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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编写提纲（限 5000 字以内） 

 

一、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今年学校将中心和考古学科纳入“双一流”建设“超前部署”学科。中心以“双一流”

建设为契机，深化和推进实验教学改革，为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人才培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秉承传统，夯实基础，创新、知识、能力、素质全面

协调发展，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多学科交叉为特色，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田

野、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实验教学理念，继续完善和拓展“三大主干、四个层次、五大板块”

构成的考古学实验教学体系。 

（二）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等 

1.教学工作量 

2019 年，中心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学四大门类

实验实践课 14门，实验项目 42个。修读本科生共计 534 人次，分别来自全校文、理、工、

医 26 个不同学院，全年教学工作量共计 36354人学时。 

2.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大创计划 

依托实验教学平台和雄厚的教学资源，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生积极申报大创计

划，新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5项，其中国家级大创计划 1 项，省级大创计划项目

1 项，校级大创计划项目 3项。 

3.组织学生参加教师科研项目 

中心教师承担有大量科研项目，为本科生提前“三进”（进入科研、进入实验室、进入

团队）创造了良好条件。2019年，中心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 18项，吸纳本科生参加约 830

人次。 

4.学生论文发表与获奖 

本年度获 2019 届四川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论文（设计）一、二、三等奖各 1 人（张南金：

《明代蜀藩墓地陶俑研究》（一等奖，指导教师赵德云、张亮）；欧阳心怡：《战国晚期巴

蜀地区秦文化遗存试析》（一等奖，指导教师何元洪）；冼懿纬：《辅助展品在民族文化陈

列中的应用方法研究——以广西民族博物馆“BEIXNUENGC(贝侬）壮族文华展”为例》（三

等奖，指导教师李林））。 

另 1 人获 2019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结题优秀（罗英杰：《盐源盆地皈家堡遗

址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研究》，指导教师杜战伟）。 

二、人才队伍建设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中心现有实验教学人员 39 人。其中，固定在岗教师 31 人，教辅 1人，总计 32人，兼

职人员 7 人；固定人员中教授 8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15 人，讲师/专职博士后 8 人。 

（二）队伍建设举措与取得的成绩等 

2019 年，霍巍教授入选“万人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称

号、增选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入选“天府文化领军人才”；胡越副研究员入选四川大学“百

人计划”B类人才；李林、杜战伟、索德浩、李玉牛四位晋升为副教授/副研究员。此外，黎

海超、李倩倩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修。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1.继续进行实验教学改革，提升实验教学水平 

实验教学继续围绕多学科交叉、数字虚拟技术实现、考古研究国际化三个重点，不断改

革、调整、充实实验课程，夯实与之相适应的实验教学平台，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技术支撑。 



3 
 

(1)组建多学科平台，对本科生进行跨学科贯通式培养 

由青年长江学者、石器分析实验室主任吕红亮教授领衔的“考古学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

实验班建设”人才培育计划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李倩倩领衔的 2018 年度四川大学“跨学科专业贯通式”人才培养平台专项建设项目“川

大博物馆文创开发、设计与推广跨学科 PBL课程建设”结题，评为优秀。 

(2)实验教材建设获得突破 

5 项四川大学教材立项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分别为张勋燎、白彬主编《中国考古文献学》、

罗二虎主编《美术考古学通论》、霍巍主编《巴蜀文化》、周静主编《博物馆展览策划与设

计》、罗雁冰主编《中国古代手工纸与现代科学》和杨锋《考古测绘：理论、方法与实践》。 

(3)数字虚拟实验室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博物馆陈列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正式上线，获批 2019 年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正在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4)《考古学导论》实验课程申报“双万计划”一流课程。 

(5)加大实验室硬件及新实验室规划建设 

2019 年获 2020 年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经费 641.69 万元，重点打造同位素

考古实验室；“山地考古中心”入选四川大学双一流建设“超前部署”学科，获专项经费 600

万，其中 300 万用于购买仪器设备。 

(6)实习基地建设与运营全面开花 

1）2019年 10月至今，2017级考古学本科生 25人，赴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教学实

习基地完成本科教学实习（带队教师：何元洪、宋吉香、李玉牛）。 

2）2019 年 10 月成都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文博实习基地挂牌，2017 级文博专

业本科生 14人赴基地实习（指导教师：董华锋、代丽鹃、范佳楠）。 

3）2019 年 11-12月，中心师生与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系组成中斯联合考古

队对曼泰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海外考古实习基地迈出实质性步伐（带队教师：霍巍、吕红

亮、范佳楠、黎海超）。 

4）2019 年 12 月，四川大学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建“铜绿山遗址冶金考古

科研与教学实习基地”。 

2.教学成果 

2019 年 6 月，获“全国第十一届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二等奖及文物情景剧比赛

最佳表演奖（指导教师：索德浩、李林；本科生：顾峰菊、王孟轲、陈家宝、胡龙超）。 

此外，2016 级林圣迪和唐梅获中国嘉德徐邦达艺术教育奖学金，2 人获优秀毕业生干部

（严佳豪、林圣迪）、1 人获优秀学生干部（严佳豪）、4 人获校级优秀毕业生（罗英杰、

史晓鹏、唐梅、康炜），1人获“挑战杯”外语电影配音大赛二等奖（薛娇）。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利用先进仪器设备，中心教师积极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成果突出。 

1.承担项目 

2019 年新获纵向课题 12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熊文彬）、一般项目 2

项（索德浩、原海兵）、后期资助项目 1 项（黎海超）；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1 项（范佳

楠）；博士后基金项目 5 项（黎海超获特别资助，李玉牛、范佳楠、张亮获二等资助，联合

培养博士后杨占风获二等资助）；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 2 项（李倩倩、张亮）。新增经费共

180万。 

此外，参与配合国家重大工程建设考古勘探和发掘新增课题 36项，到校经费 1934万。 

2.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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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心教师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53 篇，其中川大 C 级及以上论文 48 篇，A&HCI

论文 6篇，SCI、SSCI来源期刊论文 6 篇，权威核心论文 3篇。另出版专著 2部。 

此外，出版《南方民族考古》第 16-18辑，第 19-20 辑编辑完成，正在出版。 

3.获奖 

获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 项，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

项。此外，黎海超获四川大学五粮春青年社科之星奖。 

四、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一）信息化资源、平台建设，人员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情况 

1.博物馆陈列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获批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实验室网站正在设备处统一部署下改版。 

（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等情况 

1.教学资源均向全校和社会公众开放，做到仪器设备及时更新、充分使用；强化责任意

识，确保进出实验中心师生和资产安全。 

2.对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部分实验室进行智能化改造，为实现全天候开放创造条件。 

（三）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示范引领、支持中西部高校实验教学改革等情况 

3 月 18日至 22 日，由四川大学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

研究中心发起，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主办四川大学-哈佛大学“古蜀文明考古遗址研习营”

在成都举办。来自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 12 名师生与中心师生联合组队考察了成都平原五处

古蜀文明重要考古遗址，并面向全校举行了四场高质量的学术讲座。 

5 月，中心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在拉萨主办了中国西南考古协作会。 

6 月 28 日-30 日，在四川成都主办“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国际会议”。来自国内外 26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35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7 月 5 日—9月 5日，中心师生参加 2019年度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西藏阿里

地区考古调查与勘探，为入选“考古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准备。 

10月，2017级本科生在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开始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教学实习。 

11月 16日，中心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爱媛大学、邛

崃市人民政府联合在邛崃市邛窑考古遗址公园主办“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冶金技术的起源与

传播暨临邛冶铁实验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12 月，中斯联合考古队正式对斯里兰卡曼泰遗址进行发掘。11月 29日，凯拉尼

亚大学校长 D.M.Semasinghe 教授到遗址发掘现场参观、慰问、考察。 

12 月 7 日，“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学术中心”第一期学术沙龙“成都平原先秦聚落

变迁与水资源变化”举行。 

12月，“中美亚洲山地考古联合实验室”开展以“青藏高原动物考古进展”为主题的第

二次学术工作坊。 

2019 年接待中外专家、学者，留学生、中学生等参观超过 14次，其中接待中小学生超

过 800人次。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一）有关媒体对示范中心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资料 

2019 年“校友会中国历史学一流学科排名”中，川大考古学科位列第三；2019 年上海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川大考古学科排名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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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领导调研示范中心 

11月 10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金瑞国在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副厅长王毅、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濮新、成都市文广新旅局局长多央娜姆等陪同下

考察、调研了我中心，并与我校梁斌副校长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三）其它对示范中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等 

1 月 17日，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举办 2018年度田野考古报告会。 

9-10 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生张正为在中心研修，期间面向全校本科生举办哺

乳动物遗存基础鉴定与分析短训班。 

11月 28日，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代表团参观我中心，并与中心教师商讨合作事宜。 

12 月 7 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大学等单

位共建，秘书处设在四川大学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学术中心”正式启动。 

12月 8日，实验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在江安校区举行，来自吉林大学、北京大

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和四川大学的 5 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12月 19日，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深化四川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战略合

作协议》，明确提出要依托四川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加强文博人才培养。 

  12 月 20 日，中心与中国考古学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德阳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纪念三星堆发现 90 周年大会”。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职教师队伍体量较同行其他示范中心仍然偏小，专职实验教辅人员亟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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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中心教师承担的高级别实验教改项目、发表的实验教改论文、主编的实验教材等虽

有增长但总数偏低。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四川大学高度重视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在创建“双一流”大学、“双创”、

打造“金课”中的支撑作用。 

（一）健全和落实示范中心运行管理机制 

学校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教高厅〔2016〕

3 号）要求，开展如下工作： 

1.四川大学成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运行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校领导

牵头，人事处、教务处、双一流办、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国有资产管理处、财务处等管理

部门参与，负责落实条件保障、日常监督管理和年度考核工作，协调解决示范中心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 

2.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教学指导工作。2019 年 12 月 8 日，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会议室举行。教指委主任委

员朱泓教授主持。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致欢迎词，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常务副主

任吕红亮教授进行年度工作汇报，教指委委员吴小红教授、方辉教授、马健教授等发言，评

议了中心 2019 年年度报告工作，提出了诸多中肯的建议。 

（二）学校将“山地考古中心”纳入双一流建设“超前部署”学科 

“山地考古中心”纳入四川大学“双一流”建设“超前部署”学科，未来三年将投入 600

万从多学科、数字化、虚拟仿真、国际化等方面进行建设。2020 年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

条件专项顺利通过。此外，国家文物局每年拨付近 200万支持在云南剑川、湖南鸡叫城、斯

里兰卡展开教学实习、建立海外考古实习基地。 

（三）学校有关部处全力支持中心建设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教务处等部门从实验教学改革、实验教材、实验项目、实习基地、

设备维修等方面，全力支持中心建设和发展；教务处每年拨付实习基地建设费约 5万元。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1.广纳贤才，充实师资，最终形成一支 35-40 人的实验教师团队； 

2.开展同位素考古、释光实验室建设，重点打造 2-3 个影响力较强的实验室； 

3.着重在科研成果向教学转化、学生培养质量提升上狠下功夫，积极申报“金课”及“双

万计划”； 

4.融入“四川大学博物馆群”建设，寻求考古-文博-文化遗产一体化发展； 

5.承接更多大型科研项目，更好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文化建设； 

6.在 Nature、Science、三大检索系统（SCI、SSCI、A&HCI）论文发表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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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一、示范中心基本情况 

示范中心名称 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所在学校名称 四川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教育部 

示范中心门户网址 http://archeol.lab.scu.edu.cn/ 

示范中心详细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川大路二段， 

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 3 楼 
邮政编码 610200 

固定资产情况 
截止 2019 年年底，中心共有设备、软件 430 余台（套）； 

设备总值 1770 万元。 

建筑面积 800 ㎡ 设备总值 1770 万元 设备台数 430 余台套 

经费投入情况 
历史文化学院投入“一流学科”建设经费 100 万元支持文物分析

实验室建设，已经完成。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 
万元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入 370 万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

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 

性质 
学位 备注 

1 
霍  

巍 
男 195702 教授 中心主任 管理 博士 

杰出教授， 

长江学者，博导 

2 李映

福 

男 196311 教授 分管领导 管理 博士 博导 

3 吕红

亮 

男 197710 教授 常务副主任 管理 博士 博导，青年长江学

者 
4 杨  

锋 

男 197802 讲师 中心副主任 管理 博士  

5 原海

兵 

男 198205 副教授 中心副主任 管理 博士  

6 罗二

虎 

男 195708 教授  教学 博士 博导 

7 白  

彬 

男 196610 教授  教学 博士 博导 

8 熊文

彬 

男 196709 教授  教学 博士  

9 赵德

云 

男 197108 教授  教学 博士  

10 王  

煜 

男 198502 教授  教学 博士  

11 于孟

洲 

男 197711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2 董华

锋 

男 198204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3 宋吉

香 

女 198002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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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罗雁

冰 

女 197406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5 周  

静 

女 197403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6 李  

兰 

女 198309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7 索德

浩 

男 198010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8 李倩

倩 

女 198111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9 李  

林 

男 198304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20 代丽

鹃 

女 198208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21 杜战

伟 

男 198510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22 黎海

超 

男 198809 副研究员  教学 博士  

23 胡  

越 

女 198611 副研究员  教学 博士  

24 李玉

牛 

男 198507 副研究员  教学 博士  

25 马晓

亮 

男 197002 讲师  教学 博士  

26 杨清

凡 

女 197402 讲师  教学 博士  

27 何元

洪 

男 197409 讲师  教学 硕士  

28 李  

帅 

男 198810 讲师  教学 博士  

29 张  

亮 

男 199310 讲师  教学 博士  

30 范佳

楠 

女 198912 讲师  教学 博士  

31 石  

涛 

男 198709 讲师  教学 博士  

32 黄寸

钊 

男 198710  实验员 其它 学士  

注：（1）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示范中心编制的人员。（2）示范中心职务：示范中

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4）学位：博士、硕士、学

士、其他，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5）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兼职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 

性质 
学位 备注 

1 龚小雪 女 1981 副研究馆员 
 成都博物馆 

文物资料中心主任 
教学 硕士  

2 魏  敏 女 1983 馆员 
成都博物馆 

历史文物部副主任 
教学 硕士  

3 肖飞舸 女 1978 副研究馆员 
成都博物馆 

宣传推广部主任 
教学 硕士  

4 冉  静 女 1980 馆员 

成都博物馆 

公众服务与 

社会教育部主任 

教学 硕士  

5 杨  盛 男 1982 副研究馆员 成都博物馆 教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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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与 

修复部主任 

6 周  询 女 1983 馆员 
成都博物馆 

自然部主任 
教学 硕士  

7 黄彦怡 女 1984 馆员 
成都博物馆 

陈列设计部副主任 
教学 硕士  

注：（1）兼职人员：指在示范中心内承担教学、技术、管理工作的非中心编制人员。

（2）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3）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他，一般以

学位证书为准。（4）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等，

获得时间。 

（三）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1 拥  措 女 1994 初级 中国 
西藏自治区 

文物保护研究所 

进修学习 

/合作整理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1 月 

2 张正为 男 1989 / 中国 
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 

进修学习 

/合作整理 

/合作教学 

2019 年 9 月 

-2019 年 12 月 

3 陈心舟 男 1992 / 中国 
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 
进修学习 2019 年 7-8 月 

4 唐  莉 女 1992 / 中国 
德国马普所人类 

历史科学研究所 

进修学习 

/合作整理 
2019 年 7-8 月 

注：（1）流动人员：指在中心进修学习、做访问学者、行业企业人员、海内外合作教

学人员等。（2）工作期限：在示范中心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本年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份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参会 

次数 

1 朱  泓 男 1951 教授  中国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主任 

委员 
1 

2 吴小红 女 1964 教授  中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委员 1 

3 方  辉 男 1964 教授 院长 中国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委员 1 

4 马  健 男 1979 教授 院长 中国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委员 1 

5 王  毅 男 1962 研究员 
副厅长 

局长 
中国 

四川省文化与旅游厅 

四川省文物局 
委员 0 

6 霍  巍 男 1957 教授 院长 中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委员 0 

7 李映福 男 1963 教授 副院长 中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委员 1 

          

注：（1）教学指导委员会类型包括校内专家、外校专家、企业专家和外籍专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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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包括主任委员和委员两类。（3）参会次数：年度内参加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三、人才培养情况 

（一）示范中心实验教学面向所在学校专业及学生情况 

序号 
面向的专业 

学生人数 人时数 
专业名称 年级 

1 

历史学院 

（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历史

学） 

2015、2016、 

2017、2018级 
429 35200 

2 艺术学院（美术学、动画） 2017、2018级 4 32 

3 法学院（法学） 2016、2017级 3 18 

4 
文新学院（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

育、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2016、 

2017、2018级 
13 168 

5 
经济学院（财政学、经济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 
2017、2018级 5 90 

6 

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公共

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 

2016、 

2017、2018级 
6 48 

7 
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管理科

学、工程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2016、 

2017、2018级 
6 48 

8 数学学院（统计学） 2017 级 1 8 

9 
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类、物联网工

程） 
2017、2018级 4 96 

10 
电子信息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 
2018 级 1 8 

11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2016、 

2017、2018级 
5 90 

12 建筑与环境学院（力学、土木工程） 2017 级 2 16 

13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法医学） 2016 级 2 32 

14 水利水电学院（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2016、2017级 3 8 

15 
轻纺与食品学院（轻化工程（革制品

设计方向）、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7、2018级 4 32 

16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卫生

检验、食品卫生、营养学） 

2016、 

2017、2018级 
5 32 

17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 2018 级 3 24 

18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 

2016、 

2017、2018级 
6 48 

19 化学学院（化学、应用化学） 2017 级 3 24 

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化学、生

物医学工程） 
2017 级 3 24 

22 
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控制科学

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2016、2018级 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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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工业设计） 

2016、 

2017、2018级 
5 90 

24 
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技术、口

腔医学（五年制、八年制）） 
2017、2018级 5 40 

25 华西药学院（药学、临床药学） 
2016、 

2017、2018级 
8 74 

26 华西医学院（临床医学） 2017、2018级 4 32 

合计   534 36354 

注：面向的本校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 

（二）实验教学资源情况 

实验项目资源总数 58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42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14门 

实验教材总数 8 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6 种 

注：（1）实验项目：有实验讲义和既往学生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2）实验教材：由

中心固定人员担任主编、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3）实验课程：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独立设

置学分的实验课程。 

（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6 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1 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0 项 

注：（1）学生获奖：指导教师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获奖项目必须是相关项目的全国

总决赛以上项目。（2）学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通讯作者或指导老师

为中心固定人员。（3）学生获得专利：为已批准专利，中心固定人员为专利共同持有人。 

四、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2        

…        

注：（1）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名称：项目管理部门下达的有正

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下达文件的文号。（3）负责人：

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4）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人员，其中研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

非本中心人员名字后标注＃。（5）经费：指示范中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类

别：分为 a、b 两类，a 类课题指以示范中心为主的课题；b类课题指本示范中心协同其他单

位研究的课题。 

（二）承担科研任务及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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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 

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

别 

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阿

里后弘期初的佛教遗存与多民族

交融研究  

19ZDA17

7 
熊文彬 

杨清凡、 

杨峰、 

李帅 

2019.11 

2021.12 
80 a 

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川新津瑞

麟寺山墓地发掘报告 

19BKG02

0 
索德浩 

陈云洪#杨波#

周静＃邱艳# 

2019.11 

2024.6 
20 a 

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山古城宝

墩文化人类骨骼考古研究 

19BKG03

8 
原海兵 

刘祥宇＃吴小

红＃胡耀武＃

王传超＃ 

2019 

2023 
20 a 

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优秀

博士论文出版项目/资源与社

会：以商周时期铜器流通为中心  

 黎海超  2019 20 a 

5 
教育部一般项目/9-14 世纪环中

国海沉船出水陶瓷研究 

19YJC78

0001 
范佳楠  2019.03 8 a 

6 

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先秦两汉四川盆地青铜器生产、

流通研究 

2019T12

0832 
黎海超  

2019.7-

2021.7 
15 a 

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元代东北亚海域交流的考古学研

究 

2019M65

3457 
范佳楠  2019.05 5 a 

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通过冶金考古遗址出土遗物复原

古代钢铁冶炼技术的研究 

2019M65

3456 
李玉牛  

2019.11 

2022.11 
5 a 

9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川渝地区地藏十王造像的调查与

研究 

2019M65

3458 
张  亮  

2018.11 

2021.11 
5 a 

1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墓葬制度研

究 

2019M65

3360 
杨占风*  

2019.02 

2021.01 
5 a 

11 

四川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四川

眉山法宝寺石窟的调查与综合研

究 

SC19C01

4 
张  亮 

邓宏亚＃ 

余靖# 

2019.11 

2020.10 
1.5 a 

12 省级规划/图说川西林盘 
SC19KP0

12 
李倩倩 

刘勤#李濯缨#

陈燕华*、蒋

畅* 

2019.10 

2021.06 
1.5 a 

13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四川新出土

南朝造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 

18ZDA22

2 
霍  巍 董华锋 

2018.11 

2023.11 
80 a 

14 
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

地考古发掘与研究（子课题） 

18ZDA21

9 
白  彬 张科＃ 

2018.11 

2023.11 
 a 

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视野 18BKG01 代丽鹃  2018.06 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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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川盆地青铜时代的文化交流

和互动研究 

4 2023.06 

1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喇家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发掘报告

（2015—2017） 

18CKG02

5 
杜战伟 

何强#杜玮#甄

强#马骞#汪巩

凡* 

2018.06 

2023.06 
20 a 

1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博物馆展陈

中考古文物信息的解读与重构研

究 

18CKG02

2 
李  林 

杜辉#魏敏#李

高怡#董静#黄

玉洁#邹西丹# 

2018.06 

2021.06 
20 a 

1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元 1—10

世纪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地带的

文明联系研究 

18CKG01

8 
李  帅 

朱德涛＃魏健

鹏＃徐承炎#

梁官锦# 

2018.06 

2023.06 
20 a 

19 
四川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四川

汉代陶俑与汉代社会 

SC18A00

9 
索德浩 王波# 

2018.10 

2020.10 
2 a 

20 

四川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推进

“治蜀兴川”建设中四川夹江竹

纸及其制作技艺整理与传承发展

研究 

SC18A01

3 
罗雁冰 曹玉珍*安玉* 

2018.10 

2020.10 
2 a 

2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若干问题研究 

17JZDW0

8 
霍  巍 

石硕# 

徐君# 

杨明洪# 

2017.11 

2020.11 
80 b 

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蜀唐宋佛

教铭刻材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17CZJ00

6 
董华锋 

江滔＃张媛媛

＃ 

2017.06 

2021.07 
20 a 

23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项目/汉唐

丝绸之路天文考古 

17ZDA18

2（子课

题） 

王  煜 
韦兵#朱磊#庄

蕙芷# 

2017.11 

2022.11 
8.2 a 

2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两周青铜

器生产、流通问题研究 

17XJC78

0001 
黎海超 

李延祥#崔剑

锋#崔春鹏#余

兆冰# 

2017.07 

2020.07 
8 a 

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史前时

期农业的植物考古研究 

16BKG 

001 
宋吉香 

吕红亮、陈祖

军#闫雪#谈宁

#赵丹＃ 

2016.06 

2021.06 
20 a 

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都平原宝

墩文化时期的聚落与环境研究 
 李  兰  

2016-

2019 
20 a 

27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藏高原

丝绸之路考古调查与研究 

16JJD78

0011 
吕红亮 

霍巍、张延清

#杨清凡、杨

锋、李帅、王

亚娟＃ 

2016.11 

2020.12 
120 a 

28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南地区先

秦两汉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 
15DB056 李映福 

陈建立#施劲

松#白云翔# 

2015.11 

2020.12 
120 a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 

（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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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别 

1       

2       

…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以证书为

准。（3）完成人：所有完成人，排序以证书为准。（4）类型：其他等同于发明专利的成果，

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5）类别：分四种，独立完成、合作完

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成-其他。如果成果全部由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完成的

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示范中心与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

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第二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

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他。（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 

号 
论文或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版社

名称 

卷、期 

（或章）、页 

类

型 
类别 

1 

Cold-worked and annealed bronze 

objects and relevant motif 

techniques in the Chinese Bronze 

Age: Analysis of bronze sheets 

found at Songjia cemetery in 

Shaanxi, China 

黎海超，Siran,L，

Jianli, Jianfeng, C ，

Xingshan, L，Jianrong, 

C，Yuewen, G，

Xingrui, L，Yuxuan, H 

Archaeometry 

 
  2019年 11月 

论

文 
SSCI 

2 

Microstructural and elemental 

analyses of slags excavated from 

Xuxiebian iron-smelting site, 

Sichuan, China 

李玉牛，Ma, C，

Juleff, G，Murakami, 

Y，Zhou, Z，Lit, Y. 

Archaeometry 

 

2019年第 61卷，

第 6期，1553-

1365页 

论

文 
A&HCI 

3 

Cast iron smelting and refining:an 

iron smelting sit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ry in Xuxiebian,Sichuan  

province,China 

李玉牛, Chunyan Ma, 

Yasuyuki Murakami, 

周志清, Yingdong 

Yang,李映福 

The Sungkyun 

Journal of 

Studies  

2019年第 19卷,第

91-111页 

论

文 
A&HCI 

4 

Early iron objects of southwest 

china:a case study of iron objects 

excavated from Qiaogoutou 

cemetery site ,Sichuan province 

李映福，李玉牛,原海

兵，Gillian Juleff，张

梦逸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

al Sciences 

2019年第 11卷,第

4期,第 1187-1198

页 

论

文 
SSCI 

5 

Salt Produc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in the Uppe Three Gorges 

Region A Case Study of the 

Zhongjingba Site in Chongqing 

李玉牛,牛英彬,白九

江 

Industrial 

Archaeology 

Review 

2019年第 42卷,第

2-12页 

论

文 
A&HCI 

6 

Reconstructing subsistence at the 

Yingpanshan and Gaoshan sites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Insights 

from isotope analysis on bone 

Cheng-Yi Lee, Kuei-

Chen Lin, 周志清, 

Jian Chen,刘翔宇, 原

海兵,Pei-Ling Wang. 

Archaeometry  2019年 11月 
论

文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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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s and charred crop remains. 

7 

The importance of localized hunting 

of diverse animals to early 

inhabitants of the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t the Neolithic site of 

Xiaoenda 

张正为, Zujun Chen, 

Fiona Marshall, 吕红

亮, Ximena Lemoine, 

Tashi Wangyal, Tsepa 

Dorje, and 刘歆益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9年第 529卷，

第 38-46页 

论

文 
SCI 

8 

A combination of techniques to 

study Chinese Traditional Lajian 

Paper 

罗雁冰、王悦、张秀

娟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9年第 38卷，

第 75-81页 

论

文 
A&HCI 

9 

Biodegradation assessment of poly 

(lactic acid) filled with 

functionalized titania nanoparticles 

(PLA/TiO2) under compost 

conditions 

罗雁冰， Zicong Lin, 

Gang Guo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  

2019年第 14卷第

1期 

论

文 
SCI 

10 

Durability of Chinese Repair 

Bamboo Papers under Artificial 

Aging Conditions 

罗雁冰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2019年第 68卷,第

448-455页 

论

文 
A&HCI 

11 

Analyzing ancient Chinese 

handmade Lajian paper exhibiting 

an orange‑red color 

罗雁冰，Jiali Chen, 

Cheng Yang & Yifan 

Huang  

Heritage 

Science 

2019年第 7卷，第

1-8页 

论

文 
A&HCI 

12 

A regional c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rop processing 

in northern China from the 

Neolithic to Bronze Age: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Sushui River survey, Shanxi provinc 

宋吉香，Lizhi Wang，

Dorian Q.Fuller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

al Sciences 

2019年第 11卷，

第 2期，第 667–

682页 

论

文 
SSCI 

13 
“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国际会

议”综述 
白彬、李福 世界宗教研究 2019年第 5期 

论

文 
CSSCI 

14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 于孟洲、吴超明 考古学报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15 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 
赵德云、代丽鹃、董

华锋 
考古学报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16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分期及相关

问题 
赵德云 考古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17 论兴隆洼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杜战伟、韩斐 考古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18 
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 2015～2016

年辛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杜战伟、王倩倩、于

孟洲、杜玮、甄强、

马骞、何克洲、范小

慧 

考古 2019年第 6期 
论

文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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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成都市中和镇板栗湾西汉崖墓

M17发掘简报 

索德浩、刘雨茂、杨

洋 
考古 2019年第 4期 

论

文 
CSSCI 

20 汉墓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 王煜 考古 2019年第 6期 
论

文 
CSSCI 

21 

湖南宁乡炭河里与望城高砂脊出

土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及相关问

题 

黎海超、崔剑锋、盛

伟 
考古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22 
广西博白宴石山宗教遗存调查简

报 

魏健鹏、李帅、董华

锋、邓宽宇 
文物 2019年第 9期 

论

文 
CSSCI 

23 
四川通江朱元观音岩元代摩崖造

像调查简报 

白彬、邓天平、余

靖、干倩倩、邓宏

亚、赵川、王丹、雷

玉华 

文物 2019年第 7期 
论

文 
CSSCI 

24 
四川安岳人和云峰寺摩崖造像调

查简报 

王丽君、张亮、张嫒

媛、干倩倩、廖顺

勇、王晓华、司程

文、寇小石、邓宏

亚、董华锋、雷玉

华、白彬 

文物 2019年第 4期 
论

文 
CSSCI 

25 

西藏阿里札达县译师殿壁画年代

及其相关问题——兼论古格故城

坛城殿和托林寺杜康殿壁画题记

与年代 

熊文彬 文物 2019年第 1期 
论

文  
CSSCI 

26 
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

瓷及相关问题研究 
霍巍、韦莉果 江汉考古 2019年第 5期 

论

文 
CSSCI 

27 
四川简阳金山村方古井山 M10、

M13、M23号崖墓发掘简报 
张亮 江汉考古 2019年第 6期 

论

文 
CSSCI 

28 礼州晚段遗存相关问题研究 杜战伟、李奎 江汉考古 2019年第 4期 
论

文 
CSSCI 

29 
墓砖的年代学研究——以淅川泉

眼沟汉墓为例 
罗二虎、吴闽莹 江汉考古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30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 2017年的发掘

与认识 
杜战伟 边疆考古研究 第 25辑，2019年 

论

文 
CSSCI 

31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铜器的

生产问题研究 

黎海超、崔剑锋、周

志清、王毅、王占魁 
边疆考古研究 第 25辑，2019年 

论

文 
CSSCI 

32 
四川仁寿鳌陵黑龙寺摩崖造像调

查简报 

白彬、邓宏亚、马驰

浩、钟建明 
敦煌研究 2019年第 4期 

论

文 
CSSCI 

33 
四川安岳来凤乡圣泉寺摩崖造像

调查简报 

白彬、张亮、王丽

君、张媛媛、干倩

倩、韩明、王晓华、

司程文、胡盛 

敦煌研究 2019年第 5期 
论

文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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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巴中南龛李思弘重妆龛像及相关

问题研究 
董华锋 敦煌研究 2019年第 5期 

论

文 
CSSCI 

35 论印章在吐蕃社会的使用 李帅 中国藏学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36 西藏博物馆事业发展历程与展望 李林、曲珍 中国藏学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37 
近 70年西藏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1951—2019） 
霍巍 中国藏学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38 
西藏西部 11 世纪重要寺院热尼拉

康及其艺术再探 
熊文彬 中国藏学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39 

Ancient Tubo-Nepal Road and 

Its Major Remains from the 

Song,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熊文彬 中国藏学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40 论西藏地方的明代复制官印 李帅 西藏大学学报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41 
西藏阿里卡尔东遗址 2013年度浮

选结果分析 

宋吉香、吕红亮、张

正为、刘歆益 
西藏大学学报 2019年第 1期 

论

文 
CSSCI 

42 
中国考古学的古典主义传统及其

当代意义 
霍巍 思想战线 2019年第 6期 

论

文 
CSSCI 

43 
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

其文化意义 
霍巍 敦煌学辑刊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44 
成都万佛寺出土“天和二年”铭

菩萨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董华锋 敦煌学辑刊 2019年第 2期 

论

文 
CSSCI 

45 
国际性临时展览的跨文化阐释方

法初探 
李林、陈钰彬 东南文化 2019年第 1期 

论

文 
CSSCI 

46 
四川剑阁县“天师石敢当”碑研

究 
白彬、邓宏亚 四川大学学报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47 

中国藏传美术研究的拓荒者——

金维诺先生对藏传美术研究的贡

献 

熊文彬 形象史学研究 2019年第 5期 
论

文 
CSSCI 

48 
西藏吉隆县青嘎石窟寺 3 号窟壁

画初探 
熊文彬 

故宫博物院院

刊 
2019年第 3期 

论

文 
CSSCI 

49 河南淅川泉眼沟汉代墓葬发掘报 罗二虎 科学出版社 2019年 
著

作 
 

50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铁器 李映福 科学出版社 2019年 
著

作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及一般教材不

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成员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国内重要刊物，外文专著、

中文专著为序分别填报。（2）类型：SCI（E）收录论文、SSCI 收录论文、A&HCL收录论文、

EI Compendex 收录论文、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收录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IpfgK9ljANR6KpYCEbwKEYdXYIG5-nraACif3mcf0K-uTYwmnEsW8s5aavNlUsKeSIHqxHO5qawMNkVWbcrgt86cMu63mI87f89vkAQZuC&wd=&eqid=f2a7f0a800026008000000065e0b1c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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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引期刊收录论文（CSSCI）、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收录论文（CSCD）、

外文专著、中文专著；国际会议论文集论文不予统计，可对国内发行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

进行填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内容的论文重复。（3）外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

（4）中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5）作者：

所有作者，以出版物排序为准。 

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 100 字以内） 

推广和应用

的高校 

1      

2      

…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备进行改装，

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设备进行研究的创新性成

果，列举 1－2 项。 

4.其它成果情况 

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0 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0 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5 篇 

省部委奖数 4 项 

其它奖数 0 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三）2”以外的其他国内刊物，只填汇总数量。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网址 http://archeol.lab.scu.edu.cn/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10026 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2752Mb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432Mb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1 项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杨锋 

移动电话 13980719634 

电子邮箱 436872@qq.com 

（二）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1.参加示范中心联席会活动情况 

所在示范中心联席会学科组名称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文

综∕考古∕法学组 

参加活动的人次数 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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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

席 

参加

人数 
时间 

类

型 

1 

道教考古与铭

刻材料国际会

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白  彬 65 6.28-30 

全

球

性 

2 

四川大学第五

届全球青年学

者论坛考古分

论坛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吕红亮 20 5.22 

全

球

性 

3 

中国西南与东

南亚冶金技术

的起源与传播

暨临邛冶铁实

验考古”国际

学术研讨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愛媛大学アジア古

代産業考古學研究センタ

ー 

（爱媛大学亚洲古代产业

考古学研究中心）、邛崃

市人民政府 

李映福 75 11.15-17 

全

球

性 

4 
中国西南考古

协作会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

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 

孙  华 78 5.11-14 

区

域

性 

5 

茂县营盘山遗

址与古蜀之源

学术研讨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

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 

王  毅 200 8.21 

区

域

性 

6 
纪念三星堆发

现 90 周年大会 

中国考古学会、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

局、四川大学、德阳市人

民政府 

赵  辉 400 11.20 

全

国

性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或示范中心联席会批准的会议。请按全球性、区

域性、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3.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中国唐宋时代的铁和铁器生产 李映福 
たたらの原世界－日中韓の中

世製鉄 
1.28 

日本 

大坂 

2 
2018 年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

址早期墓葬的发掘与收获 
李  帅 

2018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

究所业务工作公众分享汇报会 
4.3 

西藏 

拉萨 

3 
Neolithization of 

Himalayan Foothills 
吕红亮 

世界人文学术会议(2019 

Global Humanities Forum) 
4.25-28 

福建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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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Neolithization 

Processes”工作坊 

4 作为复数的中国考古学 吕红亮 
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

讨会 
4.27-28 

湖北 

武汉 

5 
得象忘义与得义忘象：汉代故

事画像中“错误”的生成 
王  煜 

“文”与“物”的生成：多学

科视野下的文本制作 
5.25 北京 

6 

The organization of early 

mining along the Yangzi 

River - A discussion on 

resource strategies of 

early China 

石  涛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Ritual and Economy in East 

Asia 

6.5-6 
美国 

洛杉矶 

7 
四川丹棱龙鹄山唐代道教造像

调查与研究 
白  彬 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国际会议 6.29 

四川 

成都 

8 
中原地区森林資源の減少と古

代鋼鉄産業の南遷 
李映福 

アジア?オセアニアから世界

を拓く 
7.10 

日本 

九州 

9 丝绸之路上的中印文化交流 董华锋 

《海外藏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

窟复原影像集》首发式暨龟兹

学高峰论坛 

7.16 
甘肃 

兰州 

10 镜铭“师命长”再考 索德浩 汉代封泥玺印国际学术研讨会 7.29-30 
江苏 

徐州 

11 礼州晚段遗存检析 杜战伟 
中国考古学：人类•文化•生业

•社会”学术研讨会 
8.5 

吉林 

长春 

12 
战国晚期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地

域传统试探 
赵德云 

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

研讨会 
8.10 

甘肃 

张掖 

13 
重庆丰都东汉至蜀汉墓葬出土

陶塑戴冠头像初探 
王煜 

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

研讨会 
8.10 

甘肃 

张掖 

14 
试析营盘山遗址史前时期的人

居环境及相关问题 
原海兵 

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

术研讨会 
8.21 

四川 

广汉 

15 
青海喇家遗址近年发掘的马家

窑文化遗存（2014～2018） 
杜战伟 

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

源学术研讨会 
8.21 

四川 

广汉 

16 青藏高原东缘的新石器时代化 吕红亮 
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

学术研讨会 
8.21 

四川 

广汉 

17 
海门口遗址墓葬遗存与埋葬行

为初步分析 
原海兵 

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

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 
9.6-8 

山东 

青岛 

18 
中国早期铁器的起源与中国冶

铁发展史 
李映福 

俄罗斯哈卡斯共同国历史文化

与语言研究成立七十周年纪念

国际学术讨论会 

9.27 

俄罗斯

哈卡斯

共和国 

19 同位素数据考古学解读的边界 原海兵 
继往开来的中国舌尖考古”国

际学术研讨会 
10.18-20 

浙江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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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藏阿里皮央东嘎遗址群考古

新发现 
杨  峰 

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

术讨论会 
10.19-20 

四川 

成都 

21 蕃尼古道调查收获与初步认识 李  帅 
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

术讨论会 
10.19 

四川 

成都 

22 高原丝绸之路史前史 吕红亮 
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

术研讨会 
10.19 

四川 

成都 

23 
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 2018年

调查收获 
范佳楠 

考古发现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会议 
10.24 上海 

24 
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

墓地墓葬排列问题补论 
王  煜 历史青年考古论坛（第三届） 11.1 

吉林 

长春 

25 秦汉之徙，元以山东 索德浩 第三届历史考古青年论坛 11.2-3 
江苏 

徐州 

26 高山古城人群与宝墩社会 原海兵 
古蜀文明传承保护暨纪念桂圆

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11.4-6 

四川 

什邡 

27 
重庆丰都东汉至蜀汉墓葬出土

陶塑戴冠头像初探 
王  煜 

丝绸美术与金铜佛像学术研讨

会 
11.9 上海 

28 
山地路线还是沿海路线:从石

范看东南亚冶铜技术起源 
吕红亮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冶金技术

的起源与传播暨临邛冶铁实验

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 

11.15 
四川 

邛崃 

29 
西南地区冶金遗址的发现与认

识 
李映福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冶金技

术交流与传播暨临邛汉代冶铁

实验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 

11.16 
四川 

邛崃 

30 

The potential grammar in 

Dutch landscape paintings 

of the 17th century：on 

painting of Francois 

Ryckhals 

李倩倩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作品分

析会 
11.26 

美国哈

佛大学 

31 
四川安岳近年新发现地藏十王

变造像及相关问题 
张  亮 

2019 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二十周年纪念会 

12.4 
重庆 

大足 

32 
四川大学博物馆群项目的建设

及其思考 
周  静 

第十六届中国高校博物馆学术

研讨会 
12.5-9 

山西 

太原 

33 
全新世中期成都平原聚落变迁

的古环境背景探讨 
李  兰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学

术沙龙第一期——“成都平原

先秦聚落变迁与水资源变化” 

12.7 
四川 

成都 

34 
高山古城人群墓葬选址的环境

因素 
原海兵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学

术沙龙第一期——“成都平原

先秦聚落变迁与水资源变化” 

12.7 
四川 

成都 

35 
十王经、十王斋供与四川地区

十王图像 
李倩倩 Camlab项目工作讨论会 12.10 

美国哈

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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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卡若遗址 2012、2018 年度出

土植物遗存分析 
宋吉香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植物考古

发现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12.17 

陕西 

西安 

37 
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 2018-

2019 年工作总结 
吕红亮 

国家文物局中外联合考古工作

会议 
12.25 北京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4.承办竞赛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竞赛级别 参赛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

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2        

…        

注：竞赛级别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5.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序

号 

活动开

展时间 

参加

人数 
活动报道网址 

1 1.3  
四川大学考古队于金华一中开展考古进校园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OslUv6BNHVVaWK2odATIcg 

2 1.5  
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工地进行验收

https://mp.weixin.qq.com/s/b-YBtB5TlNisROkXiGGBYA 

3 1.13  
四川大学考古系 2018年年度田野考古报告会

https://mp.weixin.qq.com/s/pejddh0wqT1C7rGhfehfPg 

4 1.23  
剑川海门口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取得多方面成果

https://mp.weixin.qq.com/s/2rWGann99xwudXerK8BWhA 

5 3.18  

四川大学-哈佛大学联合探究古蜀文明 首站来到新津宝墩遗址 

http://vshare.cdrb.com.cn/?from=timeline#/normal/article/4/2

19828 

6 3.24  
古蜀文明考古遗址研习营考察三星堆 

https://mp.weixin.qq.com/s/audcPrxa25gDNaGIy9njUg 

7 3.28  
再现海上丝绸之路千年繁华——曼泰港遗址中斯联合考古调查与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r4RRVKdgboNlfGiPuY73Xg 

8 3.29  
 洱畔荷锄归——2016级考古实习交流会 

https://mp.weixin.qq.com/s/OKn34Fu7UPLDEr0wR1AxyQ 

9 3.30  
四川大学-哈佛大学古蜀文明考古遗址研习营在我校成功举办 

https://mp.weixin.qq.com/s/7DuCC8lXDg5-3VGhCmRAzA 

1

0 
4.2  

童恩正：寒窗灯影，野岭霜晨 

https://mp.weixin.qq.com/s/BRBYvXlLoD7vtqQfg97-rA 

1

1 
4.2  

记明古社“洱畔荷锄归——2016 级考古实习交流会”

https://mp.weixin.qq.com/s/1krT2iOstP8qt7vu6W1DKA 

1

2 
4.8  

美国考古学家探秘古蜀文明 

https://mp.weixin.qq.com/s/SCrK94L9qqMb6eLaTwWB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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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15  

[新闻直播间]西藏考古·皮央东嘎遗址 一只铜釜揭开两千年前时尚

生活 

http://tv.cctv.com/2019/04/15/VIDElwQgdZAu368U4TwRelgk190415

.shtml 

1

4 
4.20  

2018 年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调查收获与侧记

https://mp.weixin.qq.com/s/oTl7NiHfoso4fLIDz6czjA 

1

5 
8.30  

春风化雨，博学厚德——记霍巍教授的科教求索岁月峥嵘

https://mp.weixin.qq.com/s/GtqoAzKK-8kXO--Ks7JNSw 

1

6 
9.14  

新绿添明远，好云护采芹：记 2019年新生见面会暨暑期实践分享会 

https://mp.weixin.qq.com/s/sYpB0BpGt0Gt7vwOiJ7BPw 

1

7 
11.14  

博物馆陈列总体设计虚拟仿真设计实验系统上线 

https://mp.weixin.qq.com/s/5fb7zHqzoNgQP4omdOvWrw 

1

8 
11.16  

直播中，大家一起畅聊 ing，你能来就更好了 

https://m.weibo.cn/status/4439190542083335?sourceType=weixin

&from=timeline&wm=9006_2001&featurecode=newtitle 

1

9 
11.17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暨临邛冶铁实验考古"国际

学术研讨会 

https://mp.weixin.qq.com/s/LiGnA0tmcsU_aFMiso2oKw 

2

0 
11.20  

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七次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 

https://mtydazzle.yunshicloud.com/pages/details/details.html

?companyId=ysxw&productId=320D3AAAE13D4813B3B256FE4B9E8C56&d

ocid=EA371FE73F2F499B8869F597009C3431&isNew=yes&downloadTips

=true&from=timeline 

2

1 
11.29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校长亲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斯联合考古

发掘工地 

https://mp.weixin.qq.com/s/XuOjkrcqbe9fWy65ojw5EA 

2

2 
12.5  

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 2019年度发掘顺利开展

https://mp.weixin.qq.com/s/C_eXiBehQFvt89wZyY_H_w 

2

3 
12.13  

“我们挖到了印度洋！” 川大考古系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对

话 

https://mp.weixin.qq.com/s/Su2VzMoR1GrimREaJJGmTQ 

2

4 
12.20  

纪念三星堆发现 90 周年大会在四川广汉隆重召开 

https://mp.weixin.qq.com/s/5wWZPHMTjDPRPJCjCLUUmQ 

2

5 
12.31  

中斯联合考古队在曼泰港遗址发现大量文物 

http://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6711382?chan

nel=weixin 

6.承办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

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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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180人次 

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安全责任事

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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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核意见 

（一）示范中心负责人意见 

2019 年四川大学将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考古学科纳入学校“双一流”

建设“超前部署学科”进行建设。中心紧紧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核心目标，深化、

推进实验教学改革，在人才培养、实验教材、实验项目、实习基地建设、设备维修提升

改造、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狠抓落实，为“川大学派”的人才培养

和“川大特色”的学科发展提供助力和强有力平台支撑。一年来开放运行规范，示范辐

射作用显著，所填内容属实，数据真实可靠。 

数据审核人：吕红亮 

                                            示范中心主任：霍

巍 

（单位公章）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学校评估意见 

 

2019 年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学校“双一流”建设核心目标为指引，

继续深化和推进实验教学改革，着重落实“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多学科交叉为特色，

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田野、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实验教学人才培养理念，

继续完善和拓展“三大主干、四个层次、五大板块”的考古学实验教学体系。面向全校

文、理、工、医 26 个不同学院本科生开设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学

四大门类实验实践课 14 门，修读本科生共计 534 人次，实验教学工作量 36354 人学

时。学生获国家级大创计划 1 项，省级大创计划项目 1 项，校级大创计划项目 3 项。

多人参与教师科研团队和项目运行，并有论文发表。2人获得中国嘉德徐邦达艺术教育

奖学金，组建的跨学科贯通式人才培养团队成效显著，承当各类纵向科研项目 12 项，

吸引 830 人次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累计科研经费超过 2000万，博物馆陈列设计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获批 2019 年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整体来看，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校内实验教学体系建设与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互相

支撑，相得益彰，示范辐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未来示范中心应引导校内相关学院、学

科学生广泛参与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并着重进行实验教学多学科体系建构的尝

试、扩大考古学学科交叉领域学科覆盖面和学科影响力，加快考古学科整体影响力提

升。 

学校专家组通过认真查阅相关资料，现场问辩，独立评审，一致通过考古学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2019年年度考核。 

下一步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运行管理委员会将继续围绕“双一流”

建设目标，从政策支持、项目规划、经费投入以及日常监督管理和年度考核等多层面继

续对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加强监督、指导和管理，助力考古学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示范引领方面上台阶。 

所在学校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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