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机洞遗址
位于荥阳市南部崔庙镇王宗店村

北。1990 年以来，先后进行五次发掘。
该遗址经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专家考察确
定，其上层为全新世中后期的新石器时
代，中、下层为更新世中期前的旧石器时
代（距今约2万～10万年）。

该洞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我国
尤其是河南地区的第四纪洞穴沉积重要
发现，为人类在中原地区的延续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证据，也是追溯发达的中原
古文化渊源、研究中原古环境及探讨其
与人类关系的重要研究对象，具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被誉为“河南第一洞”。

赵庄遗址
2009年，我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联合进行发掘。发现了超过5000件的
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及史前人类活动
面。该活动面由象头骨、石英砂岩制品和
石英制品组成，大多数石英砂岩制品位于
象头骨的下部和周围，互相叠压，形成堆
状。大块的石英砂岩采自远距遗址5公里外
的陉山，这种远距离搬运的大块石制品集
中分布并与象化石共出的遗迹现象在中国
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尚属首次发现。

大河村遗址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大河村西

南，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一处包含仰韶、
龙山、夏、商四个不同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

1964年发现。1972年以来先后进行
8次发掘。其中，多间相连排房的结构形
式和大量天象纹彩陶图案的发现，对研
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类型和分期具有重
要意义，特别是大河村四期的文化遗存
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新文化类型，
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新砦遗址
位于新密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遗址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1999年以来我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
“新砦期文化”确认的学术成果。经进一

步勘探、发掘初步确定该遗址是一处设
有外壕、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
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城址。该遗址发现的

“三叠层”，即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
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
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
实存在新砦期，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
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为探索夏代早
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也为研
究我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信息。

梁湖遗址
位于郑州市区东南部。2009 年发

掘，其中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其散水、配
房以及周围的蓄水池，房子南北两侧多
达 7 座的瓮棺墓葬具有奠基或祭祀等特
性，对探讨这一时期中小型聚落遗址的功
能、结构、布局及其与周围大型聚落和中小
型聚落的关系、互动演变等至为重要。该
遗址为河南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
存，时间跨度长，遗迹内涵丰富，价值较大，
为研究郑州地区各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环
境变迁等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蒋寨遗址
位于荥阳豫龙镇蒋寨村南部，总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文化遗存以西周时期为
主。2007年至今连续发掘，发掘面积7000
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近1000个。该遗址
的发掘，对商周文化研究，尤其是商周文化
传承关系及西周灭商后郑州地区西周文化
发展模式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铁岭墓地
位于新郑市区西北双洎河北岸及其

两条支流所形成的三河间台地上，面积
近 40 万平方米，是一处相当重要的东周
时期墓地。

2004年勘探发现。2006年至今连续发
掘，发掘面积接近20000平方米，墓葬近1000
座。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大型墓葬已发
现11座，随葬有青铜器，且大型青铜器墓
葬往往陪葬马坑。铁岭墓地的发掘，对研
究铁岭墓地墓葬分布规律及随葬品特征，
对廓清郑国的葬制礼仪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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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郑州地处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区。历史上，夏、商、郐、管、

郑、韩曾先后为都，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和“世界历史都市联
盟”成员。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于1960年，原名郑州市文
物工作队；1995年更名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升
格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负责郑州市六县（市）六
区7446.2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文物调查、考古发掘、科学研
究及古建筑保护与文化遗产规划设计等工作。内设办公室、
文物考古发掘部、文物资料保管部、文物保护科技部、古建筑
保护研究部、文化遗产规划设计部、对外联络部七个部室。
单位事业编制40人，其中博、硕士研究生13人，本科17人，大
专3人，具有个人考古领队资质的9人。此外，还有一批大学
生和技术工人100多人。1999年获国家团体考古领队资
质。2008年，荣获河南省省级文明单位。

自成立以来，我院先后参加了国家第一、二、三次文物普
查工作，至目前普查发现郑州市六区文物单位3022处，并协
助指导郑州市六县（市）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古文化遗址
300多处。确立攻关课题50多个，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基础
研究重大项目、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夏商周
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三峡库区文物发掘、南水
北调中线干渠工程考古发掘工作等。主持发掘了大河村遗
址、古荥冶铁遗址、点军台遗址、青台遗址、瓦窑嘴遗址、花地
嘴遗址、大师姑遗址、唐户遗址、娘娘寨遗址、铁岭墓地等；合
作发掘了织机洞遗址、新砦遗址、南洼遗址、李家沟遗址等；
发掘古墓葬万余座。现馆藏文物10余万件，存档考古资料3
万多份。获“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4项，国家文物局田
野考古奖三等奖2项，三峡库区十大考古发现1项。

期间，组织人员对郑州西北区域、洛汭地区、溱洧流域、
索河流域、颍河流域郑州段等区域的古文化遗址进行考古调
查。又自筹资金对广武南城、小索城、大索城、成皋城、荥阳
故城、娘娘寨遗址、蒋寨遗址、小双桥遗址、郑州商城外夯土
墙、祭伯城、华阳故城、苑陵故城、望京楼遗址等进行了全面
的调查和钻探，钻探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新发现古城址5
处，发现特大型环壕聚落遗址2处，取得重大学术突破。

近年来，我院不断解放思想，转变发展观念，优化发展结
构，积极开拓古建筑保护及大遗址规划设计、文物环境影响评
估等业务。目前已完成规划项目20多项，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密县县衙文物总体保护规划、郑州市历史文化名城视觉形象
展示系统、郑州新区文物保护规划、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文化遗产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等，为单位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并先后参与登封“天地之中”古建筑申遗、大运河郑州段
申遗、商之都大型宣传纪录片的制作等；此外，还参与《中原文
化记忆丛书·郑州卷》、《古都郑州》、《郑州碧沙岗与北伐》、《冯
玉祥在郑州》等书的编纂工作，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50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经历了艰辛，也收获了
累累硕果。先后出版专著20部，编辑历史文化丛书20余本，
发表论文与报告500多篇，其中获全国文博十佳图书2项，省
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市社科
联优秀成果一等奖5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0余项。

回首过去，点点滴滴已成历史；展望未来，成功之路漫长
而又崎岖。面对新世纪、新发展、新形势，我们将豪情满怀，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以建设全国文
物考古强势研究机构为目标，积极拓宽发展领域；以文物科
技保护、文物资料保管为支撑点，抓住大遗址保护与规划这
一突破口，抓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向“文化大省向文化强
省跨越”的战略目标迈进。

近年来，我院不断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古建筑保护及大遗址规划设计等业务。目
前已完成规划项目20多项，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密县县衙文物总体保护规划、郑州市历
史文化名城视觉形象展示系统、郑州新区文物保护规划、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文
化遗产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等，为单位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10 年 12 月 10 日，是郑州市考古
研究院诞生50周年的日子。50年，对于
人类历史长河来说是短暂的一瞬，而对
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来说，却是一
部漫长而充实的发展史、创业史，更是一
部不断揭开古都郑州神秘面纱的发现
史。我们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成就，都
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政府的关怀、同
行的关心、同志们的努力。

郑州地处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区，是
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发源地和新中国第一
代考古学家的摇篮地。1922 年瑞典人
阿尔纳派人到郑州广武一带进行考古调
查，拉开了郑州考古事业的序幕；1959
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顺应形势需要，研究
同意成立郑州市文物工作队；1960 年
初，从市属各单位抽调了一批人员，正式
成立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开始文物调查、
文物勘探、商城遗址保护和基本建设中
的考古发掘工作。

50 年的发展，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我院的发展理念更加清晰，进一步树立
了“夯实基础求发展、开拓思路谋突破”
的方针，充分履行考古研究机构职责，谋
求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通
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大限度的保护祖

国文化历史文化遗产。
过去已成历史，关键是我们要勇于

承担起历史责任，挑起振兴郑州文化遗
产事业的重担。展望未来，面对新世纪、
新发展、新形势，我们要斗志昂扬，在科
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以建设全国文物考古强势研究机构
为目标，积极拓宽发展领域，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加大考古工作力度，切实发掘郑
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和国家诞生地的
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为实现郑州市文
物考古事业跨越式发展、保护祖国优秀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而殚精竭虑，鞠躬尽
瘁，克尽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未来有挑战，更有机遇，我们相信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大繁荣的背景下，我们祖国优
秀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能得到全面传承
和弘扬。

为了再铸辉煌，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
做规划，今后应集中精力抓好以下工作：

继续抓好队伍建设，充分认识人才
在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加大改革力度，
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优良氛围，确保有
用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满足郑州地区
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文化遗

产规划设计、古建筑保护等基本专业力
量的需求。

加大与大专院校、高层次科研机构
合作，引进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物保
护和考古研究理论，实现与国情相适应
的研究和保护能力，抢占学术制高点，增
强长远可持续发展能力。

更广泛地宣传和传播文物知识，提高
全社会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性，
弘扬中华腹心地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
确立郑州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国家起源
地和中国八大古都的地位，并藉此加强文
物考古工作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进一步摸清郑州市文物家底，认识
郑州历史文化遗存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紧紧抓住早期人类遗存、人类发展重要节
点和转折点，深入挖掘郑州在中国新石器
文化起源、农业起源中的作用，在中华文
明起源中的作用；紧紧围绕已发现的中心
聚落遗址、古城址，抓住仰韶时期特大型
中心聚落遗址、大型墓葬、祭祀遗址，河南
龙山文化时期大型城址、大型墓葬、祭祀
遗址，夏商时期城址及大型陵墓，探寻郑
州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并取得众多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师姑夏代城址（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的索河两岸。1984年文物普查时
发现，2002年复查确认。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该城址是我国迄今
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二里头文化大型城址，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
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夏代方国和夏代的社会结构乃至中国
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

唐户遗址（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位于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南部和西部。遗址面积140余万平

方米，其中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
现的160余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文化层最厚的聚落遗址。

1975年发现。2006～2008年我院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遗
址进行全面调查和考古发掘，新发现的裴李岗时期房址是我国目前
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最多的一处，且形制多样，对研究裴李岗
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房屋建筑方式，特别是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家庭
组织结构，农业文明的起源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娘娘寨遗址（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

2004 年发现，2005～2008 年进行发掘，清理各类遗迹 1600 多个，
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五期，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西
周、春秋、战国。

该遗址重大的发现是两周时期的城址，城内发现有西周早、中、
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发现了较高规格的铜器、玉器遗存，
其地理位置、文化内涵、时代均与东虢国相符，极有可能就是东虢国
故址。该城址不仅是郑州地区发现的第一座西周封国城址，在全国
也是为数不多的西周封国城址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家沟遗址（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

村西百余米处。2004年，我院组织对郑州地区旧石器考古专题调
查时发现。2009年 8 月进行发掘。发现了联结两个时代的重要
剖面、典型细石器以及新型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李家沟遗址丰富的考古材料，填补了裴李岗文化以前到旧石
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全国乃至东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
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古环境变迁提供了新的证据。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右一）、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
（左一）一行视察李家沟遗址

文化遗产保护

受郑州市
惠济区古荥镇
人民政府的委
托，我院结合
古荥镇历史文
化保护规划，
在对相关资料
的采集、整理、
研究后，最终
完成了郑州古
荥镇冶铁遗址
公园汉风苑步
行街建筑方案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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