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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里头到殷墟再到三星堆

“考古中国”揭开夏商文明更多秘密

头骨化石科学相貌复原头像首次揭晓

百万年前的“郧县人”，原来长这样

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
物考古船“探索三号”26日在广州
南沙交付。此船具备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是我国首艘具备全球（含
极区）深远海探测和冰区载人深
潜支持能力的综合科考船。

“探索一号”是载人潜水器母
船及具备通用深水科考、海洋工
程应用能力的科考船舶，于2016
年5月交付使用。

“探索二号”是配备国产化科
考作业设备的载人潜水器支持保
障母船，于2020年6月交付使用。

与“探索一号”和“探索二号”
相比，“探索三号”的满载排水量
从6000吨级增加到10000吨级，
船舶耐波性、续航能力大幅提
升。

“探索三号”船长约104米、续
航力为 15000 海里，载员 80 人。
由于探索三号为破冰船，具有艏
艉1.2米的双向破冰能力，作业水
域由敞水水域扩展到极区水域。

“探索三号”船设置了6米×4.8米
的大开口尺寸月池，可在浮冰及
恶劣海况下进行科考作业，提升
了高海况下科考作业的适应性。

“探索三号”既可以进行深海
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还可在夏
季进行极区海域科学考察，将使
我国载人深潜能力从全海深拓展

到全海域，有效提升我国深海考
古作业能力。

“探索三号”于 2022 年 12 月
正式立项，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共同出资，由中国船舶集
团广船国际自主研发设计并完成
建造，参研参建单位超过100家，
关键设备研制和集成单位近 10
家。在研建过程中，各研究机构、
企业和高校等通过对关键核心技
术集智攻关，突破了冰区船舶关
键设计技术、冰载荷下高精动力
定位控制技术、智能船舶控制技
术等多项关键技术的垄断瓶颈。

此船搭载了中国船舶 704所
研制的国内最大水密科考月池系
统装备、711所集成的电力推进系
统、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研制的多
波束和水声通信系统、哈尔滨工
程大学研制的水声定位系统等国
产化系统设备，实现了国内多个
配套系统设备的首次应用。

在船舶建造方面，广船国际重
点突破了冰区船舶总体设计技
术、智能控制技术、低温精确补偿
技术、冰区载荷与重载荷结构集
成设计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以及
科考装备的优化布局和高精度安
装工作。 综合新华社、央视

已知研究指出，人类320万年
前的祖先“露西”能够像现代人一
样站立和直立行走。而日前发表
于美国《当代生物学》半月刊的研
究发现，“露西”还有跑步的技能，
但速度相当慢。

半个世纪前在埃塞俄比亚发
现的“露西”化石是迄今发现的最
为完整的古人类化石之一。“露
西”所属的已灭绝物种阿法南方
古猿是生活在300多万年前的小
型原始人类，因为能用两条腿直
立行走，其化石成为热门研究对
象。研究人员希望由此了解两足
行走在人类祖先中的进化过程。

最新研究的共同作者、英国利
物浦大学进化生物力学研究员卡
尔·贝茨表示，很少有研究探索过
这种古人类的奔跑能力，因为这
需要的不仅仅是研究化石足迹和
骨骼。

为此，贝茨团队创建了“露西”
骨架的3D数字模型，并利用现代

类人猿的肌肉特征和“露西”的骨
骼表面积估算了古人类的肌肉质
量。然后，研究人员使用模拟器
让“露西”模型“运行”起来，并将
其与现代人类的数字模型比较。
模拟结果表明，“露西”可以用两
条腿奔跑，但速度相当慢。

随后，研究人员还评估了一些
特定肌肉是否在跑动过程中参与
了能量消耗。当他们在“露西”模
型中添加类似人类脚踝部分的肌
肉时，发现其在奔跑时的能量消
耗与其他类似体型的哺乳动物或
鸟类在奔跑或飞行时的能量消耗
相当。但当研究人员用猿类踝部
肌肉替代这部分肌肉时，“露西”
则跑得更吃力。这表明跟腱和周
围肌肉的适应性变化使现代人能
够长时间跑步。

未来，研究人员还计划调查疲
劳和骨应变是否也影响了“露西”
跑步。

据新华社

生活在320万年前

人类祖先“露西”会跑步，但很慢

“探索三号”交付
我国深远海科考及文物考古再添“重器”

眉弓突出、鼻梁粗大、毛发茂密
……经过近8年的研究，中国科学
家26日在位于武汉的湖北省博物
馆首次揭晓“郧县人”1号、2号头骨
化石科学相貌复原头像。两具头骨
分别属于生活于百万年前、年龄约
25岁至45岁的女性和男性。

据了解，“湖北省郧县人头骨
化石高精度扫描及相貌复原研究”
工作于2017年6月启动，历时近8
年的研究成果表明，1号头骨化石，
女性，年龄25岁至45岁；2号头骨
化石，男性，年龄25岁至45岁。

曾参与“郧县人”2号头骨化石
发掘工作的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冯小波介绍，根据“郧县人”
1号、2号头骨化石的分析推测其
脑容量分别为1094毫升、1152毫
升，比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
万年的“北京人”脑容量更大。据
此推测，生活在汉江之畔的“郧县
人”生存环境较优越、食物供应更
充足，有利于大脑的发育。

冯小波说，研究团队首先通过
高精度工业级扫描仪，多次扫描头
骨化石，科学、精准重建“郧县人”
头骨化石模型。然后以颅骨为基
础，以人体头面部的解剖学规律为

依据，在颅骨模型影像上，借助雕
塑、绘画和计算机图像等造型技术
手段，塑上眼睛、鼻子、嘴巴、耳朵、
肌肤、毛发等细部，重建颅骨的生
前面貌。

位于秦岭余脉的湖北省十堰
市郧阳区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
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89 年、1990 年和 2022 年，

在相距33米的台地先后出土了3
具距今约 100万年的“郧县人”头
骨化石。“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
距今百万年的人类头骨化石极其
稀缺。此次‘郧县人’头骨化石相
貌复原，是世界上首次对距今百万
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开展的科
学的相貌复原工作。”冯小波说。

据新华社

钟村墓地共发掘5座夏商之际高等级墓葬 央视截图

“郧县人”2号头骨化石科学相貌复原头像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郧县人”1号头骨化石科学相貌复原头像

“探索三号”在试航（10月26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夏商时期的中华大地，
久远而神秘。从二里头到殷
墟再到三星堆，文明的火光
在时空中留下历历光彩。

聚焦夏商文明重要考古
发现，12月 26日，国家文物
局举行本年度最后一次“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工作会，进一步揭示了夏商
时期的诸多谜团。

二里头，发现了可能
为“城墙”的踪迹

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考
古发掘工作已历经 65年；河南省
安阳市殷墟遗址，发掘96年；四川
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掘 90
年。这些早已名满天下的考古“圣
地”，在被发掘数十年后，仍然有令
人振奋的新进展。

在二里头，考古人员欣喜地发
现了可能为“城墙”的踪迹。

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
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但长期以来，
这里没有发现城墙，都城的布局令
人遐想。

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等单位
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古城村遗址
开展了考古工作。正是在古城村
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二里头文
化时期的3条壕沟和1道夯土墙。

壕沟中的G2、G3与夯土墙大
致平行，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
址形成围合之势，专家推测它们很
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
和城墙，为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提
供了重要线索。

“二里头都邑严谨、规整的多
网格式布局，说明当时有成熟发达
的统治格局和制度，是判断二里头
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

殷墟，三横三纵骨干
道路网络格局逐渐展露

在殷墟，洹河静静流淌。它的
北岸地区，大邑商都城的三横三纵
骨干道路网络格局逐渐展露“庐山
真面目”。结合考古勘探、发掘工
作，洹河北岸地区发现多条道路和
路沟，在武官东地考古发掘确认一
条纵向干道L3的路沟长1.6千米，
路面上有密集的车辙痕迹，这是已
发现的两端明确、长度最长的大邑
商城市干道。

规整的路沟遗存，令发掘负责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牛世山感到兴奋：“近年来在
殷墟洹河北岸地区探明并确认纵
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初步
揭示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区都城空
间的骨干框架，是商代都城考古研
究的重要突破。”

三星堆，古人的“玉器
生产车间”找到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三
星堆遗址北部月亮湾台地新发现
玉石器作坊、人工土台以及建筑基
址各1处，还发现遗址东部仓包包
小城及南部台地存在大型水网。

“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
水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深
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

区的认识。出土文物显示出三星
堆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
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
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
要见证。”冉宏林分析道。

人们关心的出土文物保护工作
也在同步跟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16家单位推进三星堆出
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已完成祭祀
区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4062件
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

太行山西麓发现“意
外之喜”

本次工作会上，还有一项“意外
之喜”。太行山西麓，山西省晋中市
昔阳县钟村社区原本寂寂无名。为
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2024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这里进
行了前置考古，结果发现一处夏商
之际高等级墓地。

截至目前，钟村墓地共发掘5
座夏商时期墓葬。其中，M10墓葬
规模最大，墓中安葬的一名男性，
身体涂朱，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
骨下随葬绿松石嵌片牌饰，具有明
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钟村墓地是目前夏商之际黄
土高原东部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
高的墓地，葬俗具有浓郁本土特
征，又显示出多元汇聚的文化面
貌，填补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
空白。”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范文谦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