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要求 

一、项目需求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一来源供应商 

1 
2021 年至 2022 年度西沙群岛（七连屿）水下文化遗产调

查工作—水下考古调查技术与服务 
1 项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本项目的采购预算为：人民币柒佰玖拾叁万元整（¥7,930,000.00元）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内 

二、组织机构及人员组成 

1、组织机构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要工作包括草拟工作方案与应急预案，相关文件申报传

达和联络协调，协助联系三沙市人民政府，办理船只出海手续等工作。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负责全面组织和统筹安排。主要工作包括调查方案与应急预案

审定、潜水设备调配、调集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与出水文物科技保护人员组建工作队伍。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共同负责项目现场实施，负责出水

文物保护保管，依据规定做好后勤保障、经费管理及相关业务工作。 

2、工作队组成 

2021-2022 年度西沙群岛（七连屿）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工作队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与海南省文物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组成，调集全国水下考古及出水文物科技保护人员

参与，暂定水下考古队员 25 名，辅助人员 5 名，工作现场拟设 8个小组，各组别工作分工如

下。 

调查组：负责收集与潜水探摸有关的水文、气象、能见度、底质等资料；合理组织安排队

员潜水探摸与必要的表面清理，规范做好水下资料获取与样品采集 

文物组：负责出水文物的登记、统计、保管，对文物进行测绘、拍照和文字描述，制作出

水文物卡片、登记表和移交表等。 

资料组：负责收集、整理本项目所有文字、图纸和影像等资料，负责统筹、汇总、整理并

编写项目总工作报告等。 

摄影组：负责本项目全程影像资料的记录、收集和整理以及汇报录像的编辑制作等工作。 

测绘组：负责本项目所有水下测绘工作。 



出水文物现场保护组：负责出水文物的现场保护、包装以及各类检测样品的采集。 

物探及设备组：负责本项目各类设备与器材的日常维护与管理；负责制作及组装各类水下

调查工具；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阶段物探调查和物探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物探报告的编写等

工作。 

后勤组：负责与相关部门联络协调，负责食住安排、接送、接待、交通采购、票务、应急

医务等工作。 

三、技术路线与实施要求 

1、工作任务 

通过物探、潜水探摸等方式对宣德群岛的七连屿海域进行调查。对搜集到的水下线索进行

核查；对赵述岛、南沙洲等海域已发现的水下文化遗存进行复查；对七连屿礁盘外侧开展物探

调查，利用现有海洋地球物理探测设备（侧扫声呐、多波束测深仪、海洋磁力仪、浅地层剖面

仪等）和技术手段进行水下考古仪器探测调查，从而获取探测水域的水底图像、水深水文、海

底构造等基础数据，并对探测结果进行综合识读、分析和判断，找出可能存在的水下文化遗存

疑点。 

2、物理探测 

首先，使用侧扫声呐、多波束测深仪、磁力仪对调查海域范围进行全覆盖快速普探，获取

详细的海床表面的平面声呐图像和三维数字模型，全面了解海底的地形地貌与磁异常分布，并

与前期综合梳理的文献档案、水下文物线索等背景资料叠加分析，筛选出重点调查区域。 

然后，对上述每个重点调查区域再次使用侧扫声呐、多波束测深仪、磁力仪，依据海况、

调查目标等调整频率、扫宽、方向等参数，加密测线有针对性地进行细致化精探；同时，配备

浅地层剖面仪进行海底地层与剖面地质构造探测，寻找、分析疑似水下文化遗产的位置、形

状、大小、水深、地层剖面等情况，并根据磁异常大小分析海床表面及海床之下铁磁物质的位

置、大小、埋深、铁磁性质与等效重量等情况。 

普探测线：将调查海域划分成若干网格区块，逐一全覆盖普探；普探时，侧扫声纳、多波

束测深仪的扫宽为 50米，水深测量检查线不少于主测线的 10%；磁力仪测线间距 100米，加密

测线和切割测线均不少于主测线的 10%。  

精探测线：对经过普探后确定的重点调查区域，逐一综合运用多种海测设备精细探测；精

探时，侧扫声纳、多波束测深仪的扫宽与磁力仪、浅地层剖面仪的测线间距根据不同海况、不

同调查对象、不同调查目标而设定。   

3、潜水探摸 



首先，以多波束测深仪获取的水底地形地貌三维数字化模型为底图，将水下遗存疑点逐个

标注在底图上；接着，统筹安排潜水探摸各水下遗存疑点的先后顺序；然后，按顺序逐一下水

探摸，采用水面浮潜观察的方式开展区域搜索与在拟探摸的水下遗存疑点的中心位置抛下连着

浮标和入水绳的沉块，水下队员两人一组结伴下水通过开展圆周搜索与水面搜索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工作。在水底搜索过程中随时记录发现物与中心位置的方位及距离，简要绘制水底搜索情

况图；根据调查需要，对有发现的地点在海底逐步扩大范围精细探摸，适当清理其表面覆盖的

泥沙等沉积物，采集部分文物标本，并做好摄影摄像、测量绘图、文字描述等方面记录工作；

最后，在确认其为水下遗存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清楚其遗存类别、埋藏环境、主体堆积、分

布范围、性质与年代等基本情况与文化内涵。 

对初步确认的各类水下文化遗产，逐一开展水下资料获取和样品采集。资料获取主要采用

文字、图纸、影像、三维模型等形式，记录水下遗存的埋藏环境、分布状况、规模范围、层位

堆积、类别、性质与年代等基本内涵。样品采集以人工遗物（如典型器物、船体构件等）及自

然遗存、环境样品（如海床之上的水体、沉积物、微生物等，海床之下的沉积物、包含物等）

为主，其中海床之上的自然遗存、环境样品以人工潜水取样为主，海床之下的样品以海底人工

钻探取样为主；同时，采取必要的出水文物保护措施及样品保存、保护措施，及时开展相应的

鉴定、检测、分析。  

最后，对确认的各类水下文化遗产开展考古调查，了解掌握疑似水下文化遗产的埋藏环

境、保存状况、分布范围以及性质、年代等基本内涵。 

4、出水文物保护 

海洋环境水况复杂、盐度高、生物多样等特点对水下文物的破坏作用较为严重，出水文物

常呈现饱水、盐富集状态，并有大量的海生物或沉积物附着，还有可能发现金属器、陶瓷、木

质、海生物、泥沙等胶结而成的厚重凝结物。 

（1）陶瓷器 

初步清洗后浸泡存放。器物本体与其碎片装在尼龙网兜中一同浸泡，以防遗失或混淆。脆

弱的陶器及釉上彩器物可用 5% Paraloid 72 丙酮溶液进行预加固后再进行处理。定期监测并

换水，以防浸泡液长霉发臭。 

（2）石质文物 

初步清洗后浸泡存放。定期监测并换水，以防浸泡液长霉发臭。 

（3）金属器 

用机械方式去除表层浮垢。根据材质分类浸泡在适宜的溶液中。定期监测，做好记录。 



（4）凝结物 

淡水浸泡、避光存放。尽早移至有条件的实验室进行保护处理。 

5、档案记录 

档案记录工作在现场随时进行并贯穿现场保护的始终，不仅要记录文物出水的位置、编

号、属性等内容，还要记录文物出水时的保存状况、现场保护方法、储存条件、包装运输方法

及取样部位和方法等一系列内容。重点是将在任何地方采取的任何形式的保护处理，都详细、

精确的记录下来，不仅包括文字描述，还应配有相应的照片或图表资料。 

（1）埋藏阶段：记录文物的材质，大致的器型、埋藏情况、相对位置、保存概况、叠压

情况等。 

（2）文物提取：记录提取手段、方式等。 

（3）现场处理：记录保护方法、处理步骤、所用保护材料、取样信息等。 

（4）资料收集整理：器物登记编号、拍照、绘图、文物记录等。 

（5）文物现场存放：存放场地、储存方式、存放环境定期检测数据等。 

（6）文物包装运输：打包方式、运输手段、转移过程，以及转移过程的环境数据等。 

四、具体工作安排 

1、考古队自潭门集合报到后，利用 3天时间，对物资、工具、设备进行整理，船只自潭

门码头出港第 2天抵达工作海域。 

2、第 2至 5天，前往西沙洲及附近海域开展工作，计划利用 3天时间对岛屿附近海域开

展物探调查，利用 1天时间，对所覆盖海域中的疑似点进行潜水探摸确认。 

3、第 6至 20天，暂定利用 10 天时间，对赵述岛及周边海域进行物探调查，利用 5天时

间，对物探所覆盖海域中的疑似点进行潜水探摸确认，对赵述岛一号、二号遗物点进行复查。 

4、第 21 至 30天，前往北岛、中岛、南岛及附近海域开展工作，计划利用 7天时间对岛

屿附近海域开展物探调查，利用 3天时间，对所覆盖海域中的疑似点进行潜水探摸确认，对南

岛一号遗物点进行复查。 

5、第 31 至 40天，前往北沙洲、中沙洲、南沙洲及附近海域开展工作，计划利用 7天时

间对南沙洲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物探调查，利用 3天时间，对所覆盖海域中的疑似点进行潜水探

摸确认，对南沙洲一号沉船遗址进行复查。 

6、第 41 至 44天，前往新东沙洲、新西沙洲及附近海域开展工作，计划利用 3天时间对

新东沙洲、新西沙洲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物探调查，利用 1天时间，对所覆盖海域中的疑似点进

行潜水探摸确认。 



7、潜水探摸结束后起航第 2天便可抵达潭门港，利用 2天时间，对设备进行整理拆卸。 

暂定整体工作时间 50天，其中队员报到、解散、物资、工具整理以及设备安装拆卸等准

备工作约 5天时间，海上作业时间 45天，作业期间，受天气等安全因素影响，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工作时间。 

五、综合说明： 

（1）报价是包括全部货物、人工、运输、仓储、保险、运费、各种税费、代理服务费、

劳保、专利技术等一切费用的总报价。 

（2）凡涉及本项目的变更、成交等信息均由采购代理机构在海南省政府采购网发布，采

购人或代理机构不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