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陕西
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
霸陵，陵址一直悬而未决的汉文帝霸
陵终于“拨云见日”。

由盗墓贼“推动”的发掘

这座之前被称为“江村大墓”的
古代陵墓位于陕西西安以东白鹿原上
的江村东侧，本世纪初被发现。起初
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
贵族墓葬。大墓东北约800米处为窦
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
陵，北部约2100米处为原国保单位霸
陵所在“凤凰嘴”地点。

有观点认为霸陵“因山为藏”，
“凤凰嘴”的高崖就是霸陵址，此说法
流传千年之久。

然而，此前考古勘探确认“凤凰
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为
霸陵的可能。那么，霸陵究竟在哪呢？

2014—2016年冬、春之际，犯罪
分子先后盗掘了江村大墓外藏坑、薄
太后陵外藏坑，盗出鎏金编钟、彩绘
陶俑等汉代珍贵文物数百件。

鉴于江村大墓和薄太后南陵所面
临的安全形势，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17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
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汉
陵考古队，对薄太后南陵西侧、江村
大墓东北和西南区域内被盗严重的外
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在 考 古 工 作 进 行 时 ， 专 家 将
“互联网＋”理念及技术充分运用在
了此次发掘之中。无论是航拍还是
三维建模，以及动植物考古等多种
技术手段，通过建立统一的数字化
平台，达到了考古资料的全面采
集、记录和利用，增加了考古发掘
过程中的科技含量。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
专家发现该墓的规模和形制远超一般
的贵族墓葬。

这几枚官印不容小觑

2017 年，考古队对江村大墓东
北、西南区域的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
古发掘。其中位于西南角的两座小型
外藏坑内清理出马骨一具，另有塑衣

陶俑、陶盆、陶罐等各1件。其余外
藏坑均为带斜坡道的竖穴土圹，坑内
遗存主要有着衣式陶俑（个别戴有刑
具）、陶器、铁器、铜器，以及漆木器
遗迹等。

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自2017年持续
至今，已勘探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
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

值得一提的是，外藏坑中还清理
出“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

“仓印”“厩廥”等明器官印多枚。根据
文献记载，“内官”和“千人”“司空”
都是当时的中央官署机构的职官名称。
考古研究表明，西汉帝陵的外藏坑代表
地下王朝的中央官署机构，只有皇帝或
者诸侯王身份的人才能这样陪葬，既然
江村大墓的外藏坑出现了西汉中央官署
的名称，那么，其墓主的身份只能是当
时的高等级贵族人物。

汉文帝霸陵终获确认

江村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特
大“亞”字形竖穴土扩木椁墓，地面
没有封土。这与《史记·孝本文纪》记

载的“治霸陵皆以瓦器，不治坟”十
分吻合。“亞”字形在汉代当时是顶级
配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的墓葬形
制。一般的臣民，包括诸侯王的墓也
不会超过这一规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
表示，根据以上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成果来看，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
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
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
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
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
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
载，我们认为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霸
陵。”

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
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
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
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帝霸陵在
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
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
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
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
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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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启动制定的青少年儿童食品营养标准，将
根据青少年儿童的年龄划分为 0 到 6 岁，6 岁到 13
岁，13岁到18岁几个阶段，增加并侧重于食品的蛋
白质含量、摄糖、摄盐的克重等等，着力为青少年儿
童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12月13日，在中国青少年
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员会一周年成果展示会上，
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员会执行主任许
钧透露，我国将正式启动首个青少年儿童食品营养标
准制定工作。

当前的食品安全营养标准中，一直存在着青少年
儿童食品安全领域的营养标准不够精细、缺少年龄段
的划分、缺少对青少年儿童食品添加剂的严格细致规
定、包装类食品标签不够规范，以及成分含量不够明
晰等明显的短板。

许钧表示，青少年儿童食品营养标准的制定，是
为了从源头上确保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舌尖上的营养和
安全。“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员会还
将与协和医院以及相关部门科研院所的专家推出《青
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营养健康系列教科书，从学
校、社区、基层着手用心筑牢食品安全健康屏障。”

据悉，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
中心、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员会负责
牵头协调，将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开展相关课
题研究。

标准只是一道门槛，具体到执行层面才是关键所
在，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最为集中的幼儿园、中小学
校。今年上半年，由多部委联合印发的营养与健康学
校建设指南，基本适用于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营养
与健康学校的建设，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
园建设营养与健康学校也可参照执行。

指南指出，学校食堂应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
发现问题和隐患立即整改，并保留自查和整改记录；
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鼓励采用信息化手段，采
集、留存食品原料采购、食品贮存及食品加工制作等
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在营养方面，学校食堂和校
外供餐单位要根据当地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和饮食习惯
搭配学生餐，做到营养均衡；制定食谱和菜品目录，
每周公示带量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带量食谱定期更
换；学生餐每餐供应的食物要包括谷薯杂豆类、蔬菜
水果类、水产畜禽蛋类、奶及大豆类等4类食物中的
3类及以上，且食物种类每天至少达到12种，每周至
少25种。

原卫生部副部长张凤楼在标准制定启动会上表
示，青少年儿童的食品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安全和
营养问题。除了食品安全之外，更要把学生的健康营
养放在第一位。“应积极适应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需
要，规范学校营养与健康相关管理行为，把贯彻健康
中国合理膳食行动和国民营养计划真正落实在具体行
动上。”

通过一年多的深入调研，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
全食品管理委员会已经从中央食堂到配送中心，打造
出健康卫生且营养的、一个以区块链为龙头的数字化
青少年儿童食品健康营养安全阵地，覆盖青少年儿童
食品的种养、采买、加工、制作、送餐各环节。

“下一步，中国青少年儿童健康安全食品管理委
员会将依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多部门针对青少年儿童数字
化的人体结构科学，进行专家论证及研发，全力促进青少年儿童身
体平衡发展。”许钧表示，通过实施营养均衡，可有效提高青少年儿
童的免疫力，杜绝早熟、发育缓慢及白血病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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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的“天宫课堂”，很多
人体验了一场神奇科幻之旅，但一场
60分钟的科学课显然并不解渴。

“感觉良好乘组”的三位航天员在
为我们带来这些“惊叹号”的同时，
也激发出很多人的好奇心：如果在地
球上重现这些太空实验，会是什么效
果？还有哪些类似有趣的实验？

12 月 12 日，科技日报社邀请太
空授课科普专家组成员陈征博士在北
京市八一学校开设“天宫课堂”提高
班，全面复盘科学实验，把不少人心
中暂存的问号一一拉直。

如果太空开举重运动会，
举起地球不是梦！

“畅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太空开
运动会，哪个项目可以破纪录？”陈
征首先发问。

“跳高或跳远！”“标枪!”“射
击!”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回答。

“我最想破举重项目的记录，甚
至想举起地球！”陈征告诉大家，在
太空中，举重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虽
然空间站处于微重力环境，人人身轻
如燕，可同时失去了地面摩擦力提供
的向前动力，因此人在太空中行走会
寸步难行。

这让许多以为在太空中可以因为

身体变轻而跑得更快的同学大呼意外。
一番互动之后，陈征拿起常平架

陀螺为大家讲解。“高速旋转时，陀
螺具有定轴性，不管如何转动常平
架，陀螺始终保持一个方向。”陈征
进一步解释，假设为陀螺仪指定一个
方向，在任意时刻，我们只要对比和
陀螺仪轴方向的夹角，就能确定当前
方向。这就是陀螺仪导航最核心的原
理。基于惯性导航系统，陀螺仪可以
不受信号变化时刻工作，起到导航作
用。无论是在地面、海上、空中甚至
是深海、地下的平台，搭载上它都可
以随时随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向“喵星人”学习角动量
守恒

“天宫课堂”结束后，应该连叶
光富老师自己也没想到，他已凭借

“左摇右扭”出圈，成为中国站得最
高的“太空模特”了。

陈征说，太空转身实验的核心关
键词叫做角动量。角动量是描述物体
转动的物理量。

这 回 ， 陈 征 当 起 了 “ 地 面 模
特”，站在一个可以自由旋转的转台
上，在没有外力矩的情况下，上半身
向左，下半身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右。
这是角动量守恒在生活中一个简单直

观的表现。
陈征还特别提到了猫咪落地的过

程。猫咪在空中时，能把身体圈起来后
再扭转伸开，过程中身体不会固定在一
条直线上，在保持角动量守恒的同时完
成翻身，所以猫咪始终是脚先着地。

那么，我们如何像“喵星人”一
样，在保证角动量守恒的情况下优雅
转身呢？陈征亲自上阵，在转台上展
示了如“自由泳”式的有趣姿势，果
然转了起来！

为了呈现一个更为简单的转身方
式，陈征又拿起一个旋转的车轮，双手
紧握，伸直双臂，也能轻松转起身来。

神奇过瘾的“水”实验

认真听讲的同学一定还记得，当
王亚平老师将乒乓球放在盛有水的杯
子中时，球始终不能浮起来。这是因
为太空微重力条件下，液体内部压强
处处相等，也就不再有上下表面压强
差而产生的浮力。换言之，如果在太
空中将一个铁球放在水面，它也不会
沉下去。

这次，陈征做起相同实验，乒乓
球轻松浮起，验证了重力和浮力同时
存在。“在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下，水
是飘在空中的。因此，水杯里水的压
强是一样的，放入乒乓球，力相互抵

消，浮力消失。”陈征说。
接下来，陈征又“变”出一个水

槽，做出了一个长方形“泡泡”。他
告诉大家，我们习惯将洗手液、洗洁
精、肥皂液等加入水中制成水膜，由
于这些表面活性剂能够降低水的表面
张力，在太空中，水珠没有了重力的
干扰，借助固水环，水便容易形成薄
膜。简言之，受到内部分子的吸引，
液体表面分子有被拉入内部的趋势，
导致表面就像一张绷紧的橡皮膜，这
种促使液体表面收缩的绷紧的力，就
是表面张力。

为了复盘“水球光学”实验，陈
征用笔在纸上画出一个向左的箭头，
将装水的烧杯放在纸片前面，当水漫
过箭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水杯里
的箭头调转了方向！陈征解释道：

“这个实验类似太空中的‘双重人
像’，凸透镜在2倍焦距之外可以呈现
倒立的实像。”

浩瀚宇宙，有趣的远不止于此。
在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时，陈征说，每
到夜晚你仰望星空时，大自然已经向
你证明，光速是有限的；天气好的时
候，人们可以看到很遥远的星星，也
许是5年前的，也许是50年前的，甚
至是几百万年前的……我们目之所及
的恰似一部星星版的“史诗”。

复盘“天宫课堂” 遇见科学之来处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12月12日，四川成都武侯区潮音社区的社区太空探索中心免费开放，受
到社区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在社区太空探索中心，市民可以走入中国空间站
核心舱1：1模型，模拟感受宇航员的工作场景，也可以通过参观火箭、飞船
模型陈列展和参加科普讲座，了解我国载人航天知识和航空发展历程。

图1：社区居民在社区太空探索中心参观体验。
图2：一名小朋友在社区太空探索中心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模型内体验。
图3：社区居民在社区太空探索中心中国空间站核心舱模型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张超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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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 近日，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共同主导完成的古代东亚家猪
线粒体全基因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将主
要的东亚家猪群体的母系共同祖先追溯到
2万年以内。

科研团队通过古代和现代的线粒体基
因组数据开展研究，发现有部分类型从新
石器时代早期直到现在连续存在于中国家
猪群体中，且自全新世以来，家猪群体具
有2次快速的种群扩增现象。这一研究成
果于12月11日在线发表在《遗传学报（英
文 版）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
nomics） 上，对理解东亚地区的家猪母系
遗传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科研团队一共获取了分别来自陕西
鱼化寨、杨官寨、安徽尉迟寺、河北小
里以及青海喇家等遗址的 42 例中国黄河
流域古代猪高质量的线粒体基因组数
据，时间跨度为约7500-2500 年前。科研
人员研究发现，遗址中出土的部分中国
古代猪中有 25%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
期，这与一些东亚现代的家猪类型一
样。此结果表明它们存在母系遗传的连
续性，而且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早期，这一结果支持黄河流域作为一个
主要的家猪独立驯化中心。

科研团队通过古代和现代的线粒体基
因组数据进行突变率的推算，发现东亚家
猪群体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 2 万年以
内。此外，分别开始于大约7000年和4000
年前的两次扩增现象也与东亚的气候环

境、外来农畜引入及农业社会形成与发展
相联系，反映了家猪的母系遗传历史与人
类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

动物的成功驯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猪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
动物之一，在农业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它也是研究动物驯化的重要“模式动
物”。至少在1万到8000年前，家猪已在安
纳托利亚地区和中国中原地区独立驯化。
古 DNA 的研究已证实安纳托利亚的家猪
约在8500年前随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人
口进入欧洲，但进入欧洲的家猪不断与欧
洲本地野猪混合，导致欧洲现生的家猪仅
保留 0-4%的近东祖源成分，显示出几乎
完全替代的情况。显然，我国科研团队此
次的研究成果表明，东亚家猪的遗传历史
情况与欧洲的完全不同。

古DNA研究揭示东亚家猪母系遗传奥秘

错估千年 汉文帝霸陵终“定位”成功
□□ 科科 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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