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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埋藏学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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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位于长江下游南侧支流水阳江两岸的海拔 67 一 77 米岗地和冲积扇

上
,
包括十六个石器地点

。

已知它们沿河流分布在长 <7 公里
,
宽 7 公里的范围内

。

文化层的

剖面结构与北方黄土十分相似
。

沉积学研究结果除底部堆积外
,

其余原生沉积的成因都是风

成的
。
沉积时间延续了六

、

七十万年
。
石制品为原地埋藏

,

常伴砾石产出并相对集中
。

工具以

砍器为主
。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很可能是一群原始人的生活圈 5)∗
= ∗> ? ≅∋ ∋ Α /“Β

9
。

近年来
,

在长江下游南侧支流水阳江两岸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群
,

具有分布范围广
,

时

代延续长
,

石器类型较为特殊的特点
。  : < 年 以来几次调查和试掘

,

使我们对该地的旧

石器埋藏情况及古环境特点有了较多的了解5房迎三
,  : : 9

。

一
、

地貌和沉积地层

水阳江发源于安徽省和浙江省交界的天 目山脉
。

自东南向西北流经安徽省宁国县
、

宣州市和当涂县
,

然后注人长江
,

全长约 77 公里
。

它汇集了天 目山脉和黄山山脉的部分

来水
,

中游辗转在海拔 ”一 77 米左右的丘陵岗地之间
,

下游横贯低洼的牙区
。

水阳江 自宁国县城河沥溪镇以下进人宣5州 9南5陵9中生代断陷盆地
。

盆地中有一套

厚 7 7 7 余米的紫红色含砾细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
,

它们构成了河流两岸相对高差 Χ一 7

米和 7 一 67 米的两级台地的基座和相对高差 <7 米以上的低丘
。

目前已发现的石器地点分布在水阳江中上游及其支流的两岸
,

东经 : “ Δ7
’

一  “ ,

北纬 6 7 “ 6 7
‘

一 6 。 ,

分布范围长约 <7 公里
,

宽约 7 公里5图 9
。

各石器地点之间相距远

者 7 多公里
,

近者仅几百米
。

例如向阳地点 5! 1 : < ΕΔ 9和黄土坡地点 5! Β : : 7 : 9 隔河相

望
,

高度相近
,

水平距离不足 7 7 7 米
。

现在年平均温度 8 ℃
,

年降雨量 Δ 7 7 毫米以上
。

根据对古气候学的研究
,

从早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
,

这里的气候发生过多次波动
,

但在

早
、

中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里
,

气候都比现在温暖5杨怀仁等
,  : Χ 9

。

 : : 年
,

对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中最有代表性的向阳地点进行了试掘
,

发掘剖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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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分布图9图中序号与表 3 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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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米
,

顶端海拔为 /2 米
,

连 同下伏的砾石层和基岩基座构成相对高差 ∃2 一 . 米的岗

地
。

根据堆积物的沉积构造
、

颜色
、

灰白色网纹的性状变化和层间接触关系等
, ∋∋ 米厚的

堆积可以分为 ∋2 个小层
, 8 个层组

。

除表面的第 3 层外
,

以下每个层组均 由上部的古土

壤层和下部的母质层组成
,

二者之间为过渡关系
,

但各层组之间均有侵蚀间断面
。

其中第

层组 9第 / 层 0缺失古土壤层 4 第 2 层组 9第 Λ 层 0 已基本上没有了未经成土作用的母质

层 4 最下部的第 8 层组则由紫红色粉砂质粘土与较厚的砾石层组成 9图 ∃ 0
。

小层的第 ∃

层至第 & 层为下蜀黄土
,
Λ 至 ∋/ 层属于网纹红土

。

二
、

石制品的分布

已发现的 ∋& 个旧石器地点
,

依石制品出土地貌分为三种类型
(

9 30 石制品出自砖瓦厂的取土场
,

计 ∋∃ 处
,

占全部石器地点的百分之七十五
,

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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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宣州市向阳旧石器地点 5! 1 : < ∋ Δ 9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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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经过试掘
。

5 9 石制品 出自开挖公路
、

房基等的人工剖面
,

处
。

56 9 石制品出自雨水侵蚀后的地表
,

处
。

调查表明
,

石器地点都分布在河道两旁
,

海拔 67 一 77 米
,

相对高度 7 一 Χ7 米的岗地

上
。

岗地的下部常有冲积砾石层
,

它为古人提供了制作石器的原料
。

各地点出土石制品的数量差别很大
,

多者达上千件
,

少者仅 / 件
。

这主要取决于各地

点石制品的原始埋藏量
。

例如取土规模相同
,

取土深度相近的 ! Β : : ∋ 8
、
! Β : : 7 <

、

! Β : : 7

三个地点
,

采集到的石制品数量差别很大
。

另一方面
,

各地点的取土量和深度也是决定石

制品数量的重要原因
。

规模大的砖瓦厂发现的石制品较多
,

规模小的砖瓦厂发现的石制

品较少
。

如向阳地点的取土场面积达 < 7 7 7 7 平方米
,

取土深度平均约 < 米
,

最深达十余

米
,
产出石制品近 Χ 77 件

。

砖瓦厂的历史长短对石制品的产出数量关系不大
。

因为那些

经年累月从地层中采出的石头包括石制品
,

绝大多数已被 当地的村民运走它用
,

一些新砖

瓦厂的石制品数量 已经超过了老厂 5表 /9
。

石制品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0

在水阳江中上游两岸已调查的地点中
,

只有不到百分之

五十发现了石制品
。

8 个石器地点中的大多数石制品数量少于 7 件
,

仅百分之二十五

的地点为 7 件以上
。

其中向阳地点的石制品最为丰富
,

似乎是整个旧石器地点群的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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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各地点
Σ

统计表

序号 编 号 点
石器数量

5件9

海拔高度
5Κ 9

石器分布地点

! ∃ : <7

! ∃ : < 7

! ∃ : < 7 6

! 1 : < 7 Δ

! ∃ : < 7 Χ

! 1 : < 7 8

! 1 : : 7 6

! 1 : : 7 Δ

! 1 : : 7 8

! 1 : : 7 <

! 1 : : 7 :

! 1 : : 7  

! 1 : : 7

! ∃ : :

! ∃ : :

! 1 :  :

宁国县河沥溪镇英雄岭

宁国县砖瓦厂

宁国县百货公司纺织品仓库

宣州市向阳砖瓦厂

宁国县罗溪砖瓦厂

宣州市夏渡砖瓦厂

宣州市邱林砖瓦厂

宣州市双河第一砖瓦厂

宣州市夏渡第二砖瓦厂

宣州市黄渡砖瓦厂

宣州市鲁溪黄土坡

宣州市敬亭砖瓦厂

宣州市原司法局砖瓦厂

宁国县竹峰安冲

宁国县河沥溪镇砖瓦厂

宣州市团山乡第二砖瓦厂

约 Χ 7 7

约 7 7

/

Δ

6

约 7 7

Χ

<

Δ

: 7

: 7

: 7

Δ Χ

8 7

6 7

8 6

斗Χ

6 7

:

Δ  

Χ7

Χ 7

8 7

7 7

6 7

岗地 石器 出自公路剖面

岗地 石器出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出自建房挖土剖面

岗地 石器出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 出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 出自取土场

冲积扇 石器出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出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出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出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出自冲沟

岗地 石器出 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出 自取土场

岗地 石器出自取土场

冲积扇 石器出 自冲沟

岗地 石器出 自取土场

>
,勺工,Τ乙

0

暇户孟Υ,几
‘0二,人,‘0工‘几‘

Σ 目前只试掘一处
,
故大部分地点的石器确切的出土层位不清

。

向阳地点的试掘初步揭示了石制品在地层中的分布情形 9 。 试掘开挖两条各 6 Β 巧

平方米的探沟 5#
; 、

#Χ 9和三个分别为 6 Β Μ ,
8 Β 8 和 8 Β /∋ 平方米的清理探方 5#

/

一

#
6

9
,

挖掘土方 立方米
。

地层 中出土了 Δ 件标本
,

其中有明显的人工痕迹的标本

<  件
,

平均每方土发现石制品 70 78 件
。

在主要探沟 #
;

和 # ,
中

,

出土标本 7Χ 件
,

有明

显人工痕迹的 8 件
,

分布于除顶部表土和底部砾石层之外的各层中
。

出自下蜀黄上5第

一Δ 层组 9的石制品 6 件
,

出自网纹红土 5第 Χ一  层组 9 的石制品 6: 件5表 9
。

石制品

在各层的分布不尽相同
,

比较集中的层位是第二
、

五
、

六
、

七层组
。

我们还在制砖取土的现

场多次观察到石制品集中出土的现象
,

有时在几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十几件甚至几十件

石制品和砾石出现
,

甚至叠置在一起
。

在清理探方 # 6

:7 平方米的范围内
,

层厚 7
0

Δ一 7
0

:

表 向阳地点 5! Β : < 7 Δ 9 #
Δ 、

#
,

石制品出土情况统计表

层 组 岩 性 厚度 5Κ 9
方量
Κ 6 石制品5件9

平均含量

5件 Η Κ
,

9
土‘

8一<

:

 5不含砾 石层9

粉砂质粘土

粉砂质粘土

粉砂质粘土

粉砂质粘土

粉砂质粘土

粉砂质粘土

粉砂质粘土

7
。

8一 Δ
。

6

7一 7
。

:

7
。

一 /
。

Χ

7一 7
。

Χ Χ

/
。

Χ一斗
。

6

0

Χ一 6
0

6

7
。

6 Χ一
。

8

<

斗<

/ 8

6

8<

7  

合 计 7 , 6

/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安徽省宣州市向阳旧石器地点试掘简报5待刊 9∋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米
,

就发现 8 件石制品
,

平均每方土 7
0

66 件
。

地层中埋藏的标本有人工和自然的作用
。

如 Β Β :: #
;  ! 和 ∀ ∀ ## ∃ %  # ,

锤

击石片
,

出自第六层组
。

两件标本出土时位于一点
,

显示该层未受到后期侵扰
。

标本可以

拼接
,

连接处有一个共同的打击点
,

可能是在同一次打击中崩裂的两件石片
。

拼接面 已经

浸染成土红色
,

说明破裂的时间已相当久远
。

另三件标本 & & ## ∃ ∋  ( 、 & & ## ∃ ∋  ) 和 & & ## ∃ 、  ∗ ,

为破碎的石块
,

也出

自第六层组
。

标本稍有风化
,

出土时分布在半径 +米的范围内
,

深度相差 (, 厘米
。

三件

标本可以拼接为一块四分之三大
、

磨圆度 − 级的砾石
。

据石片疤痕推断应该还有 另外
)一 . 件石块散落

。

碎石块的破裂面没有水磨的痕迹
,

也没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
。

它们的

破碎和位移主要可能是 自然作用 / 土屑蠕动和土溜等的作用 0
,

也不能排除与人工作用有

关 / 如建筑 0
。

三
、

沉积物的成因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多数地点的底部
,

都有一层厚度不等的砾石层
。

在向阳地点
,

砾

石层厚近 (1 米
,

胶结坚硬
。

与夹杂的砂和粘土一起已经网纹化
。

砾石的磨圆很好
,

磨圆

度多为 川一+2 级
,

砾径 ,一 (3 厘米
。

砾石层内不包含石器
。

砾石层具层理
,

有些地点与

砂混合构成明显的交错层理
,

可以确定为河床冲积物
。

但在个别地点如宁国县河沥溪镇

砖瓦厂 / 4 5 # # () 0
,

砾石层中有相当数量的巨砾
,

砾径最大可达 31 厘米
,

磨圆稍差
,

应为

山前冲 /洪 0积扇
。

在砾石层之上
,

有一层紫红色粉砂质粘土层
,

厚 1
6

#一 ( 米
,

自下而上由

粗变细
,

相当于河漫滩相
。

砾石层和河漫滩相沉积共同组成水阳江第二级阶地底部的二

元结构
。

对砾石层以上的土状堆积—
主要是网纹红土—

目前还研 究的比较少
。

为了解原

生沉积的成因
,

我们分层采样进行了沉积粒度
、

化学成分
、

石英电镜扫描等项分析和观

察
。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堆积物的剖面结构与北方黄土十分相似
,

各个地点的堆积形成

过程中都发生过多次沉积间断
,

在沉积间断时期发育了古土壤层
,

经受了不十分强烈的侵

蚀作用
,

与上覆的后来的沉积层之间呈侵蚀接触关系
。

向阳地点 7 米高的发掘剖面
,

其中有七个红色古土壤层
,

分别是第二
、

五
、

七
、

八
、

十
、

十二
、

十四层
。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颜色较深
,

发育多数近垂直延伸的网纹
,

铁铝氧化物的

含量明显偏高 /表 . 0
,

表明它们是每个沉积层堆积之后经生物成土作用的产物
。

第一层

二个样品平均的硅铝率 / 3(1 8 4 ()9 .

0 和硅铝铁率 : 3(1 )

8 / 4 ()9 .
十 ; < =9 .

0 > 分别为 ,
6

). ∗

与  
6

 ! 1 ,

铝铁率 /4(
)1 .

8 ;<
=? .

0 为 )
6

, , # 。 以下的第一
,

二
、

四
、

五
、

六
、

七层古土壤层的硅

铝率
、

硅铝铁率及铝铁率分别为  
6

, +≅、 .
6

) , ∗ 、 )
6

 )3 , 3
6

)# ∗ 、 .
6

, ! 1 、

)
6

) , , ,  
6

3 一斗、 .
6

.∗ .、

)
6

. #∗ ,  
6

# ! (、 .
6

∗ ) )、 )
6

. # 3 , .
6

! ! .、 )
6

,.) 、 )
6

.1 ! 和 ,
6

(斗 、  
6

. ! 3 、 )
6

 ! )。 它们反映了各古

土壤层的生物风化成土作用的差别
,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成土时期该地气侯环境 的 差别
。

剖面中古土壤层与下伏母质层的重矿物种类和数量也有一定的差异
。

向阳地点的沉积物颗粒均以细颗粒为主
,

分选好
,

无层理
,

但有比较明显的相对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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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向阳地点更新世沉积主要化学成份表

%%%
666

%%%

%%%
,,

%%%

%%%
ϑϑ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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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的韵律性变化 Φ 凡是古土壤层
,

粘土级颗粒的百分含量较高
,

粉砂颗粒的百分含量较

低
,

分选系数也略有提高 ; 而母质层粘土级颗粒的百分含量较低
,

粉砂颗粒的百分含量稍

高 5表 Δ 9
∋

电镜扫描观察到
,

母质层和古土壤层的石英颗粒多数呈浑圆状
,

纺锤状
,

片状或枝角

状
。

大部分石英颗粒表面布满了麻点
,

毛玻璃化现象十分显著
,

有小部分石英颗粒出现再

生破裂
,

即原粒面呈浑圆状
,

毛玻璃化
,

而次生破裂的棱角较尖利
,

裂面不平整
,

有的破裂

面上还有撞击坑
。

石英颗粒的特征表明它们经受过风力搬运
,

有的后来又经历流水作用
。

只有底部第 Δ 层中的石英颗粒多呈不规则碎块状
,

表面有贝壳状断 口和三角坑
,

它们是

流水作用的产物
。

因此
,

各原始沉积层的成因类型我们认为是风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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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中发育的网纹
,

可能主要是由于地下水的淋滤作用造成的
。

这些网纹在古土壤

层中一般发育为近垂直状
,

而在古土壤层以下者多数是倾斜至水平延伸
。

这与下伏古土

壤层的隔水作用有关
,

渗透水在通过古土壤层后转变为近水平方 向流动
。

我们还发现
,

一

些网纹保留了植物根系的形态
,

甚至有管状分叉现象
,

表明生物在网纹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
。

从各地点产出的石制品外观观察
,

所有的人工打制痕迹
,

破裂面除浸染的颜色外
,

表

面各种痕迹清晰
,

工具的刃缘等都很锋利
,

说明这些石制品在制作和使用后是原地埋藏

的
。

只有少量石制品有轻微的风化现象
,

这些石制品岩性中长石成分较高而石英成分较

低
,

说明风化是由于岩性不同造成的
。

四
、

沉积物的时代

按 照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的第四系地层的划分
,

通常把网纹红土归为中更新统
,

下蜀

黄土归为晚更新统
。

由于在调查和试掘中没有获得哺乳动物化石
,

目前只能依靠其它年

代测定来判断沉积地层的时代
。

依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等单位对南京附近和宜兴张褚镇的下蜀黄土以及下伏的网纹粘

土进行的热释光年代测定5黄姜侬等
,  : : 9

,

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对庐山地

区网纹红土和下伏的泥砾层进行的古地磁年代测定 5邢历生
,  : 9

,

长江下游第四纪沉积

的综合年代序列是
Φ 下蜀黄土 巧一 6

0

: 万年
,

网纹红土 Δ7 一 7 万年
,

泥砾层  7 一 7 万

年
。

我们对向阳地点进行了电子 自旋共振法5[ ,& 法 9的年代测定
,

位于网纹红土中部第

> 层的样品年代为距今 8: 万年
。

综上所述
,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沉积物的绝对年代为 Χ 一  7 万年
。

如果以 <6 万年和 万年分别作为早
、

中更新世和中
、

晚更新世的界线
,

水阳江旧石

器地点群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晚期
。

它的文化年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早

期至旧石器时代中期
。

五
、

石器地点群性质的推测

综合对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多次调查和试掘
,

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Φ

0

十几个石器地点沿河分布
,

位于当时的河漫滩阶地上
,

掩埋于风成的土状堆积层

中
。

0

各石器地点以向阳地点为中心
,

已知分布在半径约 67 公里的范围内
。

6
0

石制品出自砾石层之上
,

没有经历河流搬运
。

埋藏的平均数量较稀
,

常与砾石伴

出
,

并相对集中
。

Δ
0

石制品原料就地取自河滩和暴露的砾石层
,

器体大而笨重
。

Χ
0

工具以砍器为主
,

石制品加工简单实用
。

在水阳江流域的多次调查中
,

我们除发现少量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地点外
,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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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人类的洞穴居址
,

尽管水阳江中游有许多石灰岩洞穴
。

因此
,

小规模的试掘虽然还没

有提供确切的古人类居址的遗迹
,

但是
Φ
根据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埋藏特点和民族学的

材料
,

我们有理由相信
,

当时的人类可能主要居住在露天
,

沿河活动
,

需要时就地取材
,

打

制适用的石器
,

用后即弃之他去
,

形成今天见到的众多的旧石器地点
。

水阳江旧石器地点

群很可能是一群原始人的生活圈 5)∗
= ∗> ? 。。Κ Α /∀ Β

9
。

本文 [ ,& 样品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黄培华教授分析
,

图件由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杨明婉同志清绘
,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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