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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秦兵马俑一号陪葬坑的考古地磁研究结果
。

通过 个

红烧土土样的考古地磁测定
,

发现兵马俑掩体的焚毁是一次大 火的 结

果
,

从而支持了项羽人关后焚烧秦陵的说法
。

同时给出了秦末西 安 地

区古地磁磁场方向偏角为
“ ,

倾角为
。 。

关趣词 红烧土 考古地磁 , 剩余磁化强度 天然剩磁

陕西地区是中国考古

遗址发现最多 的 一 个 地

塑霭区
,

为逐步建立该地区考

物 探 与 化 探

古地磁标准年表提供了可

靠的物质基础
。

这次我们

对临遗兵马俑一号坑中的

红烧土土样进行 了考古地磁研究
。

为了保护

古遗址
,

所采样品个数虽不多
,

但测试分析

结果是今人满意的
,

并为秦代
,

特别是秦末

西安附近的古 地 磁 场 状态
,

提供了 一些证

据
。

采样地点及工作 目的

这次兵马俑考古地磁研究
,

是在西安市

以东的临渔县秦代兵马俑一号坑内进行的
,

所采样品为一号坑内的红烧上
。

兵马俑一 号坑
,

是已经建馆的一个古遗

址
。

在秦始皇统治中国的时候
,

为了其死后

的威仪
,

曾经把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
,

按军

阵行进的状态摆布在一号陪葬坑内
。

为了排

列摆布陶俑
,

当时在此遗址区内开挖了 条

东西向的条形长坑 坑底深约为
,

然

后把兵马俑立放在这些条形长坑中
。

当兵马

俑按行军布阵的状态摆布好以后
,

在这些条

形长坑上面再架上横梁
,

棚好竹席之类的覆

盖物
,

最后才在竹席上面覆土掩埋
。

经钻探发现全部覆盖区面积有
,

到 目前为止已经发掘了 小 左右
,

共发现

个士兵俑
,

个将军俑
,

另外还发现了

匹战马俑
。

当秦末楚汉混战时
,

一般认为在公元前

年项羽入关时
,

曾放火焚毁 了秦陵的地面

建筑
,

同时还烧毁 了放置兵马俑的棚架式掩

体
。

由于火势极大
,

所以木结构的掩体被完

全烧毁
,

而且这些条形长坑的两帮 上部形成

了大火锻浇后的大面积红烧土
。

这些红烧土

在秦俑博物馆 中保护完整
,

为我们的考古地

磁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



木次我们在两个不同的条形 长 坑 的 帮
,

共采集了 件红烧土土样标本
。

采样测

试的 目的有两个 一方面通过对样品剩磁组

份的研究
,

企图发现兵 马涌掩体是一次大火

烧毁的还是多次火烧的证据
。

如果兵马俑经

历过多次 火烧
,

那么项羽 公元前 年入关

放 火焚烧秦陵的 说法就不一定完全准确
。

另

一方面
,

我们对红烧土样品的考古地磁研究

还 企图给出秦末西安附近的古磁场方 向
,

从

而为该区考古地磁年表的建立提供 一些可靠

的墓础材料
。

磁性载体所携带的磁性特征基本 上 是 相 同

的
,

尽管样品来源于不同的两个条形 长坑
,

样品的采集及 固化
图 兵马涌标本天然剩磁 投影图

由于保护古遗址的需要
,

我 们不能在此

区内大量采样
,

只是在两个不同的条形长坑

上部采集了 件红烧土土样
。

采样是用胶粘

法进行的
,

即用直径 的塑胶圆 柱形底

托粘附红烧土土样
。

采样前采样点经仔细清

理
,

完全出露 了后期未扰动的红烧土上层
。

采样时底托用水准器调平
,

并用数字式电子

罗盘精确定向
,

定向精度在
。

以内
。

样品的主要成分是黄土经大火锻烧后形

成的红烧土
,

色发红而质地松 散
。

为保证测

试准确
,

测试 前用 的酒精尼龙固化剂对

全部标本进行固化处理
,

从而有效地防止样

品在测试时松动所造成的测试误差
。

峰 值 交 变 磁 场
半衰值

上

样品的室内测试及结果分析

这 件样品全部是用英国达勒姆大学考

古系古磁室的人 印 旋转磁力仪及配 套 的

交变退磁仪测定的
。

为了研究这批标本的剩磁状态及采样过

程的准确性
,

第一步对每个标本均测定了天

然剩 余磁化强度
,

测定结果经投影后如图

所示
。

从图 可见
,

这 件标本的天然剩磁方

向投影点非常集中
,

说 明采样 时 的 定 向
、

推平误差很小
。

同时 也 说 明 这 批 标 本 的

吓门, 压刃 厂习 卜

一 一
下

图 号标本逐次退磁实验结果

一逐次退磁后 磁相对强度图 , 一逐次退磁后

天然剩磁方向空间投影 , 一逐次 退 磁 后 天 然

剩磁水平面及竖直面内矢皿投影 , 一竖 直 面

一水平面 , 一天然剩磁



而其记录的磁性事件是一致的
。

因此
,

作为

退磁实验的标本在此 件标本中取 任何一个

均有代表性
,

而不必过分挑剔
。

为了研究这批标本所反映的剩磁成分和

选择合适的退磁场强度
,

我们选定 号标本

进行逐次交变退磁实验
。

实验中每次退磁场

增大
,

直到退磁场加大到 为止
。

逐次退磁实验的结果 由图 给 出
。

由图 可 见
,

在退磁过程中
,

天然剩磁

的空间方向基本不变
,

而 参 照 图 我 们发

现
,

剩磁在平面和南北竖直而内矢量投影
,

除了开始的两个退磁点外
,

基本上为一条直

线
,

这是典型的单一磁性组份的表现
。

所以

我们认为 剩磁除了微弱的粘滞剩磁外
,

天

然剩磁的主要组份是单一的
。

并且还发现
,

粘滞剩磁极易清洗
,

当退磁场 小于 时

经过第四步退磁 就完 全可 以清除了
。

由于天然剩磁是由单一成分构成的
,

所

以这说明在天然剩磁的获取过程中
,

火烧温

度很高
、

很强
,

而且 曾持续了一 段时间
,

以

致于这些材料在火烧前所记录的磁性事件
,

从而构成的磁性成分完全退磁
,

而仅仅记录

下 了这次火烧后的地磁状态
。

此后这些材料

投有再经历过大的热扰动
,

只是在常温状态

下获得了一些微弱的粘滞剩磁
。

另外从图 我们还可 以发现
,

在退磁场

达到 时
,

天然剩磁的强度值已经 衰 减

了一半
,

也就是说剩 磁 强 度 的 半 衰 值 为
。

这说明剩磁是 由一种比较容易退磁的

材料所携带
,

经研究确定
,

剩磁的重要携带

者是磁铁矿微粒
,

而不是赤铁矿
。

这也反映

了火烧前的黄土的剩余磁性是碎屑沉积剩磁
,

而不是化学剩磁
。

对这

矛滋性材料
,

进行交变退磁是完全适合的
。

从 图 我们还 发 现
,

在 退 磁 场 达 到

时
,

剩磁的相对强度为 左右
, 这对

确定其余标本的剩磁方 向是完全合适的
。

所

以我们通过退磁实验选择 的交 变退 磁

场场强
,

作为消除次生粘滞剩磁
,

从而突出

此单一磁性成分的退磁场强度
。

为了确定此单组份剩磁的方向
,

对其余

件标本均在 交变退磁场中进行 退 磁

清洗
,

以便消除次生的粘滞剩磁
。

经部分退

磁 清洗 后的标本再测出其天然剩磁的磁

化方向
,

其投影图如 图 所示
。

从 图 发现
,

剩磁方向更为集中
,

这说明次生粘滞剩磁已

得到完全清除
。

这 件标本退磁后天然剩磁方向经费舍

尔 。 统计平均及归其到西安地理位

置后
,

天然剩磁的偏角 为
“

倾角 为
“ ,

置信圆的偏差范围是
” 。

这说

明乘组磁的观测精度非常可靠
。

图 兵马俑标本经部分交变退磁后夭然

剩磁 投影图

结 论

这次通过对兵马俑一号坑的 件考古地

磁样测试研究表明
,

兵马俑掩体在焚烧时
,

是一次连续的大火所造成的
,

而不可能是若

干次小火逐次焚烧后的结果
。

所以秦末项羽

入关后焚毁秦陵的说法从考古地磁方面来说

是有道理的
。

经过这次大火后记录下的 当时 秦末 西

安地区古地磁场方向的偏角大约为 工
“ ,

倾角为
“ ,

这和今夭西安地区的地磁场方

向 偏角
“ ,

倾角
“

有较大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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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我 国铁矿勘查史实和成果 的文献

—
《中国铁矿产志 》编志工作取得进展

根据冶金部地勘总局

号文的指示
,

年 月着手开展和

部署《中国铁矿产志 》的编志工作
。

《中国铁矿产志 》将是一部真

实反映我国铁矿地质勘查成果和史

实
、

铁矿资源特点
、

铁矿勘查和开

发现状的大型地质文献
。

《中国铁矿产志 》编委会由总

局局长田万杰任主任
,

宋振范
、

姚

培慧和刘益康任副主任
,

各地勘局

总工程师任编委
,

组成编委会
。

编

委会下设编辑部和总编办公室
。

姚

培慧任总编辑
,

林镇泰
、

王可南
、

杜春林和宋雄任副总编辑
。

《中国铁矿产志 》内容包括三

大部分 第一部分
, “

总论 ” 将 系

统概括我国铁矿资源状况
、

古今铁

矿业的开发
、

近代及现代铁矿地质

勘查状况和进展 第二部分
,

综述

我国铁矿地质科研和勘查技术方面

的成果 与应用 第三部分
,

将分省

对我国 处主要的或具特殊 意 义

的铁矿床分别记述其地质特征
、

开

发利用情况及发现与勘查史等
。

编志工作 自 年太原首次编

委工作会议 以来
,

已组 织各勘查局

院 的力量
,

按统一计划和编写

大纲开展工作
,

并取得 了进展
。

部

分局 院 已完成或接近完成撰稿任

务 , 现编志工作进入紧张编审阶段
。

《中国铁矿产志 》遵循编志的

准则
,

广泛收集资料
,

尊重史实
,

全

面反映我国铁矿勘查工作历程和成

果
。

这是我国各地质部门几代铁矿

地质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光荣记录
。

《中国铁矿产志 》一 书 预 计

万字
,

将为史料真实
,

图 文并

茂
,

科 技价值很高的巨著
。

可 望

年出版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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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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