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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项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南岗社区金紫村

建设单位：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项目领队：宋中雷

工作人员：谷俊杰、杨战卫、王书奇、李豪、常新宇

工作时间：2023年 4月 4日、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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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局关于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

（文物 2023221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

我院配合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建设，对该项目用地范围

48130平方米进行了考古调查。

经调查，项目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南岗社区金紫村，北邻海伦堡花园，东

邻河涌，南距东江约 1公里，西邻康南路，占地总面积 48130平方米。该项目地

势平坦，主要对金紫西街、金紫大街、金紫南街沿街的建筑外立面、村落入口进

行扩建，项目红线内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部分区域为现代居民楼、池塘、绿化。

现场不具备考古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在地块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建议：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的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

展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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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项目建设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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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金紫村，占地

总面积 48130平方米，由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建设。

该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5′50.43″,E113°33′12.27″，东南角

N23°5′50.67″,E113°33′18.79″，西北角 N23°6′04.72″,E113°33′

08.83″，东北角 N23°6′01.67″,E113°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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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局关于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

（文物 2023221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

由我院负责该项目的考古调查工作。

图 1 项目地块在广州市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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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地块在黄埔区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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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地块在南岗街道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图 4 项目地块周边环境示意图（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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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项目地块航拍照(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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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项目地块红线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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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和考古试探三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地块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初

步了解该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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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基本内容包括踏勘对象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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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应熟悉地块的地形地貌，观察遗址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物标本，

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勘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由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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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该

地块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未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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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所属的南岗街道文物资源较丰富。

距离该项目较近的文物资源有南岗秦氏大宗祠、扶胥古运河遗址、南岗五板麻石

街路、梁氏大宗祠、鹿沙区公祠、唐氏宗祠、进昌秦公祠、秦进昌墓、秦逸轩墓、

何氏宗祠等 29处不可移动文物，现举例说明：

秦氏大宗祠 位于南岗街南岗社区南岗西路北端西侧。据传始建于明代，清

道光十一年（1831）、1997年重修。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琉璃龙船脊，绿

琉璃瓦面，滴水剪边。木雕封檐板。青砖石脚。花岗岩石地面。头门面阔三间

26.9米，深两间 7米共九架，建筑面积 188.3平方米。大宗祠供奉的秦仕廉为

南岗村秦姓始祖，宋进士，宦游粤东，后定居南岗。其后裔遍居海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的桂平，广东省的鹤山、惠州、大塘、石溪、姬堂、杨箕、广海，港澳

和海外等地。据族人称，该祠从不挂灯笼，因祠后山岗如猛虎藏林，而灯笼烛光

会惊扰老虎。2005年 9月 22日，公布为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扶胥古运河遗址 位于穗东街庙头社区至南岗街南岗头社区东江口。扶胥古

运河古名鹿步滘，开凿于 12世纪初的南宋，全长约 5公里多。宋代广州的对外

贸易十分兴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外港的波罗庙前的珠江河段泊位淤浅，难

以供众多船只靠泊，不少船只被迫在港外下碇。每当台风来时，船只难觅避风之

所。时任广州佥判的邬大昕奉命主理此事，在波罗庙至东州驿一线开凿运河。工

程东自东州驿，西接波罗庙前的黄木湾，沿规划岸线培土凿石筑堤，形成了瓦窑

（今南岗头至黄木湾的一段运河）。因运河流经鹿步圩（今南岗街鹿步村），故

又名鹿步滘。运河开凿完工，在黄木湾的船只有了避风之处，来往于广州至东江

沿线各埠的船只避开了狮子洋的风浪，又缩短了航程。1994年 6月公布为黄埔

区文物保护单位。

南岗圩市旧址 位于南岗街南岗圩社区，东到联昌路（南岗河），西到东胜

南街、新一街，南到沙浦街（向南 15米）、沙浦街横巷、东胜街，北到新正街，

是一个跨乡跨姓合建的圩市。据《番禺县志》记载，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由南岗村的秦姓与罗岗村、双井村等的钟姓合创逐步形成，名叫“钟秦”圩（见

清同治版《番禺县志》）。随后其他外地众客商陆续加盟，故圩市后称“秦钟众”。

又因圩市有一条东西走向、铺着五板石的商业集成街，故又称南岗集成圩。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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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珠江与东江交汇处，居四乡（萝岗、新圩、南岗、东圃）之中心，水陆交通

便利，形成优越环境。东邻增城的沙村、水南、西洲、新塘，北邻宏岗、笔村、

榕村、沧头、火村、刘村，西接鹿步、沙涌、夏园、庙头，南临对岸东莞的南洲、

华阳、茶滘、大盛，故东莞、增城、萝岗与南岗水陆交通贸易频繁，纵横数十里

农村的土产、山货、稻谷等销售主要汇集于此，南岗圩成为历史上禺东地区农贸

商业集散地的一颗明珠。南岗圩有小河穿圩市而过，因而造就东、西两岸商铺林

立。东岸有菜栏、果栏、牛栏、粮食加工米机、机器、铁器、陶瓷、家私、屠宰、

猪场等商铺。有一个猪仔亭，经营猫、狗、猪、鸡等牲畜，后迁出圩改设为卖鸡

地。圩内小河架设 3座木桥、1座石桥通行往来。东岸称沙浦街。西岸有集成正

街、北街、东胜街、卖鸡地等，街道比较狭窄，两边商铺鳞次栉比。集成正街主

要开设杂货商店，如药店、金铺、服装布匹店、猪肉铺、酒厂、咸杂铺、饭店（杏

香茶楼和平珍酒楼）、饼店、棺材店、粮油店、婚礼服装店。东胜街有烟馆（鸦

片烟馆）、妓寨、赌坊、理发店等。北街有药店及一条私房住宅居多的小巷。卖

鸡地有茶室、酱料厂，但专卖农副产品的居多，如竹木、箩篸、扫箕、水果、粮

油、杂货、猪、鸡、鹅、鸭、猫、狗、海鲜等。逢圩日（阴历一、四、七日）人

潮如流，水泄不通。南岗圩方圆数万平方米，据不完全统计，有两百多间商铺，

常住居民约近千人。

梁氏大宗祠 位于南岗街沙步社区鹿步大街 66号。据族人介绍，始建于明

代，后曾多次重修，最后一次重修在民国 2年（1913）。坐北朝南，旧有三间三

进加后楼，后楼何年拆毁待考，现存三间两进，总面阔 13.5米，总进深 26米，

建筑占地总面积 338平方米。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筒瓦。

木雕封檐板。青砖石脚。红阶砖地面。前为旷地、鱼塘，左、右、后为民居。头

门面阔三间 13.5米，深两间 8.1米共九架，建筑面积 109.35平方米。2009年 7

月 10日公布为黄埔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鹿沙区公祠 位于南岗街沙步社区沙涌大街十五巷 8号。据村民介绍，始建

于雍正三年（1725），2003年大修。坐北朝南，三间三进，总面阔 14米，总进

深 42.2米，建筑占地总面积 589平方米。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琉璃博古脊，

绿琉璃瓦。青砖石脚。红阶砖地面。前为街巷、鱼塘，左、右、后为民居。头门

面阔三间 14米，深两间 8.9米共九架，建筑面积 124.6平方米。2009年 7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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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布为黄埔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唐氏宗祠（沙步社区） 位于南岗街沙步社区鹿步大街 106号。据村民介绍，

始建于明代。坐北朝南，三间两进，总面阔 9.2米，总进深 18米，建筑占地总

面积 168平方米。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筒瓦。木雕封檐板。

青砖石脚。前为大街、鱼塘，其余三面为民居。头门面阔三间 9.2米，深两间

5.8米共九架，建筑面积 53.79平方米。2009年 7月 10日公布为黄埔区登记文

物保护单位。

进昌秦公祠 位于南岗街南岗社区亨元上街 24号。据村民介绍，建于清代。

坐西朝东，三间三进，总面阔 10.76米，总进深 33.5米，建筑占地总面积 351.75

平方米。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筒瓦，琉璃瓦剪边。青砖石

脚。红阶砖地面。前为街路、鱼塘，左、右后为民居。头门面阔三间 10.76米，

深两间 6.7米共九架，建筑面积 72.09平方米。2009年 7月 10日公布为黄埔区

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明 秦进昌墓 位于南岗街南岗社区南岗西路南岗溶剂厂前的柏子岗。坐东

南朝西北，深 16.8米，宽 10.4米，面积 175平方米。水泥墓道长 23.2米，宽

1.3米，面积 30平方米。为交椅墓，由坟头、拜桌、山手、平台、月池、护岭

组成。秦进昌卒葬于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2009年 7月 10日公布为黄埔区

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在该地块附近，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经开展过考古工作。

2017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地块附近的扶胥古运河做过地上和水

下考古，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0年 4月-8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黄埔区南湾村更新范围地块进

行过考古调查，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0年 9月-12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黄埔区南岗街沙步旧村改造项

目进行过考古调查，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0年 6月-12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黄埔区南岗街道南岗社区（南

片）改造项目进行过考古调查，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2年 4月-7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黄埔区康西路市政道路工程进

行过考古调查，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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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岗集贸市场

图 8 南岗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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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覆盖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全部范围，工作时

间为 2个工作日，已于 2023年 4月 4日、28日完成全部区域的考古调查工作。

考古调查采取“拉网式”调查法，小组由宋中雷、谷俊杰、杨战卫、王书奇、李

豪、常新宇等人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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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调查，项目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南岗社区金紫村，北邻海伦堡花园，东

邻河涌，南距东江约 1公里，西邻康南路，占地总面积 48130平方米。该项目地

势平坦，主要对金紫西街、金紫大街、金紫南街沿街的建筑外立面、村落入口进

行扩建，项目红线内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部分区域为现代居民楼、池塘、绿化。

现场不具备考古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图 9 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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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工作人员现场踏查（南-北）

图 11 航拍工作照（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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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内全景（南-北）

图 13 地块外北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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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块外东部现状（西-东)

图 15 地块外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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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块外西部现状（东-西）

图 17 地块内北部现状（上东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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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块内西北部现状（上南下北）

图 19 地块北部现状（南-北）



17

图 20 地块内中北部现状(上南下北）

图 21 地块内中部现状（上南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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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中部现状（西北-东南）

图 23 地块中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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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内中南部现状（上南下北）

图 25 地块内东南部现状（上东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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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地块内南部现状（上南下北）

图 27 地块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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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地块南部现状（东-西）

图 29 地块南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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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地块南部现状（南-北）

图 31 地块南部现状（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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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地块南部现状（西-东）

图 33 地块南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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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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局关于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

（文物 2023221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

我院配合黄埔区金紫村（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建设，对该项目用地范围

48130平方米进行了考古调查。

经调查，项目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南岗社区金紫村，北邻海伦堡花园，东

邻河涌，南距东江约 1公里，西邻康南路，占地总面积 48130平方米。该项目地

势平坦，主要对金紫西街、金紫大街、金紫南街沿街的建筑外立面、村落入口进

行扩建，项目红线内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部分区域为现代居民楼、池塘、绿化。

现场不具备考古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在地块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

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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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项目建设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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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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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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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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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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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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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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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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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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关于本报告使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本报告使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我省基建考古工作实际而制定。

1.本报告采用的田野考古专业术语：

考古调查指地面踏查和自然断面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勘探由普探和重探组

成。考古普探指采用每平方米布孔5个的梅花点布孔法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所用

工具为探铲（洛阳铲）。考古重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它遗迹现象并在地面做出形

状标记而进行的钻探工作。重探采用探孔法或布探沟的方式。考古试掘（发掘）

主要采取布探方的方式，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自上而下，从晚到早

逐层发掘。探沟指平面呈长方形的发掘单位，探方指平面呈方形的发掘单位，探

沟和探方一般皆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工作单位、遗迹、墓葬编号为“4 位年/

地名代码/单位代码/顺序号”。单位代码中“T”表示探方或探沟，“M”表示墓葬，

“H”表示灰坑，“Y”表示窑，“F”表示房屋，“L”表示路等。地形条件不同或

范围较大区域的考古勘探、试掘、发掘分工作区进行。工作区常以象限法或据地

形地貌特征进行划分，编号为罗马数字Ⅰ、Ⅱ、Ⅲ、Ⅳ等。

2．本报告采用的文物标识名称：

遗物点：地面虽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但遗物分布面积狭小，且无明显相关

文化层堆积或其它相关遗存的地点。

遗址或墓葬（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文化遗物丰富；文化遗物分布面积宽广；

有明显文化层堆积或遗迹、墓葬露头。

疑点：没有发现文化遗存但有其它文物线索、值得关注的地点，如有相关文

献记载，有与人类活动可能有关的自然遗物分布等。

3．各类遗存的处理标准（施工建议）：

（1）遗物点、合同中已涉及的小型遗址和小型墓葬，属于本项考古工作的

组成部分，不另做发掘计划，但在施工中需特别注意。

（2）其它遗存（遗址、墓地、古建筑）实行分级处理。

遗存文物价值分3级：

A 级，特别重要。指可以填补科研缺环、空白，或者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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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有关及其它具有特别科研价值的遗存。

B 级，重要。指具有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明代的遗址或墓地、具有

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1911年的古建筑。

C 级，一般。指具有一定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在明代及其以后的遗址或墓地、

时代虽晚于1911年但具有一定科研价值和代表性的建筑。

遗存保存状况分3级：

A 级，保存良好。

B 级，保存一般。

C 级，保存较差。

遗存级别由其文物价值和保存状况组成，分9级：

AA 级：建议改线（改点），对遗存做原址原状保护。无法改线（改点）者，

必须全面发掘或古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B 级：全面发掘或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

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C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A 级：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根

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BB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C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A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B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C 级：不发掘。

遗存级别的评定由本院学术评议组负责，必要时征求其他专家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