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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黄泥梁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于山东省日照市丝山东麓的黄土台地中，2006 年发现，2011、2012 年

进行复查和试掘，2013 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约 50 m2。遗址文化层厚约 1.2m，位于地表下 3-4m 处，

经光释光测定，文化层的年代为 54-59 kaBP。本次发掘出土有编号的石制品 1876 件，包括石核、石片、

石锤、工具、断块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碎屑类石制品。石料主要为脉石英和安山岩两种，大多就地取材。

石制品类型以石片、断块为主，石核有一定比例，石锤上的打击痕迹明显，工具数量较少，以简单加工

的刮削器为主。石制品的剥片、加工技术均为硬锤直接打击法。初步分析表明黄泥梁遗址为一处原地埋

藏的石器制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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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angniliang site located in Rizh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was discovered in 2006 
and excavated from April to June, 2013 by staff from the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nd the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excavated area reaches nearly 50 m2. Three stratigraphic layers were identified , with a total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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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6 m. The section at the base is weathered granite crust; this is overlain by 1.2 m of silty aeolian 
sediment which yielded flaked lithic artifacts, and then by 3-4 m of a loess-like deposit with granite 
breccia. The OSL dat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site, and results bracket the archaeological layer 
between 59 and 54 ka BP.

A total number of 3516 stone artifacts was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including 1876 pieces plotted 
in three-dimensions and 1640 pieces of debitage smaller than 1cm. The stone artifact assemblage 
includes hammerstones (n=7), cores (n=62), flakes (n=533), chunks (n=592), debris (n=658) and 
retouched tools (n=24) which were mainly manufactured from vein quartz and andesite available 
from outcrops and the valley near to the site. The retouched tools are dominated by scrapers, mainly 
made on flakes and chunks. Worthy of special mention is the discovery of seven heavily-used 
hammerstones, some of which are well-rounded pebbles. This implies that they may have been 
transported into the site because no gravel layers have been identified nearby. The low frequency of 
retouched tools and the relatively high percentage of cores demonstrate that blank production was 
probably the primary activity practiced at the site. The artifact assemblage shows that the principle 
flaking technique was direct hard-hammer percussion, and little core preparation is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semblage and the fact that the site is close to the raw material sources in 
the region,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ite was used as a manufacturing locus for stone blanks.

Keywords: Shandong Province; Huangniliang site; Paleolithic; stone artifacts; early stage of 
Marine Isotope Stage 3

1 引言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山东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但目

前为止，该地区报道的打制石器遗存多为地表采集，个别虽有原生层位介绍，但出土的石

制品数量较少 [1]，遗址性质及石器技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有的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数量丰

富，但未经系统发掘，石制品的出土层位、埋藏环境存疑 [2]；虽个别遗址经过发掘，也因

未发现可测年标本、地层堆积较薄等原因而缺乏时代依据。因此，寻找有确切地层的考古

遗存成为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6 年，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在日照丝山指导学生进行地貌实习的过程中，于双庙

村村东一个叫黄泥梁子的黄土台地剖面中发现出露的打制石器。2011、2012 年，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日照市文物局对该遗址所在地

进行复查和试掘，在地表采集石制品 4 件，在 1 m2 的试掘面积内出土具有原生层位的石

制品 71 件 [3]，确认了该遗址的原地埋藏属性，定名为黄泥梁旧石器遗址。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2013 年 4-6 月，上述单位联合对黄泥梁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在黄土地层中

获取了丰富的石制品。本文是对此次发掘和初步研究成果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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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层与年代

黄泥梁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双庙村一个叫作黄泥梁子的黄土台，

地理坐标为 35°29′50″N，119°33′44″E（图 1）。遗址所在之处，沿丝山东麓发育的黄土被

山前河流切割，形成厚 4-6m 的黄土台地，其基岩山体为花岗岩，偶见石英及安山岩岩脉，

黄泥梁遗址即埋藏于山前的黄土台地中。遗址东距黄海海岸约 4km，其南部有一条小河东

流入海。

遗址下伏地层为花岗岩岩体和风化壳，风化壳之上即为厚约 6m 的黄土堆积。文化层

埋藏于地表之下 3-4m 的位置，厚度约 1.2m，无层理，土质致密，呈团块状，出露的长度

约 20m；旧石器文化层之上是厚 4m 左右的黄土堆积，夹杂较多的花岗岩风化颗粒，未见

文化遗物；顶部的堆积在局部区域包含零星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

本次发掘面积约为 50 m2，发掘部位仅见更新世的堆积。沿遗址所在剖面的走向布

1m×1m 探方，采用在文化层中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对文化层所在的层位按照每 10cm
厚度为一个水平层，逐层、全面揭露遗物的分布情况，保留遗物出土的原始状态，并编号、

测量出土标本的三维坐标，共完成了12个水平层的发掘工作。文化遗物从上到下分布连续，

地层沉积上也是连续的，故而暂将全部遗物归为一个文化层。

图 1 黄泥梁遗址地理位置 [3]

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Huangniliang site[3]



  • 545 •4 期 陈福友，等：山东日照黄泥梁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遗址发掘中未见碳屑及动物化石等可用于测年的材料，发掘结束后，在剖面上连续

采集光释光测年样品 6 个，其中 3 个采自文化层，另 3 个采自文化层以上的黄土堆积。实

验室中，采用光释光测年方法中的单片再生剂量法对样品中的石英颗粒进行定年 [4]。文化

层以上的 3 个样品年龄自上而下依次为 44±3 kaBP、46±3 kaBP、50±4 kaBP，文化层中的

3 个样品年龄依次为 54±4 kaBP、58±4 kaBP、59±4 kaBP，年代样品随着地层深度的增加，

年龄逐渐变老，显示了地层深度与样品年龄的良好吻合，具有信服力（表 1 [4]）。我们据

以上分析判断，该遗址文化层的形成年代在 59±4 kaBP 与 54±4 kaBP 之间。

3 石制品

本次发掘中，地层中出土的文化遗物全部为石制品，其中编号、测量三维坐标的标本

中可分类观测的有 1876 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锤、工具、断块等，统计数据见表 2；
此外还有少量标本以花岗岩为原料，但表面痕迹因严重风化而无法辨识，故未观测。另外，

在发掘过程中发现有局部花岗岩石块密集分布的现象（见图 4 左下角照片所示）。发掘中

还出土较多的碎屑及尺寸较小的断块等，数量为 1640 件，占所有出土遗物的 46.6%。

石制品在地层中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图 2），在文化层中的垂向分布是连续的，

但在第 4 和第 5 水平层最为密集，平面分布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与西北方为基岩山地

的地势有关；石制品在探方中的分布有一定的集中区，尤以第 4-5 水平层的石制品分布最

为明显，这两个水平层出土了一些直径 15-25cm 的扁平花岗岩石块，其分布较集中，在

这些石块周围密集分布着石制品，指示出一个古人类较为集中的活动区域（图 3，图 4）。

石制品的风化及磨蚀程度均以Ⅰ级为主，Ⅱ级及以上的标本较少，大多数标本的刃缘锋利，

说明标本暴露在地表的时间并不长，并且埋藏前未经过远距离搬运，水流及风力作用的磨

蚀不强烈。综合地层堆积和遗物的保存情况来看，该遗址为原地埋藏，基本未受后期扰动。

不同类型石制品中各类原料所占比例有所差异，但是总体上以脉石英和安山岩为主，

其中脉石英的比例达到 62.4%，安山岩的比例为 34.2%。遗址出土石制品的石料与遗址周

边的石料在颜色、质地等方面较为一致，在数量上明显偏重于颗粒更为细腻、便于剥片与

加工的脉石英和安山岩。石制品砾石面的比例低，显示原料主要不是来自于河流砾石，而

是从岩脉崩落而下的岩块。脉石英中仅有极少数石制品保留磨圆度较高的砾石面，其中包

表 1 黄泥梁遗址光释光年代数据表 [4]

Tab.1 The OSL dating results for the Huangniliang site

样号 深度(m) U (ppm) Th (ppm) K (%) 剂量率(Gy/ka) 等效剂量/Gy 年龄/ka
L2449 1 1.82±0.08 10.1±0.28 2.39±0.07 3.24±0.18 142±5 44±3
L2450 1.65 1.88±0.08 10.6±0.30 2.25±0.07 3.16±0.18 146±4 46±3
L2451 2.55 1.87±0.08 11.6±0.33 2.5±0.07 3.41±0.19 171±7 50±4
L2452 3.05 1.99±0.08 11±0.31 2.44±0.07 3.34±0.19 181±5 54±4
L2453 3.6 1.78±0.08 11.6±0.33 2.33±0.07 3.23±0.18 188±6 58±4
L2454 4.1 2.21±0.08 10.9±0.31 2.46±0.07 3.44±0.2 202±4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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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泥梁遗址石制品分类统计
Tab.2 Lithic artifact classification at the Huangniliang site

类型class↓ 数量(n)↘ 岩性(Rock)→ 脉石英vein quartz 安山岩andesite 花岗岩granite 石英岩quartzite 其他others 总计(total)

石核core 32 28 1 1 62

Type I of core 5 13 1 19

Type II of core 13 7 1 21

Type III of core 12 8 20

wedge-shaped-like core 1 1

discoid-like core 1 1

完整石片complete flake 290 217 3 4 19 533

Type I of flake 14 2 1 17

Type II of flake 71 46 2 2 121

Type III of flake 39 39 1 1 7 87

Type IV  of flake 1 3 4

Type V of flake 94 76 1 1 5 177

Type VI of flake 71 51 5 127

不完整石片imcomplete flake 283 187 1 8 479

石锤hammer 6 1 7

工具retouched tool 11 13 24

断块chunk 447 134 11 592

人工痕迹不可辨识unidentified 123 16 39 1 179

碎屑shatter 995 608 37 1640

总计(total) 2187 1203 92 7 27 3516

图 2 黄泥梁遗址遗物分布
Fig.2  Artifacts distribution in vertical and plan views at the Huangnilia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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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泥梁遗址 L5 平面图
Fig.3 Artifacts distribution in plan view for L5  at the Huangniliang site 

图 4 黄泥梁遗址 L5 石制品细部                   （图中比例尺为 25 cm）
Fig.4 Details of distribution of the L5 stone artifacts at the Huangnilia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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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2 件石核、4 件石片（参见图 6: 1, 4, 5）和 1 件石锤，在遗址附近的原料调查中未发现

含较高磨圆度砾石的砾石层，指示这些原料的来源为远距离搬运。

本文对野外编号测量的标本进行分类观测，其中人工痕迹明确的石制品标本共 1697
件，重量不超过 5g者共 501件，占比 29.5%；5-10g者 409件，占比 24.1%；10-20g者 335件，

占比 19.8%；20-100g 者 377 件，占比 22.2%；重量超过 100g 的石制品数量较少，仅有 75
件，占比 4.4%。综合全部石制品的尺寸和重量来看，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以小型为主。

3.1 石核

共 62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3.3%，均为锤击石核。根据台面和剥片面的数量及相互关

系，大多数石核可划分为单台面、双台面、多台面三类。有疑似楔形石核毛坯和盘状石核

各一件。

单台面石核 19 件，其中 17 件台面为节理面，另外 2 件台面是自然石皮。石核长度

范围 21.2-89.2mm，平均值 39.8mm；宽度范围 18.5-133.6mm，平均值 63.6mm；厚度范围

19.8-86.4mm，平均值 37.3mm；重量范围 16.6-662.4g，平均值 135.8g。
双台面石核 21 件，台面类型以节理面及有疤台面为主，仅 1 个为石皮台面。石核长

度范围 19.5-83.7mm，平均值 44.2mm；宽度范围 31.8-90.2mm，平均值 55.1mm；厚度范

图 5 黄泥梁遗址出土的石核
Fig.5 Cores excavated from the Huangniliang site

1. HNL-695, 多台面石核；2. HNL-1596, 双台面石核；3. HNL-438, 双台面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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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21.5-68.3mm，平均值 38.9mm；重量范围 40.8-318.6g，平均值 115.7g。
多台面石核 20 件，台面类型多为节理面及有疤台面，石核长度范围 18.8-176mm，

平均值 57.1mm；宽度范围 35.8-252mm，平均值 70mm；厚度范围 21-116.5mm，平均值

47.3mm；重量范围 23.4-4283.1g，平均值 342.2g。
HNL-991，单台面石核。原料为安山岩，原型为岩块。长宽厚为 31.8mm、52.7mm、

29.6mm，重 66.2g。台面为节理，台面尺寸为 52.65mm×31.27mm，台面角约 82°，对

应 1 个剥片面，尺寸为 33.1mm×49.3mm，单向剥片，可见 8 个片疤，最大片疤尺寸为

33.5mm×24.9mm。

HNL-695，图 5:1，多台面石核。原料为安山岩，原型为岩块。长宽厚为 72mm、

69.8mm、51mm，重 345.1g。共 3 个台面，对应 4 个剥片面，均为单向剥片，未见预制现象。

HNL-916，多台面石核，发掘获得的最大的石核。安山岩，原型为岩块。长宽厚为

176mm、155.2mm、116.5mm，重 4283.1g。共 6 个台面，台面相连，对应 8 个剥片面。

通体可见大量较大的片疤，但是剥片方向凌乱，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剥片规划。

HNL-1596，图 5:2，双台面石核。安山岩，原型为岩块。长宽厚为 53.3mm、

39.5mm、33.5mm，重 69.5g。共 2 个主要台面，对向剥片，对应同一个剥片面。台面 1
为石片疤，似为有意识地对台面角调整所产生，台面 1 的尺寸为 33.2mm×31.08mm，台面

角约 70°。台面 2 性质为多疤台面，台面角约 77°。剥片面尺寸为 54.4mm×37.3mm，对向

剥片，可见片疤有 7 个，最大疤 28.6×22.1mm。

HNL-438，图 5:3，双台面石核。安山岩，原型为岩块。长宽厚为 59.4mm、

50.6mm、38.4mm，重 146.6g。共 2 个台面，台面 1 为素台面，49.6mm×33.45mm，台面

角约 74°，对应剥片面 1，台面的疤似乎也是对台面角的有意调整产生的，与 HNL-1596
的有相似之处。台面 2 性质为石皮 + 疤，台面角约 83°，对应剥片面 2 和 3。剥片面 1 尺

寸为 55.6mm×50.8mm，单向剥片，可见片疤数 4 个，最大疤 51.1×28.2mm。剥片面 2、3
也为单向剥片，分别可见 1 个和 2 个片疤。

HNL-257，似楔形石核。原料为脉石英，原型为岩块。长宽厚为 38.4mm、78.3mm、

36.9mm，重 118.3g。整体呈楔形，台面为节理面，2 个剥片面在石核底端汇聚成楔状，

核体截面呈 V 形。台面宽厚为 78.8mm、38.1mm，台面角约 70-80°；剥片面 1 的长宽

为 41.2mm、77.9mm，有 2 个片疤，最大疤尺寸为 31.7mm×14.8mm；剥片面 2 的长宽为

36.8mm、22.9mm，有 2 个片疤，最大疤尺寸为 38mm×15mm。该石核只是形状上呈楔形，

但是未见石叶或细石叶片疤。

HNL-1464，似盘状石核。原料为脉石英，原型为岩块。有 2 个台面，其中台

面 1 尺寸为 38.4mm×38.1mm，台面角约 80°，对应剥片面 1 和 2；台面 2 尺寸为

38.4mm×38.1mm，台面角约 84°，对应剥片面 2 和 3。剥片面 1 为向心剥片，长宽为

39.6mm、37.2mm，有 6 个可见片疤，最大片疤尺寸为 23.9mm×22.9mm；剥片面 2 为对向

剥片，长宽为 16mm、28.3mm，可见片疤数为 2 个，最大片疤尺寸为 15.9mm×13.4mm；

剥片面 3 为向心剥片，长宽为 39.6mm、37.2mm，有 7 个可见片疤，最大片疤尺寸为

20.4mm×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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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泥梁遗址出土的石片
Fig.6 Flakes excavated from the Huangniliang site

3.2 石片

计 1012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28.8%，包括完整石片、不完整石片和残片三大类（图 6）。
完整石片共 533 件，根据台面和背面特点将之分为 6 种类型：Ⅰ型石片，自然台面，自

然背面；Ⅱ型石片，自然台面，部分自然背面和部分人工背面；Ⅲ型石片，自然台面，人工

背面；Ⅳ型石片，人工台面，自然背面；Ⅴ型石片，人工台面，部分自然背面和部分人工背面；

Ⅵ型石片，人工台面，人工背面。统计见表 2。Ⅰ型和Ⅳ型石片合计仅 21 件，多数石片背

面有人工打片的疤痕，背面片疤数以 2-4 个为主，显示了剥片的连续性。石片的尺寸和重量

以小型者为主（图 7），背脊形态变异大。卫奇
[5] 据黄金分割率将石制品形态分为 4 个类型：

宽厚型、宽薄型、窄薄型、窄厚型，统计显示，该遗址的完整石片以宽薄型为主（图 8）。

可测量石片角的完整石片共计 487
件，石片角范围在 68°-151° 之间，平均约

106°，集中分布在 80°-130° 之间。

3.3 石锤

本次发掘出土有 7 件石锤，岩性有 6
件为脉石英，1 件石英岩。

HNL-1427，图 9:2，石锤，灰白色脉

石英，尺寸为 70.83×70.24×66.85mm，重

536.05g，棱脊处有集中的磕碰疤痕。作

为石锤使用前有多次剥片行为，为多面体

石核，周身剥片，打片方向凌乱、不易辨

识，疤间角度多大于 90°。

图 7 完整石片尺寸
Fig.7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mplete flakes 

unearthed from the Huangnilia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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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46.5g，刃缘平均修疤数量为 5.7 个，平均刃角 65°，平均有效边长 56.7mm，平均加工

边长为 51.7mm，平均有效进深 20.5mm，平均加工进深 11.6mm。

HNL-L4， 图 9:5， 单 直 刃 刮 削 器， 安 山 岩， 以 残 片 加 工 而 成， 尺 寸

44.36×44.67×14.47mm，重 25.85g。疤间关系叠压，正向加工。刃缘平直，可见 8 个修疤，

刃角 64°，加工边长 38mm，有效进深和加工进深均为 14.3mm。

HNL-88，图 9:4，锯齿刃器，安山岩，原型为残片，尺寸 51.7×41.5×18.24mm，重

图 8 完整石片的形态
Fig.8 Shapes of complete flakes unearthed from the 

Huangniliang site

HNL-1428，石锤，原料为紫红色脉石

英，尺寸为 87.8mm×70.1mm×52.7mm，重

404.4g，扁块状，表面磨蚀为次圆形的砾石，

在长轴一端的棱嵴上可见多处打片所致的

密集砸痕，尤其以最突出的一处最为集中。

3. 4 工具

仅 24 件，所占比例不足 0.7%，均为

硬锤直接加工而成，包括 19 件刮削器、4

件锯齿刃器及 1 件尖状器。刮削器的平均

尺寸为 55.2mm×42.5mm×17.2mm，平均重

图 9 黄泥梁遗址出土的工具
Fig.9 Retouched tools excavated from the Huangniliang site

1. HNL-1745, 5. HNL-L4, 6. HNL-181, 刮削器；2.HNL-1427 石锤；3. HNL-1009, 4. HNL-88, 锯齿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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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g。疤间关系叠压，正向加工。刃缘曲折，9 个修疤，刃角 57°，加工边长 48.2mm，

有效进深与加工进深均为 23.22mm。

4 结论

黄泥梁遗址是山东省经过系统考古发掘且有可靠地层和科学测年数据的一处重要的旧

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为距今 5.4-5.9 万年。这一发现将推进对早期人类在山东地区演化

和适应的研究，为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地带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提供科学材料。

黄泥梁遗址 2013 年度发掘的考古标本全部为石制品，无动物化石和其他文化遗物，

也未发现明显的用火遗迹，局部密集分布的人工制品说明遗址中保存了古人类的活动面。

石制品的原料以脉石英和安山岩岩块为主，仅有少数磨圆很好的砾石；此外，还出土了数

量不多的花岗岩质地的疑似石制品。对遗址周围进行的地貌和石器原料调查表明，脉石英、

安山岩均可在遗址附近的山坡和坡下的河谷中捡到，大多数原料应属原地取材。磨圆度高

的脉石英砾石在遗址周边未见分布，存在远距离搬运而来的可能。

本次发掘，地层中未见调查时在地表发现的细石叶技术产品 [3]。黄泥梁遗址出土石

制品类型全面，包括石锤、石核、石片、工具、残片、断块、碎屑等，数量上以石片和断

块为主。遗址的打片技术为锤击法直接剥片，打片程序相对简单。打片目的以剥制宽薄的

石片为主，存在极个别具有预制特征和组织性剥片的石核。工具类型以刮削器和锯齿刃器

为主，个别刃缘修理为多层修疤。从石制品类型的比例看，石片和断块占绝大多数，并共

存较多的小石片，存在一定比例多次使用的石锤，工具所占比例很小。从发掘剖面看，文

化层向四周都有扩展，表明该遗址的面积较大，初步推断黄泥梁遗址为古人类制作石制品

的场所，并可能携带部分可用毛坯和成型工具到其他区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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