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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海文物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运送南海西北
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出水文物。

2024年6月3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海文物保护实验室，考古队队员拆除包装，
取出从海上运回的文物。

2024年9月
26日，考古队队
员董佳馨（左）和
王万峰在探讨南
海西北陆坡一号
沉船遗址文物的
堆积情况。

2024年6月28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海文物保护实
验室，工作人员陈子晗（左）和王万峰正在进行文物分类脱盐浸泡。

2024年6月28日，文物保护工作者在明青花碗底书写文物编
号。文物编号如同文物的身份证。

2023年8月17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海文物保护实验
室，工作人员李媛使用超景深显微镜观察明青花罐釉面的病害情况。

2023年8月17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海文物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胡宝正在拍
摄出水文物。文物拍摄是文物信息采集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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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文/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张茂

清洗、加固、脱盐……经过精心修复后，一批珍贵的深
海文化遗产，将于9月27日，以“深蓝宝藏——南海西北陆
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的形式与世人见面。

此次展出的文物，曾沉没在1500米的深海里500多
年。直至2022年10月，才在距海南三亚市大约150公里
处的南海西北陆坡处被发现。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于2023年至2024
年组织实施了三个阶段的水下考古调查，完成遗址的初步
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

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
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
究工作，从被称为海洋的“午夜区”的半深海带，带回包括
瓷器、金属器、原木在内的928件（套）出水文物，充分展示
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
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
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
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
岸航行路线的缺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
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好这些出水文物，文物保护工作者
采取一系列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对文物进行精细化的处理，最大限度地恢复文物原貌，保
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2023年8月17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海文物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万鑫（右）和薛亚维对明青花人物故事纹大罐内部残存的水银进行清洗。清洗是陶瓷器文物保护修复的主要步骤之一。

2024年9月26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南区三层6号展
厅，工作人员颜建超对浸泡池中的上展文物进行最后的位置调整。

2024年6月
2日，在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深
海文物保护实验
室，工作人员观察
文物分类脱盐浸
泡情况。

文物脱盐浸
泡是海洋出水文
物保护修复的重
要步骤之一。

2024年9月24日，文物保护工作者小心翼翼护着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出水的明素三彩
鹭形执壶。

2024年9月26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南区三层6号展厅，工作人员对上展文物进
行最后的位置调整。

2023年8月17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深海文物保护实
验室，工作人员薛亚维正在清洗出水瓷器。

2024年9月26日，明“丙寅年造”款红绿彩婴戏纹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