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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质谱法测定兴隆纹饰鹿角

与峙峪遗址等样品的
‘
年代

原 思 训

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测定实验室
,

北京  

关键词 加速器质谱  
’
法测年 兴隆纹饰鹿角 峙峪遗址

内 容 提 要

本文用加速器质谱
’
法测定了河北兴隆发现的一件珍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工艺品

—
纹饰鹿角

,

以及山西朔县峙峪
。

河北沫源西庙等遗存样品的
’

年代
,

并讨论了所得年代

意义
。

加速器质谱
’
测年技术已 日臻成熟

,

其最突出特点是灵敏度高
,

所需

样品仅为常规 方计数法的千分之一左右
,

因而能够测定许多用后者无法计年的样

品
。

本文用
’
法测定山西省朔县峙峪遗址

、

河北省沫源西庙
、

河北省兴隆

等遗存样品的年代
。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石墨是笔者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同位素研究

中心完成的
,

制备成的石墨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加速器放射性同位素分析实

验室测定年代
。

一
、

样 口
口口

同时制备及测定的样品共四个
,

两块兽骨
、

一只鹿角和一块木炭
,

描述如下
,

峙峪遗址动物肢骨残片
,

出土于下部灰烬层
,

系尤玉柱提供
。

沫源西庙兽骨残片及木炭
,

由沫源县文化馆提供
,

出土于沫源县城西一里许

的西庙村
。

兴隆鹿角
,

出 自兴隆县一采石场
,

鹿角系王峰在炸取石灰石工地意外地发

现
。

为一纹饰鹿角
,

样品取自底端没有纹饰的部位
,

样重 克
。

收稿日期 一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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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测年样品制备及测定结果

样品前处理及测年用石墨的合成

先刮除骨样表层
,

用 溶去骨样的磷酸盐及碳酸盐等无机组分得到胶

原物质
。

用稀碱除去可能存在的腐植酸污染
,

胶原在 的 ℃热水中长时间浸

泡得到明胶
,

离心分离出不溶残渣
,

冷冻干燥明胶溶液后得到固体明胶
。

木炭样品

采用标准酸
、

碱
、

酸前处理程序
。

明胶或木炭燃烧得到 后
,

和一定 比例的 气混合
,

用 粉催化还原制

成石墨

一
、

, 日忆且
,

—一
且

, 十 们 量
乙

” 测年结果

用制备出的石墨作靶
,

经加速器质谱
’
法测量

,

年代结果示表

表
’

法测定兴隆纹饰鹿角
、

峙峪遗址等样品 ” 年代结果

样样品编号号 样品物质质 石墨样品品 测量样品品
’
年代

’’

西庙木炭炭 士

西庙兽骨骨  ! ∀# 士

峙峪兽骨骨    ! 士

兴隆纹饰鹿角角 人  ! 士    

表中年代采用的
’

半衰期为 士 年
。

如果来用 士 年
’

半衰

期计算样品年代
,

可将表中数据乘以
,

则表 中的年代数据将分别为 士

年
、

士 一 年
、

士 年和 士  年
。

本文引用的其它
‘

年代数

据均采用 年半衰期
。

三
、

年代结果小议

华北地区是我国考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

北京周 口店及其邻近的河北
、

山西一

带尤具特殊地位
,

本文所测样品的出上地点均距周 口店不远
。

峙峪是我国北方一处著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
,

峙峪文化被看作追溯东亚
、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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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美细石器起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贾兰坡
,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实验室 曾用文化层出土 的王 氏水牛骨化石测得
‘
年代为 士

年
,

对于这样一处重要的遗址
、

一个
’

数据似显单薄
。 ‘

数据与考

古研究所用 刀计数法结果一致
,

为峙峪遗址的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
。

沫源西庙遗存是  年文物普查中发现的
,

出土有陶片
、

泥支脚
、

石片
、

兽

骨
、

核桃
、

木炭屑等
。

因为遗存中有陶片
,

并为近 米厚的黄土所覆盖
,

其时代十

分令人感兴趣
。

年我们实验室曾用收集到的少量木炭制笨
,

经液体闪烁法测

得
’

年代为 士 年
,

这一结果与表 中的 木炭样品

的
’

结果相符合
。

表 中的两个西庙数据和 的年代说明
,

西庙

遗存的年代为距今 年上下
,

它早与我国北方的磁山—裴李岗文化
。

 年

文物普查中在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还发现了南庄头遗存
,

它下伏马兰黄上
,

上面为

两米多厚的湖沼相沉积物覆盖
,

出土 多件陶片
,

并有石磨盘
、

石磨棒
、

石片
、

烧骨等遗物
。

经我们实验室做系统
‘
年代测定研究

,

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

一 年左右 原思训等
, 。

两处遗存的数据与近年来北京周围发现的上

寨
、

北捻头
、

镇江营等较早新石器文化遗存的年代数据一起
,

扩展并填充了我国华

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框架
。

兴隆鹿角残长 厘米
,

上面阴刻三组精美纹饰并染成红色
。

根据同时收集

到的最后斑旅狗
、

赤鹿等动物化石
,

尤玉柱 推测其年代在距今万年之前
。

但

是 由于鹿角既非考古发掘所得
,

又没有足够数量的伴出样品供 刀
’

计数法测年
。

而在万年上
、

下的年代范围内
,

只有用
’
法直接测定鹿角本身

,

才能既不

损坏其文物价值
,

又能获得准确的年代
。 ‘

年代结果与据同时收集到的动物

化石所推测的时代相符合
。

兴隆纹饰鹿角的
’

数据表明
,

它是我国一件极

为珍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艺品
,

目前也是我国这一时代出土的唯一的一件佳

作
,

对艺术发展史研究有很高价值
。

它的工艺或许是沿着峙峪文化中的骨头刻痕及

饰物
、

山顶洞文化中丰富的饰物脉络而来
。

工作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先生
,

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 加速器放射性同位素分析实验室主任 教授
、

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同位素研究中心 小姐的热情帮助
,

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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