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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营口藏山洞穴地点试掘报告

崔德文 李有升
营口市博物馆

,

营口 一

关键词 营口藏山 洞穴地点 旧石器 中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了藏 山洞穴地点试掘的结果 试掘地点的地层可分上
、

下两组 上组属晚更新

统
,

下组属中更新统
,

大体与金牛山 地点下组的时代相当 在这一组中
,

发现了一些零星

的用火遗迹和石制品

一
、

发现与试掘经过

藏山系当地采石场
,

该洞穴地点于 年初在采石中被暴露出来
,

同年六月营 口县

矿山管理所朱所长来此搞矿山普查时发现化石
,

上报营 口县文物管理所
,

月 日
,

营

口市博物馆得悉
,

于同月 日派笔者前往调查 洞 口已破坏
,

洞北半部的顶和壁被采石

掀掉 加 余米
,

从已裸露出来的化石和堆积观察
,

有进一步工作的必要
,

遂于 年 月

试掘
,

其结果获得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

零星的旧石器和用火遗迹等科学资料
,

确认它是

一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过的地点
·

厂下一一一飞犷一一了一二

一
一

二
、

地理位置与地貌 沈阳 庙后山

由

藏山位于营 口市东北约 公里
、

营口

县百寨乡陈家堡村北 公里处 其地理座

标是北纬
产 “ ,

东经
‘

,,

附近 图
,

海拔高度为 米
,

南

北长
、

东西较窄
,

周长约五百米 山体系前

震旦纪辽河群圣水寺组石灰岩
、

白云质大理

岩
、

泥质灰岩所组成 岩层走向为北东北
,

倾角约
。 ,

岩溶作用
,

形成一东西向的

鞍山了辽阳 本溪

始耀
截山

迁东城
尸金牛山

盖县
忿与

一
上
一

旧石器遗址

溶洞
。

洞穴在山的东南
,

洞 口向东
,

高出当地地面约

图 藏山地理位置图

 吐

米 图

收稿 日期  一 一 参加试掘的有营口市博物馆李有升
、

贺雅贤
、

董兆生
、

张永祯
、

郝善

国
、

相吉龙
、

崔德文
,

营口县文物管理所周宝军
、

庞维国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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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嘴 山 甲 钾
‘

明
三

、

地 层

、、、、、

叭
,’
, , ,,

‘门

刃石爪

瞿
声 打石场

陈家华村 洞穴址

图 藏山地形图

这次试掘按分方打格法进行
,

每方为

分两区进行 图

洞 口处堆积 从上到下可分 层 图
,

分述如下

第 层 夹角砾岩灰黄色土层
,

象马兰

黄土
,

夹砂
,

略有粘性
,

含钙质结核
,

一般

直径约 一 厘米
,

角砾直径在 一 厘米

左右
,

含啮齿类化石
,

最厚 米

第 层 夹大角砾岩黄褐色土层
,

土质

松软
,

层内夹许多大小不一的灰岩角砾块
,

一般直径为 一 厘米
,

大者可达 一

厘米
,

小者直径仅为 厘米
,

含化石
、

炭

粒
,

最厚处达  米

第 层 夹小碎石棕褐色土层
,

角砾直

径为 一 厘米左右
,

向洞 内逐渐减薄并

消失
,

含化石
、

炭粒
,

最厚处 米
。

第 层 夹大角砾岩棕褐色土层
,

土质

粘性较强
,

含有少量 细砂
,

砂粒直径为

娜娜
““

议
。

飞飞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丁 “

沙沙沙才灰不夕夕夕
八

巍巍恭恭
‘‘

一一

⋯
, ·

图 藏山洞穴试掘探方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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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左右
,

角砾的砾径一般多为 一 厘米左右 含化石
、

炭粒
,

厚 米

第 层 夹碎石棕红色土层
,

土质粘性大较纯
,

偶见 角砾
,

直径一般为 一 厘

米
,

含化石和炭粒
,

最厚处为 米

第 层 绛红色粘土夹大钟乳石碎石层
,

碎石直径在 一 厘米左右
,

仅下挖

米
,

尚未见底
,

未见化石和其他任何遗物

洞 内中部堆积 最上 面有 厘米厚的钙板层
,

在钙板层之下 的堆积可分 层 图
。

工工工工工工困困困困困困困困
么么么

护护寸寸矛矛
勺勺勺 琳琳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气
,,

兮兮兮遂遂
人人人人

耸耸耸耸耸耸浓浓浓浓浓浓、、
““

夹角砾岩 灰 黄色 上层 央 大 角砾岩截揭色上层

夹小碎石 徐揭色 土层 央大角砾岩惊褐色土层
夹碎 石棕红色土层 绛红色钻 上央大钟乳石

碎 石层

, 移 钾

夹大角砾岩灰黄色土层 钙板层

中 夹 角砾岩棕褐色土层 夹 角砾岩 粽红色 土层

由 钙板 层 中 大角砾岩绛红色 土以

 

图 洞口剖面图

滋

图 洞内中部剖面

第 层 夹大角砾岩灰黄色土层
,

土质致密
,

砾径多为 一 厘米
,

层内有钙质结

核
,

此层从东向西逐渐增厚
,

东部厚处可达 米
,

西厚 米
。

出土化石和炭粒

第 层 钙板层
,

厚 厘米
,

无化石

第 层 夹角砾岩棕褐色土层
,

土质较松
,

砾径一般在 一 厘米之 间
,

小者

厘米左右 该层仅在距南壁 米处才开始出现
,

北端无此层
,

出化石
、

炭粒
,

厚 米

第 层 夹角砾岩棕红色土层
,

土质致密
,

但不坚硬 砾径一般为 一 厘米
,

出

土化石
、

石器
、

炭粒
,

厚 米

第 层 钙板层
,

厚 厘米
,

无化石

第 层 大角砾岩绛红色土层
,

红土粘且纯
,

大角砾岩最大者直径达一米以上
,

一般

在 一 厘米之间
,

出鸟化石
,

厚  米

洞 口和洞内堆积从岩性特征可 以进行对比
,

洞 口第
、

层与洞内第 层均属于灰黄

色
、

黄褐色的堆积物
,

应为同一时期的沉积物 称上组地层 洞 口第
、

层及 层与洞

内第
、

层的堆积物相似
,

均为棕褐
、

棕红色堆积物
,

可认为是另一时期的沉积 称下

组地层 洞 口 和洞 内的第六层皆为绛红色的堆积
,

应为时代更老 的堆积 洞 内堆积可见

三层钙板
,

在每期沉积形成之后
,

有一段间歇
,

代表短暂的古气候变化
,

也是人类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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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间歇期

四
、

哺乳 动 物 化 石

试掘所得哺乳动物化石
,

石化程度较高
,

呈棕黄色
,

除碎骨无法鉴定外
,

可鉴定的共

目 科 属 种 表 此外还有蚌壳
、

螺壳
、

龟甲和鸟化石等 对讨论地层时代

有意义的哺乳动物化石摘要记述如下

表 藏山润穴旧石器地点出土喃乳动物化石一览表

恤

⋯
比  

免形目  狗猫 , , ,

鼠兔 人 加
sp(A )

.
)

鼠兔 (O e人o to二
sp(a)

.
)

啮齿目 (R O D E N ”^ )

布 氏田鼠 (Lo
sto Po do 川ly s b二dto

草原助鼠 (材yos 脚la
x
as 脚la x)

巢鼠 (“ic
ro.” ef二加 。t公)

灵长目 (P R IM ^ T E S)

硕殊猴 (M
acaca ef. rob ustus )

食肉目 (C ^ R N Iv 0 R ^ )

变异狼 (Ca
。七 va r勿b

ilts )

貉 (刃夕e te re u r亡5 s
p
.

)

棕熊 (U”u, a r e t o s
)

西伯利亚助 (汀us te 白
s功 ir lc a)

狼狱 (G ulo sp
.
)

最后盆狗 (c roeuta “ lt 如
a)

奇蹄目 (p E R lss o D ^ C T Y L ^ )

三门马 (Eq
‘u s s a 月州e 。份。s行)

犀 (D ieerorh认us sP
.
)

偶蹄目 (^ R T 10 n ^ C T v l ^ )

猪 (S
“5 s p

.

)

鹿 (Ce
, v以(A ) sp

.
)

鹿 (o
rvus (B ) sp

.
)

体 (万夕dr o po te: sp )

东北抱 (ca 尸eo加s
ma

月 e
h
u r ie u s

)

转角羚羊 (s川ro ce ru: sp
,

)

硕称猴 (M
acaca ef

.ro石u s tu s )

材料: 左下领骨一件带 M
l
一M

3 ,

另件左下领骨只带 M
Z一 M 3 (表 2;图版 I

, 、

4

、

5)

.

表 2 硕殊猴臼齿长宽尺寸比较表 (单位: 毫米)

M ea.ure二
妞 。. d e o . P :由10. of M aeaca robuszus (u nit:m m )

猛猛今边边
M一M 3长长 M ,,

M
222

M
333

长长长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周周 口店第一地点点 29乃一3 0 乃乃 7
.
555 7

.
000 9

.
555 7

.
000 1 1

.
555 7

.
000

金金牛山遗址址 32
.
222 8

.
666 7

.
444 9

.
888 8 999 13

.
888 8

.
555

庙庙后山遗址址址 7
.
888 6

.
888 9

.
555 8

.
000 12

一

999 7 888

藏藏山洞穴地点点 29
.
8333 7

.
4666 7

.
4666 9

.1444 8
.
6222 13

.
2333 8

.
4888

99999999999
.
5666 7

.
8666 12

.
5222 7

.
6 333

从牙齿形态上看
,

藏山出土的称猴化石与周 口店第一地点
、

金牛山遗址
、

庙后山遗址

出:七的同类标本很相似
,

宏观看不出明显的差异; 从测量数据上看
,

依臼齿的长
、

宽
,

藏

山标本小于金牛山遗址的称猴
,

而与周口店第一地点和庙后山出土者却很接近
。

但可看出

周 口店第 1地点者比藏山出土者较肿厚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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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马 (Eq
uus san m en ie n sis )

材料
:
右 M

3
一枚

,

左
、

右 M
3
各二枚

.

从切片的结果看
,

珐琅质褶皱简单
,

双叶呈对称形式
,

两者之间的谷呈
‘
V

’

字形
.
外

谷较深
.
下后尖和下后附尖皆较圆; 下前尖伸长且内侧略向里凸 ; 在下次尖可见一附尖;

下原尖
、

下次尖皆呈长方形; 下内尖和下次小尖略呈圆形
.
与大连古龙山的普氏野马 中国

亚种 E
.
声ze w als ky i

sin en 冶 的形态特征对比
,

显然不是一种
,

藏山的标本显得原始得多;

与野驴臼齿特点相差也很明显
.
依上述的形态特征

,

与我国华北各地及辽宁本溪庙后山出

土的典型三门马是基本相似的 (图版 I
,

1

、

2 和 9)
.

变异狼 (C an臼 va r ia 占11臼)

材料
:
左下领骨一件

,

齿式清晰
,

但 C 缺失
,

P
;

齿冠断残 (表 3; 图版 I
,

6)

.

表 3 变异狼颊齿尺寸对比表 (单位: 毫米)

M ea翻re. e.to .nd eo. P.d .lo. of Ca
n行 va r ia b i肠 (unit:m m )

奋奋
争立立

P--- M--- M222
长长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周周口店第 1地点点 23
.
111 11

.
000 24

.
000 9

.
555 9

.
888 7

.
222

周周 口店第 13 地点点 21
.
333 11

.
000 2 5 666 9

.
000 10 333 7

.
666

金金牛山遗址址 21
.
888 11

.
000 24

.
1一2 4

.
555 10 2 一 10 333 9

.
8 一10

.
111 7

.
3一 7

.
555

庙庙后山遗址址 21
.
111 10

.
777 24

.
7一2 5

.
000 10

.
2 一9

.
777 9

.
1 一9

.
888 7

.
]一7

.
555

藏藏山洞穴地点点点点 27
.
000 11

.
000 10

.
55555

水平支下沿向内凹 ; 下前臼齿 P ;和 P:无后附尖
,

P
3

后附尖很弱 ; M
:
约是 M

;的

1/ 3 长
,

有 M
3 ; M

;
原尖高大尖锐

,

存在下后附尖和下 内尖
.
其特征与周 口店第 l

、

13

地点及金牛山的变异狼相似
,

但 M
;
稍大于前三者

.

最后俄狗 (C roeura olt im
a)

材料 : 左下领骨一件
,

带 P
l
一P
3 ; 上裂齿一枚 (图版 工

,

7

、

8)

.

裂齿第一叶小
,

长 10
:4m m

,

第二叶高大
,

长 14
.
om m

,

第三叶低长 18
.
om m ; 第二

尖发育和第一叶前沿平齐不前伸
.
左下领骨前臼齿粗壮 ; 外侧滋养孔位于 P

;
正 下方; P

3

前附尖退化; 原尖萎缩渐小; 后尖强烈增大
,

几乎占 P
3
全长的 1/ 3

.
其特征与中华绮俄

狗 (万夕ae
na :in en

s
is) 差别明显

,

很接近典型最后俄狗
.

棕熊 (u rsus arctos)

材料 : 一个颅骨带左
、

右 P
4
一M

Z,

C 残
,

I 脱落不存 (图版 11
,

1 )

.

颅骨前后狭长;
‘

吻部突而尖; 矢状脊明显; 眼眶平缓倾斜; 从齿槽痕迹看左
、

右外侧
门齿较大; 犬齿扁而强壮; P

‘
小且呈三角状

,

原尖靠后; M
,
略呈务形

; 外齿尖强烈; 内

尖低; M
Z
长 4 厘米

、

宽 2 厘米
,

长为宽的土倍
,

后端收缩
,

齿尖钝
,

后根延长呈乳突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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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灌 (G
ofo sp

.
)

材料
:
左肚骨远端一段

,

残长 6lm m
,

下端宽 27 m m
.

特征 : 膝盖关节面上缘升高超过两裸后上缘水平 2
.
sm m ; 膝盖关节 中部长度为

20 m m ; 它的上缘也极端突出
.

东北抱 (C a声eo lu s m a ne加
rieos)

材料: 右残角一件
,

左下领骨一件
.

角特征: 角柄短
,

主枝在近角环处呈圆筒状
,

角的表而粗糙
,

有沟
、

棱和小疙瘩
.

五
、

文 化 遗 物

1.用火痕迹 : 试掘中所见有炭粒
、

烧土块和烧石等遗迹
.
炭粒在洞 口洞 内各层 (除

钙板层和第 6 层) 中均有发现
,

皆较为零散
.
但在洞内 T

A;和 T B;探方之间的下组地层

(指 L
.
3 和 L 4) 中

,

有一略呈圆形的炭粒较集中的堆
,

堆南北长约 4 米
,

东西宽约 3

米
,

最厚处约 0
.
5 米

,

堆内有烧土块
,

棕红色土粒充填其中
,

不象原生堆积
,

似有冲积的

扰乱现象
.
烧石在炭粒堆的下方

,

因火的作用石块表面变成褐色
,

石质已变酥
.

2
.
石制品

:
在该地点下组地层中即洞 口堆积的第 3一5 层和洞内堆积的第 3

、

4 层
,

发现有打击痕迹的石块
,

人工痕迹清楚者计 13 件
,

原料主要是石英
、

还有石英岩
、

细砂

岩
、

白云质灰岩和灰岩各一件
.
这些标本打击痕迹清楚

,

棱脊无损
,

表明是原地埋藏品
.

全部石制品虽人工痕迹清楚
,

但均甚简单
,

多数仅可见一或二处锤击痕迹
,

粗略地可分为

以下几类 :

(l) 打击石块
:
共 4 件

.

这些是大小不等的石英块
,

其上有一或二处可见的打击痕迹
,

曾剥下一或几个碎屑

疤
,

最大的一件为 61x 33 x 3卫m m
,

最小的一块为 32 x 30
x 14m m

,

其 中 Y B 12 遗有多

块石片疤
.

(2) 有砸击痕迹的石块 2 件
,

Y B 13 和 14
,

前者为三棱形石块其上端可见砸痕
,

下

端砸痕不显; 后者两端可见砸痕
,

上端见于两面
,

下端见于一面
.
有砸痕端均可见很细的

碎屑疤
。

( 3) 砸击石片 : 标本 Y B 4 号系用一石英岩砸击而成的两端石片
,

上端砸痕见于两

面
,

下端砸痕见于一面
,

两端均呈刃状
,

一面有平的石片疤
,

另一面则显得凹凸不平
,

通

体略呈长方形 (图 6
,

F )

.

( 4) 半边石片
:
标本 Y B ll 号是一 白云质灰岩

,

现存右侧 的一半
,

因重力锤击
,

留

下大而集中的打击点
,

左侧成为裂面
,

半锥体也被打崩了一小块
,

放射状线痕清楚
,

其背

面也有类似锤砸痕迹 (图版fl
,

4)

.

( 5) 单凸刃刮削器 : 标本 Y B I号以石英为原料
,

系用石核做成
,

从背面观
,

留有几

块大的石片疤
,

左侧被修理成不规则的凸刃
,

系复向加工而成
,

两面均遗有修疤
,

刃 口前

部较钝
,

中部向下变得较锐
,

刃角分别为 75
。

和 62
。

(图 6
,

A

,

图版H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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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图6 1日石器 (P aleolithie artifa ets)

A
.
单凸刃刮削器 Singl e eonvex sc ra per: B

.
端刃刮削器 E nd sc raper:

C
、

D

.

单直刃刮削器 Single straigh tsc rapers: E
.
雕刻器 G rav er: F

.
两端石片 B ipolar flake

(6) 端刃刮削器 1 件: 标本 Y B Z 号
,

是用石英块制成
,

上端宽
、

下端窄
,

修理工作

见于上端
,

也是复向加工成的
,

修疤 比较小
,

刃 口较钝
,

刃角为 55
“

( 图 6
,

B

,

图版

11
,

3 )

,

(7 ) 单直刃刮削器 2 件: 标本 Y B 10 号
,

是一细砂岩片
,

略呈三角形
.
石片右侧即

斜边留下三个梯形疤
,

而后在近缘作第二次加工
,

留下几个宽的修理疤
,

制成一个简单的

斜刃
,

刃角为 54
。

(图 6
,

C

,

图版 n
,

2)

.

另一件标本 Y B 6 号
,

是一脉石英块
.
右侧上部 (长 14m m 一段) 可见细而平的

疤
,

它可能是细心加工而成的
,

但也难排除是使用的结果
.
如果是前者

,

则是向背面加工

成的
,

刃角为 63
“ .

它的对边
,

也曾被打了一下
,

留下一个梯形疤
,

但未被修理成一刃

口 (图 6
,

D )

.

( 8) 雕刻器一件: 系脉石英块做成
,

标本 Y B S 号
,

其一面为比较平的节理面
,

背面

为两节理面斜交而成的脊
,

使其横断面呈三角形
,

从凸面观
,

由其顶斜向左侧打击
,

生成

一个小面
,

而后斜 向右侧
,

至少打了两下
,

使其顶端生成一个凿子形的刃 口
,

夹角为

69
“ ,

应属笛咀形雕刻器 (图 6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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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抱 粉 分 析

在该洞穴堆积中共取样 21 块
,

含抱粉样品 13 块
,

共见 31 1 粒抱粉
,

其中木本花粉

13 粒
,

蔗类抱子 42 粒
,

草本花粉 “ 粒
,

水生藻抱子最多
,

为 19 0 粒
.
木本植物花粉有

松
、

榆
、

栋
、

柳
、

棒
、

杨等
.
草本植物花粉有黎科

、

禾本科
、

菊科
、

豆科
.
旅类抱子以卷

柏为主
,

有少量阴地蔽
.
水生藻类以玫坟藻抱子为主

,

而且在剖面中连续出现
.

七
、

古 地 磁 测 量

堆积剖面进行古地磁测量
,

结果属布容正极性时期
,

时代为 Q
Z一Q

3.

八
、

比 较 与 讨 论

1.地层堆积的时代
上组地层 (洞 口部分堆积的 L l 和 2

,

洞内堆积的 L
.
l) 有草原助鼠

、

布氏田鼠
、

鼠

兔
、

狼灌
、

狗灌
、

助
、

鹿
、

转角羚羊 8 种哺乳动物化石
,

虽然未见晚更新世典型的哺乳动

物披毛犀
、

猛玛象化石出土
,

但这个动物群的成员皆是我国北方更新世晚期常见的成员和

现生种
,

依此似可认为该地点上组地层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
.
从堆积物色泽看

,

上组地层

属我 国北方晚更新世典型的灰黄色堆积
,

也支持上述的看法 (见表 4)
.

表 4 藏山洞穴地点出土化石层位一览表

T he m a
二

口 alla . 加“苗15 f’o二
p林r . d Iow er layers ofZ a.只s卜an ca ve slte

G uto sp
.

。
ry“s .s p .(A )

O
e 六oro月a s p

.
( B )

T B 3

对亡Ie s 用亡Ie s.

S 州roeer以 sP

材
ustela sP

.

C 口尸亡0
1妇 朋阴

ch.,IC
uJ

Croeut口 ‘lt 滚朋a

Su
s sP

.

E 口u us s a”用e月扮, s 七

刃夕e te阳.御 sP
.

月‘a Ca e口 C f. r o b us t“J

C
口丹臼 vo r匆 b il臼

M 介r om 声e f. 川认 u tu s

月了u sle la 忿
lb ir i

c a

U 朋“! 口r亡t OS

材夕
口s脚白x as 脚Ia x.

O eho t洲
口 s P

.

(
A )

.

L as lo 脚do 脚sb’砚dt L

G“Io , p
.

Ce
r v u s s p ( B )

.

万夕dr o po t
u s sp

.

C r o eu ta ult 加.

E q u“s sa
月”记月犯肚臼

p
Ios
UG上组地层

下组地层出土的有犀
、

猪
、

鹿
、

抱
、

璋
、

貉
、

变异狼
、

西伯利亚助
、

最后俄狗
、

巢

鼠
、

棕熊
、

三门马
、

硕称猴 13 种哺乳动物化石
,

既有现生种
,

也有中更新世有代表性的

动物变异狼和三门马等
,

藏山下组地层中有最后俄狗
,

周 口店顶部堆积中也曾发现过 (邱

中郎等
,

1 9 7
3)

,

它主要生活于华北的晚更新世
,

估计早在距今 20 万年前出现; 从整个动

物组合考虑
,

藏山不象金牛 山 A 地点那样有更多的古老残存种
,

现生种比例也较高
,

却

很象金牛山 C 地点下组地层者
,

没有 A 地点古老
,

与庙后山的第 5层 以上者也比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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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

可以认为藏山地点下组地层的时代属于中更新
一

世偏晚阶段
.

2
.
石制品

如上所述
,

从洞 内第 3
、

4 层中采到一些零星的石制品
,

无法归纳出其特点
,

也难以

反映出其时代的特点
,

就现有几块标本而言
,

当时人打击石片用过两种方法: 砸击法和锤

击法
,

前者和后者各有几件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制品
.
石器有刮削器和雕刻器两类

,

前者分

属单边直刃
、

单边凸刃和单端凸刃三型
,

修理方式有向背面和复向加工两种
,

加工均较粗

糙
,

它可以与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对比
,

但均非其典型标本
.
就石器尺寸言

,

藏山

石制品接近金牛 山 A 和 C 地点的
,

而与庙后山的差别非常明显
,

这可能说明藏山的石制

品
,

在文化归属上
,

与金牛山者近
,

而与庙后 山者疏远
.

3
.
古气候与古环境

从发现的动物化石看
,

这一带古气候和古环境是在不断地变化
.
在下组地层中出土的

动物群表示气候似较温暖
,

有喜暖动物如硕琳猴
、

犀等
.
堆积物颜色愈往下愈红

,

这是在

温湿条件下形成的
,

与哺乳动物所反映的古气候是相吻合的
.
依动物群种属研究

,

这一带

在更新世中期晚期
,

因称猴
、

熊的存在
,

似可推测
,

这里曾有过茂密的森林; 狼和鹿化石

发现
,

显示这里灌木和草本植物较繁茂 ; 马化石的出土
,

无疑反映当时这里有较广阔的草

原; 但未发现河狸等化石
,

这有两种可能
,

一种可能是因发掘面积有限
,

尚未找到; 另一

种可能这里不存在这类动物
,

若是后一种可能则表示这一带水域是有限的
.

进人到更新世晚期
,

由地层颜色变灰
、

黄
,

喜温动物化石不见
,

鼠类化石占的比例高

等和依抱粉分析
,

存在大量卷柏和少量阴地蔽
,

草本花粉以黎
、

禾等为主都反映当地古气

候有较大变化; 已处于稀疏草原环境中
,

气候变得干冷
.
玫坟藻抱子在洞穴堆积剖面中连

续出现
,

反映出洞穴在堆积的过程中
,

洞外周围流水与洞内溶蚀作用是较为强烈的‘

藏山试掘所得的反映人类活动的材料虽不多
,

但毕竟以可靠材料证明
,

在中更新世后

期曾有古人类在这里活动过
,

从而为辽宁省旧石器时代早期增加了一个新地点
.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

特别是哺乳

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标本是韩德芬
、

郑绍华
、

徐钦琦
、

张森水老师等协助鉴定
,

并在他们指

导下完成的; 文中插图 1一 5 是该所技术室胡惠清
、

戴嘉生先生绘的
,

石器插图是张森水

老师绘的; 抱粉和古地磁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地质研究所裘善文教授分析
、

测量的; 哺乳动

物化石和 旧石器的照片是张杰先生拍摄的
,

作者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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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硕称猴 (“

口 e a e a ;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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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面观 (比f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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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e
l

u s a
l

v
i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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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硕殊猴 (材

aeaea ;obus tus) 左下领骨
,

颊面观 (块ft m
andib一e

,

b
u e e a

l
v

i
e

w
)

x 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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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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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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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e l

u s a
l

v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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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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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su
s sp〕 左上第三日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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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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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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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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