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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科技考古的手段之一，遥感考古是近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应用领域。在李岚清副总理的
亲切关怀和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批示和支持下，2003年11月4～6日召开了香山科学会议——历史
文化遗产信息的空间认识。随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三家强强联合共建“中国遥感考古
联合实验室”。目前，遥感考古在国际、国内日益引起重视并快速发展。200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框架内成立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空间探测中心”的相应机构。该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
数字地球中心。随着遥感考古技术的发展，遥感考古必将在对各类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发现、研究和保
护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华东师范大学刘树人教授、湖北大学穆桂春教授的指导下，在湖北大学周积
明副校长的支持下，在湖北省考古所副所长孟华平教授、原副所长李桃元教授帮助下，中国遥感考古
联合实验室湖北省遥感考古工作站于2003年建站。2004年，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在湖北省文物
局领导吴宏堂研究馆员、王风竹研究馆员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湖北遥感考古工作站参加了南水北调
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开始了将3S技术应用于大型工程文物保护的研究工作。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大型工程兴建中，不仅会改变该地区的自然面貌和人们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同时也必然会对这
个地区的历史文物造成破坏，并造成该地区传统文化的中断。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
程，如何把文物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是各界人士努力的目标。长江三峡峡江地区与奉节以西分属于
四川盆地巴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楚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系。2005年底，应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
总结和整理需要，湖北省文物局设立了湖北省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专项课题十余
项，“三峡湖北库区文物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研究”是其中的一项。本书是“三峡湖北库区文物信息管
理系统建设研究”的部分应用成果，主要提取了长江三峡湖北库区文物保护信息系统的重要古遗址资
料，并收集了三峡重庆库区的主要古遗址资料，初步研究了三峡库区聚落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笔者是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博士，考古专业知识较缺乏。研究工作中，孟华
平、吴宏堂、王风竹、李桃元教授及武汉大学余西云教授给了笔者不倦的指教和研究方向的指引；中
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所的李仁东研究员和赵洪工程师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帮助；华中师范大学城
市与环境学院龚胜生教授在书目结构方面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湖北省文物局李雁馆员在资料方面提
供了大量的帮助；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生李诚、武丽萍、刘建红对三峡湖北库区文物信
息管理系统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李诚为本书的插图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尤其要感谢的是武汉大学
余西云教授，他不仅在项目立项设计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还对书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订。在
此谨向他们表示我无尽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时间上和观点上的无私奉献！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疏漏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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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三峡库区聚落考古研究(戊种第3号)》内容简介：聚落是文化与环境信息最丰富
的载体，其演变深刻地反映了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变迁。聚落分布和演化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三峡库区聚落考古研究(戊种第3号)》充分利用三峡地区考察和发掘报告及已经出
版的文献资料，提取遗址点的各种特征信息及相关占环境研究的已有成果，在收集区域多源环境信息
的基础上，利用CIS的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二峡库区古遗址的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如地形、坡度
、河岸等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古遗址分布格局随时间的演变的特征及历史承继性。GIS技术在我
国考古领域的应用，正处于一个深化期，即开始从考古制图、数据库和统计分析等为主的研究领域，
转向以区域整体为单元充分进行信息发掘和以区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为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领域。《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三峡库区聚落考古研究(戊种第3号)》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三峡库区聚落考古研究(戊种第3号)》可供聚落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等方向的学
生和专业人士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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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地理信息系统（GIS）与考古研究1.1 考古发现与科技考古的出现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倾向
于理性地从各种不同学科中吸取有益的养分①。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②
，阐明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③，既要论证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
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④。考古学是研究古代遗存及其时
、空矛盾，并据此揭示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历史科学⑤。实物资料，即“古代人类通过各
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如果是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
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⑥，即通常所说的遗迹、遗物。遗迹一般指形体较大或固定
而不可移动的东西，如古代的房屋、城堡、墓葬、村落、矿坑、道路、沟渠、窑址、洞穴和作坊等；
遗物则一般指形体较小并且可以移动的遗存，既包括古代人制造的工具、武器、日用器、葬具、装饰
品和艺术品等人为器物，又包括生物（动植物）遗骸、遗存等自然产物⑦。古代人类的活动遗留下来
的各种各样的遗物和遗迹，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变和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通常埋藏于地下，地表很
难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即使是专业考古工作者，仅凭肉眼通过地貌特征及土质、土色的差异来寻找
地下遗迹，也是十分困难。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古人类遗存是在工程建设和农田建设中偶然被发现的
。传统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虽然是一项旷日持久、耗费惊人的工程，但仍然是获取地下考古遗迹、
遗物资料的最好手段。但是古遗址一经发掘，反映以往人类活动的空间位置和状态的古人类遗存就会
失去原有的面貌，再也不可能将其完全复原。即使是最周到的发掘过程，古遗迹和遗物也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古发掘是通过对古人类遗存的破坏来实现的，每一次
考古发掘也可以说都是对地下古遗迹的一次彻底破坏。与此同时，这些多埋藏于地下的各种遗物和遗
迹，也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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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三峡库区聚落考古研究(戊种第3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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