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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阳原岑家湾发现的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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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岑家湾地点的石制品埋藏在下泥河湾层棕红色粘土中
,

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
,

文化层可能

低于小长梁和东谷佗
,

是泥河湾层内发现的又一处较重要的旧石器地点
。

岑家湾的石器仅刮削

器一类
,

加工简单
,

显得粗糙
、

古朴
。

岑家湾的石制品均较细小
,

当属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统
。

一
、

地点位置与地貌

岑家湾石器地点7野外地点编号 − ( : ∋ ∋ ; 8位于阳原县大 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 & <∋ 米

处
,

在岑家湾通往东谷佗村的小路西侧
,

北距桑干河约 <∋ ∋ 米
,

南距东谷佗地点约 &∋ ∋。

米
,

地理坐标东径 & & : “ : ∋
‘ ,

北纬 : ∋ “ & :
‘

7图 &8
。

该地点发现于 & ( : 年
, & < = 年秋进行

了小规模发掘
,

在下泥河湾层棕红色粘土中出土石制品 ( > 件
,

哺乳动物化石 <& 件
。

岑家湾地点座落 在 阳 原 盆 地 东

里占颐沪
?了甩部

,

桑干河南岸的大田洼台地北部边

缘区
,

因这里高差显著而遭到强烈的

切割剥蚀
。

在岑家湾村以北
,

可见沿

桑干河南岸有三级阶地发育
,

第一和

第二级阶地为堆积阶地
,

这两级阶地

较窄
,

甚至在某些地段已全部被河水

冲蚀掉
。

第三级阶地属基座阶地
,

基

座 为泥河湾层
,

在以东不远的油房杨

水站附近
,

第一
、

二级阶地缺失
,

第三

级阶地坎近于直立
,

在阶地中部砾石

层中含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

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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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岑家湾旧石器地点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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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村以南至东谷沱之间为强烈剥蚀区
,

泥河湾层受到严重切割
,

出露的地层有前古生代火

山角砾岩
,

中生代角砾岩
,

第四系泥河湾层和马兰黄土
。

这里的泥河湾层因受古地形的制

约
,

厚度变化显著
,

从郝家台向东南趋于变薄
,

达凤凰山前完全消失
。

从沉积特征分析
,

泥



人 类 学 学 报

河湾层是随古地势的升高向南超覆的
。

在岑家湾与东谷佗之间的古老基岩中
,

存在一条北东向断层
,

由于断层的错动使两盘

高度不等
,

断层西北盘下降
,

上覆的泥河湾层较厚
,

东南盘上升
,

上覆的泥河湾层较薄
。

岑

家湾地点位于断层西北盘
,

由于风化剥蚀的原因
,

泥河湾层仅出露 巧
#

< 米
。

岑家湾地点有

四个含哺乳动物化石的层位
,

化石种类甚少
,

均极破碎
。

在地点以东 & ∋∋ 米的东山脚下泥

河湾层灰绿色细砂中富含哺乳动物化石
,

化石呈结核状产出
,

层位大体相当于石器地点剖

面的底部或稍低
。

岑家湾地点地层剖面 7图 ; 8记述如下
3

& ∋
#

马兰黄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一
假 整 合

—
#

黄色粉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棕红色粘土
,

中部含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
,

文化层厚 &∋ 一∋ 厘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

灰绿
、

灰红
、

灰黄色薄层粘土互层
,

含少量哺乳动物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

红黄色粘土
,

含哺乳动物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米
。

<
#

灰绿色粘土
,

含哺乳动物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

红黄色粘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灰绿色粉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

黄红色粘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卜 灰黄色粘土夹黄色粉砂
,

顶部为钙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办锰 黄上 哟代也堆祝 乙
啊湾孟 落名

图 ; 岑家湾地点地质地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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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层内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较破碎
,

石化程度较高
,

重量大
,

紫褐色
,

有象的臼齿残

片和马的趾骨
,

无法鉴定到种
,

因此
,

仅从生物地层学上难以提供判断时代的依据
。

二
、

石 制 品 观 察

岑家湾地点初步发掘获得石制品 ( > 件
,

其中残片和断块 > <& 件
,

能分类的标本 & :=

件
。

原料以各色火山角砾岩为主 7:
#

=多8
,

其次还有石英 7:
#

<多8和玛瑙 7∋
#

多8
。

从石

制品保留的天然岩面观察
,

原料多选 自磨圆度较差的砾石和天然石块
。

石制品除断块
、

残



谢 飞等 3 河北 阳原岑家湾发现的 旧石器

片外
,

有锤击石核
,

砸击石核
,

锤击石片
、

砸击石片和刮削器
。

&
#

石核

石核共 ; 件
,

占石制品总数的 ;
#

= 多
,

分为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类
。

锤击石核 & 件
。

石核的形状呈不规则块状
,

无一定型者
,

有单台面石核 &; 件
,

双

台面石核 > 件
,

内有 Η 件标本保存着天然岩面
。

石核最重的 > &> 克
,

最轻的 ( 克
, & ∋∋ 克

以上的 件
,

<∋ 一 &∋ ∋ 克的 件
,

<∋ 克以下的 & 件
,

平均重 (( 克 9 石核最大的长宽为

< % ∀∀ 毫米
,

最小的 &> % &( 毫米
,

长宽在 =∋ 毫米以上的 件
,

:∋ 毫米以下的 &∋ 件
,

两

者之间的 = 件 9石核的台面平坦或凹凸不平
,

有打制和天然台面两种
,

未见修理台面 9 台面

角最大 ( = “ ,

平均 >(
#

“ 9 石核工作面上的石片疤少而短宽
,

数量 &一< 个不等 9 双台面石

核个体较小
,

双台面相邻的 : 件
,

相对的 件
。

标本 & ∋ 7图版 ∃ , & = 8
,

双台面石核
,

形

状不规则
,

其一台面为节理面
,

工作面较宽
,

剥片缘曲折
,

工作面上有 < 个小而深的石片

疤
,

相邻的台面为岩石破裂面
,

仅有一个长型石片疤
。

标本 & ∋; 7图版 ∃, & < 8
,

单台面石

核
,

核身两侧保留着天然面
,

台面系岩石的破裂面
,

工作面上有两个长型石片疤
,

浅而规

整
。

砸击石核 : 件
,

其中 件原料是石英
,

另 & 件是火山岩
。

石核体较小
,

最小的长宽

厚为 & % & Λ Φ 毫米
,

有 ; 件较典型
,

另 ; 件仅一端有砸痕
。

标本 & ; ∋ 7图 : , & ; 9 图

版 ∃ , & ;8
,

一端尖
,

另一端刃状
,

两端都有砸击小疤
,

核体近扁圆状
,

周身有 个石片

疤
。

;
#

石片

石片 > 件
,

占石制品总数的 &∋
#

(多
,

分锤击石片和砸击石片两类
。

锤击石片 < 件
。

石片普遍较小
,

形态各异
,

少数标本近方形
、

长方形
,

梯形或椭圆

形 9最大的石片为 : Λ <= Λ 巧 毫米
,

最小的 && Λ & ; Λ 毫米
,

长宽在 :∋ 毫米以上的

& 件 7;∋ 多8
,

:∋ 毫米以下的 > = 件 7(∋ 多8
,

平均长 ;=
#

: ,

平均宽 ;=
#

< 毫米 9 石片最重 >

克
,

最轻 ∋# < 克
,

;∋ 克以上的 ( 件
,

&∋ 一;∋ 克的 &: 件
,

&∋ 克以下的” 件
,

平均重 =
#

克 9石

片角最大 & & 。 ,

最小 = ∋ 。 ,

其中 &∋ ∋ “ 以上的 < > 件
, ∋ ∋

一 &∋ ∋ “ 的 & 件
, ∋ “

以下的 > 件
,

平均 & ∋
#

<
。 9 石片台面宽大者较多

,

台面类型有素台面 : > 件 7:
#

<务8
,

天 然 台 面 ;> 件

7; (# : 务8
,

刃状台面 && 件 7&&
#

= 务8
,

点状台面 : 件 7:
#

;多8
,

有疤台面 : 件 7:
#

;务8
,

有脊

台面 ; 件 7;
#

&务8 9 石片的打击点较清楚的 <> 件 Μ=∋ 多8
,

隐约不清的 ( 件 7:∋ 并8 9石片

台面后缘大都留有打击痕迹
,

背面一般较凸
,

具各种形态的背脊
,

背面全部为天然 面的 ∀

件
,

保存部分天然面和全部为石片疤的标本各占一半
,

石片的边缘常不平齐
。

根据石片的长宽可分为长型石片和宽型石片
,

长型石片 ;& 件 7; ;务8
,

宽型石片 > :

件 7>( 多8
,

长型石片较宽型者规整
,

个别标本与石叶的性质接近
。

标本 ∋ ∋ : 7图 : , = 8
,

天

然台面长型石片
,

呈柳叶状
,

台面较小
,

石片角 & & = “ ,

打击点位于台面左侧
,

半堆体平
,

石

片略向右弯
,

台面后缘有多块打击小疤
,

浅平而细长
,

其背面有一中脊
,

一侧为天然面
,

另

一侧为石片疤
,

石片的长是宽的 ; 倍
,

颇象石叶
。

标本 ∋ => 7图 : , ( 8
,

有疤台面长型石片
,

台面较大
,

左侧有两个向右打击的小疤
,

打击点清楚
,

背面较凸
,

有一中脊
。
宽型石片形状

多不规整
,

个别的稍规则
,

但仍逊于长型者
,

如标本 ∋ : 7图 : , & 9 图版 ∃, & &8
,

素台面宽

型石片
,

个体较大
,

长宽厚为 : Λ <∋ % ∀∀ 毫米
,

近梯形
,

台面平整
,

破裂面粗糙
,

背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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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
,

全部为石片疤
。

标本 &∋ : 7图 : ,

七 图版 ∃, & ∋8
,

刃状台面宽型石片
,

石片甚薄
,

边缘

较整齐
,

打击点明显
,

破裂面和背面较平坦
。

标本 ∋ < > 7图 : , ; 9 图版 ∃,

幻
,

点状台面宽

型石片
,

石片角 < “ ,

打击点清晰
,

半锥体较凸
,

背面多为天然岩面
。

标本 ∋ > ( 7图 : ,

8

是有脊台面宽型石片
,

近三角形
,

台面系由两块石片疤构成
,

两疤相汇形成短脊
,

打击点落

在脊上
。

石片的半锥体较明显
,

背面高凸
,

一侧为天然面
,

一侧为石片疤
,

其远端和左侧缘

有使用痕迹
。

砸击石片 ; 件
。

原料均为石英
,

长条形
,

砸击痕迹较明显
。

标本 & &< 7图版 ∃ , &: 8
,

个体较大
,

两端砸击疤痕清晰
。

#

石器

石器共 ;= 件
,

占石制品总数的 ;
#

多
,

全部为刮削器
。

最大的标本长宽厚为 :< % =;

Λ ∀> 毫米
,

最小的 &> Λ &: Λ Φ 毫米
,

其中长宽在 :∋ 毫米以上的 , 件 7&
#

; 多8
,

:∋ 毫米

以下的 ;& 件 7(∋
#

(多8
,

平均长 ;# < ,

平均宽 ;<
#

, 毫米 9 最重的石器 <& 克
,

最轻的 ∀ 克
,

其中 &∋ 克以上的 > 件
,

&∋ 克以下的 & 件
,

平均重 =# 克 9 刮削器用块状毛坯做的 &∋ 件
,

片状的 &= 件
,

后者包括石片和残片各 ( 件
。

;= 件刮削器有 ∋ 个刃口 ,

加工部位在左边

的 &: 个
,

右边的 &; 个
,

远端的 : 个 9整边加工的标本较少
,

刃最长 ; 毫米
,

最短 && 毫米
,

;∋ 毫米以上的 ;; 例
,

以下的 ( 例
,

平均 ;&
#

< 毫米 9石器的加工方式以正 向为主
,

计 ;; 刃

7>
#

多8
,

反向加工的 < 刃7&=
#

> 并8
,

复向加工的 刃7&∋ 多8 9石器加工水平较低
,

修理疤

数量少而大小不等
,

深浅不一
,

稀疏者占大多数 9石器的刃口多凹凸不平
,

刃缘常作多缺口

状 7(∋ 多8
,

极少标本的修理疤较规整
,

细密
,

刃口较平整
,

刃缘平直而锋利
。

根据刮削器刃 口 的数量
、

位置和形态

∀

Ν 卜 啥了
〔爪

图 刮削器 Φ Ο Α Δ Ε ∗ Α

长 ∋ 毫米 9石片的左边作反向加工
,

刃长 ;&

分为单刃和双刃两组 > 式
,

其 中单 刃 Π∀Θ

削 器 ;; 件 7(:
#

= 多8
,

双 刃 刮 削 器 : 件

7&<
#

:务8
!

端边刃刮削器 & 件
。

刃位于一边和

一端
。

标本 ∋∋ & 7图 8
,

是石器 中最大的标

本
,

毛坯为石片
,

远端近右侧正 向加工
,

修

理疤大小不等
,

刃角 =>
。 ,

刃缘呈波状 9 刃

毫米
,

修理疤规整浅平
,

刃口 平整
,

刃缘平直
。

双边刃刮削器 件
,

两刃位于两边
。

标本 ∋ ; ( 7图 : ,

几 图版 ∃ , ; 8
,

毛坯为长型

石片
,

背部较凸
,

左边反向加工
,

刃长 ;( 毫米
,

刃角 ( < 。 ,

修理疤小而规整
,

疏密不等
,

刃缘

凹凸不整 9右边复向加工
,

正向为主
,

反向较少
,

刃角 = , “ ,

刃缘直
,

刃口 较平整
。

标本 ∋ ∋

7图 : , & & 9 图版 ∃ ,

∀8
,

毛坯为残片
,

背部平凸
,

两边均作正 向加工
,

修理疤有大有小
,

刃

角较陡
,

刃口 凹凸不平
,

两边刃在远端相连
,

又类似尖状器
。

单直刃刮削器 ( 件
。

器形多样
,

个体较小
,

加工大部分较简单
,

少数较好
。

标本 ∋ &>

7图 : , 9 图版 ∃ ,

8
,

毛坯为残片
,

背面为天然面
,

左边正 向加工
,

刃长 ;& 毫米
,

刃角

= “ ,

修理疤密集
,

较规整
,

在其右边有一弧状凹 口和一小疤
。

标本 ∋; & 7图 : , &< 9 图版 ∃,

& 8
,

毛坯为石块
,

近长条形
,

背部高隆
,

左边被正 向加工成直刃
,

刃长 咒 毫米
,

刃角 ( & 。 ,

修理疤大小不一
,

刃口 凹凸不平
,

刃缘时而平直
,

时而凹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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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冲拍曰

叭 川!。‘∀#。。鹅显霜∃%二‘口叭∃

#&。#!叫∋!(呀)胆田

∗门

邸)狐缥&+,鹦汾确
⋯

哟荡必
−

鄂
#

朽
。工侨卜廿田

律
办价八
。国三臼幼睡
叭.叭。右拿
朽 叭/曝 翻 瘾

0 卜 硬公纷
1 沪

崛黔2
单凹刃刮削器 3 件

。

有两件标本较大
,

多数器身较厚
。

标本 4 5 5 6 图 7 ,

允 图版 8 ,

.9
,

器身较薄
,

毛坯为石片
,

左边反向加工
,

有三个连续的修理疤
,

刃长 &: 毫米
,

刃角 ; 4气

刃口 凹凸不平
,

刃缘呈锯齿状
。

单凸刃刮削器 7 件
。

大小不等
,

较粗糙
。

标本 4 & : 6图 7 ,

&4 1 图版 8 ,

<9
,

毛坯

为叶状长型石片
,

右边正向加工
,

刃长 =5 毫米
,

刃角 5 3 “ ,

修理疤小而稀疏
,

常不连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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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凹凸刃刮削器 & 件
。

标本 ∋ ∋ ; 7图 : , & =9 图版 ∃ ,

8
,

毛坯为石块
,

右边正向加

工
,

刃时凹时 凸
,

刃长 ; 毫米
,

刃角 <∋ 一 = < “ ,

修理疤较密集
,

大小相同
。

横刃刮削器 ; 件
。

毛坯均为宽型石片
,

加工部位在远端
。

标本 ∋ &( 7图 : , &: 9 图版

∃, : 8
,

端刃略 凹
,

正向加工
,

修理疤较小
,

刃长 ; 毫米
,

刃角 : : “ ,

刃缘不平
。

标本 ∋ ;:

7图 : , : 9 图版 ∃, & 8
,

个体较小
,

背部凸起
,

具一横脊
,

正向加工
,

刃长 ;∋ 毫米
,

下凹较

深
,

刃角 : < 。一 = ∋ ∋ 。

三
、

小 结

&
#

岑家湾石制品的一般性质

岑家湾地点石制品的特征简要归纳如下
3 原料以各色火山角砾岩为主

,

石英和玛瑙

极少
,

多选自天然石块和砾石 9锤击法为其基本打片方法
,

砸击法偶尔用之 9石核个体小而

不规则
,

仅有单台面和双台面两类
,

石核工 作面保留的石片疤较少
,

剥片缘曲折不齐整 9石

片形态各异
,

个体普遍较小
,

台面以素台面为主
,

天然台面次之
,

其它台面较少
,

宽型石片

占绝大多数
,

长型石片中个别标本类似石叶 9 有部分石片的边缘有使用痕迹 9 石器的毛坯

似片状为主
,

块状次之 9石器的加工方式以正向居多
,

反向和复向加工的较少
,

石器加工简

单
,

整边加工的标本占极少数
。

修理疤较稀疏
,

大小不一
,

石器刃角大小悬殊
,

陡者居多
。

刃 口 多凹 凸不平
,

刃缘常不平直
,

存在少数加工较细致的标本 9 石器普遍细小
,

=∋ 毫米以

上的仅 & 件
,

:∋ 毫米以下的占 (∋
#

( 多 9 石器类型非常单调
,

仅有刮削器一类
,

单刃刮削器

明显多于双刃刮削器
,

无多刃刮削器类 9 岑家湾的石制品具有粗糙而古朴的特点
,

从石器

大小及加工技术来看
,

当属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统
。

;
#

与阳原盆地石器文化的比较

岑家湾的石制品与东谷佗 7卫奇
, & ( < 8和小长梁7尤玉柱等

, & ( ∋ 8比较
,

除后者石

制品较丰富
,

石器类型较多外
,

相同的因素颇多
,

主要是打片均使用锤击法和砸击法
,

石器

的加工方法相近
,

加工方式都以正向为主
,

石器的大小也相近
,

多在 ;∋ 一 :∋ 毫米之内
,

石

器的刃角
,

刃口 和刃缘特征也较类似
。

但是两者的差别也较明显
,

主要在于后者的石器类

型复杂
,

有砍砸器
、

刮削器
、

尖状器和石锥等
。

而后者仅有刮削器一类
。

东谷沱的多刃刮

削器占 &
#

:多
,

而岑家湾缺乏多刃组
。

东谷佗的石器加工水平相对较高
,

整边被加工的石

器占一定数量
,

修理疤较规整密集的标本较多
,

因此
,

石器较之匀称
。

而岑家湾相比之下

显得加工较粗
,

类型单调
,

存在的上述明显差别似乎暗示出岑家湾的石制品有一定的原始

性
,

时代较之要早
。

许家窑文化7贾兰坡等
, & > = 8 是盆地内十分重要的旧石器中期文化

,

石制品异常丰

富
,

岑家湾的石制品与其比较尽管在文化传统
,

打片技术
,

石器加工方法
,

方式和石器大小

等多方面存在着一致性
,

但两者的差别更加明显
。

许家窑存在原始棱柱状
,

漏斗状和盘状

石核
,

岑家湾则无定型石核 9许家窑的石片不仅较规整
,

并在利用凸棱打片和修理台面技

术 9 许家窑的石器类型丰富
,

而砍砸器
,

石锥
,

雕刻器和石球等在岑家湾无一发现
,

刮削

器中的多刃组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在岑家湾也未找到
。

许家窑的石器整体加工水平较高
,

石器规整
、

匀称
、

修理疤密集
,

岑家湾的石器较之有十分明显的差距
。

总之
,

许家窑文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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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进步性较多
,

时代也更晚些
。

西白马营7谢飞等
, & ( 8是盆地内旧石器晚期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

岑家湾的石制品

与其比较
,

打片方法
,

石器加工和石器大小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

如西白马营小

于 : 。毫米的石器 占 > =
#

, 多
,

岑家湾为 ( ∋ #( Ρ
,

西白马营正 向加工占 =
#

>多
,

军家湾为

>
#

多
,

两者石片均以素台面为主
,

天然台面次之等
。

不同点主要在于西白马营的石器选

料较好
,

加工精细
,

类型较多
,

器形规整美观
,

加工石器虽然以锤击法为主
,

但少数标本似

用压制法修理的
。

西白马营的石器多作整边加工
,

修理疤密集
,

刃口 平坦
,

刃缘多平齐
,

而

岑家湾与之相比要逊色的多
,

无疑
,

它们是同一文化传统中不同时期文化的代表
。

#

地点的时代

岑家湾 旧石器地点的时代
,

因动物化石甚少
,

缺乏年代数据
,

只能从地层学角度进行

推测
。

传统上
,

泥河湾层被视为华北早更新世标准地层
# ,

近年来
,

人们逐渐认识到下泥河

湾层为早更新世
,

上泥河湾层系中更新世以后的沉积
。

主要根据是小长梁和东谷沱的文

化层位于下泥河湾层顶部
,

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之末
。

岑家湾地点与小长梁和东谷佗地点相距甚近
,

因其间基岩中存在一条北东向断层
,

泥

河湾层不连续而无法直接对比
。

该断层在大田洼台地自油房开始出现
,

经岑家湾一直穿

越郝家台
,

断层的东南盘上升
,

西北盘下降
,

东谷佗和小长梁位于东南盘
,

岑家湾位于西北

盘
。

在小长梁地点北侧
,

沿上述断层发育一条 &:∋ 多米深的冲沟
,

冲沟北壁出露的泥河湾

层厚 & :∋ 多米
,

而南壁下部为 =∋ 米左右的基岩陡坎
,

上部为 (∋ 米左右的泥河湾层
,

值得

注意的是上部的泥河湾层在冲沟两侧可逐层对比
,

这一现象证实
,

断层两盘的泥河湾层是

连续的
,

该断层在泥河湾层沉积之前即已形成
,

而在泥河湾层沉积过程中或以后并未发生

明显的错动
,

泥河湾层在此是渐渐向南超覆的
。

另外
,

沿断层可以看到
,

泥河湾层与断层

面的接触关系正常
,

未发现泥河湾层错动的迹象
。

为了进一步弄清断层两盘泥河湾层的关系
,

我们沿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追索
,

从岑家

湾至郝家台剖面的泥河湾层虽然存在多处间断
,

除岩相和厚度有较大的变化外
,

未发现有

错动或挠乱现象
。

地层勘察和对比的初步结果是
3
岑家湾剖面似相 当于小长梁北侧剖面

和郝家台剖面的下部
,

即下泥河湾层
,

文化层可能低于小长梁和东谷佗文化层
,

事实上
,

东

谷佗地点的海拔高度 7 :∋ 米 8要比岑家湾 7( <∋ 米8高 ∋ 米左右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岑家湾 旧石器地点的文化层位于下泥河湾层
,

层位比小

长梁和东谷佗低
,

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世
,

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

时限应早于小

长梁和东谷沱文化
,

这与岑家湾石制品本身所表现 出的原始性较多是吻合的
。

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曾得到阳原县文化局的关怀和支持
,

本文插图由郝建文同志清绘
,

图版照片 由冯琳同志拍摄
,

作者深表谢意
。

7& ∋ 年 & 月 &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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