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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重庆市主城区控规编码系统的西彭工业园区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面积约 3 平方公里，设有 B 标准分区、F 标准区两个片区，此次文物影响评估区域为重庆九龙

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对片区红线内区域进行开展调查工作，实际调查面积 B 标准分区 2.22 平方千米，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

0.85 平方千米。本报告对上述区域内的文物遗存开展影响评估。 

本次评估主要包含前期工作、现场勘察、分析评估、咨询完善等 4 个阶段。前期工作主要为对工程资料、地方史料、区域既往文物工作资料的收集与初步整

理；现场勘察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启动，5 月 15 日完成，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共计 14 处，其中地下文物 9 处，地面文物 5 处。 

本次评估结论为按照文物保护计划实施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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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总则 

2.1 评估依据 

2.1.1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3）《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4）《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5）《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6）《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7）《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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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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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1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 

（12）《重庆市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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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存保护与管理宪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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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古勘探工作规程》 

（3）《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 

（4）《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2.2 评估范围 

本报告适用于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相关文物本体、价值评估、影响评估、评估结论等，仅限于

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项目使用。 

2.3 评估目标 

根据相关政策和法规要求，对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工程建设项目文物影响评估，一方面可以尽量避免工程项目对文

物的影响，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文物安排专项经费开展保护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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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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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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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评估内容 

在文物调查勘探的基础之上，厘清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工程建设项目区域内的文化遗存，针对建设行为对其范围内

的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的影响进行科学地预期评估，指明下一步文物保护工作的程序步骤，提出合理地保护计划措施。 

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项目用地面积约合总共约 3 平方公里区域。其中 B 标准分区规划面积 222 公顷，F 标准分区面

积约 84.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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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现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信息比对。 

2.6.2 现场勘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专项调查队根据前期准备阶段制定的工作计划，采取徒步行走方式，对工程范围内进行实地勘察，并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要求，确认不可移动文物属性与记录不可移动文物信息。 

2.6.3 分析评估 

分析评估阶段主要工作是汇总外业采集的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对文物保存现状、工程影响、价值等三方面进行分析评述，在此基础之上，制定科学、合理的

文物保护措施。 

2.6.4 咨询完善 

在完成以上程序后，形成《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文物影响评估报告》草案，经专家咨询、修改完善后，提交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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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概况 

3.1 自然环境 

九龙坡区位于位于北纬 29°15′～29°35′，东经 106°15′～106°35′之间，地处重庆市主城区西南部，地处于重庆主城都市区的中心城区，是长江和嘉陵江环抱的

渝中半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邻渝中区，南接大渡口区，西连璧山区、江津区，北毗沙坪坝区，区境南北长 36.12 公里，东西宽约 30.4 公里，幅员面积 431.86 平

方公里。 

缙云山脉蜿蜒在九龙坡区西部边境，中梁山脉横亘在中部，把全区分成东部和西部两大部分。区内总的地势由北向南趋斜，海拔高程一般在 250-450 米。最

高点标高 692.8 米，最低点标高 169.25 米，相对高差 523.55 米。辖区属华蓥山带状褶皱南延部分。背斜成山，向斜成谷。背斜构造一般形成中低山脉，两翼地形

开阔，以浑圆状中低丘陵为主。背斜低山面积 105.8 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的 24.56%；向斜丘陵面积 303.2 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的 70.2%，长江从九龙坡区南

侧入境后向东折向东北方向出境，汇集了桃花溪、磨滩河、大溪河等次级河流，梁滩河则在区外汇入嘉陵江。 

九龙坡区地处四川盆地，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水热丰富，雨热同季，日照少，无霜期长。春早多倒春寒，夏热多伏旱，秋多绵雨，冬多雾。常年平均

气温 16℃-18℃，全年无霜期 340 天左右。 

3.2 历史沿革 

先秦时期，九龙坡地属巴国江州。 

秦汉时期，区境始属巴郡江州县。 

南北朝时期，南齐永明五年（487 年），改江州县为垫江县，区境属垫江县；北周明帝武成三年（561 年），撤垫江县、枳县置巴县，区境为巴县属地。 

隋、唐至北宋末，为渝州所属巴县地。北宋末至南宋初，为恭州所属巴县地。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 年），为重庆府所属巴县地。元代、明清时期，区境仍隶

属巴县。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属重庆市第八区。民国三十年（1941 年），区境属于石桥铺直辖镇和巴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0 年 10 月，第八区和第十七区合并为重庆市第四区，九龙坡部分地方仍属巴县。 

1952 年 10 月，重庆市调整区划，将巴县人和镇、建胜乡、屏都镇、南泉管理局、鱼洞镇、大窝乡划入第四区。1952 年 11 月，九龙坡区全境属重庆市第四

区。 

1955 年 10 月，第四区定名为九龙坡区。 

1995 年 3 月，原巴县白市驿、含谷、走马、金凤、陶家、巴福、西彭、铜罐驿 8 个镇和石板乡，以及沙坪坝区石桥铺街道、石桥镇划入九龙坡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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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3 月，重庆市直辖，九龙坡区直属于重庆市。 

3.3 既往文物保护工作 

九龙坡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资源，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九龙坡区登录不可移动文物 188 处，其中古遗址 8 处，古墓葬 64

处，古建筑 52 处，石窟寺及石刻 18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52 处。 

本次调查区域内的既往文物保护工作以两次以巴文化为主体的遗址考古发掘最为重要，即 1954 年的巴人船棺墓遗址和 2020 年的冬笋坝遗址考古发掘。 

巴人船棺葬遗址于 1954 年由重庆第一机制砖瓦厂建厂房挖地基时发现。西南博物馆（今重庆三峡博物馆前身）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并发现了 81 座战

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在众多发掘的墓葬中，船棺葬独具特色。十七座排列相当整齐而密集的墓葬，头部均正对长江。墓坑均为仅容一船大小的土坑竖穴，葬具长

约 5 米，直径约一米以上的楠木刳成舟形棺材。上部约成半圆型，底部稍削平，两端底部斜削，使其翘起成船形，首尾两端各凿一大孔，以便系绳下葬之用。船

棺形状分两种，一种是较简单的独木舟，另一种则在内置一小棺，似内棺外椁，另一端形成脚厢。墓葬中出兵器、容器，铁器等一系列巴人当年使用器物，此外

还有木椁墓等。巴人船棺葬的发掘出土为我们了解巴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进一步研究巴人文化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冬笋坝遗址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九龙坡区文物管理所于 2020 年 9 月上旬联合展开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时隔 60 年后继西南博物馆进行的相关工作以

后，首次对该遗址开展科学系统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本次新发现 28 座墓葬，其中船棺葬 4 座，共出土铜器、陶器、琉璃器、铁器等各类文物 200 余件（套）。作

为我国最早确认的巴文化遗址，这是自 1957 年以来重庆地区首次集中出现船棺葬，是近十年来重庆地区巴文化遗存最为重要的发现，对探索川渝地区巴文化特

征与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3.4 工程建设项目概况 

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西南部，西彭镇镇区中部，距主城区约 40 公里。北以 D 标准分区为界，东以铝城北路及铝城南路为界，

南以永安路、庆西路为界，西至西彭物资有限公司、西彭敬老院和西铝厂仓库一线，规划面积 222 公顷，行政区划属九龙坡区西彭镇辖区范围。F 标准分区位于

九龙坡区西南部，长江以北，铜罐驿镇区及北部部分片区，西与西彭镇相连，北与陶家镇接壤，规划范围为北部以及南部两个地块，面积约为 84.5 公顷。 

本次调查包括 B 标准区、F 标准区（核准范围），面积合计约 3 平方公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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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位置项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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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可移动文物 

4.1 综述 

通过现场勘察，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14 处，其中无文物保护单位，均为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点。 

上述文物点中包括地下文物点 9 处和地面文物点 5 处，地下文物点包含古遗址 1 处，为元通寺遗址；古墓葬 8 处，其中包含汉代崖墓 1 处，明代石室墓 2 处，

清代墓葬 5 处，分别为李子林墓地、小山门墓地、生基湾墓地、廖家院子清墓、土地塝清墓、大坟包清墓、石灰坝清墓、张家沟清墓。地面文物点包含清代古井

2 处，分别为陈家湾古井、张家沟古井；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3 处，分别为刘家湾渡槽、砖瓦厂防空洞、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图 2、3）。 

地下文物中元通寺遗址为明清时期寺庙遗址，反映了该时期九龙坡地区佛教寺院的基本情况，对研究重庆地区佛教的传播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其遗迹较为完

整的叠压于西彭一中校园下方，结合本次调查发现的碑记、造像等遗物可为寺院布局、造像艺术等佛教考古相关研究领域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李子林墓地为西

南地区汉代典型崖墓，具有明显的时代及地域特征，对研究本地历史和丧葬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小山门墓地、生基湾墓地均为明代石室墓，墓葬规模一般较小，

多数遭破坏，仅暴露墓室前部，墓室内堆积大量淤土，能够为丰富当地历史文化研究添加基础资料。廖家院子清墓、土地塝清墓、大坟包清墓、石灰坝清墓、张

家沟清墓均为清代平民墓葬，墓葬形制均为石围土冢墓，墓葬规模一般较大，少数保留有墓碑，并有一定的纹饰雕刻，对认识区域内墓葬选址、墓葬构筑、墓葬

形制演变等丧葬文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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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文物中陈家湾古井、张家沟古井从建造工艺上判断均为清代古井，其由石板筑成，井腹多为近似圆柱形，保存状况一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科学价

值和实用价值。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砖瓦厂防空洞、刘家湾渡槽均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物，其中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保存完整，具有一

定的价值，其熔铸车间及其周边附属设施均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是新中国“三线工程建设”的真实写照。砖瓦厂防空洞为三线建设时期修建，保存状

况一般；刘家湾渡槽保存完整一般，为近现代的水利设施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的有力见证，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环境、不畏艰难的实干精神，具有

积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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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文物分布图 图 3  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F 标准分区文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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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发现文物 

4.2.1 地下文物 

①元通寺遗址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二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寺庙地处于浅丘顶部平地内，现为西彭一中校园所在地，北侧为西南铝有限责任公司熔铸厂，西侧约 60 米处

为重庆市勤博铝业有限公司，南侧紧邻铝城大道，周边分布有大量居民房屋住宅，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9′34.84″，N：29°18′31.06″，海拔 297 米，文物分布面积 3000 平

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明清时期寺庙遗址 1 处，现为西彭一中校园所在地，寺庙原建筑均已不存，仅地表可见部分遗物，含柱础石 16 个、石碑 1 通及残损造像 2 尊，集中分布

于 3 处地点：现西彭一中正大门台阶处有 2 处柱础群，保存较好，雕刻纹饰清晰，可见有如意纹等装饰；现校园西北一角存有部分柱础及石碑一通，碑文纪年为“道光二十

三年十一月”；现校园西侧围墙外居民水稻田内发现造像两尊，疑似躯干部分，保存较差，为寺庙毁弃时散落至此。另外校园办公楼保管室藏有残损石狮雕像 2 尊，为修建校

园时收集，雕刻精美，头部饰云头如意纹，背部饰有鬃毛。 

据西彭一中退休教师江荣坤、周汝清两位老人介绍，原寺庙建筑 1954 年前尚存，仅殿内佛像遭破坏，后期因改建学校拆毁地面建筑，校园现代建筑直接修建在原寺庙基

址之上，原生基址基本完整，未遭进一步破坏。原寺庙建筑大体呈东西走向，南北长约 200 米，东西长约 400 米，分布范围大致与现校园重合，由山门、正殿、天井、下殿、

南北侧殿等组成，其中正殿为三开间木结构建筑，南北长约 160 米，东西宽约 50 米，正殿后侧修建有吊脚楼；下殿南北长约 165 米，东西宽约 40 米，中部开山门，南侧有

木构建筑的三层钟楼；东西两侧为侧殿，东侧殿中部设侧山门，下为僧人居住区，居住区南侧设台阶与正山门相连接；寺庙周边均为庙产田地，现存石碑碑文记载可产 400

余石粮食，据当时生产力推断田地面积应该超过百亩。现原正殿基址叠压于教师住宅楼下方，下殿基址叠压于教学楼下方，南北侧殿基址叠压于操场下方，僧人居住区基址

叠压于篮球场下方，校园大门东侧约 5 米处即为原寺庙正山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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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校园西侧围墙外暴露残损造像 照片 2  校园保管室收藏石狮 

照片 3  校园内残存柱础 1 照片 4  校园内残存柱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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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校园内残存柱础 3 

照片 6  元通寺遗址现状 照片 7  校园内残存碑记 

12



 13 

图 4  元通寺遗址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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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共发现古墓葬 2 座，均为汉代崖墓，从东南向西北编号 M1～M2。M1 为单室墓，开凿于巨石内部，坐西朝东，方向 87°，长约 340 厘米，宽约 110 厘米，出

露高 36 厘米，墓门缺失，两侧见清晰的錾痕，墓室内堆积有大量落叶及淤土，具体情况不明，整体保存较好。M2 为单室墓，西北距 M1 约 80 厘米，形制结构应与 M1 大体

相同，据当地村民介绍该墓于大生产建设时期遭

②李子林墓地

位于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建设村十六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地处于山岗顶部的巨型石块下方，居高临下，前为断崖，下瞰长江，有成渝铁路穿过，后依红蜻蜓食

用油有限公司，左侧约 100 米处为老鹰石，植被为灌木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22′57.98″，N：29°18′13.70″，海拔 250 米，文物分布面积 100 平方米。该文物点被水泥

围墙封闭，需翻墙进入。

损毁，现仅存墓室右半部分，可见其为拱形墓室，内壁见清晰的纵向凿痕，墓室内堆积有大量碎石块。 

 

 

照片 8  李子林墓地 M1 照片 9  李子林墓地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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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李子林墓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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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小山门墓地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二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地分布于田坎内，紧邻重庆市勤博铝业有限公司，周边分布有大量居民楼，墓前有乡间水泥小路穿过，植

被为杂草丛。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9′33.92″，N：29°18′27.01″，海拔 280 米，文物分布面积 1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共发现古墓葬 2 座，均为明代石室墓，从南向北编号 M1～M2。M1 为单室墓，坐东朝西，方向 300°，整体宽 90 厘米，出露高 60 厘米，进深不明。封门缺

失，墓室内堆积有大量生活垃圾及淤土。M2 为单室墓，坐北朝南，方向 202°，位于 M1 北侧约 3 米处，墓葬整体变形严重，墓室内堆积有大量碎石块。 

 

照片 10  小山门墓地 M1 照片 11 小山门墓地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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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小山门墓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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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生基湾墓地 

位于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建设村十六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地位于半山腰，前为山凹，后靠李子林山岗，周边分布有较多的居民住宅，右侧紧邻居民李祖海住宅，

乡间水泥小路自墓地前后穿过，与生基堡隔琵琶林相望，顶部现已开辟为菜地。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22′55.50″，N：29°18′14.37″，海拔 240 米，文物分布面积 100 平方

米。 

本次调查共发现古墓葬 2 座，均为明代石室墓，从南向北编号 M1～M2。M1 为单室墓，坐东朝西，方向 287°，出露高 35 厘米，残宽 120 厘米，进深不明，墓室内堆

积有大量淤土。M2 紧邻 M1 北侧，为单室墓，与 M1 形制结构大体相同，仅出露墓室右壁石板。该墓地石质用料体积均较大，墓前现堆积有大量生土。 

 

 

 

照片 12  生基湾墓地 M1 照片 13  生基湾墓地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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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生基湾墓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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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廖家院子清墓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五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背依西南铝重庆渝西化工厂，紧邻厂区围墙南侧，废弃居民房屋后侧，两建筑区域内的空地内，墓前有乡

间小土路穿过，周边分布有大量现代坟，植被为竹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9′29.52″，N：29°18′45.50″，海拔 286 米，文物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清代石围土冢墓 1 座，编号 M1。M1 为单室墓，坐南朝北，方向 17°，整体保存较差，仅存右侧条形石块，残宽 260 厘米，残高 160 厘米，进深 300 米。

墓室损毁严重，顶部现生长有大量竹子，墓碑及大部分墓上建筑均不存。据当地村民介绍，该墓原有高大石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遭破坏，其北侧原有同等规模墓葬两座，

亦遭拆除，现已无存。 

 

 

照片 14  廖家院子清墓 M1 照片 15  廖家院子清墓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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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廖家院子清墓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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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土地塝清墓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三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位于浅丘底部，地势较缓，东北距刘家湾渡槽约 50 米，周边分布有大量现代坟，右侧距居民住宅约 25 米，

有乡间小土路自墓左侧约 10 米处穿过，墓上现生长有两棵大香樟树，周边植被为竹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8′57.98″，N：29°18′53.12″，海拔 307 米，文物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清代石围土冢墓 1 座，编号 M1。M1 为单室墓，坐北朝南，方向 188°，整体损毁较为严重，仅存部分结构，残高 1.3 米，残宽 2.8 米，长约 4.5 米。墓碑

及碑楼结构已无存，现仅存由灰白色块石砌筑而成的石围土冢，据石围范围依稀可见原墓葬规模应较大，左右两侧仅存部分块石，保存较差。 

 

 

 

照片 16  土地塝清墓 M1 照片 17  土地塝清墓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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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土地塝清墓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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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大坟包清墓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二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地处于老鹰岩半山腰，四周分布有大量现代坟，墓前约 80 米处有乡村水泥公路穿过，墓后紧邻乡村小土

路，周边均为耕地，植被为竹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9′2.58″，N：29°18′36.50″，海拔 307 米，文物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清代石围土冢墓 1 座，编号 M1。M1 为单室墓，坐南朝北，方向 18°，墓室由灰白色条石砌筑，通宽 310 厘米，出露高 140 厘米，通常 46 厘米。“山”字

形顶，两柱单开间，仿木碑楼式结构，墓室下部分被掩埋于土下，具体情况不明。外接“八”字形挡墙，墓顶现为堆土，生长有杂草杂树。 

 

 

 

 

 

 

照片 18  大坟包清墓 M1 照片 19  大坟包清墓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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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坟包清墓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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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石灰坝清墓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二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地处于浅丘顶部，周边种植有大量花椒树，墓顶现已开辟成农田，墓前为鹅圈围栏，左侧距村民潘红住宅

约 20 米，有乡间小土路自墓左侧约 3 米处穿过，植被为杂草。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8′56.90″，N：29°18′41.34″，海拔 314 米，文物分布面积 1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清代石围土冢墓 1 座，编号 M1。M1 为单室墓，坐东朝西，方向 299°，墓室用灰白色块石砌筑，通宽 520 厘米，残高 160 厘米，通常 760 厘米。两柱单

开间，仿木碑楼式结构，碑楼顶部现已垮塌于墓前。封门保存较好，墓室旁边柱原题刻有对联，现侵蚀严重，文字信息均不详。外接“八”字形挡墙，分别雕刻“福”、“寿”

字图案，墓室底部条石可见有较为清晰的雕刻痕迹，具体图案因风化严重不清晰。 

 

 

 

 

 

 

照片 20  石灰坝清墓 M1 照片 21  石灰坝清墓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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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石灰坝清墓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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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张家沟清墓 

位于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建设村十三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墓地处于一处名为齐团堡小山的山脊上，左侧紧邻张家沟，右侧隔山谷与千藤堡相望，右前方约 25 米处

为居民罗德宏住宅，乡间小路自左侧穿过，周边种植有大量花椒树，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22′44.16″，N：29°18′21.77″，海拔 216 米，文物分布面积 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清代石围土冢墓 1 座，编号 M1。M1 为双室墓，坐南朝北，方向 337°，通宽 280 厘米，通高 178 厘米，长约 230 厘米，墓室以整块条石砌筑，呈拱形，

封门均保存完好，墓碑无存，未见纪年，墓顶现开辟为菜地，整体保存较好。 

 

 

 

 

 

 

照片 22  张家沟清墓 M1 照片 23  张家沟清墓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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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张家沟清墓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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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地面文物 

①陈家湾古井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三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古井地处于老鹰岩山脚下平地处，小地名为陈家湾的外缘凹地内，左侧紧邻现代修建的堰塘，前约 20 米处为

重庆市西南铝工业公司，有乡村小土路自古井右侧穿过，后侧原分布有部分居民住宅，现均已废弃，植被为杂草丛。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9′5.49″，N：29°18′30.36″，海

拔 292 米，文物分布面积 15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清代古井 1 口，编号 J1。J1 由青灰色条石砌筑而成，平面大致呈方形，内径 1.1 米，外径 1.5 米，井口距水面深约 1.4 米。古井内部以条石上下错位层筑，

呈八角形，所用条石规则大体相同，长 1.2 米，宽 0.32 米，高 0.26 米，表面均见较为清晰的錾痕。该古井整体保存较好，现仍用于当地村民取水浇灌菜地。 

 

 

 

照片 24  陈家湾古井 J1 照片 25  陈家湾古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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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陈家湾古井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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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家沟古井 

位于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建设村十三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古井背依小山包，山脚下水沟旁的平地上，左侧约 20 米处分布有大量居民住宅，后侧紧邻乡间土小路，

周边种植大量花椒树，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22′40.56″，N：29°18′23.99″，海拔 208 米，文物分布面积 15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清代古井 1 口，编号 J1，J1 平面呈圆形，于整块石材中部开圆形井圈，井口外径 98 厘米，内径 85 厘米，深度不明，井身以青灰色条石错位叠筑，呈八边

形，内现有存水，据当地村民介绍，该古井利用时间较长，自来水管道未铺设之前，为张家沟周边居民的主要生活用水来源，整体保存较好，现已基本废弃，仅用作村民浇

灌菜地。 

 

 

 

 

 

照片 26  张家沟古井 J1 照片 27  张家沟古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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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张家沟古井位置图 

33



 34 

③刘家湾渡槽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三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渡槽位于浅丘腰部，紧邻村民刘光虎住宅左侧院墙，周边分布有大量花椒树，西南距刘家湾水库约 100 米，

植被为竹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8′58.37″，N：29°18′54.53″，海拔 313 米，文物分布面积 15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近现代渡槽一座，东北西南走向，长 16.5 米，宽 2.8 米，残高 2.2 米，损毁严重，现存两拱一跨，拱高 1.4 米，跨度 4 米，石质结构，青灰色条石砌筑，其

间以石灰勾缝，东北段部分现用作居民住宅左侧墙壁，西南段残缺，多被用于拆毁用作当地建筑材料，可见地面有部分条石散落。据当地村民介绍该渡槽于 1976 年修建，原

为刘家湾水库引水渡槽，现已停止使用。 

 

 

 

照片 28  刘家湾渡槽 照片 29  刘家湾渡槽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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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刘家湾渡槽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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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砖瓦厂防空洞 

位于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建设村十六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防空洞背依大山，地处于山脚下的坡地，前侧约 5 米处为已废弃的公厕，左侧及后侧约 20 米处分布有居

民住宅，南侧约 150 米处为社区服务中心，有乡间土小路自防空洞顶部穿过，植被为灌木丛。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22′53.55″，N：29°18′7.33″，海拔 214 米，文物分布面

积 15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近现代防空洞一处，分北部与南部两个洞口，现南部洞口地处于铜罐驿社区砖瓦村老杨群众工作点内，被铁门封锁，内部具体情况不明。北部洞口现暴

露在外，以青灰色条石砌筑而成，表面见较为清晰的錾痕，下部少于部分埋于土下，出露高 250 厘米，宽 560 厘米。洞口内开拱形洞门，出露高 135 厘米，宽约 280 厘

米，进深不明，现洞口用块石封堵，无法进入，据当地村民介绍，该防空洞为三线建设时期修建，其内部走向基本呈圆弧形，现已废弃。 

 

照片 30  砖瓦厂防空洞北部洞口 照片 31  砖瓦厂防空洞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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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砖瓦厂防空洞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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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 

位于九龙坡区西彭镇元通村二组，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该旧址地处于平坝内，地势平坦，周边分布有大量生产厂房，东门前约 50 米处现为西彭一中校址，北侧现开辟

为农田，南侧为荒地，西门前为工业园区道路，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6°19′30.09″，N：29°18′32.52″，海拔 295 米，文物分布面积 80000 平方米。 

本次调查发现近现代工业建筑旧址一处，原为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分厂，现为该公司熔铸厂，据总公司产业部李主任介绍，该分厂于 1961 年立项，1963 年

自甘肃宏谷厂搬迁，1965 年开始修建，于 1968 年建成，1970 年开始投入生产，主要以生产铝制品为主，产品在民用及军用领域广泛流通。厂区东西长约 400 米，南北宽约

200 米，以熔铸车间为核心建筑，车间位于厂区南部，大致呈东西向分布，东西长约 300 米，南北宽约 40 米，高约 23 米，顶部以透明玻璃遮盖，呈拱形，下立有成对的砖

混结构高大支撑柱，外表均涂抹有石灰，立柱外约 6 米砌砖墙，厂房南侧大梁上粉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标语，立柱上也粉刷有部分标语，

以“自力更生奋发”、“毛主席著作是□□”最具代表性，部分标语脱落，文字信息不清晰。熔铸车间周围分布有十余处砖砌建筑，均为厂区生产及生活设施，现大部分仍在

继续使用。该熔铸厂及其周边附属设施均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是新中国“三线工程建设”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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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  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熔铸车间 1 照片 33  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熔铸车间 2 

照片 34  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熔铸车间大门 照片 35  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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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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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可预见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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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地下文物具有不可预见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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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范围通常包括本体、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和风貌协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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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物影响评估及保护措施建议 

5.1 新发现地下文物 

5.1.1 元通寺遗址  

5.1.1.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元通寺遗址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1.2 影响评估 

元通寺遗址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造成二次损毁。 

5.1.1.3 保护措施建议 

鉴于元通寺遗址现全部叠压于西彭一中校园下方，且修建学校时原生基址未遭严重破坏，整体保存尚好，该寺庙遗址规模较大，遗迹遗物丰富，具有较重要

考古研究价值，若工程施工时对西彭一中进行整体搬迁，创造考古发掘条件，则建议对元通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5.1.2 李子林墓地  

5.1.2.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李子林墓地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2.2 影响评估 

李子林墓地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1.2.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李子林墓地进行考古发掘。 

5.1.3 小山门墓地  

5.1.3.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小山门墓地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3.2 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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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门墓地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1.3.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小山门墓地进行考古发掘。 

5.1.4 生基湾墓地  

5.1.4.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生基湾墓地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4.2 影响评估 

生基湾墓地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1.4.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生基湾墓地进行考古发掘。 

5.1.5 廖家院子清墓  

5.1.5.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廖家院子清墓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5.2 影响评估 

廖家院子清墓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

坏文物所在环境。 

5.1.5.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廖家院子清墓进行资料收集。 

5.1.6 土地塝清墓 

5.1.6.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土地塝清墓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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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影响评估 

土地塝清墓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1.6.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土地塝清墓进行资料收集。 

5.1.7 大坟包清墓 

5.1.7.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大坟包清墓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7.2 影响评估 

大坟包清墓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1.7.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大坟包清墓进行资料收集。 

5.1.8 石灰坝清墓  

5.1.8.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石灰坝清墓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8.2 影响评估 

石灰坝清墓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1.8.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石灰坝清墓进行资料收集。 

5.1.9 张家沟清墓 

5.1.9.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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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沟清墓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1.9.2 影响评估 

张家沟清墓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1.9.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张家沟清墓进行资料收集。 

5.2 新发现地面文物 

5.2.1 陈家湾古井 

5.2.1.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陈家湾古井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2.1.2 影响评估 

陈家湾古井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2.1.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陈家湾古井进行留取资料。 

5.2.2 张家沟古井 

5.2.2.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张家沟古井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2.2.2 影响评估 

张家沟古井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2.2.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张家沟古井进行留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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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刘家湾渡槽 

5.2.3.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刘家湾渡槽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2.3.2 影响评估 

刘家湾渡槽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坏

文物所在环境。 

5.2.3.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刘家湾渡槽进行留取资料。 

5.2.4 砖瓦厂防空洞 

5.2.4.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砖瓦厂防空洞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2.4.2 影响评估 

砖瓦厂防空洞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丧失，并破

坏文物所在环境。 

5.2.4.3 保护措施建议 

建议对砖瓦厂防空洞进行留取资料。 

5.2.5 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 

5.2.5.1 文物与项目的位置关系分析 

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位于项目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 

5.2.5.2 影响评估 

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位于工程施工范围内，为工程项目全部占用。从现有的工程资料分析，工程建设将对文物本体造成彻底的破坏，导致文物信息全部

丧失，并破坏文物所在环境。 

5.2.5.3 保护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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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进行留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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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物保护计划及工作程序 

6.1 地下文物 

6.1.1 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指取得考古发掘资质证书的单位，履行报批手续后，严格按照《考古发掘管理办法》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以探方（沟）作为工作单元，科学获

取地下古代文化遗存的田野考古工作。建设工程中，对无法避让的文物埋藏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考古发掘工作。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工程影响范围内的 9 处地下文物中，元通寺遗址、李子林墓地、小山门墓地、生基湾墓地等 4 处文物点共计 1 处遗址、6 座墓葬时代较

早，文物价值一般或较高，且均会为工程建设施工占用，应对以上文物点实施考古发掘措施（附表 1）。 

6.1.2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是通过详细测绘、拓片、摄像、文字记录等手段全面提取文物的基本信息，经室内整理后建档，为以后开展全面的历史研究提供依据。 

对工程范围内受工程建设影响面临损毁、迁移或拆除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事前应当依据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实施留取资料的保护措施。根据调查结

果，廖家院子清墓、土地塝清墓、大坟包清墓、石灰坝清墓、张家沟清墓等 5 处文物点共计 5 座清代墓葬，时代较晚，文物价值一般或较低，且均会为工程建设

施工占用，故对这 5 处文物点实施留取资料措施（附表 1） 

6.2 地面文物 

6.2.1 留取资料 

留取资料是为了后续文物修复及系统研究提供依据的重要工作，其工作内容包括文物资料收集、整理建档、文物本体及周边空间环境勘察测绘、全面提取文

物现状信息，并将有价值的文物构件收集保存。 

根据调查结果，应对本次调查发现的 5 处地面文物点分别为陈家湾古井、张家沟古井、刘家湾渡槽、砖瓦厂防空洞、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采取留取资料保

护，开展文物本体测绘、文物周边环境测绘、历史资料收集、地理信息收集、影像资料收集、构件收集及保护等工作（附表 1）。 

6.3 经费说明 

6.3.1 地下文物保护经费概算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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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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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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季度重庆市建设工程人工信息价的通知》【渝建价发〔2019〕5 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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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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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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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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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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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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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城片区土石方综合工单价为 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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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工程涉及分属于主城片区的九龙坡区，据此可悉：九龙坡区考古发掘综合单价为 1842.4224 元/平方米（附表 2） 

资料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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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收集综合单价为 3582.60 元/座（附表 3）。 

6.3.1.3 经费概算 

（1）考古发掘项目 4 项，拟考古发掘 1150 平方米，考古发掘综合单价为 1842.4224 元/平方米，则考古发掘经费合计 2118785.76 元； 

（2）资料收集项目 5 项，拟资料收集墓葬 5 座，资料收集综合单价为 3582.60 元/座，资料收集经费合计 17913.00 元。 

重庆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区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建设工程项目地下文物保护总经费为（1）（2）项之和，共计 2136698.76 元，大写：贰佰

壹拾叁万陆仟陆佰玖拾捌圆柒角陆分（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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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地面文物保护经费概算 

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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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2 经费概算指标 

（1）搬迁保护经费，主要由以下项目构成： 

①文物保护工程费用，包括建设工程费。 

②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包括技术咨询费、工程建设管理费。 

③预备费。 

（2）资料收集经费 

资料收集经费由以下项目构成： 

①文物保护工程费用，包括工程直接费、措施费、项目管理费、利润、规费等。 

②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调查及论证费、预留金等。 

③税金。 

6.3.2.3 经费概算 

重庆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区B标准分区、F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建设工程项目地面文物保护经费概算为：  

陈家湾古井资料留取经费为 11020.00 元（附表 5）； 

张家沟古井资料留取经费为 11020.00 元（附表 6）； 

刘家湾渡槽资料留取经费为 42100.00 元（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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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厂防空洞资料留取经费为 91600.00 元（附表 8）； 

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资料留取经费为 470600.00 元（附表 9）； 

重庆九龙坡区西彭工业园区B标准分区、F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建设工程项目地面文物保护总经费为上述5项之和，即人民币626340.00元，大写：陆拾贰万

陆仟叁佰肆拾元（附表10）。 

6.4 文物保护总经费概算 

文物保护工作总经费由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经费和地面文物保护工作经费构成： 

文物保护总经费为地下文物保护经费中与地面文物保护总经费相加合计 2763038.76 元，大写：贰佰柒拾陆万叁仟零叁拾捌万柒角陆分（附表 11）。 

6.5 检测及管理计划 

在上述文物保护计划未实施前，未全面征地区域由属地文物管理机构加强监测和管理；已全面征地区域由工程建设项目业主负责对现有文物遗存进行全面监

管，开展定期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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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1.本次调查在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区域内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14 处，包括地下文物 9 处，地面文物 5 处，类别涉及

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时代分别为汉代、明代、清代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述 14 处均为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2.本报告评估结论为按照文物保护计划实施后可行。文物保护计划为： 

（1）对元通寺遗址等 4 处地下文物点实施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总面积 1150 平方米； 

（2）对廖家院子清墓等5处文物点实施资料收集措施工作，包含墓葬5座； 

（3）对陈家湾古井等 5 处地面文物点开展资料留取。 

3.实施上述文物保护计划预算经费合计 2763038.76 元，根据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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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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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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鉴于地下文物具有不可预见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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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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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重庆九龙坡西彭工业园 B 标准分区、F 标准分区（核准范围）建设工程项目不可移动文物一览表 

区域

（建

设区

域、

影响

区

域） 

编

号 

序

号 
名称 

所在

区县 

详细 

地址 
级别 类别 时代 地理坐标 

高程

（米） 

分布面积

（平方

米） 

保存 

状况 

价值 

评估 

建设

工程

影响 

保护措施 文物保护经费 

合计

（元） 

重点 

勘探

（平方

米） 

考古 

发掘

（平方

米） 

资料 

收集/

留取

资料 

（座/

处） 

工程

避让 

原址

保护 

搬迁

保护 

构件 

收集

（座） 

重点 

勘探

（元） 

考古 

发掘 

（元） 

资料 

收集/ 

留取 

资料 

（元） 

工程 

避让

（元） 

原址 

保护

（元） 

搬迁 

保护

（元） 

构件 

收集

（元） 

建设

区域 
1 1 

元通

寺遗

址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二

组 

新发

现 

古遗

址 
明清 

E：106°19′34.84″ 

N：29°18′31.06″ 
297 3000 一般 

较高 

★★★★ 

施工 

占用 
 1000          1842422.40      1842422.40 

建设

区域 
2 2 

李子

林墓

地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铜罐

驿镇

建设

村十

六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汉 

E：106°22′57.98″ 

N：29°18′13.70″ 
266 100 一般 

较高 

★★★★ 

施工 

占用 
 50       92121.12      92121.12 

建设

区域 
3 3 

小山

门墓

地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二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明 

E：106°19′33.92″ 

N：29°18′27.01″ 
280 100 一般 

一般 

★★★ 

施工 

占用 
 50       92121.12      92121.12 

建设

区域 
4 4 

生基

湾墓

地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铜罐

驿镇

建设

村十

六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明 

E：106°22′55.50″ 

N：29°18′14.37″ 
240 100 一般 

一般 

★★★ 

施工 

占用 
 50       92121.12      92121.12 

建设

区域 
5 5 

廖家

院子

清墓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五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清 

E：106°19′29.52″ 

N：29°18′45.50″ 
286 50 一般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3582.60     35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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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区域 
6 6 

土地

塝清

墓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三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清 

E：106°18′57.98″ 

N：29°18′53.12″ 
307 50 一般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3582.60     3582.60 

建设

区域 
7 7 

大坟

包清

墓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二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清 

E：106°19′2.58″ 

N：29°18′36.50″ 
307 50 较好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3582.60     3582.60 

建设

区域 
8 8 

石灰

坝清

墓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二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清 

E：106°18′56.90″ 

N：29°18′41.34″ 
314 150 较好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3582.60     3582.60 

建设

区域 
9 9 

张家

沟清

墓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铜罐

驿镇

建设

村十

三组 

新发

现 

古墓

葬 
清 

E：106°22′44.16″ 

N：29°18′21.77″ 
216 50 较好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3582.60     3582.60 

建设

区域 
10 10 

陈家

湾古

井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三组 

新发

现 

古建

筑 
清 

E：106°19′5.49″ 

N：29°18′30.36″ 
292 15 一般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11020.00     11020.00 

建设

区域 
11 11 

张家

沟古

井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铜罐

驿镇

建设

村十

三组 

新发

现 

古建

筑 
清 

E：106°22′40.56″ 

N：29°18′23.99″ 
208 15 一般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11020.00     1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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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区域 
12 12 

刘家

湾渡

槽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三组 

新发

现 

近现

代重

要史

迹及

代表

性建 

筑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 

E：106°18′58.37″ 

N：29°18′54.53″ 
313 150 一般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42100.00     11020.00 

建设

区域 
13 13 

砖瓦

厂防

空洞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铜罐

驿镇

建设

村十

六组 

新发

现 

近现

代重

要史

迹及

代表

性建 

筑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 

E：106°22′53.55″ 

N：29°18′7.33″ 
214 1500 一般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91600.00     11020.00 

建设

区域 
14 14 

西南

铝公

司一

分厂

旧址 

九龙

坡区 

九龙

坡区

西彭

镇元

通村

二组 

新发

现 

近现

代重

要史

迹及

代表

性建 

筑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 

E：106°19′30.09″ 

N：29°18′32.52″ 
295 80000 一般 

较低 

★★ 

施工 

占用 
  1       470600.00     11020.00 

合计              1150 10      2118785.76 644253.00     2763038.76 

 

（注：九龙坡区考古发掘单价依渝西片区标准为 1842.4224 元/平方米，墓葬留取资料单价：3582.60 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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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单价表（主城片区） 

 

序

号 
科目 标准 

金额(元/

㎡） 
备  注 

1 人工费

用 

民工费 8 工·日 888 
民工单价 111元

/工·日 

2 技术工人费 2工·日×1.6 355.2  

3 

其它发

掘费用 

消耗材料费 1 项×2% 17.76  

4 
器材、设备更新

折旧费 
1 项×3% 26.64  

5 记录资料费 1项×3.5% 31.08  

6 运输费 1项×1.5% 13.32  

7 占地补偿费 0 0  

8 临时建筑设施费 1 项×3% 26.64  

9 标本测试费 1 项×3% 26.64  

10 发掘管理费 1～9 项×20% 277.056  

11 安全保卫费 1～9 项×10% 138.528  

12 不可预见费 1～9项×3% 41.5584  

综合单价  1842.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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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地下文物资料收集单价表 

 

 

 

 

 

 

 

 

 

 

 

 

 

附表 4  地下文物保护经费概算表 

 

序号 项目 经费概算（元） 备注 

1 考古发掘 2118785.76  

2 资料收集 17913.00  

合计 2136698.76  

 

序号 经费项目 标准 金额(元） 备注 

1 民工 

补助 

清理 2 工·日 212.00 民工单价 106 元/

工·日 2 测量 8 工·日 848.00 

3 技术工人补助 6 工·日/座 1272.00 

补助标准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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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0  

合计  3582.60  

57



 58 

附表 5  陈家湾古井资料收集经费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元) (元) 

1 历史资料收集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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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湾古井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1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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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张家沟古井资料收集经费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元) (元) 

1 历史资料收集 项 1 2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 500.00  

3 影像资料收集 项 1 6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2 150 300.00  

5 文物周边环境测绘 ㎡ 2 60 120.00  

6 文字及档案记录 项 1 2500 2500.00  

7 文物全套档案编制费 套 5 1000 5000.00  

张家沟古井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1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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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刘家湾渡槽资料收集经费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元) (元) 

1 历史资料收集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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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湾渡槽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4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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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砖瓦厂防空洞资料收集经费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元) (元) 

1 历史资料收集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资料收集 项 1 600.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500 150.00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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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砖瓦厂防空洞留取资料工作费用    91600.00  

61



 62 

附表 9  西南铝集团一分厂旧址资料收集经费概算表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合价 

备注 
(元) (元) 

1 历史资料收集 项 1 2000.00 2000.00  

2 地理信息收集 项 1 500.00 500.00  

3 影像资料收集 项 1 600.00 600.00  

4 文物本体测绘 ㎡ 10000 40.00 400000.00  

5 文物周边环境测绘 ㎡ 1000 60.00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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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留取资料

工作费用 
   47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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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地面文物保护总经费概算 

 

 

 

 

 

 

 

 

 

 

 

 

 

 

 

 

 

 

 

 

 

附表 11  文物保护总经费概算 

 

 

 

序号 名称 经费概算（元） 备注 

1 刘家湾渡槽 42100.00  

2 陈家湾古井 11020.00  

3 砖瓦厂防空洞 91600.00  

4 张家沟古井 11020.00  

5 西南铝业集团一分厂旧址 470600.00  

合计 626340.00  

序号 项目 经费概算（元） 备注 

1 地下文物保护总经费 2136698.76  

2 地面文物保护总经费 626340.00  

合计 27630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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