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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重庆丰都工业园区原名“重庆市名山工业园区（丰都县）”，是市政府批准的市级

特色工业园区，设立于 2003年 7 月，启动区 2 平方公里，2006 年经国家发改委审核

改为现名称。根据业主方提供的资料，丰都工业园区红线范围为 11.57 平方公里，其

中已建成区 3.9 平方公里，未建成区 7.67 平方公里（图 1）。 

2021 年 6~8 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现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文物调查勘探队（以下简称调查队），对工程建设及周边区域

进行地毯式踏勘。调查队由李大地研究员任组长，调查组成员有李大地、肖碧瑞、沈

鸿儒、王银来、卢林明、刘华、袁卫、赵亮等，丰都县文物管理所负责协调工作。此

次调查工作共确定文物点合计 33 处，包括地下文物点 27 处，文物类别有古遗址、古

墓葬等，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商周、汉至六朝、唐宋、明、清；地面文物点 6 处，文

物类别为古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史迹等，时代为清代、民国。 

此外，本次调查在丰都工业园区玉溪地块内复查文物点 5 处，已由林浆纤一体化

项目实施文物保护，本报告对其不涉及。 

本报告秉承真实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最小干预原则，对重庆丰都

工业园区项目所涉及的 33 处文物点的影响进行评估，评价结论为按照文物保护计划

实施后可行。 

 

 

 

 

 

 

 

 

图 1  项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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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总则 

2.1 评估依据 

2.1.1 法律及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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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

律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修正本）》） 

（3）《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关于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国令第 687号>） 

（4）《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 号）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 号）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

见》（2018 年 7 月 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7）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文物保

发〔2007〕42 号） 

（8）《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当前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保障重大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的

通知》（文物保函〔2015〕2885 号） 

（9）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工作的通知》（文物保函〔2017〕75号） 

（10）《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依据《重庆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等十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6〕第 43 号>修订） 

（1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6〕

26 号） 

2.1.2 国际公约 

（1）《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 年） 

（2）《佛罗伦萨宪章》（1982 年） 

（3）《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1990 年） 

（4）《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 年） 

（5）《西安宣言》（2005年） 

（6）《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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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技术依据 

（1）《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国家文物局，2009 年） 

（2）《考古勘探工作规程》（国家文物局，2017 年） 

（3）《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2015 年

修订） 

2.2 评估范围 

本报告适用于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涉及区域内发现的地下、地面文物，文物本

体、价值评估、影响评估、评估结论等仅限于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使用。 

 

2.3 评估目标 

确保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涉及区域内文物及其保存环境安全，为相关部门、管

理使用等单位决策咨询提供依据。一方面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文物安排专项经费开展

保护工作，有效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

方针；另一方面也能为建设项目的规划、选址提供科学依据，保证建设项目及时、顺

利实施，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4 评估原则 

本报告评估原则主要遵循真实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最小干预原则。 

真实性原则：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衡量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涵意的内在统

一程度。“真实性”本身不是遗产的价值，而是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取决于有关信

息来源是否真实有效。 

整体性原则：文化遗产有其原生的文化生态环境，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也应当考

虑到与其文化生态相呼应。因此，评估文化遗产价值，并不是对资源个体进行简单打

分，应当以整体性的视角，看到资源风貌与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文化活动之间不可分割

的关系，从文化、经济、社会的多维一体角度，给出文化遗产准确价值评判。 

客观性原则：对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评估，要避免根据主观偏好进行臆测，杜绝片

面性与局限性，要运用科学方法，结合文化产业历史发展的主流价值方向，尽量从接

近现实的角度来测度文化遗产。 

最小干预原则：指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基本前提下，通过最小程度的介入来最大限

度地维系文物的原本面貌，保留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实现延续现状、降低保护

性破坏的目标。 

2.5 评估内容 

在文物调查勘探的基础之上，厘清工程建设区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情况，针对建

设行为对其的影响进行科学地预期评估，指明下一步保护工作的程序步骤，提出合理

地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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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评估方法和程序 

2.6.1 前期工作 

前期工作包括对工程资料分析，对工程范围内卫星影像地图、已有考古成果等资

料进行收集和分析研究，规划调查重点区域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法，

并通过地理信息学科的方法对工程范围和沿线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公布的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信息比对。 

2021 年 6 月初，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现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组建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文物调查勘探队。2021 年 6 月 2

日，调查队首先对调查涉及的工程红线图、已有考古成果、历史文献、地图，以及地

质、环境等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作计划，确定调查对象、路

线和技术方法。2021 年 6 月 5 日正式进场开展调查工作。 

2.6.2 现场勘察 

主要采取徒步行走踏勘，进行地毯式的全覆盖调查。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调查对

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及文物遗存所

蕴含的各种历史文化信息等，对地表散落的文物样本性地采集；对调查中已暴露的墓

葬等遗存进行勘探，确定文物分布范围。 

2.6.3 分析评估 

在调查工作结束后通过整理、识别、分析勘察成果，评估文物价值、保存现状，

及拟建设项目对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的影响，提出预期保护计划。 

2.6.4 情况说明 

本次调查中发现，位于丰都工业园区玉溪地块中的王教湾王秦氏墓为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已因丰都甘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被毁，故未纳入本报

告中，特此说明。 

2.6.5 咨询完善 

  2021 年 8 月下旬，形成文物影响评价报告初稿并进行专家咨询，2021 年 9 月上

旬，针对修改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并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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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概况 

3.1 区位特征 

丰都县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东部，东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接武隆县、彭

水县，西靠涪陵区，北邻忠县、垫江县。区境南北长 87公里，东西宽 54公里，幅员

面积 2900.86 平方公里。 

丰都县属渝东陷褶束，为古生代相对隆起、中生代拗陷、新生代喜马拉雅山运动

第一幕生成的北东向构造带。以山地为主，丘陵次之，仅在河谷、山谷间有狭小的平

坝。山脉和丘陵、山间平坝（槽谷）相间分布，形成南高北低、“四山夹三槽”的地形。

海拔最高 1961米，最低 118.5 米。 

丰都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常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春旱冷暖多变，夏季

炎热多伏旱，秋凉多绵雨，冬冷无严寒。境内河流均属长江水系，主要有长江及其支

流龙河、渠溪河、碧溪河、白水河、小福溪、大沙溪、朗溪、赤溪、木削溪、汶溪、

双溪、玉溪等。 

3.2 历史沿革 

丰都，先秦时期，属巴国。 

秦代，属巴郡枳县；西汉，属益州巴郡枳县；东汉初，置隶属益州巴郡；献帝初

平元年至建安五年（190 年～200 年）隶属益州永宁郡。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 年），

分枳县地置平都县，是为丰都建县之始。 

三国时期，蜀汉延熙十七年（254 年），平都县并入临江县，属益州巴郡。 

西晋，属梁州巴郡；成汉，属荆州巴郡；东晋，属梁州巴郡。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属益州巴郡；南齐时属巴州巴郡；南梁时属楚州临江郡；西

魏、北周时属临州临江郡。 

隋朝，开皇三年（583年），属临州临江县；大业三年（607年）属巴东郡临江县；

恭帝义宁二年（618年），自临江县分出置丰都县，隶临州。 

唐代，贞观八年（634 年），隶山南道忠州；天宝元年（742 年），隶山南东道南

宾郡；乾元元年（785 年），隶山南东道忠州；至五代前蜀、后蜀，隶忠州。 

宋朝，宋真宗时，隶夔州路忠州南宾郡；徽宗政和元年（1111 年），复并入临江

县；南宁高宗绍兴元年（1131 年），丰都县复置；度宗咸淳元年（1265 年），隶夔州

路咸淳府。 

元初隶四川行省重庆路忠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垫江县并入丰都；至正

二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大夏政权时，垫江分出。 

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丰都县并入涪州，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重庆府；十

三年（1380年）自涪州（今涪陵）分出复置县，改名酆都，隶重庆府忠州。 

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 年），酆都县为吴三桂军占领；十九年（1680 年）清军

http://baike.baidu.com/view/21461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9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3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378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2216/84272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0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82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8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41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4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38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45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427/53761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22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915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545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545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200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97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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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收；雍正十二年（1734 年），隶忠州直隶州；嘉庆七年（1802 年），隶川东道忠州

直隶州。 

民国元年（1912 年），隶四川省忠州；民国 2 年（1913 年），隶四川行政公署川

东道；民国 3年（1914年），隶四川巡按使公署东川道；民国 17 年（1928 年），直隶

四川省；民国 24 年（1935年），隶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 年，隶西南区川东行署区涪陵专区；1952 年 9 月，

隶四川省涪陵专区；1958 年县名酆都改为丰都；1968 年至 1995 年，丰都县隶四川省

涪陵地区；1996年设立地级涪陵市，丰都隶属涪陵市。 

1997 年 12 月，丰都县正式由重庆直辖市管辖。 

3.3 既往文物保护工作 

在三峡工程库区考古工作中，已经在这一区域先后发现了玉溪文化、玉溪坪文化、

冉家路口大型遗址、墓葬群等一批具有重要历史、科学研究价值的地下文物。 

之后，配合基本建设开展了几次较大型文物保护工作。 

2011 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联合丰都县文物所对丰都县林浆纤一体化项目所在

的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二、三社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文物点 11 处，均为古墓

葬；2012 年 1月～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组织工作队伍联合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对其

中 9 处文物点（坪上墓群、独丘墓地、磨子山墓地、大地湾墓群、坎脚岭墓地等）进

行了留取资料工作。 

2016 年 5 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成文物调查勘探队，对重庆港丰都港区

水天坪作业区二期工程项目红线内进行调查勘探，确认文物点 3处。 

2021 年 3-4 月、5-6 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成文物调查勘探工作队，分两

阶段对丰都县高家镇库岸综合整治工程（油坊沟至玉溪段）建设征地区及影响范围进

行文物调查勘探工作，复查及新发现文物共 17处。 

丰都工业园区项目镇江、月亮坝地块未建成区域内无已登录三普文物点，长沙坝

地块未建成区域内有已登录三普文物点有 3 处，为培元塔（县保）、大沙坝遗址、长

沙坝遗址；水天坪地块未建成区域内有已登录三普文物点 1 处，为狮子包墓群（市

保）；高镇地块未建成区域内有已登录三普文物点 3处，为石地坝遗址、瓦啄嘴遗址、

鼓鼓田墓群；玉溪地块未建成区域内有已登录三普文物点 2 处，为玉溪坪遗址、王教

湾王秦氏墓。其中，王教湾王秦氏墓已灭失。 

3.4 工程建设项目概况 

重庆丰都工业园区原名“重庆市名山工业园区（丰都县）”，是市政府批准的市级

特色工业园区，设立于 2003年 7 月，启动区 2 平方公里，2006 年经国家发改委审核

改为现名称。 

市园区办批复的我县工业园区近期规划控制面积 11.3 平方公里。分别包括：水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6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29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85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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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坪组团 5 平方公里，龙河东组团 1.8 平方公里，镇江组团 1.3 平方公里，高家组团

0.8 平方公里，玉溪组团 2.4 平方公里。远期规划控制面积 13.52 平方公里，分别包

括：水天坪组团 5 平方公里，龙河东组团 2平方公里，镇江组团 2.5 平方公里，高家

组团 1.62 平方公里，玉溪组团 2.4 平方公里。国家和市政府核准符合两规的园区面积

有 7.63 平方公里，即水天坪组团 4.9 平方公里（其中水天坪 3.18 平方公里，龙河东

1.72 平方公里）、镇江组团 0.95 平方公里、玉溪组团 1.78 平方公里（其中玉溪 1.41 平

方公里，原高镇中小企业创业园 0.37 平方公里）。 

县政府提出工业园区规划面积为 15.5 平方公里。其中水天坪组团 8 平方公里，

镇江组团 2.5 平方公里，湛普组团 1平方公里，玉溪组团 4 平方公里。 

 

 

 

 

 

 

 

 

 

 

 

 

4.不可移动文物 

4.1 综述 

通过对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工程红线范围内进行地毯式踏查，充分掌握了区域

内文物点构成情况及保存状况。本次工作共确定文物点 33 处（图 2~6、附表 1），包

括地下文物 27 处，地面文物 6 处。其中，地下文物包括古遗址 3 处，古墓葬 24 处。

古遗址均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遗址时代为新石器至清、商周至宋、唐

宋、明（清）。古墓葬中，1 处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狮子包墓群），6 处为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其余 17 处为新发现，墓葬时代为汉至六朝、明、清。地

面文物为古建筑 5处，近现代代表性史迹 1 处。古建筑中 1 处为丰都县文物保护单位

（培元塔），其余 4 处为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时代为清代。近现代代表性史迹

为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时代为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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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丰都工业园区-月亮坝地块文物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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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丰都工业园区-长沙坝地块文物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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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丰都工业园区-水天坪地块文物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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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丰都工业园区-高镇地块文物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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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丰都工业园区-玉溪地块文物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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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物保护单位 

4.2.1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4.2.1.1 狮子包墓群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社区二社长江右岸的山包，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5′

45.8″，E：107°47′05.4，海拔高程 185～195。其北临长江，东临漕溪入江口，隔

漕溪与河垭口相望，西、南接陡崖，陡崖上为 303省道。经过调查勘探，发现狮子包

墓群包括墓地 3 个，现存墓葬 20 余座，文物分布总面积约 12655平方米。 

该墓群延续时代较长，分布面积大，墓葬数量多，对于认识三峡地区汉至六朝时

期墓葬的演变谱系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墓群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将勾勒出峡江地区

文化融合和贯通的真实面貌。 

图 7  狮子包墓群位置示意图 

 

图 8  狮子包墓群保护标识 

图 9  狮子包墓群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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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丰都县文物保护单位 

4.2.2.1 培元塔 

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5'03.5"，E：107°

45'45.7"。海拔 231 米。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五年，由时任知县朱有章主持修建。该塔

坐东向西，为七级楼阁式砖木结构，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建筑面积 190.70

平方米。 

塔基用条石砌筑，呈正六边形，边长 4.93 米，素面台基高 0.75 米。塔身亦为正

六边形，用青砖加石灰、煤灰混合砂浆垒砌，外观通体粉饰白灰，共七层，逐层上收，

通高 29.50 米，墙体厚 1.39-1.73 米不等，塔身内空，用园木抬楼，设楼梯直通塔顶。

一层塔身在西面辟门，二至六层于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窗；塔身每层有边盘檐，

用片青砖以叠涩法砌成，出檐多为四层，檐部翘角样式均为如意云头纹状挑角，灰塑。

塔刹外观呈六角形，砖灰混砌，刹身高 2.52 米，底部宽 0.95 米。刹中部 6 个面均嵌

有青石碑，向内凹；六个转角向外突出至檐部，刹顶为葫芦形宝瓶，均用青花瓷片贴

饰。刹上建有圆铁筋制作的避雷针。塔门楣石匾额鎸刻“培元塔”三字，两侧门枋题

刻“万丈文光腾上国，两间秀气率平都”对联。一层塔身六面皆有长方形石龛，塔门

左侧石龛内有题刻：“菊秋之吉……建塔于南岸……上干去霄，下振波涛……”，落款

为朱有章，清道光 25年（公元 1845 年）。塔砖阴刻“培元塔”及“道光乙巳年”（公

元 1845 年）字样。 

培元塔构造及砌筑技术独特，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其碑、

题刻的书法艺术严谨端庄，雕工细腻，线条流畅，檐部翘角造型简洁明快，刹顶卷草

图饰小巧精致，充分显示了建造者的高超技艺，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图 10  培元塔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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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培元塔远景 1 

图 12  培元塔远景 2 

4.3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 

4.3.1 石地坝遗址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关田沟村的长江右 9 社长江右岸的一级台地上，中心地理坐标

N：30°01'39.7"，E：107°51'37.4"。海拔 155~175米。原分布面积为 42000 平方米。

1992 年三峡工程库区文物调查时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地下文物调查组发现，

1994 年 4 月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试掘。1999 年至 2002 年、2004 年，重庆市

博物馆考古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先后对其进行了 4 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5500 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商周、汉至六朝、明代等各时期遗存。 

石地坝遗址是“石地坝文化”的命名地。石地坝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宝山文化、

路家河文化同属十二桥文化圈，相互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发掘者认为，石地坝遗

址对于研究重庆地区商周时段早期巴文化有重要意义。 

遗址海拔高程 155米以上现存面积约 6100平方米，其中，密集分布区约 2000 平

方米，一般分布区 4100 平方米。调查、勘探发现墓葬 1 座，西侧临江区域暴露文化

堆积断面 1 处，编号 PM1，共 4 层： 

第 1 层：厚 128-138 厘米，灰褐色淤积土，夹杂少量植物根茎，现代塑料垃圾等，

为现代淤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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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石地坝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 14  石地坝遗址航拍 

图 15  石地坝遗址西侧断面（PM1） 

图 16  石地坝遗址西侧断面 PM1 第 3 层出土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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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石地坝遗址西侧断面 PM1 第 4 层出土陶片 

第 2 层：距地表深 128-138厘米，厚 20-28 厘米，灰黄色黏土，夹少量炭粒，包

含有少量青花瓷碗残片、泥质灰陶瓦片等，为明清文化层。 

第 3 层：距地表深 148-160 厘米，厚 30-36 厘米，灰褐色粉砂土，夹少量炭粒，

包含少量泥质灰陶、红褐陶、灰陶绳纹板瓦残片、泥质灰陶素面罐残片等，为汉代文

化层。 

第 4 层：距地表深 178-190 厘米，厚 34-44 厘米，浅灰色粉砂土，夹少量炭粒、

烧土颗粒，包含少量泥质灰陶绳纹陶罐残片，夹砂红褐陶、灰褐陶粗绳纹罐残片等，

为商周文化层。此层下为生土。 

根据既往工作、本次调查勘探收获，该遗址时代为新石器、商周、汉、唐、明、

清时期。 

4.3.2 瓦啄嘴遗址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川祖路居委会柏林组长江右岸一级台地上，中心地理坐标 N：

30°01'33.6"，E：107°51'31.0"。海拔 155~174米。北为鼓鼓田墓群，东依黄泥堡墓

地，南隔冲沟与棺山堡墓地相望，西临长江。分布面积约 7100 平方米。 

2009 年 3 月，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定名为瓦啄

嘴窑址。调查时在长江岸边发现大量被江水冲刷出的陶、瓷片，器型可辨者主要为双

系罐、四系罐、盏、碟、盆、碗、杯、执壶、茶碾等，质地陶、瓷相杂，工艺为拉坯

成型，胎质有红、灰、紫褐等色。釉大多为青色，聚釉成斑，较为干涩，且不至底足。

施釉器所占比例较低。地表散见少量窑具。根据茶盏、执壶等器型推测，窑址年代为

宋。2013年，重庆师范大学配合三峡后续文物保护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出土碗、罐、瓶、盆、匣钵等 300 余件，确认遗址为宋代制瓷遗址。 

遗址海拔高程 155 米以上现存面积 7100 平方米，其中，密集分布区 1400 平方

米，主要为新石器至汉代堆积；一般分布区 5700 平方米，主要为宋代文化堆积。调

查、勘探发现窑址 3 座、灰坑 2 座，出土陶瓷器物标本 8 件，位于遗址中北部断面

PM1 和西南部断面 P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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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 表面堆积已被江水冲毁殆尽，文化层直接裸露于地表，红褐色黏土，结构疏

松，包含植物根茎、大量红烧土、缸胎器物残片，可辨器型为匣钵、碗、罐等。 

PM3 暴露 6 层： 

第 1 层：厚 8-32 厘米，灰褐色淤泥，夹少量植物根茎，现代塑料垃圾等。此层

下叠压 H1。 

第 2 层：距地表深 8-32 厘米，厚 16-44 厘米，黄灰色黏土，包含少量炭粒，瓦片

等，为明清文化层。 

第 3 层：距地表深 74-58 厘米，厚 20-30 厘米，灰黄色黏土，包含少量炭粒，硬

陶片等，可辨器型为碗，为宋代文化层。 

第 4 层：距地表深 28-100 厘米，厚 34-60 厘米，深灰褐色黏土，包含泥质灰陶素

面罐、红褐陶板瓦残片等；汉代文化层。此层下叠压 Y3。 

第 5 层：距地表深 66-140 厘米，厚 0-72 厘米，灰褐色黏土，包含泥质灰陶片、

红褐陶瓦片，可辨器型为罐，为商周文化层。 

根据包含物判断，遗址时代为商周至明清。 

 

 

 

 

 

 

图 18  瓦啄嘴遗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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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瓦啄嘴遗址航拍 

图 20  瓦啄嘴遗址北侧断面（PM1） 

 

 

图 21  瓦啄嘴遗址西侧断面（PM3) 

图 22  瓦啄嘴遗址西侧断面 PM3 第 5 层出土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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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瓦啄嘴遗址出土遗物 

图 24  瓦啄嘴遗址 Y3 出土陶片 

 

4.3.3 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4′32″，E：107°45′

12″。海拔 151 米。地处长江右岸台地断坎处。北为长江，东为长沙坝码头墓群，南

250 米处为丰都至高家镇公路，西边为荒坡一条小冲沟。分布面积 50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窑炉 1 座。残存窑壁一少部分有青烧结面及大面积红烧土，破坏严

重规格尺寸不详。 

根据窑炉形制和既往考古材料判断，遗址时代为明清时期。 

图 25  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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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近景 

图 27  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航拍 

4.3.4 鼓鼓田墓群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川祖路柏林组，地处长江右岸一级台地上，北邻石地坝遗址，

东依临江东路，南隔冲沟与瓦啄嘴遗址相望，西临长江。中心地理坐标：N：30°01'28.8"、 

E：107°51'28.9"，海拔高程 155-165 米，分布面积 3000 平方米。 

图 28  鼓鼓田墓群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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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暴露汉至六

朝砖室墓 2 座。2013 年 4-6 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进行三峡后续考古发掘，发掘

面积 500平方米，清理汉至六朝砖室墓 5座。 

本次调查、勘探发现汉至六朝墓葬 6座，清代灰坑 1 个。 

图 29  鼓鼓田墓群航拍 

4.3.5 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 

位于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八社，中心地理坐标 N：30°2′28″，E：107°51′

46″。海拔 175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荒坡之中。北为荒坡，东为荒

坡下是跳蹬塘，南边为荒坡，西边为荒坡及长江。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M1：该墓葬为砖室墓，长方形墓砖一面有菱形纹图案，破坏严重，残长 2.6、残

宽 1.48 米。墓向 249°。据当地村民介绍，墓地内被毁墓葬较多，经过钻探后没有发

现墓葬，在以后工作中可能会有其它发现。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汉至六朝。 

图 30  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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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 M1 

图 32  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航拍 

4.3.6 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 

位于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二组，地处一小山包的坡地上。墓群四周均为农田。中

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51′48.66″，北纬 30°02′38.50″，海拔高度为 185.8 米。

该墓群以小山包为中心向柏木塘方向呈扇形分布，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墓群所在田地里随处可见散落的和用以砌地界的几何纹墓砖。共发现墓葬 13座，

其中有 2座砖室墓暴露于地表，后经勘探又发现 11 座墓葬，有砖室和土坑墓两种。 

根据墓砖纹饰和形制，判断该墓群时代为汉至六朝。 

图 33  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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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暴露墓葬 

图 35  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航拍 

4.3.7 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4′40″，E：107°45′

18″。海拔 156 米。地处长江右岸的二级台地，地势较平坦，位于荒坡之中。北为长

江，东为水泥公路，南边为荒坡植被约 220 米处为丰都至高家镇公路，西边有一条小

冲沟。分布面积 2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2 座，由东向西编号为 M1、M2。 

M1：砖室墓，长方形砖一面有菱形纹图案，破坏严重，残长 1.60～3.20 米，宽

2.60 米，墓向 337°。 

图 36  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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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砖室墓，为勘探发现，尺寸不明。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汉至六朝。 

图 37  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 M1 

图 38  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航拍 

4.3.8 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村二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4′29″，E：107°45′

12″。海拔 170 米。地处长江右岸的二级台地，地势较平坦，位于荒坡之中。北为长

江，东为团鱼河窑址，南边为荒坡植被约 220米处为丰都至高家镇公路，西边有一条

小冲沟。分布面积 300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3 座，由东向西编号为 M1、M2 和 M3。 

M1：砖室墓，长方形砖一面有菱形纹图案，破坏严重，尺寸不明。墓向 337°。 

M2、M3 为勘探发现，尺寸不明。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群时代为汉至六朝。 

图 39  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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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 M1 

图 41  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 M1 

 

 

 

图 42  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航拍 

4.3.9 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二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4′36″，E：107°45′

16″。海拔 165 米。地处长江右岸的二级台地，地势较平坦。北为长江及镇江化工园，

东为荒坡及长沙坝码头墓地，南边为荒坡植被及竹林，120 米处为丰高公路，西为荒

坡植被小河沟及团鱼河窑址。分布面积 2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2 座，编号为 M1 和 M2。 

M1、M2 均为勘探发现，长方形砖一面有菱形纹图案，尺寸不明。据当地村民介

绍，该墓地 2000 年左右被盗掘，墓地内被毁墓葬较多，在以后工作中可能会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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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汉至六朝。 

图 43  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位置图示意图 

图 44  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采集墓砖 

图 45  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航拍 

4.4 新发现文物点 

4.4.1 猪圈门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4′50″，E：107°45′

32″。海拔 204 米。地处长江右岸缓坡上部树林内，地势南高北低。北为荒坡及长江，

东为荒坡植被，南边为荒坡植被，40 米处丰高公路，西为荒坡植被及下河梯级小路水

渠。分布面积 150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2 座，编号为 M1 和 M2，均为勘探发现，尺寸不明。地表采

集墓砖，饰有菱形纹、草叶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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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墓砖和既往考古材料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汉至六朝。 

图 46  猪圈门墓地位置图示意图 

图 47  猪圈门墓地采集墓砖 

图 48  猪圈门墓地航拍 

4.4.2 关路口墓群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社区五社，中心坐标为 N：29°55′45.7″，E；107°

46′57.3″，海拔 177米。地处长江右岸的坡地之上，后部坡地上全是枝圆林，前部

坡下是河边漫滩，右侧有一小断坎，河滩水退后杂草丛生。分布面积约 5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3 座，编号为 M1~M3，均为勘探发现，尺寸不明。墓室的部

分墓砖已露于地表。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群时代为汉至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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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关路口墓群位置图示意图 

图 50  关路口墓群 M1 近景 

 

图 51  关路口墓群 M2 近景 

图 52  关路口墓群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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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蒋家湾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村三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5′29″，E：107°46′

16″。海拔 167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荒坡之中。北为长江，东为荒

坡与官渡口墓群，南边为荒坡植被，约 150米处为海上海高层楼房，西边有一条小冲

沟。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 M1。 

M1：多室石室墓，墓向 340°。现暴露四个墓室，大部分被埋于地下，已暴露宽

4 米、高 0~0.26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为明代。 

图 53  蒋家湾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 54  蒋家湾墓地 M1 近景 

图 55  蒋家湾墓地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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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官渡口墓群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水关路口村二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5′35″，E：107°

46′24″。海拔 160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荒坡之中。北为长江，东

为荒坡，南边为荒坡植被，约 150 米处为海上海高层楼房，西为荒坡与蒋家湾墓地。

分布面积 100平方米。 

图 56  官渡口墓群位置示意图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3 座，编号 M1～M3。 

M1：双室石室墓，墓向 322°。暴露墓室前部，大部分被泥土掩埋，已暴露宽 2

米、高 0~0.32 米。M2：多室石室墓，墓向 310°，仅暴露出部分石板，被植被覆盖，

埋藏于断坎内部，被毁严重，结构不明。M3：单室石室墓，墓向 305°，仅暴露出墓

室部分石板，大部分被埋于地下，结构不明。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群为明代。 

图 57  官渡口墓群 M1 近景 

图 58  官渡口墓群 M2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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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官渡口墓群 M3 近景 

图 60  官渡口墓群航拍 

4.4.5 刀刘子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村五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5′44″，E：107°46′

43″。海拔 150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荒坡之中。北为长江及刀刘子

遗址，东为荒坡与一条小冲沟及码头，南边为荒坡植被，西为缓坡。分布面积 25 平

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 M1。 

M1：单室石室墓，墓向 320°。暴露墓室部分，部分被毁埋于地下，已暴露部分

宽 0.9、高 0.4~0.7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为明代。 

图 61  刀刘子墓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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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刀刘子墓地 M1 近景 

图 63  刀刘子墓地航拍 

4.4.6 大印坝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关路口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 N：29°55′46″，E：107°46′

55″。海拔 158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荒坡之中。北为长江，东为荒

坡与关路口墓群，南边为荒坡植被，100米处为谭起贵民居，西为刀刘子墓地。分布

面积 25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 M1。 

M1：单室石室墓，墓向 321°。暴露墓室部分，部分被毁埋于地下，已暴露部分

宽 0.7 米、高 0.88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为明代。 

图 64  大印坝墓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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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大印坝墓地 M1 近景 

图 66  大印坝墓地航拍 

4.4.7 沙塝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村三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4′52″，E：107°46′

58″。海拔 210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竹林内。北 200 米处为丰都至

高家镇公路，东北距村民林继权民居 50 米，南边为荒坡植被，西边 5 米处有一条西

南至东北走向的现代水泥水沟。分布面积 25 平方米。 

图 67  沙塝墓地位置示意图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形匾额“卜云其吉”、匾额

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清故顯考秦公□□老大人正魂之莹墓”。右边落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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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六年□□……”，左边为子孙后代姓名。右柱“□上□□□”，左柱“□□登□

□”。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抱鼓石图案，柱宽 0.26 米，残高 0.94 米。

墓葬宽 2.76 米、长 4.20 米、残高 2.26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图 68  沙塝墓地 M1 近景 

图 69  沙塝墓地远景 

4.4.8 老村公所墓群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4′47″，E：107°45′

27″。海拔 167 米。地处长江右岸的缓坡上，地势较平坦，位于竹林内。北为长江，

东为荒坡，南边为荒坡，约 220 米处为丰都至高家镇公路及信号塔，西边有一条小冲

沟及下河水泥公路。分布面积 5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5 座，由东向西编号为 M1~M5。 

M1：牌楼已倒塌，残宽 2.2、残高 2.56米，墓向 331°。 

图 70  老村公所墓群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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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老村公所墓群 M1 近景 

图 72  老村公所墓群 M2 近景 

 

 

 

 

图 73  老村公所墓群 M3 近景 

图 74  老村公所墓群 M4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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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老村公所墓群 M5 近景 

图 76  老村公所墓群远景 1 

M2：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形匾额，匾额下面有一长方

形墓碑中间题刻“清故顯妣……”，左边落款“大清道光三年……”，右边为后人姓名。

墓向 331°。 

M3：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圆弧形顶。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清……”，

左边落款“大清道光叁年……”，右边为子孙后代姓名。墓向 331°。 

M4：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形匾额，匾额下面有一长方

形墓碑中间题刻“清待誥赠上寿顯祖考妣陳公母□□□□太老大孺人正□”。左边落

款“大清咸豊陆年季冬月上涴”，左边为子孙后代姓名，因分化严重不详。横梁下左

右立柱刻有抱鼓石图案，柱宽 0.34、高 1.18 米。墓葬宽 3.82、长 5、高 2.96 米，墓向

331°。 

M5：形制与 M1~M6 一致。因墓门外长有一棵大黄葛树，无法测量，墓葬规格尺

寸不详。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群为清代。 

4.4.9 狮子嘴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三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5′5″，E：107°46′

0″。海拔 179 米。地处长江右岸的缓坡，地势较平坦，位于竹林内。北为小河沟及

大地坝墓群，东为荒坡及大沙溪，南边为荒坡植被及竹林，100米处为丰高公路，西

为原秦新合民居。分布面积 1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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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2 座，编号为 M1 和 M2。 

图 77  狮子嘴墓地位置示意图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山形顶。碑文风化严重，模糊不清。 

M2：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形匾额，匾额下面有一长方

形墓碑中间题刻“皇清待赠顯考秦公□家友老大人之墓”，左边落款“光绪叁拾四年…”，

左边为子孙后代姓名。右柱题“山環水□□”，左柱题“琥踞□□□”，横梁下左右立

柱刻有抱鼓石图案，柱宽 0.24 米，高 1.18 米。墓葬宽 2.38 米、长 4.60 米、高 2.50

米。墓向 343°。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图 78  狮子嘴墓地 M1 近景 

图 79  狮子嘴墓地 M2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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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狮子嘴墓地远景 

4.4.10 黄桷头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四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6′0.3″，E：107°

48′14．2″。海拔 238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竹林内。北为村公路

及黄桷头水井，东为现代坟及村民向传华民居（4 层红砖房），南为荒坡植被，西 30

米处为村民张登民居。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2 座，编号为 M1，M2。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墓向 35°。弧形三字顶双层檐，一层檐下面有一

方形匾额字迹不清，二层檐下面有长方形横梁，横梁中间题刻不清。横梁下中间有一

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字迹不清。右边落款不详。右柱“甲□□□□”，左柱“子孙

长□□”。左右两边刻有抱鼓石图案，墓碑宽 0.75 、高 0.96 米。墓葬宽 2.4、长 4.8、

残高 2.7 米。 

图 81  黄桷头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 82  黄桷头墓地 M1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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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黄桷头墓地 M2 近景 

图 84  黄桷头墓地近景 

 

 

图 85  黄桷头墓地远景 

M2：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墓向 35°。弧形平顶双层檐，一层檐下面有一方

形匾额字迹不清，二层檐下面有长方形横梁，横梁中间题刻不清。横梁下中间有一长

方形墓碑中间题刻字迹不清。右边落款不详。右柱“青山□□□”，左柱“□水拖□

□”。墓碑宽 0.73 、高 1 米。墓葬宽 2.8、长 4.8、残高 2.1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4.4.11桐子堡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五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5′41″，E：107°48′

7″。海拔 245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农田内。北、东为荒坡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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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为高速公路及涵洞，西面荒坡坎下为水泥公路与驾校。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图 86  桐子堡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 87  桐子堡墓地 M1 近景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双室，墓向 246°。左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

形匾额“卜云其吉”，匾额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皇清待赠顯考张公字文光

老大人之墓”。左边落款“大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岁季夏月上浣吉立”，右边为子孙后

代姓名。右柱题“馬□□□□”，左柱题刻模糊不清。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

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右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形匾额风化严重，字迹不

清，匾额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皇清待誥顯妣张母伍老孺人之墓”。左边落

款“大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岁季夏月上浣吉立”，右边为子孙后代姓名，立柱题刻模

糊不清。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墓葬通宽 4.3、

长 4.8、高 2.8 米。墓前有一石香炉。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4.4.12 大水井墓地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五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5′50″，E：107°48′

10″。海拔 239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竹林内。北为坡地及村级水泥

公路，东为村民代国祥民居，南边为村民张举亮民居，西为荒坡。分布面积 50 平方

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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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大水井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 89  大水井墓地 M1 近景 1 

 

图 90  大水井墓地 M1 近景 2 

图 91  大水井墓地远景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墓向 338°。平顶单檐，一层檐下面有四柱三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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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前有现代建筑垃圾遮盖，题刻模糊不清。墓葬宽 3.4、长 5.6、残高 0.6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4.4.13 大花岭墓地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向家庄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1′48″，E：107°

52′4″。海拔 261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农田内。北为坡地，约 100

米处为信号塔，东为坡地农田，南为坡地农田及向家庄民居，西为坡地农田。分布面

积 1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图 92  大花岭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 93  大花岭墓地 M1 近景 

图 94  大花岭墓地远景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三室，墓向 246°。左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

形匾额分化严重，字迹不清，匾额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顯妣馮母张老孺人

之墓”。左边落款“光绪戊子年九月中浣”，右边为子孙后代姓名。立柱题刻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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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中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

一扇形匾额“菩□□”，匾额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顯妣馮母田氏孺□□

人墓”。左边落款“道光九四月初三日吉立”，右边为子孙后代姓名。立柱题刻模糊不

清。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右室呈圆弧形顶，下

面有一扇形匾额，中题“萬古佳城”，匾额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风化严重，

字迹不清。右柱“题刻模糊不清，左柱题“穴的□□□”。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

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墓葬通宽 7.25、长 4.50、高 2.5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图 95  付家岩墓地位置示意图 

4.4.14 付家岩墓地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向家庄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1′53″，E：107°

52′12″。海拔 213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位于农田内。北为坡地农田下

有小河沟，东为坡地农田有一条小路而过，南为坡地农田，西面坡地农田上为丰石公

路。分布面积 1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三室，墓向 315°。左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长方

形匾额题刻“□入真□”，匾额下为横梁，横梁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皇

清上夀待誥顯妣馮母…”。左边落款不详，右边为子孙后代姓名。右柱题刻模糊不清，

左柱题“生□食为天年□”。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

案。中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长方形匾额风化严重，字迹不清，匾额下为横梁，横

梁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皇清上夀顯考馮公□□□老大人之墓”。右边落

款“大清光绪拾捌年壬晨岁菊月中□建修”，左边为子孙后代姓名。右柱题“其□即

武□文□”，左柱题“此地有莹山峻岭”。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

与抱鼓石图案。右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形匾额，中题“原□□□”，匾额下为

横梁，横梁下面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风化严重，字迹不清。立柱题刻模糊不清。

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墓葬通宽 6.18、长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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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8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图 96  付家岩墓地 M1 近景 

图 97  付家岩墓地远景 

4.4.15 向家坪墓地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向家庄村六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1′32″，E：107°

52′39″。海拔 285 米。地势较平坦，位于农田内。北为坡地水田，水田下为丰石公

路，东为坡地水田，有一条小路而过，南为坡地和水田，坡地上为乡村公路，西为坡

地和农田。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图 98  向家坪墓地位置示意图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墓向 328°。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长方形匾额题

刻“清木□氣”，匾额下为横梁，横梁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模糊不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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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落款“光绪拾……吉立”，右边为子孙后代姓。立柱题刻模糊不清。横梁为单檐翘

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图案。墓葬通宽 2.5、长 4.6、高 2.9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图 99  向家坪墓地 M1 近景 

图 100  向家坪墓地远景 

4.4.16 黄花岩脚墓地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向家庄村七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1′45″，E：107°

52′32″。海拔 233米。位于农田内。北为荒坡植被，东为坡地，坡地上有一条公路，

南距水库约 200 米，西为坡地和农田。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图 101  黄花岩脚墓地位置示意图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1 座，编号为 M1。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墓向 253°。呈圆弧形顶，下面有一扇形匾额题刻

“□□萬里”，匾额下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模糊不清。右边落款“宣统二年春

三月下浣立”，左边为子孙后代姓名。右柱题“一世□□□”，左柱题刻模糊不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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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通宽 2、长 4.6、高 2.06 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图 102 黄花岩脚墓地 M1 近景 

图 103  黄花岩脚墓地远景 

4.4.17 张家坝墓地 

位于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四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2′54″，E：107°53′

15″。海拔 260 米。北为荒坡，东为坡地和农田，南边为荒坡，西 30 米处为村民李

国林民居。分布面积 2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墓葬 2 座，编号为 M1、M2。 

M1：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双室，墓向 272°。左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扇形

匾额题刻“□門□”，匾额下面有扇形墓碑，中间题刻落款不详。左边为子孙后代姓

名，字迹不清。右柱题“人间□□□”，左柱“地下长□□”。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

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右室呈圆弧形顶，下面有扇形匾额题刻不详，匾

额下面有一长方形墓碑中间题刻落款不清，左边为子孙后代姓名。立柱题刻模糊不清。

横梁为单檐翘角，横梁下左右立柱刻有狮子与抱鼓石图案。墓葬通宽 3.8、长 4.8、高

2.6 米。 

M2：仿木结构碑楼式石室墓，墓向 272°。山字顶，中间崁入式墓碑题刻“顯妣

李母秦老孺人之墓”，落款“光绪贰拾三年二月吉立”，右柱题“水长旺人丁”，左柱

题“山高生贵子”。墓葬通宽 2.08、长 4.6、高 2.66米。 

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地时代为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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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张家坝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 105  张家坝墓地 M1 近景 

图 106  张家坝墓地 M2 近景 

图 107  张家坝墓地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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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8 张家坪老院子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五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5′54″，E：107°48′

6″。海拔 221 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现为村民张国华的母亲所有，北为

村级公路，东为民居乡村公路，南边为民居，西边为民居及水塘。 

该建筑坐东朝西，建筑方向 263°，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原呈三合院布局，现仅

存正房。正房为悬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穿斗式梁架，面阔一间半，五架梁举架，

梁架见作有装板，部分分间以篾条编织糊泥，抹白灰面为装饰，通风透气。天井用规

整条石纵横平铺。该建筑虽改动较大，但部分木质构件保存较好。 

根据口述史材料和房屋形制判断，该民居时代为清代。 

图 108  张家坪老院子位置示意图 

图 109  张家坪老院子近景 

图 110  张家坪老院子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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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9 殷氏民居 

位于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四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29°55′6″，E：107°48′

12″。海拔 230米。地处长江右岸，地势较平坦。北、东为乡村公路，南为民居，西

边为民居及村公路。 

该建筑坐南朝北，建筑方向 311°，分布面积 150 平方米，原呈三合院布局，现

仅存正房。正房为悬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穿斗式梁架，面阔三间，五架梁举架，

梁架见作有装板，部分分间以篾条编织糊泥，抹白灰面为装饰，通风透气。天井用规

整条石纵横平铺。该建筑虽改动较大，但部分木质构件保存较好。 

根据口述史材料和房屋形制判断，该民居时代为清代。 

图 111  殷氏民居位置示意图 

图 112  殷氏民居近景 

图 113  殷氏民居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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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 中华嘴水井 

位于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四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2′52″，E：107°53′

10″。海拔 242 米。位于缓坡下部，四周为坡地农田，北邻刘家田作坊水井，东邻张

家坝民居及张家坝墓地。分布面积 2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古井 1 处。 

该井井口平面呈方形。井身用条石围成方形构筑。井口外径长 0.9、宽 0.8、井深

0.4 米。井身存在一定程度残损。 

根据形制结构判断，该井时代为清代。 

图 114  中华嘴水井位置示意图 

图 115  中华嘴水井近景 

图 116  中华嘴水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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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庙沟石平桥 

位于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1′55″，E：107°52′

7″。海拔 208 米。北为玉溪河，距玉溪大桥约 200 米，东为缓坡，南为坡地和小河

沟，西为坡地，坡地上为丰石公路。分布面积 1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石平桥 1处。 

该桥用长方形条石砌筑而成，桥面原用两块条石平铺，已残。残宽 0.5、长 5.1 米，

桥面距水面 2.2 米。 

根据形制结构判断，该桥时代为清代。 

图 117  庙沟石平桥位置示意图 

 

 

图 118  庙沟石平桥近景 

图 119  庙沟石平桥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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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三皇庙防空洞 

位于丰都县高家镇向家庄村一社，中心地理坐标为 N：30°1′46″，E：107°

52′9″。海拔 263 米。位于山坡中上部，山坡下为丰石公路，西南距丰二中约 200

米。分布面积 150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防空洞 1处。 

现暴露出防空洞 1处，洞口高 1.76、宽 0.82米，洞内直壁平顶，部分结构不详。

洞口巷道长 10、宽 1 米。在洞室后部上面有一处透气空长 0.3、宽 0.3 米。方向 296°。

分布面积 150平方米。 

根据形制结构及用途判断，该防空洞时代为民国。 

图 120  三皇庙防空洞位置示意图 

图 121  三皇庙防空洞近景 

图 122  三皇庙防空洞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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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文物现状及价值评述 

4.5.1 现状评述 

本次调查共涉及文物遗存 33 处，其中地下文物点 27 处，地面文物点 6处，时代

为新石器至民国。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狮子包墓群，墓葬整体结构保存较为完好，保存较好。其余

文物点分为古遗址和古墓葬。古遗址中，石地坝遗址大部分被淤泥覆盖，仅局部有坍

塌迹象，文化堆积厚约 2 米，现存面积约 6100 平方米。瓦啄嘴遗址西部被淤泥覆盖，

东部在江水侵蚀下裸露有大量宋代窑业堆积，现存面积约 7100 平方米，整体保存较

好。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受到人类活动和自然侵蚀破坏，保存一般。鼓鼓田墓群、

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大

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猪圈门墓地、关路口墓群等 8 处汉

至六朝时期墓葬受到一定程度破坏，但大部分墓葬埋藏于地下，保存一般；蒋家湾墓

地、官渡口墓群、刀刘子墓地、大印坝墓地等 4 处明代墓地（群），墓葬受到一定程

度破坏，但墓室内部淤积大量淤土，保存一般；沙塝墓地、老村公所墓群、狮子嘴墓

地等 11 处清代墓葬（群）整体保存状一般，大多数有后人。 

地面文物中培元塔现状保存较好，张家坪老院子和殷氏名居为穿斗梁架结构，但

保存状况一般；中华嘴水井为清代水井建造工艺一般，保存状况一般；庙沟石平桥形

制简单，保存状况一般。三皇庙防空洞，保存状况一般，但很好的反映出当地居民生

产生活的过程。 

4.5.2 价值评述 

狮子包墓群时代跨度较大，分布面积大，遗存墓葬多，对于认识三峡地区汉至六

朝时期墓葬的演变谱系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墓群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将勾勒出峡江

地区文化融合和贯通的真实面貌。狮子包墓群补充了丰都地区汉至六朝时期的考古学

材料，有助于加深对丰都乃至三峡地区汉至六朝时期墓葬形制与特点的认识，为研究

该时期精神信仰、墓地选择、墓葬排列、墓葬建造技术、丧葬习俗以及人口、聚落及

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峡库区工程建设时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高家镇沿线玉溪、玉溪坪、石地坝等

遗址的考古发掘、整理与研究，提出了玉溪下层文化、玉溪上层文化、玉溪坪文化、

石地坝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命名，建立了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序列，对长江上游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类型、空间分布及其与成都平原史

前文化的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次工作确认的石地坝遗址、瓦啄嘴遗址，进一

步夯实了区域内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区域文化内涵。此外，上述遗址包含有丰

富的汉至明清时期遗存，充分证明了高家镇拥有延续发展的、丰厚的古代文化资源，

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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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至六朝墓地主要分布于长江右岸的缓坡、山包上，主要包括鼓鼓田墓群、玉溪

坪遗址-庙儿坪墓地、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大沙坝

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猪圈门墓地、关路口墓群等 8处。这些

墓葬为研究丰都地区汉至六朝时期墓地形选址、墓地结构、墓地性质等方面的问题提

供了丰富的资料，为补充完善丰都乃至重庆地区汉至六朝时期墓葬文化序列研究提供

了实物材料。 

根据墓葬分布的密集情况与墓地（群）规模、与聚落遗址的关系等综合判断，价

值高的有 1 处：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价值较高的有 7 处：鼓鼓田墓群、玉溪坪

遗址-庙儿坪墓地、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遗

址-红石子墓地、猪圈门墓地、关路口墓群。 

蒋家湾墓地、沙塝墓地、老村公所墓群等为代表的眀、清代墓葬的发现表明，明

代以来该地区人口活动从未间断，对于了解该地区的明、清代墓葬的分布规律、丧葬

礼俗、建造工艺的特点及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的墓葬分布的密集情况与墓地（群）规模等综合判断，价值一般的有 5 处：

蒋家湾墓地、官渡口墓群、刀刘子墓地、大印坝墓地、老公村所墓群；价值较低的有

10 处：沙塝墓地、狮子嘴墓地、黄桷头墓地、桐子堡墓地、大水井墓地、大花岭墓地、

付家岩墓地、向家坪墓地、黄花岩脚墓地、张家坝墓地。 

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可补充丰都明清时期窑炉的形态、功能研究，价值一般。 

综上，地下文物中，价值评估为高的文物点有 4处，为狮子包墓群、石地坝遗址、

瓦啄嘴遗址、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 

价值评估为较高的文物点有 7 处，为鼓鼓田墓群、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大

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猪圈

门墓地、关路口墓群； 

价值评估为一般的文物点有 6 处，为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蒋家湾墓地、官

渡口墓群、刀刘子墓地、大印坝墓地、老公村所墓群； 

价值评估为较低的文物点有 10 处，为沙塝墓地、狮子嘴墓地、黄桷头墓地、桐

子堡墓地、大水井墓地、大花岭墓地、付家岩墓地、向家坪墓地、黄花岩脚墓地、张

家坝墓地。 

地面文物中价值评估为“较高”的地面文物点共 1处，为：培元塔。 

价值评估为“一般”的地面文物点共 5 处，分别是张家坪老院子、殷氏名居、中

华嘴水井、庙沟石平桥、三皇庙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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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物影响评估及保护措施 

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共涉及文物点 33 处，因文物遗存时代、埋藏环境、价值

等因素的差异，本报告从保存现状、文物价值、工程影响等三方面对其进行评估（附

表 1），在此基础之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 

5.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本报告所涉及的 33处文物点均在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 

5.2 工程影响评估 

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及所属环境风貌造成破坏，将致使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包

含的自然及历史人文信息全部遗失。 

5.3 保护措施 

5.3.1 文物分级评估 

为贯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对此次调查、勘探发现的文物点，根据其文

物的价值和保存状况，将其分为 A、B、C、D四个等级。 

A 级文物点是指文物级别较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高或较高，保存状况一般

或较好、文化内涵丰富的古代遗存。 

A 级文物点共 5 处，为狮子包墓群、石地坝遗址、瓦啄嘴遗址、玉溪坪遗址-柏

木塘墓群、培元塔。 

B 级文物点是指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较高，保存状况一般，且规模相对 A级遗

址规模稍小、文化内涵较丰富，在区域文化中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古代遗存，对研究古

代历史文化面貌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B 级文物点共 7 处，为鼓鼓田墓群、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大沙坝遗址-长沙

坝码头墓地、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猪圈门墓地、关路

口墓群。 

C 级文物点是指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一般，保存状况一般的古代遗存，对研究

该地区古代文化有一定参考作用。 

C 级文物点共 11 处，为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蒋家湾墓地、官渡口墓群、刀

刘子墓地、大印坝墓地、老村公所墓群、张家坪老院子、殷氏名居、中华嘴水井、庙

沟石平桥、三皇庙防空洞。 

D级文物点是指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较低，保存状况一般的古代遗存，对研究

该地区文化有一定参考作用。 

D 级文物点共 10 处，为沙塝墓地、狮子嘴墓地、黄桷头墓地、桐子堡墓地、大

水井墓地、大花岭墓地、付家岩墓地、向家坪墓地、黄花岩脚墓地、张家坝墓地（附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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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 

5.3.2.1 狮子包墓群 

5.3.2.1.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狮子包墓群的文物本体、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均位于重庆丰都工业园区（水

天坪地块）征地红线范围内。 

5.3.2.1.2 对文物本体的影响 

工程建设将对狮子包墓群文物本体造成破坏，将致使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包含的

自然及历史人文信息全部遗失。 

5.3.2.1.3 对保护范围的影响 

工程建设将对狮子包墓群保护范围造成破坏，将致使保护范围及周边环境包含的

自然及历史人文信息全部遗失。 

5.3.2.1.4 对控制地带的影响 

工程建设将对狮子包墓群建设控制地带造成破坏，将致使建设控制地带及周边环

境包含的自然及历史人文信息全部遗失。 

5.3.2.1.5 保护措施 

对狮子包墓群实施原址保护。项目业主单位应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专项文物影响评

估，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施工方案，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 

5.3.3 丰都县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 

5.3.3.1 培元塔 

5.3.3.2 保护措施 

对培元塔实施原址保护。项目业主单位应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专项文物影响评估，

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施工方案，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

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

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5.3.4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及新发现文物保护措施 

A 级文物点：对石地坝遗址、瓦啄嘴遗址、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等 3 处文物

点实施原址保护，由项目业主委托相关专业机构编制原址保护方案，经区县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若经论证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由项目业主与当地文物部门会商，并

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制定保护方案，须按法定程序另行报批。 

B 级文物点：对鼓鼓田墓群、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

墓地、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实施原址保护，由项目业主

委托相关专业机构编制原址保护方案，经区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若经论证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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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原址保护的，由项目业主与当地文物部门会商，并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制定保护方

案，须按法定程序另行报批。；对猪圈门墓地、关路口墓群等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

积共计 300 平方米。 

C 级文物点：对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实施原址保护，由项目业主委托相关专

业机构编制原址保护方案，经区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若经论证无法实施原址保

护的，由项目业主与当地文物部门会商，并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制定保护方案，须按法

定程序另行报批。对蒋家湾墓地、官渡口墓群、刀刘子墓地、大印坝墓地进行考古发

掘，发掘面积共计 175 平方米；对老村公所墓群进行留取资料工作，数量 5 座，对张

家坪老院子等 5 处地面文物点进行留取资料资料工作。 

D级文物点：对沙塝墓地、狮子嘴墓地、黄桷头墓地、桐子堡墓地、大水井墓地、

大花岭墓地、付家岩墓地、向家坪墓地、黄花岩脚墓地、张家坝墓地等 10 处 D级文

物点进行留取资料工作，其中地下文物点中墓葬数量合计 13 座（附表 1）。 

 

 

 

 

 

 

 

 

 

 

6.文物保护计划及工作程序 

6.1 地面文物 

6.1.1 原址保护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

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计划对丰都县文物保护单位培元塔实施原址保护。项目业主单位应委托专业机构

编制专项文物影响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施工方案，根据文物保护单

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无法实施原址保

护，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迁移或者拆除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准前须征

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6.1.2 留取资料 

1）历史留取资料：以笔录、录音、录像等多形式和技术调查、记录与文物相关

人员的讲述，并到图书馆、档案馆等相关单位查阅文献信息，对文物建筑的创建年代、

历史沿革、使用情况、历年维修状况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2）地理信息收集：收集文物及周边地理环境信息，进行 GPS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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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像留取资料；收集拓片资料，采用照相、录像等技术手段对文物和周边环

境进行录像扫描。 

4）文物本体测绘：绘制文物本体现状实测草图，结合调查结果，并根据科学考

证的资料绘制出文物平、立、剖图以及相关的纹饰大样图。 

5）文物周边环境测绘：对文物边际、空间环境进行测绘，进一步提取文物空间

信息。 

6）构件收集及保护：构件收集及保护是针对部分文物价值较高的构件。在构件

搬迁前应进行预处理，确保不会在搬迁过程中造成二次损害，待搬迁到室内后需要全

面进行清理、保护，保护工作须针对构件现状、结构特质等特点，采取不同的清理修

复方式，进行相应的测试分析，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方案后实施。 

计划对张家坪老院子、殷氏民居、中华嘴水井、庙沟石平桥、三皇庙防空洞等 5

处地面文物实施留取资料。 

6.2 地下文物 

6.2.1 原址保护 

计划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狮子包墓群实施原址保护。项目业主单位应委托专业

机构编制专项文物影响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施工方案，根据文物保

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 

计划对第三次全国普查登记文物点石地坝遗址、瓦啄嘴遗址、玉溪坪遗址-柏木

塘墓群、鼓鼓田墓群、玉溪坪遗址-庙儿坪墓地、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大沙

坝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遗址-红石子墓地、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等 9处文物点

实施原址保护，由项目业主委托相关专业机构编制原址保护方案，经区县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若经论证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由项目业主与当地文物部门会商，并委

托相关专业机构制定保护方案，须按法定程序另行报批。 

6.2.2 考古发掘 

在避让保护与原址保护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工程建设项目业主须委托具有考古

发掘资质的机构对工程占用地下文物的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提取古代文化遗存。考古

发掘是通过布方逐层揭露，并进行详细文字记录、测量、绘图、照相、摄像，对出土

文物进行收集的一种文物保护方式，是地下文物保护的主要手段，也是科学获取系统

考古材料的主要方式。发掘采用探方法进行，最小发掘单位为 5米×5 米探方，墓葬、

遗迹分布密集区域应采用连续布方；与遗存相关的道路以及其他附属遗迹现场必须全

部揭露；考古发掘面积必须能完全覆盖墓葬、遗迹本体。 

计划对猪圈门墓地、关路口墓群、蒋家湾墓地、官渡口墓群、刀刘子墓地、大印

坝墓地等 6 处文物点实施考古发掘，考古发掘面积共计 475 平方米（详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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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留取资料 

主要针对保存较差、价值较低的文物。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

机构实施。包括如下具体工作内容： 

通过详细测绘、拍照、摄像、拓片等手段，整理建档，构件收集，为以后开展全

面的历史研究提供依据。包括如下具体工作内容： 

（1）测绘：对文物所处环境以及墓葬结构、其他附属物进行测绘，并制图。 

（2）拓片：对墓葬存在的纹饰图案雕刻及文字等内容进行拓片并装裱保存。 

（3）摄影：包括大环境远景拍摄、近全景拍摄、局部拍摄。 

（4）文字记录：包括对墓葬的所在环境、性质、规模、结构、特征进行准确细

致的描述，并征集民间文献、口传史料，了解文物分布区域的文化源流和发展脉络。 

（5）室内整理：包括对图纸的进一步处理、拓片的装裱收藏。 

计划对老村公所墓群、沙塝墓地、狮子嘴墓地、黄桷头墓地、桐子堡墓地、大水

井墓地、大花岭墓地、付家岩墓地、向家坪墓地、黄花岩脚墓地、张家坝墓地等 11处

文物点共计 18座墓葬实施留取资料。（详见附表 1）。 

6.3 经费说明 

6.3.1 地下文物经费编制依据 

①《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国家

计委、财政部、文物局（90）文物字第 248 号，《关于颁发＜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 

②《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重庆市建设工程人

工信息价的通知》【渝建价发〔2019〕5 号】 

6.3.2 地下文物经费概算指标 

民工单价是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类经费概算的基础。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 2019 年第一季度重庆市建设工程人工信息价的通知》中重庆渝

东南、东北片区土石方综合工单价为 101.00 元/工·日，本报告以此为标准编制地下

文物保护经费预算。 

考古发掘经费由以下项目构成：①民工费；②技术工人费；③消耗材料费；④器

材、设备更新折旧费；⑤记录资料费；⑥运输费；⑦占地补偿费；⑧临时建筑费；⑨

标本测试费；⑩发掘管理费；⑪安全保卫费；⑫不可预见费。各项目概算情况详见附

表。 

考古发掘综合单价为 1676.4384 元/平方米（附表 2）。 

留取资料经费由以下项目构成： 

①民工费；②技术工人费；③消耗材料费；④测绘搭架费；⑤交通费；⑥住宿费；

⑦不可预见费。各项目概算情况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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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取资料综合单价为 3467.10 元/座（附表 3）。 

6.3.3 地下文物经费概算 

（1）考古发掘项目 6项，拟考古发掘 475平方米，考古发掘综合单价为 1676.4384 

元/平方米，考古发掘经费合计 796308.24 元； 

（2）留取资料遗迹 18座，留取资料综合单价为 3467.10 元/座，留取资料经费合

计 62407.80 元。 

地下文物保护总经费为（1）（2）项之和，共 858716.04 元，大写：捌拾伍万捌仟

柒佰壹拾陆圆零肆分（附表 4）。 

6.3.4 地面文物经费编制依据  

（1）《重庆市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计

划委员会、重庆市建设委员会渝价[2000] 352 号，关于印发《重庆市工程建设中介服

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2000 年 6 月 22日）； 

（2）《重庆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重庆市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发改委、重庆市

财政局、重庆市物价局渝建发［2008］18号，关于颁发 2008 年《重庆市建设工程费

用定额》的通知，2008 年 2月 2 日）； 

（3）《重庆市物价局关于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重庆市物价局渝

价［2013］428 号，2013 年 12 月 31 日）； 

（4）《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适用增值税新税率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

据的通知》（渝建[2019] 143 号，2019 年 4 月 1 日）； 

（5）《三峡工程库区地面文物保护规划经费概算细则》（1995 年）； 

（6）《重庆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定额》（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8 年 4月）。 

6.3.5 地面文物经费概算指标  

（1）留取资料 

历史留取资料：2000.00 元/项； 

地理信息收集：500.00 元/项； 

影像留取资料：600.00 元/项； 

（2）现状测绘 

文物本体测绘：150.00 元/平方米； 

周边环境测绘：60.00 元/平方米； 

（3）文字及档案记录：2500.00 元/项； 

（4）文物全套档案编制费：1000.00 元/套； 

（5）文物构件收集：3000.00 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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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地面文物经费概算 

地面文物共留取资料 5处，经费合计为 128420.00 元，大写：壹拾贰万捌仟肆佰

贰拾圆整（附表 5-附表 10）。 

6.3.7 文物保护总经费 

文物保护总经费为地下文物和地面文物保护经费总和，文物保护总经费为

987136.04 元，大写：玖拾捌万柒仟壹佰叁拾陆圆零肆分（附表 11）。 

 

 

 

 

 

 

 

 

 

 

 

 

 

 

 

 

 

 

 

7.结语 

1.本次调查在工程建设范围内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33 处，包括地下文物 27 处，

地面文物 6 处，时代主要为新石器至民国。其中 1 处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1 处为

丰都县文物保护单位，9 处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文物点，22 处为新发现文物

点。 

2.本报告评估结论为按照文物保护计划实施后可行。文物保护计划及工作程序如

下： 

（1）对狮子包墓群（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原址保护。项目业主单位应委

托专业机构编制专项文物影响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施工方案，根据

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 

（2）对石地坝遗址、瓦啄嘴遗址、玉溪坪遗址-柏木塘墓群、鼓鼓田墓群、玉溪

坪遗址-庙儿坪墓地、大沙坝遗址-长沙坝码头墓地、大沙坝遗址-瓦子坪墓群、大沙坝

遗址-红石子墓地、大沙坝遗址-团鱼河窑址等 9处地下文物点实施原址保护，由项目

业主委托相关专业机构编制原址保护方案，经区县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若经论证

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由项目业主与当地文物部门会商，并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制定保

护方案，须按法定程序另行报批。 

（3）对猪圈门墓地、关路口墓群、蒋家湾墓地、官渡口墓群、刀刘子墓地、大



重庆丰都工业园区文物影响评价报告 

 

    

63 

 

印坝墓地等 6处地下文物实施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合计 475 平方米。 

（4）对老村公所墓群、沙塝墓地、狮子嘴墓地、黄桷头墓地、桐子堡墓地、大

水井墓地、大花岭墓地、付家岩墓地、向家坪墓地、黄花岩脚墓地、张家坝墓地等 11

处地下文物包含的共 18 座清代墓葬实施留取资料。 

（5）对培元塔（丰都县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原址保护。项目业主单位应委托专

业机构编制专项文物影响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措施和施工方案，根据文物

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无法实施

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6）对张家坪老院子、殷氏民居、中华嘴水井、庙沟石平桥、三皇庙防空洞等

5 处地面文物实施留取资料。 

3.文物保护计划实施预算经费 987136.04 元（不含实施原址保护相关经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上述保护措施的所需经费由建设单

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4.鉴于地下文物具有不可预见性，按照《中国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

规定，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新的文物，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现场，立即报

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由文物行政部门安排专业机构实施抢救保护，避免文物遭受进

一步破坏。在实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中，在保证总发掘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可根据实

际发掘情况，对各文物点发掘面积进行内部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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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重庆丰都工业园项目文物点一览表 

类

型 
序号 名称 位置 时代 类别 

地理 

坐标 

高程

（米） 

分布 

面积 

（平方米） 

文物构成 

（已暴露） 

保存

现状 

价值

评估 

评估 

分级 

工程 

影响 

评估 

保护措施 

备注 
考古 

发掘 

（平方

米） 

留取 

资料

（座

） 

资料 

收集 

（座） 

原址

保护 

地

下

文

物

点 

1 狮子包墓群 
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

社区二社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29°55′45.8″ 

E：107°47′05.4″ 
185～195 12655 20座 较好 高- A 

施工占

用 
- - - √ 市保 

地

面

文

物

点 

2 培元塔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

村一组 
清 古建筑 

N：29°55'03.5" 

E：107°45'45.7" 
231 190.7 1座 较好 较高 A 

施工占

用 
- - - 

 

 

√ 

县保 

地

下

文

物

点 

3 石地坝遗址 
丰都县高家镇川祖路

居委会柏林村 

新石器至

清 
古遗址 

N：30°01'39.7" 

E：107°51'37.4" 
146～175 42000 遗址 1 处 较好 高 A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4 瓦啄嘴遗址 
丰都县高家镇川祖路

居委会柏林组 

商周至明

清 
古遗址 

N：30°01'33.6" 

E：107°51'31.0" 
155～74 7100 遗址1处 较好 高 A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5 
玉溪坪遗址柏木

塘墓群 

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

二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30°02′38.50″ 

E：107°51'48.66" 
185 5000 13座 一般 高 A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6 鼓鼓田墓群 
丰都县高家镇川祖路

居委会柏林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30°01'28.8" 

E：107°51'28.9" 
155～165 3000 5座 一般 较高 B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7 
玉溪坪遗址庙儿

坪墓地 

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

八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30°2'28" 

E：107°51'46" 
175 50 1座 一般 较高 B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8 
大沙坝遗址长沙

坝码头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

村一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29°54'40" 

E：107°45'18" 
156  200  2座 一般 较高 B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9 
大沙坝遗址瓦子

坪墓群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

村二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29°54'29" 

E：107°45'12" 
170 300 3座 一般 较高 B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10 
大沙坝遗址红石

子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

村二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29°54'36" 

E：107°45'16" 
165 200 2座 一般 较高 B 

施工占

用 
   √ 

三普

点 



重庆丰都工业园区文物影响评价报告 

 

    

65 

 

附表 1  重庆丰都工业园项目文物点一览表（续表） 

类

型 

序

号 
名称 位置 时代 类别 地理坐标 

高程

（米） 

分布 

面积 

（平方米） 

文物构成 

（已暴露） 

保存

现状 

价值

评估 

评估 

分级 

工程 

影响 

评估 

保护措施 

备注 
考古 

发掘 

（平方

米） 

留取资

料 

（座） 

资料 

收集 

（座） 

原址

保护 

地

下

文

物

点 

11 猪圈门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

一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29°54'50" 

E：107°45'32" 
204 150 2 座 一般 较高 B 

施工占

用 
100   

 
新发现 

12 关路口墓群 
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村

五组 
汉至六朝 古墓葬 

N：29°55'45.7" 

E：107°46'57.3" 
180 500 3 座 一般 较高 B 

施工占

用 
200   

 
新发现 

13 
大沙坝遗址团鱼

河窑址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

一组 
明清 古遗址 

N：29°54'40.28" 

E：107°45'16.42" 
151 50  窑炉 1 座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 三普点 

14 蒋家湾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村

三组 
明 古墓葬 

N：29°55'29" 

E：107°46'16" 
167 100 1 座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50   

 
新发现 

15 官渡口墓群 
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村

二组 
明 古墓葬 

N：29°55'35" 

E：107°46'24" 
160 100 3 座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75   

 
新发现 

16 刀刘子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村

五组 
明 古墓葬 

N：29°55'44" 

E：107°46'43" 
150 25 1 座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25   

 
新发现 

17 大印坝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关路口村

一组 
明 古墓葬 

N：29°55'46" 

E：107°46'55" 
158 25 1 座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25   

 
新发现 

18 沙塝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

一组 
清 古墓葬 

N：29°54'52" 

E：107°45'58" 
210 25 1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占

用 
  1 

 
新发现 

19 老村公所墓群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

一组 
清 古墓葬 

N：29°54'47" 

E：107°45'27" 
167 500 5 座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5 

 
新发现 

20 狮子嘴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长沙坝村

三组 
清 古墓葬 

N：29°55'5" 

E：107°46'0" 
179 100 2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占

用 
  2 

 
新发现 

21 黄桷头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

四组 
清 古墓葬 

N：29°56'0.3" 

E：107°48'14.2" 
238 50 2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2 

 
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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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重庆丰都工业园项目文物点一览表（续表） 

类

类

型 

序

号 
名称 位置 时代 类别 地理坐标 

高 程

（米） 

分布 

面积 

（平方米） 

文物构成 

（已暴露） 

保 存

现状 

价值 

评估 

评估 

分级 

工程 

影响 

评估 

保护措施 

备注 
考古 

发掘 

（平方

米） 

留 取

资料 

（座） 

资料 

收集 

（座） 

原址

保护 

地

地

下

文

物

点 

2

22 
桐子堡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杨柳

村五组 
清 古墓葬 

N：29°55'41.1" 

E：107°48'7.4" 
245 50 1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1 

 
新发现 

23 大水井墓地 
丰都县兴义镇杨柳

村五组 
清 古墓葬 

N：29°55'50" 

E：107°48'10" 
239 50 1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1 

 
新发现 

24 大花岭墓地 
丰都县高家镇向家

村一组 
清 古墓葬 

N：30°1'48" 

E：107°52'4" 
261 150 1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1 

 
新发现 

2

25 
付家岩墓地 

丰都县高家镇向家

村一组 
清 古墓葬 

N：30°1'53" 

E：107°52'11" 
213 150 1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1 

 
新发现 

3

26 
向家坪墓地 

丰都县高家镇向家

村六组 
清 古墓葬 

N：30°1'32" 

E：107°52'39" 
285 50 1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1 

 
新发现 

3

27 
黄花岩脚墓地 

丰都县高家镇向家

村七组 
清 古墓葬 

N：30°1'45" 

E：107°52'32" 
233 50 1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1 

 
新发现 

3

28 
张家坝墓地 

丰都县龙孔镇玉溪

村四组 
清 古墓葬 

N：30°2'54" 

E：107°53'15" 
260 200 2 座 一般 较低 D 

施工 

占用 
  2 

 
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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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重庆丰都工业园项目文物点一览表（续表） 

类

类

型 

序

号 
名称 位置 时代 类别 地理坐标 

高程

（米） 

分布 

面积 

（平方米） 

文物构成 

（已暴露） 

保 存

现状 

价值 

评估 

评估 

分级 

工程 

影响 

评估 

保护措施 

备注 考古 

发掘 

（平方米） 

留 取

资 料

（座） 

资料 

收集 

（座） 

原址

保护 

地

地

面

文

物

点 

3

29 
张家坪老院子 

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

五组 
清 古建筑 

N：29°55'54" 

E：107°48'6" 
221 50 民居 1 处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1  

 
新发现 

3

30 
殷氏民居 

丰都县兴义镇杨柳村

四组 
清 古建筑 

N：29°55'59.8" 

E：107°48'12" 
230 150 民居 1 处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1  

 
新发现 

4

31 
中华嘴水井 

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

四组 
清 古建筑 

N：30°2'52" 

E：107°53'10" 
242 2 水井 1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1  

 
新发现 

4

32 
庙沟石平桥 

丰都县龙孔镇玉溪村

一组 
清 古建筑 

N：30°1'55" 

E：107°52'7" 
208 10 石桥1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1  

 
新发现 

4

33 
三皇庙防空洞 

丰都县高家镇向家村

一组 
民国 

近现代代

表性史迹 

N：30°1'46" 

E：107°52'9" 
263 150 防空洞1 一般 一般 C 

施工占

用 
 1  

 
新发现 

合计      73423      475 5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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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单价表 

 

 

 

 

 

  

序号 项目 标准 

金额 

(元/㎡） 

备注 

1 

人工费

用 

民工费 8 工·日 808.00 

民工单价 101 元

/工·日 

2 技术工人费 

2 工·日×

1.6 

323.20  

3 

其它发

掘费用 

消耗材料费 1 项×2% 16.16  

4 

器材、设备更新

折旧费 

1 项×3% 24.24  

5 记录资料费 1 项×3.5% 28.28  

6 运输费 1 项×1.5% 12.12  

7 占地补偿费 0 0  

8 临时建筑设施费 1 项×3% 24.24  

9 标本测试费 1 项×3% 24.24  

10 发掘管理费 

1～9 项×

20% 

252.096  

11 安全保卫费 

1～9 项×

10% 

126.048  

12 不可预见费 1～9 项×3% 37.8144  

综合单价  1676.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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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下文物留取资料单价表 

 

 

 

序号 经费项目 标准 金额(元） 备注 

1 民工 

补助 

清理 2 工·日 202.00 民工单价 101 元/

工·日 2 测量 8 工·日 808.00 

3 技术工人补助 6 工·日/座 1212.00 

补助标准 202 元/

工·日 

4 测绘、拓片、摄像耗材费 300 元/座 300.00  

5 测绘搭架费 300 元/座 300.00  

6 交通费 320 元/座 320.00  

7 住宿费 160 元/座 160.00  

8 不可预见费 

1～7 项

×5% 

165.10  

合计  34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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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地下文物保护经费概算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分级

评估 

分布面积

（平方米） 

考古发掘面积 

（平方米） 

考古发掘经费 

（元） 

留取资料遗迹数量

（座） 

留取资料经费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猪圈门墓地 汉至六朝 B 级 150 100 167643.84 - - 167643.84 新发现 

2 关路口墓群 汉至六朝 B 级 500 200 335287.68 - - 335287.68 新发现 

3 蒋家湾墓地 明 C 级 100 50 83821.92 - - 83821.92 新发现 

4 官渡口墓群 明 C 级 100 75 125732.88 - - 125732.88 新发现 

5 刀刘子墓地 明 C 级 25 25 41910.96 - - 41910.96 新发现 

6 大印坝墓地 明 C 级 25 25 41910.96 - - 41910.96 新发现 

7 老村公所墓群 清 C 级 500 - - 5 17335.50 17335.50 新发现 

8 沙塝墓地 清 D 级 25 - - 1 3467.10 3467.10 新发现 

9 狮子嘴墓地 清 D 级 100 - - 2 6934.20 6934.20 新发现 

10 黄桷头墓地 清 D 级 50 - - 2 6934.20 6934.20 新发现 

11 桐子堡墓地 清 D 级 50 - - 1 3467.10 3467.10 新发现 

12 大水井墓地 清 D 级 50 - - 1 3467.10 3467.10 新发现 

13  大花岭墓地 清 D 级 150 - - 1 3467.10 3467.10 新发现 

14 付家岩墓地 清 D 级 150 - - 1 3467.10 3467.10 新发现 

15 向家坪墓地 清 D 级 50 - - 1 3467.10 3467.10 新发现 

16 黄花岩脚墓地 清 D 级 50 - - 1 3467.10 3467.10 新发现 

17 张家坝墓地 清 D 级 200 - - 2 6934.20 6934.20 新发现 

合计 2275 475 796308.24 18 62407.8 858716.04  

  



重庆丰都工业园区文物影响评价报告 

 

    

71 

 

附表 5  中华嘴水井留取资料工作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元) (元) 

﹙1﹚ 历史留取资料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留取资料 项 1 600.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2 150.00 300.00 

﹙5﹚ 文物周边环境测绘 ㎡ 2 60.00 120.00 

﹙6﹚ 文字及档案记录 项 1 2500.00 2500.00 

﹙7﹚ 文物全套档案编制费 套 5 1000.00 5000.00 

中华嘴水井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1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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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殷氏民居留取资料工作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元) (元) 

﹙1﹚ 历史留取资料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留取资料 项 1 600.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150 150.00 22500.00 

﹙5﹚ 文物周边环境测绘 ㎡ 150 60.00 9000.00 

﹙6﹚ 文字及档案记录 项 1 2500.00 2500.00 

﹙7﹚ 文物全套档案编制费 套 5 1000.00 5000.00 

殷氏民居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4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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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张家坪老院子留取资料工作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元) (元) 

﹙1﹚ 历史留取资料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留取资料 项 1 600.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50 150.00 7500.00 

﹙5﹚ 文物周边环境测绘 ㎡ 100 60.00 6000.00 

﹙6﹚ 文字及档案记录 项 1 2500.00 2500.00 

﹙7﹚ 文物全套档案编制费 套 5 1000.00 5000.00 

张家坪老院子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2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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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庙沟石平桥留取资料工作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元) (元) 

﹙1﹚ 历史留取资料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留取资料 项 1 600.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10 150.00 1500.00 

﹙5﹚ 文物周边环境测绘 ㎡ 50 60.00 3000.00 

﹙6﹚ 文字及档案记录 项 1 2500.00 2500.00 

﹙7﹚ 文物全套档案编制费 套 5 1000.00 5000.00 

庙沟石平桥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1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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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三皇庙防空洞留取资料工作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元) (元) 

﹙1﹚ 历史留取资料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留取资料 项 1 600.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150 150.00 22500.00 

﹙5﹚ 文物周边环境测绘 ㎡ 50 60.00 3000.00 

﹙6﹚ 文字及档案记录 项 1 2500.00 2500.00 

﹙7﹚ 文物全套档案编制费 套 5 1000.00 5000.00 

三皇庙防空洞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3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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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地面文物保护经费概算表 

 

 

 

 

  

序号 名称 时代 类别 
分布面积 

（平方米） 

文物构成 

（已暴露） 

评估 

分级 
保护措施 保护经费（元） 备注 

1 中华嘴水井 清 古建筑 2 古井1座 C 留取资料 11020.00 新发现 

2 殷氏民居 清 古建筑 150 民居 1 处 C 留取资料 42100.00 新发现 

3 张家坪老院子 清 古建筑 50 民居1处 C 留取资料 24100.00 新发现 

4 庙沟石平桥 清 古建筑 10 古桥 1 处 C 留取资料 15100.00 新发现 

5 三皇庙防空洞 民国 
近现代代表

性史迹 
150 近现代建筑 1 处 C 留取资料 36100.00 新发现 

合计    362    128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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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文物保护总经费概算表 

 

序号 项目 经费概算（元） 备注 

1 地下文物保护总经费 858716.04  

2 地面文物保护总经费 128420.00  

合计 98713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