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面临三
大 难 点 ： 良 渚 古 城 遗 址 作 为
远 古 遗 留 至 今 的 土 遗 址 ， 对
外部环境较为敏感，保护难度
大；良渚古城遗址点多面广，
保护难度大；遗址地处经济快
速发展地区，遗址保护影响范
围近 100 平方公里，而考古发
掘依然不断有新发现，处理好

经济发展和遗产保护的关系难
度大。

对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管理
工作，国家文物局要求严格按
照规划、实施、监管、评估和
反馈的循环机制实行。目前，
良渚古城遗址遗产监测预警系
统平台，已经实现对遗址进行
动态实时监测。

良渚古城遗址保护面临三大难点

为了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寻找
证据，2001 年，我国正式提出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
研 究 ” 项 目 。 2004 年 至 2015
年，探源工程实施了4个阶段的
研究并结项，在距今 5500年至
3500 年的重要都邑性遗址开展
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王巍介绍，良渚遗址修建于大
约 5000年前，为了防止山洪对
城的侵害，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
长 3.5公里、宽十几米的巨型水
利工程。良渚古城中心部位有巨
大的高台，围绕高台修建了约
300万平方米的城址，最新发现
表明，内城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
城址。

良渚古城遗址揭示了中国新
石器晚期在该区域曾经存在过的
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
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
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印证了长

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
献。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
古城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
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
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
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
据。代表了中国在 5000多年前
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
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

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也修建
了高等级的墓葬。一个墓里往往
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
精良的玉琮、玉璧等玉器，及制
作非常精致的武器——玉钺，有
的短柄钺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
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阶级
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这是一个
产生了王权的社会。”王巍说，“我
们认为，以良渚古城为代表，在长
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
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中华五千年文明最重要实证之一

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
前一天，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也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共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55处，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文化遗产37处，自然遗产14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

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实证，证明在距今5000年前，长江下游已经进入古国文明的阶段，被考古专
家称为“中华第一城”。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是我国第一块、全球第二块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
自然遗产空白，将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乃至全球候鸟栖息地保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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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增两处世界遗产
■良渚古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申遗成功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增至55处，位居世界第一

■相关新闻

■相关链接

该遗产地位于东亚-澳大
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的中心位
置，每年有鹤类、雁鸭类和鸻
鹬类等大批量多种类的候鸟选
择在此停歇、越冬或繁殖。其
中受胁物种数达 23种，几乎覆
盖该迁徙路线所有的 25 种受
胁物种；迁徙路线的 16处潮间
带水鸟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
中，有7处位于黄（渤）海区域。

在这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潮间带滩涂上，全球极度濒危
鸟类勺嘴鹬90%以上种群在此
栖息，最多时有全球80%的丹
顶鹤来此越冬，濒危鸟类黑嘴
鸥等在此繁殖，数量众多的小

青脚鹬、大杓鹬、黑脸琵鹭、
大滨鹬等长距离跨国迁徙鸟类
在此停歇补充能量。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
这里是珍稀濒危候鸟保护的不
可替代的自然栖息地，具有全
球突出普遍价值。

盐城地处江苏沿海中部，
位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北翼，
拥有 4553 平方公里的中国最
大沿海滩涂面积，同时拥有珍
禽、麇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但作为近海生物重要栖息
繁殖地、鸟类迁徙中转站的滨
海湿地，一直是我国湿地保护
的“弱项”。

珍稀濒危候鸟保护不可替代的自然栖息地

作为我国第一块、全球第
二块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
期）此次申遗成功，填补了我
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自然遗产
空白。

和中国其他所有 17 项自
然遗产及复合遗产不同的是，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
期）大部分遗产地为海域。此
前，在我国全部世界遗产中，
并无涉及海洋类自然遗产。即
便是在全世界，海洋类自然遗
产也很少。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曾多次
倡议加大对海洋遗产地的保

护，黄海沿岸候鸟栖息地也被
国际评估专家多次提及。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
期）此次申遗成功，也可以称
为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从陆地
走向海洋的开始。

今年 6 月，《盐城市黄海
湿地保护条例》 正式审议通
过。日前，国家林草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第一期）申遗成功，今
后将对该遗产地制定专门保护
规划，采取更加严格的保护措
施，更好地为候鸟提供生态良
好、资源充沛、栖息安全的迁
徙驿站。 据《新京报》

将对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制定专门保护规划

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消
息，今年5月，我国新增三处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单位：西
汉 帝 陵 、 唐 帝 陵 、 石 峁 遗
址。今年以来，国家文物局
还 批 复 同 意 ， 将 “ 万 里 茶
道”“济南泉·城文化景观”

“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等
列入世遗预备名单。截至目
前，进入预备名单的有 60 余
处。

据 悉 ， 一 项 遗 产 要 申
遗，应该首先列入缔约国的
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并需要
上 报 世 界 遗 产 中 心 至 少 一
年，方有资格正式申请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接下来，我国将重点推

进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为古泉州 （刺桐） 史迹。古
泉州 （刺桐） 史迹，是公元
10 世纪到 14 世纪产生并留存
至今的一系列文化遗产，包
括万寿塔、石湖码头、伊斯
兰教圣墓、德济门遗址等 16
个遗产点，具有鲜明的海上
贸 易 和 东 西 方 文 明 交 融 特
征，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
繁盛，见证了“刺桐”这座
古代东方大港的地位。

古泉州（刺桐）史迹
成下个申遗重点

1.文化遗产 （含文化景
观）37处

长城、莫高窟、明清皇
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布达拉宫
（大昭寺、罗布林卡）、承德避
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庙
孔林孔府、武当山古建筑群、
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
典园林、天坛、颐和园、大足
石刻、龙门石窟、明清皇家陵
寝、青城山-都江堰、皖南古
村落 （西递、宏村）、云冈石
窟、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
葬、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
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元
上都遗址、大运河、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土司遗址、鼓浪屿、良渚古城
遗址、庐山、五台山、杭州西
湖、哈尼梯田、花山岩画

2.自然遗产14处
黄龙、九寨沟、武陵源、

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
地、中国南方喀斯特、三清
山、中国丹霞、澄江化石地、
新疆天山、神农架、可可西
里、梵净山、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

3.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
处

泰山、黄山、峨眉山-乐
山大佛、武夷山

晚综

中国55处世界遗产

■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杭州，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

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现存规模宏大的城址等相关遗址，出土了
以玉器为主的大量文物。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
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遗产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
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分等级同时期的墓
地（含祭坛）等，同时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
出土文物也为其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

中国黄中国黄（（渤渤））海候鸟栖息地海候鸟栖息地，，每年大量濒危种类候鸟在此栖息越冬每年大量濒危种类候鸟在此栖息越冬。。良渚古城遗址塘山遗址双坝段。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项目范围涉及我国黄

（渤） 海多个候鸟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一期范围，
包括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区域、江苏大
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境、江苏盐城条子泥市级湿地公
园、江苏东台市条子泥湿地保护小区和江苏东台市高泥淤泥
质海滩湿地保护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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