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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水稻的时空分布及其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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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水稻遗存一直是稻作起源与传播研究的重要实物证据. 根据 280 处稻作遗存及中国水稻种植
区划和中国水稻土分布图, 按制图要求编制了中国古水稻时空分布表和图. 古水稻时空分布特征显示: 
中国古水稻空间分布广而相对集中, 时间跨度长而相对连续. 华中双单季稻稻作区的古水稻遗存时间
最早, 数量最多, 时间顺序上有很好的连续性, 结合古稻田遗迹的发现和古土壤微形态、孢粉组合和变
价元素剖面分异等研究的成果, 可以认为此区是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中心. 水稻不仅由此分 3波传至国
内周边地区, 也传向东亚的朝鲜和日本等国. 古水稻时空分布特点还反映了古环境的变化, 对中国水稻
生产的布局和粮食安全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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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 , 稻谷栽培历
史悠久, 分布地域十分广泛. 3000多年前殷代甲骨文
中已有稻、禾、稷、麦等作物名称. 近半个世纪以来, 
在中国考古学、植物驯化、水稻遗传学、农学史等学

科的共同研究下 , 中国稻作的起源研究获得了显著
的进展, 澄清和解决了许多问题 [1~55], 但已有文章绘
制出的中国古水稻时空分布图都属于粗放的示意性

图表 [4,19,33,55]. 本文试图从土壤学的角度介入此项研
究, 以迄今出土的汉代以前的 280个古水稻遗存为基
础 , 按照中国水稻种植区划和水稻土分布图及制图
要求, 编制中国古水稻时空分布表和图. 据此阐述中
国古水稻的时空分布特征; 同时结合所研究的古水
稻土剖面的微形态、孢粉组合以及变价元素的剖面分

异, 作为古水稻存在的佐证, 讨论中国稻作的起源; 
利用古水稻土剖面叠置上下层段及同一剖面中土壤

性状的差异, 还原当时的环境概貌, 藉以探索大环境
变化与人类农耕活动的相互作用 , 以及当今水稻生
产布局和粮食安全上的意义.  

1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 (ⅰ) 考古资料: 主要是古水稻遗

存资料, 包括汉代及其以前时代的出土炭化稻米、稻
壳、稻秆和红烧土上的稻米、稻壳、稻秆印痕, 还有
水稻植硅体等古水稻遗存资料 , 来源于互联网上的

报道和游修龄 [1]、陈文华 [2,3]、汤圣祥 [4]等先生的著

作或发表的论文 [5~54], 总共统计到 280 处稻作遗存. 
同时, 参考了一些稻区环境考古资料 [56~61]. (ⅱ) 土
壤学研究成果: 我们详细研究了江苏昆山大市镇古
水稻土剖面, 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62]; 同时, 还
有绰墩山古水稻田遗迹考察资料等 1),2). (ⅲ) 图件资
料: 有中国县级行政区划图、中国水稻种植区划图 [63]

和中 国水稻土分布图 [64].  

2  古水稻时空分布 
2.1  古水稻时空分布图表的编制 

编制中国古水稻时空分布图是稻作农业研究中

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工作. 作者采取以下方法和步骤: 
(ⅰ) 核实材料: 为保证真实可靠 , 我们以出土有碳
化稻谷、米粒或茎叶等实物遗存为主要依据, 对编图
所需的考古发掘材料校对、核实, 从 300余处稻作遗
存中筛选出 280处稻作遗存. (ⅱ) 划分阶段: 对所选
定的稻作遗存 , 参考前人对史前农业发展阶段的划
分 [65], 特别是稻作发展阶段的划分 [4,25,33~35], 结合其
经历的文化类型、 14C断代年龄等材料 , 归纳为
12000~8000, 8000~6000, 6000~3000 和 3000~2000   
a BP等 4个稻作发展阶段(表 1). (ⅲ) 底图选择: 为保
证一定的制图精度, 我们以 1︰800 万中国县级行政
区划图为工作底图 , 将古水稻遗存地点以县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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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在工作底图上. (ⅳ) 编制分布表: 将所核实的古
水稻遗存点, 按 4 个稻作发展阶段, 参照中国水稻土
分布图 [64], 按中国水稻种植区划图 [63]分区开列, 得
到中国古水稻遗存的时空分布表(表 1). (ⅴ) 编分布
图: 在前 4 步基础上, 将不同稻作发展阶段的稻作遗
存点用不同符号标识在图上 , 勾绘出中国古水稻时
空分布图, 最后缩绘成图(图 1).  

2.2  古水稻的时空分布特征 

(ⅰ) 空间跨度大而有相对集中性.  中国古水稻
的空间分布十分广泛 , 各水稻种植区都有古水稻遗
存的发现: 华南双季稻稻作区已发现古水稻遗存 20
处, 其中闽粤桂台平原丘陵双季稻亚区 16 处, 滇南
河谷盆地单季稻亚区 4处; 华中双单季稻作区已发现
189 处, 其中长江中下游平原双单季稻亚区 141 处, 
川陕盆地单季稻两熟亚区 14 处, 江南丘陵平原双季
稻亚区 34处; 西南高原单双季稻稻作区已发现 18处, 
其中黔东湘西高原山地单双季稻亚区 4处, 滇川高原
岭谷单季稻两熟亚区 14 处; 华北单季稻稻作区已发
现 49处, 其中华北北部平原中早熟亚区 4处, 黄淮平
原丘陵中晚熟亚区 46 处; 东北早熟单季稻稻作区仅

发现 1 处, 位于辽河沿海平原早熟亚区内; 西北干燥
区单季稻稻作区 2处, 位于甘宁晋蒙高原早中熟亚区
(表 1, 图 1).  

然而, 如果按古水稻遗存集中程度排序, 则华中
双单季稻作区 (占 67.5%)＞华北单季稻稻作区 (占
17.9%)＞华南双季稻稻作区(占 7.1%)＞西南高原单
双季稻稻作区(占 6.4%)＞西北干燥区单季稻稻作区
(占 0.7%)＞东北早熟单季稻稻作区(占 0.4%). 显然, 
华中稻作区最为集中 . 这种分布特点与各区的古地
理、环境、气候特点等有密切的关系: 华中稻作区, 特
别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丘陵平原 2个亚区, 东起
东海之滨, 西至鄂西、湘西山地, 南接南岭山脉, 北
毗秦岭、淮河, 除少数海拔较高的山区外, 地形以平
原丘陵为主, 属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 土壤以中
性土为主. 新石器时代本区的气候较现今温暖, 气温
约高 3~4℃, 年降水量也多出许多, 大致接近现在华
南南亚热带气候, 适宜野生稻的生长 [4]; 而当时的华
南和西南地区, 尽管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 但动植物
资源充足, 无食物短缺之虞, 故未能成为中国最早的
稻作区之一 ; 华北北部平原地区雨量少 , 主要适于 

 

 
图 1  中国古水稻遗存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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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古水稻遗存的时空分布 a) 
Ⅰ 

华南稻作区 
Ⅱ 

华中稻作区 
Ⅲ 

西南稻作区 
Ⅳ 

华北稻作区 
Ⅴ 

东北稻作区 
Ⅵ 

西北稻作区稻作 
发展阶段 闽粤 

桂台 
滇南 

 
 
 长江 
中下游 

川陕 
盆地 

江南 
丘陵平原

黔东

湘西

滇川 
高原岭谷

华北北部
黄淮 

平原丘陵

 
 
辽河沿海 

 
甘宁晋蒙

遗址

数(个)

第一阶段 
12000~8000 a 

BP 
  

浙江 2, 
湖北 2, 
湖南 6 

湖北 1 
湖南 2,
江西 1,
广东 1 

   河南 1   16

第二阶段 
8000~6000 a BP 

广东 1  

江苏 11, 
浙江 13, 
安徽 1, 
湖北 1, 
湖南 7 

陕西 3 湖南 2 湖南 1   
江苏 2, 
安徽 1, 
河南 2 

  45

第三阶段 
6000~3000 a BP 

台湾岛 6, 
福建 3, 
广东 1, 
广西 1 

云南 1 

上海 3, 
江苏 26, 
浙江 22, 
安徽 6, 
湖北 19, 
河南 2, 
湖南 7 

重庆 2, 
湖北 2, 
河南 3 

江西 16,
浙江 3,
广东 4,
广西 1 

湖南 3
云南 8, 
四川 1, 
贵州 1 

山西 1 

江苏 3, 
安徽 10, 
山东 5, 
河南 10, 
陕西 4 

辽宁 1 甘肃 2 177

第四阶段 
3000~2000 a BP 

广东 1, 
广西 3 

云南 3 

江苏 2, 
浙江 1, 
安徽 4, 
湖北 5, 
湖南 1 

陕西 1, 
四川 2 

湖南 1,
江西 2,
广东 1 

 
四川 2, 
贵州 2 

河南 2,
北京 1 

江苏 5, 
河南 2, 
陕西 1 

  42

遗址数(个) 16 4 141 14 34 4 14 4 46 1 2 280

a) Ⅰ~Ⅵ稻作区名同图 1, 这里做了简写  
 

旱作农业; 东北和西北地区受寒冷与干旱限制, 不利
史前水稻生存与栽培 [56]. 此外, 古水稻遗存在某些
遗址的不同地层都有分布, 如绰墩山遗址第 6层和第
7 层淘洗出大量炭化谷粒, 也可以说是古水稻一种集
中分布形式 [7].  

(ⅱ) 时间跨度长而有相对连续性.  中国发现的
古水稻中, 时间最早的距今约 12000 年, 如湖南道县
玉蟾岩古水稻(12000~9000 a BP)[8]、江西万年仙人洞

古水稻(12000~9000 a BP)[21], 广东英德牛栏洞水稻
植硅体也距今 10000年左右 [8]; 最近的在汉代, 比如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稻谷 , 最早和最近的古
水稻遗存之间时间跨度约 10000 年. 另一方面, 我们
从表 1可以看到, 华中双单季稻稻作区 3个亚区和华
北单季稻稻作区的黄淮平原丘陵中晚熟亚区内 , 从
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 , 每一阶段都有大量的古水稻
遗存; 华南双季稻稻作区的闽粤桂台平原丘陵双季
稻亚区从第二阶段到第四阶段 , 每一阶段都有古水
稻遗存发现 ; 西南高原单双季稻稻作区的滇川高原
岭谷单季稻两熟亚区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也是连续

的. 这表明, 中国古水稻时间跨度极长, 在某些区域
的连续性也是相当完整的.  

(ⅲ) 古水稻分布的时空动态性.  从表 1 可见, 
中国东北早熟单季稻稻作区、西北干燥区单季稻稻作

区以及华南双季稻稻作区的滇南河谷盆地单季稻亚

区, 古水稻遗存数量极少, 且距今时间较近, 意味着
它们是从其他地方传播而来的 , 由此证明古水稻有
一个空间扩展进程. 从表 1 中还可发现, 第四阶段古
水稻遗存的数量比第二、三两个阶段少. 这可能与考
古发现的不平衡性有关 . 探索稻作起源的考古发掘
多偏重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 因而距今时间较近的
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道的数量就反而减少. 根据资
料分析, 华中古水稻可能分 3 波传播到周边地区: 第
1波, 第一阶段已发现的 16处古水稻遗址, 除个别可
能中止消失外 , 多数在稳定后继续发展并向周围传
播, 到第二阶段, 发现的古水稻遗存已有 45 处之多. 
其中, 有 33处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亚区, 5处分布
在黄淮平原丘陵亚区, 3 处分布在川陕盆地亚区, 表
明水稻由杭州湾的浦江、萧山、沿江向东传播至慈溪、

余姚、宁波、鄞县, 向北到达太湖流域、宁镇丘陵区; 
由湘西北澧县传播到周边的石门、津市、华容, 沿湘
江南下到茶陵. 第 2 波, 第三阶段 177 处遗址的分布
表明, 水稻主要是向东西南北 4 个方向传播, 向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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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近海一侧; 向西沿长江和金
沙江传入四川和云南; 向南沿湘江、赣江、钱塘江、
北江、西江及闽江传入闽粤桂台平原丘陵亚区; 向北
一路沿江河扩散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第 3 波, 第
四阶段已发现的 42处遗址的分布表明, 水稻传播在第
2 波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东西南北 4 个方向扩展, 最东
到达舟山群岛的普陀 , 最西抵青藏高原东缘的成  
都、西昌, 最北到达北纬 40°左右的北京, 最南抵达广
西的合浦, 从而形成先秦以前的水稻分布格局(图 1).  

3  古水稻时空分布特征所蕴含的意义 

3.1  在稻作起源研究上的意义 

按照稻作起源地的 4个必备条件: 一是具有作为
栽培稻祖先的普通野生稻存在 , 并有适宜水稻种植
的自然条件; 二是出土稻谷密集, 特别是从年代序列
和文化谱系上看, 稻谷遗存有一定绵延连续性; 三是
发现古人类的稻作生产工具; 四是当时有将野生稻
驯育为栽培稻的技术条件和社会需求 [13,18,25]. 从前
面的分析中 , 我们知道华中双单季稻稻作区的古水
稻遗存时间早、数量多、时间绵延连续性好, 加上近
年来在这个地区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 [65]和江苏吴县

草鞋山遗址、昆山绰墩山遗址的水田遗迹的发现 [7], 
可以认为这个地区是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中心 . 由此
向其他区域, 进而向朝鲜和日本传播 [66,67].  

我们对太湖地区稻作遗址年代最早的昆山大市

镇古土壤形态特征、理化性质的研究表明, 在 335 cm
深的土壤剖面中, 165 cm以上土层中均有禾本科孢粉

(图 2), 165~335 cm 土层中孢粉贫乏, 且有向下变得
更为稀少的趋势, 由于统计数量不足, 看不出明显优
势. 2006年 4月在原有古土壤微形态薄片上, 经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孢粉室鉴定 , 在 165 
cm以上及 200~250 cm土层中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水稻
植硅体. 根据有机碳、游离铁等的剖面变化(图 2)、  
标志水稻土形成的“灰色腐殖质-粉砂-黏粒胶膜 [68]”
的有无, 这一古土壤剖面中至少可以分辨出有 3个水
稻土剖面的叠置(表 2). 第 1个剖面为近代水稻土, 第
2个剖面为 2000 a BP的汉代水稻土; 第 3个剖面为像
高邮龙虬庄那样的 7000 年前的水稻土. 在这古剖面
中也有 5000 a BP的水稻土土层, 但由于时间长, 多
剖面叠置, 很难确切划分. 不过, 不同水稻土剖面的
叠置是客观存在的 , 这与古水稻在同一遗址不同地
层都有发现的事实互相呼应 . 土壤微形态与理化性
质分析, 丰富了稻作起源研究的内容, 为稻作华中起
源说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3.2  在环境变化研究上的意义 

从中国稻作时空分布图上不难发现 , 不同时期
和不同地区, 凡稻作遗存绵延连续的地域, 环境都相
对稳定 , 古水稻遗存集中分布在中国南方的事实就
表明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南方比北方总体上温暖湿

润的特征; 反之, 在稻作遗存出现间断的地方, 则折
射出当时稻作生产和人居环境受到某种程度的干扰

和影响, 如北方古水稻遗存在第二阶段的增加, 可能
反映全新世大暖期时此区降水的增加、气温的升高 [56], 

 

 
图 2  昆山大市镇土壤剖面年龄、孢粉图式和化学性质(孢粉分析由南京大学孢粉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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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壤微形态特征 [62] 
层次 深度/cm 基质颜色 铁质形成物 黏粒形成物 生物形成物 微形态指示意义 

1 0~18 灰棕-浊棕 
(7.5YR 5/2.5) 

− 
较多腐殖化和分解植物残

体 
 

2 18~35 灰棕-浊棕 
(7.5YR 5/2.5) 

铁质环状物中大多有黏粒

粉砂混合胶膜 
较多腐殖化植物残体 粉砂-黏粒胶膜是水稻

土形成产物 
3 35~65 灰棕色 

(7.5YR 6/2) 
铁质环状物中较多黏粒粉

砂胶膜 
多量腐殖化植物残体、 
碳化植物残体 

 

4 65~110 比上层棕些 
(7.5YR 5/3.5) 

大量铁质浸染斑和根际铁

质环状物 

除铁质环状物外, 还有较多
单独存在的粉砂-黏粒胶膜

一些腐殖化植物残体,  
多量腐殖质植物残体碎屑 

有明显的水稻土形成

特点 

5 110~165 
少数大孔隙壁有凝积黏粒

胶膜(<0.3%) − − 

6 165~225 

浊棕色 
(7.5YR 1/3.5) 

大量铁质浸染斑和根际铁

质环状物, 少量铁质凝团,
大孔隙壁有铁质胶膜 

大孔隙壁有凝积黏粒胶膜

(5%), 一些较大孔隙壁有粉
砂-黏粒胶膜 

− 
粉砂-黏粒胶膜指示有
水稻土形成特点 

7 225~260 铁质黏粒胶膜(1%) − 

8 260~295 
淀积黏粒胶膜(占薄片面积
0.8%), 呈橙-亮红棕(5YR 
5.5/8) 

− 

9 295~335 

灰棕色 
(7.5YR 5/2) 

大量铁质浸染斑, 少量雏
形铁质凝团和铁质凝团, 
较多铁质胶膜 有一些黏粒凝积胶膜(占薄

片面积 0.5%), 呈亮棕
(7.5YR 5/8) 

− 

7~9层基质颜色相同, 
颜色较艳, 可能原为
高地土壤, 至于铁质
浸染斑等氧化还原特

征是后期多水成环境

的影响 

 
又如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崧泽、马桥、海安青墩、吴县

草鞋山等地 , 多点发生和不同时期文化间断层的出
现, 就是大暖期气候波动、海平面上升、海侵范围向
内陆扩大的结果 [57~61], 绰墩山遗址第 6 层和第 7 层
淘洗出大量炭化谷粒、马家浜文化水稻田位于第 9层
这样的同一遗址不同地层中分布古水稻遗存的现象

也表明海面进退、洪水泛滥等环境事件的发生 [7]. 值
得指出的是, 由于人类变迁聚居点的原因很复杂, 气
候环境的变迁并不是遗址文化间歇层存在的惟一原因. 
因此探讨这个问题时应该具体地区具体分析, 但从土
壤学角度看, 利用稻作遗存和埋藏古水稻土叠置剖面
的上下层段及同一剖面中土壤性状的差异, 可以追溯
当时的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 对探讨全球环境变化与
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57].  

3.3  对现今水稻栽培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中国又是世界水稻生产和消费的大国 [63]; 另一方面, 
稻田系统是环境友好、生态健康、可持续利用的人工

湿地生态系统 [55,69,70]. 由此可见, 水稻栽培对中国的
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 长期以来水稻生产居主体地位
的南方, 近年来由于中国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 大量
水稻田被侵占或荒废, 传统的“南粮北调”转变为“北
粮南运”的格局, 值得我们严重关切与思考. 我们是
否应该从古水稻的时空分布特征中获得某些启示 : 
中国北方不是水稻生产主体地区 , 千万不能将中国

南方优越的水稻生产环境破坏殆尽 , 最后导致北方
不能充分供应南方、南方自己又丧失生产能力的结弱

局. 我们应该遵循历史经验和自然规律, 重视中国南
方水稻田的保护, 保证中国水稻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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