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动的抗战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题展览巡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大营营房旧址保护利用项目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保护·纪念·传承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项目

辽沈战役纪念馆

红色资源“智慧+”沉浸式服务青少年研学教育项目

东北烈士纪念馆

用好文物史料打造雨花英烈精品纪录片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南京市博物总馆革命文物保存现状调研

南京市博物总馆

淮海战役历史展览中文物史料的活化运用

淮海战役纪念馆

“筑巢引凤”助力乡村振兴

——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保护利用项目

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

探索可视化演绎，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探索全媒体多元融合模式，推动革命文物阐释传播

——山东博物馆“红色文化主题月”项目

山东博物馆

军地共建、活化利用

——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建筑群保护利用项目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

焦裕禄精神展示传播项目

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

“大别有礼”系列文创产品开发与展示传播项目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

文物藏品中的英雄武汉

辛亥革命博物院（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穿越时空的红色力量——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项目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湘江战役旧址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创新探索

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

因地制宜焕新颜，革命文物助力城市更新

——海南解放公园提升改造与委托运营项目

海南省博物馆

活化利用革命旧址 赓续传承红色血脉

——赵一曼纪念馆保护利用项目

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

多馆联动史料共享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红色资源展示新探索

延安革命纪念馆

建设军垦精神红色基因库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红色基因库首批试点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

12 月 16 日，“2023 气候变化与海丝申遗——海洋考古与科
技”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珠海召开。

南方海洋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大可在致辞中详细
介绍了实验室的发展、定位及发展理念，并分享了一系列的技术
手段，希望能够激发专家学者们的创新研究热情，进一步促进技
术交流与合作。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龙家
有肯定了海洋科技与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并呼吁与会专家共同努
力，推进海洋科技与考古工作持续发展，保护海洋环境并扩大中
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王时伟阐述了海洋
考古领域的重要性以及气候变化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威胁，并探讨
了科技在海洋考古工作中的应用，指出需要加强对气候变化与海
洋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以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马来西亚
马六甲历史城区（鸡场街）工委会拿督颜天禄回顾了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十年发展成果，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进一步促进国际
交流合作。

来自主办、承办、协办单位，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
技术企业的 140余位代表参会，20余位代表围绕“海洋遗存勘测
技术整合与研发的思与行”“水下文物考古发现与综合探测技术
进展”“海洋文化遗产与海上丝路申遗研究展望”“气候变化下的
海洋文物科技保护与修复”四个议题，分享了相关研究成果和进
展，进行了经验交流。

海洋遗存勘测技术整合与研发的思与行

此议题由复旦大学教授魏峻主持，6位代表就海洋勘测技
术进行了分享交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
长肖达顺介绍，他所在团队围绕沉船展开搜索，结合海洋沉积
学的数字模拟和新装备新技术研发试验，利用科考船与无人艇
等搭载海洋勘测技术，开展了粗扫与精扫工作，在广东周边海
域找到六条沉船线索和一处元代沉船遗物点。中山大学海洋与
工程技术学院教授贾良文基于海上季风、海洋沉积动力、历史
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借助二维和三维数学模型，介绍了川岛海
域的水动力及沉积特点，及沉船可能的移动路径和埋藏地点。中
国科学院声学所研究员张纯分享了三维浅剖声呐系统研究的初步
结果及遇到的问题，认为通过建立试验测试过程中的三维可视化
海底地层结构，可以更加直观地探寻沉积物的地下掩埋物体探
测、地层分类、地层显示，为水下文化遗存物探测和保护提供新
的思考视角。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洋事业部部长唐
梓力介绍了无人艇搭载声呐设备在海洋考古中的探测实践，并对
海洋考古探测对于无人智能装备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勘察测绘院副院长吕邦来论述了
目前水下目标探测的主要技术方法和实际应用，并重点介绍了磁
力探测新算法的研究对水下目标探测的意义。广东海上丝绸之
路博物馆馆长冯兆发介绍了“南海 I号”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成果，并期望未来博物馆人才建设和文物活化利用能取得长足
发展，为推进陆海丝路互学互鉴作出应有的贡献。

海洋文化遗产研究与海丝申遗进程展望

此议题海洋考古创新团队副研究员王真真主持，4位代表
就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意义研究等展开探讨。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专委会委员胡洋从文
化传承、研究、教育、经济等角度着眼，点出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意义与价值，并探讨了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手段与方法。浙江大学文化
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筱介绍了宁波港城、温州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从多维角度理
解港口城市空间要素的复合性功能特征，港口城
市布局与工业生产基地分布的复杂响应机制。恒
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孟磊从具体案例
出发，介绍了数字技术在助力文化遗产修复、保
护和研究等方面的应用，认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使
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创企业之间的信息交互通道更
畅通。英国利兹大学博士后韩雪飞以有“红海计
划”之称的英国贝莱尼斯港系统性长时段发掘为
例，阐述该港口的发掘史，港城的基础设施和近
岸的海底发掘，呈现前伊斯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贸易规模和贸易模式。

水下文物考古发现与综合探测技术进展

此议题由海洋考古创新团队高级工程师牟伟主持，7位代表
就水下考古探测技术展开探讨。山东科技大学教授罗宇介绍了山
东科技大学海洋声学测绘装备课题组的工作，尤其是深海近底多
波束测深仪和混合基线水声定位系统的研究进展。中科深海海洋
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刘维就如何实现全景三维探测，介绍了多频
三维合成孔径技术研发，海洋全景三维成像装备研制，并应用于
水下悬浮、沉底和掩埋等目标探测的情况。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研
究员卫翀华从水声学实验的需求出发，介绍了北冰洋海底观测的
内容、模型、获取方法、实施过程、测试方法。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馆员黄泽鹏以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调查为基
础，介绍了深海考古调查方法体系的思考与研究。武汉科技大学
副教授王文武介绍了水下探测的多传感器数据（声呐数据、水下
电视、磁场、电场数据）整合技术。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王文明基
于智能调控技术，介绍了井下电动工具精细化智能修井关键技术
及发展。中电建（广东）工程监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孙
红亮介绍了海洋勘测考古的新方法发展状况，总结了各勘测方法
优缺点及典型解译特征，并尝试了水下机器人施工的新措施。

气候变化下的海洋文物科技保护与修复

此议题由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冠华主持，7位代表发言。北京
建筑大学教授刘临安介绍了澳门的历史发展与澳门文化遗产，
并对澳门建筑文化遗产提出了新的认识观点。西北大学教授杨
富巍介绍了石灰质文物的保护材料及方法进展，为相关科学研
究及保护实践提供思路。西安市城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吴春介
绍了气候变化下的西安城墙保护管理制度，并概括了西安城墙
的历史发展脉络。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副教授王鉴兰介绍了汉代
漆纱髹漆技术的检测研究，实现了纺织品的功能改性，使残片
中的丝织物达到了坚牢硬挺和防水的效果。上海博物馆副研究
馆员杨蕴介绍了古陶瓷的修复分类，修复方法步骤，也宣传了
国家级非遗项目“古陶瓷修复技艺”。广东省博物馆馆员王阳介
绍了目前出水瓷器的脱盐工作的紧迫性，总结出了出水瓷器批
处理脱盐技术的方法。澳门城市大学副教授黄广结合中西方文
化遗产保护理念，介绍了澳门现存葡国瓷砖的样本选取方式、
病理成因等研究结论。

海洋考古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詹长法作会议总结，他表示，
与会代表的交流加深了气候变化视角下对海洋考古的认识，推动
了海洋考古和科技的创新发展。未来，南方海洋实验室将继续加
强区域合作，促进海洋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推动海洋文化遗产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

南方海洋实验室对标“海洋强国”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设立目前国内唯一以“海洋考古勘测与海洋文化资源
保护利用”为标志性成果的科研团队——海洋考古创新团队。团
队成立于 2019年，建设至今，依托实验室科学平台，围绕标志性
成果目标，开展海洋考古勘测技术整合、海洋智能装备应用、海洋
文化遗存科技考古与保护、粤港澳海洋文明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等任务和关键技术研究，专研海洋考古勘测技
术体系，致力于为中国海洋科学考古和海洋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提
供新技术、开拓新的发展方向。 （整理：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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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具有数量大、地域广、类型多、价值
高等特点。太原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还涵盖了寺
庙、道观、石窟等多种多样的不可移动文物类型。随着气候
恶化，自然灾害呈现出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时间跨度长，
发生频率高、灾情复杂多变的情况，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不可移动文物的灾害风险控制也成
为当务之急。为研究、探讨不可移动文物的灾害风险控制的
有效方式与理念，本文以太原境内的净因寺西侧边坡治理为
例，以期今后对此类不可移动文物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起到
一定作用。

净因寺概况及价值

净因寺始建于金泰和五年，现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北20
公里处的土堂村，寺庙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112.44°，北纬
37.99°。2006年5月，净因寺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据净因寺碑文记载：汉时土山崩坏，裂陷成洞，洞内土
丘高及十丈，形似佛像，传为山崩佛现，乃佛教净土之因
缘，故在此建寺，取名净因寺。著名的古晋阳八景之一“土
堂怪柏”就位于此寺中。净因寺是古人善于利用自然山水地
理环境建筑选址的珍贵实物，体现了其重要的历史、艺术、
科学和社会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净因寺现状格局奠定在明清两代，建筑整体
格局保存较好，能够为我国明清寺庙建筑群体布局提供珍贵
的历史实物资料。寺内保存的彩塑、土雕、木雕等文物同样
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净因寺建筑群体在空间构成、造型和装饰等
方面体现了我国明清时期较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体现了相应
历史时期山西木构建筑的地域风格。净因寺大佛阁内，土佛
依山崖而雕琢，其视线深远，造像比例协调，仪规合度，表
现出自然、平静的神态，是研究我国雕塑艺术的珍贵资料。

科学价值。净因寺内现存的大佛阁是依土崖开凿，且与
砖、石材料木结构楼阁相结合的建筑作品，为研究山西洞穴
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寺内现存的土
佛，是山西境内目前尚存十余米两尊土雕大佛之一，其制作
技术与工艺，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见证了我国黄土区域文
化与多种文化相融。

社会文化价值。净因寺东临汾河，北与汾河出山处烈石
口、窦大夫祠相毗连，西南依畔崛围山多福寺、汾河二库等
文物保护单位，构成了太原市西北文物旅游景区，是推进文
旅融合不可多得的资源。

边坡病害治理现状

净因寺西侧边坡高近 50米，自然坡度 65°，属于高陡土
质边坡。坡体由冲洪积黄土质土及黄土质黏土夹碎块石土组
成，坡体结构为类均质体结构，易于由坡面变形中的表层溜
坍逐步转化为斜坡变形中的黄土崩塌性滑坡。

文物安全不仅是文物保护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也是
构成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的重要部分。文物保护应遵循本体
保护→载体保护→环境保护统筹考虑的基本原则。净因寺西
侧土崖是文物本体中文物院落的有机组成部分，2014年国土
资源部门对净因寺西侧大佛阁两侧范围内的长约80米的边坡
进行了初步治理工作，但是对正对大佛阁的长约30米的边坡
未做进一步加固处理，2017年发生边坡滑塌的正是该段。逐
步加剧的边坡失稳、潜在滑移崩塌，将严重的影响净因寺的
完整性、安全性、稳定性和自然风貌，边坡滑塌变形严重危
及了净因寺的长久保存和安全。在自然因素诱发下和人为扰
动共同作用下，净因寺西侧边坡由小规模的坡面表层坍塌病
害发展到较大规模的斜坡滑移式崩塌病害的趋势加剧，将对
净因寺文物核心区域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所以加快实施遗
迹区边坡病害治理工作凸显了其紧迫性。

“依山就势”布局的建筑在使用与传承过程中，其周围
的基地环境遭到雨水冲刷、侵蚀或者其他内外力的作用，导
致基地边坡稳定性逐步降低或丧失，进而引发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一系列地质灾害，净因寺布局亦是如此。净因寺主
体文物建筑大佛阁依附其西侧的土崖所建，土崖在暴雨、地
震等不利条件影响下（太原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
雨量 450毫米），西侧山崖坡体结构松弛、卸荷下错裂隙发
育，多有小规模的坡面表层溜坍发生，逐渐加剧进一步演变
为不稳定斜坡的崩塌性滑移，对净因寺构成严重的安全隐
患，严重危及文物及人员安全。

例如，2017年7月18日至20日持续降雨221毫米，造成
了约 200立方米的黄土滑塌，滑塌体直接堆覆在大佛阁砖石
窟顶上部，严重危及文物本体。这次斜坡失稳削弱了西侧边
坡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如果再次遭受持续暴雨或地震影响，
将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滑移式崩塌，彼时将对下部文物和人员
造成不可估量的安全威胁。边坡失稳病害导致的后果严重，
边坡治理时间紧迫。净因寺西侧边坡病害具有突发性、危害
性大、持续性、诱发因素多、初步变形影响较小、累积变形
后果严重等特点。 所以，全面地进行科学的边坡病害防
治，具有深远的保护意义和具体的现实意义。

主要采取措施

经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后，为排除滑塌险情，确保文物
和人员安全，依据边坡以表层坍塌和潜在崩塌性滑动破坏为
主的特点，结合边坡的地形地貌条件以及文物保护的预加固
要求，采用嵌入式锚索（杆）框架加预应力锚索的永久性加
固防护措施。

嵌入式预应力锚索框架。净因寺西侧边坡高陡，为了使
治理工程与净因寺原有土崖院落环境自然协调，工程布设根
据现状布设，不得削坡刷方，采取就地势展布的嵌入式锚索

框架对潜在崩塌性滑坡进行永久性加固，锚索（杆）框架采
用折线形分级处理，确保边坡整体稳定性。

坡顶排水。坡顶已设置了反向坡，地面采用混凝土面
层，在新建的照壁墙后部开挖了排水沟，坡顶汇集的雨水通
过反坡汇集到照壁墙底部通过小的排水孔排入照壁后的排水
沟。已有的排水措施基本解决了坡顶排水稳定，但排水孔数
量不够，孔径不足，不能使降雨迅速排除，应将原有排水孔
径扩大至20厘米。增设2处排水孔。将已有混凝土面层开裂
部分做防水处理。

坡面植草护坡。嵌入式锚索框架解决了坡面整体稳定
性问题，在框架网格中挂设镀锌铁丝网客土喷播植草技术
来稳定坡面表层土体，同时兼顾了边坡生态防护与自然环
境相协调。喷薄植草是按照一定比例组成并搅拌均匀的有
机基材，根据气候环境和净因寺的整体特点，建议组成的
材料涵盖将有机质土、肥料、草籽 （或灌木种子），还应要
有粘合剂、保水剂及凝固剂等材料。在西侧边坡坡面挂好
镀锌铁丝网后，将经过实验最为合适的有机基材通过喷播
机喷薄在的坡面铁丝网上，然后在其外表喷播草种。所喷
播的草种应是根系发达、生长成坪快、抗旱、耐贫瘠的多
年生品种，如果当地的冬季寒冷的话，还应考虑品种的抗
冻性。客土喷播植草的特点就是施行喷播植草后，植被与
铁丝网联成地表网系，并经过框架梁、根系固定在坡面
上，使坡面表层与铁丝网、植被、嵌入式锚索框架共同作
用组成坡面防护体系。

监测。一是做好微环境监测。温度、湿度、降雨等自然
条件的变化会改变坡体的应力状态，影响其稳定性。微环境
的监测，可以有效地收集净因寺区域温度、湿度、降雨等自
然因素的变化，为边坡稳定性研究提供可靠的环境数据。微
环境监测包括雨量监测、温度监测、湿度监测等。二是做好
变形监测。变形监测用以指导净因寺边坡监测及预警工作的
长期可持续进行，包括边坡坡体以及内侧结构并设计监测预
警系统及监测预警相关 管理机制。变形监测包括坡体位移
监测、坡体应力监测和内侧结构含 水率监测。

净因寺这座千年古寺，是集木结构、土崖建筑、彩塑、
土雕、木雕、古树为一体的多样化文物区域，重视不可移动
文物灾害风险控制、切实保护好净因寺的文物、环境及人员
等安全责任重大。进行净因寺西侧边坡地质灾害风险治理，
对阐释晋阳文化、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有重要意义。

不可移动文物的灾害风险控制——以净因寺西侧边坡治理为例
贾晨

第四届（2022）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十佳案例宣传推介项目名单

央地合作，协同保护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保护展示工程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

西城区人民政府等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创新保护利用 打造“哈军工革命文物+”工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军工纪念馆

“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

——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文物藏品进课堂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保护一片旧址 带旺一个村镇

——朱坊村革命旧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倾力旧址修缮保护，奏响新时代和平强音

——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保护利用工程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

弘扬抗战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

——云南省博物馆“大动脉——抗战时期中国经济

社会的主通道与生命线”主题展览

云南省博物馆

创新馆际合作模式，共同讲好党的七大故事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

“南梁精神”进校园

——南梁革命纪念馆青少年思政教育实践活动

南梁革命纪念馆

传承红色基因，助力文化润疆

——乌鲁木齐市三馆联动整体提升项目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乌鲁木齐市革命历史纪念地管理中心）

十佳案例

（排序不分先后）

优秀案例

（排序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