 )
、

成本低

等特点
。

它对考古样品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

研究对象涉及到金
、

银
、

铜
、

古陶器
、

玻璃
、

釉
、

颜料
、

硬币
、

宝剑等等
。

研究深度也从对考古样品的元素组成测定
,

向探讨年代
、

产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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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等方向发展
。

例如
一

l Fo rk o w sk i 等人利用 X RA F对六种古钱币进行了研究
。

他们发现
,

六种钱币的银含量有明显的差别
,

六种钱币清洁前后其表层的银含量也有差别 18」。 在真伪研

究方面
,

C ar d d o ck 等人报道了对英国博物馆收藏罗马时代铜镜的分析结果
,

该铜镜看起

来象廉价的金属青铜所制成的
,

但 X R F A 结果证明
,

其主要组成元素是银及少量的铜 19]
。

( 4 ) 离子束分析 ( I B A )

离子束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 即文物的制造原料和起源 的研究 (包

括骨头
、

牙齿
、

毛发
、

粘土
、

陶瓷
、

金属器物等 )
,

工艺技术方面的研究
,

艺术品的研究和古

铜器的研究
。

例如我国科技工作者利用 P IX E 分析的
“

野人
”

( 特殊灵长类 ) 和普通灵长

类动物 (猿和猴 )及现代人的毛发
,

发现
“

野人
”

毛发的 F e / Z n 值是现代人毛发的 50

倍
,

是普通灵长类的 7 倍
,

其结果似乎支持
“

野人
”

存在的说法 【’ 0] 。

H vy
o ne n

一

D ab el k 已

证实 P IG M E 技术很适合进行骨头样品的测定
,

他采用该方法测定骨头中 F
,

N a 和P
,

其

统计误差可达 0
.

5%
,

而对 N
,

O
,

M g
,

C a 可达 2%
。

此外
,

还观察到现代骨头中 F 含

量的变化比较大
,

而 N 含量变化比较小 l川
。

Sal he 等人利用 P I X E 技术分析约旦两遗址的

陶器
,

在所确定的 18 种元素中
,

利用 Z n
,

R b
,

rS
,

Z r
,

B a 元素能将两遗址陶器区分开
,

而其它元素 ( 51
,

K
,

C a
,

T i 和 F e )不能用于分类 [” ]
。

离子束分析技术用于陶器的研究具有速度快
、

用途广
,

明显优于岩相分析
、

中子活化
、

甚至 X R F A
。

W j lial m s等人利用了 M e V 的质子束对一古代油画蓝色区域进行了 P IX E 分析
,

证实

油画中含有 F e
,

C 。 ,

Z n 和 P b 元素
,

很强的 C o 峰表明使用了钻蓝
,

P b 是颜料的底色
。

由于钻蓝是 1804 年才使用的一种颜料
,

所以证实了这幅油画是 18 04 年以后画成的 【̀’ 】。

( 5) 质谱和色谱

质谱和色谱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是近些年才开展的工作
,

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对考古容器

中残留物
、

有机颜料
、

香料
、

粘接剂和矿源等方面的研究
。

此外
,

相当多的工作集中于质谱

同位素分析
。

如碳同位素比率在骨头中的应用可提供过去人类饮食方面的信息
,

因为在人

体中
’ ZC 和

’℃ 的比率不是恒定的
。

通常植物有三种光合作用的路径
,

即 C , ,

C 4 和 C A M

路径
,

通过 C
:
路径的植物有树

、

灌木和草 ; C 4
路径的植物有玉米

、

黍
、

甘蔗
,

等 ; C AM 路

径的植物有仙人掌等
。

这三种路径产生的
’℃ lz/ C 比率子℃ 会不同

,

对于 C
:
植物

,

其 夕℃

平均值为 一 26
.

5% ; C ;
为 一 12

.

5 % ; 而 C A M 为 一 16
.

5%
。

当植物和动物被人 吃掉后
,

这些值的差别会保持在食物链中
,

所以对人类骨头中
’℃尸Z

C 比率的测定
,

可以提供人类饮

食的重要信息
。

此外
,

根据氮稳定同位素 (
’ 4N 和

’ S
N )也可提供饮食方面的信息 ; 根据氧同

位素 (
` 60

, ’ 70 和
’ 80 )分析可以分析古代气候

。

因为三种稳定同位素的自然丰度是一定的

(99
.

76 %
,

o
,

03 7%
,

0
.

20 4% )
,

所以可以认为海水中这些同位素比率也是恒定的
。

然而
,

当甲壳动物在海水中形成甲壳时
,

有分溜现象发生
,

甲壳中氧同位素比率取决于海水的表层

温度
,

当这些动物死亡和沉人海底
,

掺人沉积物中
,

这些沉积物以稳定的速率积累
,

所以

在沉积物中取出的不同深度层次样品(甲壳动物 )的
` 80 厂60 比率的测定

,

可以描绘出过去温

度变化的情况
。

( 6 ) 中子活化分析 ( N A A )

中子活化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最早是在美国几个实验室开始的
。

当时主要工作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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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和瓷器的微量成分分析
,

而后又逐步扩大到玻璃
、

银币
、

青铜器
、

铁器
、

隧石等考古样

品
。

对于石器来说
,

N A A 是研究其原料化学成分的有效方法
,

它可以鉴定隧石和黑耀岩的

原料产地
。

对陶器
、

铜器
、

铁器文物来说
,

可以用来表征所用不同矿源之间的差别
,

确定古代

合金成分的演变及冶金史
。

对于古钱币
,

能提供不同时期钱币所用合金成色的直接信息
,

据

此可以提供矿源
,

反映王朝的兴衰及对样品的鉴别等
。

例如 K r a a y 等人利用 N A A 分析了公元前希腊银币中铜和银的含量
,

结果发现钱币中含

铜量小于 l 一 2%
,

是一种高纯度的银
,

而且这不同年代的银币有很大的差别
,

如巧 世纪银

币中铜含量有系统波动
,

而公元前 4 74 一 4 50 年内的银币中铜含量很高
,

这反映了当时的

政治经济形势
,

可能与公元前 4 60 年被驱逐之前摇摇欲坠的 Sy r ac us a n 专制统治有关
,

而随

后的银币几乎全部是纯银
,

这可能是由于后来取胜的国内政权的影响的结果
。

五
、

科技考古学在中国

近年来国际上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发展很快
,

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正在关注和进人

这个领域
。

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
,

我们的祖先

给我们留下 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古迹
,

这些古代文化遗产反映了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科学

技术水平及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

利用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实验技术来研究考古学问

题
,

这在我国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

但是形成专门的学科还是近年来的事情
,

199 1 年成立了

全国性的科学技术考古组织
,

全国性的科技考古学术会议已举办过三次
。

已故的考古学家夏鼎先生是我国在这方面最早的倡导者
。

他在 19 79 年编写的 《 考古学

和科技史 》 一书中就强调
“

考古工作者应该设法取得科技工作者协作
,

以解决考古学上的

问题
” 。

在夏先生 的领导和组织下
,

一 些科技工作者投人到科技考古学的研究工作中

来
。

例如在马王堆汉墓的考古研究中
,

就曾组织了一些科技工作者参与
,

并取得了一些重要

成果
。

如对墓主女尸的研究
,

证明她在世时曾患过多种疾病
,

推断她的死因可能是胆绞痛引

起冠心病发作以致心肌梗塞而死
。

另一个较好的实例是
“

晋代金属铝
”

的澄清问题
。

19 53 年

南京博物院发掘了江苏宜兴的西晋周处墓
,

发现了17 件镂孔花纹的金属带饰和少许很小的残

片
,

其中一件经分析为以铝为主要成分的合金
,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
。

我们知

道
,

铝是一种难于冶炼的金属
,

到十九世纪才被提炼出来
。

这一发现如果能够确定的话
,

那

么人类使用铝的历史就得改写
。

所以
,

这是一个巫需澄清的问题
。

我国科技工作者曾利用 X

射线衍射
、

电子探针
、

光谱分析等实验技术对这些金属带饰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全部 17 件

较完整的金属带饰都是银
,

而不是铝
,

至于小块铝片它是有后世混人物的重大嫌疑
,

绝不能

作为晋代已有金属铝的物证
,

这个结果澄清了冶金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I ’ 6 1
。

近年来
,

随着

科技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
,

使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投入到这一新兴领域中来
,

我国科技

工作者利用各种现代实验技术曾对陶瓷
、

铜镜
、

钱币
、

化石
、

宝剑
、

金银器等文物进行了研究
,

得到了一些成果
。

但是与目前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

主要表现在 : ① 自然科

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缺少交流
,

更多的实验科学工作者还未涉及或进人科技考古学

这一领域 ; ② 实验手段比较单调
,

多种实验手段的综合研究还需加强 ; ③ 选题不新
,

科学

思想欠缺
,

表现在工作不够深人 ; ④ 某些考古样品缺少交流 ; ⑤ 新实验技术在考古学中应

用的开拓性研究工作不多
。

笔者认为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应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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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社会科学( 考古学) 工作者配合
、

协同工作
,

争取在这个我国有优势的新领域中走到世界

的前列
。

今后应以地区为单位
,

建立地区科技考古学中心实验室
,

配备常用和 必要的实验

仪器和设备
,

加强科技考古学的科普宣传
,

鼓励更多的实验科学工作者关心
、

参与这个领

域
。

在研究工作中要加强国内和国际上的合作和交流
,

开展国际上科技考古学还未涉及到

的新发展的现代实验技术
,

如同步辐射
、

自由电子激光
、

扫描隧道显微镜
、

原子力显微镜等

新技术
,

力争作出较多的独特的前沿性工作
,

以期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科技考古学研

究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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