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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干管完善工程

项目地点：荔湾区花地河流域片区

建设单位：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项目领队：饶晨

工作人员：程浩、常新宇、霍志强、王书奇、李孝伟等

工作时间：2023 年 12 月 5 日，2024 年 1 月 12 日-15 日、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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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干管完善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1336 号）

指导意见，受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托，我院配合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

干管完善工程建设，对该项目用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积 18672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荔湾区花地河流域片区，总面积 18672 平方米，分为菊树泵站和

污水主管顶管。其中菊树泵站大部分区域位于“荔湾区如意坊放射线系统工程（二期）”

项目内，范围内为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项目部；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大部分

为水泥硬化面及填垫形成的坡地，部分区域为绿化、河涌。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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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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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单位可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其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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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干管完善工程位于荔湾区花地河流域片区，分为菊树

泵站和污水主管顶管，占地面积 18672 平方米，由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负责建设。

该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03′32.56″,E113°13′14.38″；东南

角 N23°03′38.70″,E113°13′33.53″；西北角 N23°03′32.98″,E113°

13′13.86″；东北角 N23°03′38.66″,E113°13′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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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干管完善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

（文物 20231336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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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在荔湾区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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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奥维地图）

图 4 项目卫星红线图（业主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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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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干管完善工程所在的东漖街道文物资源较少，距离该

项目较近的文物资源有北溪郭公祠、东漖郭氏大宗祠、五显古庙、晚兴麦公祠等

不可移动文物。现举例说明：

北溪郭公祠位于东漖村观兰坊内，是东漖村北溪郭姓族人的分支宗祠。始建

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2005 年重修。现为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东漖郭氏大宗祠位于东漖村仁秀坊 185 号。是东漖村郭氏的宗祠。始建于明

朝正德年间。现为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五显古庙位于西塱村大桥大街。庙内供奉五显神灵。始建于清代中叶，光绪

十九年（1893）西塱乡民出资重修。古庙规模较小，坐北朝南，单间一进。现为

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晚兴麦公祠位于西塱村大桥大街，是西塱大桥村麦氏的分支祠堂。始建于

1936 年。现为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在该地块附近，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开展考古工作：

1989 年 12 月 19 日，位于白鹤洞街山顶的广州钢铁厂建筑工地发现一座西

汉古墓，挖出 6件陶器。古墓距地表约 2米处已被破坏，多数地方已经浇灌了混

凝土。在墓坑一侧发现一块长约 2米、宽 40 厘米、厚 6厘米的残存椁板。另有

一块椁木还在 2米深的坑底。古墓周围已打了水泥基础，墓坑范围无法测量，只

在西边尚可观察到墓坑的边壁。墓坑的填土为原坑土，在填土中还发现一软质红

陶器残片。

2014 年 11 月，对荔湾区东漖城中村改造项目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

勘探面积 1800 平方米，淤积层中发现宋代青瓷碗和黄釉陶罐遗物，未发现需要

发掘的考古遗存。

2016 年 10 月，对广钢新城第三期、第四期 AF040206、AF040218、AF040219、

AF040220、AF040221、AF040224、AF040225、AF040233、AF040408、AF040409、

AF040410 等 11 宗地块进行了，勘探面积 17000 平方米，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17 年 9 月，对荔湾区龙溪大道 AF030534-5 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

作，勘探面积 1500 平方米，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2 年 3 月，对荔湾区西塱 AF022050 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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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工作日，已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2024 年 1 月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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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由饶晨、程浩、常新宇、霍志强、王书奇、李孝伟等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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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位于荔湾区花地河流域片区，总面积 18672 平方米，分为菊

树泵站和污水主管顶管。其中菊树泵站大部分区域位于“荔湾区如意坊放射线系

统工程（二期）”项目内，范围内为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项目部；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及填垫形成的坡地，部分区域为绿化、

河涌。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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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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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现场踏查（南-北）

图 7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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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北-南)

图 9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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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图 11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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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图 13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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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图 15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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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图 17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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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图 19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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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图 21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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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图 23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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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西)

图 25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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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南-北)

图 27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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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西-东)

图 29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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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现状（西南-东北)

图 31 菊树泵站范围内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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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菊树泵站范围内现状（东北-西南）

图 33 菊树泵站范围内现状（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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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菊树泵站范围内现状（西-东）

图 35 菊树泵站范围内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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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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干管完善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

物 20231336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托，我院配

合荔湾区花地河西侧污水干管完善工程建设，对该项目用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

作，完成调查面积 18672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荔湾区花地河流域片区，总面积 18672 平方米，分为菊

树泵站和污水主管顶管。其中菊树泵站大部分区域位于“荔湾区如意坊放射线系

统工程（二期）”项目内，范围内为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项目部；

污水主管顶管范围内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及填垫形成的坡地，部分区域为绿化、

河涌。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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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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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单位可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其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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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