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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乾 县 的 旧 石 器

邱 中 郎
7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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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 要

石制品八件
,

发现于陕西乾县大北沟黄土之下砂砾粘土层中
,

和更新世晚期的哺乳类化石

伴存
。

另外由大北沟附近地表拾到一件手斧
,

和蓝田平梁的大尖状器相似
,

推测为旧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物
。

本文所记述的旧石器7包括伴存的哺乳类化石8是笔者 56 ; 年在乾县文教卫生局的协

助下
,

于乾县大北沟附近地层 中发现的
。

乾县大北沟的哺乳动物化石
,

早在 5 6  6 年就发现了
。

裴文中记述了那里的一种象化

石为纳玛象7<
∃
9 =) ∃ >

·

, ? 3 呼
≅ ( ‘

8
,

认为其时代为黄土期
,

即更新世晚期 7裴文中
, 5 6  6 8

。

刘东生等进一步提出这个含纳玛象化石的地层相当于萨拉乌苏组 7刘东生等
,

56 ; ! 8
。

我

们此次从大北沟找到的哺乳动物化石
,

也说明大北沟含象化石地层的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

Α 黄土 协缺麟及粕立 。红 色 止

图 乾县大北沟水库堤坝对岸剖面示 意图

% = ∃ , ∃ ∃ Β ) Χ ) > Δ ? Ε ∃ ,4 ) ( Φ ? ∃萝

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层之下为红色土
,

7图 8
)

大北沟的旧石器地点有三处
: 一处在大北沟

水库区拦河坝的对岸
,

发现纳玛象化石的地方7古

脊椎所地点号为 ;  ! ; 89 另一处在大北沟下游周

城公社东堡子 7;  ! Γ8 9 还有一处在东堡子以南

梁村公社贾鑫 7;  ! ∀ 8
。

这三处的堆积物比较一

致
,

都是由杂色粘土
、

砂子夹小砾石组成
。

其上为

黄土
,

再上为含新石器时代遗物的灰色土层 9 含

内含棕红色古土壤条带
,

在 ;  ! ; 地点较为明显

来自上述三个地点的哺乳动物化石
,

都是华北晚更新世地层中常见的种属
,

计有食

虫类一种
、

啮齿类二种
、

偶蹄类四种和奇蹄类二种
。

这九种化石是
:

掘暇 7Η≅ ?Ι ϑ) 动油
, ΗΙ

2

8 一个下领骨和四个脓骨为代表
。

中华励鼠 7Κ Λ。和 ?/ >朋奋朋ϑ’∃Μ ,8 八个下领骨为代表
。

田鼠 7Κ,≅ Μ)ϑ “: ΗΙ 28 三个下领骨为代表
。

斑鹿 7乃∃( Β ) ,Η ΗΙ2 8 一段左角的下部
,

保存眉枝底部和部分主枝
,

并连有残破额骨 9

一段第二枝和一段第三枝或主枝的尖端部分
。

大 角鹿 7Κ ≅4 ? )≅ ∃Μ 口, Η∗
2

8 一段扁平的角尖为代表
。



期 邱中郎 : 陕西乾县的旧石器

膺 70? ΙΜ ∃) 扭 :
ΗΙ2 8 一段不能作种鉴定的踱骨

,

仅保存远 端部分
,

可能是魁的
。

羚羊 7Ν ?Ο ∃
? ΗΙ2 8 一段残破的左上颇骨

,

连 Δ Ι‘

一Κ
,

尺寸和现代种的接近
。

披毛犀 7≅配才汕 ,
。 。

, ,Π “ 2 ?ϑ 的 一个磨蚀很深的左下第三臼齿和一个左上第四乳
齿

,

尺寸较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见者小
。

野马 7场
““ ,

ΙΜΟ
∃ , ?

Η

妙,8 计上颊齿六个
,

下颊齿一个
,

上乳 臼齿九个
,

门齿二个
,

右

脓骨一根
,

右胫骨一段
,

左胫骨一根
,

掌骨一个
,

趾骨二个
,

距骨一个
。

这些标本的尺寸和

现代种的同类标本接近
。

与哺乳类化石伴存的石制品有八件
,

兹选择痕迹较清楚者三件
,

描述如下
:

Ι Γ∀ 标 本
: 为灰绿色石英岩石片

,

发现于 ;  ! Γ 地点
,

长 Θ! 毫米
,

宽 !Θ 毫米
,

半锥

体散漫
,

石片角 5 Ρ “ ,

背面有深凹的石片疤
。

Ι−夕∀ ! 标本
: 为圆形的石英岩小砾石刮削器

,

发现于 ;  ! ∀ 地点
,

最大径为 !!
‘

毫米
,

厚 ΘΡ 毫米
,

一面为原砾石面
,

另一面残留着至少有八个石片疤
,
其中最大者长 5∀ 毫米

,

宽
5 Θ 毫米

,

刃角为   “ 。

Ι Γ∀  标本
:
为石英岩石片

,

也来自 ;  ! ∀ 地点
,

台面是打击的
,

半锥体在挖掘时破

损
,

从台面上仍可见到位于背面和破裂面上两个打击点的痕迹
,

它们之间的距离为 ; 毫

米
。

上述标本的一些特征都说明是人工打的
,

而不是 自然产生的
。

这些石制品的发现
,

为

在乾县地区进一步寻找旧石器提供了线索
。

图 Θ 乾县的石制品

− ϑ ) Χ ∃ ? Μ ϑ, >鱿“ >Μ ) 3 Σ ,?Χ
/ ,?Χ

“
·

石英岩石片
,

来自 ;  斗Γ 地点
> ? Τ∃ ,Χ Π ( ?Μ ϑΟ ,ϑ ∃ >Μ ) 3 + ) ∃

2

;  ! Γ 9

Ε2 砾石石器
,
来自 ;  !∀ 地点

∗ ∃ Ε Ε ∃ ,3 ∗ ∃3 ∃ Χ ϑ >Μ ) 3 + ) ≅
2

;  ! ∀ 9

≅2 石英岩石片
,

来自;  ! ∀地点
> ? Τ ∃ ,Χ Π ( 盯ϑ过 ϑ∃ >Μ ) 3 + ) ∃

2

;  ! ∀

图 石英岩手斧

Υ 翘Β ? / ∃ ,Χ Π ( ? Μ ϑΟ ,ϑ ∃

另外在距 ;  ! Γ 地点百余米所谓
“
龙头

”
的陡岩下黄土表层上拾到一件手斧7Ι

2

 Γ ∀ ;8
,

其原料为青灰色石英岩砾石 9 长 5 ΓΡ 毫米
,

宽 5 ΡΡ 毫米
,

重 5 5! 克 9 一端圆钝
,

一端扁尖
,

轮廓近似舌形 9 圆钝的一端残留着未经打制的砾石面
,

扁尖的一端
,

尖端折断
。

从曲折的

刃缘和器身两面深而粗大的石片疤观察
,

这件手斧是用石锤交互打击而成的 7图 8
。



Θ 5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手斧在欧洲和非洲发现较多
,

在我国则不多
。

已知的有 56  ! 年在丁村沙女沟地表拾

到的一件 7裴文中等
, 56  ∀ 8

, 56 ; 年在蓝 田涝池河沟拾到的一件和 5 6 ;  年在蓝田平梁红

色土层中挖掘出的一件7戴尔俭
,

5 6 ; ; 8
。

在丁村石器中有几件两面打制的
,

原研究者称之

为砍砸器的
,

步日耶 7∋ Μ∃ (, 8 则称之 为手斧 7裴文中
, 5 6 ; , 8

。

从打制的技术看
,

乾县大北

沟的手斧似较沙女沟的粗糙而和平梁者接近
。

另外
,

在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打击石器

中似乎未见如此类型的
,

因而笔者推测乾县大北沟的这件手斧应属于旧石器时代的
。

本文插图由陈信同志清绘
,

作者谨致谢意
。

75 6 ∀ ! 年 月 Θ Ρ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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