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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 

项目地点：黄埔区九佛街山龙村 

建设单位：广州市黄埔区九佛街山龙村经济联合社 

项目领队：王慧琴 

工作人员：谷俊杰、黄玉清、张百祥、赵望、毛展望、于百栋等 

工作时间：2023年 3月 31日、4月 3日、4月 15日 

考古工作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融合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考古

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287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黄埔区九佛街

山龙村经济联合社委托，我院配合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

信任筹建地块建设，对该地块 47630平方米的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位于广州市黄

埔区九佛街山龙村，东近创新大道，南至知识五路，西近永久快速，北至知识六

路，用地性质为农村集体用地，占地面积 47630 平方米。地块西北部和东北部为

山岗，坡度平缓，其余大部分区域地势相对较低且已被平整，原为村庄，现已拆

除，南部堆放建筑渣土。 

经试探，地块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平地区域①层为建筑垃圾堆积而成的现代

回填土层，已被平整区域开铲即为生土，为黄褐色风化黏土，土质致密、纯净。

西部山岗区域①层为表土层，厚约 0.1-0.2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

物根系等；②层为黏土层，厚约 0.3-0.6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

物根茎等；以下为黄褐色或红色沙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发现一个不早于清代的魂坛残件，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和试探结果，在该地块调查时仅发现一个不早于清代的魂

坛残件，未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需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

本次考古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建设施工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文化遗存的形成和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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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位于广州市黄

埔区九佛街山龙村，总面积为 47630平方米，由广州市黄埔区九佛街山龙村经济

联合社负责建设。 

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北角 N23°20′15.52″，E113°30′44.66″；东北角

N23°20′19.04″，E113°30′49.99″；西南角 N23°20′10.56″，E113°30′

49.41″；东南角 N23°20′13.40″，E113°30′54.7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融合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考古

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287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黄埔区九佛街

山龙村经济联合社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地块的考古调查工作。 

 

图 1  地块在广州市的位置示意图（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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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块在黄埔区的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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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块红线示意图（高德地图） 

 
图 4 地块周边环境示意图（腾讯地图） 

 
图 5  地块地形图（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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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包括基础资料准备、现场踏查和考古试探三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项目地块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

初步了解该地块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

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

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2）掌握地块内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地块的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划，

明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急预

案等。 

2.现场踏查：基本内容包括踏查对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

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项目地块的地形地貌，观察地块内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

物标本，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查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至少由 5 人组成，对所

有可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

分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3.考古试探：根据地块地形、地貌，在地块范围内选取地方布点，进行初步

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以了解该地块内的地层堆积情况，为制定下一步工作计

划和方案做好准备。 

试探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

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现场留取图像清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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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资料记载及考古调查发现，该地块附近一处黄埔区登

记保护文物单位。 

少七陈公祠：位于九龙镇九佛片区南面的山龙村，是山龙村陈姓祖祠。始建

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重修。坐北朝南，面阔三间 15.5 米，深两进 22.5

米，占地面积 348.75 平方米。该祠是陈氏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为陈氏族人所

建。现山龙村有陈氏后代 800余人。2011年被公布为萝岗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2016年被公布为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该地块处的九龙片区，是广州地区人类活动较早的区域，地下文物埋藏丰富。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2 年，为配合知识城建设，我所展开全面调查时即发现了文物点 13处，

可确认最早的文物点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商代，同时亦发现有清代的高级墓葬。  

2016 年，为配合知识城中部雨洪蓄调工程的建设，我院对九龙片区的陂头

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战国晚期至汉墓早期墓葬 19座，内涵丰富，收获颇丰。 

2020 年，为配合知识城中部雨洪蓄调工程的建设，我院对九龙片区的陂头

岭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完成发掘面积 40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 68座，

灰坑 383 个，柱洞 151 个，灰沟 14 条。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墓葬

7座，灰坑 375个，柱洞 132个，灰沟 14条；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 36座，

灰坑 8个，柱洞 19个；明清时期墓葬 25座。出土陶豆、陶罐、陶纺轮、陶盆、

陶盂、陶盏、陶杯、陶钵、陶瓿、石锛、石铲、石杵、石环、石镯、砺石、铜钱、

铜刮刀等文物 669件/套。 

2021 年 5月，我院对知识城创新大道（钟太快速-人才大道）、创新大道（人

才大道-知识大道）市政道路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2 年 7 月，我院对黄埔区黄田文化公园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进行了考古调

查、勘探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2 年 11月，我院对凤凰河南部支流及灌溉综合治理工程进行了考古调查

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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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踏查 

现场踏查覆盖整个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

地块范围，工作时间为 3个工作日，工作人员由王慧琴、谷俊杰、黄玉清、赵望

等人组成，已于 2023 年 3月 31日、4月 3日、4月 15日完成全部调查工作。考

古调查采取“拉网式”调查法，对所有可能埋藏古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采集地表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用断崖剖面观察文化堆积。 

地块西北部和东北部为山岗，坡度平缓，其余大部分区域地势相对较低且已

被平整，原为村庄，现已拆除，南部堆放建筑渣土。 

本次考古调查在地块内发现一个不早于清代的魂坛残件，在红线外东南角发

现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少七陈公祠。 

 

 

图 6  2019年 12月 1日地块卫星红线图（谷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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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0年 11月 9日地块卫星红线图（谷歌地图） 

 

 

 

图 8  与甲方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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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地块地表踏查（东-西） 

  

 

 

图 10  工作人员查看山岗断面（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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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西-东） 

 

 

 

图 12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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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14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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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西-东） 

 

 

 

图 16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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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18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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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地块东部地表现状（东-西） 

 

 

图 20  地块中部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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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块中部地表现状（西-东） 

 

 

 

图 22  地块中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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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地块中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24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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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26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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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西-东） 

 

 

 

图 28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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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30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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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南-北） 

 

 

 

图 32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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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西-东） 

 

 

 

图 34  地块西部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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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地块西部断面内魂坛残件（南-北） 

 

 

 

图 36  地块红线外东南部黄埔区登记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少七陈公祠 

 

 

 

 



 22 

（四）考古试探 

为了进一步了解并掌握该地块内地层堆积状况，我们对西部山岗进行了普通

勘探，并在地块可进行考古试探区域布设 10个标准型试探孔，编号为 TK1-TK10，

具体介绍如下： 

 

图 37  试探孔位置示意图 

 

 

图 38  对西部山岗进行普探（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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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对西部山岗进行普探（南-北） 

 

 

 

图 40  试探区域清理（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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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试探土样提取（南-北） 

 

 

 

图 42  试探土样分析（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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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试探土样 GPS数据测量（南-北） 

 

 

 

图 44  试探土样数据记录（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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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位于地块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7.23″，E113°30′

51.37″。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约 0-0.2米，厚约 0.2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

松，含植物根系等； 

②层：黏土层，距地表深约 0.2-0.7米，厚约 0.5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

较疏松，含植物根茎等；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5  TK1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2：位于地块西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7.63″，E113°30′

51.86″。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现代回填土层，为黄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石粒等；探

至 0.6米，下面有大石块，无法提取土样，无法继续勘探。 

 
图 46  TK2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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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3：位于地块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7.62″，E113°30′

50.43″。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现代回填土层，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石粒等；探

至 0.15 米，下面有大石块，无法提取土样，无法继续勘探。 

 
图 47  TK3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4：位于地块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8.03″，E113°30′

51.0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约 0-0.1米，厚约 0.1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

松，含植物根系等； 

②层：黏土层，距地表深约 0.1-0.5米，厚约 0.4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

较疏松，含植物根茎等；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8  TK4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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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5：位于地块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6.64″，E113°30′

50.9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约 0-0.2米，厚约 0.2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

松，含植物根系、瓦片等； 

②层：黏土层，距地表深约 0.2-0.7米，厚约 0.5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

较疏松，含植物根茎等；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9  TK5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6：位于地块西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2.41″，E113°30′

47.4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黄褐色风化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0  TK6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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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7：位于地块西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3.01″，E113°30′

46.81″。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黄褐色风化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1  TK7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8：位于地块西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4.88″，E113°30′

47.17″。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现代回填土层，距地表深约 0-0.4 米，厚约 0.4米，为灰褐色沙土，

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建筑垃圾等；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纯净，系

生土。 

 
图 52  TK8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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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9：位于地块西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5.14″，E113°30′

45.67″。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约 0-0.1米，厚约 0.1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

松，含植物根系等； 

②层：黏土层，距地表深约 0.1-0.6米，厚约 0.5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

较疏松，含植物根茎等；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3  TK9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0：位于地块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20′16.09″，E113°30′

46.18″。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约 0-0.1米，厚约 0.1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

松，含植物根系等； 

②层：黏土层，距地表深约 0.1-0.6米，厚约 0.5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

较疏松，含植物根茎等；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4  TK10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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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断面清理 

为了更直观的了解地层堆积情况，我们在西部山岗共清理断面 3 处，编号

DM1-DM3，介绍如下： 

 

图 55  断面位置示意图 

 

 

图 56  断面清理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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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1：位于地块西北部，GPS坐标为:N23°20′14.21″,E113°30′47.58″。

断面朝南，东西长约 6.0米、深约 2.2米，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现代回填土层，厚约 0.8-1.2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

根茎、砖石块等； 

②层：黏土层，厚约 0.2-1.0 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系、

石粒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黏土，土质纯净、致密，系生土。 

 

图 57  DM1（南-北） 

 

图 58  DM1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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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2：位于地块西北部，GPS坐标为:N23°20′14.25″,E113°30′47.44″。

断面朝东，南北长约 7.5米、深约 1.8-2.1米，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现代回填土层，厚约 0.55-1.3 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

物根茎、砖石块等； 

②层：黏土层，厚约 0.4-1.7 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系、

石粒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黏土，土质纯净、致密，系生土。 

 

图 59  DM2（东-西） 

 

图 60  DM2剖面图 

 

 



 34 

DM3：位于地块西北部，GPS坐标为:N23°20′15.79″,E113°30′46.07″。

断面朝南，东西长约 2.0米、深约 1.2米，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厚约 0.2-0.3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茎等； 

②层：黏土层，厚约 0.3-0.6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系

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黏土，土质纯净、致密，系生土。 

 

图 61  DM3（南-北） 

 

图 62  DM3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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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融合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考古

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287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黄埔区九佛街

山龙村经济联合社委托，我院配合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

信任筹建地块建设，对该地块 47630平方米的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位于广州市黄

埔区九佛街山龙村，东近创新大道，南至知识五路，西近永久快速，北至知识六

路，用地性质为农村集体用地。占地面积 47630 平方米。地块西北部和东北部为

山岗，坡度平缓，其余大部分区域地势相对较低且已被平整，原为村庄，现已拆

除，南部堆放建筑渣土。 

经试探，地块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平地区域①层为建筑垃圾堆积而成的现代

回填土层，被平整区域已露出生土，为黄褐色风化黏土，土质致密、纯净。西部

山岗区域①层为表土层，厚约 0.1-0.2米，为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等；②层为黏土层，厚约 0.3-0.6米，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茎等；以下为黄褐色或红色沙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本次调查在地块内发现一个不早于清代的魂坛残件，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和试探结果，在该地块调查时仅发现一个不早于清代的魂

坛残件，未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需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

本次考古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建设施工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文化遗存的形成和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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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考古调查试探数据 

序号 
卡探夹孔编号 

层位 
距离地

表深度 

土质、土色及包含物 堆积性

质初判 

堆积年 

代初判 

 

备注 
N E 

TK1 N23°20′17.23″ E113°30′51.37″ 

① 0.2 
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② 0.7 
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茎等 

  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TK2 N23°20′17.63″ E113°30′51.86″ 
①  / 黄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石粒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探至 0.6 米，下面有大石块，

无法提取土样，无法继续勘探 

TK3 N23°20′17.62″ E113°30′50.43″ 
①  / 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石粒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探至 0.15米，下面有大石块，

无法提取土样，无法继续勘探 

TK4 N23°20′18.03″ E113°30′51.02″ 

① 0.1 
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② 0.5 
灰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茎等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TK5 N23°20′16.64″ E113°30′50.90″ 

① 0.2 
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瓦片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② 0.7 
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茎等 

 
 

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TK6 N23°20′12.41″ E113°30′47.40″ ①  /  
回填 

土层 

现代 黄褐色风化黏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TK7 N23°20′13.01″ E113°30′46.81″ ①  / 
 回填 

土层 

现代 黄褐色风化黏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TK8 N23°20′14.88″ E113°30′47.17″ ① 0.4 
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建筑垃圾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TK9 N23°20′15.14″ E113°30′45.67″ ① 0.1 
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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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0.6 
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茎等 

  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TK10 N23°20′16.09″ E113°30′46.18″ 

① 0.1 
灰褐色沙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等 

回填 

土层 

现代  

② 0.6 
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茎等 

  以下为红褐色沙土，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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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任筹建地块

考古调查断面登记表 

年度：2023 工作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底册号：           流水号： 

项目名称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

任筹建地块 
日期 2023.4.3 天气 晴 

断面描述 编号：DM1   长度：6.0  深度：2.2米  方向：东西向   倾斜度： 

观察地点 

描述 

编号：  宽度： 深度：  

位置：N23°20′14.21″ E113°30′47.58″H         

层位关系 

描述 
现代回填土层-黏土层-生土 

堆

积

描

述 

类型  

编号 ① ② 生土    

堆积

描述 

堆积形状 坡状 坡状 波状    

土色 灰褐色 黄褐色 红褐色    

土质 砖石块 黏土 
风化 

黏土 
   

致密度 疏松 较疏松 致密    

包含物 
建筑垃圾、

植物根茎等 

石粒、植物根

茎等 
/    

深（厚）

度 
0.8-1.2米 0.2-1.0米     

其他 

残留一个时

代不早于清

代的魂坛 

东部有一处

现代坑 
    

遗

物

采

集

情

况 

人工

遗物 

自然

遗存 

陶器       

石器       

骨角蚌器       

       

       

碳十四       

孢粉/植

硅石 
      

浮选土样       

       

       

绘图号： 照相号： 

记录者：赵望 记录日期：2023.4.3 审核者：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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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3 工作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底册号：           流水号： 

项目名称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

任筹建地块 
日期 2023.4.3 天气 晴 

断面描述 编号：DM2  长度：7.5  深度：1.8-2.1米  方向：南北向 倾斜度： 

观察地点 

描述 

编号：  宽度： 深度：   

位置： N23°20′14.25″E113°30′47.44″H         

层位关系 

描述 
现代回填土层-黏土层-生土 

堆

积

描

述 

类型  

编号 ① ② 生土    

堆积

描述 

堆积形状 坡状 波状 坡状    

土色 灰褐色 黄褐色 红褐色    

土质 砖石块 黏土 
风化 

黏土 
   

致密度 疏松 较疏松 致密    

包含物 
建筑垃圾、

植物根茎等 

石粒、植物根

茎等 
/    

深（厚）

度 
0.55-1.3米 0.4-1.7米     

其他       

遗

物

采

集

情

况 

人工

遗物 

自然

遗存 

陶器       

石器       

骨角蚌器       

       

       

碳十四       

孢粉/植

硅石 
      

浮选土样       

       

       

绘图号： 照相号： 

记录者：赵望 记录日期：2023.4.3 审核者：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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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23 工作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底册号：           流水号： 

项目名称 
黄埔区九佛街五村七片统筹改造项目山龙片区信

任筹建地块 
日期 2023.4.3 天气 晴 

断面描述 编号：DM3 长度：2.0  深度：1.2米  方向：东西向   倾斜度： 

观察地点 

描述 

编号：  宽度： 深度：   

位置： N23°20′15.79″E113°30′46.07″H         

层位关系 

描述 
表土层-黏土层-生土 

堆

积

描

述 

类型  

编号 ① ② 生土    

堆积

描述 

堆积形状 水平状 水平状 波状    

土色 灰褐色 黄褐色 红褐色    

土质 沙土 黏土 
风化 

黏土 
   

致密度 疏松 较疏松 致密    

包含物 植物根茎等 植物根茎等 /    

深（厚）

度 
0.2-0.3米 0.3-0.6米     

其他       

遗

物

采

集

情

况 

人工

遗物 

自然

遗存 

陶器       

石器       

骨角蚌器       

       

       

碳十四       

孢粉/植

硅石 
      

浮选土样       

       

       

绘图号： 照相号： 

记录者：赵望 记录日期：2023.4.3 审核者： 审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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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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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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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

过） 

第三章·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2012 年 10 月 3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通过，2013年 1月 21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批准。 

根据 2015 年 5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通过并经 2015年 12月 3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

〈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9 年 11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并经 2020年 7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条例〉第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自 2020年 8月 20日公

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

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或者

由区财政承担；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

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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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

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在广州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加建电梯或埋深不超过 1.5 米且与民生

密切相关的小型管网工程，可先不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在施工过程中，

如发现文物埋藏，建设、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报告当地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在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项目除外。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文物，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考古调查、勘探费

用由市人民政府承担。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拨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程序由市人民政府制

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

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的

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

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

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

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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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在依法批准的工程建设中有重大考古发现、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市或者区

人民政府应当收回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另行置换土地或者退还土地出让金。实

施原址保护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市或者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具体

补偿范围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

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

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

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