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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长江口二号”古船中发现的清同治年间景德镇窑青花梵文折腹碗瓷片横截面标本制作完成，工作人员将
标本入库。

7月13日，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作坊群，工作
人员正在清理古瓷片。

7月 12日，今年投入使用的古陶瓷基因标本制
样机器人正在制作标本。机器人柔性制样系统的应
用大大提升了标本制作效率。

6月 19日，工作人员利用拉曼光谱仪检测古瓷
片的化学成分。

6月19日，工作人员正在修复古瓷器，修复过程
中形成的图文档案，将录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

7月 12日，基于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数据开发的“御窑天下·青花秘境”
特展，以创新的展陈形式和互动装置，让喜爱陶瓷文化的游客惊叹连连。

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工作人员合作，从景德镇
御窑厂的陶瓷碎片中成功修复明成化年间素三彩鸭形香薰。7月13日，
工作人员正在对鸭形香薰进行检查维护。

7月13日，御窑景区一处蕴含着景德镇青花瓷基因的穹顶，吸引游客打卡
拍照。

7月 12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负责人翁彦俊（左）向来自波兰的陶瓷
爱好者皮特介绍物理和数字形态的基因库标本。

7月 12日，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长江口二号”
古沉船中发现的清同治年间景德镇窑青花梵文折腹碗瓷片研究迎来新进展，该
瓷片横截面标本制作已经完成，进入成分和结构等古陶瓷基因信息分析阶段。

今年 6 月 10 日，成立一周年的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首次迎来了“外来户”。
来自上海市崇明区横沙岛水下“长江口二号”古船中的 3 套 12 件景德镇古陶瓷
标本正式入库。至此，基因库收录的古陶瓷基因标本达 1372 套（2412 件），从中
采集数据近 30 万条。

千年瓷都景德镇，素以“汇各地良工之精华、集天下名窑之大成”著称，是世
界古代制瓷业集大成者。2022 年 6 月 11 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由江西省文物
局授牌成立，其职责是全面采集景德镇地区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 2000 多万件古
陶瓷碎片的“8+X”类数字信息。“8”是指古陶瓷基因标本的考古信息以及“形、
胎、釉、彩、纹饰、款识、装烧工艺”等核心信息；“X”则是所有延展信息，如世界
各大陶瓷博物馆的同类收藏、相关联的海外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以及现代学术
研究成果等。

这些碎片化的古陶瓷信息，在基因库里被整合成关联的系统化知识，从中解
析古陶瓷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唤醒曾经沉睡地下的文明记忆。

“每一块古瓷片都会被制作成物理和数字两种形态的基因标本，从中获取其
基因片段信息。”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负责人翁彦俊介绍，“而‘X’的基因信息收
集是开放式的，需要全球共建共享。”

一年多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建设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运行机制逐步完善，
一期数据库已正式上线，向全球分享了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由景德镇御窑博
物院与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共同研发的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标本机
器人柔性制样系统，也在该基因库投入使用，基因库标本制作效率大幅提升。
基于基因库的研究成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已推出了“御窑天下·青花秘境”特
展、“碎碎鸭”等文旅文创应用，获得大众广泛认可。

国家文物局在《“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中提出要打造中华文明国家文
物基因库。景德镇古陶瓷正是反映中华文明基因的典型性考古标本，景德镇古
陶瓷基因库的建设，正是对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有益尝试。

中国瓷文化的鼎盛，在西方形成了首字母小写“china”为瓷器、大写“China”
为中国的独特现象。成长中的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通过不断破译古代陶瓷中
蕴藏的“文明密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自信地向世界展示“china”风采，为促进
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