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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有分散小雨
偏北风1- 2级

成都（17时）
AQI指数 85 空气质量：良
优：攀枝花、内江、广安、达州、巴中、资阳、
西昌、马尔康、康定
良：眉山、自贡、绵阳、泸州、雅安、广元、遂
宁、南充、宜宾、乐山、德阳

1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5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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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布了四川古建筑调查最新成果，该
院古建中心已系统科学地调查了川内
古建筑100余座，采录并上传了83处
古建筑VR数据，形成了“四川元明建
筑”专题数据库。

有了这个数据库，观众只需用智
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走进”83
处古建筑，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欣赏。

在此次调查中，还重新确认或限
定了四川地区23处古建筑的修建年
代，并建立起四川地区适用的木构建
筑断代标尺。

83处古建筑
可“扫码”访问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中
心（简称古建中心）主任余书敏介绍，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古建中心开
始对四川古建筑进行踏查，从2008年
至今，调查测绘过的古建筑已达上百
座，并对其中87处建筑进行了三维激
光扫描测绘、全景摄影和无人机航拍。

201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成立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并
开始搭建VR文化遗产数据库，当年就
与古建中心合作，开始对四川地区的早
期建筑进行VR全景摄影工作。

余书敏说，迄今为止一共上传了
83处古建筑VR数据，形成了“四川元
明建筑”专题数据。很多古建筑位于
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有了VR数据
专题数据库，古建筑爱好者们足不出
户，就可以进行观察和欣赏。该数据
库既可为一般古建筑爱好者提供一个
虚拟参观、游览古建筑的网络平台，也
可为学术研究提供实物史料依据。

巧匠留踪
红外相机捕捉梁上“碑记”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中心
副主任蔡宇琨介绍，在此次田野调查
中，使用了一件“秘密武器”——红外
相机。虽然红外相机早已问世，但将
红外摄影技术用于古建筑调查，在川
内还是首次。有趣的是，此次古建调
查使用的红外相机是用普通数码相机
改造而来的。

2012年8月，李林东、蔡宇琨、赵
元祥3位专业技术人员带着改造好的
红外相机，来到位于眉山的报恩寺大
殿。这座大殿建于元代，后来经过多
次修缮，连整个屋面都更换过，虽然专
家推测室内梁架是元代构件，但因年
代久远，构件上的墨迹和彩画早已模
糊不清，用肉眼或普通数码相机都已
无法辨认，他们这次要做的，就是想试
试能否用红外相机找到以往未曾发现
的题记。

所谓题记，就是古人用毛笔在建
筑构件上书写的文字，这些文字通常
有祈福记事的功能，并会标明每位捐
资人的姓名和所捐财物。一行行题
记，仿佛是一篇篇立体的“碑记”，记
述着每座古建筑的修建缘起和修缮
经过。

三人利用红外相机拍摄时，在屋
梁上发现了黑色字迹，那正是通过红
外线过滤出的年代久远的毛笔字——
由于墨迹和污渍吸收红外光的强弱不
同，有墨迹的地方在红外相机的成像
中颜色更深，同周围的污渍区分开来，
题记便显现出来了。

用红外线技术
找到国保级元代建筑“出生证”

有了成功经验，古建中心的专业
技术人员又陆续对省内其他几处早期
古建筑进行红外摄影，在建筑构件的
表面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到的文
字信息。

2015年，赵元祥带着红外相机再
次到位于绵阳市盐亭县的花林寺大殿
进行调查，拍摄到了大量墨书题记。
根据建筑形制、题记和碳十四测年结
果，蔡宇琨、赵元祥和张宇发表了《四
川盐亭新发现的元代建筑花林寺大
殿》，明确该建筑主体结构修建于元至
大四年（公元1311年），比当时文物资
料中公布的时间提前了近300年。这
篇发表于国内权威期刊《文物》上的调
查报告，是国内首次发表的将红外摄
影技术用于古建筑调查的学术报告。
得益于这一调查成果，花林寺大殿最
终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
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过去，文物部门根据记录的题
记，推测青龙寺大殿建于元至治三年

（1323年）。”赵元祥说，通过红外相机
拍摄，题记中看不清的几个字显现出来
了，证明这是一座明代建筑，同时也表
明中国建筑史上以往认为的四川元代
建筑风格，实际上直到明代仍有使用。

蔡宇琨介绍，古建中心利用古建
筑年代学和红外相机，重新确认和修
正了包括花林寺大殿、青龙寺大殿在
内的23处古建筑的建筑年代。在一
系列成果的发表和带动下，省内外古
建研究学者开始纷纷采用红外线技
术，发现了许多仅凭肉眼难以辨识的
历史信息。

使用新方法
为四川木构建筑建立断代标尺

“从上个世纪至今，对四川古建筑
的调查和研究一直在进行，积累到今
天，已经有不少成果。”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副院长蒋成说，21世纪初，古
建筑的形制年代学和单体建筑断代方
法有了一定发展，并在华北地区修正
了不少古建筑的年代判定。于是，古
建中心决定对四川现有的古代木结构
建筑，尤其是年代偏早的木结构建筑
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的文献研究和田
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四
川地区适用的木构建筑断代标尺。

“在古建中心的数据库中，现已积
累了一批年代确凿的标尺建筑，研究
人员已经初步掌握了四川地区元代至
清代早期的形制变化特点，对多处古
建筑的年代作出了更加精确的或不同
于以往认识的新判断。”余书敏说，四
川古建筑调查的首期成果《四川古建
筑调查报告集》第一卷已经出版，预计
今年将出版第二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四川古建筑调查最新成果发布

83处元明建筑可扫码线上观看

工作人员在新繁龙藏寺做调查。

工作人员对成都文化公园八角亭做调查。

女足今晚亮相央视元宵晚会
川妹子张琳艳将现身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恩湖）记者从

央视获悉：2月15日晚，央视将播出2022
年元宵晚会，刚刚夺得女足亚洲杯冠军的
中国女足将应邀亮相，集体合唱《风雨彩
虹铿锵玫瑰》。

目前，中国女足全队依然在苏州的酒
店隔离，15日晚将无法来到元宵晚会现
场。届时，元宵晚会导演将采用云技术，
邀请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和女足姑娘
们与歌手尚雯婕、李斯丹妮，集体合唱《风
雨彩虹铿锵玫瑰》，为全国观众送上元宵
祝福。据了解，在元宵晚会的合唱中，水
庆霞将站在C位，队长王珊珊将站在水庆
霞身旁，亚洲杯决赛中为中国女足打入第
二球的川妹子、21岁小将张琳艳将举着奖
杯站在前排献唱。中国女足集体登上央
视元宵晚会，无疑让球迷期待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