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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

项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同德围南北高架与粤溪北路交叉口东北

建设单位：广州广建瑶台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领队：覃杰

工作人员：秦东辉、朱霖、陈生娥等

工作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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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的复函》（文物 20241181 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广建瑶台城中村改造投资有

限公司委托，我院配合该项目地块建设，对该项目范围 4.38 万平方米进行考古

调查工作。

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同德围南

北高架与粤溪北路交叉口东北，京广铁路西侧、增埗河东侧，占地面积 4.38 万

平方米。该地块地势平坦，现为公交站场、充电站、废弃厂房，地表为水泥硬化

面，不具备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和古代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建议：

根据考古调查结果，在该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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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古调查对于今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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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可以继续按规定完善施工建设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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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同德围南

北高架与粤溪北路交叉口东北，京广铁路西侧、增埗河东侧，占地面积 4.38 万

平方米。由广州广建瑶台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该项目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10′07.82"，E113°14′12.21"，东南角

N23°10′07.54"，E113°14′18.99"，东北角 N23°10′18.55"，E113°14′

20.86"，西北角 N23°10′16.99"，E113°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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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的复函》（文物 20241181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广建瑶台城中村改造投资有限

公司委托，由我院负责该项目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

图 1 项目在广州市的位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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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在越秀区的位置图（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图 3 项目周边位置图（腾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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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卫星影像图（腾讯卫星地图）

图 5 项目红线地形图（甲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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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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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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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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致密度、包含

物、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现场留取图象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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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周边有部分文物资源。根据《广州市文

物普查汇编·越秀区卷》，该项目周边的不可移动文物有近朝陈公祠、瑶溪蔡公

祠、崇勋蔡公祠、何氏大宗祠、瑶台门楼、粤剧八和公墓，详细介绍如下：

图 6 项目地块周边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示意图（腾讯卫星地图）

近朝陈公祠 位于矿泉街瑶台前进大街 17 号。建于清代。坐西朝东，三间

两进，总面阔 15.65 米，总进深 19.8 米，建筑占地 296.5 平方米。祠堂前地坪

220 平方米。青砖墙石脚，硬山顶，黄色琉璃瓦。内外墙面贴瓷砖，红耐磨砖地

板，大门口墙楣及山墙内壁上端施彩画诗词。

瑶溪蔡公祠 位于矿泉街瑶台朝阳大街 9号。坐西朝东。祠堂门前旷地 180

平方米。绿琉璃瓦硬山顶，青砖墙石脚，石檐柱，木金柱，内墙贴瓷砖，外墙全

部采用原保留的明线青砖，红色耐磨砖地板，木行瓦下沿祠堂内墙及大门口墙楣

配壁画诗词，两组石柱对联，6组木刻对联。

图 7 近朝陈公祠 图 8 瑶溪蔡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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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勋蔡公祠 位于矿泉街瑶台人民大街 28 号。建于清代。坐西朝东，三间

两进，总面阔 11.5 米，总进深 22.9 米，建筑占地 270 平方米。门前地坪约为

318 平方米。祠堂主体建筑为绿琉璃瓦硬山顶，青砖墙石脚，石檐柱，木金柱，

内墙贴瓷砖。大门口墙楣及祠堂内壁上端绘壁画诗词，柱上俱挂木刻对联。

何氏大宗祠 位于矿泉街王圣堂大街 60 号。坐北朝南，面阔三间 12.46 米，

深二进 26.6 米，占地面积约为 330 平方米。绿琉璃瓦硬山顶，青砖墙石脚，石

檐柱，木金柱，内外墙面贴瓷砖，红色耐磨砖地板，桁瓦下沿祠堂内墙及大门口

墙楣配壁画诗词，两组石柱对联，六组木刻对联。

图 9 崇勋蔡公祠 图 10 何氏大宗祠

瑶台门楼 又称红门楼、西闸门。位于矿泉街瑶台向阳大街 42 号。据说始

建于明代。坐东朝西，正面阔 4.25 米，深 4.25 米，建筑面积 18.5 平方米。建

筑为砖木结构，青砖外墙。现前贴红瓷砖、内墙贴白瓷砖，上盖琉璃瓦。花岗石

门额阴刻“瑶台”二字。

粤剧八和公墓 位于矿泉街走马岗路。坐北朝南。1957 年粤剧八和会馆斥

资建围墙、门楼，门楼汉白玉门额阴刻楷书“粤剧八和公墓”字样，年款：一九

八七年八月。落款：粤剧八和联谊会立。该墓园长 33.4 米，宽 24.8 米，呈不规

则形状，占地面积 736 平方米。葬有粤剧艺人等墓穴 736 穴，其中以薛觉先、梁

荫堂两墓穴最为宏大、壮观。薛觉先墓为抄手墓，由护岭、坟头、石碑、山手、

拜台等组成。墓穴以水泥构筑，呈半月形。坟头嵌花岗岩碑石，上刻“先考讳觉

先薛公府君 妣雪卿唐氏夫人合墓”，年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落款：

子鸿楷立石。下置薛府拜桌。山手立石狮、垫石刻“薛府”二字。护岭上竖一花

岗岩石碑，碑头雕刻卷尾草如意纹，碑内阴刻“四十载饮誉舞台亦生亦旦天南独

帜，毕一生尽忠艺术能文能武海角同钦”。上款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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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广州粤剧工作团艺术委员会主任。下款书：薛觉先先生治丧委员会立。

梁荫堂墓为石墓形，一对威武雄壮的石狮子坐落在拜庭前，石座刻“梁府”

二字。拜庭用墨色花岩石铺砌，石碑用连州青石打制而成，碑头雕刻双凤朝阳，

衬以祥龙，雕工精细，碑内阴刻行书：“奇人奇艺，一代宗师”。上款书：“著

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梁荫堂先生永垂”，下款书：“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立石 黎

子流□□□□□□”。

其余墓葬多属民国初年以来的，而且大多以半桶形，批石米建造，也有“门”

形的或只立碑的。

2009 年 9 月，公布为越秀区文物保护单位。

瑶台柳园岗臣辛墓 1982 年夏秋间，配合广州火车站客技站扩建工程，在

三元里瑶台村柳园岗发掘南越国时期墓葬 43 座，其中“臣辛”墓是保存得最好

的一座。

此墓位于柳园岗的岗腰处。墓坑长 4、宽 3、深 6米。葬具为 1棺 1椁。木

椁保存完好，椁室四壁各用 2块厚木板叠成，底板 3块，纵铺。其下横列两根枕

木做承接。椁盖板 8块，横铺，外加一匝边框，系用 4条长木枋组成。椁内充满

积水，木棺 1具，内髹朱漆，外髹黑漆，盖已漂离，棺体亦断裂，但保存原状。

尸骨全朽，仅存乌黑头发 1束，棺底残留一些人字纹篾席，余无他物。

随葬品绕放在棺具四周，以漆、木器为主，余为铜器和陶器，共 101 件。漆

器有奁、耳环、盆、蝶、盒、钫、金等，多是木胎素身，有些用红、黄漆绘简单

的卷云纹；木桶 24 件，有立俑、跪坐俑等。椁右侧有小木剑 12 把，左侧置髹朱

漆木鸠杖 1根。铜器有鼎、盆、壶、镜、勺、瓿等；陶器有瓮、罐、瓿、盒、盆、

璧等；还有 1只小碗和小罐，为原始青瓷器。

出土的 1件陶瓿，通高 26.6 厘米，两耳上部各打印“臣辛”二字的戳印。

“辛”是墓主的名字，当是南越国的一位官吏。

此墓最特异的是，在椁盖上置一镇墓的木俑，作箕踞而坐的姿态，断发纹身，

手握阳具，其寓意可能是压胜，以拱卫墓主。这与马王堆 1号汉墓在墓道上处置

一护墓大木俑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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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柳园岗 M11 椁盖 图 12 柳园岗 M11 棺具及随葬器物

图 13 文身木俑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该项目周边开展过一系列考古工作，详细情况如下：

2021 年 3 月，对越秀区北站路 71 号茶叶仓地块商住楼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

工作，未发现其他古代文化遗存及不可移动文物。

2021 年 8 月-2023 年 8 月，对广州地区机山巷职工保租房项目地块（越秀区

AY0145 规划管理单元）（南地下车库片区）西部片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共发现 12 座墓葬，其中，汉代墓葬 7座、南朝墓葬 4座、明清时期墓葬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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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2023 年 3 月，对广州地区机山巷职工保租房项目地块（越秀区

AY0145 规划管理单元）（南地下车库片区）东部片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共发现 31 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汉至明清墓葬 27 座，沟 3条，灰坑 1处。包

括汉代墓葬 6 座、晋南朝墓葬 8 座、沟 2 条、隋唐墓葬 12 座、沟 1 条、灰坑 1

处、明清墓葬 1座。

2021 年 8 月-2023 年 8 月，对广州地区机山巷职工保租房项目地块（越秀区

AY0145 规划管理单元）（北地下车库片区及联通走道）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

作，共发现 56 处古代文化遗存，包括墓葬 48 座、灰坑 5处、沟 3条。其中，汉

代墓葬 12 座、灰坑 3 处，南朝时期墓葬 8 座、沟 3条，唐代墓葬 2座，明清时

期墓葬 26 座、灰坑 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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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踏查

现场踏查覆盖整个项目范围，工作时间为 2 个工作日，已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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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由覃杰、秦东辉、朱霖等人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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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了解，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

同德围南北高架与粤溪北路交叉口东北，京广铁路西侧、增埗河东侧，占地面积

4.38 万平方米。该地块地势平坦，现为公交站场、充电站、废弃厂房，地表为

水泥硬化面，不具备试探条件。

调查时地表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和古代文化遗存。

图 14 工作人员现场查看项目红线范围（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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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工作人员现场踏查（南-北）

图 16 工作人员会议讨论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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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项目地块现状（上为北）

图 18 地块北部现状（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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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地块北部现状（南-北）

图 20 地块东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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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块东北部现状（东北-西南）

图 22 地块东北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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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地块东北部现状（北-南）

图 24 地块东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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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地块中部、东部现状（东北-西南）

图 26 地块中部、南部现状（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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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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的复函》（文物 20241181 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广建瑶台城中村改造投资有

限公司委托，我院配合该项目地块建设，对该项目范围 4.38 万平方米进行考古

调查工作。

越秀区瑶台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首开区地块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同德围南

北高架与粤溪北路交叉口东北，京广铁路西侧、增埗河东侧，占地面积 4.38 万

平方米。该地块地势平坦，现为公交站场、充电站、废弃厂房，地表为水泥硬化

面，不具备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和古代文化遗存。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考古调查结果，在该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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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古调查对于今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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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可以继续按规定完善施工建设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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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他科研机构

和有关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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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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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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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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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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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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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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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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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埋藏但未立

即停工、保护现场并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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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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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有关及其它具有特别科研价值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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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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