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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云南省考古又有两处新发现

作者： 叶茸  发布时间： 2006-02-20  文章出处：春城晚报

    昨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学平向记者透露，最近一段时间，我省考古工作者分别在金沙江流域和

澜沧江流域发现了岩画点和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它们的发现对金沙江流域与澜沧江流域的古代岩画、古代

文化的对比研究，对正在实施的国家边境考古项目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史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西双版纳澜沧江流域新发现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评价：这是西双版纳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露天遗址 

      2005年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澜沧江橄榄坝水电站淹没区进行文物考古调查时， 在澜沧江

北岸的橄榄坝农场三分场六队所在地的岸边发现一大型露天旧石器遗址及四处同期的采集点。 

       新发现的遗址位于澜沧江与阿克新寨回笼沟交汇口较低的阶地上，地层剖面上显示更新世沉积主要为

两层，上部为细沙粉沙层，下部为铁质胶结的砾石层，显示河漫滩的二元结构，石制品即分布在该砾石层

中。海拔539.5米的淹没线下分布面积约6000平方米。 

       本次调查采集到石制品100多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手镐、薄刃斧、石锤、断块

等，石器原料主要为花岗岩、玄武岩，少数为石英砂岩，平均直径6-10厘米，少数达15厘米。大部分石片

（疤）宽大于长，放射纹和同心纹十分清晰，显示零台面打击。加工精致的手镐、薄刃斧均由该类短宽石片

加工而成。石核上的石片（疤）数量相对较少，多数呈盘状分布。相关的年代学研究正在计划中。 

    金沙江流域发现新岩画点 

    考古评价：这是金沙江发现的最南端的岩画点，也是金沙江流域首次发现手掌印的岩画点。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5-7月在进行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淹没区的文物考古调查与勘探项目的野外

工作期间，新发现一处岩画点。它位于云南省永仁县永兴乡以北11公里处的灰坝村红星水库以下约800米、海

拔1342米处，金沙江的支流白马河中游东岸的一青灰色石英砂岩岩厦。岩厦岩石表面风化为红色，有不同程

度的脱落。岩画现存面积为1.4×1.6米, 保存有11个手掌印,两个一大一小(代表男女)的舞蹈状的人。手掌的

大小为现代正常身高人的手掌大小。绘画方法推测为铁矿粉调拌动物血浸染而成。初步估计年代为新石器时

代晚期，与沧源岩画时代相当。手掌印可能与原始宗教有关，反映过路人祈求神灵保护平安、驱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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