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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2012 年在东秦岭丹江上游商丹盆地（商洛 - 丹凤盆地）第三级阶地顶部黄土堆积地层中新

发现 9 处旷野旧石器地点，采集石制品 211 件，部分石制品直接采自遗址黄土地层剖面上。加工石制品

的原料来自于丹江河床的石英质砾石，其次是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砾石，砂岩、火山岩和硅质灰岩等砾石

原料偶尔被使用。早期人类主要采取锤击法直接剥片，砸击法剥片技术也被使用，碰砧法剥片可能只是

在偶尔的情况下才被采用。石核和石片以自然砾石台面者居多。石制品种类有石锤、石核、石片、工具

和断块及碎片屑。工具中砍砸器数量最多，其次是大型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的重型刮削器与小型刮削器，

石器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石球、手斧和手镐，商丹盆地的石制品可视为含阿舍利（Acheulian）器物组合类

型的石器工业。根据遗址的黄土 - 古土壤地层序列，初步判断商丹盆地丹江第三级阶地旧石器地点埋藏

石制品的黄土 - 古土壤地层时代为中更新世中晚期，在获得地层绝对测年结果之前，石制品年代可暂置

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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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丹江是汉江左岸一级支流，发源于东秦岭凤凰山南麓，流经陕西、河南后，在湖北

丹江口市汇入汉水。丹江全长 443km，其中在陕西境内流长 243km。整个丹江流域为山
区河道，陕西商洛市二龙山以下程家坡至丹凤县日月滩之间近 60km的河段地处东秦岭指
状山系第二列蟒岭与第三列流岭之间的商丹断裂带。丹江穿流于商州—丹凤地堑，河道
比降 3‰，河宽 150~250m，谷宽 1000~3000m。河道迂回曲折，谷宽丘浅，形成一系列比
较开阔的弯道盆地，被统称为 “商丹盆地 ”。 商丹盆地呈矩形状，作北西西向延伸。盆地
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7.8~13.9℃，年均降水量 710~930mm。沿
丹江河谷两岸人烟辐辏，村镇鳞次栉比，自古为连接关中和中南各省区的水陆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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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80 年代，丹江下游河南和湖北两省即发现了不少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存
[1-9]

。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的相继建设，丹江下游丹江口水库淹没

区旧石器遗址调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已确认的旧石器遗址不少于 100 处，经过系统

发掘的旧石器遗址达 20 余处以上
[10-24]

，这些发现对了解东秦岭地区古人类和旧石器工业

面貌以及研究中国南北旧石器工业发展与演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下游丹江口地区卓有成效的工作相比较，丹江上游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则显得

相对薄弱。1995 年，在丹江上游左岸支流板桥河流域腰市盆地第二和第三级阶地曾发现

4 处旷野旧石器地点，发现石制品 870 件
[25]
，之后，在商丹盆地商洛市东龙山和丹凤县古

城镇附近第三级阶地黄土地层中曾采集到少量石制品（未报道）。另外，2006 年在配合

312 国道蓝田—商洛段和 211 国道商洛—漫川关段两条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在商洛市区

西南、商丹盆地西部杨峪河镇王涧村南秦川河（丹江右岸支流）第二级河流阶地上和山阳

盆地十里铺乡丰水河（丹江右岸支流）流域鹃岭发现两处旷野旧石器地点，分别采集石制

品 9 件和 33 件
[26]
。2011~2012 年，秦岭地区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在商丹盆地新发现 9 处

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图 1），采集石制品 211 件。本文是对新发现的 9 处旧石器地点石

制品和埋藏黄土堆积地层的初步研究结果。

2 商丹盆地新发现旧石器地点的黄土地层和年代

商丹盆地内的地貌为早白垩纪和第三纪红色砂页岩组成的丘陵和第四纪时丹江及其

支流河流阶地组成的河谷川塬。沿丹江干流及支流河谷第二级至第四级阶地上一般发育有

第四纪期间形成的黄土堆积，其中第四级阶地上的黄土堆积因受后期强烈的地表流水侵蚀

作用影响，阶地面已残缺不全；第三级阶地上堆积的黄土地层比较连续，厚度较大，依所

处位置不同，在河谷最宽阔地段的阶地川塬面上，黄土堆积地层最大厚度可达 20m 左右。

根据野外考察时对各旧石器地点的观察，第三级阶地上一般发育了 5 层左右的黄土和与其

相间的古土壤条带；丹江第二级阶地上覆盖着第 1 层古土壤 (S1) 和第 1 层黄土 (L1)，在

地层出露较好的地段可观察到第 2 层古土壤 (S2) 和第 2 层黄土 (L2)[26]
。受地形条件的限

制或影响，商丹盆地黄土堆积过程中明显受到了地表流水作用的影响，部分地段的黄土和

古土壤层中夹杂洪积的、分选性较差的细小角砾或砂层，一些层位的黄土堆积明显被水浸

泡过，土色呈灰绿色。

2011~2012 年调查采集到石制品的 9 处旧石器地点均为旷野地点，除庙口（SDP01）
和王涧 II（SDP02）两处地点分别位于丹江支流秦川河左右两侧第三级河流阶地上之外，

其余 7 处地点全部位于商丹盆地丹江干流两岸第三级河流阶地上（图 1）。9 处地点的石

制品均直接采自于砖厂制砖机周围或者暴露的黄土地层剖面上。

2011 年 7 月，在商洛市白杨店地点 (SDP06) 所观察到的黄土地层堆积剖面厚度接近

8.0m，可划分为 9 层（土壤干燥状况下），自上而下依次为 ( 图 2a)：
第 1 层：红棕色粉砂质粘土层，强古土壤条带。有黑色氧化锰斑，根系发育，多虫孔，

厚 1.40~1.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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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层：黄棕色粉砂质黄土层。黑色氧化锰斑，有虫孔，根系发育，团状结构，厚
0.65~0.80m。

第 3 层：橙黄色砂质粘土，古土壤条带。有黑色氧化锰斑，团状结构，厚 0.50~0.60m。
第 4 层：灰色粉砂质黄土层。局部有淋浴性胶膜瘢痕，有黑色氧化锰斑，厚 0.50~0.70m。
第 5 层：红棕色粉砂质古土壤条带。Fe、Mn 胶膜发育，具孔隙，剖面可见石制品 ( 图

2b，即图 2a 方框位置 )，厚 1.20~1.45m。
第 6 层：黄灰色粉砂质土，厚 0.50~0.75m。
第 7 层：暗黄灰色粉砂质粘土，弱化的古土壤条带，厚 0.20~0.40m。
第 8 层：灰绿色砂质土，有淋浴性胶膜瘢痕，厚 0.65~0.85m。
第 9 层：弱化的暗黄灰色砂质古土壤条带，厚 0.45~0.60m。未见底。

3 石制品分析

 表 1 和表 2 分别是商丹盆地 9 处旧石器地点石制品原料构成和器物类别。下面对 9
处旧石器地点的石制品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3.1 商州市庙口地点 (SDP01)
庙口地点位于商洛市杨峪河镇银明村庙口砖厂，该地点采集石制品 14 件，石制品中

包含 10 件石英制品、3 件石英砂岩制品和 1 件硅质灰岩制品。器型包括 1 件石锤、7 件石

核、3 件石片，工具是 2 件石球，另外还有 1 件断块。

石锤为一近似长方体形的、部分地方有一些小石片疤痕的硅质灰岩砾石。石核全部

图 1 商丹盆地新发现旧石器地点地理位置
Fig.1  Plan of new open-air sites in the Shangd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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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发现旧石器地点石制品原料构成
Tab. 1  Raw material frequency corresponding to the sites

遗址名称 地理坐标
海拔

（m）
阶地
序列

石英 石英岩
石英
砂岩

砂岩 火山岩
硅质
灰岩

数 量/%

庙口（SDP01） N33°52′4.5″，E109°51′54.8″ 768 3 10/71.43 3/21.43 1/7.14 14/100
王涧II（SDP02） N33°51′22.4″，E109°52′54.0″ 756 3 10/90.91 1/9.09 11/100
东龙山（SDP03） N33°50′45.8″，E109°58′6.8″ 698 3 1/33.33 1/33.33 1/33.33 3/100
张村（SDP04） N33°47′55.4″，E110°02′51.9″ 676 3 14/73.68 3/15.79 2/10.53 19/100
唐塬（SDP05） N33°47′45.4″，E110°03′38.5″ 678 3 9/64.29 4/28.57 1/7.14 14/100
白杨店（SDP06） N33°46′54.0″，E110°05′4.9″ 660 3 26/39.39 29/43.94 9/13.64 1/1.52 1/1.52 66/100
刘一村（SDP07） N33°44′28.9″，E110°10′19.0″ 629 3 5/83.33 1/16.67 6/100
两岭（SDP08） N33°43′1.5″，E110°14′13.8″ 602 3 9/64.29 5/35.71 14/100
棣花 (SDP09） N33°44′2.1″，E110°11′1.9″ 624 3 54/84.38 7/10.94 2/3.13 1/1.56 64/100
总  计 （%） 138/65.40 50/23.70 16/7.58 2/0.95 2/0.95 3/1.42 211/100

注：单元格内“/”之前为石制品数量，之后为其所占百分比。

为锤击法剥片石核。3 件石核直接利用自然砾石台面剥片，另外 4 件为修理台面石核。3
件石英石片均为锤击石片，1件为自然砾石台面，两件为修理台面。几件石片均为小型石片。

工具仅石球一类。两件石球的原料分别为石英岩和石英砂岩，都是剥片后的圆形石

核石球（图 3：3），球体上都遗留有部分自然砾石面，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数据接近。

3.2 王涧 II 地点 (SDP02)
王涧 II 地点位于商洛市杨峪河镇附近，该地点采集石制品 11 件，石制品中包含 10

件石英制品和 1 件石英岩制品。器型有 10 件石核和 1 件断块。10 件石核全部为自然砾石

台面石核。

3.3 东龙山地点 (SDP03)

图 2 白杨店地点地层堆积剖面 (a)                                          
和暴露的石制品 (b)

Fig.2  Loess-paleosol stratigraphy (a) and 
the artifact (b) in situ in the Baiyangdian site 

(SD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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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龙山地点位于商洛市东约 2km，是整个商洛地区发现石制品最早的地点。早在

1995~1996 年间，就在该地点采集到长度近 200mm 的大型石英岩石片。本次调查在该地

点采集到石制品 3 件，其中石锤、石片和重型刮削器各 1 件。重型刮削器 (SDP03：02) 为
自然砾石台面的毛坯石英石片向两面修理而成，刃角很陡（图 3：9）。

3.4 商州市张村地点 (SDP04)
张村地点共采集石制品 19 件，此外还从遗址暴露的黄土地层剖面上采集到包含在钙

质结核中的动物肢骨化石1段。石制品包括14件石英制品、3件石英岩制品和2件砂岩制品。

器型有石核 10 件、石片 4 件（含 1 件破裂的右半边石片）、工具 1 件和断块 4 件。

10 件石核全部为自然砾石台面。石核中有 4 件特征明确的砸击石核。3 件完整石英

石片中有 2 件尺寸大于 100 mm 的大型石片。一件石英石片表现出明显的碰砧法剥片特征，

如宽度大于长度、自然砾石台面、远端有一与剥片台面平行的自然面，显示其原始的剥片

石核为扁平砾石石核。张村地点唯一一件工具为将厚重的石英毛坯石片远端和左侧刃缘向

两面二次修理成凸刃的重型刮削器。

3.5 唐塬地点 (SDP05)
唐塬地点采集石制品 14 件，其中唯一的一件石英石片采自于距地表深度约 4.5m 左

右的地层剖面上。石制品中包括石英岩制品 4 件、石英制品 9 件、石英砂岩制品 1 件。器

型有石核 6 件、石片 1 件，7 件工具中包含砍砸器 5 件、手斧和手镐各 1 件。

6 件石核中，5 件为自然砾石台面，一件石核为自然砾石和修理的混合台面。5 件石

核为锤击石核，另外 1 件是砸击石英石核。石英石片为自然砾石台面，尺寸很小，是锤击

法连续剥片的产物。

5 件砍砸器均以石英岩砾石为原料。4 件砍砸器的刃缘向一面加工（SDP05：01；
SDP05：11）（图 3：1-2），1 件砍砸器（SDP05：12）的刃缘为两面加工而成（图 3：4）；

手斧 (SDP05：07) 由石英岩砾石加工而成，器身宽短，两侧刃缘两面加工，柄部保留大部

分自然砾石面（图 3：6）；手镐 (SDP05：13) 由石英岩砾石加工而成，两侧刃缘全部单

面加工，柄部保留部分自然砾石面 ( 图 3：7)。

表 2 不同旷野地点石制品的构成
Tab. 2  Inventory of the lithic assemblages in eight open-air sites

遗址名称 石料 石锤 石核 石片
工     具

片屑/断块 数量/%
手斧 手镐 砍砸器 石球 刮削器

庙口（SDP01） 1/7.14 7/50.00 3/21.43 2/14.29 1/7.14 14/100
王涧II（SDP02） 10/99.91 1/9.09 11/100
东龙山（SDP03） 1/33.33 1/33.33 1/33.33 3/100
张村（SDP04） 10/52.63 4/21.05 1/5.26 4/21.05 19/100
唐塬（SDP05） 6/42.86 1/7.14 1/7.14 1/7.14 5/35.71 14/100
白杨店（SDP06） 2/3.03 32/48.49 17/25.76 1/1.52 8/12.12 1/1.52 1/1.52 4/6.06 66/100
刘一村（SDP07） 3/50.00 3/50.00 6/100
两岭（SDP08） 8/57.14 4/28.57 1/7.14 1/7.14 14/100
棣花(SDP09） 21/32.81 22/34.38 1/1.56 4/6.25 4/6.25 12/18.75 64/100
合 计（%） 2/0.95 1/0.47 98/46.45 55/26.07 2/0.95 2/0.95 18/8.53 3/1.42 8/3.79 22/10.43 211/100

注：单元格内“/”之前为石制品数量，之后为其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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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白杨店地点 (SDP06)
白杨店地点是商丹盆地采集石制品最多的两个地点之一。2010~2011 年田野调查中，

在砖厂取土场内共采集石制品 66 件，其中从暴露的地层剖面上直接采集石片 2 件（图 2）。

石制品包括石料 (n=2，3.03%)、石核 (n=32，48.49%)、石片 (n=17，25.76%)、修理的工

具 (n=11，16.67%) 和断块 (n=4，6.06%) 等 5 类；10 件工具中包含砍砸器 8 件，手斧、石

球和重型刮削器各 1 件。石制品加工所用原料种类有石英 (n=26，39.39%)、石英岩 (n=29，
43.94%)、石英砂岩 (n=9，13.64%)、花岗岩 (n=1，1.52%) 和硅质灰岩 (n=1，1.52%)。

白杨店地点石核数量较多。17 件石核的尺寸在 100mm 以上，其中最大的一件石英岩

石核具有明显的碰砧法剥片石核的特征；而最小的石核则为一件砸击石英石核 (SDP06：
66)，该石核台面为素台面，与楔状细石核极为类似 ( 图 3：12)；32 件石核中 30 件（93.75%）

是单自然台面或者两个及两个以上自然砾石台面的石核。石核中只有 2 件修理台面的素台

面石核，占石核总数的 6.25%；石核中有 4 件为特征明确的砸击石核，1 件碰砧石核，其

余为锤击法剥片石核。

17 件石片均为完整石片，其中尺寸大于 100mm 者 9 件，介于 50~100mm 之间的中

型石片共6件，两外2件石片是长宽尺寸小于50mm的小型石片。石片全部为自然砾石台面，

其中有 2 件石片表现出一定的碰砧法剥取石片的特征，1 件石片为砸击石片，其余 15 件

石片可能全部为锤击石片。

工具方面，8 件砍砸器中刃缘单面加工者 3 件，双面加工者 5 件；8 件刮削器中重型

刮削器占 4 件；手斧 (SDP06：35) 为石英砾石两面修理而成的原形手斧，器身宽短，厚度

较大 ( 图 3：8)；石球为周身分布砸击疤痕的石英砾石。

3.7 刘一村地点 (SDP07)
刘一村采集石制品 6 件。石制品包括石英岩制品 4 件、石英制品 1 件。器型有石核 3

件、完整石片 3 件。石核均为利用自然砾石台面剥片的锤击石核。石片为自然砾石台面的

锤击法剥片产品。

3.8 两岭地点 (SDP08)
两岭地点位于丹凤县棣花镇以西，该地点采集石制品 14 件，其中两件石片分别采自距

地表 5.2m 和 6.5m 的地层剖面上。石制品包括 9 件石英制品和 5 件石英岩制品。器型有石核

8 件、完整石片 4 件（含 1 件不完整石片近端部分），2 件工具分别是砍砸器和刮削器。

8 件石核中最大一件为两面剥片的饼状石核，其余 7 件石核均为自然砾石台面石核。

石核中有两件特征明确的砸击石核。工具中砍砸器刃缘单面加工，刮削器刃缘为向毛坯石

片的劈裂面修理，刃缘形态为凸刃。

3.9 棣花地点 (SDP09)
 棣花地点位于丹凤县棣花镇西北，该地点是调查中采集石制品最多的两个地点之一。

2010~2011 年田野调查中，在棣花砖厂内采集石制品 64 件。石制品原料种类有石英 (n=54，
84.38%)、石英岩 (n=7，10.94%)、石英砂岩 (n=2，3.13%) 和硅质灰岩 (n=1，1.56%)。器

物类型包括石核 (n=21，32.81%)、石片 (n=22，34.38%)、修理的工具 (n=9，14.06%) 和断

块 (n=12，18.75%) 等 4 种；石片中含完整石片 19 件，占石片总数的 86.36%；不完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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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商丹盆地的石制品
Fig.3  Lithic artifacts from Shangdan Basin

1-2、4、10. 砍砸器 (choppers，SDP05：01，SDP05：11，SDP05：12，SDP09：23)；3. 石锤 (hammer stone，SDP01：10)；

5、7. 手镐 (picks，SDP09：38，SDP05：13)；6，8. 手斧 (hand-axes，SDP05：07，SDP06：35)；9. 重型刮削器 (heavy-duty 

scraper，SDP03：02)；11. 刮削器 (scraper，SDP09：51)；12. 石核 (core，SDP06：66)

片 3 件，占石片总数的 13.64%；9 件修理的工具中包含砍砸器 4 件、手镐 1 件，刮削器 4 件。

棣花地点的 21 件石核中，6 件石核的尺寸在 100mm 以上。17 件石核（80.95%）

为直接利用自然砾石面为台面剥片的单台面或者两个及两个以上台面的石核，3 件石核

（14.29%）为自然砾石台面和修理台面的混合台面石核，只有一件石核（4.76%）为修理

的棱脊台面；石核中有 4 件特征明确的砸击石核（19.05%），其余全部为锤击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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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件完整石片中，长度或者宽度大于 100mm 者 4 件，占石片总数的 21.05%，介于

50~100mm 之间的中型石片共 13 件，占石片总数的 68.42%，2 件石片（10.53%）是长宽

尺寸小于 50mm 的小型石片；石片中自然砾石台面者 15 件（78.95%），其余 4 件为修理

棱脊台面石片（21.05%）；19 件完整石片中 3 件（15.79%）为砸击石片，其余 16 件石片

（84.21%）全部是锤击石片。3 件不完整石片中，含半边石片和远端及近端断片各 1 件。

工具方面，4 件砍砸器中的 3 件刃缘两面加工而成，另外 1 件（SDP09：23）为单面

加工（图 3：10）；4 件刮削器中含重型刮削器 1 件，3 件轻型刮削器均为石英制品。刮

削器刃缘双面修理者 1 件，而刃缘向毛坯石片劈裂面和背面方向修理者（SDP09：51）各

1 件（图 3：11）；仅有的一件手镐 (SDP09：38) 由很薄的大型硅质灰岩石片两面交互修

理而成，器身一面保留大部分自然砾石面 ( 图 3：5)。

4 小 结

商丹盆地新发现的 9 处旷野旧石器地点无论是遗址数量还是石制品数量都很有限，

但毕竟较前一阶段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遗址地层和石制品的年代方面，根据黄土地层的

特点和黄土 - 古土壤序列，以前在丹江上游左岸支流板桥河流域腰市盆地第三级阶地地点

所见石制品被置于中更新世，而第二级阶地黄龙架地点的时代被置于晚更新世
[25]
；在丹

江流域商丹盆地王涧地点（丹江右岸支流南秦河与丹江交汇地带附近）和山阳盆地鹃岭地

点所见黄土地层上部的两条古土壤层，时代应不晚于典型黄土沉积地层的第 1 层古土壤

(S1) 和第 2 层古土壤 (S2)，两处地点地层中采集的石制品至少不晚于距今 7~8 万年
[26]
，

由于两地下部的第 2 条古土壤条带中同样包含石制品，遗址中石制品出现的时代当不晚于

距今 17~18 万年左右
[27]
。商洛市西北二龙山以下金鸡塬等地丹江第三级阶地上的黄土剖

面进行的古地磁测定结果都显示正极性
[28]
，表明商丹盆地丹江第三级阶地上的黄土是在

进入布容正极性阶段后堆积的，形成年代在距今 0.78Ma 以后
 
。根据调查过程中对遗址黄

土堆积地层的观察分析，丹江第三级阶地旧石器地点的时代以中更新世中晚期为主，石制

品的年代可以暂时置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随着丹江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陆续被发

现，这些遗址准确的年代位置问题可望通过进一步科学的测年结果来验证。

丹江上游商丹盆地旧石器地点石制品均出自于中国南北自然地理过渡地带山间盆地

河流阶地上的黄土 - 古土壤地层序列中。商丹盆地丹江第三级阶地金鸡塬黄土剖面在地层

结构、磁化率以及粒度和地球化学特征反映的东秦岭数个湿热 - 干冷气候旋回与黄土高原

区典型黄土剖面的气候变化记录以及深海沉积氧同位素气候阶段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28]
。

黄土层中的草本植物花粉含量相对较古土壤层中者为高，而木本植物花粉含量相对较古土

壤层中者为低。从孢粉组合来看，秦岭黄土堆积时的植被一般为森林草原型或草原森林

型，气候较寒冷但偏湿，古土壤发育阶段的植被一般为夏绿阔叶林型，表现出暖温带气候

特点
[28-29]

。所以，无论是黄土堆积时期，还是古土壤发育时期，秦岭山地的气候都较黄土

高原地区湿热，这些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
[28-33]

。

从石制品加工的原料方面分析，商丹盆地的早期人类主要就地取材，利用来自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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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滩的石英砾石为原料加工石制品，其次使用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砾石加工石制品，而砂岩、

火山岩和硅质灰岩等砾石偶尔被使用（表 1）。早期人类多使用石英岩等石料加工大型的

工具，用石英加工小型工具。这一点与以前丹江上游发现石制品较多的第二级阶地地点差

别不大，可以看出，古人类使用类似的原材料加工石制品，随时代变化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

从石制品加工技术方面着眼，石核和石片均以自然砾石台面者居多。剥片以锤击法直接剥

取石片为主，砸击法也被使用，而碰砧法剥片技术可能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才被采用。石

制品组合关系上，商丹盆地第三级阶地地点除了石核、石片和断块、碎片屑以及石锤之外，

工具组合中砍砸器数量最多，其次是以大型石片为毛坯加工修理而成的重型刮削器，小型

刮削器、石球、手斧和手镐有一定的数量（表 2）。尽管商丹盆地目前尚未见到典型的大

型石片加工而成的薄刃斧，但这里确实也不乏手斧、手镐、石球以及大型石片加工而成的

重型刮削器等器物，石器工业面貌与下游丹江口库区 [11-24]
、洛南盆地

[34-37]
、汉中盆地

[38-46]
、

秦岭北麓的蓝田地区
[47-52]

以及百色盆地
[53-61]

类似，商丹盆地发现的旧石器仍然可以看作

是含阿舍利（Acheulian）类型器物的石器工业组合，该类器物在商丹盆地的发现说明，

中更新世以来以手斧和手镐等为代表的器物在中国秦岭山区普遍流行，这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认识整个秦岭地区旧石器工业的面貌和传统。

致谢：赵建绘制石制品线图 , 朱芳莹协助绘制图 1,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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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tween 2010 and 2012, Nine Paleolithic open-air sites were identified and 211 
stone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hangdan Basin (Shangluo-Danfeng Basin) in the eastern 
Qinling Mountains, central China. These newly discovered sites are distributed on the third 
terrace of the upper Danjiang River valley. The in situ lithic artifacts buried in the aeolian silt 
loess deposits with loess and paleosol alternations at the third terrace in the sit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oess stratigraphy, the age of buried lithic artifacts layer is no earlier than 780ka BP, it 
spans approximately from 780ka to 200ka BP.

The lithic assemblag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stone artifacts were made of local raw materials 
which came from the pebbles/cobbles of the Danjiang River. They were procured, transported, 
and used by early hominines at these locations. Hominines selected a variety of raw materials for 
tool manufacture, however the preference was given to isotropic pebbles/cobbles such as quartz, 
quartzite, and greywacke. Sandstone, igneous rock, and silicon limestone were infrequently used 
for tool manufacture. The main percussion techniques that were used are direct hard hammer 
percussionandbi-polartechniques.Thecoreandflakeplatformsaredominatedbycorticalsurfaces.
Thestoneartifactsconsistofhammerstones,cores,flakes,retouchedtoolsandflakingdebris.Tools
include a variety of Mode I “chopper-chopping tools” such as choppers, spheroids and scrapers, In 
addition,ModeIIAcheulian-likestoneartifactssuchashand-axesandpickswereidentifiedaswell.
The lithic artifacts morphology and tool composition in these open-air sites of the Shangdan Basin 
share some common features with the open-air sites in South China, such as the Luonan Basin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Bose Basin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t represents 
Acheulian-like lithic industry with presence of retouched heavy-duty and light-dut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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