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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言资源建设的建议   

在新时代，语言资源建设要有新起点、新要求、新气象和新作为。鉴于当前语言资源建设面

临的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整合资源，融合发展。在借鉴现代汉语及拼写文本语言资源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补

充其他语言资源建设的不足。同时，全面推进古代语言资源、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数字化建

设和整合集成，构建统一的应用平台，以促进不同语言资源的协同研究，发挥资源整合的叠加效应。

其次，协同创新，技术赋能。积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语言资源建设中的应

用。通过技术手段深度挖掘语言资源内蕴的语言规律、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并开展多维度的切

分标注和智能分析，提升语言资源的整体水平和实用价值。此外，建议在创新性强的跨学科项目

申报环节适度降低前期成果要求，鼓励不同领域研究者勇于参与，营造良好的跨学科合作氛围，

推动语言资源建设的创新发展。

再次，健全机制，持续投入。为确保语言资源建设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采取差异化投入策

略。对于具有基础性地位或文化价值显著但商业价值有限的语言资源，建议将其纳入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由国家权威机构牵头，保障其建设质量和长期稳定发展。其他类型的语言资源

则应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不断丰富语言资源的多样性和规模。

最后，优化评价，人才强基。一方面，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

合，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文博机构及企业等多方合作培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

人才评价机制，破除“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模式，建立更

多元、更全面的评价标准，兼顾个人学术成果与团队协作中的贡献，以激发人才队伍的创新活力。

语言资源建设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当充分认识语言资源

的文化价值，统筹推进语言资源建设，坚持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并重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升语言资

源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能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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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信息的获取与存档   

考古调查、发掘过程中，遗迹、遗物分布、地层划分等都是重要的空间信息，是考古学研究

的基础材料。电子全站仪测量、实时差分（Real-Time Kinematic，RTK）卫星测量等技术可以精

确获取各特征点的三维坐标，绘制高精度的遗迹分布图、地层剖面图等。

卫星遥感、航空遥感能够快速获取高分辨率影像，影像中包含有丰富的地面信息，通过对其中

植被、水体、土壤、岩石等图案特征进行分析，可望判读出地面或浅表地层中遗迹的分布情况。早期

遥感影像记录了很多已经改变的地面要素，能够提取很多已经消失的重要考古遗迹的位置、形状等信

息。现代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立体像对、无人机拍摄的低空影像等可以直接生成高分辨率的数字正射

影像图和数字高程模型，能够清晰地展示考古遗迹的微型起伏，便于判读遗迹的结构、分布等特征。

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全方位地获取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考古遗址等的空间信息，能够制作

从几厘米石器制品到边长数公里大型考古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自动生成真实纹理。三维重建技术

为考古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虚拟展示、数据存档等提供不同平面、立面、剖面的数字正

射影像图、数字表面模型、数字三维模型等重要成果，极大地提升了遗址与遗迹测绘、器物绘图等

的速度和精度。随着各类文化遗产不断遭受严峻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破坏，数百年之后，很多文物和

遗迹将不复存在，现今存档的多视角影像和三维模型等数据，必将成为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素材，

在更为先进的数字技术支撑下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片等进行三维重建后，

可望在计算机中实现模拟复原，呈现完整的器物特征，用于器物绘图、展示、存档和类型学研究。

2 空间信息的分析与研究   

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获取的空间信息能够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软件建立多重考古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并存的数据库和图形图像库，将不同投影、不同比

例尺的图形、影像等数据加载到统一的坐标系中，实现田野考古“一张图”的目标，具有考古空

间信息显示和查询、图文互访、修改编辑、图形图像叠加与输出、多重数据的访问和显示等功

能。同时还具有多重空间分析功能，诸如距离分析、通视与可视域、预测模型、淹没模型、空间

运算等分析都能够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计算流域面积、水库库容、承载降水量等数

据，探讨古代先民与周边自然环境、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区域考古研究中，可以将聚落遗址

的三维空间信息置入所处的周边环境中进行整体研究，分析古代聚落的分布与演变规律，探究古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依赖与改造关系，揭示和重建聚落遗址的形成过程。

基于对大量空间信息的深度解读，发现了良渚古城外围和江汉平原周边的大量史前水利设

施，揭示距今 5000 年前后先民治水的成功，推动了史前文明的诞生和发展。

3 空间信息的展示与传承   

全面获取的考古现场三维空间信息，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展示。聚落与区域环境可以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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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GIS 软件中进行展示和模拟，使研究人员和观众能够观察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与地形、水

系等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现代地表三维模型上还可以重建已经消失的古代建筑等遗迹，完整地

展示古代建筑存续期间的空间景观。

石窟、壁画墓等的三维数据可以转换成虚拟现实展示材料，或者进行等比例三维打印，能够

在不同地点真实地展示和传播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各种信息，使观众体验身临其境的感受，传承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虚拟现实等展示可以减少现场观察文化遗产的人数，减轻观众呼吸产生的水

汽与二氧化碳对文物本体的侵害。

博物馆在数字展示中能够将可移动文物、发掘现场、聚落遗址等的三维模型通过显示器、虚

拟现实场景乃至观众的手机进行互动操作，与展示对象进行交互，具有从外到内或从整体到局部

观察和操纵空间数据的功能，使观众能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分辨率观察数字模型，学习和领会

文化遗产的精髓。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和模拟三维模型数据，能够增加探讨问题的视角，提高数据

的利用率，拓展考古学研究的空间。

4 数字考古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无人机低空拍摄、遗址三维重建等技术的深度运用，采集各类文化遗

产的空间信息越来越丰富，结合文化遗产的成分信息和属性信息，在数据挖掘、模式识别、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必将大幅提升多重数据的集成、处理、分析和解译能力，以灵

活多样的方式向研究人员与观众提交和展示数据分析的成果，破解古代文明研究中的未解之谜。

空间信息采集与分析技术的持续发展，将会推动数字考古乃至传统考古学理论的不断完善。

数字形式记录的各种田野考古现场空间信息，便于运用计算机进行分析和处理，应该首先在模

式识别、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方面获得突破，考古研究领域的智能化程度也会得到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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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评价体系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技人才的引育、管理及使用提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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