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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番禺区第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海云寺）
项目地点：番禺区金新大道以东，金瓯大道以西
建设单位：广州市番禺区海云寺
项目领队：张希
工作人员：覃杰、王慧琴、黄玉清、杨战卫、常新宇、王书奇等
工作时间：2023 年 3 月 29 日，4月 14 日，6月 3日，7月 7日、10 日-11 日、20 日-25 日
考古工作概况和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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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番禺区 2023 年度第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242 号）

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番禺区海云寺委托，由我院配合该项目建设，对该项目工程进行考

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调查面积 53971.7 平方米、勘探面积 26000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番禺区金新大道以东，金瓯大道以西，北邻颐观一街，南邻广东

省妇幼保健院，占地面积 53971.7 平方米。该地块分为平地和山岗两部分。山岗山体为南

北走向，地表有较多地表墓葬迁移后遗留痕迹，植被茂密；东部、西部区域分布有停车场、

现代居民楼、池塘等。本次考古勘探表明，地块内地层堆积比较简单，情况如下：①层为

表土层，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山岗南部及东部台地分布有

②层砖瓦堆积层，为红黄色黏土，内含碎砖块、瓦片、陶片、瓷片等。以下为红褐色或黄

褐色风化土或者紫红色风化岩石，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部分区域渗水严重，无法提

取土样。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在项目范围内的雷锋山山顶北侧发现 2 块刻有“云祖界”字样

的红砂岩残碑，应为原海云寺界碑；另在雷锋山北面坡地发现 1座清代墓葬。在东侧台地

番禺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海云寺遗址的地表散落有较多的红砂岩柱础。为了更进一步的了

解海云寺遗址的范围，对其周边山岗进行考古勘探工作，确认遗址现存范围约 5700 平方米，

并探明 3处主要建筑基址。

考古工地价值评估及意见：
经过综合评估，本次发现的海云寺遗址现存范围总面积约 5700 平方米，其中 3处主要

建筑基址均位于雷锋山东侧的台地上，面积约 1920 平方米，价值为 B级（重要），保存状

况为 B级（保存一般）；

鉴于此次考古勘探发现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厘清海云寺的建筑基址和对其布局结构

进行全面的揭露，下一步准备按照规定办理申请发掘手续，计划发掘面积 4000 平方米。

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建设工程选址，应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无法

避开的，在施工前须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和保护，我院将根据考古发掘结果，提出下一步

文物保护意见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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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日期：



海云寺遗址勘探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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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番禺区第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海云寺）位于番禺区金新大道以东，金瓯大

道以西。地块总面积约为 53971.7 万平方米，由广州市番禺区海云寺负责建设。

该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1′6.12″,E113°22′6.90″；东南角

N23°1′6.03″,E113°22′11.17″；西北角 N23°1′14.44″，E113°22′

5.95″；东北角 N23°1′12.55″,E113°22′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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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番禺区 2023 年度第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

函》（文物 2023242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番禺区海云寺委托，由我院配合该

项目建设，对该项目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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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地块在番禺区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图 3 项目地块规划地形图（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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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地块周边环境示意图（甲方提供）

图 5 项目地块卫星红线图（奥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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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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拟勘探区域相关历史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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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拟勘探区域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拟勘探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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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应熟悉拟勘探区域的地形地貌，观察遗址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

物标本，初步了解拟勘探区域地层堆积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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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块范围内选取至少 10 个地方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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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所处的南村镇位于番禺区北部，根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

果，南村镇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丰富，以祠堂及墓葬为主，数量较多，登记公布崔

氏宗祠、丛桂坊、沙边窑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 46 处，该项目东部为番禺区登记

文物保护单位“海云寺遗址”。历年在南村镇配合基本建设抢救发掘或主动发掘

遗址及墓葬若干，简述如下：

海云寺遗址：位于南村镇员岗村与陈边村之间的雷锋山脚。该寺始建于南汉

（917 年－971 年），具体年份不详。是由洋商马罗连为酬谢佛恩而创建，成为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宗教遗迹。相传，苏东坡被贬岭南期间，曾从石榴岗

乘船到寺参禅，流览挥笔为寺旁道路题匾日 “金瓯古道”，从此，寺院被民间

称为“金瓯寺”。海云寺在清朝初年之前称“隆兴寺”，也俗称“金瓯寺”。

明朝未年，整治黑暗，官场腐败，社会动乱不已，加上满清入侵，社会正面

临着改朝换代的动荡。这时，一批具有强烈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文人不愿经历国

破家亡的痛苦，遁入空门。明朝灭亡以后，他们又不愿意投降满清朝廷，却苦于

复国无望，于是甘愿与青灯黄卷为伴，在佛门潜心研究学问。天然和尚被恭请至

隆兴寺作开山第一祖，并把隆兴寺改名为“海云寺”。清顺治五年（1648 年），

屈大均为躲避清廷迫害出家海云寺，并将其所居地名为“死庵”，以示誓不屈服

清廷。海云寺成为明末清初众多具有汉民族气节的爱国抗清志士的聚集之地。

千年古刹海云寺在岭南文化艺术史上具有显赫地位。以海云寺主持天然和尚

为核心的僧众及俗家弟子中的文化精英，都是岭南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

人。他们选编了一本诗名为《海云禅藻集》的诗集，收录了三千多首诗歌，被誉

为“海云寺派”；在海云一脉的这批文人之中，还有不少书法造诣颇深的书法家，

后人称之为“海云书派”，近代不少文化精英如诗僧苏曼殊、岭南画派创始人高

剑父等都直接或间接受过海云寺文化熏陶。脍炙人日的粤曲《禅院钟声》的创作

灵感也来自海云寺。

后来，天然和尚的弟子开枝散叶，在各地建立寺院，海云寺成为了佛教南派

禅宗曹洞一支的祖庭、粤中四大丛林之一，曹洞一支的发展从国内延伸到日本、

韩国等海外地区，是继唐代惠能创立禅宗之后的岭南佛教的又一发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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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番禺沦陷时，陈边村一恶霸伏击杀害了海云寺主持释耀筹后将寺庙

拆毁。仅存断壁残墙的禅院斋堂也于 1958 年大跃进期间被铲平，遗址处现已种

了龙眼树，原寺庙墙基略有少许可视。

1990 年 6-7 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在番禺南村镇沙边村发掘宋

代窑址 1处。清理 3座龙窑，是北宋时期广州一处较大规模的民间窑场。

2001 年 4-6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番禺区南村镇雅居乐房地产工地

进行勘探，面积 28500 平方米，发掘东汉砖室墓 2座，出土文物 200 余件。

2003 年 8—11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南部地区快速路番禺区南

村地段进行勘探发掘，勘探面积 108218 平方米，发掘面积 250 平方米，清理明

墓 3座。

2004 年在番禺南村茅山岗发掘一处明代中晚期家族墓地。墓葬由地面建筑

和地下墓室构成，地面建筑残存红砂岩石条砌成的台阶与祭台，红砂岩石狮、怪

兽、卷云纹三角形碑冠、石屋脊模型等构件。祭台下面有两个墓室，有墓志随葬，

M2 墓主为女性，生于景泰乙亥年（1455），终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头戴

金质如意形牡丹、凤鸟束发冠和葫芦形耳坠，极为精美。

2012 年，配合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建设，市考古院会同番禺区文物办对位于

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和新造镇曾边村的扒岗、文大岗、沙边岗和瓦窑岗等文物可

能埋藏地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古勘探，确认该区域分布有明清至近现代墓葬

58 座，遗迹 12 处；并对其中有 12 座墓葬和 2处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2018 年 7 月，我院配合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项目（一期）建设工作，在

罗边村东部岗地发现清代竖穴土坑墓葬 26 座，随工清理 4座，无随葬品出土。

2019 年 3 月 11 日，市考古院对番禺区南村大道（南大干线至兴业大道段）

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现场发现民国时期墓葬。

2020 年 6 月 15 日，市考古院对番禺区南村镇科创组团园区 1 号、4 号市政

道路工程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现场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及不可移动文物。

2021 年 5 月-11 月，市考古院对番禺区罗边村旧村更新项目地块进行了考古

调查勘探工作，项目地块内发现广州市登记文物保护单位及番禺区登记文物保护

单位多处，未发现其他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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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12 月，市考古院对番禺区永大集团 1号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在地块内发现古代墓葬 124 处，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出土陶器、石

器、铜器各类文物 183 件（套）。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2 月，在地块东南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省儿童医院）

儿科医疗科技楼建设工程项目调查勘探过程中，在地块西北部地表采集到石质构

件 4件，其中柱础 3件、经幢密檐 1件，另采集到“雷”字青花瓷片 1片。

图 6 沙边窑 Y2 灶门和窑床的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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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考古调查覆盖整个番禺区第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海云寺）范围，工作时间

为 3个工作日，已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4月 14 日，6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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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由张希、覃杰、黄玉清、王

慧琴、杨战卫、常新宇、游习侃、王书奇、邓学恩等人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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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更为准确的信息。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番禺区金新大道以东，金瓯大道以西，北邻颐观一街，

南邻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占地面积 53971.7 平方米。该地块分为平地和山岗两部

分。山岗山体为南北走向，地表有较多地表墓葬迁移后遗留痕迹，植被茂密，在

山岗东部山脚有海云寺残址，部分区域散落的有红砂石柱础；东部、西部区域分

布有停车场、现代居民楼、池塘等。地表踏查在山岗北部发现 1座清代地表墓葬，

并在山岗地表采集了部分明清时期陶瓷残片。

此次考古调查不足以全面反映地块内的文物埋藏情况。结合周边考古成果，

为确认该地块范围内的文物埋藏情况，需对该地块作进一步的考古勘探。

图 7 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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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对地块地表进行现场踏查（西北-东南）

图 9 对地块地表进行现场踏查（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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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地块内东部现状（北-南）

图 11 地块内东部现状（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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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内东部现状（西北-东南）

图 13 地块内西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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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块内西部现状（北-南）

图 15 地块内西部现状（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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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块内山岗现状（北-南）

图 17 地块内山岗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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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块内山岗现状（东南-西北）

图 19 地块内山岗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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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地块内山岗现状（西南-东北）

图 21 地块内山岗现状（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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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内山岗现状（南-北）

图 23 地块内山岗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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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内山岗现状（北-南）

图 25 地块内山岗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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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勘探

（一）勘探队伍组成

本次考古勘探工作由领队、技师、探工、测绘员、资料员等组成。

1.领队，即项目负责人，由张希担任。其职责包括：

（1）负责主持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制定工作计划，管理调查勘探队伍，

组织和协调与调查勘探相关的各项工作。

（2）主持编写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

（3）做好安全预案并及时上报安全事故。

（4）做好现场保护预案并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2.技师一名，由王书奇担任。其职责包括：

（1）负责调查勘探单元内的相关工作。

（2）鉴别土样，研判遗址性质及分布情况。

（3）探孔采样和登记。

（4）检查、复核探孔记录和测绘图。

（5）拍摄调查勘探影像，撰写勘探日记、勘探记录和相关遗迹单元记录。

3.探工十名，分别为李孝伟、马军平、张国庆、邓学恩、王万治、王占法、

赵院生、杨亚周、王治安、董同生，其职责包括：

（1）负责勘探、取样和提取文物标本。

（2）初步研判土样性质。

（3）记录探孔地层堆积情况。

4.测绘员一名，由游习侃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领队制定测绘方案。

（2）设置勘探坐标原点和测绘需要的其他控制点，建立坐标系统。

（3）采集现场数据并绘制平面矢量图。

5.资料员一名，由常新宇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领队汇总、整理当日现场记录、探孔记录、影像记录和矢量图等，

并编号建档。

（2）负责登记、保管考古调查勘探过程中发现的文物标本，对文物标本进

行统一编号。

（3）协助编写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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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方法

考古勘探工作方法严格按照《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执行。

1.定点、放样、布孔：测绘员应根据收储单位提供的测绘控制点设置勘探坐

标原点，构建测控系统，以保证测绘数据与城乡规划坐标系统相对接。按照勘探

坐标原点，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标定出勘探区域的边角并在勘探区域西南角设

置记号桩。按照拟定的勘探区域、布孔方法和勘探孔距，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放

样标定探孔位置，明确标识出每个待探孔位。

2.确定布孔方法和勘探孔距：根据地形地势情况采用等距梅花状布孔法，探

孔应错列分布。探孔行距与孔距皆控制在 1.5 米以内。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重点区

域，可适当加密探孔。

3.普探：普探是在勘探区域内进行逐行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探孔应排列

规整，土样依次摆放整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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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等。发现遗迹现象时，应现场在勘探区域布

孔图上标注记号。探孔内文物标本采集和样品采集时，均应以探孔为出土单位登

记，采集或采样标签应填写规范。应选择最能够反映堆积特征、有利于研判遗迹

单位性质的探孔作为标准探孔。标准探孔除进行文字记录外，须现场留取图象清

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

4.重点卡探：发现重要遗迹现象时应进行重点卡探，进一步掌握遗迹形制，

探明堆积范围、厚度。堆积特征清楚、明确的大型夯土建筑遗迹等，应重点确认

夯土遗存，以少量探孔进行穿透式勘探，了解遗迹堆积和叠压状况。古墓葬应探

至墓口，重点确定墓葬开口形状，尽量减少探孔数量。重要遗迹应布设“十”字

形排孔，了解遗迹的纵、横剖面及堆积情况。重点卡探的所有勘探及堆积信息，

均应标注在探孔分布图上。

5.探沟勘探：探沟的布设是根据勘探工作的需要在重点区域进行的，一般情

况下皆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特殊地块依据地形情况因地制宜布设探沟。探沟以

大写字母 TG 表示，各探沟地层堆积统一编号。探沟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

面的深度、堆积层厚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等。在

探沟内发现文物标本的应予以采集或采样，采集或采样时应以探沟为出土单位登

记，采集或采样标签应填写规范。探沟勘探在暴露遗迹后一般采取不发掘或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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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的方式进行工作，除进行文字记录外，须现场留取图象清晰、色彩真实的遗

迹单位的影像记录。探沟的测量以西南角为坐标点。

6.遗迹研判：技师应根据遗迹形制、土样、提取物形状等，初步分析遗迹类

型，形制，现场记录研判结果。记录内容应包括分布范围、埋藏情况（距现地表

深度和开口层位）、形制结构、堆积状况（含与相关遗迹关系）、保存状况等，

绘制平、剖面图。土样中包含物或遗迹形制特征明显时，应初步判断遗迹年代。

遗迹单位确认后，应及时在勘探区域探孔布设图上标注遗迹单元的平面形制。

7.遗迹编号：经考古勘探发现、并初步确认的遗迹单位，应以勘探区域为单

位进行统一编号。

8.堆积记录：勘探过程中，技师应做好地层堆积描述和遗迹单位记录。探孔

记录应以勘探区域为单位，采用表格形式。内容应包括遗址、年度、勘探区域、

探孔编号、探孔三维坐标、地层堆积（包括距现地表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

包含物、堆积性质、采集遗物等）。

9.文物标本采集：采集文物标本时，应以探孔为单位，准确记录文物标本被

发现时的三维坐标信息，并说明埋藏环境。

10.测绘成图：测绘员应及时采集现场数据并绘制相关图纸。

在既有测绘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全站仪或 RTK 等测绘仪器测量遗迹单位，并

绘制平面矢量图。

测绘控制点坐标应取自遗址三维测绘坐标系统。为保证室内成图质量，应现

场绘制草图，可使用勘探单元探孔布设图作为草图的底图。

每幅测绘图须注明图名、图号、比例、绘图者、审定者、绘图日期、图例、

方向等必要说明。

应根据勘探探孔布设图，绘制遗迹平面分布图、勘探堆积总剖面图。选择勘

探总剖面图的剖面位置时，应充分考虑探孔布列，并在剖面图上标注探孔位置。

11.资料汇总：资料员应协助领队对勘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内容包括：

勘探日记、探孔记录、遗迹单位记录等表格，勘探单位平面位置图（范围图）、

遗迹单位平面分布图、勘探单元典型堆积平剖面图、出土遗物图等绘图，现场工

作照、标准孔土样照片、重点卡探照片、探沟重探照片、遗迹遗物照等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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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步骤

本次考古勘探工作大致按照普探、探沟勘探、遗迹研判、测绘成图、资料汇

总、形成报告、检查验收等七个步骤进行。

（1）普探

在地块具备进场条件后，由技师带领探工在地块内逐行勘探。本次勘探工作，

探孔间距为 1.5 米，自上而下打孔提取土样，直至生土。由探工仔细记录地层堆

积情况，技师鉴别土样、探孔采样和登记。

（2）探沟勘探

根据该地块的现状特征，本次考古勘探工作主要采取探沟法勘探。

工作时遵循以下原则：

①平剖面结合，根据土质土色区分堆积，确定早晚关系；

②由晚及早进行清理；

③按原貌揭露遗迹；

④按单位收集遗物；

⑤及时、客观、全面做好记录，以了解地下文物埋藏情况。

每条探沟拟投入 5至 10 位工作人员，工作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

（3）遗迹研判

由技师根据遗迹形制、土样、提取物性状等，初步分析遗迹类型、性质，现

场记录研判结果，并对遗迹进行编号。

（4）测绘成图

以收储单位提供的拟建工程图纸，建立与广州市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相

一致的拟建区域测绘坐标系统。利用高精度全站仪或 RTK、GPS 等测绘工具对探

孔及遗存进行测绘，并绘制探孔分布图、探沟分布图、遗迹分布图等图纸。

（5）资料汇总

整理考古探勘记录的资料，包括文字和影像资料。考古勘探记录完全纳入拟

建区域测绘坐标系统，以勘探单元为单位，对探孔进行记录，并做好地层堆积描

述和遗迹单位的记录。

（6）形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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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勘探结果明确之后，由勘探领队主持编写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若有

重要发现，领队在现场部署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后，应立即上报，由院领导拟定下

一步保护措施。

（7）检查验收

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结束后，由我院按照相关规定组织验收。

（四）探孔勘探

通过对番禺区第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海云寺）的考古调查，我院初步掌握

了该项目的基本情况。该地块占地面积为 53971.7 平方米，因该项目地块山岗东

部为番禺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海云寺遗址，地表残留有海云寺残址，为了解该遗

址现状，对该地块山岗部分进行全面积普通勘探，勘探面积 26000 平方米。此次

勘探布设探孔约 24000 个。提取标准探孔 32 个，编号分别为 TK1-TK32，具体情

况如下：

图 26 勘探区域分布示意图（蓝色范围为勘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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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标准探孔分布示意图（黄色标记点）

图 28 勘探区域现状（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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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勘探区域现状（南-北）

图 30 勘探区域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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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普探工作照（北-南）

图 32 普探工作照（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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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普探土样

图 34 普探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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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标准探孔提取土样工作照（东南-西北）

图 36 标准探孔土样分析工作照（南-北）



28

TK1：位于地块内山岗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4.16″，E113°

22′7.7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7 TK1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2：位于地块内山岗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3.59″，E113°

22′8.53″。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8 TK2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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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3：位于地块内山岗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2.94″，E113°

22′8.7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8 米，厚 0.18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9 TK3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4：位于地块内山岗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2.31″，E113°

22′8.0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5 米，厚 0.1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0 TK4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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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5：位于地块内山岗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2.10″，E113°

22′9.0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7 米，厚 0.17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1 TK5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6：位于地块内山岗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1.71″，E113°

22′8.64″。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2 TK6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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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7：位于地块内山岗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1.06″，E113°

22′8.94″。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3 TK7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8：位于地块内山岗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73″，E113°

22′9.6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4 TK8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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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9：位于地块内山岗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38″，E113°

22′8.7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5 TK9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0：位于地块内山岗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91″，E113°

22′9.15″。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6 TK10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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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1：位于地块内山岗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25″，E113°

22′9.75″。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7 TK11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2：位于地块内山岗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68″，E113°

22′10.1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5 米，厚 0.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8 TK12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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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3：位于地块内山岗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47″，E113°

22′9.36″。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9 TK13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4：位于地块内山岗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00″，E113°

22′10.18″。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0.38 米，厚 0.28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提取土样。

图 50 TK14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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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5：位于地块内山岗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7.98″，E113°

22′9.5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5 米，厚 0.1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1 TK15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6：位于地块内山岗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6.58″，E113°

22′9.67″。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2 TK16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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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7：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2.36″，

E113°22′10.03″。以下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0.37 米，厚 0.27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瓦片、砖块等。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3 TK17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8：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1.71″，

E113°22′10.16″。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2 米，厚 0.1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2-0.55 米，厚 0.43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

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等。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4 TK18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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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9：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1.24″，

E113°22′10.61″。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05 米，厚 0.0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05-0.55 米，厚 0.5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瓦片、陶片、砖块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5 TK19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20：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85″，

E113°22′10.76″。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7 米，厚 0.17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7-0.67 米，厚 0.5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瓦片、陶片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6 TK20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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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1：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下，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77″，

E113°22′11.2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2-1.3 米，厚 1.1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瓦片、陶片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7 TK21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上往右下）

TK22：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48″，

E113°22′10.7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03 米，厚 0.03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03-0.8 米，厚 0.77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瓦片、陶片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8 TK22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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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3：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17″，

E113°22′10.87″。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2-0.4 米，厚 0.2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瓦片等。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提取土样。

图 59 TK23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24：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中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71″，

E113°22′10.88″。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05 米，厚 0.0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05-0.4 米，厚 0.35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陶片等。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提取土样。

图 60 TK24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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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5：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27″，

E113°22′10.94″。以下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1.18 米，厚 1.08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61 TK25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上往右下）

TK26：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8.79″，

E113°22′10.9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5 米，厚 0.1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5-0.8 米，厚 0.65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62 TK26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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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7：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8.31″，

E113°22′11.03″。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2-0.8 米，厚 0.6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提取土样。

图 63 TK27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28：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南部，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8.11″，

E113°22′11.4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2-0.7 米，厚 0.5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提取土样。

图 64 TK28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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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9：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下，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0.28″，

E113°22′11.35″。以下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2.6 米，厚 2.5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65 TK29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上往右下）

TK30：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下，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89″，

E113°22′11.4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2 米，厚 1.9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渗水严重，无法提取土样。

图 66 TK30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上往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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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31：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下，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11.18″，

E113°22′11.25″。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2.1 米，厚 2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为红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67 TK31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上往右下）

TK32：位于地块内东部台地下，探孔中心 GPS 坐标为:N23°1′9.68″，

E113°22′11.45″。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深 0-0.1 米，厚 0.1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砂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深 0.1-2 米，厚 1.9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内含陶片、瓦片等。以下渗水严重，无法提取土样。

图 68 TK32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上往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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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层位堆积

为了进一步明确地块内地层堆积情况，我们在地块内修整断面 3处，编号为

DM1，具体情况如下：

图 69 项目地块断面位置示意图（玫红色标记点）

图 70 清理断面（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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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划分地层（东南-西北）

图 72 现场绘图（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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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1：位于地块内山岗中南部山脚，其中心坐标为：N23°1′8.66″，E113°

22′10.59″；南北长 3米。地层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可分为一层，具体情

况如下：

①层，砖瓦堆积层，厚 0.78-1.48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

片、陶片、砖块等。以下为紫红色风化岩石，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73 DM1 修整后全景照

图 74 DM1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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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2：位于地块内山岗中部山脚，其中心坐标为：N23°1′10.20″，E113°

22′10.36″；南北长 3米。地层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可分为一层，具体情

况如下：

①层，砖瓦堆积层，厚 1.36-1.54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

片、陶片、砖块等。以下为紫红色风化岩石，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75 DM2 修整后全景照

图 76 DM2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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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3：位于地块内山岗中南部，其中心坐标为：N23°1′8.95″，E113°22′

10.53″；南北长 3米。地层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可分为一层，具体情况如

下：

①层，表土层，厚 0.4 一 0.77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砂砾等。以下为紫红色风化岩石，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77 DM3 修整后全景照

图 78 DM3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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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沟勘探

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探孔勘探的结果，我们还以在探区内布设探沟的方式进

行考古勘探工作，以便进一步了解地块内地层堆积情况。我们在该地块探区内布

置探沟 4条，编号 TG1-TG4，具体情况如下：

图 79 探沟分布示意图（浅蓝色范围）

图 80 探沟位置示意图（蓝色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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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清表工作照（南-北）

图 82 罗盘定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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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布设探沟（南-北）

图 84 清理工作照（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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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底部刮面（南-北）

图 86 划分地层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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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现场绘图（南-北）

图 88 提取探沟底部土样（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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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1：位于地块内山岗北部台地，其西南角坐标为：N23°1′11.88″，E113°

22′10.10″；方向 0°，规格 4×2米，南北长 4米，东西宽 2米，面积 8平方

米。探沟地层堆积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可分为二层，具体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厚 0.1-0.1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

碎石、瓦片等；该层分布整个探沟，堆积较均匀，呈水平状堆积。

②层：砖瓦堆积层，厚 0.27-0.6 米，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大

量的残砖、瓦片，并有少许整砖，且规格不一。另在探沟中部，出现面积约 2.5

平方米的铺砖地面，铺地砖为黄白色方砖，规格 0.37×0.37×0.03 米，砖铺面

向东西壁外延伸。根据底部土样可以看出②层以下为紫红色风化岩，土质致密、

纯净，系生土。

图 89 TG1 布设后全景（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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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TG1 清理完成后全景（南-北）

图 91 TG1 北壁剖面（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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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TG1 东壁剖面（西-东）

图 93 TG1 南壁剖面（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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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TG1 西壁剖面（东-西）

图 95 TG1 底部探孔土样（一米标尺,土样由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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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TG1 内遗址

图 97 TG1 出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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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TG1 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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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2：位于地块内台地中北部，其西南角坐标为：N23°1′10.24″，E113°

24′10.71″；方向 0°，规格 4×2米，南北长 4米，东西宽 2米，面积 8平方

米。探沟地层堆积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可分为一层，具体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厚 0.1-0.4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

碎石、瓦片等；有一灰沟东西贯穿探沟。

②层：砖瓦堆积层，厚未至底，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碎砖块、

陶瓷片等，并在两个瓷片上发现“雷锋”、“海云”字样；在距地表 0.4 米左右，

探沟中北部发现红砂岩石 1块，规格 0.25×0.25×0.12 米；蓝灰砖 3 块且 3块

砖并排形成一个 0.27×0.27 的平面，砖的规格为 0.27×0.09×0.06 米。因该探

沟内发现海云寺遗址遗存，因此该探沟②层未清理至底。

图 99 TG2 布设后全景（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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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0 TG2 清理完成后全景（南-北）

图 101 TG2 北壁剖面（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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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TG2 东壁剖面（西-东）

图 103 TG2 南壁剖面（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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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TG2 西壁剖面（东-西）

图 105 TG2 内灰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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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TG2 内红砂岩石

图 107 TG2 内出土遗物（瓷片上刻有“海云”、“雷锋”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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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TG2 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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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3：位于地块内台地南部，其西南角坐标为：N23°1′8.51″，E113°22′

10.81″；方向 0°，规格 4×2米，南北长 4米，东西宽 2米，面积 8平方米。

探沟地层堆积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可分为一层，具体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厚 0.08-0.2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

现代垃圾等。

②层：砖瓦堆积层，厚未至底，为红黄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内含碎砖块、

陶瓷片等；在探沟北部有一个灰坑和砖石铺就得小平台，面积约 2平方米，砖石

已残缺。靠近探沟西壁有一疑似建筑基础的构件，长 1.75 米，宽度不详。因该

探沟内发现海云寺遗址遗存，因此该探沟②层未清理至底。

图 109 TG3 布设后全景（南-北）

图 110 TG3 清理完成后全景（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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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TG3 北壁剖面（南-北）

图 112 TG3 东壁剖面（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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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TG3 南壁剖面（北-南）

图 114 TG3 西壁剖面（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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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TG3 内灰坑

图 116 TG3 内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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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TG3 内遗址

图 118 TG3 内出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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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TG3 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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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4：位于地块内山岗南部，其西南角坐标为：N23°1′8.71″，E113°22′

9.22″；方向 0°，规格 4×2 米，南北长 4 米，东西宽 2 米，面积 8 平方米。

探沟地层堆积依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可分为一层，具体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厚 0.11-0.2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该层分布整个探沟，堆积较均匀，呈水平状堆积。

②层：砖瓦堆积层，厚未至底，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少量陶片

及碎石。因该探沟清理②层至 0.2 米时发现该土层有被夯动过的痕迹，所以未继

续向下清理。

图 120 TG4 布设后全景（南-北）

图 121 TG4 清理完成后全景（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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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TG4 北壁剖面（南-北）

图 123 TG4 东壁剖面（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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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TG4 南壁剖面（北-南）

图 125 TG4 西壁剖面（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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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TG4 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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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发现

因该地块东部台地下残留有海云寺遗址，地表有较多的红砂岩柱础及明清时

期陶瓷片、瓦当等遗物；在对该项目山岗及台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在疑点范围布

设开挖探沟，最终勘探确定了海云寺遗址现存范围大约有 5700 平方米，并探明

残存 3处主要建筑基址。3处基址均位于雷锋山东侧台地，面积约 1920 平方米。

此外，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确认雷锋山顶部经过平整，但却并未发现建筑基

址，仅在山顶北侧发现残断红砂岩界碑 2块，碑上均刻有“云祖界”字样，“海”

字均已残断湮灭。另外，在雷锋山北面坡地发现 1座清代墓葬，墓碑上有乾隆年

号。

图 127 地块内海云寺遗址保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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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海云寺遗址勘探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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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地块内砂岩、麻石台阶

图 130 地块内红砂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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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地块内散落柱础

图 132 地块内散落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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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地块内散落柱础

图 134 地块山岗顶部“云祖界”残碑（海字已湮灭且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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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地块山岗顶部残碑（“云祖界”海字已湮灭且残断）

图 136 “海云祖界”红砂岩残碑分布图（均位于雷锋山顶部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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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地块内海云寺残留红砂岩阶梯

图 138 雷锋山北侧坡地地表墓葬（乾隆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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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地块内地表采集明清陶瓷片

图 140 地表墓葬墓碑（乾隆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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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古调查勘探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勘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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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番禺区 2023 年度第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

函》（文物 2023242 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番禺区海云寺委托，由我院配合

该项目建设，对该项目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调查面积 53971.7 平方

米、勘探面积 26000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番禺区金新大道以东，金瓯大道以西，北邻颐观一街，

南邻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占地面积 53971.7 平方米。该地块分为平地和山岗两部

分。山岗山体为南北走向，地表有较多地表墓葬迁移后遗留痕迹，植被茂密；东

部、西部区域分布有停车场、现代居民楼、池塘等。本次考古勘探表明，地块内

地层堆积比较简单，情况如下：①层为表土层，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

植物根系、砂砾等；山岗南部及东部台地分布有②层砖瓦堆积层，为红黄色黏土，

内含碎砖块、瓦片、陶片、瓷片等。以下为红褐色或黄褐色风化土或者紫红色风

化岩石，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部分区域渗水严重，无法提取土样。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在项目范围内的雷锋山山顶北侧发现 2块刻有“云祖

界”字样的红砂岩残碑，应为原海云寺界碑；另在雷锋山北面坡地发现 1座清代

墓葬。在雷锋山东侧台地番禺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海云寺遗址所在处的地表发现

散落有较多的红砂岩柱础。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海云寺遗址的范围，对其周边山

岗进行考古勘探工作，确定遗址现存范围约 5700 平方米，并探明 3处主要建筑

基址，3处主要建筑基址均位于雷锋山东侧台地上。雷锋山顶部经过平整，但却

并未发现建筑基址，仅在山顶北侧发现残断界碑 2块。

（二）文物保护意见

经过综合评估，本次发现的海云寺遗址现存范围总面积约 5700 平方米，其

中 3处主要建筑基址均位于雷锋山东侧的台地上，面积约 1920 平方米，价值为

B级（重要），保存状况为 B级（保存一般）。

鉴于此次考古勘探发现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厘清海云寺的建筑基址和对其

布局结构进行全面的揭露，下一步准备按照规定办理申请发掘手续，计划发掘面

积 4000 平方米。

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建设工程选址，应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

情况无法避开的，在施工前须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和保护，我院将根据考古发掘

结果，提出下一步文物保护意见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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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番禺区第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海云寺）考古勘探数据登记表

编号
GPS坐标

层位 距离地表深度 土质、土色、包含物
堆积性

质初判

堆积年

代初判
备注

N E

TK1
23°1′

14.16″

113°22′

7.79″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2
23°1′

13.59″

113°22′

8.53″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3
23°1′

12.94″

113°22′

8.70″
① 0-0.18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4
23°1′

12.31″

113°22′

8.00″
① 0-0.1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5
23°1′

12.10″

113°22′

9.09″
① 0-0.17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6
23°1′

11.71″

113°22′

8.64″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7
23°1′

11.06″

113°22′

8.94″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8
23°1′

10.73″

113°22′

9.60″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9
23°1′

10.38″

113°22′

8.79″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10
23°1′

9.91″

113°22′

9.15″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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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1
23°1′

10.25″

113°22′

9.75″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12
23°1′

9.68″

113°22′

10.19″
① 0-0.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13
23°1′

9.47″

113°22′

9.36″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14
23°1′

9.00″

113°22′

10.18″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

提取土样。
② 0.1-0.38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TK15
23°1′

7.98″

113°22′

9.59″
① 0-0.1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16
23°1′

6.58″

113°22′

9.67″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TK17
23°1′

12.36″

113°22′

10.03″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1-0.37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片、砖块等

TK18
23°1′

11.71″

113°22′

10.16″

① 0-0.1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12-0.55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TK19
23°1′

11.24″

113°22′

10.61″

① 0-0.0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05-0.55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砖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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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0
23°1′

10.85″

113°22′

10.76″

① 0-0.17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② 0.17-0.67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等

TK21
23°1′

10.77″

113°22′

11.22″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② 0.2-1.3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等

TK22
23°1′

10.48″

113°22′

10.79″

① 0-0.3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3-0.8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等

TK23
23°1′

10.17″

113°22′

10.87″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

提取土样。② 0.2-0.4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片等

TK24
23°1′

9.71″

113°22′

10.88″

① 0-0.0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

提取土样。② 0.05-0.4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等

TK25
23°1′

9.27″

113°22′

10.94″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1-1.18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瓦片、陶片等

TK26
23°1′

8.79″

113°22′

10.99″

① 0-0.1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15-0.8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TK27
23°1′

8.31″

113°22′

11.03″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2-0.8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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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28
23°1′

8.11″

113°22′

11.42″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

提取土样。② 0.2-0.8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TK29
23°1′

10.28″

113°22′

11.35″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有大石块阻拦，无法

提取土样。② 0.1-2.6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TK30
23°1′

9.89″

113°22′

11.42″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渗水严重，无法提取

土样。② 0.1-2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TK31
23°1′

11.18″

113°22′

11.25″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

质致密，纯净，系生土。② 0.1-2.1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TK32
23°1′

9.03″

113°24′

36.75″

① 0-0.1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等
以下渗水严重，无法提取

土样。② 0.1-2 红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陶片、瓦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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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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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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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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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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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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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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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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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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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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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