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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征地

拆迁、节约建设

用地，莞番高速

公路三期大量采

用共线双层桥结

构，全线比单层

桥方案减少占地

800亩。

新华社发

双层高速

昨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
最新通报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发现中，包括湖北十堰学堂梁
子遗址新发现的1具古人类头骨化石——“郧县人”3号头骨，
以及开封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取得的重要进展。

“郧县人”3号头骨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

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

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1989

年、1990年，该遗址先后出土2具

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80万

年至110万年左右，属于直立人，

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3号

头骨化石距此前2具头骨化石出土地点约35米，2022年5月18日化石

初露，头骨保存完整，表面有少量胶结物，颅型饱满，眉弓明显隆起，是

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新发现的

“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距今约100万年，处在欧亚大陆古人类近200万

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是探讨人类东亚出现和发展的重要

化石证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目前，该头骨化石下半部分仍在原生土层中，右侧局部嵌入南壁

中。后续将制定提取、修复方案，并同步开展对遗址的多学科综合交叉

研究。

开封城下“城摞城”

州桥，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是开封城市中轴线跨越隋唐大运河的

地标性建筑，由于战乱和黄河泛滥，历史上开封曾多次被泥沙掩埋，如

今城下自下而上依次埋藏着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

城、明开封及清开封6座古城。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

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州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州桥遗址的发掘，

撩开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神秘面纱。截至目前，州桥遗址共完成发

掘面积44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存遗迹117处，遗址清理和保护工作还

在进行中。东侧探方中大运河（汴河）故道遗存特征明显，唐宋至明清

时期地层清晰。西侧探方中，明代州桥结构基本完整，青石铺筑桥面，

砖砌拱券；桥体上明代晚期金龙四大王庙遗存及民房屋舍清晰可见；明

代道路上叠压着清代车辙印。

其中，西侧探方中出土了巨幅石雕祥瑞壁画，对称分布在

州桥东侧南北两岸，壁画通高约3.3米，目前已揭露南岸壁画长

约23.2米，北岸壁画长约21.2米，雕镌有海马瑞兽、飞鹤、祥云

等图案，为目前我国发现的北宋时期最大的石刻。“从规模、题

材、风格来看，州桥遗址出土的石雕壁画可以代表北宋时

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丰富和

改写宋代艺术史的一项重要发现。”北京大学艺术学

院教授郑岩说。 图文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制图张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