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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山人遗址下部地层的热释光断代

郑公望 康永沫
日匕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关键词 热释光断代 考古 金牛山人

内 容 提 要

金牛山 点剖面分为 层
,

曾发现有大量化石 年在 层底部见到人骨化石
,

定名

为
“

金牛山人
’

热释光测年结果表明
,

层下部为  土 万年 层上部为 士

万年 姐层下部为  土 万年 粗层上部为 土
,

万年 地层年代数据与剖

面层序一致
,

与同层中更新世晚期动物化石时代吻合 可以认为
,

至 层堆积连续而迅速
,

姐至粗层堆积有明显间断 万年前
,

该处曾是一个长时间稳定的洞穴环境 这与
‘

金牛山

人
’

活动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相符

金牛 山位于辽宁省营口县大石桥西南 公里的永安乡西田 屯村西
,

为滨海平原上一座

孤立的小山丘
,

海拔约 米 山体以前震旦系大理岩
、

灰岩为主 年以来
,

当地曾

先后发现
、 、 、

四处动物化石点 金牛 山联合发掘队
,

黄万波
、

尤玉柱

等
, ,

是我国北方新生代主要化石发掘地点之一 其中
,

点位于金牛山东南坡一

大型裂隙中
,

南北两侧仍有洞 壁保留
,

堆积了约有六七米宽
、

余米厚的洞穴堆积物

剖面由上往下
,

分为 至扭层 据北京木学考古系金牛山 点剖面图
,

地层时代由新至

老 年
,

北京大学考古系吕遵愕等人在该点姐层底部发现古人类头骨等化石
,

定名

为
“

金牛山人
”

吕遵愕
,

年 月
,

笔者在头骨发掘点的上下地层中采集了四

个砂土标本
,

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
,

以便进一步确定地层的堆积时代
,

为
‘

金牛山人
”

研究

提供一组时间尺度的实验数据

一
、

热 释 光 实 验

热释光断代是 世纪中叶在考古学
、

第四纪地质学和第四纪年代学中兴起的一种测

年方法
,

它对古代烧制的砖
、

瓦
、

陶片等标本测定年代较为准确

古陶在高温烧制过程中
,

物质组分中的矿物里早先积存的热释光量已全部消失 因

此
,

刚刚烧制成的陶器的天然热释光积累量为零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构成器物的材料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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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微量放射性元素的辐照影响
,

矿物晶格中逐年积累起响应能量
,

其积存的能量与辐照

的能量成正比 一般来讲
,

在相同的辐照环境中
,

标本年龄越老
,

晶格中积存的能量也就

越多 测定古陶的烧制年代时
,

需要取其标本
,

制成若干个样品
,

送人热释光测定仪
,

进

行线性加温
,

样品中积存的能量以光能形式释放
,

这就是热释光
,

根据一组样品的热释光量
,

计算出标本所受累积辐射的等效剂量 和响应率
,

再根据标本及其周 围 的铀
、

牡
、

钾含量等参数
,

计算出标本所接受的平均年剂量
,

就可以得到标本的热释光年龄 。
,

即古陶的年代 热释光年龄计算公式为

对第四纪沉积物而言
,

热释光断代给出的是地层堆积时代
,

它以采自该地层中的标本

年龄来表示 不过
,

沉积物往往没有经过类似陶器烧制时的高温退火步骤
,

标本的天然热

释光量里往往含有堆积之前残留下来的部分热释光量 这也就是说
,

要测量沉积物的堆积

年代
,

必须从总发光量中扣除堆积之前的残留热释光量 大量实验证明
,

标本暴露一段时

日之后
,

阳光会引起标本的天然热释光量减退 因此
,

实验室可用人工光源模拟太阳光晒

退进行校正
,

不过
,

这种衰减并不能使标本的天然热释光

量为零
,

残留热释光量往往可 以相对稳定在某个水平上
,

本次工作已采用仿太阳光晒退实

验 郑公望
,

作了校正
,

扣除了这部分残留热释光量 表

表 金牛山 点剖面地层热释光断代实测数据

标标本编号号 采样部位位 地层描述述 等效剂 含水率率 晒退率率 剂量率率 热释光年龄龄

作

一 层下部部 砂土夹大小碎石层层 土

粗层上部部 砂砾石夹土层层
,

士

一 姐层下部部 砂砾石夹土层层 士

一 植层上部部 砖红色砂粘土层层
一

土

实验 中选 用 的 样 品 粒级 为 中 一 ” 仪器 加热采 用 线性升 温
,

升温速率 为

℃
,

升温区间为 一 ℃
,

全部测量
、

计算
、

作图均在 型热释光测量装置上

完成 标本的铀
、

针含量用 一快对计数仪测定
,

钾含量用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 氛逸散

不明显 光晒退校正实验选用人工光源 一 型铀灯
,

连续照 个小时 该灯的

光通量为  
,

色温 一   
,

传色指数
,

光色极似日光

二
、

讨 论

个标本分别采 自 点同一剖面上下 个不同层位
,

剖而深度由小变大
,

标本的

等效剂量值
、

年剂量 和各地层的热释光年龄值 也都相应由小变

大
,

整体变化规律与地层层序相符 热释光断代反映的地层年代关系是可信的

点剖面 层以下
,

年以来曾多次发现大量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

时代应为

中更新世稍偏 晚的一个阶段
,

大体与周 口店第 地点的中上部地层相 当 金牛山联合发掘

队
,

此次热释光断代的年龄数据与
一

早先的化石分析结论相 吻合



期 郑公望等 金牛山人遗址下部地层的热释光断代
,

据热释光断代结果分析认为
,

点剖面巩
、

姐层之间属于快速连续堆积
,

皿
、

层

之间则有明显的较长时间的沉积间断 由此看来
,

点 万年前曾有过较长时间的稳定

的洞穴环境存在
,

它为
“

金牛山人
’

提供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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