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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水洞沟第四纪地层可与萨拉乌苏河组上段对比
。

水洞沟遗址包含有新石器和旧石器晚期

文化 ,

其旧石器晚期文化发生在距今
,

多年至
,

多年间的黄土状粉砂土中 , 即发生

在末次冰期主冰期的干冷环境下
,

比发育在距今约 , , 。 一 , 。, 。。 年间的萨拉乌苏河旧石器

文化为晚
。

水洞沟遗址是 年法国科学家 等 发现的
,

这是在找

国发现较早的旧石器遗址
。

过去在文化分期上常把它划人旧石器中期
。

在地层上将它与

东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河湖相沉积物视作大致同期沉积
。

由于地层出露好
,

内容丰富
,

戍

为我国北方第四纪重要剖面之一
。

由于它在地质上和 文化上的重要性
,

促使人们 日

等
,

汪宇平
,

贾兰坡等
,

裴文中等
,

邱中郎等
,

关注它
。

但是
,

其环境和地层间题尚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

年至 年间
,

在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区域地质调查队的帮助下
,

笔者中周昆叔

两度考察了水洞沟遗址
,

并由上述单位提供样品进行抱粉分析
。

现就该遗址形成的环境

和地层问题作一讨论
。

一
、

自然环境背景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县东北约 公里处
,

西距黄河约 公里
,

与银川市隔黄河

相望 图 一

本区在构造上主要属鄂尔多斯陆台的西部边缘
。

基底是前震旦系
,

上覆以古生代
、

中

生代及新生代的沉积物
。

该地海拔约 米
,

地势平缓坦荡
。

气候属 中温带的干旱区
,

年气温 ℃
,

年降水量
,

年相对温度
。

植被为草原与荒漠过渡带
,

东与黄土高原典型草原区相接
,

西以贺兰 山为界
,

与荒漠

区相邻
,

属黄土高原西部荒漠草原区
。

植物种类贫乏
,

分布稀疏
,

植株矮小
,

盖度小于
,

常见土石裸露
。

植物主要有戈壁针茅 等几种针茅和冷篙 , , 了

等草本和 小灌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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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洞沟遗址地理位置图

加

二
、

水 洞 沟 遗 址

黄河流经银川平原
,

水洞沟从右岸汇人
。

该溪流
,

由东南往西北注人黄河
,

长度在

公里以上
。

水洞沟流至距黄河约 公里处
,

经过一小盆地
,

切穿了黄河形成的高约 米的二级

阶地
。

水洞沟遗址在小盆地北侧二级阶地堆积物中
,

该阶地南部为陡崖
,

系水洞沟侵蚀

岸
,

北部依长城
,

长城北侧为固定或半固定沙漠
。

根据笔者的考察和参考张国典同志的研

究工 ,

水洞沟遗址的沉积顺序如下 图
。

有 东东

了了了

巨习 皿田 匡墓」
,

医圣」

图

区曰 巨日
。

【三曰
。

水洞沟遗址剖面
五 即

抱粉分析剖面编号 黄土状粉砂土 粘质砂土 砂质粘土 黑色

淤泥夹层 砂砾 夕 冻融卷曲 三趾马红土

全新世

灰黄色粉细砂
。

厚 一 。 米 。

张国典 , 。

水洞沟文化遗址地区的地貌和第四纪地质 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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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褐
、

灰黑色粘质砂土或砂质粘土
。

含石器
、

陶片
,

石磨盘和磨棒
。

厚 一

米 。
, · ‘

灰色粉细砂。 厚 一 米
。

黄绿
、

蓝灰色细砂
,

含薄层砾石透镜体和灰黑色沼泽化土
。

含腹足类和哺乳类

动物化石和大量石器
。 “ 年龄为 “牛 “ 黎兴国等

,

护“夕卜厚“
·

“一

米 。

灰褐
、

灰绿色砂质粘土或粘土 。 厚 。 一 米
。

灰黄和灰色砂砾
,

含石器
。

厚 一 米
。

灰色中细砂
。

厚 一 米
。

灰色砂砾石
,

含磨光石斧
。

厚 一 米
。

—
侵蚀不整合

—

而
·

晚更新世

黄土状粉砂土
。

产旧石器
。

上部的钙结核
‘

℃年龄为 乒 士 。

厚 一

米
。

、 黄
、

绿及兰灰色粘质砂土
,

具冻融卷曲
。

厚 , 一 ’米石
」

沙 认 热

灰黑色淤泥
,

透钵体状
。

厚 米
。

黄褐色中细砂 。 厚 一 米 。

砂砾石
。

厚大于 米
。

—
侵蚀不整合

—上新世

三趾马红土
。

可见厚 一 米
。

三
、

抱粉分析结果

采集了三个剖面的样品进行抱粉分析 图
、 ,

即水洞沟遗址 及其以东 扣

以西 剖面
。

现将抱粉分析结果表示在图 中
。

经我们进行抱粉汾析
,

除第三剖面 号样未发现抱粉外
,

其余都发现有抱粉
,

但多象
不一

,

在第 剖面的
、 、 、

号样和第 剖面的 号样
,

一共 个样品中发现较多

或很丰富的抱粉
。

共统计了 位抱粉
,

分属于 ”个类型中 。

其中木本花粉有 环个类

型 , 包括有松 八。
、

云杉属 “ 。 、

冷杉属 ‘, 、

铁杉属
、

禅木 科
, 。 、

桦属 。,以
、

鹅耳杨属 立 户。 , , 、

栗属 , , , 。 、

楠属
硬

叭 、

栋属 , ‘ ‘ , ‘ 、

枫杨属 “ , 一 扣
、

榆属 , , 、

械属 才“
、

柳属 一才扮 、

白刺属 , , 。 、

木犀种 。 。 小灌木及草本花粉有 个类型 ,
‘

包括有赚黄
属 户几“ 。 、 龚科 卯

、

禾本科
、

豆科 面 , , 、

伞
形科

、

唐松草属 , 二
、

虎耳草科 终
、

石竹科 卜
、

茜草科
、

唇形科
、

旋花科
、

览科
、

黑三棱属 户 , 。 、

香蒲属 五 、

莎 草 科 了

、

地榆属 二 、

十字花科
、

菊科
、

篙属 汉 , 。



人 类 学 学 报

尸︺
。

﹄
不少‘卜卜千卜卜丁

曝蕃馨

丁丁

⋯⋯
下下下 阵阵阵阵阵阵输药药 咭奋刹刹刹刹 ⋯

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爪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卜卜卜卜卜卜斗月月卜吮日日日日日日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阔阔阔阔阔阔卜卜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厂厂二‘下夯习习习 卜一 ,,卜七二 」」」」」」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门陌嘴 , 丫川川川川川川一 —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 孟
,

月月月月月月卜卜 , 、 , 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
〔〔〔〔〔〔〔〔〔〔〔受受二生艺艺

。

“
。

卜卜
·

宝 巴乙

膝膝斗霎该言言言言言言
十十生 三宣泣川川川川川川

。冲卜丹碑碑碑碑碑碑

,,

二 刁刁
, 二二叮竺 , , 性

卜卜了芬万井勺勺

月月奥口口
卜卜 吮 , ,’川川

,曰

一‘

峨趁目 里

叼国 田国

困国﹃阅
巧

翩团司︸圈回侧一
洲

困﹃一

图 水洞沟遗址抱粉式及其地层对比图

企 麦 “

黄土伏粉砂土
,

粗细砂 砂砾层 粘质砂土 砂质粘土 细砂夹
黑色淤泥 细砂夹砂砾透镜体 含钙结核的黄土状粉细砂 , 黑色淤泥

冻融卷曲 抱粉分析采样点 剖面编号 木本花粉 ,

牛
,

草本花粉 和 。
·

抱子 和
·

麻黄属 户为, ·

龚科
, ·

篙属 。。 石
·

其他草本花粉

和 加 松属 ,
·

云杉属 白刺属
,

其
他木本花粉 佣 , 和 。

。‘,‘ 。

抱子有卷柏属 。。 、

水龙骨属 尸 夕户 ‘, 二 、

石松属 , 户 “ 。 、

槐叶损
, , , , , 及真旅纲

。

第 剖面的抱粉分析结果
,

据几个能计算百分比的样品看
,

木本花粉 占抱粉总数
,

一 外
,

小灌木及草本花粉 占抱粉总数的 一 , 务
,

抱子一般只 占抱粉总数的

一 关
,

仅在 号样品中的抱子 出现多
,

可达抱粉总数的 多
。

以含抱粉较多的

号与 号样抱粉总和做成抱粉式表示在图 中
。

从中可见木本花粉 占抱粉总数的 务
,

草本花粉占抱粉总数的 关
,

抱子 占抱粉总数 务
。

再以小灌木与草本花粉来计算
,

麻黄占 多
、

龚科占 拓
、

篙 占 多
,

其他草本 占 斗 。

可见这一套沉积物抱粉组

合是以小灌木及草本花粉占优势为特征
,

其中常见者为篙
、

菠和麻黄的花粉
。

第 剖面
,

只有灰黑色淤泥及其上覆层的
、 、 、

号样品含抱粉较多
,

以其抱粉总

和做成抱粉式表示在图 中
。

从中可见木本花粉占抱粉总数的 多
,

草本花粉 占抱粉

总数的 多
,

抱子偶见
。

再以木本花粉来计算
,

松占
、

云杉占 ” 关
、

白刺 占



周昆叔等 水洞沟遗址的环境与地层

并
,

其他木本
,

如栋
、

桦
、

械
、

柳等 占 多
。

以小灌木与草木花粉来计算
,

麻黄占

多
、

墓占 多
、

篙 占 关
,

其他草本花粉
,

如禾本科
、

豆科
、

虎耳草科
、

茜草科
、

唇形

科
、

黑三棱属
、

香蒲属
、

莎草属和菊科等占 东 多。

第 剖面
,

只有 号样品黑色淤泥中含较多的抱粉
,

以其做成抱粉式表示在图 中。

从中可见木本花粉 占抱粉总数 几 务
,

小灌木及草本花粉占抱粉总数的 务
。

再以术

本花粉来计算
,

云杉花粉占 , 多
、

松花粉 占
·

多
、

白刺 占 关
,

其他木本花粉
,

如栋 、

桦
、

柳 占 多
。

以小灌木及草本花粉来计算
,

麻黄占 外
、

续占 多
、

篙 占 多
,

其他

草本花粉
,

如禾本科
、

黑三棱 占 多
。

四
、

讨 论

第 剖面
,

即水洞沟遗址所在处
。

在剖面深 米多的地层 中测得
‘

℃ 年龄为 士

。

在剖面深约 米的地层
,

为一套含磨光石斧的灰色砂砾石层
,

厚 一 米
。

该

地层下伏具钙结核的黄土状粉砂土层
,

含旧石器
,

此层上部的
、“ 年龄为

,

乡 士 。

年龄可能偏老
。

上述二层间由侵蚀不整合面分开
,

此面之上为一套以河湖相为主的

全新世沉积物
,

此面之下为一套上为风成相黄土状粉砂土
,

其下为湖相或河湖相灰黑色淤
泥薄层与砂砾层

,

有时具冻融卷曲
。

第四纪沉积物的形成
,

一般说来气候的作用表现强烈
,

本处亦然
。

在全新世地层中
,

上部与下部沉积物含抱粉贫乏
,

但中部灰黑色沼泽化土的地层中含抱粉较丰富
,

除麻黄
、

黎和篙 占绝对优势
,

达抱粉总数的 务 之外
,

也有零星的鹅耳杨和标的树木花粉出现
。

这反映了全新世早
、

晚期气候干凉和中全新世气候暖湿的特点
, 。

中全新

世的暖湿气候影响到内陆干早地带荒漠草原区
,

致使当时本区植被也生长得相对繁茂
,

沼

泽化作用也曾出现
。

在晚更新世末期
,

在末次冰期主冰期的干冷气候作用下
,

物理风化作用强烈
,

故形成

了厚可达 米的黄土状粉砂土层
,

当时植物很贫乏
,

故此段沉积物中含抱粉很少 。 此

层之下部发育了一套河湖相沉积
,

含灰黑色淤泥
,

不论是在第 剖面或第 剖面
,

该地层

中都含有丰富的抱粉
。

从前节所述
,

可见该层抱粉组合含木本花粉达 一 多
,

草

本花粉 占 一 务
。

值得注意的是
,

木本中除松花粉外
,

反映湿冷环境的云杉花粉可

达 一 ” 肠
,

伴随着有冷衫
、

械
、

桦
、

杨
、

柳等树木花粉少量出现
,

一些中生的唇形科等

草本也参杂其间
,

另外湿生的黑三梭和香蒲花粉也 占有一定比例
。

这些证明在末次冰期主

冰期之前
,

本区如我国东部广大地区一样受到距今
,

一
, 。 年间湿冷气候的深刻

影响
。

可以作为对比的古植物特征
,

就是云杉花粉和冷杉花粉的大量出现
,

所不同的是我

国东部地区该期含云杉
、

冷杉花粉更多
,

一般可达 多 以上 周昆叔
,

、

这也证明了

水洞沟遗址两侧的第 与第 剖面具相似的抱粉组合
,

可以互相对比
,

均属晚更新世

晚期地层
。

与本区紧邻的东部萨拉乌苏河流域萨拉乌苏河组上段
,

两层厚达 米左右的砂层所

夹厚 一 米的湖相深灰色粘土质砂层
,

具明显的冻融卷曲 。司
,

含 一 多 的

云杉花粉和一些冷杉花粉
,

其
‘

℃年龄为
, 土 ,

我们曾称该层为萨拉乌苏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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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洞沟遗址剖 面
萨拉乌苏河

滴哨沟湾 剖 面

万

阅 已

图 洛 水洞沟与萨拉乌苏河地层对比图

沙丘 黑悄土
、

粘性土 砂质粘土与粉细砂互层 斗 离

石黄土 其他图例与前图相同

期 周 昆叔等
, 。

此层与水洞沟含云杉花粉的灰黑色淤泥层可以对比 图 。

本区末次冰期主冰期前的古环境
,

既夫现与相邻的东部地区的一致性
,

如含较多云杉

花粉
,

标志着云衫分布高度降低
,

推测当时水洞沟遗址以西约 。公里的贺兰 山地的云杉
,

不是象现在分布在海拔 一 米之间
,

而是可以分布到 山麓
、

甚至可达平原
。

另外

也表现出与相邻的东部地区的不一致性
,

那就是耐旱的寐黄
、

篙
、

菠植物花粉多量存在
,

以

及一般反映荒漠环境的白刺花粉具有一定的含量
,

这说明短期湿冷环境使植物的面貌可

以发生一些变化
,

但长期干旱环境下形成的植被某些特征能顽强地保留下来
,

这些耐干的

植物在相对湿润的环境下生长得似乎更旺盛
。

产河套人化石和 旧石器的萨拉乌苏河组下段年龄
,

据
’‘

测年为
,

刊 士 黎

兴国等
, 。

据铀子系测年为
,

一
,

原思划等
,

联系前述
,

可知

水洞沟的旧石器文化晚于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
,

并且
,

前者是在末次冰期的主冰

期干冷环境下形成的
,

而后者是在末次冰期的主冰期以前间冰段温和环境下形成的 周 昆

叔等
, 。

五
、

结 语

由侵蚀不整合面划分的水洞沟遗址剖面包含着两期文化
,

在侵蚀不整合面之上的湖

沼沉积物中
,

含有距今约
,

年的全新世新石器文化遗物
,

其时气候较温和 在侵蚀不

整合面之下的黄土状粉砂土中
,

含有距今
,

。多年至 。
,

多年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

物
,

其时气候很干寒
。

水洞沟遗址地层大致可与萨拉乌苏河组上段
,

即大致与距今约
,

年的萨拉乌苏

河组可以对比
。

因此
,

水洞沟旧石器文化晚于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文化
,

并且二者的形成

环境亦有差异
,

前者形成于干冷环境
,

后者形成于较温和环境
。

在水洞沟遗址全新世地层中混杂的旧石器
,

从该地层中发现有新石器来看
,

其中所含

旧石器应是从晚更新世地层中经冲刷搬运再沉积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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