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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

中轴线考古先后对西板桥、正阳桥、先农坛等重要节点开展了考古工
作。鼓楼迤西35号院内发现了10座灰坑，出土了一批元代瓷片，是研究北
京中轴线和鼓楼区域历史沿革的重要考古材料。

西板桥桥址及其河道的考古发现，为探讨北京中心城区元代以来内
金水河水系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正阳桥考古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石质镇水兽，对研究正阳门前护
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张家湾明代石桥建造年代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是北京地区
一处用于通达交通、往来货运的要道，至清代仍有沿用。该石桥的发现为
研究大运河水系及码头变迁提供了实物资料。

净德寺遗址是北京首次对明代宦官墓及与其有依附关系的寺庙遗址
进行发掘。初步摸清了净德寺建筑群布局，确定了净德寺为坟寺。新发现
的睿亲王淳颖园寝，为研究清代亲王葬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长城考古为配合长城规划、修缮、抢险加固和保护设施建设积极开展
相关工作。对延庆柳沟西山长城敌台遗址、昌平南口城、上关城护城墩遗
址、怀柔箭扣长城遗址等开展了长城考古，推动和推广形成新的长城保护
工作范式。延庆大庄科长城 3、4号敌台及边墙遗址考古工作确定了该段
长城的营建时代，明确了空心敌台建筑规制和基础部分的工程做法，了解
了长城废弃后的坍塌、堆积过程以及后人对其的利用过程。

先农坛清代耤田（一亩三分地）遗址考古发现了礼仪活动场所和耤田
遗迹，是研究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和耤田制度的重要内容。

西城区醇亲王南府遗址规模较大，规制较完整，等级较高，且在清代
王府建筑中形制较为独特，对研究清代王府规制、工程做法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望坛地区墓葬群共发现古代墓葬1573座，年代上讫唐代、下至明清。其
中一座元代圆形四角攒尖顶砖室墓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对于丰富元代墓葬
形制类型具有重要价值。明清墓葬出土了一件铜鎏金凤冠，冠顶部錾刻“奉天
诰命”四字，整体造型优美华丽，工艺精巧。此墓葬群对于研究明代北京城变
迁对周边墓地的形成和影响以及明清北京城人口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白浮泉在九龙池东侧岸边发现了古代白浮泉的出水口，基本确定了
九龙池的范围及古代白浮泉的流向。

澄清下闸的发现，使得通惠河段澄清三闸全部面世，是北京水利史和
建筑史上的重要资料，丰富了大运河的遗产内涵。对研究通惠河及玉河变
迁、古代河工、漕运、水源、供排水系统和环境变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北运河故道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大运河改道以前的故道，是
元、明、清三朝大运河漕运兴衰的实证。

小圣庙是大运河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对研
究漕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万寿寺东路发掘出清代虚空同体殿、静思报恩殿、西静院正房、元光
门以及甬路、游廊等附属设施，基本弄清了万寿路东路的建筑布局。

清代中期固伦和敬公主及其后裔园寝位于朝阳东坝。其中固伦和敬
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合葬墓规模硕大，由墓道、挡券墙、罩门券、石
门、门洞、棺床、金井和金券组成。此次发现是清代皇家园寝制度的典型代
表和实物例证。

清代庄亲王园寝群是北京首次科学发掘的清代园寝。园寝群规模宏
大，整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圆明园对大宫门、养雀笼、海晏堂、如园、紫碧山房、远瀛观、舍卫城、
澹泊宁静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出土了鎏金铜象首、嘉庆御笔石刻、粉彩瓷
砖等重要文物。大宫门区体现了传统中轴对称的中式礼序，澹泊宁静反映
了中国古代重视农耕的意识传统，如园展示了江南园林的婉约精致，紫碧
山房代表了山地园林的大气灵动。

文物保护案例

迁移保护 对城市副中心具有重要价值的墓葬、窑址、花纹砖墙、地层
剖面等60余处遗迹进行了整体迁移保护，通过套箱提取转移至室内进行
实验室考古研究。

壁画保护 对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壁画开展了科学分析检测及
保护研究。对三个墙面进行了七组多光谱图像采集。采用X荧光光谱仪、
X衍射分析仪、能谱分析研究壁画地仗层组成成分及颜料成分。

金属质文物保护 对琉璃河出土的铜器采取化学分析、显微分析、金
相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及微区能谱分析等分析检测，对铜器的保存环
境、制作工艺、合金配比、腐蚀状况、劣化机理进行系统研究。

科技考古

陶瓷考古 对汉代彩绘陶楼的研究表明其陶胎原料来源于当地黏土，
陶楼烧成温度为800-1100℃，同时明确了其绘制顺序及颜料成分。对金中
都遗址出土的金代白瓷的研究丰富了有关金代定窑白瓷胎釉配方的认识。

冶金考古 对路县故城遗址、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广阳城墓地
等遗址出土的铜器、铁器金属制品进行科技分析。路城地区在两汉时期已
围绕生铁冶炼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铁器生产制作体系。

玉石器研究 后屯村战国墓发现有热处理滑石和红玉髓珠饰，可能与
域外文化有着某种交流和联系，是古丝绸之路交往的实物证据，另鉴定出
了天河石珠饰，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

环境考古 恢复了路县故城城郊地区自东汉以来遗址地层记录的人
类活动特征。通过对遗址区发现的F13内部及其周围土壤的多元素分析
和统计学分析，推测F13为南北朝时期的一间厕所。

体质人类学研究 鉴定出眶顶筛孔样病变、骨关节病、牙釉质发育不
全等病理样本，以及缠足等文化习俗所造成的体质异常、叼烟斗造成的牙
齿特殊磨耗、与暴力冲突有较密切关系的多个个体、多处骨骼创伤等。

植物考古 通过对琉璃河遗址、旧宫遗址、路县故城遗址、三合庄遗
址、金中都遗址和圆明园遗址的植物样品采集与鉴定，初步梳理了北京地
区古代农业的发展脉络和特点，为详细了解先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及植物资源
利用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三合庄遗址发现的约3200平方米的炭化植物遗
存，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分布面积之广，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均为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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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北京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积极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
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开展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成果，深刻揭示了古都北京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形成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辉
煌成就。

2014年3月1日，北京市施行《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
办法》。这是全国首部以省级政府令的形式践行“先考古、后出
让”理念的重要举措，从源头上为北京地下文物保护提供了制
度保证。

十八大以来，北京市共完成各类考古勘探2173项，勘探
总面积22002万平方米；完成发掘828项，发掘总面积79万平
方米，发掘古房址、古墓葬等各类古代遗迹数量3万余座（处），
出土各类文物5万余件（套），项目数量及面积均居全国前列。

这些项目既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场
馆、世园会等国家重点工程，也包括棚户区改造、医院、学校、
轨道交通等市属建设项目。考古工作有力保障了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路县故城、广阳城、净德寺、清代庄亲王园寝与和敬公
主园寝等一大批重要遗址得到有效保护。

“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将扎实做好田野考古，切实提高工
作水平。立足北京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挥重大课题项目的
引领作用，探索北京文明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演进
路径，进一步回答好北京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
重要作用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等关键问题。做好北京考
古和文物保护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努力实现一流的学
术目标、一流的人才团队、一流的科研成果，推动北京文物考古
工作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执笔：郭京宁 杜美辰）

工作回顾

新石器时代

平谷区平安洞遗址是北京首次发现的洞穴类型的有确
切地层依据的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洞穴遗址，初步的碳十
四测年显示，最早的时代在距今 1.1万年，出土了丰富的
打制石器、陶片和装饰品等文化遗物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碎
片。陶片器型原始，烧成火候不高，夹砂较多且砂粒较
大，为研究早期陶器提供了线索。发现多件穿孔螺壳，为
同一种类且大小均匀，穿孔位置固定，初步观察有佩戴的
痕迹，为研究新石器早期人类的审美和艺术提供了难得材
料。平安洞遗址为研究区域旧新石器过渡和新石器时代早
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计方式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平谷区东老虎山遗址发现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
片等遗物，首次在平谷区发现雪山一期文化遗存，为研究
北京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与发展谱系提供了新的
材料。

西周时代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宫殿区之外发现了成规模的夯土
建筑基址。夯土地基保存有至少四层活动面，墙体最高
处残存近 1 米，部分区域可见夹墙柱的柱洞痕迹。在城
内西北角发掘房址 3 座，面积在 10-20 平方米之间，推
断其废弃时间约为西周晚期。发掘墓葬 5座，均为竖穴
土坑墓，一棺一椁，墓向相近。新出土的奂卣、奂尊等铜
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太保墉匽”的内容，证实了召公建
匽的史实，为北京地区三千年筑城史提供了最早的出土文
献证据。

大兴区旧宫遗址首次在北京东南部地区发现西周早中
时期小型聚落遗址，对研究西周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传播具
有重要价值。

战国—汉代

路县故城遗址发掘的遗迹包括墓葬、城墙、城壕、窑址、
水井、房址、道路、灰坑、冶铁炉等，明确了城内外的布局、范
围与功能。该项目于 2017年获“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城
外发掘古代墓葬9000余座，时代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城郊
遗址区发掘 250余口两汉时期水井，是北京首次考古发掘
并记录的汉代井群。陶窑、水井与房址，冶铁炉、水井与灰坑
共时存在，其功能组合为了解和复原遗址的手工业生产提
供了重要资料，这也是北京两汉时期手工业遗存的首次大
规模发现。

平谷区白各庄墓葬群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晚
期，对于认识北京东北部区域汉代的文化面貌、家庭与家族
的内部构成等具有重要价值。

广阳城遗址确定了广阳城的具体位置，弄清了城址范
围与城垣形制。在广阳城以东发现了大型墓地，主要为两
汉魏晋时期。考古发掘对研究广阳城城址及墓葬的布局关
系、城址兴衰以及墓葬特点、丧葬习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
价值。

大兴区安定镇大渠发掘的汉代砖室墓，分为单室墓、双
室墓、三室墓、多室墓。墓室顶部有券顶、盝顶、穹窿顶等多
种形式。是研究汉代幽州地区社会经济、墓葬文化、科学技
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魏晋唐辽金

延庆区李四官庄发掘出两片魏晋家族墓，在北京地区
极为少见。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弩机等文物，并发现有“上
谷”字样的铭文砖。

鱼儿沟隋代墓地是北京地区第一次发现的隋代墓葬，
填补了隋代考古的空白，出土的铭文砖为探讨房山区的建
置沿革提供了实证。

密云区中医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发掘出两段唐代城墙基
址和明清时期城墙遗迹。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城墙墙基
为檀州城。此次考古发现对研究和探讨密云区的城建史具
有重要历史价值。

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规模巨大，形制特殊，整体结
构保存完整，出土了大量精美石雕。壁画数量众多，在墓道、
东西耳室、主室、东西侧室及后室等各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
分布。内容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彩绘建筑、动植物等，
描绘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有助于研究
北京地区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

辽代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由矿山、冶炼、居住遗址等构
成，遗址类型系统、丰富，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
中保存冶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为开
展辽代冶铁技术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宝贵
材料。该项目于2015年获“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房山金陵石门峪帝陵区发现了地栿槽和石栏板，确认
了石门峪帝陵区存在高规格墓葬，属文献记载中的诸王兆
域。在磐宁宫遗址勘探发现了三进院落遗存。进一步了解了
金陵遗址的布局、形制和保存状况。

金中都城墙遗址的发掘基本厘清了金中都外城城墙的
保存状况、形制结构，及其与城外护城河、城内顺城街道路
的关系，首次正式确认了城墙、护城河的宽度及营建方式，
完整揭露的马面遗迹也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

近年来在金中都城内西南、东部和北部陆续发现了大
量的房址、灰坑、窖穴、灶址、水井、大型建筑基址以及不同
级别的道路遗迹等。初步推测与史料记载的美俗坊、东开阳
坊、富义坊、南永平坊、开远坊等“里坊”密切相关。

三合庄遗址出土的炭化高粱属于金代早中期，是我国
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高粱遗存，对研究高粱传入中
国的时间、途径、在农业中的角色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发现的大量金代栽培稗，为研究胡汉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
上的全面融合提供了生业经济和农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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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

清代固伦和敬公主夫妇合葬墓墓门

明代正阳桥镇水兽

金中都西城墙夯土遗迹

清代庄亲王园寝M1地宫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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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延庆大庄科长城4号敌台

辽代大庄科冶铁炉

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夫妇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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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洞出土新石器早期陶片
琉璃河遗址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

路县故城西南部遗址发掘区

鱼儿沟隋墓出土隋代纪年砖拓片

清代圆明园西洋楼养雀笼遗址

望坛出土清代凤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