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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ＥＤＸＲＦ）技术和热膨胀法对寿州窑瓷器的元素组成和烧成温度
进行了测试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寿州窑瓷器的瓷胎具有高铝低硅的特点；瓷釉属于钙釉，寿州窑的
青釉和黄釉产品不是由于着色元素的差别引起的，很可能是在不同的烧造氛围中形成的；管咀孜窑
口的青釉瓷器烧成温度在１　２００℃以上，住院部窑口的黄釉瓷器烧成温度在１　１００℃以上，１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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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寿州窑创烧于南北朝中晚期，兴盛于隋至唐中
期，衰落于唐晚期，前后延续了约３５０年［１］．寿州窑
是我国隋唐时期具有特色的民间瓷窑，在世界上第

一部茶学专著———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就有“寿州
瓷黄，茶色紫”的记载［２］．窑址位于安徽省淮南市．淮
南市在唐代隶属寿州，故名．窑址主要分布在淮南市
上窑镇的管家嘴、余家沟、住院部、外窑村、马家岗、
泉山、三座窑以及凤阳县的临泉寺、上刘庄、大刘庄



等地（图１），从东至西长约８０公里［１］．窑址的位置
与权伯华在《古瓷考略》中的“唐寿州窑在今安徽寿
州”记载相吻合，故断定这类窑址为寿州窑址［３］．

寿州窑隋代烧青瓷，到唐代改烧黄釉瓷器，并且
以独具特色的黄釉名闻天下，其黄色有蜡黄、鳝鱼黄
和黄绿等数种．釉下普遍施有白色化妆土，遮盖了厚
重的胎体，釉面光润，开片细小．寿州窑是使用化妆
土装饰材料卓有成效的名窑之一，其造型多为碗、

盘、壶、瓶、枕类的日用器皿．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寿州窑的研究仍较薄弱，而

且主要采用传统的考古学方法进行研究［１，３－６］，利用

科技手段的研究很少［７－９］，以至于对该窑的发生、发
展和时代变迁等问题基本上是一种推测，关于产品
的原料组成、生产工艺等问题也十分模糊．针对上述
问题，结合寿州窑的实地调查结果，本文采用能量色
散Ｘ射线荧光（ＥＤＸＲＦ）技术和热膨胀法对寿州窑
早期的青釉产品和兴盛时期的黄釉产品进行了科学
分析，以期对寿州窑瓷器的生产工艺和结构特点有
进一步的了解．

１　样品采集

在淮南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寿州窑的
各个窑址进行了实地调查，针对寿州窑早期的青釉
产品和后来最具特色的黄釉产品，选取了具有代表
性的上窑镇管咀孜和住院部二处窑址采集的样品进

图１　寿州窑窑址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ｕｚｈｏｕ　ｋｉｌｎｓ

行研究．管咀孜窑址属寿州窑隋代窑址，位于上窑镇
南约２．５ｋｍ处，管家嘴的中部．窑址三面环水，遗
存较薄，不超过１ｍ．调查取样的过程中，只发现有
青釉瓷片以及完整的三、四岔支托和支钉．管咀孜窑
址的瓷片釉色发青，胎质细，灰白（图２左），属于寿
州窑早期的产品．住院部窑址属寿州窑唐代窑址，位
于上窑镇医院住院部东侧，沿窑河长约２５０ｍ，南北
宽约５０ｍ．调查取样的过程中，发现有黄釉、黑釉瓷
片以及完整的三岔支托和支钉．住院部窑址瓷片中
黄色居多，胎质粗，夹砂（图２右），属于寿州窑兴盛
时期的产品．本次科技分析研究选取的样品包括管
咀孜窑址采集的三块青釉瓷片和一个三岔支钉以及
住院部窑址采集的两块黄釉瓷片、一块釉陶（未施
釉）和一个三岔支钉．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成分测定
实验是在安徽省文物考古所文物保护与科技考

古实验室内完成的．ＥＤＸＲＦ测定陶瓷样品是一种
无损定量的分析方法，实验过程按照实验室通过陶
瓷参考标样确定的最佳检测条件进行测试．分析仪
器为美国 ＥＤＡ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公司生产的

ＥＡＧＬＥ－Ⅲμ型能量色散型Ｘ射线荧光分析仪．侧
窗铑（Ｒｈ）靶，４０ＷＸ光管，下照射式，掠射角６５°，毛
细管光学系统聚焦，照射在样品上的光斑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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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管咀孜窑址的青釉瓷片（左）和住院部窑址的黄釉瓷片（右）

Ｆｉｇ．２　Ｃｅｌａｄｏｎ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ｓｈｅｒｄ（ｌｅｆｔ）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ｚｕｉｚｉ　ｋｉｌｎ　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ｇｌａｚｅ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ｓｈｅｒｄ（ｒｉｇｈｔ）ｆｒｏｍ　Ｚｈｕｙｕａｎｂｕ　ｋｉｌｎ

４０μｍ，样品受激产生的Ｘ射线荧光以６０°出射角射
出，经狭缝被Ｓｉ（Ｌｉ）探测器记录．采用 Ａｌ－Ｃｕ合金

Ａｌ　Ｋα和Ｃｕ　Ｋα峰标定能量刻度．
测试前，首先将样品切割成１ｃｍ×１ｃｍ的小方

块，保证切面平行，然后放入水中超声清洗，取出晾
干后进行测试．测试时，将样品放于样品架上，平行
的切面方向朝上，抽真空，启动仪器上配有的

ＶＩＳＩＯＮ３２收谱和谱分析软件，先在１０倍条件下，
找到样品，然后在１００倍条件下调节焦距．测试时的
管电压为４０ｋＶ、管电流为６００μＡ、死时间约为

３０％，每点测量时间为５ｓ，真空光路．测试成分时，
样品的胎、化妆土和釉部分各测三个不同的点，结果
取三个点的平均值．线扫描分析时，扫描的方向是从
釉到胎，扫描长度０．５０ｍｍ，共３２个点，点与点之
间部分重叠，为连续扫描．
２．２　烧成温度测定

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完成的．陶瓷烧
成温度的测定采用热膨胀法［１１］，常用的仪器有膨胀
分析仪和差热分析仪（ＤＴＡ）．本研究中使用的是德国

ＮＥＴＺＳＣＨ公司生产的热膨胀仪（ＤＩＬ　４０２ＰＣ）．测试
时，首先打磨去除样品表面的釉和化妆土，然后将样
品制成１．０ｃｍ×０．５ｃｍ×０．５ｃｍ的长方体，置于热
膨胀仪中进行测试，样品的升温速度为４０℃／ｍｉｎ．利
用仪器自带的 Ｎｅｔｚｓｃｈ　Ｐｒｏｔｅｕｓ－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测量与分析软件对每条热膨胀曲线进行分析．物体
在温度升高ΔＴ 后，长度增量为ΔＬ，ΔＬ／Ｌ为热膨
胀率，用ｄＬ／Ｌ０ 表示．

３　结果和讨论

３．１　样品成分
样品的主次量元素测定结果列于表１中．从表

中可以看出，支钉和胎中 Ａｌ２Ｏ３ 的范围在２０％～
２７％之间，平均值为２２．９０％，ＳｉＯ２ 含量在５４％～
６４％之间，平均值为５６．７３％，很明显属于高铝低硅
质瓷胎，与北方瓷器的特点相同［１２］．为了更清楚地

反映样品中主要成分ＳｉＯ２ 和Ａｌ２Ｏ３ 的变化情况，根
据表１绘制了这两种成分的散点分布图，如图３所
示．管咀孜样品的胎和化妆土分布在高铝低硅的Ⅳ
区内，支钉在Ⅰ区内，住院部样品的胎和化妆土分布
在低铝高硅的Ⅱ区内，支钉在Ⅲ区内，这表明两个窑
址瓷器胎的成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根据两个窑
址的实地考察和市博物馆研究人员的介绍，两个窑
址很近，而且生产瓷器的原料就在住院部窑址的东
边不远处，推测可能是由于长期取样，从隋代到唐
代，采到不同层位的原料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原料处
理、加工方法或者工艺的不同引起的，这方面还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

瓷釉的分类基准多种多样，罗宏杰等［１３］根据釉

图３　样品ＳｉＯ２ 对Ａｌ２Ｏ３ 散点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ＳｉＯ２ｖｅｒｓｕｓ　Ａｌ２Ｏ３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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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品的主、次量元素组成（质量分数／％）

Ｔａｂ．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样品编号 窑址 样品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ＴｉＯ２ ＣａＯ　 ＭｇＯ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Ｐ２Ｏ５ ＭｎＯ２

ＨＮＧ－００１ 管咀孜 灰褐色支钉 ５６．１１　 ２０．３３　 ４．５８　 ２．７３　 ０．９５　 ４．９５　 ２．７７　 ２．２５　 ０．０５　 ０．１１

ＨＮＧ－００２ 管咀孜 青釉瓷片 胎 ５６．０６　 ２５．０５　 ３．５１　 １．２９　 ０．７８　 ４．９４　 ２．０１　 ２．９９　 ０．１４　 ０．０３７

化 ５６．３９　 ２３．９８　 ３．０９　 １．２３　 １．７３　 ４．２９　 ４．０４　 １．８３　 ０．１４　 ０．０４

釉 ４５．８９　 １５．３８　 ２．８１　 ０．８５　 １９．４６　 ４．９０　 ３．７４　 １．０６　 １．４０　 ０．５４

ＨＮＧ－００３ 管咀孜 青釉瓷片 胎 ５５．５４　 ２５．４９　 ３．４０　 １．２７　 ０．８８　 ５．０１　 １．９１　 ３．４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７

化 ５４．３８　 ２１．９０　 ２．４０　 ０．９２　 ５．４８　 ５．２３　 ３．４８　 ２．６６　 ０．３３　 ０．０７７

釉 ４６．４９　 １３．６９　 ３．８８　 ０．８１　 ２０．４４　 ４．９５　 ２．６０　 １．２２　 １．１８　 ０．４２

ＨＮＧ－００４ 管咀孜 青釉瓷片 胎 ５４．６６　 ２６．６９　 ２．６９　 １．１９　 ０．９１　 ４．９７　 １．２５　 ４．３６　 ０．２３　 ０．０５７

化 ５５．４３　 ２３．９３　 ２．１１　 ０．９４　 １．３７　 ５．０６　 ４．１６　 ３．９７　 ０．１７　 ０．０４３

釉 ４７．４　 １２．６　 ２．３８　 ０．７３　 １９．８７　 ５．３８　 ４．０１　 １．４３　 １．２６　 ０．４２

ＨＮＺ－００５ 住院部 灰色支钉 ５７．０３　 ２３．６１　 ３．３３　 １．４３　 １．１１　 ４．９０　 ２．３２　 ３．０６　 ０．１８　 ０．０６

ＨＮＺ－００６ 住院部 黄釉瓷片 胎 ５９．３７　 ２０．３７　 ４．７　 ０．９６　 １．０６　 ４．８０　 ２．５４　 ２．６４　 ０．１８　 ０．０８３

化 ６０．３１　 １９．７３　 ２．６７　 １．０３　 １．２１　 ５．３５　 ２．６３　 ３．３１　 ０．２２　 ０．０６３

釉 ４８．８８　 １１．９４　 ３．８０　 ０．７７　 １７．９２　 ５．０７　 ４．３５　 １．５７　 １．４７　 ０．５２

ＨＮＺ－００７ 住院部 黄色釉陶 胎 ５７．２４　 ２１．２５　 ４．５３　 １．００　 ０．８７　 ５．１９　 ２．７８　 ３．４０　 ０．３７　 ０．０９３

化 ６２．２４　 １８．７５　 ３．２４　 １．２１　 ０．８４　 ４．９８　 ２．８７　 ３．１０　 ０．１８　 ０．０３７

ＨＮＺ－００８ 住院部 黄色瓷片 胎 ５７．８６　 ２０．３９　 ５．２５　 １．０２　 １．２５　 ４．８０　 ２．９３　 ２．８９　 ０．１１　 ０．０８３

化 ６３．３６　 １６．８１　 ３．３６　 ０．６７　 １．７３　 ５．５６　 ２．２２　 ２．５１　 ０．１０　 ０．０５３

釉 ４７．４８　 １１．２５　 ５．４８　 ０．６３　 １７．９４　 ５．２７　 ３．００　 ２．１１　 １．２５　 ０．５１

中主要氧化物种类将中国古瓷釉分为两大体系：铁
系釉和钙系釉．其中钙系釉的釉式表示为ａＲ２Ｏ·

ｂＲＯ·ｃＲ２Ｏ３·ｄＲＯ２，式中 Ｒ２Ｏ代表碱金属氧化
物，ＲＯ代表碱土金属氧化物，Ｒ２Ｏ３和ＲＯ２ 分别代
表３价和４价金属氧化物，ａ，ｂ，ｃ和ｄ 分别是各类
氧化物在碱性氧化物（Ｒ２Ｏ，ＲＯ）的物质的量为１时
的系数．钙系釉根据ｂ值的变化又可以划分为钙釉
（ｂ≥０．７６）、钙－碱釉（０．７６＞ｂ≥０．５０）和碱－钙釉
（０．５０＞ｂ）［１３］．通过对寿州窑瓷釉釉式的计算得到ｂ
值的范围在０．８５～０．９１之间，平均值为０．８８，远大
于０．７６，因此寿州窑的瓷釉属于钙系釉中的钙釉．
釉中氧化钙的含量很高，在１７．９２％～２０．４４％之
间，而 ＭｇＯ，Ｋ２Ｏ和Ｎａ２Ｏ含量较低，与胎和化妆土
中的含量相近，可见寿州窑瓷釉是以氧化钙为主要
助熔剂，在釉的配方中加入了石灰石或者草木灰来
降低釉的熔融温度［１４］．此外，釉中Ｐ２Ｏ５ 的含量明显
高于胎和化妆土中的含量，在１．１８％～１．４７％之
间，这表明在釉料中加有草木灰成分．

寿州 窑 瓷 釉 中 铁 的 含 量 较 高 （２．３８％ ～
５．４８％），钛锰的含量较低（分别为０．６３％～０．８５％
和０．４２％～０．５４％），因此釉中的主要着色元素为
铁元素．寿州窑瓷胎和化妆土中 ＭｎＯ２ 的含量在

０．０３７％～０．０９３％之间，比釉中的０．４２％～０．５４％

低了一个数量级，很可能在制釉的过程中，添加了含
有 ＭｎＯ２ 的成分．为了进一步比较着色元素的含
量，同时排除釉中添加ＣａＯ等助熔剂带来的影响，

绘制了每个样品着色元素（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含量相对

于ＳｉＯ２ 含量的柱状图（图４）．从图中可以看出，每
个样品瓷胎和釉中的着色元素含量基本相同，可以
推断制釉的过程中没有额外添加着色元素铁和钛；

管咀孜青釉样品与住院部黄釉样品中的着色元素铁
和钛在胎和釉中的含量也基本相同，因此青釉和黄
釉很可能是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形成的，在还原气
氛中形成青釉，在氧化气氛中形成黄釉，青釉中的二
价铁离子要多于黄釉，三价铁离子少于黄釉．从图４

图４　着色元素含量柱状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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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样品线扫描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Ｌｉｎｅ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６　样品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 和ＣａＯ含量线扫描图

Ｆｉｇ．６　Ｌｉｎｅ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ａｎｄ　ＣａＯ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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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可以看出，化妆土中铁和钛的含量都稍低于胎
和釉中的含量，可能是由于化妆土的颗粒较细，在去
除大颗粒杂质的过程中，把某些含有铁和钛较高的
粒子也去除了．
３．２　线扫描的结果

瓷片样品在进行线扫描时，在胎和釉之间可以
很清楚地观察到一个灰白色的中间层———化妆土
层，如图５所示，箭头所示的方向为线扫描的方向．
ＨＮＺ－００７样品没有施釉，只有胎和化妆土层，其他
的瓷片样品都有明显的釉、胎和化妆土层．线扫描的
结果表明胎和化妆土的成分比较相近，而与釉的成
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样品釉、胎
和化妆土的化学组成情况，根据扫描结果，对主成分
中含量较高的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和ＣａＯ的变化情况作图
进行分析（图６）．由图６可见，ＳｉＯ２ 的含量从釉到胎
都有所增加；Ａｌ２Ｏ３ 的含量从釉到胎变化不大；ＣａＯ
的含量从釉到化妆土层迅速降低，从化妆土层到胎
没有明显的变化．由于 ＨＮＺ－００７样品没有釉层，因
此ＣａＯ的含量从化妆土层到胎基本一致．

　　① 李迎华，王昌燧，李立新，等．瓷器测温的模拟实验研究［Ｊ］．待发．

３．３　烧成温度
热膨胀法是通过陶瓷在重烧过程中出现净收缩

时的温度来推断其最初的烧成温度［１５］．虽然热膨胀
法在陶瓷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实际测温过
程中会遇到陶瓷样品“异常”膨胀和重烧测温曲线无
明显拐点的特殊情况，这两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释．本次测温过程中就遇到了无明显拐点的
情况．李迎华等人针对上述两种现象，进行了模拟实
验研究，文章待发表①．在模拟实验中，首先制作了
三个陶瓷样品，陶瓷样品的原料中含有较多高岭石
成 分，烧 成 温 度 分 别 为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 和

１　３００℃，然后在与本文实验方法相同的条件下，对
三个样品进行重烧测温研究，实验结果如图７所示，
曲线 １，２ 和 ３ 分别代表烧成温度为１　１００℃，

１　２００℃和１　３００℃的样品，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

１发生净收缩时的温度为１　１９４℃，与瓷器的实际烧
成温度误差为９４℃；曲线２在１　２８３℃附近发生了
膨胀现象，这是由于样品在８５０～９５０℃时，少量的
初始莫来石由高岭土直接形成，伴随着大量ＳｉＯ２ 分
凝，当温度升至１　２００℃后，分凝的ＳｉＯ２ 和γ－Ａｌ２Ｏ３
开始形成大量的二次莫来石［１６－１７］，引起了样品体积
变大；曲线３没有发生明显的净收缩现象，这是由于

图７　烧成温度为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和１　３００℃的

模拟陶瓷样品的测温曲线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ａｎｄ　１　３００℃

在烧制的过程中，大量的二次莫来石在１　２００～
１　３００℃时形成［１６］，而莫来石具有很强的热稳定性，
导致样品３的重烧曲线呈现出缓慢收缩无明显拐点
的现象．

寿州窑瓷片样品的重烧测温曲线如图８所示．
样品 ＨＮＺ－００６，ＨＮＺ－００７和 ＨＮＺ－００８的测温曲线
发生了明显收缩，可以通过曲线发生净收缩时的温
度来判断其原始的烧成温度．样品 ＨＮＧ－００２，

ＨＮＧ－００３和 ＨＮＧ－００４的测温曲线未发生明显的
净收缩现象，与模拟实验中的曲线３相似，因此可根
据模拟实验对这三个样品的测温曲线进行类似分
析．经分析校正后得到寿州窑样品的烧成温度［１８］，
结果列于表２中．测温数据表明管咀孜窑口的三块
青釉瓷片的烧成温度高于１　２００℃，住院部窑口的
三块黄釉瓷片的烧成温度在１　１０７～１　２１９℃之间，
青釉瓷片的烧成温度稍高于黄釉瓷片．根据两个窑
址调查取样的结果和模拟实验的情况分析：管咀孜
窑址青釉瓷片的胎质细，化妆土层较薄，可能对胎的
要求较高，制胎原料中含有较多的高岭石成分，烧成
温度要高于１　２００℃，形成大量的二次莫来石来增
加瓷胎的硬度和强度；住院部窑址黄釉瓷片的胎质

图８　寿州窑样品的测温曲线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ｈｏｕｚｈｏｕ　ｋｉｌ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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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化妆土层较厚，可能随着化妆土和瓷釉生产技术
的提高，瓷器产品对胎的要求降低，制胎原料中的高
岭石成分减少，不需要把温度烧到１　２００℃以上形成
大量的二次莫来石．图３中管咀孜样品比住院部样品
中Ａｌ２Ｏ３ 含量稍高、ＳｉＯ２ 含量稍低的现象可能也是由
于管咀孜窑址瓷器原料中含有较多的高岭石引起的．

表２　瓷片样品烧成温度

Ｔａｂ．２　Ｆｉ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编号 ＤＩＬ曲线 校正结果

ＨＮＧ－００２ 无明显收缩现象 ＞１　２００℃

ＨＮＧ－００３ 无明显收缩现象 ＞１　２００℃

ＨＮＧ－００４ 无明显收缩现象 ＞１　２００℃

ＨＮＺ－００６　 １　３１３℃ １　２１９℃

ＨＮＺ－００７　 １　２０１℃ １　１０７℃

ＨＮＺ－００８　 １　２４３℃ １　１４９℃

４　结论

通过对管咀孜青釉瓷片和住院部黄釉瓷片的实
验分析，对寿州窑瓷器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Ⅰ）寿州窑的瓷胎属于高铝低硅质瓷胎；管咀
孜青釉瓷器比住院部黄釉瓷器中 Ａｌ２Ｏ３ 含量稍高，

ＳｉＯ２ 含量稍低，可能是由于管咀孜瓷器的原料中含
有较多的高岭石所导致．

（Ⅱ）寿州窑的瓷釉属于钙铀；釉中高含量的

ＣａＯ为主要助熔剂；釉中高含量的Ｐ２Ｏ５ 是由于添
加了草木灰成分引起的．

（Ⅲ）寿州窑瓷釉的主要着色元素为铁元素，其
含量在釉、胎和化妆土中相近；青釉瓷器和黄釉瓷器
很可能是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形成的．

（Ⅳ）线扫描的照片和结果表明，寿州窑瓷器在
釉和胎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化妆土层，化妆土层
的成分与胎相似，而与釉存在着明显差别．

（Ⅴ）测温结果表明，寿州窑管咀孜青釉瓷器的
烧成温度在１　２００℃以上，住院部黄釉瓷器的烧成
温度在１　１００℃以上、１　２０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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