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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考古学及历史 

学、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料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考古发掘就是 

一种破坏性的活动。考古资料是历史资料，但是我们能够亲身观察这种史料的机会跟文 

献资料不一样：文献资料可以再次翻阅，而考古资料的直接观察机会往往只有一次。所 

以，考古资料的现场全面记录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快速 

发展，传统的资料记录、存储和管理手段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对庞大资料量的管理和利用 

需求，建设方便快捷的田野考古数据库已成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为配合“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的建设需要，我们根据2009 

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并结合大安后套木嘎遗址[2] 

的自身特点，初步构建了该遗址的田野考古数据库。数据库的建立，对于全面实现田 

野考古资料的电子化，提高后套木嘎遗址发掘资料的记录、保存、管理与利用的规范 

化与便捷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以后套木嘎遗址田野考古数据库为例，介绍 

建立一个田野考古数据库的基本工作，希望能对未来田野考古资料的电子化起到一定 

的借鉴作用。 

 

一、什么是田野考古数据库 

数据库是有组织的资料集合，是一种信息管理工具，主要用来采集、记录、管 

理、分析各种资料，为使用者提供便利。 

以数据库的形式来管理田野考古调查、测绘、发掘与整理等工作环节的各方面资 

料，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以表格的形式，将文字、数字、图纸、照片、录像等资料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便于考古发掘资料的检索、统计和利用。 

2009年新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针对考古调查、发掘和整理的各个工作环 

 

* 本文得到吉林省文物局委托 “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建设” 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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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设计了一系列的记录表格，为考古资料的数字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专业设计标准。这 

些记录表格的设计，为进一步建设适合各自地区考古工作特点的田野考古数据库奠定了 

重要基础。但迄今为止，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几家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工作需要正尝试设计和完善各自的田野考古数 

据库外，中国目前尚无可全面推行的格式统一、标准一致的考古数据库。实际上，设 

计什么样的田野考古数据库，主要取决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具体目标及所面对的不同遗址 

类型等因素。 

 

二、后套木嘎遗址田野考古数据库 

1.软件的选择 

创建一个数据库要有软件依托。可供选择的软件很多，我们选用了Filemaker软件 

来建设我们的数据库。 Filemaker软件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 Filemaker 11支持多种语 言

，卡片和表格的形式比较容易填写和查看；其次，每个框架可以海量输入和存储信 

息，不受框架空间的限制，信息可以不断地增容；最后，可以存放实测图(如遗迹图、 

器物图等)、照片、录像等多种媒体格式。 

这些特点符合考古发掘中对基本信息的记录要求，尤其特别适合那些长期性的、
 

有规划的考古工作的需要。 

2.后套木嘎遗址田野考古数据库的内容 

2011年，我们针对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考古工作，设计了为期6年的工作规 

划，其中既包括后套木嘎遗址自身的勘探与分年度发掘，又包括该遗址周边约300平方 

千米的区域性调查。为实现这一工作目标，我们专门设计了一系列田野工作与整理工作 

所需要的表格，作为数据库内容的主要模块。 

田野工作表格包括系统调查记录表；钻探记录表；探方层位关系示意图；堆积单 

位记录表；灰坑记录表；墓葬记录表(又分土坑竖穴墓、洞室墓等分表);人骨保存状 

态表；人骨现场记录表；房址记录表；其他遗迹记录表；采样记录表；照相记录表；摄 

像记录表；全站仪设置记录表；全站仪测绘记录表。 

整理工作表格包括系统调查整理表；文物入库登记表；绘图记录表；发掘资料记 

录登记表；陶器标本记录卡片；整理资料记录登记表；文物入库登记表；器物标本记录 

卡片；陶片数量统计表；陶片称量统计表；器形与纹饰统计表。 

需要说明的是，在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考古发掘只给出了一个“发掘 

记录表”,内容可以说基本涵盖了每一堆积单位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形状、结构、 

尺寸等各方面信息，但是对于田野考古中经常需要面对的各类遗迹现象，又缺乏各自记 

 

 



3 
 

录中所需要的针对性。离开了各类遗迹专门的记录表，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难免会使许 

多田野考古工作者感觉无所适从。有鉴于此，在我们所设计的数据库中，既有可以反映 

任何一个堆积单位基本信息的“堆积单位记录表”(可以用来记录任何一个以土质土色 所

划分出来的最小的堆积单元),又有各类常见遗迹自身的记录表(不包括遗迹内部的 各

层堆积),见图一、图二和附表一～附表六。如此，既满足了新规程的记录要求，又 兼

顾了原有规程中仍可利用的一些内容，而且便于大家在实际工作中的掌握与操作。 

 

三、后套木嘎遗址田野考古数据库的功能和优点 

1.记录表格的模式化 

以表格的形式进行记录，首先是方便填写，其次是内容完整，还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而且这样使资料内容更加严谨、有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初学者也可以保证 

记录信息的不缺失。 

有一些内容，我们设置了一些自动选择目录。例如堆积单位类型，我们根据堆积 

单位成因的分析，将其划分为人为形成堆积、自然形成堆积和人为与自然共同作用形成 

堆积三类。其中人为形成堆积又包括耕土层、遗迹内填土、建筑废弃堆积、建筑垫土、 

墙体及其他；自然形成堆积又包括淤土层、风积层、倒塌堆积及其他。再如墓葬的葬 

式，我们列出了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类， 一次葬又包括常见的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 

俯身直肢葬、俯身屈肢葬、侧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及其他。对于这些选项，填表者可 

以通过下拉菜单并打钩选取的方式填写(图三)。 

2.资料的电子化 

(1)存储方便，可以随时备份，有利于资料的长期保存。 

(2)可以多种格式存储和输出，满足多方面的需求。使用者还可以随意从数据库 

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内容。例如，植物考古学者需要浮选土样的记录表，我们就可 

以只选取采样表把它单独存成一个pdf格式的文件发给他；也可以直接选取所需要的墓 

葬信息输出成excel表格，作为发掘报告的附录；如果要做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调查的材料输出成dbf格式的文件，直接放在地理信息系统里面；如果要在 

网上发布资料，则可以直接把所需要的内容输出成HTML 格式文件，设计成网页。 

(3)整个数据库便于调整和修改。无论是记录表格的结构，还是记录的内容，均 

可以随时调整和修改。目前这个版本是针对后套木嘎遗址设计的。针对不同类型遗址的 

发掘工作，可以随时根据实际发掘和记录的需要，来调整表格的相关内容，从而形成一 

个适合记录该类遗址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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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所有的表格存在同一个文件里 

 

3.设置相关内容的链接，保证资料的完整 

数据库的内容虽然被划分成很多不同的表格，但是我们可以在有关联的表格之间 

设置链接关系。通过链接按钮可以完整地查询每一遗存单位的所有详细资料。 

以后套木嘎ⅢM9 记录表为例，该记录表包括的内容有墓葬形制与结构描述、葬

式 描述、草图、局部照片、人骨保存状态表、平剖面图、位置图和照片。点击该记录

表中 的“堆积单位”链接按钮，页面就可转至ⅢM9 第1层这个堆积单位记录表。再点击

堆积 单位记录表中的“采样”这个链接按钮，就可以看到采样的相关信息。反之，依次

点击 “返回”按钮，就会回到堆积单位记录表，回到墓葬记录表。同理，如果点击墓葬记

录 表中“器物卡片”按钮，就可以看到ⅢM9 出土器物的线图与文字描述；点击“全站仪 

坐标”按钮，则可以查看全站仪测量的该墓葬数据和当时全站仪的设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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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3中自动菜单 

 

 

4.便捷的查询方式，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用数据库查询资料非常方便快捷。例如我们想查询ⅢM3 的出土器物，在查询模

式 下直接输入ⅢM3, 就可以查到ⅢM3 出土器物的卡片(图四)。如果我们想查询后套

木 嘎遗址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在查询模式下输人“汉书二期”四个字，就可以立即查

到 所有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 

该数据库也可以支持多标准查询。在后套木嘎遗址的所有墓葬记录中，如果想查 

询汉书二期文化的双人合葬，而且葬式是仰身直肢的墓葬，只需在一个空的墓葬记录表 

格的“时代与文化性质”“葬式”条目里分别输入“汉书二期文化”“双人合葬”“仰身 直肢葬”这

些字段，就可以显示出所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墓葬情况(图四)。为了更方便 查看，还可

以直接将符合这些条件的墓葬显示成列表的形式。在查询模式下，如果直接 点击“墓号

”,就会把所有查询的墓葬按墓号排列。如果点击“墓深”,就会把所有的 墓葬按深度排

列。同样，如果点击“扰乱与否”,系统就会把所有的墓葬分成扰乱和未 扰乱两大类。 

可以想见，墓葬的数量越多，资料量越大，这种查询方式的优越性就愈会显现出 

来。当然，这种查询方式也同样能够满足其他各类遗迹多方面的查询需求。 

总之，针对一个需多年逐步开展工作的大型遗址，建立相应的田野考古数据库， 

对于资料的录人、保存、管理和分析利用来说，都会十分便捷。 

后套木嘎遗址田野考古数据库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优势，限于篇幅只选择以上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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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卡片与表格形式 

 

点做简要介绍。经过两年的实践，我们初步实现了考古资料的全面电子化，对资料管理
 

和开展相关研究都非常方便。希望我们的这一实践对其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 

工作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   释 

[1]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   王立新，霍东峰，石晓轩，史宝琳.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N]. 中国文 物报

，201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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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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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Field Archaeology Record Database of 
Houtaomuga Site 

 

 

Pauline  Sebillaud  Liu  Xiaoxi 

 

 

After  defining  the  notion  of  Field  Record  Database  ,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specificities  and 

comprehensive  content  of  the  database  constructed  for  Houtaomuga  site  excav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w  "Norms  on  Field  Archaeology"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ntiquities  in 

2009.This  light program  is  easy to  learn  and use,  and  can be  adapted to  sites  of different nature 

and  periods.  It  allows  practical  recording  during  the  fieldwork  and  post-excavation  work;  and 

provides  a  convenient  research  tool  to  write  the  preliminary  and  final  excavation  report  as  well 

as  to  carry  on  specific  researches.  The  rich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makes  it  an 

indispensable  tool  for  future  archaeology  excav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