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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考古表明：青藏高原可能4万年前已有人居住

作者：   发布时间： 2007-08-15  文章出处：科学网

    我国科学家1988年在藏北高原色林错湖东南岸70米高的古湖滨阶地发现的一批石器，最近被证实其年代

可能为距今4万～3万年，这为藏族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征服高原的人类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这批石器具

有鲜明的欧洲旧石器中期石器的风格，其出现可能与当时欧亚大陆的早期人类迁徙浪潮有关。上述研究论文

发表在《科学通报》2007年第13期上(www.SciChina.com)。 

    色林错湖位于藏北高原中心地带，海拔4500米。1988年8～9月，上述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袁宝印在参加中国科学院与日本神户大学联合考察队期

间，在色林错湖东南岸距今湖岸线约8.5公里的基岩小丘伶侗杂得附近采集到这批石制品。袁宝印向《科学时

报》介绍，那次联合考察的目的是调查色林错湖的沉积物，以便了解青藏高原的环境变迁情况，发现这批石

器纯属意外。他说：“当时我参与湖滨的地貌和沉积物的调查。我们在公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就发现地面上

有打制的石器，大家一起找到了20多件。”  

    波浪将细沙带回湖里，大的沙砾留在岸上，在湖边形成沙砾堤。随着水面下降，会在不同高度形成多道

沙砾堤，水面停留的时间越长，形成的堤越明显，每道堤代表了湖水每次停顿的时间。袁宝印说：“因为是

封闭的湖，一定范围内的所有降水最后都汇集到这个湖里，水量越多湖面就越高。今天，色林错湖面海拔

4530米，公路边发现石器的这道堤是4600米，两者相差70米，说明湖水面高的时候曾到了这个位置。现在，

湖滩上的一道道堤表明湖面是越变越小的。”  

    石器一般埋于地下，其新发现往往不是考察者“有心栽花”的结果。“那个地方有一条沟，湖水退下的

时候把沙砾堤冲开一道口子，带下去一些沙砾，形成一个半径约50米的冲出锥。”据袁宝印介绍，他1963年

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院士的研究

生，学习第四纪哺乳动物和旧石器考古学。虽然后来没有专门研究旧石器，但当他一看到色林错古湖滨阶地

的石器是从沙砾堤里冲出来的，就往里面挖，结果在沙砾堤里也找到了几件。  

    据了解，对于在地面找到的石器，地质学方法并不能确定其年代。此次之所以能判断年代，仍得益于袁

宝印研究生期间受到的旧石器考古学训练。他说：“冲出锥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因此判断地表的石器

来自沙砾堤。这样，测出沙砾堤形成的时代，就能知道石器的时代。”  

    然而，色林错湖边埋藏石器的地点没有动植物化石，只能采集因湖水蒸发而形成并留在湖滩上的钙质

“卵石”回来作14C年龄测定。但是无机碳的年龄测定可靠性较差，只能作为参考。袁宝印说：“用光释光法

测定湖滩上的沙子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年代，但要求采样时对样品密封、不能见光。这种测年手段近年才广

泛应用。现在如果有人去同一个地点采样测一下，就能知道比较准确的年代。但是我们年纪大了，不可能再

去，只能靠年轻人了。”  

    不过，其他不少考察者曾用热释光、铀系、ESR(电子自旋共振)等方法测得学界普遍认可的色林错湖区古

湖滩阶地年代，这些数据都表明湖面高70米的阶地形成于距今约4万年。因此，可以推断色林错湖石器是距今

4万～3万年时的人类留下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证据和该结论相互支持：  

    首先，国外科学家对比研究安第斯山土著人和居住西藏的藏族人的生存能力时发现，藏族人的基因和生

理结构比安第斯人更适合在高原生活，他们推测在距今5万～2.5万年前藏人就在青藏高原生活，而安第斯人

 



占据高地是1.3万年前。  

    其次，深海氧同位素测出的从距今14万年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的标准曲线得到世界公认。根据这条曲

线，距今2.3万年～1.8万年是温度最低的时候，叫深海氧同位素2阶段。当时，格陵兰、西伯利亚北部都有冰

盖，覆盖加拿大的冰盖一直向南扩展到纽约、辛辛那提。在这之前则是比较温暖的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大致

为距今7万年～2.4万年。袁宝印表示，气温高时雨量多，距今4万～3万年前中国属于3阶段，气候温暖、降水

量较大，因此色林错湖湖面比现在高出70米，也跟全球气候变化相符。神户大学对湖面变化状况的调查，也

认为这个地方是在末次盛冰期之前。  

    另外，文章第二作者、袁宝印当年研究青海柴达湖旧石器的合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黄慰文也指出，色林错石器具有鲜明的欧洲旧石器中期石器风格，而欧洲旧石器中期早于3.4万

年，这也支持了对藏北遗址年代的估计。  

    由于湖面收缩，湖水矿化度提高，现在色林错湖是半咸水湖。袁宝印表示，既然现在湖里仍然有鱼，当

年的淡水湖时期鱼类应该更加丰富。他说：“那个时候湖面比较高，环境也比较好，动植物繁盛。虽然我们

没有证据证明古人在这里捕鱼，但至少动物会来这里喝水、吃草，古人就有机会在这里打猎、生活，当时人

的生产力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  

    “全球气候波动影响地球上植被区系的分布与变化，继而引起食草动物和以食草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的

迁移。而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早期人类，当然也必须随环境变化而动。”黄慰文说：“一部第四纪260万年的

早期人类进化史，可说是一部人类在全球环境变化驱动下不断迁移、扩散、进步的历史。具有鲜明欧洲旧石

器中期风格的石器出现在藏北高原，就是晚更新世期间(距今12.8万～1万年)早期人类大迁移的生动证据。正

是全球早期人类这种双向、反复的迁移、交流和融合，创造了今天的人类世界。”  

    青藏高原形成之后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造成了中国西北部干旱，出现沙漠，尘土随空气扰动吹扬，

在风向下方落下形成黄土高原。因此，青藏高原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极大。“现在研究青藏高原环境的学者较

多，但研究人类活动的不多，知道人的活动年代的就更少。”袁宝印说，“希望色林错旧石器的研究结果可

以为后人提供一些线索。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旧石器考古材料十分稀少，尚无人类化石

记录，准确复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史为时尚早。” 

 

 

 ■ 返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01407321  位访问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学系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