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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

项目地点：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以南，星业路以东

收储单位：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项目领队：梁云诗

工作人员：罗翀、常新宇、游习侃、王书奇、邓学恩、邓西林

工作时间：2023 年 10 月 26 日，2024 年 1月 1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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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1134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委托，我院配合从化区鳌头镇

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收储出让，对该地块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

查面积 34462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以南，星业路以东，总面积约

为 34462 平方米。地块以平地为主，东北部地势略高。现场踏查时，东北部地表堆放了大

量建筑垃圾，其余大部区域地表长有杂草，部分区域已被平整、裸露生土。

经试探，该地块内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具体情况如下：①层表土层或垫土层，为灰褐

色或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红褐色或黄褐色黏土，系生

土。部分区域①层下有大石块，无法继续提取土样。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建议：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和试探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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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对于今后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收储单位可按规定继续办理地块收储出让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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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一、项目概况 ............................................. 1

二、考古调查 ............................................. 4

（一）工作方法 ....................................... 4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 5

（三）现场调查 ....................................... 7

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 18

（一）考古调查结果 .................................. 32

（二）文物保护意见 .................................. 32

附录一 广州市文物局关于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

东南侧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 ........................ 33

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质证书 ............ 37

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 38

附录四 关于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 41



1

一、项目概况

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位于广州市从化区鳌头

镇龙聚大道以南，星业路以东，占地面积 34462 平方米，由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

备开发中心收储出让。

该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38′27.04″,E113°26′32.05″；东南

角 N23°38′27.03″,E113°26′33.66″；西北角 N23°38′39.54″,E113°

26′28.74″；东北角 N23°38′39.34″,E113°26′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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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考古调查勘探

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1134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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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地块在从化区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图 3 项目地块周边环境示意图（奥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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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地块卫星红线图（收储单位提供）

图 5 项目地块地形红线图（收储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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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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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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所在的鳌头镇文物资源

较丰富，距离该项目较近的文物资源有存理李公祠、文昌塔、孙氏宗祠、崇本学

堂、铺锦炮楼、鲁封曾公祠、严礼亭、黄氏夫妇墓、宗盛庾公祠、庾氏宗祠、洞

勇邝公祠、宥全萧公祠、罗氏宗祠、陈伯恩民宅、曾氏宗祠、毓生家塾、裕堂家

塾等不可移动文物。现举例说明：

存理李公祠 位于鳌头镇象新村下塘自然村，左临澄水，右对青山，前有明

堂，左、右、后荔枝翠竹环抱。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民国 32 年（1943）

重修，现状保持较好。建筑占地 588 平方米。结构完整，有桅杆夹。墙楣壁画技

法中西结合，诗词和壁画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记录了祠堂的历史和日军

侵华的史实，颇为珍贵。建筑表现手法丰富细腻，正脊的灰塑、梁架、檐板木雕、

窗花砖雕、墙楣彩绘、题诗等是本祠的点睛之笔。三进墙身皆为镬耳山墙，各进

的木柱皆为棱形柱，下垫柱櫍，覆盘柱础。三进的布局是拾级而高，通过三级踏

步进入。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孙氏宗祠 位于鳌头镇塘贝村。始建于宋代，现存建筑为清代风格。祠坐东

朝西，建筑占地 612 平方米。灰塑瓦脊，第一进是博古脊，正面中间有 8只北狮

群浮雕，两头有博古。第二、第三进正脊是龙船脊，上面各有两只鳌鱼相对。第

三进垂脊两头下端起翘，素瓦勾头滴水剪边。封檐板有木雕人物、花草、飞禽走

兽图案。墀头有砖雕。现为从化市文物保护单位。

崇本学堂 位于鳌头镇官庄村。陈姓族人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保存

大量清前期构件，建筑风格体现当时的精粹。立于官庄古圩的左首，右、后为古

民居建筑群，前方有水塘。坐东北朝西南。现为从化区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塔 位于鳌头镇小坑村一广袤平坦之地，周边良田翠树，东侧有一水圳

（小溪）流过。明朝末年，由当地刘氏出资修建。历代都曾多次修护，最近一次

重修在 1993 年，修复时以钢筋水泥楼面代替木质楼板。坐东朝西，为四面三层

楼阁式塔。砖、石结构。塔身平面正方形，边长 6米。四角攒尖琉璃宝珠顶，通

高 23 米。塔顶坡度平缓，四脊端立石雕麒麟，生动传神。各层出檐短浅，略有

生起，上下皆绘饰花卉图案，两端施朱红色博古纹。第一层文昌楼，塔室供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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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塑像。第二层财帛星君楼，内敬祀财帛星偶像。财帛星君乃管财富的神。第三

层是魁星楼，拜奉魁星神像。现为从化区文物保护单位。

图 6 文昌塔

在该地块附近，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开展考古工作：

2014 年-2015 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从化流溪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

查。在地块东部沙迳村高塱队村西山岗北坡高塱遗址调查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商代的陶片。在地块东部沙迳村北茶山南部山顶茶山遗址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

晚期至商代的陶片。

2019 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鳌头商住地块进行过考古调查，除调查

时发现 3处现代墓，未发现其他古代文化遗存。

2019 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从化区鳌头镇桥头村储备地进行了考古

调查，调查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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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现场踏查覆盖整个项目用地范围，工作时间为 3个工作日，已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2024 年 1 月 1 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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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由梁云诗、罗翀、游习侃、王书奇、王万治等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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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以南，星业路以东，

总面积约为 34462 平方米。地块以平地为主，东北部地势略高。现场踏查时，东

北部地表堆放了大量建筑垃圾，其余大部区域地表长有杂草，部分区域已被平整、

裸露生土。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地块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图 7 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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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现场踏查（东南-西北）

图 9 地块内全景（上西-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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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地块外北部地形地貌（南-北）

图 11 地块外东部地形地貌（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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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外南部地形地貌（北-南）

图 13 地块外西部地形地貌（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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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块内北部现状（上东-下西）

图 15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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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图 17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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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块内北部现状(东-西）

图 19 地块内北部现状(东-西）



14

图 20 地块内北部现状(东-西）

图 21 地块内北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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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内北部现状（南-北）

图 23 地块内北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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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内北部现状（西-东）

图 25 地块内东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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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地块内中部现状（上东下西）

图 27 地块内中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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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地块内中部现状（东北-西南）

图 29 地块内中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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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地块内中部现状（东-西）

图 31 地块内中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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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地块内中部现状（西-东）

图 33 地块内南部现状（上东-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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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地块内南部现状（西-东）

图 35 地块内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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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地块内南部现状（东-西）

图 37 地块内南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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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地块内南部现状（南-北）

图 39 地块内南部现状（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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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古试探

为进一步了解并掌握该地块内地层堆积情况，我们在地块范围内进行了试

探。选取 12 个标准型探孔，编号为 TK1-TK12，具体情况如下：

图 40 标准型探孔位置分布图(黄色标记点）

图 41 试探孔清表工作照（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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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试探孔提取土样工作照（西北-东南）

图 43 试探孔分析土样工作照（西北-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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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位于地块内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6.50″，E113°26′

32.05″。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2 米，厚 0.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4 TK1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2：位于地块内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8.06″，E113°26′

31.01″。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15 米，厚 0.1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红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5 TK2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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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3：位于地块内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6.86″，E113°26′

31.63″。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0.45 米，厚 0.45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含植物根系、石子。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6 TK3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4：位于地块内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7.51″，E113°26′

31.41″。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05 米，厚 0.0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红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7 TK4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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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5：位于地块内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6.91″，E113°26′

30.08″。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0.7 米，厚 0.7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含植物根系、石子。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48 TK5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6：位于地块内东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8.78″，E113°26′

31.0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1.1 米，厚 1.1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含植物根系、石子。以下有大石块，无法继续提取土样。

图 49 TK6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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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7：位于地块内西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7.50″，E113°26′

28.74″。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0.95 米，厚 0.95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含植物根系、石子。以下有大石块，无法继续提取土样。

图 50 TK7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8：位于地块内西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5.40″，E113°26′

28.34″。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0.8 米，厚 0.8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1 TK8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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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9：位于地块内西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4.36″，E113°26′

28.9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0.65 米，厚 0.65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2 TK9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0：位于地块内西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3.72″，E113°26′

29.4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0.65 米，厚 0.65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

松，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3 TK10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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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1：位于地块内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2.96″，E113°26′

31.2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05 米，厚 0.0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2 TK11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2：位于地块内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38′32.03″，E113°26′

32.4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垫土层，距地表深 0-0.6 米，厚 0.6 米，为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

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53 TK12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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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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考古调查勘探

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1134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从化区土地储备开发中

心委托，我院配合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收储出让，

对该地块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积 34462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以南，星业路以东，

总面积约为 34462 平方米。地块以平地为主，东北部地势略高。现场踏查时，东

北部地表堆放了大量建筑垃圾，其余大部区域地表长有杂草，部分区域已被平整、

裸露生土。

经试探，该地块内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具体情况如下：①层表土层或垫土层，

为灰褐色或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砂砾；以下为红褐色或黄

褐色黏土，系生土。部分区域①层下有大石块，无法继续提取土样。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和试探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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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对于今后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收储单位可按规定继续办理地块收储出让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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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化区鳌头镇龙聚大道与星业路交叉口东南侧地块考古调查试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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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6.50″ 113°26′32.05″ ① 0-0.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砂砾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2 23°38′38.06″ 113°26′31.01″ ① 0-0.1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砂砾

以下为红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3 23°38′36.86″ 113°26′31.63″ ① 0-0.45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石子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4 23°38′37.51″ 113°26′31.41″ ① 0-0.0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砂砾

以下为红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5 23°38′36.91″ 113°26′30.08″ ① 0-0.7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石子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6 23°38′38.78″ 113°26′31.09″ ① 0-1.1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石子

以下有大石块，无法继续提取

土样。

TK7 23°38′37.50″ 113°26′28.74″ ① 0-0.95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石子

以下有大石块，无法继续提取

土样。

TK8 23°38′35.40″ 113°26′28.34″ ① 0-0.8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砂砾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9 23°38′34.36″ 113°26′28.90″ ① 0-0.65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砂砾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10 23°38′33.72″ 113°26′29.42″ ① 0-0.65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砂砾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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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1 23°38′32.96″ 113°26′31.22″ ① 0-0.0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砂砾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TK12 23°38′32.03″ 113°26′32.40″ ① 0-0.6
灰黄色黏土，土质较疏松，含植物根

系、砂砾

以下为黄褐色黏土，土质致

密、纯净，系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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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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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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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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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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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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