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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梁遗址地处泥河湾盆地东缘，发现于 1983 年，并于同年及 2006、2008 年分别进行小规模发掘，

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16 年，为建立该区域早 - 中更新世古人类演化的文化序列，河北省文

物研究所对低于马梁遗址文化层约 3m 的马梁第 10 地点开展试掘，发掘面积 18m2，出土石制品 197 件，

动物化石 1500 余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石英砂岩和白云岩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砾石、

岩块、断块和碎屑等。技术上，以硬锤锤击为主要打制技术，石核剥坯较为简单，未见修理台面，工具

加工缺乏“精制品”，表现出较为单一和简单化的石器工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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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iang site, located in the Nihewan basin of North China, was discovered and 
excavated in 1984, 2006 and 2008, and yielded a few lithic artifacts and animal fossils. Paleo-
magnetic dating suggests that early humans colonized the site around 0.8-0.9 Ma. In order to 
reveal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site integrally, a new excavation was undertaken by the 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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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t Maliang Locality 10 in 2016. The excavation exposed 
an area of 18 m2. Large quantities of animal fossils fragments and 197 stone artifacts were 
unearthed. In techno-typological aspects, lithic raw materials are procured from the adjacent 
area, predominated by chert, quartz sandstone and dolomite. The artifact types include cores, 
test cores, flakes, tools, pebbles, blocks, angular fragments and shatters. The flaking technique 
is dominated by direct hard-hammer percussion without core preparation. The tools are casually 
retouched by direct hammer percussion. Compared to the early sites in the other part of the 
basin, such as Xiaochangliang, Donggutuo and Cenjiawan, the knapping techniques and the tool-
production skills in Maliang Locality 10 seems to be simplified. 

Key words: Nihewan basin; Maliang Locality 10; Stone artifacts; Late Early Pleistocene

1 引 言

泥河湾盆地丰富的早更新世遗存为解读东亚早期人类行为与演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近年来，马圈沟、小长梁和东谷坨等早更新世遗址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1-3]，但中

图 1 马梁第 10 地点地理位置图

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Maliang Localit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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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以来的遗址经发表的材料相对较少，对其石器工业面貌及人类行为缺乏清晰的认识。

马梁遗址是泥河湾盆地一处重要的早更新世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 1983 年，同年由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小规模试掘，发现 121 件石制品以及上百件动物

化石 [4, 5]；此后，遗址于 2006 和 2008 年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 25m2[6]。

2016 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实施“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课题，

在马梁一带开展古人类遗存的专题调查，于马梁遗址南约 50m 处、马梁南坡西端底部发

现石制品，地理坐标为 40°13′21.9″N、114°40′40.2″E（图 1）。依据近些年在马梁区域开

展调查所发现遗址（地点）的排序，命名为马梁第 10 地点。其发现石制品的层位明显低

于马梁遗址文化层，为确定石制品的确切层位及埋藏状况，并补充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

代文化序列，随即开展了试掘。此次试掘面积约 18m2，共出土石制品 197 件，动物化石

1500 余件。尽管化石数量众多，但碎骨所占比例较大，种属鉴定和动物考古学工作一时难

以开展，需要大量后续发掘和材料补充，因此本文仅对本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作简要介绍。

2 试掘经过及地层

 马梁遗址的文化遗物埋藏在一套黄棕色细砂中，该地层在马梁周围区域的地层中连续

分布、异常稳定，向东延伸至后沟一带。经磁性地层学研究，该层位于 Matuyama-Brunhes
地磁极性倒转界线之下 0.95m，年龄略早于 0.78Ma。马梁第 10 地点层位位于马梁遗址

文化层之下，为便于工作开展，试掘探方自马梁遗址文化层以下开始，按照地形划定

近东西向 4m2 的范围为工作区域。文化遗物清理完毕后，在工作区西侧南沿继续向下

挖掘探沟至基岩。

依据探方及下部探沟北壁剖面（图 2），地层自上而下为：

1. 表土层，为后期覆土，仅见于东部顶端，最厚处 20cm。

2. 浅黄 - 浅灰色粉细砂，水平层理，含少量动物化石，30-70cm。

3. 黄棕色细砂层，发现有动物化石，为马梁遗址文化层，66-125cm。

4. 浅黄 - 蓝灰色细砂层，含大量棕黄色水锈斑痕，自西向东倾斜，86-154cm。

5. 浅蓝灰色粉砂质砂，底部含大量棕黄色水锈斑痕，50-100cm。

6. 黄棕色细砂，含多条浅蓝灰色细砂条带，中间有两道裂隙被上层打破，含石制品、

动物化石，为该地点文化层，40-64cm。

7. 浅棕色细砂，水平层理，45-54cm。

8. 浅棕红色细砂、红褐色粉细砂的互层，水平层理，30cm。

9. 黄褐色粉砂质砂，弱水平层理，70cm。

10. 浅红褐色黏土质粉砂与黄褐色粉砂互层，水平层理，40-45cm。

11. 浅黄褐色粉砂，40-46cm。

12. 浅红褐色黏土质粉砂与黄褐色细砂互层，水平层理，40-50cm。

13. 黄褐色细砂、粗砂，含较多的砾石，含灰褐色细砂透镜体，106-126cm。

14. 粗砂砾石层，14-40cm。

15. 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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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制品技术与类型

马梁第 10地点 2016年度发掘出土石制品 197件，主要包括石核 13件，尝试石核 27件，

石片 13 件，石片断片 3 件，裂片 24 件，工具 16 件，砾石 6 件，岩块 19 件，断块 51 件，

图 2 马梁第 10 地点地层剖面
Fig.2 Stratigraphic profile of Maliang Locality 10

表 1 马梁第 10 地点 2016 年发掘出土石制品分类统计
Tab.1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Maliang 

Locality 10
类型（Type） 数量(n) 比例(%)

剥片产品 石片（flake） 13 6.60

石片断片（flake fragment） 3 1.52

石核（core） 13 6.60

裂片（splinter） 24 12.18

尝试石核（test core） 27 13.70

修理产品 工具（retouched piece） 16 8.12

碎屑-断块 碎屑（shatter） 25 12.69

断块（angular fragment） 51 25.89

未见剥片痕迹 砾石（pebble） 6 3.05

岩块（block） 19 9.65

总计（Total） 197 100.00

碎屑 25 件（表 1）。

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54.82%），

石英砂岩次之（15.74%），另外还

有白云岩、英安岩、石英、玄武岩

和火山角砾岩等。尺寸以小型（20-
50mm）为主，共 104 件，占石制品

总 数 的 52.79%； 中 型（50-100mm）

和大型（100-200mm）次之，分别占

24.87% 和 14.72%；微型（<20mm）较

少（5.08%）。

3.1 石核和尝试石核

石核  共 13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6.60%（图 3: 3-4）。原料以燧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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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马梁第 10 地点出土石核和石片
Fig.3 Cores and flakes from Maliang Locality 10

1. 16ML10:893, 石片 (flake); 2. 16ML10:896, 石片 (flake)；3.16ML10:1511, 单台面石核 (core)；4. 16ML10:737, 石核 (core)

占 76.92%；其次为英安岩和石英。毛坯多为岩块或砾石。尺寸以小型和中型为主，各占

47.62%；另有一件为大型。标本最大长 21.7-112.4mm，平均 54.25mm。

石核的剥片方式较为简单，以单台面为主（n=8; 61.54%），对向双台面石核仅 1 件，

其他2件为不规则剥片。石核台面多为自然面或石片阴疤，不见修理台面；石片疤数为3-5个。 
尝试石核  27 件，占 13.71%（图 4）。表面散见少量（1-2 个）片疤，为古人类对

原料进行尝试剥片或判断原料是否适合剥片的产物。原料以英安岩和石英砂岩为主，

占 77.78%；另有少量为燧石。尺寸多见中型，大型次之，仅有 2 件小型。最大长 33.7-
188.7mm，平均 91.11mm，较剥坯阶段的石核尺寸更大。

3.2 石片、石片断片和裂片

石片 共 13 件，占 6.60%（图 3: 1-2）。原料以燧石为主（n=10; 76.92%）。尺寸上

均属于小型（20-50mm）；长型石片多于宽型石片，两者比例为 8:5。按照Ⅵ型石片的划

分 [7]，其中以Ⅴ型石片为主，占 69.23% （n=9）。石片长 12.1-57.8mm，平均 30.08mm；

宽 17.5-45.5mm，平均 30.16mm；厚 4.9-25mm，平均 11.71mm。

石片台面类型以素台面（61.53%）为主，其次为自然台面，无修理台面。台面外角 75°-
87°，平均约 78°。石片背面疤多为 1-3 个，仅 1 件达 5 个；打击方向多与石片剥片方向一致。

石片断片 共 25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5.94%。类型主要包括石片近端、中段、远端和

半裂片（siret）等。原料以燧石为主，占 92%；另有少量火山角砾岩。尺寸多为小型，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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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马梁第 10 地点出土尝试石核
Fig.4 Test cores from Maliang Locality 10

1. 16ML10: 789；2. 16ML10: 824

图 5 马梁第 10 地点出土刮削器
Fig.5  Scrapers from Maliang Locality 10 

1. 16ML10:1475; 2. 16ML10:8963; 3. 16ML10:617; 4. 16ML10:1196; 5. 16ML10:214; 6. 16ML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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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中型仅 1 件。最大长 13.1-98.1mm，平均 31.37mm；厚 2.5-43.1mm，平均 11.09mm。

裂片（splinter） 24件，占 12.18%。裂片即石核剥片过程中产生的非贝壳状裂口产品，

与贝壳状裂口石片（conchoidal flake）相区分 [8-12]。原料以燧石为主，火山角砾岩和英安

岩数量较少。尺寸以小型为主，中型次之。最大长 18.9-60.4mm，平均 33.03mm。

3.3 工具  

共 16 件，占 8.12%。类型包括刮削器 9 件，凹缺器 1 件，未归类工具 6 件。原料以

燧石为主，石英和火山角砾岩较少。最大长 13.7-47.3mm，平均 33.73mm。

刮削器 共 9 件，占工具总数的 56.25%，是遗址中工具的主体（图 5，图 6）。原料

以燧石为主，火山角砾岩和石英较少。毛坯常见石片和石片断片，加工方法以正向锤击

修理为主。刃缘数量多为一个，不甚平齐，但依然可见清晰的连续修理。加工长度 11.5-
56.9mm，平均 36.22 mm；径深 6.2-21.1mm，平均 10.52mm；刃角 63-82°，平均 61.8°。

未归类工具 6 件，原料均为燧石，以石片和石片断片为毛坯，边缘散见少许修疤，

修理程度较浅。部分可能与石片的直接使用有关，但尚未经过使用实验测试，暂归为此类

型。尺寸多为小型，最大长 20.7-41.7mm，平均 27.04mm。

3.4 其他

砾石 6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3.05%。原料多样，包括燧石、石英砂岩、英安岩等。

最大长 49.6-127.4mm，平均 77.42mm。

岩块 19 件，占 9.65 %。原料以石英砂岩和火山角砾岩为主，部分岩块中可见燧石

条带。尺寸多较大，最大长 66.7-283.1mm，平均 109.59mm。

断块 51 件，占 25.89%。原料为燧石、石英砂岩和英安岩等。尺寸大小不等，最大

长 23.4-135.6mm，平均长 54.09mm。

 图 6 马梁第 10 地点出土刮削器线图
Fig.6 The sketch of the scrapers of Maliang Localit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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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 25件，占 12.69%。原料多为燧石（72%），此外有少量火山角砾岩和石英砂岩等。

4 讨论与结语

4. 1 时代

马梁第 10 地点文化遗物埋藏在泥河湾层上部，所处时代目前缺乏直接有效的测年方

法，本文试图通过该剖面已有的测年数据和相关推算方法来推测其大致年代。

该地点所在剖面曾进行了详细的磁性地层学研究，在马梁遗址文化层以上 0.95m
处发现了 Matuyama-Brunhes 地磁极性倒转界线 [13]。马梁第 10 地点文化层低于马梁

遗址文化层 3m，低于此地磁极性倒转界线约 4m。该区域年代测算方法以后沟遗址为

例 [14]：泥河湾层顶部 7.5m 深度处的光释光年龄为 266 ka[15]；剖面 23.5m 深度处记录了

Matuyama-Brunhes 地磁极性倒转 , 年龄为 780 ka；按照沉积速率推算剖面 11.5m 深度处

后沟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为 395 ka[14]，与采用光释光方法测得的后沟遗址时代（363 ka）[16]

非常接近，由此表明此方法对于计算该区域泥河湾层的年代是行之有效的。依此方法推测，

马梁第 10 地点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 0.8-0.9 Ma。

4.2 石器工业特点

本次试掘出土石制品有限，但也可窥见该地点基本的石器工业面貌。根据上述技术

类型分析与定量研究，马梁第 10 地点石器工业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石制品原料来看，马梁第 10 地点虽然与泥河湾其他早期遗址类似，均以燧石

为主要原料，但该地点中燧石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大量石英砂岩、英安岩和白云岩等石料

被尝试开发。

2）石制品类型主要包括石核、石片、工具、砾石、断块和碎屑等。尺寸虽然以小型为主，

但其所占优势并不突出，大型和中型占比共约 40%。遗址断块率高和石制品尺寸较大等

特点可能与原料性质有关，马梁遗址石制品相对于其他早期遗址所表现出的优质原料所占

比例下降的现象值得思考。

3）石核剥坯仅见硬锤锤击。石核多为单台面，以自然台面和石片疤台面为主，不见

修理台面。石片背面疤数量以 1-3 个为主，其打击方向多与石片剥片方向一致。综合石核

和石片特征表明该地点剥片方法较为简单。大量尝试石核的出现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优质

原料的缺乏，进而导致古人类不断地在较大的石块上进行尝试性剥片。

4）遗址工具类型较为简单，最明确存在的类型为刮削器。多选用燧石质片状毛坯进

行加工，其中以石片和石片断片为主导。加工方法多采用正向锤击修理，刃缘数量以一个

为主，修疤不甚平整，修理深度较浅，显示出随意性的特点。

总体而言，马梁第 10 地点石制品的加工技术体现出简单化的趋势。该地点所处年代为

早更新世末期，但其打片技术和工具修理技术相对于时代更早的小长梁和东谷坨等遗址 [17,18]

体现出“简单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对马梁遗址早期的发掘与研究中也提到过：断块等“粗

制品”比例高达 63.3%，而缺乏“精制品”[6]。与之相对应，原料中燧石所占比例也相对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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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这两者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在特定时期内，由于优质原料的获取受到自然条件的限

制造成原料匮乏，进而导致石器加工技术“简单化”；亦或由于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带来

各异的石器技术，从而造成石器面貌不同？由于本次工作所获材料有限，无法展开进一步

讨论，但这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该地点向我们揭示了早更新世末期泥河湾

盆地石器工业面貌的一隅，马梁遗址群的后续深入研究对于探讨泥河湾盆地石器工业面貌、

早 - 中更新世石器技术演变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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