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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脊椎所宁夏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细石器技术研究获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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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于1923年，此后经过了多次发掘。200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

星课题组再次对遗址开展系统发掘和研究，水洞沟第12地点是工作内容之一。通过对该地点及相关遗址的年代、环

境背景、石器技术、骨制品、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策略分析，高星课题组指出：细石器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寒冷气候

条件有很好的耦合性，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中国北方地区古人类的适应策略类似于Binford提出的serial 

specialist。美国的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于2013年32卷2期刊布了该项研究成果。 

水洞沟第12地点位于水洞沟遗址中心区以北约4公里处，发现于2005年。由于砖厂取土烧砖，遗址的大部分堆积

已经荡然无存，遗留下来的文化层出露在剖面上，表现为一条延绵约50米呈透镜体状的灰烬层，最厚处达1.6米，平

均厚度0.5米。2007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约12㎡的试掘，出

土石制品9020件和大量动物化石、骨器、烧石等。文化层的年代范围约为距今1.1-1.2万年之间。 

研究人员对出土于第12地点的石制品进行了技术分析，确定了细石器技术是该遗址的核心技术。细石器技术在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华北地区广泛传播，满足寒冷气候条件下人类的流动性需求。随着全新世气候的转暖，人类的流

动性降低，细石器技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第12地点出土的骨器中除骨锥、骨针外，还发现一件可以镶嵌细石叶的骨刀柄，这种骨柄石刃刀在大地湾遗

址、上宅遗址、鸳鸯池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有发现，其使用方式多为刮削、切割。关于细石叶的功能，以往

学者多认为是将之制作成复合矛头等工具，以戳刺等方式狩猎，但水洞沟第12地点骨刀柄的发现，显示了旧石器时

代晚期在中国北方广泛流行的细石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以刮削、切割等方式进行食物、皮革的加工处理。 

在第12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骼中，野兔和普氏羚羊的比重超过了70%。美国大盆地的民族学研究显示，印第安人捕

猎长耳大野兔、叉角羚的主要目的是以其皮革制作服饰，这两种动物与第12地点的野兔、普氏羚羊有相似的体型、

行为特征。根据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推测，第12地点的古人类存在在捕获猎物后，以细石叶复合工具对皮革进行

鞣制、处理，用骨针缝纫服饰等行为。第12地点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新仙女木事件后半段和早全新世初期，这是一个

寒冷气候阶段。对于高流动性的狩猎采集者而言，御寒是生存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精致的皮革服饰满足流

动中的御寒需求，细石叶复合工具的这一功能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细石器技术在东北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

要原因之一。群体的高流动性、生产及生活工具的高度精致化，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人群的共性，这种生存

策略近似于Binford的“采食者-集食者”模型中的一种特殊策略——serial specialist。 

水洞沟遗址在近年来科研工作中得到了较集中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第1地点上。第12地点的发现与发

掘，填补了该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的文化空白，对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人类行为多样性、技术传播与交流

具有补充作用。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图1 水洞沟第12地点出土的细石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