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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与黄土高原地层对比
及其旧石器文化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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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泥河湾盆地和黄土高原堆积着我国第四纪划分和对比的标准地层，同时也是古人类活动的

重要场所。两者沉积环境不同，但都较为连续地记录了中国北方第四纪气候环境演化历史和古人

类活动的信息。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个重要地区的地层进行了对比，并列出了两

个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地层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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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地层和泥河湾地层以其分布广、连续性好、

持续时间长、化石丰富、研究程度较高而成为中国第

四纪划分和对比的标准地层，同时，两个地区又是古

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出土了各阶段较为丰富的人

类化石、文化遗物。这些为探讨中国北方古气候、古

环境变迁，古人类在中国温带地区的活动与适应、旧

石器文化的起源与传播等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1，2］

。

刘东生［3］曾提出“黄土地质考古带”和“黄土石

器工业”来阐明黄土在考古学和地质学中的意义。

后来，黄慰文
［4］

从环境的相似性出发，建议扩充“黄

土石器工业”的概念，即“不限于黄土堆积里的旧石

器，也包括这个地质带内出自洞穴、河流、湖泊以及

其它类型堆积里的旧石器”，认为用“黄土地质考古

带”取代以前的旧石器文化分区 ———“华北”，不单

是概念的转变，重要的是体现了地层、生态和环境等

内涵。泥河湾和黄土高原都位于温带半湿润—半干

旱地区，有着相似的气候类型及环境特征，同时受黄

土堆积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泥河湾盆地也可以

纳入黄土地质考古带的范围。但是，二者又属于不

同类型的沉积物，在地层、气候记录上表现出不同的

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本文根据前人工作的成果，

将二者的地层、旧石器文化地层序列进行对比，以期

能够利用黄土和泥河湾地层各自的优势，更多地揭

示第四纪气候环境变迁以及早期人类在该地区的活

动信息。

1　泥河湾地层和黄土地层划分历史的
简单回顾

1924 年， Barbour ［
5］
把泥河湾盆地中处于三趾马

红土之上、黄土层之下的一套河湖相沉积物称为

“泥河湾层” ，德日进等
［6］

根据动物化石将其时代

确定为早更新世。1949 年后我国地质界根据 1948 

年第 18 届国际地质大会关于第三纪与第四纪界线

划分的原则，确定泥河湾层为我国华北地区早更新

世的标准地层
［7］

。嗣后较长一段时期，这套沉积物

的年代通常被认为属于单一的下更新世。

但是，早在 60 年代，杨景春
［8］

就曾对这套沉积

物的时代归属提出异议，他认为泥河湾沉积物还应

包括中更新统。遗憾的是在很长时间内，这种看法

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

入，尤其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的发现，不仅为泥河湾

地质研究增添了新的科学研究内容，也大大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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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对泥河湾地层进一步的认识。1976 年，贾兰

坡等
［9］

发现了许家窑遗址，该遗址的发现证实了长

期以来被认为是华北下更新统的标准地层———泥河

湾层，不是单一的下更新统，还包括中更新统、甚至

下更新统。至 80 年代，随着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

地质学研究的深入，广义的泥河湾组被分解已成必

然，许多学者根据多种地层划分原则对泥河湾层重

新进行了划分
［10 ～16 ］

。

黄土高原是泥河湾盆地的近邻，堆积着中国乃

至世界上第四纪最典型的陆相沉积物，经过众多学

者的努力研究，业已表明黄土是可与深海沉积物和

极地冰盖相媲美的研究全球古气候变化的三大支柱

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黄土地层中出土了较多的古

人类遗迹，因此，黄土不仅记录了 7  Ma  BP 以来的气

候演化历史［17，18］，而且还记录了至少 1. 15   Ma 

BP［19］
以来人类在这个地区的生活、繁衍和演化历

史，其优越性显而易见。鉴于黄土地层的地质学意

义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信息，许多学者都对黄

土研究表现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就地层划分来

说，早在 30 年代，德日进等
［20］

就对晋陕地区的黄土

进行了调查，他们把保德红粘土之上、马兰黄土之下

的黄土分为 A、B、C 3 个带；后来，刘东生
［21］

于 1959 

年提出新黄土和老黄土的概念，接着又提出一套黄

土划分方案，即从下至上分为午城黄土、离石黄土

（分为上下两部分）、马兰黄土和全新世黄土［22］。这

些工作不仅建立了中国第四纪地质可供对比的黄土

典型剖面，也为当时旧石器遗址相对年代的判定和

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建立提供了地层基础。关于这一

点，在贾兰坡等
［23］

所著的《山西旧石器》一书中有较

好的体现。在该书中，他们将黄土高原的旧石器文

化分为 3 类：即红色土系统中的文化、黄土底砾层

中的文化以及黄土系统中的文化。显然，这种划分

是直接利用了当时黄土地层的研究成果，简洁、明

了、便于对比，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

80 年代以后，黄土地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其中之一是引入了土壤地层学概念，对黄土

进行详细的分层，并建立了黄土—古土壤序列。在

此基础上，利用多种气候替代性指标，结合磁性年代

地层学、轨道周期理论，建立了黄土地层的时间标

尺，给出 了各层黄 土和古土壤 层顶底 界的年

龄
［24，25］

，其分辨率理论上可以达到万年级。这些研

究成果，一方面为全球性古气候变迁的对比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促进了旧石器

考古的年代学的工作。安芷生等［19，26］对蓝田人遗

址的年代测定，就是将黄土研究成果运用到早期人

类遗址断代上的一个例子，它无疑超出了过去单纯

靠古地磁方法的测定工作。

2　泥河湾地层的划分及其与黄土地层
的对比

与黄土地层的研究相比，泥河湾地层的研究还

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对泥河湾地层的划分主要

是建立在传统地层学的基础上，划分的主题是将传

统的泥河湾层细分，其中主要涉及到两条重要的界

线，即早更新统与中更新统的分界和中更新统与上

更新统的分界。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看

法也不尽一致，下面是泥河湾地层一些比较有代表

性的划分。

陈茅南
［13］

根据磁性地层、岩石地层、生物地层

学等原则，将泥河湾层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下更新统

泥河湾组、中更新统小渡口组、上更新统许家窑组。

他认为泥河湾组沉积始于 3.1   Ma  BP 前，终于贾拉

米洛（J aram  illo ）事件底界即 0.97   Ma  BP 左右；中上

更新统的界线是参照欧洲萨勒（ Saal ）期与荷斯坦

（ Holstein ）期的界线并结合周口店组的顶界给出的，

具体年龄为 0.20   Ma  BP 。

夏正楷
［10］

认为中、下更新统的界线与贾拉米洛

事件底界大体一致，距今 0.95   Ma  BP ，并认为在此

界线附近，区域内发生过两次重大地质事件。一是

目前尚不清楚的生物事件；二是代表区域第四纪古

地理演变的泥河湾古湖扩张事件。此界线以下的河

湖相地层被称为泥河湾组，其时限为 2.48  ～0.97 

 Ma  BP ；界线以上的河湖相地层为郝家台组。中更

新统与上更新统的界线大体在 0.13  ～0.12   Ma  BP ，

上更新统被称为虎头梁组。

根据大量的古地磁与孢粉分析的结果，袁宝印

等［14］将泥河湾分成三段，认为泥河湾 1 段形成于

3.4  ～2.48   Ma  BP ，为上新世的沉积，可与黄土高原

的红粘土层对比；泥河湾组 2 段形成于 2.48  ～0.97 

 Ma  BP ，大致可以与午城黄土对比；泥河湾 3 段形成

于 0.97  ～0.13   Ma  BP ，可大致与离石黄土对比。泥

河湾组上覆为黄土堆积，底部是发育不完全的古土

壤，大致与 S1 相当，以上为马兰黄土。

最近，闽隆瑞等
［16］

将阳原盆地内第三纪红粘土

之上的泥河湾层分为泥河湾组、小渡口组、井儿洼

组。根据岩石地层、生物地层、气候地层等原则，认

为下、中更新统的界线应划在 1.2  ～1.00   Ma  BP 为

宜，相当于黄土高原午城剖面的底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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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目前对泥河湾地层的划分是按照传

统的岩石地层、生物地层、磁性地层学等原则进行

的。这种划分比较客观、明了、便于对比，但不够精

细。近年来地层划分的趋势是建立高分辨率的地层

序列，例如，对深海沉积物采用氧同位素阶划分，从

2.6   Ma  BP 前至今已划分出 104 个阶
［27］

，陆相黄土

沉积系列至少划分出 37 个黄土—古土壤旋回
［28］

，

这样的划分便于在一个比较统一的时间标尺下进行

大区域甚至全球性的古气候对比。

泥河湾地层沉积时间长、堆积连续、蕴含着丰富

的可供提取的环境、气候变化的信息，应该同样记录

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如何将它们与黄土沉积旋回

或深海氧同位素阶段进行对比，从而提高地层分辨

率，为探讨区域气候变化以及为旧石器遗址时代的

确定提供基础是当前泥河湾盆地第四纪地质和旧石

器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目前的条件下仍然

存在许多困难，但是也有学者作了尝试，并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如夏正楷［29］定义了水下黄土的概念，认

为冰期时气候干冷，大量黄土状粉尘降落在湖泊中，

间冰期时粉尘数量较少，表现在粒度组成上，冰期时

沉积物的粒度较粗，与典型黄土类似。泥河湾组剖

面的上部至少可以辨认出 17 层这种水下黄土，与其

间的细粒沉积组成水下黄土—湖相沉积的旋回，得

出了泥河湾层中至少记录了 17 次的气候干冷—温

湿变化过程的结论。

根据夏正楷的研究成果，刘东生对泥河湾盆地

大道坡剖面沉积特征分析后，划分出 27 层水下黄

土，构成湖相粘土—水下黄土沉积序列。然后采用

古地磁年代学资料大致控制湖相沉积的时间，与黄

土的粒度—时间变化曲线进行粗略的、尝试性的比

较。结果表明，泥河湾组在 2.5  ～1.6   Ma  BP 间，其

粗粒层与细粒层（粘土层）变化可以与黄土粒度变

化曲线很好地对比，在 1.6  ～0.12   Ma  BP 间，也基本

可以对应
［30］

（如图 1）。

3　泥河湾地区与黄土高原一些旧石器
遗址地层序列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建立本国的旧石器文化序

列，其序列的建立有助于分析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

络，便于不同地区的文化比较，进而为探讨人类发展

演化、环境适应、迁徙以及旧石器文化交流提供条

件。一个好的文化序列是建立在坚实的地质学研究

的基础之上，稍早卫奇［31］提出的泥河湾旧石器遗址

的地质序列和最近黄慰文
［4］

提出的我国北部旧石

器文化的地层序列都强调了基础地质（地层）工作

的重要性。

在黄土高原，高分辨率的黄土地层研究可以帮

助我们判断黄土地层中人类遗迹的年代；对于河湖

相地层中的遗址，如果上覆黄土层，也可以通过对其

黄土层的研究判断遗迹年代的上限。

在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主要是通过

磁性地层的研究得出的。遗憾的是，目前只有小长

梁和东谷坨这两处旧石器遗址作了系统的古磁性测

年，其它早期遗址年代主要是通过与这两处遗址地

层对比推测得出的。或许是由于测年技术、地层对

比，甚至不同学者对极性事件的不同解释等方面的

原因，人们对遗址的年代的认识相差较大。在目前，

除了加强传统的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外，还须借鉴

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等研究成果。最近，杨晓强

等［32］系统地研究了泥河湾盆地郝家台、小长梁、东

谷坨剖面地层的沉积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三个剖面

系统地采集样品，进行质量磁化率的测定与分析，认

为磁化率值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气候变

化。他们将这种结果运用到东谷坨和小长梁遗址年

代的判定，结合古地磁的年代测定，认为小长梁遗址

的年代为1.0   Ma  BP 左右。尽管这些研究结果还有

待于进一步证实，但在目前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年

代学研究仍显薄弱的时期，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无

疑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图 1 是根据前人的

研究成果对黄土高原与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地层

序列初步的对比，同时列出了两个地区的动物群地

层序列。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旧石器考古学家们努力

地探索着在中国土地上人类历史究竟有多久的问

题。将来，这个问题依然是我国古人类学家和旧石

器考古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具体到泥河湾盆地，

随着旧石器遗址发现越来越多，什么时候人类开始

成为泥河湾盆地的主人，已成为旧石器考古学家、古

人类学家以及第四纪地质学家共同面临的亟待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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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LATIO  N OF THE STRATIG  RAPHY BETW  EEN  NIH  E  W AN 

 AND  LOESS  PLATEAU  AND  THEIR  PALEOLIT HIC  SEQUE  NCE 

 W U W en- xia ng ， LIU  Tung- sheng 
（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 Chinese  Academ  y of Sciences ， Bei jing 100029 ， China ）

 Abstract ： The  loess  and   Nihew an  beds are fam  ous for their  wide- distribution ， good  continuity ， and  well － stud-

 ied ， thus being  standard quaternary strata for  cor  relation  even  in  the  w orld.  Furtherm ore ， the   Loess   Plateau  and  the 

 Nihew an   Basin  are very im portantareas  for anc  ienthum an  activities.  So  they  notonly regist  ered  the  im portantinfor-

 m ation  of the  history ofquaternary palaeoenv  ironm ent evolution ， but also  the  history of ancienthum an  activiti  es.  In 

 this paper ， a correlation  betw een   Nihewan  beds and  loess  w  as  m ade  and  the   Paleolithic  sequences  in  the  tw  o areas 

 were listed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done  by  o  ther  researchers 。
 Key  w ords ： Nihewan  basin ； Loess  plateau ； Stratigraphy ； Paleoli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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