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上午，沈阳地
铁 2 号线南延线综合
保税区站至桃仙机场
站区间双线贯通。

至此，沈阳地铁
2号线南延线顺利实
现全线“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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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9 日上午，随着盾构机破土而出，沈
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综合保税区站至桃仙机场
站区间双线贯通。

至此，沈阳地铁 2 号线南延线顺利实现全
线“洞通”，距离 2023 年通车运营又迈进了一
大步。

2023年通车
连接北站与桃仙机场

备受市民关注的地铁 2号线南延线最近频
繁传来好消息，“洞通”“轨通”“电通”是地铁建
设中重要的标志性、里程碑节点。已经实现“洞
通”的地铁二号线，“车通”时间是2023年，这更
值得我们期待。

2号线南延线是沈阳市第三轮规划建设的
重点线路，北起 2 号线一期工程，终点全运路
站南端，南至桃仙机场 T3 航站楼东侧的桃仙
机场站，全部为地下线，包括 7 站 9 区间及 1 座

停车场和 1 座主变电所，全长 13.7 公里。7 座
车站分别是沈本大街站、沈中大街站、省博物
馆站、中央公园站、创新一路站、综合保税区站
和桃仙机场站。

2号线南延线通车后将有效连接沈阳北站
和桃仙机场两个一级交通枢纽，实现市民们坐
地铁去机场的愿望。

二次结构施工完成后
将开始铺轨

截至目前，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所有车站
主体结构和盾构区间施工已全部完成，车站附

属结构工程已全面展开，机电设备安装、装饰装
修、系统设备安装等站后工程也正在全力推进
中，力争2023年实现通车运营。

中铁十二局沈阳地铁二号线南延线 2标项
目总工张晓亮介绍，车站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后，
开始区间盾构施工；区间盾构施工完成后，进入
包括出入口及风亭、联络通道在内的附属结构
施工和包括站台板、轨顶风道、楼梯站内等施工
在内的二次结构施工；站内二次结构施工完成
后进行风水电及砌筑、装修施工，期间铺轨施工
和人防施工同步推进。

下穿两个一级风险源
盾构施工“零沉降”

沈阳地铁 2 号线南延线在盾构施工中，创
新一路站至综合保税区站区间近距离下穿肩
负着沈阳、抚顺、鞍山等 7 座城市约 2100 万人
供水任务的大伙房水库一步、二步供水管线，
风险极大，全线共涉及两个一级风险源，27 个
二级风险源。

这两组输水管，每组有两根，最粗的管径达
到3.2米，算上外包结构，直径可达4.5米。下穿
任务本就风险巨大，1.5米的近距离又让施工难
度有所增加。为让体型巨大的机器在运转中产
生最小的土体扰动，沈阳地铁提前三个月前就
对“穿越区域”进行了预加固，穿越过程中，又对
盾构机使用的浆液配比进行了改良，配合地面
监控室的高频次施工参数解读，最终以 3.25 毫
米近乎“零沉降”的成绩平稳穿越。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2号线南延线全线“洞通”力争后年通车

昨日，随着盾构机破土而出，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综合保税区站至桃仙机场站双线贯通。
至此，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顺利实现全线“洞通”。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我省总体审批用时
较法定时限平均压减
70%以上

我省“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
成效显著，自 2021 年 7 月 1 日改革实施
以来，全省共涉及“证照分离”审批业务
55万笔，惠及市场主体23.35万户，总体
审批用时较法定时限平均压减 70%以
上，有效破解了“准营难”问题。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在下
放审批权限方面，我省按照“应放尽放、
能接即放”原则，将454项省级行政职权
下放自贸试验区，方便企业就近办理审
批、一次性办理审批。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辽23个项目获立项支持
资助经费超6000万元

12 月 29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
到，日前，我省 23 个项目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立项资
助，资助经费超6000万元。

其中，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
所 等 省 内 9 家 依 托 单 位 承 担 项 目 20
项。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 2 家省外依托单位承
担项目 3 项。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由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我省共同资助，
吸引和集聚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围
绕辽宁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
求，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新一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
发展联合基金（辽宁）从 2020 年开始实
施，目前已经实施两年，共资助项目 50
个，为解决我省产业发展中的重大技
术难题提供了坚实的成果储备和技术
支撑。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本报与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张
氏帅府博物馆、沈阳博物馆、新乐遗址博物馆等
辽沈地区重要文博场所联合，对其常设展、临时
展上展出的文物宝贝们进行梳理，分类推荐给
您，展示家门口就能看到的稀世珍宝。您有想
推荐的文物宝贝也可以告诉本报。

在全国辽代墓葬考古中首次发现的白釉褐
彩花卉纹梅瓶和白釉黑彩动物纹梅瓶、反映当
时沈阳多民族融合特点的辽代白釉鸡冠壶、难
得的明清青花瓷器精品明嘉靖款青花云龙祥凤
云鹤纹盖罐……

元旦春节期间，咱们家门口有哪些宝贝值得
看，这些来自沈阳博物馆的“瓶瓶罐罐”不能错过。

白釉褐彩花卉梅瓶

2017年，考古人员在叶茂台镇的北方，康平
沙金张家窑林场，发现了一处辽代契丹高等级
贵族的家族墓地，九座墓葬整理出 400 余件珍
贵的文物。在这里出土的白釉褐彩花卉纹梅瓶
和白釉黑彩动物纹梅瓶，为在全国辽代墓葬考
古中首次发现。

其中，康平张家窑林场长白山4号墓出土的
白釉褐彩花卉梅瓶举世罕见。图案为白釉底，红
褐色彩，有五朵盛开的牡丹花位于梅瓶中部，将
梅瓶五等分。造型古朴、体态矮胖，与后期金元
时期体态修长的梅瓶有明显区别。该文物将釉
下彩工艺的使用至少提前了近半个世纪，完全颠
覆了此前人们对辽代陶瓷历史的认知。

白釉黑彩动物纹梅瓶

辽代的梅瓶较为稀少，瓶身有图案的更为罕
见，尤其这件有着动物图案的梅瓶即白釉黑彩梅
瓶可谓海内孤品，价值不可限量。梅瓶通体施白
釉，白地黑彩，共有五只动物，均呈现向同一方向
奔跑的姿态，体格健硕，姿态传神。一条狗追逐
着一只梅花鹿，另一条狗追着一只羊，还有一只
兔子位于梅花鹿的下方，均匀分布在梅瓶的四个
面，形成狗追鹿和狗追羊的狩猎场景。

契丹贵族有着四时游猎，春水秋山的传
统。春季在水边狩猎禽鸟，秋季在山林捕捉走
兽，这件梅瓶上的图案，正是一幅反映了契丹游
猎习俗的“秋山图”。是秋捺钵在器物上表现的
首例，将釉下黑彩出现的年代提前至辽代，改写

了中国陶瓷史。

白釉鸡冠壶

沈阳康平县张家窑林场长白山3号辽墓出
土的辽代白釉鸡冠壶也颇有看头。这两件鸡冠
壶具有比较原始的仿制特征，尤其是侧部的两
条仿皮革装饰，体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文化特
征。两件鸡冠壶均为白色，除了和“契丹尚白”
的观念有关外，也应是对辽金时期契丹民族文
化因素的一种传承和保留，反映了当时沈阳多
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金时期的沈阳，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女
真人等各类人群杂居共存，在因俗而治的政策
下，沈阳呈现了各民族按照不同的风俗习惯生
活与发展的多元的社会风貌。

鸡冠壶的形状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皮囊壶，最
初以动物皮缝制，后来这种器型又被移植到了金
属、陶瓷材质上。扁身、提梁、小口的设计便于随
身携带，壶身上的凹凸装饰模仿了皮囊壶的缝
线、铆钉和挂坠，体现出强烈的游牧文化特征。

明嘉靖款
青花云龙祥凤云鹤纹盖罐

下面要介绍的则是两件明代的青花瓷文
物。其中，沈阳东陵区山嘴子出土的明嘉靖款
青花云龙祥凤云鹤纹盖罐，通体饰三组纹饰，腹
部主体纹饰绘四龙二鹤二凤“壬”字云纹，底中
部双蓝圈内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款，
盖饰人物缠枝纹。青花纹饰清晰生动，生产年
代明确，制作工艺上等，是难得的明清青花瓷器
精品。

明正德青花人物图葫芦瓶

传世的明正德青花人物图葫芦瓶为沈阳博
物馆征集文物。整件器物造型精妙，构图完美，
其主题为“仙人对弈－八仙朝圣”，纹饰随葫芦之
形状而分上下，腰部装饰以仙鹤及如意纹，云烟
缭绕，晨星映带，充满神秘气息。是明中期反映
道教题材的典型作品。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除署名外本稿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这些宝贝“瓶瓶罐罐”值得一看

明正德青花人物图葫芦瓶。

白釉鸡冠壶（图中上方两侧）。

白釉褐彩花卉梅瓶。

白釉黑彩动物纹梅瓶。

明嘉靖款青花云
龙祥凤云鹤纹盖罐。

沈阳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