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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岳庙古琉璃胎料来源的 INAA研究及多元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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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仪器 中子活化分析研究 秧西立地坡 明代地层和陕西西岳庙宋、元、明、清早期、清晚 

期 4个地层出土的古琉璃胎 中的主量和微量元素，并对实验数据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陕 

西西岳庙从宋到清早期古琉璃胎料很稳定，其原料可能来 自本地；清晚期古琉璃胎料与宋到清早期 

的古琉璃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明代 3个样 品和清晚期的古琉璃制造原料与立地坡出土的古琉璃 

其成分相近，西岳庙清晚期的古琉璃可能来自陕西立地坡窑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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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远在 2000年前 的汉代，我国古代人 民就创造 

了低温铅质绿釉陶器，后来低温铅釉的陶器发展到 

用于建筑上，人们称它为琉璃．隋、唐、宋和辽代 

都有这类建筑用琉璃的生产和使用，到明清时期特 

别流行琉璃建筑构件 ，用于建造宫殿和佛寺等．琉 

璃制品胎的素烧温度在 1 O3O一1 260℃之间，与唐 

三彩烧成工艺接近，是先将胎素烧后再施釉 ，然后 

进行釉烧l1]．不同年代和产地的琉璃，由于所用粘 

土原料的矿源不同，主微量元 素的含量就会有差 

别，烧制成琉璃制品后这种差别几乎不会随放置年 

代的变迁而变化，分析不同年代和产地古琉璃的化 

学成分 ，对研究古琉璃 的发展史 、古代文化交流和 

文物的修复等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西岳庙位于陕西华阴市岳庙镇东侧，南距 

华山 5 km，西距华阴县城 2．5 km．陕西立地坡在 

铜川市东南2O余 km，烧制瓷始于宋初，元初开始 

烧青瓷，至康熙雍正时到达鼎盛，两处遗址相距约 

50 km．1996—2O01年陕西考古所对这两处遗址进 

行考古发掘 ，出土了大量的古琉璃．由于文物保护 

的需要，对这两处古琉璃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仪 

器中子活化分析(INAA)具有灵敏度高、准确度好、 

取样量小和多元素同时分析等诸多优点，已经被国 

内外学者广泛地应用于文物的产地、矿料来源、年 

代和产地等研究，并成功地解决了许多考古学的难 

题 一 ． 

2 实验 

选取 2000年由陕西省考古所发掘出土的宋、 

元时期的绿色琉璃龙纹瓦当，明、清时期绿色和黄 

色龙纹瓦当，龙、凤纹滴水等碎片，样品的特征见 

表 1．样品经过清洗、烘干和研磨等处理后放在原 

子能研究院的 101型重水反应堆中，在中子注量率 

为 7．0×1 0”／cm ／S的条件下 照射8 h，冷却 、分 

表 1 陕西西岳庙和立地坡古琉璃样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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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测量和解谱，得到古琉璃胎中多种主、微量元 

素值，所有元素的分析误差小于 1O ． 

3 结果与讨论 

将古琉璃胎料中多种主量和微量元素的值作为 

变量进行 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图1．从图 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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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陕西西岳庙与立地坡古琉璃胎料的因子分析图 

看出，西岳庙 5个文化期的样品按照其制造原料的 

化学成分只能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从宋到清早期为 

第一阶段，清晚期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古琉 

璃的原料和工艺没有明显地变化，宋 、元、明(除 3 

个样品外)、清早期 的样品全部分布在第三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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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ourCes of Colored Glaze of Xiyue Temple in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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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jor，min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the bodies of ancient colored glazes which ca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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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e of Xiyue Temple and Lidipo kiln in Shangxi province，and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stratums of 

Song，Yuan，Ming，Early Qing and Late Qing dynasty were analyzed by instrumental neutron activation a— 

nalysis(INAA)．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ble statistical analyses show that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colored glaze bodies are steady from Song to Early Qing dynasty，but distinctly difference with that in 

Late Qing．Probably，the sources of fired material of ancient colored glaze from Song to Early Qing came 

from the site of Xiyue Temple．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ree pieces of colored glazes in Ming dynasty 

and that of Late Qing are similar to that of Lidipo kiln．From this，we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sources of 

the materials of ancient coloured glazes of Xiyue Temple in Late Qing dynasty have been fired in Lidipo 

kiln． 

Key words：ancient colored glaze；instrumental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multivariable statistical anal— 

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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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asurement of One-and Two—neutron Transfer Cross Sections for 

6He+ 9Be Reaction at 25 MeV／u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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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ungo，D．Fang，I．Tanih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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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for quasi—elastic scattering at forward angles and for 1 n and 2n trans— 

fer reaction at backward angles induced by He at 25 MeV／u from 。Be target were measured
． The experi— 

mental data were analyz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RC mode1
．
The raise at backward angle of the 1n and 

2n transfer cross section can not reproduced by the CUrrent calculation
． 

Key words：halo nucleus；transfer reaction；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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