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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山东段67处文物点发现大量古代

作者：   发布时间： 2010-12-27  文章出处：网易 点击率：

    本报刊发的《京杭大运河第一闸现身聊城》报道22日见报后，不少读者表示了关注。

北调工程的勘探施工才发现的，而且在以前的类似报道中也多次提到了南水北调工程，可以看出南水北

物考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记者昨天采访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山东省文化

办公室副主任王守功，请他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山东段涉及的文物考古情况进行介

    南水北调山东段确定文物点67处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在山东省呈“T”字形，分为南北干线和东西干线两部分，

9个地市的26个县(市、区)。通过考古调查，在干渠及库区共发现文物点88个，其中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为12个。总干渠经过的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活

物点年代跨度长、分布密集、文物保护级别高、文化内涵丰富。为做好南水北调山东段的文物保

多次调整设计方案，避让了其中的21处文物点，最后确定文物点67处，其中地上文物点

    王守功告诉记者，几年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山东段文物保护工作完成了第一批控制性文物保

成了第二批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的文物保护工作，其中包括济平干渠段，到目前为止，已

一个地上文物点文物保护的田野工作，共完成勘探面积近18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7万平方米。其中主要

3个部分，第一是济平干渠段文物保护项目的田野工作，第二是2005年控制性项目，第三部分是第二批控制性文物

保护项目。 

    长清区段发现丰富文物 

    据王守功介绍，第一部分的济平干渠段12个文物点的勘探工作已经完成，考古部门对

址、大街南汉代画像石墓、卢故城墓地、小王庄墓地和归南遗址等5个文物点进行了发

米，发掘墓葬17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1500余件。 

    孝里镇四街村的大街遗址，共发掘墓葬47座，其中战国墓1座、汉代墓葬38座、唐宋

掘3座窑址和6座灰坑。出土了一批丰富的古代实物资料。包括陶器、铜器、玉器、铁器等。

墓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为竖穴带墓道及二层台的“甲”字型木椁墓。出土陶器有

部分器表还保留有鲜艳的彩绘；铜器有戈、箭镞等。从地理位置及出土遗物分析，M18

一样，同齐长城修建或保卫有某些关系。 

    大街南汉代画像石墓位于大街村的南部，构建椁室的石梁上有精美的画像，在墓室中

壶、盘、猪圈、粮仓等。从出土遗物分析，该墓葬为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是山东地区

石墓之一。 

    在干渠经过的长清卢故城区域共发掘墓葬70余座，出土铜镜、铜钱、铜钵、陶鼎、陶

陶盖壶等各类文物达200余件。 

    小王庄墓地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平安店镇小王庄村东北，在干渠范围内共发掘汉代墓葬

壶、陶罐、陶灶、陶釜、陶井、陶樽、陶盖壶、铜镜、铜钱、铁剑、铁刀等各类文物达

    王守功认为，卢故城及小王庄汉代墓葬的发掘，对探讨济南西部地区汉代的政治、

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由于该地与汉代济北国相近，对汉代郡国都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个区内一次发掘这么大面积的多个文物点，而且还有重大收获，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不多

    明年上半年田野发掘工作将完成 

    “山东段2005年控制性项目共7个。目前发掘面积9900平方米，发现墓葬200余座。主要包括

汶上县梁庄唐、宋、金时期聚落址和梁山薛垓墓地等。宋、金时期聚落的大规模发掘，

次发现无疑为我国隋唐至宋元时期的考古研究增添新的宝贵资料。尤其是成组房址的发现

组织状况提供了可靠的实证。”王守功介绍说。 

    第三部分的第二批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工的，共7个文物点。到目前



面积5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8000余平方米。取得的主要成果非常丰富，像前些时候

盐业遗址”与“高青县陈庄遗址”考古项目分别入选了2008年度、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还有山东省博物馆负责的高青县胥家庙遗址发掘，完成面积6800余平方米，发现了隋唐

国家文物局专家的好评。 

    除了上述已经完成的考古项目外，王守功告诉记者还有不少待实施项目的文物保护

遗址的发掘工作就在这个部分内。根据工程安排，2011年上半年将完成文物保护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