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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史前人类遗址的时空分布及其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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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ArcGis10.0平台分析了河南省史前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的空间分
布、濒河性、空间集聚度等指标。结果显示，18.8%的仰韶期遗址分布在河流的 1 km缓冲区
内，而龙山期遗址只有16.5%，其濒河性呈减弱趋势。豫西山区、南阳盆地、颍河—淮河地区
龙山期遗址的空间集聚度比仰韶期分别增加了 0.006，0.016和 0.021，暗示龙山时期的自然条
件逊色于仰韶期导致人类活动范围受到局限。遗址密度3-D分析表明，河南地区史前人类活动
格局从仰韶期的“单核型”演化为龙山时期的“多核型”。这种空间格局的变化可能与5.4 ka

BP降温事件相关，而且龙山期的气候特征与仰韶时期相比显得温凉、干燥，加之农业生产技
术的进步和人口增加促使史前人类活动核心区从豫西山区向豫东平原和豫北平原地区扩散。
同时4.0 ka BP前后河南地区的干旱、洪水、低温等自然灾害频发亦加速了人类活动范围的快
速扩展，并且石家河、大汶口、关中等史前文化类型向河南地区的渗透，造成河南龙山文化
类型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布的复杂化。而全新世早期的裴李岗遗址和晚期的二里头遗址数目较
少且均匀分布于嵩山两翼，初步推测环嵩山地区是河南史前文化的肇源地区。
关键词：河南省；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遗址时空分布；古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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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全球变化研究 (PAGES) 关注史前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耦合关系，因
而史前人类遗址的时空分布以及人类活动对全新世气候突变的响应等问题成为中华文明探
源研究和全新世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目前，环境因素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受到了广
泛关注，从河南省史前文化演变序列来看，气候因素对中原文化发展既施加了消极影响，
又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注入了新能量。

河南省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地形、气候、水系、植被等地理要素具有东西过渡、
南北兼具的特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农业条件孕育了本区繁荣的新石器文化。全新
世以来我国的自然环境经历了冰后期、大暖期、5.4 ka和4 ka降温事件、中世纪暖期和小
冰期等阶段，受此影响，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断层，而中原地
区的新石器文化从裴李岗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一脉相传、序列完整，成为我国史前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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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区域。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史前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在地域上集中于西

北[1-2]、华北[3]和东南地区[4-8]，而在新石器遗址十分丰富的河南地区尚缺乏相对系统的研究
成果。为此，本文尝试用河南省新石器遗址统计数据和Arcgis10.0平台对本区史前人类遗
址的时空特征及其环境背景进行归纳分析。

1 河南省新石器文化序列及其分布特征

1.1 河南省新石器文化序列与类型
河南省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受到来自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和淮、汉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冲

击和融合，文化类型相对复杂。但具有时间序列连续性的新石器文化肇源区只有两个，即
豫西的涧河流域和豫中的颍河中上游地区[9]。

豫西类型以罐—瓶器物为文化特征，豫中类型以鼎—壶器物为文化特征[9]，并贯穿了
整个新石器时代。河南省新石器早期文化统称为裴李岗文化 (约8.0~7.0 ka BP)，豫西类型
在本期表现为班村文化，且带有关中地区老关台文化特征；豫中地区本期的代表性类型为
典型的裴李岗文化，其遗址数目多于豫西类型 (图 1a)。仰韶文化早期 (7.0~6.0 ka BP) 的
豫西山区以陕县庙底沟早期文化为代表，豫中地区则以郑州大河村早期文化为代表，图
1b显示豫西文化类型要远比豫中类型繁荣。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 (6.0~5.0 ka BP) 豫西山
区的庙底沟文化成长为典型的仰韶文化，而后者则继续承袭大河村文化的衣钵。

图1 河南省新石器遗址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Neolithic sites in Henan Province

(a) 裴李岗文化遗址；(b) 仰韶文化遗址；(c) 龙山文化遗址；(d) 二里头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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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晚期河南地区的气候趋于干凉，其时的新石器文化开始向龙山文化过渡
(5.0~4.6 ka BP)，此时豫西地区表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豫中地区以禹州谷水河三期
文化类型为代表。进入龙山文化时期 (4.5~4.1 ka BP) 后，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为三里
桥二期、豫中地区为王湾三期文化类型，豫西和豫中两个龙山文化类型发展都十分繁荣
(图1c)。二里头文化 (3.8~3.6 ka BP) 是新石器文化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文化类型，该文化时
期的器物、建筑、农业、礼制诸方面已形成相当规模，但已发现的遗址数目较少 (图1d)。

另外，外来的新石器文化，如汉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汾河流域的陶寺
文化和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等对河南新石器文化格局影响深远，限于篇幅本文暂不
涉及。
1.2 河南省史前遗址的时空格局
1.2.1 遗址的空间分布 图 1 是基于河南省 DEM 数据和中国文物地图集数据 [10]用
Arcgis10.0软件叠加而成的遗址分布图。从图1(a，d) 可见，河南省新石器遗址在早期和末
期呈稀疏的点状分布，而且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和末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区位有很高的
重合度，即集中分布于豫西山区的涧河、伊河、洛河河谷以及豫中的颍河、贾鲁河、沙河
中下游地区。这两期的新石器遗址在地貌位置上同其他地区文化遗址类似，都分布于河流
两岸的一、二级阶地上。

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是河南新石器最繁荣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与裴李岗
时期相比不仅在遗址数量出现爆发性增长，而且空间地域也从豫西的洛阳盆地向豫东、豫
南快速扩张，从山地丘陵地貌向低地平原迁徙。图1显示，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的文化遗
址数分别为 629处和 1249处[10]，其中仰韶期遗址集中于洛阳盆地及涧河、洛河、伊河谷
地，并向太行山东麓的豫北地区和豫东南的颍河中上游延伸。根据考古资料，此时的颍河
上游地区和豫北地区为庙底沟文化类型所盘踞，颍河中下游地区则为大河村文化类型。该
期遗址主要集聚区的地貌属于山地丘陵型，颍河—淮河地区和豫北地区则为平原低地型。
龙山期遗址则分布范围更广，且出现多个遗址集聚区；这可能与同期周边文化如湖北石家
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安徽造律台文化等向河南省扩散相关。

从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人类遗址分布密度的三维图 (图2) 可知，仰韶时期遗址的集聚
区核心为豫西区，并呈现“一”字型的“单核”模式，而龙山时期遗址集聚区则演化为颍
河—淮河区、豫北区和豫西区等多个核心区，呈现出“V”字型的“多核”并列的格局。

为了表征遗址点空间集聚程度，可以用一定范围内各遗址点与该区几何中心遗址点距
离均值与区域半径的比值的均值来表示。为比较遗址分布的空间集聚特征，将黄河以北划
为豫北区，113°E经线以东的黄河以南为颍淮区，豫西和南阳盆地则以34°N纬线为界 (图
1)。表 1显示，仰韶时期颍河—淮河地区遗址的水平集聚度最高 (0.554)、豫西山区最低
(0.511)；到了龙山时期，水平聚集度最高值出现在豫北平原 (0.660)，最低值仍是豫西山
区 (0.528)。表明河南史前人类遗址水平方向上的集聚度表现为东部平原区高于西部山地
区，但从集聚度均值变化看，只有豫北区出现了下降，推测与农业生产条件差异和社会因
素有关。

图2 河南省仰韶时期遗址密度 (a) 和龙山时期遗址密度 (b) 的3-D分布
Fig. 2 Three-dimension distribution of Yangshao cultural sites (a) and Longshan cultural sit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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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遗址的高程分布 从遗址的高程特征看，仰韶时期豫北平原区高程集聚度最高
(0.838)，而龙山时期遗址高程集聚度最高的是颍河—淮河地区 (0.842)，这表明人类活动
的空间集聚程度与水平集聚度相似，具有平原低地指向性，这在人类遗址的高程选择上亦
有体现 (图3)。

对比图 3两个时期遗址分布高程，高海拔遗址比例大幅下降，82%的遗址分布在 300
m以下的平原低地区，最佳高程集聚范围由仰韶时期的200~300 m下降到龙山时期的100~
200 m。表明河南地区史前时期人类活动是从豫西山区渐次向豫东平原扩散的。

2 影响河南地区史前人类分布格局的因素

2.1 史前聚落选址、文化演进与地貌要素的关系
史前人类聚落的选址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有效便捷地利用自然资源；二是规避

自然或社会风险。新石器文化早期的人类社会特征是总人口少、生产工具落后、生产活动
主体是采集和渔猎，因而河南地区裴李岗时期人类聚落选址多位于生计资源丰富、濒河的
一、二级平缓的阶地面上。基于ArcGIS的河南水系网络的缓冲区可以计算出不同缓冲区
覆盖的遗址数目 (图 4)。仰韶时期河南省水系网 1 km、3 km 缓冲区对遗址的覆盖度是
18.8%和 48.6%，龙山时期相同水系 1 km、3 km 缓冲区对遗址的覆盖度分别是 16.5%和
43.3%，表明新石器中晚期人类聚落的选址的濒河性要求已不是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从
仰韶期聚落相对集中分布到龙山期聚落的广域扩散现象暗示农业社会的形成对聚落选址影
响显著，即开阔的平原低地区成为史前人类从事农业活动的最佳选择。

文化继承指数是指一定区域内现有文化遗址中下伏有早期文化类型的遗址数与所有遗
址数的比值，用来指示史前时期人类聚落选址的继承度[11]。河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对裴李
岗文化遗址的继承指数为0.21，龙山遗址对仰韶遗址的继承指数为0.53，二里头文化对龙

表1 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的空间集聚度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spatial cluster degrees of the cultural sites in Yangshao and Longshan ages

地区

豫西山区
颖淮平原
豫北平原
南阳盆地

仰韶文化遗址集聚特征
水平集聚度 高程集聚度 平均集聚度

0.511

0.554

0.524

0.516

0.588

0.753

0.838

0.780

0.549

0.654

0.681

0.648

龙山文化遗址集聚特征
水平集聚度 高程集聚度 平均集聚度

0.528

0.507

0.660

0.558

0.582

0.842

0.660

0.769

0.555

0.675

0.660

0.664

图3 河南省仰韶文化遗址高程分布 (a) 和龙山文化遗址高程分布 (b)
Fig. 3 Elevation comparison of the cultural sites in Yangshao (a) and Longshan ag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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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文化的继承指数为0.64，说明逐渐完善的农业
活动极大促进了人类聚落选址的稳定性。

另外，坡向、坡度、濒河率和遮蔽度要素
也是影响史前人类聚落选址的重要因素，加之
前述的遗址高程的集中度可以对史前遗址的地
貌属性进行描述。综合ArcGIS平台和实地调查
结果，分别计算了豫西涧河河谷 118 处遗址的
① 坡向：位于阳坡遗址百分数；② 坡度：坡度
≤15° (最佳耕作坡度上限) 遗址百分数；③ 遮蔽
度：冬季正午阳光被遮蔽的遗址的百分数；④
濒河率：距河小于100 m遗址的百分数。根据上
述参数可以画出豫西地区两个文化期遗址的地
貌倾向指数图 (图5)。

图5表明，涧河河谷两个时期遗址的高程、濒河率几乎相同，这与豫西山区处于低山
地丘陵地貌有关。而龙山时期的聚落选址对坡向和遮蔽度要求高于仰韶时期，可能与两个
时期年均气温差异有关，龙山时期气候趋于干凉，旱作农业需要适宜的局地小气候。因
而，坐北向南、高程介于300~400 m，北面有山、南面朝阳的河岸阶地就成为理想的聚落
选址。
2.2 中全新世气候变迁与河南新石器遗址分布的关系

与河南新石器文化繁荣期相伴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总体特征是温暖湿润。竺可桢认
为[12]，从仰韶文化到殷商时期，大部分时间气温均高于现在2 oC左右，1月温度大约比现
存高3~5 oC；施雅风[13]、王绍武等也持类似观点[14]。根据豫西孟津县黄土—土壤沉积记录
的环境信息[15]，孟津地区在7020~5660 a BP和4610~3755 a BP时期是古湖泊形成和古土壤
发育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在5660~4610 a BP，孟津地区经历了一次气候波动，湖泊缩
小为零星湖沼，古土壤发育中断；3755~3055 a BP湖泊萎缩干涸，黄土开始沉积，气候转
向冷干。此外，渑池池底古湖泊沉积、新郑黄土—古土壤沉积和孟津古湖泊沉积均记录了
类似的环境变迁过程 (图6)。

另一方面，全新世时期河南地区也经历了多次气候波动，尤其是5.4 ka BP和4 ka BP
降温事件。同一时期在北大西洋地区出现了 1~2 oC 的广域性降温 [20]，西亚步入了与
Younger Dryas事件相类的最冷干时期[21]；欧洲阿尔卑斯山地冰川开始重新活动等[22]。在我

图4 河南省仰韶文化遗址 (a) 和龙山文化遗址 (b) 与水系缓冲区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of stream buffer-zone and location of the cultural sites in the Yangshao and Longshan ages

图5 河南西部新石器遗址的地貌特征指数比较
Fig. 5 Geomorphic index of the cultural sites in the

Yangshao (blue line-diamond) and

Longshan ages (red line-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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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敦德冰芯δ18O曲线在4 kaBP前后出现宽浅的冷谷[23] (图7)；泥炭和石笋记录均显示了
4.2 ka BP前后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冷事件[24-25]，这在孟津寺河南剖面的孢粉和软体动物化
石记录均有表现[26]。

气候变迁对史前人类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间接通过地改变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来实现。
首先是人类对气温下降的适应。在生产力较低的前提下，为寻找生理适宜温度区聚落迁移
方向有两个，即低纬地区和低海拔地区。在河南地区仰韶期人类遗址主要集中于嵩山以西
的洛阳盆地和涧河河谷、伊—洛河河谷，平均海拔在300~400 m；由于当时年均温高于当
下2~3 oC，降水量也比当前高出10%~15%左右，可达800~900 mm。且豫西山区为低山丘
陵地区，河谷阶地平坦，河宽林密、资源丰阜，聚落选在高海拔地区既可抵御夏季高温、
又可避免洪涝灾害，该时期豫西山区古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远大于湖沼纵横的颖河、淮河
地区。一旦气候趋于干冷，那么史前人类聚落向低海拔、低纬度迁移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对降温带来的物质匮乏的适应。5.4 ka BP降温事件重挫了仰韶文化发展的物
质基础，主要以采集捕猎维持生计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支撑当时社会的发展，于是定居农
业成为弥补天然资源衰落的主要手段。4.9~4.6 ka BP时期的暖干气候导致湖沼干涸，为颖
—淮地区开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地利条件，于是龙山时期人类活动范围逐步向豫北、豫东、
豫南拓展。
2.3 史前人类经济形态与河南地区史前遗址分布的关系

豫西的渑池班村遗址浮选出的植物遗存包括大叶朴、山茱萸、黄芪、栎属、紫苏果实
和野生大豆[29]，表明早在裴李岗时期 (早于7 kaBP) 豫西山区的农业生产主要内容是果实
采集和渔猎，这些植物遗存组合也反映了当时豫西山区植被景观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而
处于同一时期的颍河中游地区贾湖遗址则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根据贾湖文化时期孢

图6 河南地区中全新世沉积剖面对比
Fig. 6 Different stratigraphic sections of Henan Province during the mid-Holocene

(a) 渑池池底古湖泊沉积记录[16]；(b) 孟津寺河南古湖泊沉积记录[17]；(c) 禹州YPC沉积剖
面[18]；(d) 新郑GDZ沉积剖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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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组合[30]，推断贾湖时期的颍河中游地区属于疏林湖沼景观，降水量大于豫西山区。虽同
处于全新世大暖期但河南地区 34°N 以南属于北亚热带气候区，以北则属于暖温带气候
区[31]，新郑裴李岗遗址、许昌丁庄遗址发现的粟、黍即是例证。同时，贾湖遗址和班村遗
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狩猎捕捞工具占一半强。可见，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和活动范围的
约束，其经济形态以渔猎采集为主要形式，因而新石器早期聚落选址主要关注渔猎资源的
丰度。

仰韶文化中晚期 (6.0~5.4 ka BP) 是全新世气候的最适宜期，定居式农业发展迅速。
豫西的三门峡交口遗址、班村遗址、仰韶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南阳谭岗遗址、黄楝树
遗址和信阳晾马台遗址都有栽培稻种遗存[32]，表明仰韶文化全盛时期河南黄河以南地区的
稻作农业比较普及，而尤以颖淮区和南阳盆地为甚。同时，根据气候带的差异推断豫西、
豫北地区由于年积温和降水量较少，以旱作农业为主。定居农业的形成为史前聚落由豫西
向豫北、豫东南扩散提供了物质保证。

经过5.4 ka BP降温事件后，河南地区气候趋于凉干，豫东、豫南地区的农业生产逐
渐向旱作方向过渡。如登封王城岗遗址、洛阳矬李遗址、王湾遗址和禹州瓦店遗址的龙山
期文化层都浮选出了大量的粟、黍种子[33]，尽管个别遗址还有大豆和稻种遗存但所占比例
很低。而信阳、南阳、驻马店一带由于纬度较低、温湿条件好于北方，仍为稻作农业。从
当前河南省春播期的≥10 oC 积温值分布 [34]看，龙山时期人类遗址的集中分布区大体与
1080 oC等值线大体吻合 (图8)，表明龙山时期人类遗址的空间分布与农业生产的温热条件
密切相关。

到了二里头时期 (约3.9~3.5 ka BP)，气候经过4 ka BP降温事件后变得干冷。二里头
遗址浮选出的作物种子是粟和黍，代表旱作农业类型，并且这两类作物的出土概率和绝对
数量均高于龙山时期[33]。另外，根据二里头时期人骨d13C、d15N同位素分析显示[35]，该期

(a) NGRIPδ18O曲线[27]

(b) 敦德冰芯δ18O曲线[23]

(c) Gulf of Oman Core M5-422白云石含量曲线[21]

(d) 董哥洞石笋DAδ18O曲线[28]

图7 中全新世时期的两次气候波动事件
Fig. 7 Different records of two cooling events in the mid-Holocene

1533



68卷地 理 学 报

人类食谱的C4类植物 (玉米、小米
和高粱等) 多于 C3 类植物 (稻米、
小麦等)。另据新密新砦遗址、偃师
二里头遗址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
猪、羊、牛等驯养家畜已经相当普
遍 (图 9)。表明农业生产类型的复
杂化使人类聚落由迁徙式零散分布
向定居型格局演变。
2.4 史前极端气候灾害对河南地区

史前遗址分布的影响
极端气候灾害主要包括干旱、

洪涝、急剧降温事件等，其中以范
围大、持续久的旱涝灾害影响最为
明显。据王绍武 [14]、吴文祥 [36]的研
究，中全新世时期我国出现了 5次
大范围的旱涝灾害 (表 2)，而且王
绍武认为夏季风指数与华北地区降
水量存在显著正相关。

由于 6.4~7.4 ka BP为华北地区
洪水多发期，且本期60%~73%时间
段内颍—淮区处于高湖面[37]，加之
颍河—淮河地区海拔低于60 m容易
积水成沼，不宜成为史前文化的集
聚区，这与河南地区仰韶期文化遗
址集中于豫西山区相符。龙山时期
(4.0~4.5 ka BP) 河南省旱涝灾害频
率较低，低湖面占该期的22%~38%
左右[37]，颍淮流域的大量湖沼有条
件成为成为耕作区，于是豫东平原
区的龙山期遗址数大幅增加。然
而，随 4 ka BP 的降温事件而来的
大洪水和低温灾害导致了二里头时
期人类遗址数目
的大幅减少，遗
址分布范围也沿
颍河向上游收缩。

此外，战争
动乱、经济解体
等社会因素也会对史前人类聚落的空间格局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而史前遗址空间分
布应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耦合的结果。

3 结论

(1) 裴李岗文化是河南新石器文化的肇源类型，其空间分布分别是嵩山以西的涧河河

图8 河南省春播期 (3月1日-4月25日) ≥10 oC积温分布[34]

Fig. 8 Distribution of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over 10 oC

(March 1-April 25) in seeding period of Henan

图9 龙山时期—二里头时期可鉴定的家养动物标本数比例
(数据源于文献[32])

Fig. 9 Proportion of identifiable domestic animal bones unearthed

in the Longshan and Erlitou ages

表2 中全新世我国旱涝灾害序列[14]

Tab. 2 Natural disaster sequence during the mid-Holocene in China
灾害类型
年代 (cal. kaBP)

持续期 (a)

干旱
3.9~4.0

100

降温
3.9~4.1

200

洪水
4.1~4.2

100

洪水
4.6~4.9

300

降温
5.3~5.5

200

干旱
5.9~6.2

300

洪水
6.4~7.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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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和嵩山东南麓的颍河中上游地区。之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集中于洛阳盆地及涧河、洛
河和伊河谷地地区，该期遗址分布为“单核”型；而龙山文化空间分布则从豫西山区拓展
到了豫北平原和豫东南的颍淮平原区，在遗址空间格局上属于“多核”型。受频繁的自然
灾害影响，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少且重新收缩到颍河上游和洛阳盆地一带，与裴李岗遗址
空间格局雷同。

(2) 裴李岗时期和仰韶早期文化遗址对自然资源的支配基于原始的采集渔猎活动，因
而两个时期遗址分布集中于豫西山区和颍河上游生活资源丰沛的地区，同时为便于汲水和
舟楫，遗址多分布于河流的一、二级阶地上。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直至龙山时期，气候趋
于干凉，自然资源的比较容量减小，定居农业取代了原始采集业，豫东南干涸的湖沼区成
为史前聚落拓展的主要区域。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龙山时期的人类活动在聚落选址
上已不像仰韶时期粗放模式，而对局域地貌如坡向、坡度、遮蔽度、海拔要素的关注度有
所提高。

(3) 中全新世的河南气候处于适宜期，但 5.4 ka BP、4.0 ka BP的降温事件，6.4~7.4
ka BP、4.1~4.2 ka BP的洪水灾害，5.9~6.2 ka BP、3.9~4.0 ka BP的干旱灾害造成河南省
史前文化形成多次低潮，加速了人类活动范围从豫西山区向东部平原拓展。另一方面，灾
害性气候事件也成为促进本区史前农业进步的重要动力。一个显著特征是，河南史前农业
从旱作、稻作农业并存演化为旱作农业为主、原始畜牧业相对繁荣的、复杂的农业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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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Henan province

LI Zhongxuan1, ZHU Cheng2, WU Guoxi1, ZHENG Chaogui3,
SHAO Shixun3, FENG Feifan1, WANG Ning1

(1.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Henan,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rcGis10.0 platform,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geographic indexes of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in the Yangshao Cultural Period (approx. 6.9-6.0 ka BP) and in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approx. 4.6-4.0 ka BP) in Henan, i.e. spatial distribution,
river-orientation, spatial agglomeration etc. Results showed that 18.8% of the sites in
Yangshao period are distributed within 1 km river-buffer area, while there were 16.5% in
Longshan period, indicating that human activity in Longshan period became weaker at
river-orient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Yangshao period,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dexes of the
western part of Henan, Nanyang Basin and Yinghe-and-Huaihe river basin respectively
increased by 0.006, 0.016 and 0.021, which suggested that human activity in Longshan-period
was restrict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 At 4.0 ka BP, Henan was subjected to the cooling
events, accompanied by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drought, flood and low temperature, which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human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the exotic cultures such as Shijiahe
and Dawenkou expanded into Henan and complicated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human
activities.
Key words: Henan province; Yangshao cultural sites; Longshan cultural sites; time-spatial
distribution; paleo-environment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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