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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铀子系法测定河套人和

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

原思训 陈铁梅 高世君
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年代测定实验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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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用铀子系法中的 ” “% 7 增长法测定了河套人与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
。

并用
∀ ‘

/28 增长法对

所测年代的可靠性作了检验
。

根据测得数据
,

萨拉乌苏组的沉积时代不早于晚更新世中期
,

其上部不超过三万年
,
下部

为距今 ∀一9 万年左右
。

考虑到人化石及旧石器的出土层位
,

河套人与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应为距今 ∀
2

:一 , 万年

左右
。

 一  ∀ 年间
,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的一颗人牙化石和一

批 旧石器
,

这是在我国最早发现的人类化石和首次成批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物
。

该地区

还发现有丰富的动物化石
,

被称为萨拉乌苏动物群
。

地质界把出化石和 旧石器的那套河

湖相沉积看作是华北地区上更新统的标准地层

—
萨拉乌苏组

。

解放后
,

我国学者多次

在该地区进行考察
,

并采集到人化石及旧石器文化遗物
。  3 ; 年贾兰坡指导中国科学院

兰州沙漠研究所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科学工作者又对该地区进行

考察研究
。

关于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时代
,

虽然一般都认为属更新世晚期
,

但是相当于这个

时期的哪个阶段则看法不一
。

贾兰坡等在峙峪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中
,

根据萨拉乌苏动

物群中有中更新世常见的古菱齿象
,

认为其年代可能早于峙峪及小南海遗址
,

但是至今缺

乏绝对年代数据
。

本文是用铀子系法中的 ∀; % 7 4牡
一 ∀ ; 5 法测定采 自与人化石及旧石器

文化遗物共生的动物化石年代
,

从而确定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
。

一
、

地 层 概 述

萨拉乌苏河一带地层情况比较复杂
,

近几年袁宝印
、

董光荣等对这一带第四纪地层
、

人化石
、

旧石器文化及动物化石的层位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

他们对这一带的地层划分基

本一致
。

图 为该地区第四纪沉积柱状剖面对比及我们测量得到的样品切%7 年代图
。



原思训等 < 用铀子系法测定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

剖面从上到下可以分为全新统 4图中 ∋ 层以上5
,

上更新统萨拉乌苏组上部 4图中

=一 ; 层5 和萨拉乌苏组下部4图中 一 9 层5
。

人化石和 旧石器出自下部
,

动物化石也主

要出自这一层
。

顺便提及
,

本实验室曾用
’

℃ 法测定了全新统地层中的黑沪土和古沙丘下部的灰烬

层样品的年代
,

年代均为中全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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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测定结果及分析

一

本文所用实验方法同
“
许家窑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铀子系年代测定

”
一文中所述

。

所

用样品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董光荣同志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同志

提供
。

样品采集地点层位及测定结果列于表 及附于图
,

测量数据所给误差为放射性

测量的统计偏差
,

取一个 ‘ 标准偏差
。

>

2

铀子系法包括多种方法
,

对于旧石器考古有价值的主要有 切% 7 增长法和 “∗。 4璞
>

∀ 5增长法4简称 “% 7 法和“∗。法5
。
使用的样矗有碳酸盐沉积物

、

页壳和骨化石等
。

对

于骨化石样品测量得到的年代是样品石化过程的中间时间至今的年代
。

由于多数样品中铀含量很低
,

用 翻∗8 法测定费时长
、

误差大
,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是用

Τ∀; % 7 法测定年代
,

而将 翻∗。法作为另一种独立的方法来检验测得的样品 切% 7 年代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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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又

靠性
。

这样做的依据是
< 如果将同一个样品用 切% 7 和 ∀1 ∗。 两种方法进行测定时

,

可以同

时得到样品的 功% 7 年代和劝∗8
年代

。

在理想的情况下
,

同一个样品用这两种方法测量得

到的年代应当是一致的
。

但是
,

如果在地下永等外界条件的作用下
,

样品中铀元素发生迁

出或迁人 4统称迁移5时
,

这种迁移对于 ∀ ∗8 法年代的影响比对 脚Κ 。法年代的影响为大
,

致使用同一个样品测量得到的 翻% 7 年代和
’肚∗。年代不一致

,

这样便能判断所测样品 ∀; % 7

年代的可靠程度
,

并且可以用来判断样品真实年代的上
、

下限
。

基于样品 中铀元素迁移情

况的不同
,

在用两种方法测定同一个样品的年代时可能出现以下兰种情况
<

415 测量得到的 翻∗ 8
年代和 ∀; % 7 年代在测量误差范围内一致

<
这说 明样品石化以

后铀元素没有发生迁移
,

即% 7 年代代表样品真实年代
,

如表 中 ! Ω Ξ 3 ; )∀ 和 !Ω Ξ 3 1)

两个样品的情形
。

4 5 测量得到的样品 ∀1 ∗8
年代大于 ∀; % 7 年代

。

说明样品石化以后铀元素有迁 出
,

测

量得到的 切% 7 年代偏老
,

样品的真实年代要小于测得的 切% 7 年代
。

表 中 的 ! Ω Ξ

3 ; ; 一

样品的情况即如此
,

根据这个样品的 ∀; % 7 年代和 翻∗8
年代数据可以判定该样品

所在层位的沉积年代下限不会超过 =
2

∀ 万年
。

!Ω Ξ 3 ; ) ∀ 样品的 翻∗8 年代较 加% 7 年代偏

老一点
,

看来该样品有铀的小量迁出
,

因此样品真实年代比测得的
刀。% 7 年代 4

‘

Χ 万年5

要稍年轻一些
。

4∀ 5 测量得到的样品 ∀ ∗8 年代小于 ∀; % 7 年代 < 说明样品石化以后有铀元素迁人
,

测量得到的 ∀; % 7 年代偏年轻
,

样品的真实年代要大于测量得到的 翻% 7 年代
。

例如我们

测定许家窑遗址的 !Ω Ξ .ςς; 和 ! Ω Ξ 3 ; ; ) ∀ 两个样品时的情况
。

! Ω Ξ 3 ; ; : 一 和 !Ω Ξ 3 ; ; 3 一 两个样品因为铀含量太少或者样品本身量 太 少 难 以

用∀1 ∗8
法检验

,

考虑到它们的层位和 !Ω Ξ 3 ; 相 当
,

测量得到的 ∀; % 7 年代也相近
,

因而

可以判定这两个样品的年代
一

也是可靠的
。

三
、

讨 论 及 结 论

415 根据 ! Ω Ξ 3 ; ; ∀ 和 ! Ω Ξ 3 ; ) ∀ 两个样品的 ∀; % 7 年代数据可以认为萨拉乌苏组

上部的沉积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
,

其年代不超过三万年
。

袁宝印等认为萨拉乌苏组上部

是干冷气侯条件下的沉积物
,

那么它的时代应与玉木冰期的后冰阶相对应
。

4 5 ! Ω Ξ Ι ;
、

!Ω Ξ Ι ) ) : 一
、

! Ω Ξ Ι) ) ΤΙ 一

三个萨拉乌苏组下部样品虽然不是采

自同一地点的同一剖面
,

但是范家沟湾和杨四海湾相距很近
,

并且样品均采自距河面 9一

; 米之间
,

三个样品的 ∀; % 7年代很接近
,

都在实验误差范围之内
,

其平均年代为 Χ
2

 万

年
,

这个年代应代表此层位的人化石
、

旧石器文化
、

动物群及地层沉积的年代
。

4∀ 5 根据 !Ω ΞΙ) ) ∀ 及 !Ω ΞΙ一;
、

!Ω Ξ Ι) ) : 一 、 !Ω Ξ 3 ; ; 3 一 四个年代数据可以

认为
,

萨拉乌苏组下部的沉积时代为距今 ∀一 9 万多年之间
。

4Χ 5 在滴哨沟湾与米浪沟湾之间的萨拉乌苏组下部沉积物厚约 Χ; 一Χ9 米
,

由于人化

石
、

旧石器和动物化石的出土层位高低不同
,

它们在时代上也会有先后
。

在均匀沉积的假

设下估算这一层的沉积速率为每千年
2

米
,

用此速率可以估算出不同层位出土的 化石

和旧石器文化层的年代
。

例如表 1 中杨四沟湾距河面 3 米处的人骨化石年代应为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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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万年左右
。

迄今这一地区采 自原生地层的人化石和旧石器均在萨拉乌苏组下部
,

杨四沟湾距河

面3 米处出土的这件人化石又是层位最高的
。

因此
,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认为河套人和萨

拉乌苏文化的年代为距今 ∀
2

:一 9 万年左右
。

4力 袁宝印根据抱粉
,

水溶性盐成份和含量及动物化石等资料认为萨拉乌苏组下部

是在比较温暖的时期沉积的
,

并认为处于庐 山4里斯 5一大理4玉木5间冰期
,

一般认为玉木

冰期开始于距今 : 万年左右
,

根据本文铀子系法测得的数据
,

看来下层沉积物主要是在玉

木冰期中的间冰阶时期形成的
。

本工作得到董光荣
、

卫奇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

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

4  9 年 月 ; 日收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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