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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重庆九龙坡玉龙公园旧石器时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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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九龙村广厦城小区玉龙公园内，此地原名王家大山，临靠长江，处于长江曲流

的凸岸，为长江的第五级阶地。早在1985年，地方文物部门曾在九龙坡一带地表采集到石制品，2009年，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重庆三峡古人类研究所为了查明石制品的原生层位，对其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在玉龙公园

内东侧一自然砾石层剖面上采集到有人工打击的石制品，为了进一步查证其石制品的属性、埋藏产状等文化和地质

内涵，随后在2010年底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56平方米。此次发掘共获得石器172件(其中采集27件，

出土145件)。能够判别的石器类型主要包括石核、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手镐等。 

    该遗址位于长江的第五级阶地，阶地面海拔329米，距长江水面垂直高差约160米。阶地沉积之总体岩性为砾

石、砂、棕色粘土或砂质粘土。依发掘剖面自上而下可区分为七个自然层：第一层以棕色粘土为主，砂及砾石次

之；第二层至第七层，以砾石为主，夹有沙层，粘土含量较少。各层的砾石成分均为石英班岩、砂岩、变质岩、流

纹班岩和泥石等，其磨园度均佳，泥质胶结，性软。一至七层总厚度近20米。发掘出土的石制品，除第四层无记录

外，其余各层均有发现，尤以第一、二、三层的出土物较多。值得关注的是，百余件石制品的表面均有不同程度的

风化磨蚀现象，风化磨蚀程度较重的器物，打击点或疤痕都模糊不清。凡通体风化磨蚀的石制品，其成因类型，多

数是经甲地搬运而来，故表面磨损严重。但是，有一些石制品的一侧常常保存着清晰可辨的人工打击痕迹，形成这

种自然现象的机理，很可能是此类器物是使用者就地遗弃的，也就是说，河水未对其底部的痕迹冲蚀或风化，故保

存了这个部分的原始状态。换言之，这种性质的石器，应视其为原地堆积埋藏的，而不是从甲地经河水搬运至乙地

堆积埋藏的。因此，玉龙公园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除了由甲地搬运来的外，还有相当部分是远古人类在此话动而遗

留下来的原生态产物。 

    该遗址的石制品原料属于就地取材，而且石制品的原料较为单一，有明显倾向性，基本为石英斑岩。器型多为

砍砸器，少量石核、刮削器、尖状器和手镐等。石制品个体大小组合以大型和中型为主，少量小型和巨型。石制品

加工主要是块状毛坯，少有片状毛坯，对毛坯的原始形态改变较少，锤击法剥片和修理，加工方式较为简单，正向

加工居多，少量交互加工和错向加工。从石制品组合和加工技术来看，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和权宜性特点。 

    玉龙公园遗址年代据沈玉昌等人研究记载，从王家大山砾石层的位置与岩相观察，很可能与长江下游的雨花台

砾石层和宜都红花套砾石层相当，其时代属于第四纪初期。据袁宝印和黄慰文先生初步分析，玉龙公园旧石器遗址

 



与马王场旧石器遗址位置和海拔高程接近，同属于第五级阶地，时代相同。而且该遗址的网纹红土层位可与广西百

色盆地的网纹红土地层对比，人工石制品的基本性质也类似于百色旧石器，石器组合也符合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

特征，推测其年代应与百色的旧石器相当，即为距今约70~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玉龙公园石制品的绝对年

代测定正在进行之中。 

    玉龙公园遗址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其探方剖面还是一个罕见的地质剖面。长江五级阶地在重庆境内散布零

星，是重庆市主城区内海拔最高、形成时代最早的长江阶地，其时代属于早更新世晚期-中更新世早期。这对于研

究长江的形成时间与过程，长江阶地的形成与分布规律，网纹红土的形成机理，古环境、古气候的演变过程等具有

潜在的重要学术意义。从我们的调查和以往的资料表明，重庆市境内的长江第五级阶地到第一级阶地都有石制品分

布，旧石器考古在重庆的前景广阔，对建立重庆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列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从至少50万年前至

今，重庆市主城区有不间断的人类活动。换言之，人类在重庆市主城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提前到距今50万年前或

更早，而不是现在认为的两、三万年前。（发掘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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