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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白云区天成庄路北侧地块储备项目

项目地点：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天成庄路北侧

业主单位：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项目领队：黄碧雄

工作人员：谷俊杰、赵望、张四喜、田铁牛 等

工作时间：2025年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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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白云区天成庄路北侧地块储备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

物 20241499号）指导意见，受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委托，由我院配合该项目地块出让，对该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

积 254053平方米。

经了解，该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天成庄路北侧，总面积

254053平方米。项目地块为平地，地块西南为厂房，其余区域为农田、道路、

水塘等。地块内不具备考古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在地表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结果，在该项目地块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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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本次考古

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业主单位可以按规定完善土地出让的其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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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请文物行政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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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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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白云区天成庄路北侧地块储备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天成庄路北

侧，占地面积 254053平方米，业主单位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

管理委员会。

项目地块广州 2000平面坐标系四至坐标为：西南角（X：255251.3860，Y：

51149.4670）；东南角（X：254857.6580，Y：51683.5520）；西北角（X：255488.5200，

Y：51333.4170）；东北角（X：255547.3150，Y：52223.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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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白云区天成庄路北侧地块储备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

物 20241499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管理委员

会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地块出让，对该项目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工作。

图 1 地块在广州市的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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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块在白云区的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图 3 地块红线示意图（世纪空间卫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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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块周边环境示意图（高德地图）

图 5 天成庄路北侧地块储备项目影像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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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查两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项目地块范围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

资料，初步了解该项目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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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项目地块范围内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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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应熟悉项目地块的地形地貌，观察地块内地层断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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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小组至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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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经查阅《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可知，钟落潭镇的文物资源较丰

富：有以上村岭和日月岭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存地点；有以西湖社学、劝耕家塾、

黎光别墅、灿兴书舍、普通书局等为代表的传统人文建筑，有以《西湖社学重建

社学碑记》石碑为代表的碑记，有以元代邓秉成夫妇合葬墓为代表的古墓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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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则是以曾氏大宗祠、洪圣古庙为代表的祠庙。现将距离该地块较近的文物资

源简单介绍如下：

上村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位于钟落潭镇梅田村边名为上村岭的山岗上。

山顶和山腰都发现有各种印纹陶片，多为印纹硬陶，质坚。纹饰以夔龙纹、雷纹、

方格纹、篦纹较为精致。此外还出土残石环、石锛各 1件。

图 6 上村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

日月岭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位于钟落潭镇五龙岗村边的两座山岗上，日岭

在北，月岭在南。日岭表土层剥落，露出不少夔纹、雷纹、方格纹、曲折纹和绳

纹等陶片，其中以方格纹为多。另发现几块制作石器时使用的砺石，却未见石器。

在月岭仅见几块方格纹陶片。

图 7 日岭文化遗存 图 8 月岭文化遗存

清·董氏祖墓：清梅田村董氏祖墓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梅田村松园岭上。始

建年代不详，1988年重修。坐东南朝西北。墓地宽 11.6米，深 20.8米，占地

面积约 241平方米。

为红砖砌筑混凝土压顶的交椅墓，由享堂、垄环、山手、踢靴等组成。两墓

并列，左为父墓，右为子墓，享堂前为共用的平台。左墓垄环正中有“祥云涌月”

雕，其下立花岗岩墓碑，正中刻“始祖显考道严董公府君妣董门朱氏夫人合墓”。

右墓垄环正中有宝珠石雕，下立墓碑，正中刻“显考文进、文贵董公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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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有石拜桌。

在梅田村中，仍保留有董氏宗祠以及文贵董公祠，可与该祖墓相对应，为研

究该村董姓族人的迁徙及发展情况提供了实物的史料，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两墓

重修后，一直保持现状。墓葬位于村西北面，四周为农田，东边不远处为京珠高

速公路。2011年 6月被公布为白云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清·董氏宗祠：梅田村董氏宗祠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梅田村。始建年代不详。

坐东南朝西北。三间两进，总面阔 12.2米，总进深 26.2米，占地面积约 320

平方米。砖木结构，硬山顶，耳封火山墙，灰砂平脊，碌灰筒瓦，素瓦当，穿斗

与抬梁式结合梁架，青砖墙石脚。宗祠右边为文贵董公祠，左边为民居。2011

年 6月被公布为白云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文贵董公祠：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梅田村。始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坐东

南朝西北。三间两进，头门面阔 10.8米，总进深 26.35米，占地面积约 285平

方米。砖木结构，硬山顶，镬耳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筒瓦，穿斗与抬梁

式结合梁架，青砖墙石脚。2011年 6月被公布为白云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三圣古庙：位于钟落潭镇梅田村，是乡间供奉“三圣”的神庙。始建于明朝

泰昌元年（1620年），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重建。该庙坐东南朝西北，

三路二进，祠堂式建制，左右两侧有衬祠，总面阔 14米，通深 18米，占地面积

为 252平方米。庙前是一开阔地坪，左侧有一棵古榕树。2011年 6月被公布为

白云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图 9 三圣古庙 图 10 三圣古庙侧俯视图

清·刘镜善墓：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良田村的山坡(土名潘林风飘罗带岭)

上。始建于清代，清同治八年(1869)重修，近年冉次重修。坐西北朝东南。墓宽

5.4米，深 6.65米，占地面积约 36平方米。为花岗岩砌筑交椅墓，由护岭、垄

环、享堂、山手、月池组成。护岭顶部正中为“祥云涌月”石雕，其下有阳刻“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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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诰命”碑，两端立有笋状石望柱。垄环正中有“祥云涌月”石雕，下立墓碑，

正中刻“清敕封修职郎赠文林郎国学生显考镜善刘公墓”,落款为“清同治八年

重修立石”。墓葬两侧踢靴顶端置有石狮，神态栩栩如生，保存较好。

刘镜善，生卒年代不详，为国学生。从“奉天诰命”碑刻分析，其被敕封为

修职郎，赠文林郎，具有一定的身份。对了解良田村刘姓家族史有参考价值。

该墓近年重修时，原有的花岗岩构件部分被水刷石米批荡覆盖，原貌遭到一

定改变。墓葬依山势而建，前为厂房，左右均为良田村刘姓族人先祖的墓穴，大

小形制相仿。2011年 6月被公布为白云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近年来，我院在该地块附近开展了一些考古工作，介绍如下：

2022年 5月，我院对白云区钟落潭镇五龙岗村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

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2年 6月、8月，我院对白云区良田村级工业园储备项目地块进行了考古

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2年 7月，我院对白云区钟落潭镇五龙岗村级工业园改造二期项目进行

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2年 9月，我院对白云区钟落潭镇钟港大道北侧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

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3年 3月，我院对白云区钟落潭众迳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

古代文化遗存。

2023年 3月、5月，我院对白云区良田工业园储备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

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3年 12月，2024年 1月，我院对白云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实验中学地块

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4年 4月、6月，我院对白云区广陈东路南侧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

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4年 11月，我院对白云区钟港大道（机场第二高速—新广从路）工程（一

期）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三）现场踏查

现场踏查覆盖整个白云区天成庄路北侧地块储备项目范围，工作时间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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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已于 2025年 4月 9日完成全部区域的踏查工作。考古踏查采取“拉

网式”调查法，小组由黄碧雄、谷俊杰、赵望等人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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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地块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天成庄路北侧，总面积为 254053平方米。

该地块为平地地貌，地块西南为厂房，其余区域为农田、道路、水塘等。

本次考古调查在地表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图 11 与工作人员确定地块范围（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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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对地块地表进行踏查（东-西）

图 13 对地块地表进行踏查（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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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图 15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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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图 17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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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图 19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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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图 21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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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图 23 地块地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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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图 25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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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图 27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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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地块地表现状（北-南）

图 29 地块地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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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图 31 地块地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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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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文物局关于白云区天成庄路北侧地块储备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

物 20241499号）指导意见，受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委托，由我院配合该项目地块出让，对该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

积 254053平方米。

经了解，该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天成庄路北侧，总面积

254053平方米。项目地块为平地，地块西南为厂房，其余区域为农田、道路、

水塘等。地块内不具备考古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在地表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本次考古调查结果，在该项目地块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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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本次考古

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业主单位可以按规定完善土地出让的其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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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请文物行政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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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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1月 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四十三条 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进行土地

出让或者划拨前，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

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划定并动态调整。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

进行建设工程，未依照前款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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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与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遇有重要发现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及时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处理。由此导

致停工或者工期延长，造成建设单位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听取建设单位意见后，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四条 需要配合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部门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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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者有自然破坏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急需进行抢

救发掘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发掘，并同时补办

审批手续。

第四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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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对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给予支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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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 8月 20日公

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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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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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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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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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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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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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