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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河北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又有推进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之下
又发现三层文化层

作者： 谢 飞 刘连强 赵战护  发布时间： 2006-01-1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河北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发现于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１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证明，在同一地质剖面上有不同层

次的３个文化层，随即命名为马圈沟遗址第一、二、三文化层。关于层位最低的第三文化层的年代，专家推

测它可能接近或超过距今２００万年前（详细报道见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日《中国文物报》）。 

    为了研究马圈沟遗址的年代问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从２００２年起，分别聘请相关单位围绕年代地层

学和生物地层学进行了科研和年代测定工作。２００３年，蔡保全等在《中国科学》发表了生物地层学研究

成果，认为马圈沟第三文化层的年代应早于距今１８０万年，有可能达到２００万年。２００４年，朱日祥

等在英国《自然》杂志报道了古地磁学研究结论，认为马圈沟遗址第一、二、三文化层的年代分别为距今１

５５、１６４和１６６万年。 

    在以往的报道中，根据石制品的特征判定，泥河湾更加古老的旧石器文化仍然存在，它们被埋藏在更加

古老的地层中。２００２年，朱日祥等在马圈沟遗址地层剖面附近，为取得样品挖掘一个１×２、深约８米

 



的探井，从地层内找到了３层大小不等的石头和少量动物骨骼，怀疑少许石头似有人类使用或加工的痕迹。

当把所有材料拿回室内进行科学分析时，否定了其有人工痕迹，因为哪一件标本都不足以证明其与人类生产

生活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这一重要的线索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去年７—１１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重点组织了对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同时在马圈沟遗址第

三文化层之下发掘一探坑，以证实其下部地层是否含有文化层。探坑开口６×７、下口３×４—１×３、发

掘深度８．５米，因地下水等原因无法继续向下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分别在第三文化层之下（以底面为

界）２．１、６．５、７．３米处发现了３层石头和动物骨骼堆积。同时在８．３米处发现动物骨骼一件，

石头一块，很难断定是人类的制品。 

    第四、五、六文化层共出土编号标本２９４件，其中动物骨骼９１件，种类有象、犀牛、鹿、羊和鸟

等。出土大小不等的砾石、石块共计２０３件，其中，有人类加工痕迹的标本数量极少，多数为天然砾石或

石块。在石制品中，多数为断块、石核，石片存在但不甚典型。所有的石制品上没有发现典型的修理痕迹，

没有被加工成器者。但是，一些石核则反映出鲜明的人工特征，核身上打击痕迹清晰可辨，往往保存着石片

疤。因为文化遗物发现于均匀的细粒沉积物中，发掘面积小，埋藏环境较难判断。但从出土的石制品看来，

数量少，石片少，无修理痕迹，无工具，肯定不是石器加工场所，也不可能是遗址的中心部位，更没有资料

证明其属于异地埋藏类型，这些有趣的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同时，因为石器类型少，缺乏经加工的标本，对

各个文化层的文化面貌和特征也难以做出评价。 

    马圈沟遗址是泥河湾盆地最为重要的遗址之一，为泥河湾年代的推前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

献。如果使用朱日祥的年代研究成果，１９９２年的发现与研究，将泥河湾盆地人类活动的年代从１００多

万年推前到１５０多万年前；２００１年第二、三文化层的发掘，使泥河湾人类活动的年代达到距今１６６

万年前。这次马圈沟遗址第四、五、六文化层的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了文化层次和文化内涵，又把泥河湾人

类活动的年代向前至少推进了８—１０万年。那么，根据古地磁年代数据，其绝对年代应超越距今１７０多

万年；如果根据生物地层学研究结果，马圈沟遗址第六文化层的年代当在距今２００万年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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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94448  位访问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考古学系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