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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遗址这五年
如何走宽“大遗址保护”之路

在 14.33平方公里的遗址区范围

内，遗址种类颇为丰富，包括人工堆筑

工程、祭坛、墓地、居址和手工业作坊

等。而现代文物保护是一项跨领域、多

学科、系统而又复杂的工作，光土遗址

保护就涉及地质、土木、生物、物理、化

学等学科，多样的遗址种类需要更“量

身定制”的保护方案。

多年来，良渚人积极展开合作，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持续探索新办法。

以遗址公园里为数不多真实裸露展示

考古发掘剖面的点位——南城墙为例，

这些年，对它的保护一直在提质升级。

生活在多雨潮湿的环境，良渚古城

的土遗址是脆弱的，太干燥容易开裂风

化，太湿润容易长苔藓等微生物病害问

题。

过去，这里曾经搭过一个棚，可一

下大雨，雨水集蓄会一直淹没到泥土堆

筑城墙的地方。为此，良管委请了外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搭了一个跨越

南城墙的开放式保护棚。在杭州良渚

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监测中心）工作人员的监测巡查

下，这个大棚，扛住了 2018年的“利奇

马”台风。

降水的问题虽已基本解决，但南城

墙仍会出现裂隙、渗水、虫洞、微生物病

害等，需要保护修复。那个时候，大家

对南城墙的保护需求还不太了解，还需

要长时间的数据采集和状况监测，比如

土壤的湿度、坍塌的规律、自然环境与

本体病害的关系等。

良渚的办法是与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南开大

学、河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多

学科监测研究，探索潮湿环境土遗址保

护监测标准和指标体系，为有效监测预

警和数据采集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同

时深化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全面实施良

渚古城遗址老虎岭、南城墙遗址考古发

掘剖面本体保护工程，积极探索安全有

效的土遗址保护技术方案，为潮湿环境

土遗址保护提供有效案例。

比如2022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管理委员会与敦煌研究院签署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与敦煌研

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成立

“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

中心东南分中心”。

现在的南城墙怎么样了呢？通过

日常的裂缝修补、注浆、病害防治等，目

前，南城墙的裂隙已基本修复完毕。通

过多种植物精油调制的复合配方，对苔

藓和霉菌的防治成效明显。这使得剖

面上的文化层非常清晰，利于遗址的保

护展示。

在今年的“杭州良渚日”，潮湿环境

土遗址保护实验室也即将揭牌并投

入使用。我们相信，在潮湿环境

土遗址保护这一世界性难

题上，必将有更多良渚

解法。

5年前，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大会主席、阿塞拜疆文化部长阿布法斯·加拉耶夫手中的木槌重重落下，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规模庞大的宫殿区、世所罕见的精美玉器、丰富多彩的符号系统、完善的城市体系、发达的稻作农业、世界最早的堤坝系统……

这是属于良渚先民的荣光。五千多年前，他们创造了这个总面积达14.33平方公里、气势恢宏的良渚古城，中华大地的文明曙光在此初显。

这让每一个“良渚人”与有荣焉。几代考古人的接力，让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看得见、摸得着、可感悟。每一位在良渚工作的人，把“五千年中国看良渚”的故事生动地讲述给每位来

访者，将文明之光传播到更广阔的空间。

把这一世界遗产保护好，更是每个良渚人肩负的使命。迈向后申遗时代，五年的实践，良渚是如何走宽“大遗址保护”之路的呢？且看这一串脚印——

记者 濮玉慧
良渚遗址管理区微融媒体中心 摇慧敏 朱成琪 王宁

随着考古发掘落下的每一铲，气势

恢宏的良渚古城逐渐揭开了面纱。在

此过程中，对良渚遗址的保护也从未停

歇。

2001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设

立，同时成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在全国

首创以“文物特区”的形式对大遗址进

行科学保护、有效管理。

早在2002年，我市颁布《杭州市良

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2013年，该条

例依据考古进程的完善进行了修订，进

一步扩大保护范围。同年，由浙江省人

民政府发文批准《杭州良渚遗址保护总

体规划》。

为了让保护和利用齐头并进，自

2019年 11月起，良管委启动《良渚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持续修编《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

划》（以下简称《总规》），重点对拓展保

护对象、调整保护区划、优化管理规

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等规划内容进行

了重大调整。

比如，根据最新的考古重大发现，

对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

区进行了整合、优化、调整；再比如，针

对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的特点，以遗址完

整保护为前提，兼顾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和城乡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生态资源保

护、用地调整、居民调控、城乡建设、产

业经济、旅游发展等方面制定专项措

施。

在克服诸多困难后，良管委顺利将

《总规》修编送审稿报送至国家文物局，

又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和省文物局多

轮指导意见，完成《总规》最终核准稿，

并将全套规划材料上报省文物局进行

核准，目前正在等待省政府批复和公布

实施。

待《总规》正式公布后，将进一步为

后申遗时代良渚遗址保护研究传承利

用工作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定依据。

作为世界遗产，遗产地需要定期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遗产地评估报

告，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遗产监测。

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区范围有多

大？14.33平方公里，相当于 2007个标

准足球场。

如何将这么大范围的遗址，全部纳

入监测范围？如何确保无一处遗漏、无

一时疏忽呢？

2019年起，以良渚古城遗址监测

预警平台为根本，良渚古城遗址“遗产

大脑”升级建设启动，于2020年正式发

布，包括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大脑”综合

管理平台，以及面向管理层的良渚古城

遗址数字看台、面向用户层的“i良渚古

城”微信小程序，实现传统遗产保护管

理数智化转型升级。

这颗“大脑”是个实时、动态监管的

超级中枢，便于保护管理者及时发现问

题，预防隐患。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了

公众一个参与遗产保护的机会。访客

可通过“i良渚古城”微信小程序，反馈

自己在公园看到的现象，参与世界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检测。

文物保护，保护的是我们共同的文

化根脉，天然就是一项需要所有人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工作。

2019年起，良管委实施文物与遗

产管理局全员巡查制度，对遗址保护范

围内批后项目实行专人负责、项目包

干、分组巡查式的监管，对保护范围内

的遗址点进行全覆盖踏勘，让每一名干

部在奔跑中提升业务本领和综合素质。

2021年，遗址保护的安防体系再

度升级，“文物安全 365工程”启动，意

在构建全天候、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

保护管理体系。通过分级管控、加强协

作，遗址区有了“人防+物防+技防+犬
防+制度防”多维立体安防体系。

也正是在这一次次专职巡查、村社

文保员巡查中，当地居民的文物保护意

识逐步提升，守护圣地逐渐成为遗产地

群众的共识。

即便如此，点多面广的良渚古城遗

址，依然面临人力少、管控难、压力大等

问题。

乘着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东风，

2022年 6月，“良渚遗址 5000+”数智应

用启用。该应用建设有“大遗址空间管

治”“大遗址文物安全网格智治”“文物

价值研究共享”“文物+”4个场景，首创

“遗址监管网格”，落实全天候动态化遗

址保护闭环。

最近持续的降雨正是一次成果检

验。借助“良渚遗址 5000+”数智应用，

工作人员可以做出预防性的提前演练。

比如模拟当每小时降雨量达到 40
毫米时，持续多长时间后会漫灌遗址本

体？哪些是薄弱点？借助模拟模型，工

作人员可以提前对薄弱点进行加固性

保护，并根据系统的实时数据，及时做

出应对。此外，持续搜集的实时数据，

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支撑。

经过多年的持续升级完善，该应用

已累计巡查量超过 38.7万人次，整合

46万余条良渚文化研究数据。更为难

得的是，这一集考古、科研、保护、利用

等功能于一体的大遗址文保应用系统，

实现了广度上的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游客能在遗址前穿越古今。在持续

强化大遗址综合保护的同时，推动世界

遗产资源有效转化为文化发展动能。

修编保护总规 升级“大遗址保护”能级1

数字赋能保护 构建“整体智治”模式2

广泛开展合作 做好“保护力量+”文章3

城墙修复工作无人机巡查遗址安全

“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

南城墙与水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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