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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合遗址位于百色盆地右江南岸第 4 级阶地上，于 2005 年 6 月至 11 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

面积 1000m2
。遗址地层分为 5 层，其中第①、②和③层为次生堆积，第④层为原生的网纹红土，第⑤层

为砾石层。本次发掘出土 71 件文化遗物，包括磨制石器 2 件、打制石器 69 件；此外还发现 1 件玻璃陨石。

打制石器以大型和中型为主，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等，以断块居多；工具类型有砍砸器和手镐。

石制品原料采自遗址附近第 4 级阶地砾石层，有石英岩、角砾岩、细砂岩、硅质岩、中砂岩和石英，以

石英岩为主。根据出土的玻璃陨石，并结合地层、石制品特征比较，六合遗址打制石器的年代可能为中

更新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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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设南宁（坛洛）至百色高速公路，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百色右江民族博物馆

在 2003 年 9 月进行野外文物调查时发现了六合遗址，并于 2005 年 6 月至 11 月进行了历

时 5 个多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 1000m2
，从地层中发掘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

71 件，并发现玻璃陨石 1 件。

1  地理位置、地层与发掘概况

六合遗址位于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大湾村六合屯西南面约 600m 处的六合山，地理坐标

为 23°51.771´N，106°36.972´E，海拔 182m；右江在其北面自西向东流过（图 1）。遗址

位于一片剥蚀的丘陵区，发育有第 1 级和第 4 级阶地；第 2 级和第 3 级阶地缺失。第 1 级

阶地高出右江河面约 17m，由灰色、灰褐色亚粘土和亚砂土构成。第 4级阶地位于六合山

顶部，高出右江河面约 124m，其土状堆积大部分已被侵蚀掉，仅残留小部分网纹红土和

较厚砾石层；该阶地被一条活动断层带所错断，形成两个不同高度的台地（图 2）。

发掘区选择在六合山东坡第 4 级阶地断层上盘（下降盘）的台地上，沿南北向共布

5m×5m 的探方 40 个，总面积 1000m2
。发掘采用水平层和自然层相结合方法，即在自然

层中以 10cm 为一个水平层逐层发掘，在不同文化层交接处，清理完上一层后，再继续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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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土物

出土 71 件石制品和 1 件玻璃陨石；其中石制品包括 69 件打制石器和 2 件磨制石器。

从标本的出土层位来看，磨制石器出在第②和③层，即灰褐色黏土层和属于次生堆

积的红色亚黏土层；打制石器出在第③和④层，即次生堆积的红色亚黏土层和原生网纹红

土层；玻璃陨石出在第⑤层砾石层的顶部。第③和④层出土的打制石器在类型、制作技术

图 2 百色六合遗址地质剖面图（ThegeologicalprofileoftheLiuhesiteinBose ）

下发掘，以便控制每件石器的

出土层位。出土遗物按探方分

别编号，待发掘结束后，再通

过对比各区、各探方地层关系

进行统一。

遗址地层剖面由上而下分

为 4 层。第①层只在坡度较缓

的探方有分布；第②、③层在

所有探方都有分布，有的探方

第③层直接覆盖在砾石层上，

部分石制品就出土于砾石层表

面；第④层只在北部的几个探

方有分布，其下即为第⑤层砾

石层，未见底。描述如下： 

① 表土层，红色亚黏土，结构松散呈细粒状，多植物根系，其母质为右江第 4级阶地的网纹红土。

属近现代的坡积层。含少量砾石。厚 0.1~0.2m。

② 灰褐色亚黏土层，属于次生堆积，结构较为疏松但仍呈团块状，多植物根系和腐殖质。为原来

的表土层。含少量近现代遗物和砾石，出土 1件磨制石器。厚 0.1~0.6m。

③ 匀质红色亚黏土层，属于次生堆积，结构紧密呈团块状。含砾石，出土 1 件磨制石器和较多打

制石器。厚 0.7~1.0m。

④ 网纹红土层，属于原生堆积，土色包含红色、浅黄色、灰白色三种，纵横交错呈网状，结构致

密呈团块状。含少量砾石，出土打制石器。厚 0.8~0.9m。

⑤ 砾石层，未见底。

图 1 百色六合遗址及其附近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ure 1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Liuhe and its neighbor sites
1. 六合遗址 ; 2. 沙洲遗址 ; 3. 六怀山遗址 ; 4. 杨屋遗址 ; 5. 眥幕遗址 ; 

6. 大华厂遗址 ; 7. 南坡山遗址



 •139•2 期 黄胜敏等：广西百色六合遗址发掘简报

上没有区别，应该属于同一时代，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2.1  磨制石器
2 件，分别为砺石和石锛。

砺石 1 件。标本 T27 ②：12，原料为浅黄色中砂岩扁平长形砾石，长宽厚

130×70×50mm，重 660g。两面均较平；一端较宽，保留有大部分砾石面；一端较窄，为

破裂面。器身两面和两侧均有磨光面，均呈凹弧形。

石锛 1 件。标本 T1 ③：1，原料为白色硅质岩，一面较平，一面较凸，长宽厚

54×38×11mm，重 30g。通体磨光，在一端单面磨制，斜向刃口，刃口较钝，刃角 63°。
底端两侧各有一个崩疤，左侧崩疤较之右侧稍大。因标本整体风化较为严重，底端崩疤是

磨光前还是磨光后留下的已不好判断。

2.2  打制石器
69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97%，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等，分别有 4件（5.8%）、

5 件（7.2%）、14 件（20%）和 46 件（67%）。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约占 53.61%；其次

为角砾岩、细砂岩、硅质岩、中砂岩和石英等，分别占 18.82%、17.37%、5.80%、2.90%
和 1.45%。石制品长介于 60mm-210mm，宽介于 40mm-140mm，厚介于 32mm-80mm，平

均长、宽、厚分别为 122mm、83mm、50mm；重介于 60g-2740g，平均 840g；从整体上看，

石制品以大型和中型为主。工具包括砍砸器和手镐，分别有 12 件和 2件。

2.2.1 石核
4 件，占打制石器总数的 5.8%。原料为细砂岩（3 件）、石英岩（1 件）。剥片方法

均为锤击法；可分为单台面和双台面石核两类，分别有 3 和 1 件；以石皮台面为主，人工

台面仅见素台面；打击点多选在砾石的一侧或一端，也有以两个剥裂面汇集而成的凸棱或

多个剥裂面的汇集点作为打击点的；石核均或多或少保留有砾石面，其利用率不是太高。

单台面石核 3 件。标本 T2 ③：30，原料为浅黄褐色石英岩砾石，长宽厚为

95mm×90mm×32mm，重420g。器身一面较平，一面凸起，以凸起面为台面，在一端进行剥片；

打击点粗大，台面角 85°；片疤较浅平，宽大于长（图 3：1）。

双 台 面 石 核  1 件。 标 本 T38 ③：24， 原 料 为 褐 黄 色 石 英 岩， 长 宽 厚 为

100mm×75mm×50mm，重 460g。主要以两个较平面为台面在同一面上进行剥片，石皮台面，

打击方向互相垂直，台面角分别为 85° 和 79°。打击点粗大，片疤较浅平（图 3：2）。 

2.2.2 石片
5 件，占旧石器总数的 7.2%，均为锤击石片。原料有石英和石英岩，分别为 4 和 1 件。

有完整石片 4 件和石片远端 1 件。完整石片台面均为石皮台面；打击点均较清楚；半锥体

不明显的有 3 件，凸出的 1 件；放射线均不清楚；石片角分布在 110°—120° 之间。根据

石片台面和背面的特征，完整石片包括Ⅱ型的 3 件和Ⅲ型的 1 件。

2.2.3 工具
14 件，占打制石器总数的 20%，器类有砍砸器和手镐，分别为 12 和 2 件。

砍砸器 12 件。原料有石英岩、细砂岩和角砾岩，分别有 10 件、1 件和 1 件。采用

锤击法在砾石的一端或一侧进行加工，均为单面加工。依刃口数量可分为单边和双边砍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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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两种，分别有 10 和 2 件。

T31 ③：15，单边直刃砍砸器。原料为黄褐色石英岩砾石，一面较平，一面凸起；一

端较宽，一端较窄。长宽厚为 142mm×93mm×46mm，重 880g。在较宽端由较平面向较凸

面进行单面加工，刃缘平直，刃角 80°。手握部分保留砾石面，极易把握（图 3：11）。

T25 ③：11，单边砍砸器，尖刃。原料为灰褐色石英岩砾石，一面较平，一面较凸；

一端较宽，一端较窄。长宽厚为 182mm×154mm×84mm，重 2480g。由较凸面向较平面在

砾石较宽端由两侧向中间进行单面加工，形成尖刃，刃角 70°。在砾石右侧有一个与手握

部分垂直的片疤，应为修整把手所致。器身其他部分保留砾石面（图 3：10）。

T15 ③：45，单边砍砸器，尖弧刃。原料为浅灰黄色角砾岩砾石，两面均较平，长宽

厚为 120mm×96mm×62mm，重 780g。在砾石一端进行单面加工，先在左侧打下一较大片疤，

再在右侧连续打片，至少可见到 3 层修疤，使之形成尖弧刃。刃缘较为锋利，刃角 60°。
器身其他部分保留砾石面（图 3：5）。

T11 ④：71，单边砍砸器，凸刃。原料为浅黄色石英岩砾石，一面较平，一面较凸，

长宽厚为 60mm×57mm×45mm，重 200g。先由较平面向较凸面在砾石较宽端从两侧向中间

单面剥片，因打击点相隔较远而使中间形成凸刃，片疤较大而深凹；再在已形成凸刃继续

加工，使之变薄，刃角 65°。器身其他部位保留砾石面（图 3：7）。

T38 ③：23，单边砍砸器，凹刃。原料为浅黄褐色石英岩砾石，两面均凸起，长宽

厚为 100mm×65mm×44mm，重 420g。在砾石的一端进行单面加工，形成凹形刃口，刃角

60°。器身其他部位保留砾石面（图 3：8）。

T31 ③：17，双边砍砸器。原料为浅黄褐色石英岩砾石，一面较平，另一面较凸，长

宽厚为 160mm×90mm×60mm，重 1280g。在砾石一端和左侧进行单面加工成刃，加工方

向均由较凸起面向较平面进行。端刃为斜刃，加工片疤较大而深凹，刃缘锋利，可见到许

多向两侧崩裂的细小疤痕，应是使用所致，刃角 70°；侧刃为直刃，加工片疤较小而浅平，

刃缘较钝，未见使用痕迹，刃角 80°。侧边修理也可能只是为了使之与右侧边平齐。器身

其余部分保留砾石面（图 3：9）。

手镐 2 件。标本 T7 ③：6，原料为黄褐色石英砾石，器身近似梨形，长宽厚为

196mm×140mm×60mm，重 1780g。加工位置选择砾石较宽一端；锤击加工，由较平的一

面向较凸的一面进行单面打击；修理长度未超过中线，剥片面疤约为石皮的二分之一；截

面平凸。尖部较薄，呈舌形刃，刃角 70°（图 3：12）。

T36 ③：47， 原 料 为 灰 褐 色 石 英 岩 砾 石， 器 身 略 近 梨 形， 长 宽 厚

210mm×130mm×75mm，重 1980g。采用锤击法以较平面为基础面，单面加工，加工面布

满片疤；两侧均经细致修理，边缘平齐，侧刃角平均 80°；截面平凸。尖部较薄，呈舌形刃，

刃角 60°（图 3：13）。

2.2.4 断块
46 件，占打制石器总数的 67%。原料石英岩、石英、细砂岩、硅质岩和中砂岩等，

分别有 18、11、11、4 和 2 件。长宽厚分别在 70mm-170mm、50mm-135mm、25mm-
80mm 之间，平均长宽厚分别为 116mm、76mm 和 47mm；重量在 2540g~220g 之间，平

均 5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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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玻璃陨石

1 件。标本 T35 ③：46，近似球形，表面凹凸不平，满布气泡破裂形成的小凹坑，棱

角锋利，无冲磨痕迹，为原地埋藏。直径 40mm，重 10g。

3  讨论和结论

3.1  石制品特征

六合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数量极少，仅 2 件，难以窥探其文化意义；其主要文化遗

物为打制石器，故这里只对打制石器的特征加以概括：

1）原料有石英岩（53.61%）、角砾岩（18.82%）、细砂岩（7.37%）、硅质岩（5.80%）、

中砂岩（2.90%）和石英（1.45%），以石英岩为主。从岩性、形状和大小来看，它们应

图 3  百色六合遗址的打制石器（ThepaleolithsoftheLiuhesiteinBose）
1-2. 石 核（Core, 05BLHT2 ③ :30, 05BLHT38 ③ :24）;  3,4,6. 石 片 (Flake, 05BLHT37 ③ :26,05BLHT31 ③ :16, 

05BLH T3 ④ :66); 5,7-11. 砍砸器 (Chopper, 05BLHT11 ④ :71, 05BLHT38 ③ :23, 05BLHT15 ③ :45, 05BLH T31 ③ :17, 

05BLHT25 ③ :11, 05BLH T31 ③ :15); 12,13. 手镐 (Pick, 05BLHT7 ③ :6, 05BLHT36 ③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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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来自附近第 4级阶地的砾石层。从不同类型石制品的原料分布来看，其比例大致相同。

2）以大型和中型为主。总体上，石制品长介于 60-210mm，宽介于 40-140mm，厚介

于 32-80mm，重介于 60-2740g。
3）类型包括石核（5.8%）、石片（7.2%）、工具（20.3%）和断块（66.7%），以断

块居多，其次为工具。工具主要有砍砸器和手镐，以砍砸器为主。砍砸器类型多样，不仅

可以分出单边和双边砍砸器，而且在单边砍砸器中还可以分出直刃、凸刃和凹刃。少数砍

砸器器型较小，其与大型砍砸器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4）剥片方法主要为锤击法；不对石核台面进行预制，石片背面多有砾石面，显现出

剥片率较低的特征。

5）工具毛坯多为长型砾石，仅有少数砍砸器毛坯为石片；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

多选择砾石较平面为基础面向较凸面进行单面加工，加工部位多集中在砾石的一端。

6）六合遗址发掘面积较大，但是出土石制品数量有限，类型也较为简单。目前所获

得的材料还难以推测遗址的性质。

3.2  地层与年代
经观察，六合遗址地层堆积成因有两种，即第①、②、③层为坡积堆积，第④和⑤

层为河流相堆积。具体说明如下： 

1）北部探方砾石层的上方为发育较典型的网纹红土层。

2）第①、②、③层为坡积堆积，其母质均为 T4 的网纹红土，是 T4 被破坏后于不同

时期被地表流水从高处搬运到发掘区形成的二次堆积。

3）北坡近顶部处 T4 的下部有明显的破碎带，是一处小断层。六合遗址发掘区属于

六合山顶部 T4 断裂的一部分，其所包含的文化遗物应与 T4 的文化遗物相同。

T4 网纹红土的年代根据以往的研究确定为中更新世初期 [1, 2]。同时，从打制石器的

器特征来看，六合遗址原料分布和来源、剥片和加工方法、较低的剥片率、工具类型等都

与百色盆地业已报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如田东坡西岭 [3]、六怀山遗址 [4] 等具有相似性。

此外，在遗址砾石层顶面还发现有 1 件具有年代指示意义的玻璃陨石。因此，综合地层、

石制品特征和玻璃陨石三个方面可以推断六合遗址打制石器的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 [5]。

3.3  发掘与研究的意义
六合遗址地质情况较为复杂，其发掘区低于 T4，为河流相堆积，很容易让人误判断

T3，实际上它是属于 T4 的断层。

六合遗址位于百色盆地中西部，周围遗址密布。其东面为沙洲遗址，东南约 500m 处

为六怀山遗址；从沙洲往东的右江对岸则有杨屋、訾幕、大华厂、南坡山等遗址，显现出

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连片分布的特征 ( 图 1)。不过，虽然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众多，采

集到的石制品也数以万计 [7]，但经正式发掘和报道的遗址却不是很多。六合遗址的发掘

与报道将为百色旧石器研究增添新的材料。此外，尽管在六合遗址的发掘中并没有手斧出

土，但是在之前采集的标本中有1件加工精美的手斧，这也进一步增添了遗址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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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Liuhe Site in Bose Basin, 
Guangxi,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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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Kang-ti5, HUANG Feng5,YANJian-gu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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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Liuhesite, locatedonthefourth terraceof theYoujiangRiver,wasexcavated
fromJunetoNovember,2005,whichwasasalvagearcheologicalprojectfor theanticipated
constructionof theBose-NanningExpressway.Theexcavationsexposedanareaof1000m2. 
Atotalof72 relicswerediscovered, including2neoliths,69paleolithsand1 tektite.The
paleoliths includecores(N=4),flakes(N=5), tools(N=14)andchunks(N=46).Thetoolsappear
withchoppers(N=12)andpicks(N=2).Lithicrawmaterialsoftheindustrywereexploitedlocally
fromancientriverbeds.Quartzite(53.61%),breccia(18.82%),fineSandstone(7.37%),silicolites
(5.80%),mediumSandstone(2.90%)andQuartz(1.45%)wereutilizedincorereductionandtool
manufacture,withQuartzitethepredominanttype.Blanksfortoolfabricationarepebbles.Most
ofthestoneartifactsarelargeandmiddleinsize,andmodifiedbydirecthammerpercussion.The
stonetoolassemblageoftheLiuhesiteshowscloseassociationwiththelithicindustryinBose.
GeomorphologicalandchronologicalcomparisonwithothersitesinBoseBasinindicatesthatthe
ageofthepaleolithsofLiuhesiteshouldbeclosetotheearlyMiddlePleistocene.

Key words:Bosebasin;Liuhesite;Stoneartifacts;EarlyMiddlePleistoce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