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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庄遗址创下考古史上多个第一

济济南南历历史史上上或或是是““冶冶铁铁之之都都””

本报6月6日讯（记者
时培磊 实习生 丁金阳）

近日，有学生家长反映，
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若
干学生检查出患有肺结核，
担心孩子被传染。校方回
复，目前共有七名学生出现
疑似肺结核病状，学校已经
采取了相关措施，疑似患病
学生均被安排住院，学校学
生不要恐慌。

王女士的孩子在山东
财经大学圣井校区学习，6
月3日，该校区组织学生到
章丘市慢性病防治站做体
检。体检回来后，不少学生
听说有若干人被查出患有
肺结核。“好像有七八个
人。”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担
心孩子会被传染，“不知道
学校有没有重视这个事，采
取些防范措施。”

随后，齐鲁晚报记者联
系了章丘市慢性病防治站，
一名工作人员证实，确实有
学生被查出疑似患有肺结
核，“但目前还没有最后确
诊。”该工作人员并未透露

疑似患病学生的人数，称已
经跟学校方面进行了沟通，
并称“这种情况很正常。这
几个来自全省各地，都回去
确诊了”。

关于此事，山东财经大
学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回
复称，从这学期以来，学校
陆续发现疑似肺结核病例，
目前共有7名学生出现疑似
症状。学校已采取了相关措
施，7名疑似患病学生全都
被安排住院，“已经有一名
学生出院。”此外，学校对其
接触的人也进行了排查。

目前，学校正在更大范
围内进行筛查，该工作人
员 呼 吁 学 生 不 要 恐 慌 。

“学校很重视，一旦发现
疑似症状，会立刻安排住
院。”据该工作人员介绍，
学校正在落实相关预防
措施，包括对公共场所进
行消毒。“防治站那边也派
人到现场。”

据了解，结核病若能及
时诊断，并予以合理治疗，
大多可获临床痊愈。

一一高高校校多多名名学学生生
疑疑患患肺肺结结核核
防治站：没最后确诊

学校：已采取措施，学生不用恐慌

本报记者 于悦

38件汉代铁器
创下多个第一

2009—2010年，魏家庄片
区发现了168座汉代到元代的
古墓葬，汉代墓葬就有122座，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多座墓葬
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后，出土
了500多件各代文物，其中包括
38件汉代铁器。

“以前也零散地发现过济
南冶铁的痕迹，这次没想到能
发现这么多。”济南市考古所所
长李铭表示，这次考古创下了
济南乃至全国考古史上的多个
第一，如一次性出土铁鼎和铁
剑包括铜器是历史上最多的，
出土地是济南地区汉代至宋元
时期最大的墓葬群，也是济南
城区考古面积最大的一次。

全国最大规模的
铁器文物修复

铁器长期浸泡于地下水
中，埋藏环境复杂，使得表面被
锈蚀层严密覆盖，铁器的本体
强度、密度均已产生剧烈变化，
化学稳定性大大降低。

“铁器容易氧化，修复起来
难度大。”李铭称，这些铁器的
出土数量之多和密度之大为国
内罕见，对研究汉代济南乃至
山东地区的冶铁史、科技史、丧
葬史等都有重要的意义。济南
第一次向国家申请资金修复，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成立了修复项目组。

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去年6
月，铁器修复通过了国家专家
组的项目验收。这成为济南乃
至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铁器文
物修复工程。

印证济南
冶铁业技术先进

“这些铁器足以证明济南在
汉代冶铁业十分发达。魏家庄考
古发掘更印证了这一点。”李铭
说。2005年，济南运署街考古发
掘曾发现汉代大型冶铁作坊遗
迹，属于山东首次发现。

章丘冶铁历史悠久，西晋
年间，济南城曾从现位于章丘
龙山的东平陵城搬迁到如今的
位置。李铭称，济南城当时经济
比较发达，从出土的铁器中也
能看出当时铁器制作的完备和
技术的先进，“济南可以称得上
是冶铁之都。”

“一个民族文明体现在文
字和金属器的使用上，济南现
在既有大辛庄的文字，又有魏
家庄的铁器，足以说明古代济
南城文明的先进。”

近日 ,在郑州举行的首届
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济南“魏
家庄遗址出土铁器保护与修
复”项目获得“考古资产保护
金尊奖”，这是济南文物保护
与修复工作获得的最高奖项。
济南市考古所人员表示，魏家
庄38件汉代铁器的发现表明，
历史上的济南冶铁业处于中
心地位。

魏家庄出土铁器38件。 济南市考古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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