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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距今10万年左右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复杂性

　　距今10万年左右的欧亚大陆，主要生活着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及其他类型的古老型人类，同时，在一

些地区也发现有早期现代人化石。近期报道的“许昌人”头骨化石（~12.5-10万年，晚更新世早期），则向人

们揭示了存在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种兼具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特征的古老型人类，其有可能处于

向早期现代人过渡的演化阶段。由于头骨化石所揭示的重要信息，如何从技术与行为角度来理解和认识“许昌

人”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浩、高星与国内外同行（包括山东大学

李占扬、南非金山大学Kathleen Kuman以及美国德保罗大学Alexandra Sumner）合作，对许昌人遗址历年

（2005-2016）发掘出土的14862件石制品进行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许昌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及相

关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研究显示，“许昌人”已具备较为复杂和进步的石器技术，发展出灵活、高效的原料和

环境适应策略。该成果于1月9日在线发表在国际考古学期刊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上。

　　“许昌人”石器技术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剥片与加工策略两个方面：1、石核剥片方式多样，并以单面单向

剥片、不规则多向剥片和向心剥片为主；盘状石核所占比例较高（占所有石核的21.3%；n=77），表现出剥片程

序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少量石核（n=7）表现出勒瓦娄哇技术的部分特点。2、工具类型分异明显，包括刮削

器（n=244）、凹缺器（n=172）、锯齿刃器（n=150）、尖状器（n=74）、石钻（n=28）等器型；少量尖状器

（n=18）的底部经过修理，暗示可能存在配合骨柄或木柄使用的复合型工具；工具加工更为精细，刃缘更加规

整，出现软锤修理和压制修理技术。

　　通过对比分析许昌人遗址与中国北方地区中更新世阶段遗址（如大荔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等）的石器技

术，研究者认为中国北方石器技术的渐进式发展在许昌人遗址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有可能代表该区域技术发

展的新阶段。其他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软锤工具和压制工具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已有效地开

发、利用骨质资源；原始牛和普通马为主的动物群和“壮年居优型”动物死亡年龄结构，表明古人类具备了成

熟、系统的狩猎技术和群体组织行为。

　　许昌人遗址与同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对比分析显示，该遗址出现与西方旧石器中期遗

址相近的器物组合和修理技术，但同时缺乏西方遗址中广泛存在的勒瓦娄哇技术。虽然许昌人遗址中发现了少

量具备部分勒瓦娄哇技术特点的石核（上下两个不对称且功能上不可互换的面、剥片方向与上下面的相交面平

行等），但是，由于这类石核的数量少，尚难以确定古人类是否有意识地采用了这一标准化剥片方法。

　　上述比较研究，暗示了中国远古人类在石器技术演化与行为适应方式等方面所具有的区域特色，为进一步

探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人们了解中-晚更新世过渡阶段东西方古人类交流和互动

历史提供了宝贵材料。

　　该研究得到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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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地理位置、布方、发掘和地层图（李浩供图）

 

　　图2：许昌人遗址出土石核：a，b盘状石核；c，d单台面石核；e，f具有部分勒瓦娄哇技术特点的石核（李

浩供图）

 

　　图3：许昌人遗址出土石器：a，b刮削器；c，d锯齿刃器；e，f凹缺器；g，h石钻；i，j，k尖状器；l，m

卵石毛坯的工具；n修背工具。k中黄色虚线指示尖状器底部的修理（李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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