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队员用GPS定位仪记录路标的经纬度，这样就可以实现精确定位，为快速救援提供便利。昨日，壹基金救
援联盟的队员和志愿者在箭扣长城的徒步路线上设置了全新的路标。箭扣长城地势险峻，徒步路线岔路多，历年来
发生过多起伤亡和迷路事件。 新京报记者 吴江 王卡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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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车可上网预约不用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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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高浮雕突垮塌3人亡

箭扣布路标

周口店猿人洞加棚方案未获批
国家文物局批复意见指出，对猿人洞遗址应坚持最小干预原则，S形旋转步道设计与风貌不符

新京报讯 （记者王
佳琳 刘春瑞）因侵蚀风化,
周口店猿人洞有坍塌和落
石的隐患，周口店此前曾
希望建立保护性大棚，但
提交的方案未获得国家文
物局批准。昨天，国家文
物局发布批复意见指出，
该方案对猿人洞遗址干预
较大，对其必要性和可行
性论证尚不充分，因此暂
不同意。

周口店遗址第 1地点，
原是一个天然石灰岩溶
洞，又称“猿人洞”。因长
期遭受侵蚀风化，猿人洞
堆积剖面出现松滑、空洞、
裂隙，有局部坍塌和落石
的隐患。

为做好周口店遗址猿
人洞的保护，周口店北京人
遗址管理处曾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猿人洞保护棚设计
方案。今年 2 月，专家、政

府部门和遗址相关人员再
次就保护方案的设计召开
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和领
导认为，猿人洞保护十分必
要，但要进一步深化设计方
案，减少覆盖面积，解决好
采光和排水问题，并做到保
护与展示相结合。

今年，北京市文物局将
方案正式上报国家文物
局。经过专家委员会对多
家保护设计方案的审定，最

终由市文物局上报的方案
是采用整体覆盖形式，搭建
大体量保护性建筑。即建
设一个大棚保护猿人洞。

周口店相关负责人证
实，周口店猿人洞保护建
筑设计方案没有获得国家
文物局同意。下一步将组
织专家，根据国家文物局
等有关部门给出的建议，
提出新的猿人洞的保护设
计方案。

周口店遗址是 50 万年前北京猿人、10—20 万
年前新洞人、1—3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的地方。自
1927年进行大规模系统发掘以来，共发现不同时期
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 27 处，发掘出土代表
40 多个“北京人”的化石遗骸，10 多万件石器，近
200种动物化石及大量的用火遗迹等。

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又称“猿人洞”，即著名
的北京猿人化石出土地点。原是一个天然的石灰
岩溶洞，从大约50万年前起，北京猿人在这里陆续
生活了20万年至40万年。

■ 周口店猿人洞

■ 焦点

国家文物局表示，
该方案属概念性设计，
方案应进一步说明采用
整体覆盖形式搭建大体
量保护性建筑的必要
性。对于防风雨和风
化，建议考虑采用小型
现代化防护设施。

国家文物局表示，

保护性建筑设计应遵循
“最小干预”的原则，尽
可能减少对遗址本体的
扰动，以及对传统景观
的改变。

简化内部结构，尽
可能缩减体量。并建议
就保护性建筑的形式进
行多方案比选。

大棚大小

应坚持最小干预1
对于增加保护性建筑

之 后 的 光 照 、湿 度 等 问
题，国家文物局建议补充
分析数据和模拟实验，如
棚内采光分析等数据，评
估工程施工对洞穴岩体
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内部
微环境变化对遗址的利
弊等。

对于建筑顶部整体铺
设生态层问题，应尽可能
降低顶部结构密度，增加
自然采光，利于通风，便于
日常维护。同时要求补充
保护建筑顶部排水及场地
排水设计。应针对大面积
平缓顶面可能产生的雨水
渗漏，采取防御措施。

棚内变化

光照湿度需数据2
国家文物局的批复

要求设计方案要与风貌
相 符 ，同 时 结 构 坚 固 。
因建筑内部 S 形旋转步
道与遗址整体风貌不相
协调，且不利于参观崖
壁标准剖面，应予取消，
并根据遗址展示需要另
行设计参观路径。

另外，保护建筑顶部
采用多维曲面钢结构设
计，应补充必要的结构措
施，确保小块体构件拼接
良好。同时应确保大风
条件下顶部结构安全。
国家文物局还要求说明，
保护性建筑的整体使用
寿命以及日常维护等。

风貌协调

取消S形旋转步道3

明天开始

平谷鲜桃采摘季

2012 平谷鲜桃采摘
季开始，为期3个月。这
三个月中，北京市民可以
根据喜好，选择不同品种
的鲜桃择时采摘。

今年，国家工商总局
把“平谷鲜桃”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平谷区将
及时通过媒体发布成熟
桃类最佳采摘时间。在
平谷可以采摘到大久保、
八月脆、晚 9 号、美国红
蟠等品种。

（郭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