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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我省考古人员在双辽市
服先镇四合村的一处农家院内发现一
处古墓，经初步判定为辽金时期墓葬，
距今约有千年历史，且没有被盗痕迹，
在吉林省内属于较为罕见、保存完好的
古墓。

今年4月5日，双辽市服先镇四合
村少胡同屯村民王大爷在自家后院挖
土时发现了一座古墓，王大爷随即把这
一情况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7月初，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
始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利用
航拍、三维扫描等科技手段采集信息，
在此基础上清理墓室，目前，发掘过程
已经过半，整个墓葬的外部结构已经

发掘完成。考古专家对古墓砖室顶
部、木椁顶部进行拆除，墓室内部已完
全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在对墓内堆积
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人骨，
是三个大人的合葬墓，同时发现了红
色的玛瑙珠、铜钱、骨簪、穿孔饰件等
随葬品。

据了解，古墓的占地面积约为19.5
平方米，墓道长约5米，宽约1.5米，墓
室长约4.2米，宽约3.9米，高约1.9米，
墓室面积约5.82平方米，根据墓葬形
式、出土遗物，专家初步推断墓葬年代
为辽金时期。

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解峰介绍，该处墓葬为当地农民在取

土过程中意外发现。考古队进驻后，
经初步发掘，可以确定这座墓葬距今
约有千年历史，且没有被盗痕迹，在吉
林省内属于较为罕见、保存完好的古
墓。

该墓葬的墓圹近圆角方形，其南侧
连接墓道，墓道平面近梯形。墓室位于
墓圹中央，以长方形砖构筑，单室，穹窿
顶，墓门位于墓室南侧。墓道北端发现
砖砌长方形祭台，祭台南约1米发现一
件羊头骨。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继续对古墓进
行抢救性发掘。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国庆
长假的最后一天，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
露也如约而至。寒露与白露尽管都与

“露”有关，但白露依色而名，而寒露则
依寒的感觉而名。寒露时气温比白露
时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
霜了。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带
“寒”的节气，寒露过后，天气转凉为
寒，我们要开始领教深秋的肃杀之气
了。寒露时节我国南岭及以北的广
大地区都已进入秋季，东北和西北地
区即将进入冬季。寒露过后，天气转

寒，昼夜的温差变大，记得及时添衣
保暖。

过去一周（10月1日至7日），全省
平均气温9.0℃，比常年同期10.3℃稍
低，比去年同期11.7℃偏低；全省平均
降水10.1毫米，比常年同期8.0毫米稍
多，与去年同期4.6毫米相比特多。

预计未来一周（10月9日-15日），
全省平均气温7.0℃左右，比常年8.9℃
稍低。西部：7.0℃左右，中部：8.0℃左
右，东部：6.0℃左右。

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1.0毫米左右，比常年6.2毫米偏少。西部：

0.8毫米，中部：1.0毫米，东部：1.2毫米。
主要天气过程如下：9日，中西部有

分布不均的阵雨。11日，东南部有阵
雨。13日，中东部有阵雨。此外，11日
开始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中北部并
伴有4-5级偏西风；14日还有一次降温
过程。8日夜间到9日早上，长春东部、
吉林大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轻
雾。局地会出现大雾，能见度较低，8日
下午到9日早晨是往返高峰期，注意交
通安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矫祥肇 摄

双辽农家院里发现神秘

辽金时期古墓
这座墓葬没有被盗痕迹

在省内属于较为罕见、保存完好的古墓

千年古墓重见天日

寒露已至 天气逐渐转寒

勿忘添衣保暖

天寒露重望君珍重

10月6日，长白山迎来降雪，图为天池美景

10月6日，长白山天池气象站仪器为冰雪所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