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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禹州市经济发展的重点项

目。该项目起点裴庄村至岗唐村，途径单庄村，北沈村，宋

连村，拟建项目约 2.66 平方公里。

禹州市地处伏牛山余脉与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颍河自

西至东横贯全境。东邻国家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京

珠高速）公路、京广铁路、京港高铁。郑尧高速、永登高速

交汇于此，禹登铁路、禹亳铁路、平禹铁路贯穿全境。距省

会郑州 70 公里、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39 公里。禹州历史悠久，

素有“夏都、钧都、药都 ”之称。禹州东部地势平整，原

始地貌保存较好。该拟建区内为农耕地，地势较平整，符合

勘探条件。

禹州市为河南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在原始社会末期，

它是夏族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又是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奴

隶制社会形成国家概念的第一座首都。作为夏朝都城夏邑和

春秋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阳翟，并作为颍川郡治所，有着丰

富的历史人文遗存。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处，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1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7处，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 47 处。境内各类古建筑群 26 处，官宦墓葬

300余处，帝王陵墓 7处，大型寺庙宫观 8座，小型古迹景

点 763处，其中大禹遗迹、夏文化遗址，全国保存最完整的

药商会馆--怀帮会馆、秦相吕不韦故里、南北朝时期后晋褚

太后故里、画圣吴道子故里、钧台钧官窑遗址、后汉皇帝刘



知远墓等在全国均属独一无二。黄帝遗迹、逍遥观、东岭关、

周定王陵、妃子墓等也是屈指可数的文化遗迹。同时拥有河

南省最早的两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

镇。

二、调查经过及方法

1、组织情况

此次调查受禹州市产业聚集区委托，并经禹州市文广旅局

批准，由禹州市文物工作队组织实施。我队组织业务骨干，

1#、2#、3#、4#、5#、6#、7#、8#、9#、10#、11#区域进行

了规范详细的文物考古调查，了解该区域地理情况。

人员组成如下:

郭军江 程书珍 潘强生 王建栋 陈景业 刘秋敏 孙宇

鹏 连利征 贾燕龙 郭万春 白丽娜

2、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本着“既有利于经济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

的原则，严格按照河南省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要求进行，田野调查工作自 2021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至 10

月 29 日，历时 10 天。

在田野调查工作开始之前，依据产业集聚区近期重点建

设项目需要，需对工业大道北侧、祥云大道南侧、单庄路东

侧、站前大街西侧、裴庄路南侧产业集聚区内 2.66 平方公里

进行文物调查，部分区域进行了文物勘探，并向当地村民了

解该区域地下有无古遗存的信息。



田野调查分组分段进行，各组、个人任务职责明确，分

工合理。组与组之间采取分段对接调查法，两组相向而行进

行对接。调查范围内要求每组人员分开平行沿地块进行地面

踏查，并结合土层分析对古遗存情况进行判断。暂未发现古

遗迹的存在。

三、调查结果

1、土层分析

第一层：土层深 0～0.3 米，厚约 0.3 米，土色呈黑褐色，

土质疏松，包含现代生活遗留物和植物根系；

第二层：扰土层深 0.30～1.0 米，厚约 0.7 米，土色呈黄

褐色，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疆石及植物根系；

第三层：生土层深约 1.0～1.2 米以下，土色纯净、土质

较硬。

2、文化遗迹分布情况

通过此次文物调查，使我们对该地段的地层、地貌有了

更加深刻的了解，为我们今后的文物勘探提供了有力的实物

资料。

3、结语

本次文物调查工作已结束，拟对 1～11#地块暂无发现古

遗迹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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