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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京沪高铁北京段、北京市新少年宫、朝阳区中关村电子城西区 F1 望京综合酒店工程、

大兴亦庄博兴七路（凉水河一街——泰河路）综合市政工程、朝阳区新世纪商业中心、门头沟区

潭柘寺镇中心区 B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考古发掘报告集。

在配合上述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清理了汉、辽、金、明、清时期的墓葬、窑址等古代遗迹，

出土了陶、瓷、铜等不同质地的文物，丰富和完善了北京地区的考古学资料。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文物、历史等研究的学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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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

一、 前 言

京沪高速铁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为止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投资最大、标准最高的高

速铁路。其北京段自北京南站西端引出，向西南方向上跨右安门外大街，在玉泉营互通式立交附

近跨菜户营南路、三环路后折向西南，与西黄线东侧并行向前，上跨四环路、丰双铁路、大李联络

线、五环路，在黄村附近跨西黄左线、京山线后折向东南，上跨西黄右线、黄良支线、京开高速公

路、六环路、京九右线、京九左线后与京山线并行向前，经魏善庄、安定后在 K41+478 处进入河北

省廊坊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总指挥部的全力配合下，在大兴区文物管理所的

协助下，北京市文物局责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负责实施北京段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2008 年 10 月，京沪高铁建设总指挥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专门召开文物保护工作协调会，强

调文物保护先行。

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7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随着工程征地的进度同步进行考古勘探。京

沪高铁北京段一共分为三个工区，三个工区的勘探面积分别为 273 600、212 400、172 800 平方米，

勘探总面积为 658 800 平方米（彩版一、二、三）。

在勘探的过程中发现古代墓葬 2 座、窑址 1 座。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北京市文物研究

所对上述遗迹进行了发掘，执照号为考执字〔2009〕第 193 号，发掘总面积约 100 平方米（彩版

四）。文物保护工作的完成，为京沪高铁的顺利施工创造了条件。

二、 窑址与墓葬

（一）  Y1

Y1 位于大兴区李营村东北的第一工区 K11+12 米处。

窑址所在地点，地层堆积可分 3 层。

第①层，厚 0.30 米，灰褐色土，质地松软，含有较多植物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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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②层，距地表深 0.50 米，厚 0.30 米，浅褐色土，土质较软，夹杂有红烧土颗粒、炭屑等。窑址

开口于该层之下。

该窑坐西朝东，从东至西由操作间、火道、出灰道、火膛和窑室五部分组成（图一；彩

版五）。

图一　京沪高铁Y1平、剖面图

操作间：位于窑室的东部，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 2.90、东西宽 2.30、深 0.90 米。内填杂土，土

质略松，含有较多的残砖块及碎瓦片，瓦片外素面，内饰布纹。

火道：位于操作间西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70、南北宽 1.20 米。火道四周用条砖包砌，

采用上下叠压垒砌的砌法，现存的残砖共 8 层，残高 0.80 米。用砖规格为 0.30×0.20×0.10 米。

出灰道：位于火道的下部，平面呈长条状，东西长 1.50、南北宽 0.16 米。出灰道的底部为斜坡

状，东高西低，西端比东端低 0.10 米。出灰道内存有较多的炭灰颗粒。

火膛：位于火道和窑室之间，平面呈半圆形（彩版六，1），内径约 2.00、外径约 2.40 米。火膛

周壁用条砖上下叠压错缝砌制而成。火膛深 0.80 米，平底，底部遗留有青灰色炭灰。用砖规格为

0.30×0.20×0.10 米。

窑室：位于窑的西部，因被破坏，形状不详（彩版六，2）。只有在紧接火膛处留有一层青灰色

烧结面。该烧结面质地坚硬，厚度在 0.05 米左右。

根据陶窑的开口层位及形制推断，窑址的年代属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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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1

M1 位于大兴区安定镇伙达营村南第三工区 K38+281 米处，GPS 数据为东经 116°18′16″，北纬

39°32′16″，高程 25 米。

该墓葬于 2009 年 5 月 1 日发掘。由于受条件限制，仅对墓室部分进行了清理（彩版七，1）。

墓葬为坐北朝南，方向为 188°。由墓门、墓室、棺床和墓道四部分组成（图二）。墓道因压在施工

道路下未作发掘。

图二　M1平、剖面图

1. 白瓷碗　2. 灰陶罐　3. 陶釜　4. 灰陶罐　5. 白瓷碗　6. 白瓷碗　7. 铜钱

墓门：位于墓室的正南部，其南部与墓道相连。墓门内通高 1.08、东西宽 0.5、进深 0.72 米。

顶部用规格为 0.36×0.18×0.06 米的素面青砖砌成圆拱形，门内封门砖呈人字形（彩版七，2）。

墓室：位于墓门的北部，平面呈圆形。

墓壁用规格为 0.36×0.18×0.06 米的素面青砖平砌而成（彩版八，1）。

墓顶为穹窿顶（彩版八，2）。底部平面直径为 2.30 米，内壁至墓顶的总高度为 2.40 米，墓室

上顶距地表 2.80 米。墓室内周壁饰有对称的四组砖雕斗栱（彩版九，1）。

在东壁的两组斗栱间饰有砖雕桌椅图案一组（彩版九，2），局部残存有白灰和红色颜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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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位于北端，桌高 0.46、宽 0.55 米；右侧椅屈背，椅高 0.52、宽 0.28 米。桌子下面带一花边托，腿距

底部 0.12 米处有横枨，长 0.38 米，桌腿上有刻槽。

在西壁的两组斗栱间砌出一立面呈长方形的破子棂窗（彩版一〇，1），窗户南北宽 0.70、高

0.55、距室底 0.18 米。该窗由立颊、上串、破子棂组成。立颊对称

分布在破子棂的两侧，高 0.50、宽 0.06 米。立颊上承上串，上串长

0.66、宽 0.06 米。破子棂 6 根，长 0.50、宽 0.06 米。

棺床：位于墓室北半部。东西长 1.34、南北宽 0.62、高 0.66

米。棺床的东、南、西三面用规格为 0.36×0.18×0.06 米的青砖错

缝平砌而成，共砌 11 层（彩版一〇，2），中间填黄色花土，土质很

粘。棺床上有残碎烧骨渣。

随葬器物有白瓷碗、灰陶罐、铜钱等。

瓷碗 3 件。M1∶1，敞口，尖圆唇，弧腹，矮圈足。外壁上部饰

凹弦纹一道，通体施白釉。内底留有三个支点痕迹。口径 12.7、

底径 3.9、高 4.5 厘米（图三；彩版一一，1）。

M1∶5，敞口，斜沿，尖圆唇，斜腹微弧，矮圈足。腹上部及内

壁施黄白色釉，腹下部及圈足未施釉。内底留有五个支点痕迹。

轮制。口径20.8、底径8.6、高6.5厘米（图四，1；彩版一一，2）。

M1∶6，敞口，尖圆唇，斜腹微弧，矮圈足。腹上部及内壁施

黄白色釉，腹下部及圈足未施釉。内底留有五个支点痕迹。轮制。口径 19.6、底径 8.4、高 4.8 厘米

（图四，2；彩版一一，3）。

陶罐2件。M1∶2，泥质灰陶，敞口，圆唇外翻，短束领，圆肩，弧腹，平底内凹。轮制。口径9.4、

图四　M1随葬瓷碗（二）

1. M1∶5　2. M1∶6

图三　M1随葬瓷碗（一）

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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