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030282682

10位ISBN编号：703028268X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塔垃，张海斌，张红星　主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

内容概要

本书是燕家梁遗址发掘的考古报告。
书中记录了200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包头市文物管理处配合内蒙古华电包头发电公司
电厂铁路建设对工程占用遗址区域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
本次发掘除有少量汉代遗物出土及发现明清时期墓葬一座外，其余均为元代遗存。
遗址遗迹保存较好，布局井然，并有同一时代不同时期遗迹叠压现象。
出土遗物丰富，特别是出土较多青花瓷器等。
为研究元代社会基层组织生产、生活等情况提供丰富实物资料。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领域的研究者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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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为了配合内蒙古华电包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铁路专用线工程建设，2006年5～11月，内蒙古
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对铁路建设地带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同时内蒙古师
范大学、河南省洛阳市古韵勘探有限公司、包头市博物馆、磴口县文物管理所、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文物管理所亦派员予以支持。
在发掘前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测绘，并对发掘区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同时以坐标方法对铁路穿
过区域进行布方。
本次发掘共揭露20000余平方米，发现灰坑431个、灰沟32条、房址200座、窖藏28个、窑址4座、地炉3c
座、灶4个、墓葬2座、乱葬坑4个、道路7条，出土瓷、陶、铜、铁、骨、石、玉、水晶、玻璃、玛瑙
等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万余件。
取得了重要成果。
发掘中严格按《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工作，被国家文物局授予“2006～2007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
”（彩版二一彩版五）。
发掘队伍组成情况（彩版六）。
领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塔拉。
发掘与勘探人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红星、田丽、丁文泽、李威；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张
海斌、王立新、何慎中、王晓玲、王英泽、董勇军、王莉、许魁、杨昆、刘亚东、’姚旭、李耀耀、
李静、江瑛、李烈、刘伟；包头博物馆王建军；磴口县文物管理所王浩；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文物管
理所邓宏伟、王新文；河南省洛阳市古韵勘探有限公司马锡斌、马永波、席俊伟、朱森玉、马宗林、
马哲、曾尚录、马云然、薛强、周新利、郭战、郭宗录、马富善、马宏斌、海建国、邓喜怀、刘宏武
；内蒙古师范大学带队老师于勇、索明杰，实习学生金彩霞、任倩倩、李倩、胡燕、邢燕燕、范思梅
、井明、白婷婷、卢悦、沈东婷、李晓蕾、树梅、宝云良、珠拉、张山丹、阿如娜、娜荷娅、孟文英
、玉兰、谢萨日娜、董萨日娜、青亮、权乾坤、张旭、朝宝力高、程鹏飞、包曙光、乌嘎、丹达尔、
包金泉、七十四、长海、苏德那木旺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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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内蒙古包头市燕家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是根据2006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与包头市文物管理
处合作对燕家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整理编纂而成。
本书从整理、编写到完成定稿的全过程，都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塔拉所长的指导下进行
的。
报告的编写具体分工为：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十三青花器部分、第七章第二节、第六节由张海斌执
笔，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一节、第五节一第七节、第七章第一、三、五、七、八节由张红星执
笔，第七章第四节由张红星、张海斌共同执笔，第四章由王晓玲、王英泽共同执笔，第五章第二节、
第六章由张红星、王晓玲共同执笔，第五章第四节由王晓玲执笔，第五章第三节、第八节由王英泽执
笔，附表部分由张红星、李静、姚旭编写。
报告框架由张红星初拟，张海斌对报告作了修订，全书由塔拉最后审定。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陈全家先生和张全超先生分别对遗址所出动物骨骼和人骨进行了鉴定，并
提供了动物骨骼和入骨鉴定报告。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冯松林先生等对遗址出土青花瓷进行了EDXRF’无损分析研究，并提供了
研究报告。
本书资料核对工作和图版、线图的编排工作由张海斌、王晓玲、王英泽、李静、王艳君、夏月胜、任
喜贵、李宝中、刘伟完成。
初稿完成于2008年4月，定稿完成于2008年12月。
遗迹、器物墨线图由田丽、刘海文、刘媛、马婧、王英泽、李静绘制。
拓片由杨昆制作。
遗迹摄影由张红星、董勇军、张海斌、许魁、刘伟完成。
器物摄影由董勇军完成。
器物修复由丁文泽、李威、杨昆完成。
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得到内蒙古华电包头发电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宋小军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定稿付出了辛勤劳动，在诸多方面给予具体而周到的帮助。
在此我们向上述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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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套装上中下册)》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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