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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丹江口库区是国内发现的又一处阿舍利技术表现较为集中的区域。目前，该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旷

野地点达 100 余处，其中经过发掘的地点有 30 余处。这些地点主要集中在丹江口库区规划淹没水位线以

下区域，即汉江和丹江第二级和第三级阶地。为进一步探讨阿舍利技术在该地区出现的最早时间和起源

方式等问题，我们对区域内第四级阶地进行了系统野外调查。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旷野地点 24 处，采集石

制品 273 件，其中包括手斧、手镐和石刀等具有阿舍利技术风格的大型工具。研究表明，古人类在原料

利用上具有选择性，脉石英主要用于生产中、小尺寸的石制品，而千枚岩和粗面岩主要用于加工阿舍利

大型工具。不同类型石核反映了古人类在剥片策略上的多样性。加工技术方面，小型工具与大型工具共存，

且不同类型的大型工具反映出较为完整的阿舍利工业器物组合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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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DRR) has currently been revealed as another 
important handaxe-bearing region in China, along with the well-known regions of Dingcun, 
Luonan and Bose. More than 100 Paleolithic open-air sites were discovered under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of the last two decades. Among them, over 30 sites were excavated, which have 
provided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Acheulean technocomplex in DRR. As an archa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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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these sit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areas that would be submerged after building of the dam, 
namely, the third and second terraces of the Han River in DRR. However, the Yunxian hominid 
site on terrace four indicates that high terraces in DRR contain even older site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earliest appearance of the Acheulean in DRR and its pattern of origin, we 
conducted a systematic field investigation in DRR focusing on the higher elevation terraces. 
Twenty-four new Paleolithic open-air sites have been found, with 273 artifacts collected from 
them.Regardingtypologies,thereare45(16.5%)coresand53(19.4%)flakes.Wefurtherclassify
the cores into six sub-types, including four casual cores, 20 chopper cores, eight discoidal cores, 
nine polyhedral cores, one opposed platform core and two irregular cores. Flaking by-products 
include chunks (n=124,45.4%),flakefragments(n=18,6.6%)andsplitflakes(n=6, 2.2%). In 
addition,thereare27(9.9%)formaltoolswhichreflectretouchingorshapingtechnology.Both
light-duty and heavy-duty tools were found, for instance, six small-sized scrapers and four large-
sized choppers. Importantly, 10 handaxes, six picks and one knife, which possess Acheulean 
technologicalcharacteristics,werealsoidentifiedfromtheassemblage.Overall, theanalysisof
artifactsshowsthattherawmaterialusage,alongwiththeflakingandretouchingtechnologiesof
theDRRhominids,arediverseincharacter.Thenewfindingsreportedherestrongly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DRR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DRR); Fourth terrace; Acheulean; Handaxe; 
Yunxian hominid site 

1 序言

丹江口库区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又一处阿舍利技术表现较为集中的区域。自 1994 年以

来，为配合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会同湖北

省和河南省当地文博单位在该地区进行了多次的旧石器遗址野外调查和发掘工作 [1-13]。调

查和发掘主要集中在丹江口库区规划淹没水位线以下区域，即汉江和丹江第二级和第三级

阶地。目前，该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旷野地点达 100 余处，其中经科学发掘的地点有 30 余

处，为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该区域的旧石器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图 1）。相关研究结

果已见诸于简报和专题性研究文章
[1-23]。同时，第四级阶地郧县人遗址等的发现表明汉江

高阶地同样埋藏有重要的、年代更早的旧石器遗址 [24-34]。郧县人遗址的年代经过哺乳动物

群对比、古地磁和绝对测年方法的研究，显示属于早更新世晚期或中更新世初期，距今约

0.8Ma[27-29, 31-34]。基于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十堰市郧阳区博物馆

于 2015 年 11 月在丹江口库区郧阳段的汉江高级阶地展开系统的旧石器遗址野外调查。此

次调查共发现旧石器旷野地点 24 处（图 1），采集石制品 273 件（表 1）。这些地点的海

拔多在 200m 以上，低者约 194m，最高者可达约 253m。通过与郧县人遗址附近的阶地划

分对比可以看出，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主要位于汉江第四级阶地，即与郧县人遗址属同一

级阶地。本文对此次发现的旧石器材料进行报道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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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发现的旧石器旷野地点分布图
Fig.1 Map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ew Palaeolithic open-air sites found during investigation

1. 龚家院 1 号地点 ; 2. 龚家院 2 号地点 ; 3-10 分别为黄家窝地点 , 长岭 1 号地点 , 长岭 2 号地点 , 王家岭 1 号地点 , 王家岭 2 号

地点 , 长坪地点 , 红岩子沟地点和蔡家岭地点 ; 11-19 分别为山跟前地点 , 吴家沟 1 号地点 , 吴家沟 2 号地点 , 吴家沟 3 号地点 , 

吴家沟 4 号地点 , 兴盛 1 号地点 , 兴盛 2 号地点 , 兴盛 3 号地点 , 段家沟地点 ; 20. 前房地点 ; 21. 大树垭 1 号地点 ; 22. 大树垭 2

号地点 ; 23. 灵牌石地点 ; 24. 乔家院地点

表 1 石制品类型与原料统计
Tab.1 Types and raw materials of the stone arifacts discovered in the DDR

类型
原料

总计 %
脉石英 千枚岩 粗面岩 石英岩 砂岩 其他类型火成岩

石核 31 4 2 4 4 0 45 16.48

石片 29 11 6 3 1 3 53 19.41

断块 85 37 1 0 0 1 124 45.42

残片 12 5 1 0 0 0 18 6.59

裂片 5 0 0 1 0 0 6 2.20

工具

           刮削器 4 2 0 0 0 0 6 2.20

           砍砸器 0 1 1 2 0 0 4 1.47

           手   斧 0 6 4 0 0 0 10 3.66

           手    镐  1 4 0 0 1 0 6 2.20

           石    刀 0 1 0 0 0 0 1 0.37

总计 167 71 15 10 6 4 273

% 61.17 26.01 5.49 3.66 2.2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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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制品分析

2.1  石核  

石核共 45 件，主要为锤击石核，仅 1 件为具有明显砸击特征的砸击石核。石核原

料主要为脉石英，共 31 件（68.9%），另有少量的石英岩（n=4, 8.9%）、千枚岩（n=4, 
8.9%）、砂岩（n=4, 8.9%）和粗面岩（n=2, 4.4%）。石核长度在 41~192mm，平均值

为 97.7mm；宽度 36~132mm，平均值为 82.4mm；厚 26~89mm，平均值为 57.7mm；重

40~2293g，平均值为 683g，变异范围较大。根据石核剥片方向的特点，44 件锤击石核可

分为 6 类，其中随意石核（casual core）4 件，占 9.1%；砍砸器石核（chopper core）20 件，

占 45.5%；盘状石核（discoidal core）8 件，占 18.2%；多面体石核（polyhedral core）9
件，占 20.5%；对向石核（opposed platform core）1 件，占 2.3%；不规则石核（irregular 
core）2 件，占 4.5%（图 2）。总体来看，石核剥片显示出一定的技术组织策略，尤以剥

片程度较高的盘状石核（平均 7.3 个片疤）和多面体石核（平均 9.4 个片疤）表现最为典型，

其在石核中所占比例也相对较高（图 3）。

2.2  石片

石片共 53 件，主要为锤击法产生，未观察到特征明显的砸击石片。石片原料以脉石

图 2 不同类型石核消减方式示意图及举例
Fig.2  Reduction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re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examples 

1. 随意石核 Casual core （YY2015-169）; 2. 不规则石核 Irregular core （YY2015-210）; 3. 砍砸器石核 Chopper core （YY2015-245）; 4. 对向石

核 Opposed platform core （YY2015-154）; 5. 盘状石核 Discoidal core （YY2015-152）; 6. 多面体石核 Polyhedral core （YY201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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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类型石核的片疤数量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flake scar number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res

图 4 丹江口库区调查发现的工具
Fig.4 The tools discovered in the DDR

1. 砍砸器 Chopper （YY2015-264）; 2. 刮削器 Scraper （YY2015-208）; 3. 手镐 Pick （YY2015-20）; 4. 手镐 Pick 

（YY2015-159）; 5. 手斧 Handaxe （YY2015-213）; 6. 手斧 Handaxe （YY2015-163）; 7. 手斧 Handaxe （YY201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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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为主，共 29 件（54.7%），其次为千枚岩（n=11, 20.8%）和粗面岩（n=6, 11.3%），

石英岩（n=3, 5.7%）、砂岩（n=1, 1.9%）和其他类型的火成岩（n=3, 5.7%）所占比例最

小。石片的长度在 26~234mm，平均值为 73mm；宽度 15~186mm，平均值为 52.5mm；厚

7~50mm，平均值 21.7mm；重 4~1829g（> 200g 的有 8 件），平均值 163g。石片中含 4

件尺寸大于10cm的大石片，可能为制作阿舍利大型工具的素材。石片中台面为石皮（cortical 

platform）的共计 35 件（66.0%），素台面（plain platform）石片 13 件，单棱脊台面（dihedral 

platform，台面由两个片疤构成）石片 2 件，多棱脊台面（faceted platform，台面由三个及

以上片疤构成）石片 3 件。从石片背面来看，石皮背面的有 7 件（13.2%），部分石皮背

面的 20 件（37.7%），背面全部为片疤覆盖的 26 件（49.1%）。

2.3  断块、残片和裂片

断块（chunk）共计 124 件。残片（flake fragment）主要指台面缺失，但依然能够

辨认石片腹面和背面的产品，共计 18 件。 裂片（split flake）主要指沿着打击泡中间

向石片远端断裂成左右两部分的产品，共 6 件。脉石英和千枚岩原料都具有节理较为

发育的特点，这可能是导致以上三类剥片副产品发现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其占整个

石制品组合的 54.2%。

图 5  丹江口库区调查发现的手镐和石刀 
Fig.5 Pick and knife

1. 手镐 pick（YY2015-224）；2. 石刀 knife（YY2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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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具

共 27 件，类型包括刮削器（n=6）、砍砸器（n=4）、手斧（n=10）、手镐（n=6）、

石刀（n=1）。手斧等大型工具的发现，再次证明阿舍利技术在该地区的存在（图 4，5）。

2.4.1  刮削器

共 6 件，其中 4 件为轻型刮削器（light-duty scraper），原料均为脉石英，2 件为重型

刮削器（heavy-duty scraper），原料均为千枚岩。制作刮削器的素材以石片等片状毛坯为主，

轻型与重型刮削器在修理方式上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尺寸和重量。轻型刮削器的尺寸和重

量较小（长和宽 < 100mm），长度 39~64mm，平均值为 51.8mm；宽度 29~52mm，平均

值 37mm；厚 7~26mm，平均值 17.5mm；重 12~81g，平均值 39g。均采用石片素材加工，

修疤数量最多的为 10 个，最少的 3 个，平均为 6.8 个。重型刮削器的平均长、宽、厚分

别为 154.5×120.5×39.5（mm），平均重 768.4g。均以裂开的砾石为素材进行加工，分别

有 7 个和 5 个修疤。由于尺寸和重量较大，也可能用作砍伐等功能。

2.4.2  砍砸器

共 4 件，石英岩原料的 2 件，千枚岩和粗面岩各 1 件。参照王社江在研究洛南盆

地砍砸器时的定义，砍砸器仅由砾石单面或两面加工而成
[35]。砍砸器的尺寸和重量较

大，长度 180~224mm，平均值为 204.3mm；宽度 121~156mm，平均值 136.5mm；厚

52~78mm，平均值 60.8mm；重 1750~2040g，平均值 1890g。均采用砾石素材直接加工，

刃缘可观察到叠层分布的修疤，修疤数量最多的为 12 个，最少的 5 个，平均 8.8 个。

2.4.3  手斧

共 10 件，其中 3 件尖部有残缺。以千枚岩为原料的 6 件，粗面岩 4 件。手斧的加

工（两面或单面）集中在两侧刃缘，并在远端汇聚形成一个尖刃或弧形刃，该汇聚刃口

和两侧刃缘均可作为使用功能单元。手斧长度 126~201mm，平均值为 157.1mm；宽度

83~115mm，平均值 97.1mm；厚 42~67mm，平均值 49.8mm；重 541~1241g，标准偏差

202.4。加工手斧的素材多样，其中砾石素材有 4 件，裂开的砾石素材（一面为裂开面，

一面为砾石面，裂开面上缺少明显的石片特征）有 4 件，大石片素材有 2 件。手斧多为两

面加工（n=7），单面加工的有 2 件，另有 1 件为部分两面（partly bifacial）加工。完整

手斧中，器身修疤数量最多的为 20 个，最少的 6 个，平均为 10 个。

2.4.4  手镐

共 6 件，千枚岩原料的 4 件，砂岩和石英各 1 件。手镐的加工（两面或单面）主

要为获取一个可用的远端尖部，该尖部在形态上通常表现出显著的收窄性。手镐长度

146~272mm，平均值为 189mm；宽度 81~112mm，平均值 100.7mm；厚 42~71mm，平均

值 59.5mm；重 766~1691g，平均值 1179.5g。以裂开的砾石为素材的手镐有 4 件，直接利

用砾石为素材的 2 件。两面加工的有 4 件，单面加工的 2 件，器身修疤数量最多的为 15 个，

最少的 4 个，平均为 7.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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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石刀

1 件，千枚岩原料，长、宽、厚分别为 183×118×45（mm），重 936g。采用大石片素材，

一侧边有 7 个修疤，修理出钝化的把手部位。与之对应的侧边未经修理，保持剥片后石片

腹面与背面相交形成的自然锋利刃口，刃长约 210mm，刃角平均为 28°（图 5：2）。石

刀以往的发现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洛南盆地 [35-37]，该件石刀是见于丹江口库区的首次报道。

3 结语

上述石制品分析表现出丹江口库区古人类在原料利用、剥片与加工技术等方面的多

样性特点。脉石英原料主要用于石核 - 石片组成的剥片体系以及轻型刮削器所代表的加工

技术中，这些产品的尺寸以中、小型（< 10cm）为主。而在阿舍利大型工具的加工方面，

千枚岩和粗面岩是主要的原料，脉石英仅偶有使用。原料利用上的选择性反映了古人类对

该地区原料性质的熟练掌握和认识。剥片技术方面，不同类型的石核反映出古人类多样化

的剥片组织策略，例如砍砸器石核体现出对剥片台面和角度的可持续利用，而盘状石核和

多面体石核则表现的是高效开发利用石核的方式。在加工技术上，首先轻型工具和重型工

具的并存，反映了使用功能上的分化。其次，手斧、手镐和石刀等不同类型大型工具的存

在，表现出加工方式上的多样性，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阿舍利工业器物组合面貌。

2015 年度丹江口库区高级（第四级及以上）阶地的调查发现证明了该区域今后的研

究潜力。基于目前对汉江第四级阶地郧县人遗址年代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丹江口库区第

四级阶地石制品埋藏层位的年代可能比较古老，早于该地区第三级阶地石制品的埋藏年代。

双树地点和马岭 2A 地点的测年数据显示第三级阶地含石制品的堆积主要形成于中更新世

中晚期
[20, 38]。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对调查中发现的潜力较大的地点进行系统发掘，

以期深入探讨阿舍利技术在丹江口库区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以及早更新世以来该区域古人

类行为与适应策略的特点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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