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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文物出版社，2009。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田野考古制图（WW/T0035-
2012）

• 马鸿藻：《考古器物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马鸿藻：《田野考古绘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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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制图

• 在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整理的过程中，通过考古测绘和考古绘图对
遗迹、遗物进行的规范制图。

• 形象而准确地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方式

• 专业性和技术性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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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制图绘制的考古图样

• 遗址测绘

• 发掘区测绘

• 器物绘图

考
古
学
国
家
级
实
验
教
学
示
范
中
心



一、发掘区测绘

• 发掘区布方图，总平、剖面图

【比例尺1:50、1:100；如发掘区内现象复杂，应根据情况分层或分类绘制】

• 探方总平面图（图1），四壁剖面图（图2-5），各层下遗迹平面图（图6-*）

【比例尺1:20、1:50】

• 遗迹平、剖面（视/侧视）图

【比例尺1:10、1:20；结构复杂的单体遗迹应绘制不同功能单元的平、剖面
（视/侧视）图；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成组遗迹可联合绘制】

每一幅图必须注明：图名、图号、比例尺、绘图者、绘图日期、图例、方向、
绘图方式、审核者等。
发掘过程中对发掘对象的判断如有变化，应重新测绘，但原图应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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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方式

• 现场手绘

【运用直角坐标体系：基线垂距法、方格米网法】

• 电子全站仪测绘

【测绘点的坐标应取自遗址三维测绘坐标系统】

• 摄影测绘

【适用于外形轮廓复杂的遗迹测绘，也可现场手绘结合使用，注意曲率校正
及坐标关联】

• 全息三维激光扫描测绘

【适用于外形轮廓复杂遗迹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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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点

• 正确表达对象结构、关系

• 基线设置位置和水平

• 正确测定和标注方向

• 选择适合的解剖位置

• 选择适合的特征点、测量准确

• 平、剖准确对应

• 画面清晰、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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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点

• 实线和虚线

• 线条的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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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点

• 考古绘图采用第三角投影制配置各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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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器物绘图

• 文物标本的实测图，采用正投影方法绘制，可以科学、准确地传达各部位尺
寸和结构关系。

• 器物绘图可以通过绘图者的观察和分析，提炼信息，有意识地突出某些特征。

• 与文物摄影相辅相成、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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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点

• 仔细观察器物，准确表达器物结构、纹饰、制法等信息

• 选择适合的比例以及表现形式

• 选择适合的特征点、测量准确

• 各类观察结果应直接描绘、记录在原始图纸上

• 标明标本编号、比例尺、绘图者、绘图日期

• 画面表现力、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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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点

• 实线和虚线

• 线条的粗细

• 线条的强弱、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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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方式

• 实测手绘

【运用直角坐标体系：直角坐标法、轴对称法】

• 提倡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进行绘图，如摄影测绘、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建
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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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和作业

• 绘制完整器

• 绘制标本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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