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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黄埔区才筑科学家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工程

项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发源路以北，南方能源中心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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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祥

工作人员：宋中雷、常新宇、游习侃、王书奇、李孝伟等

工作时间：2023 年 8 月 30 日，202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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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黄埔区新龙镇柯岭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等 5个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

物 202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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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才筑科学家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对该项目用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

查面积 5923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发源路以北，开泰大道南侧，东二环高速公路东侧。

占地总面积 5923 平方米。该项目地势平坦，分为 2 个市政道路建设。源吉一街、二街，

路线均呈南北走向，南起现状发源路，一街终点接供电用地，二街终点无规划路相接。线

路范围内都为平地，部分区域已平整，部分区域已施工并铺设了水泥硬化面。源吉一街范

围内零星分布有活动板房。

经在源吉一街试探，该线路范围内地层堆积简单，具体情况如下：①层表土层，为灰

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以下为黄褐色或红褐色风化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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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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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区才筑科学家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发源路以北，开

泰大道南侧，东二环高速公路东侧，占地面积 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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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吉一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9′38.93″,E113°29′45.56″；东南

角 N23°9′39.69″,E113°31′32.70″；西北角 N23°9′48.22″,E113°29′

48.97″；东北角 N23°9′48.22″,E113°29′49.21″。

源吉二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9′40.49″,E113°29′53.40″；东南

角 N23°9′40.61″,E113°29′54.32″；西北角 N23°9′42.92″,E113°29′

53.34″；东北角 N23°9′42.96″,E113°29′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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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新龙镇柯岭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等 5 个项目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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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在广州市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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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在黄埔区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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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奥维地图）

图 4 项目地形红线图（建设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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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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区才筑科学家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工程所在的萝岗街道文物资源丰富，距

离该项目较近的文物资源有玉喦书院与萝峰寺、萝峰钟氏大宗祠、萝峰钟氏六宗

祠、诰封将军祠、金花庙、招隐亭、萝峰山高水长亭、天衢云路牌坊、萝峰文昌

庙、萝峰山摩崖石刻、“入胜”牌坊等不可移动文物。现举例说明：

玉喦书院与萝峰寺 位于萝岗街萝峰山。始建于南宋孝宗三年（1163），历

代有重修。旧称种德庵。由钟遂和出资兴建，用以延师讲学，其四子钟启初［字

圣德、号玉岩（嵒）］与后来官至宋右丞相的崔与之青少年时在此读书。宋开禧

元年（1205），钟玉岩中进士，官至参议中书省兼知政事、朝议大夫。嘉定十二

年（1219）告老还乡，在庵西旧日读书处筑萝坑精舍，供族中弟子读书。崔与之

（家居增城）与钟玉岩两人时相往来，常在萝坑精舍讲学。元朝时，钟玉岩的后

代钟复昌扩建萝坑精舍，更名为“玉岩书院”，塑玉岩遗像于此。明朝大学士方

献夫题“万代崇瞻”牌匾挂玉岩殿上，每年正月十五日，钟氏族人能文者始得在

此祭祖。祭毕，命题作文赋诗，直到近代。该书院是广州历史最早的书院之一。

书院总体布局巧妙而富于变化。以余庆楼、玉岩殿为主，左右建筑物相辅，

主次分明，但又不受传统对称手法局限，因山势而高低错落，横向铺开，并以深

邃曲折的回廊连贯全体，韵味无穷。书院处处奇花佳木，清香满堂，室内外翠色

交融，山泉清清，引入葫芦状的石质洗心池中，再导入观鱼池。整座书院与山林

景色十分协调。

书院东门外，还有八柱重檐歇山顶的山高水长亭，两进深的文昌庙［庙内碑

刻见第 页《张孝达（张之洞）诗碑》、《重建文帝庙碑》等］，“天衢云路”

石牌坊，以及候仙台、千年古荔、奇异石景。萝岗洞青山环抱，深冬时节，梅花

如雪。“萝岗香雪”曾是羊城八景之一，现常年对外开放。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

萝峰钟氏大宗祠 位于萝岗街萝峰迳子村。钟氏大宗祠同诰封将军祠、六宗

祠和荔圃祖祠一起组成钟氏大宗祠建筑群。每祠相距 20 米，原四祠并排连成一

线，总宽 109 米，深 58 米，占地面积 6322 平方米，始建于明代。现荔圃祖祠已

拆毁，仅余遗址。祠后相隔数十米为钟玉岩墓，墓下还有两排 5穴古墓，均为花

岗岩石砌成。大宗祠与钟玉岩墓中轴线连同一气，同是坐甲向庚，这种布局较为

罕见。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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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峰钟氏六宗祠 位于萝岗街萝峰迳子村，钟氏大宗祠左侧的诰封将军祠

旁，供奉钟氏七世祖元福，因排行第六故称六宗祠。其子文炳过继大房国器，保

存正统，故又称保宗祠。始建于明，历代有维修。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诰封将军祠 位于萝岗街萝峰迳子村，钟氏大宗祠左侧，供奉钟氏七世祖元

德。元德排行第二，其宗祠称二宗祠。其子钟税福，官任江宁游击，有功于国，

被封为昭勇将军，并诰封其父元德和封赠其祖父鼐公为昭勇将军，故又称将军祠。

始建于明，历代有维修，民国 38 年（1949）维修中堂。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

位。

天衢云路牌坊 位于萝岗街玉岩书院文昌庙前。始建于明，嘉靖十一年

（1532）扩建玉岩书院时增建。为一座两柱一间柱出头牌坊，以花岗岩石打制而

成。牌坊高 4.2 米，宽 3.2 米，坊柱顶各有石狮，柱前后有抱鼓石，左右两边建

有围栏。柱上用两根石横梁构成牌坊。石雕图案，前刻“云路”，后刻“天衢”

等字，坊前下首为一半月形石制月台，石雕栏板，17 级台阶始到牌坊，整个牌

坊显得高峻壮观。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入胜”牌坊 坐落在萝岗街萝峰竹松村尾。始建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

在扩建玉岩书院时增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原为玉岩书院入口（现

入口已改道），是一座青砖石门夹、两柱单门三楼。门口正面上方石匾前刻有“入

胜”，后刻有“出尘”等字。石雕对联“地终蓬岛大千界；路入萝峰第一关”，

为大岗谭国恩书。沿石板路直通玉岩书院。此路在建广惠高速路时被填埋。现为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所）在该地块内开展过考古工作。

1965 年，在萝岗暹岗大岭南面小山冈上，当地农民种树时挖出 5件青铜器。

1973 年复查时采集到大批印纹陶片和一些石器。

1965 年，东郊萝岗公社暹岗大队农民在苏元山西北发现剑、戈等 5 件春秋

时期的青铜器。

1999—2000 年，配合广州北二环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萝岗镇萝岗村马窿和龟岗、火村锥林岗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瓮、罐、釜、

鼎、豆、盆、钵、杯、器座等硬陶器。纹饰主要有夔纹、勾连云雷纹、曲折纹、

方格纹、菱格纹、重圈纹、旋涡纹、篦点纹、席纹、“米”字纹及组合纹等。石

器有斧、锛、凿、戈等，这类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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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2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市二中在开发区的高中部建设

工程，对萝岗苏元山先秦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调查 20000 平方米，

勘探 2000 平方米，发掘 400 平方米，出土大量先秦几何印纹硬陶陶片。

2006 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萝岗隔田山发掘商时期文化遗存，清理

墓葬 1座，随葬夹砂陶釜、罐等器物。

2006年 4-12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广州科学城范围的大朗村三兜树、

线坑村百草山、石桥村隔田山、姬堂村牛佛公和蹦眼睛等 5处先秦遗址进行了考

古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 45000 平方米，发掘面积 4000 平方米，清理商、西周、

春秋三个时期的墓葬、灰坑、干栏式建筑柱洞等遗迹，并于隔田山北坡发现了宋

代村落遗址。

2012 年 2-3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萝岗区水西环路西侧的萝岗中心

城区保障性住房一期项目建筑工地进行考古勘探，面积 10000 平方米，未发现重

要文化遗存。

2022 年 6 月-9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广州市黄埔区暹岗古墓考古发掘

项目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完成发掘面积 135 平方米，共清理墓葬 5座。其中，

明代墓葬 3座，宋代墓 2座，并对其中 5座进行清理。共出土陶墓志、陶罐、瓷

碗、银发簪、铜钱等文物 45 件/套。

图 5 2022 年广州市黄埔区暹岗古墓考古发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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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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工作日，已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2024 年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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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由张百祥、宋中雷、常新宇、游习侃、王书奇等人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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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发源路以北，开泰大道南侧，东二环高速

公路东侧。占地总面积 5923 平方米。该项目地势平坦，分为 2个市政道路建设。

源吉一街、二街，路线均呈南北走向，南起现状发源路，一街终点接供电用地，

二街终点无规划路相接。线路范围内都为平地，部分区域已平整，部分区域已施

工并铺设了水泥硬化面。源吉一街范围内零星分布有活动板房。该项目紧邻隔田

山遗址。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图 6 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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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现场踏查（北-南）

图 8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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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西-东）

图 10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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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南-北）

图 12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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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南-北）

图 14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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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东-西）

图 16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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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东-西）

图 18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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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源吉一路内部现状（北-南）

图 20 源吉二路内部现状（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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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源吉二路内部现状（西-东）

图 22 源吉二路内部现状（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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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古试探

由于源吉二路大部分区域为水泥硬化面，地表堆积大量建筑垃圾，我们仅在

源吉一路范围内进行了考古试探工作。提取 10 个标准型探孔，编号为 TK1-TK10，

具体情况如下：

图 23 试探探孔位置分布图（黄色标记点）

图 24 地表清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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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土样提取（西-东）

图 26 土样分析（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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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1：位于源吉一路中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3.31″，E113°29′

46.6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4 米，厚 0.4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27 TK1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2：位于源吉一路中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2.92″，E113°29′

46.54″。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68 米，厚 0.68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28 TK2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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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3：位于源吉一路中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2.21″，E113°29′

46.4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85 米，厚 0.8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有大石块，无法提取土样。

图 29 TK3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4：位于源吉一路中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2.04″，E113°29′

46.40″。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1.0 米，厚 1.0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0 TK4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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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5：位于源吉一路中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1.75″，E113°29′

46.34″。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68 米，厚 0.68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有大石块，无法提取土样。

图 31 TK5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6：位于源吉一路中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1.43″，E113°29′

46.29″。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65 米，厚 0.6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有大石块，无法提取土样。

图 32 TK6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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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7：位于源吉一路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1.21″，E113°29′

46.24″。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22 米，厚 0.22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3 TK7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8：位于源吉一路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0.98″，E113°29′

46.22″。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55 米，厚 0.55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4 TK8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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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9：位于源吉一路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0.67″，E113°29′

46.17″。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4 米，厚 0.4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5 TK9 土样（一米标杆，土样由左往右）

TK10：位于源吉一路南部，探孔中心坐标为:N23°9′40.19″，E113°29′

46.07″。地层堆积情况如下：

①层：表土层，距地表深 0-0.3 米，厚 0.3 米，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

含植物根系。以下为黄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图 36 T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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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新龙镇柯岭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等 5 个项目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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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配合黄埔区才筑科学家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对该项

目用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积 5923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发源路以北，开泰大道南侧，东二环高速

公路东侧。占地总面积 5923 平方米。该项目地势平坦，分为 2个市政道路建设。

源吉一街、二街，路线均呈南北走向，南起现状发源路，一街终点接供电用地，

二街终点无规划路相接。线路范围内都为平地，部分区域已平整，部分区域已施

工并铺设了水泥硬化面。源吉一街范围内零星分布有活动板房。

经在源吉一街试探，该线路范围内地层堆积简单，具体情况如下：①层表土

层，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以下为黄褐色或红褐色风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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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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黄埔区才筑科学家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工程考古调查试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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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31″ 113°29′46.62″ ① 0-0.4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为黄褐色风化

土，土质致密、纯净，

系生土。
TK2 23°9′42.92″ 113°29′46.54″ ① 0-0.68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为黄褐色风化

土，土质致密、纯净，

系生土。
TK3 23°9′42.21″ 113°29′46.42″ ① 0-0.8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有大石块，无法

提取土样。

TK4 23°9′42.04″ 113°29′46.40″ ① 0-1.0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为黄褐色风化

土，土质致密、纯净，

系生土。
TK5 23°9′41.75″ 113°29′46.34″ ① 0-0.68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有大石块，无法

提取土样。

TK6 23°9′41.43″ 113°29′46.29″ ① 0-0.6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有大石块，无法

提取土样。

TK7 23°9′41.21″ 113°29′46.24″ ① 0-0.22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

土，土质致密、纯净，

TK8 23°9′40.98″ 113°29′46.22″ ① 0-0.55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

土，土质致密、纯净，

TK9 23°9′40.67″ 113°29′46.17″ ① 0-0.4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为红褐色风化

土，土质致密、纯净，

TK10 23°9′40.19″ 113°29′46.07″ ① 0-0.3
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含植物根

系

以下为黄褐色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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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