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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9~2012 年，在秦岭南麓汉水上游汉中盆地梁山周围新发现何家梁和窑厂湾 2 处旷野类型旧石

器地点，采集石制品 252 件。早期人类加工石制品的原料来自于河流堆积物中的石英、火山岩、石英岩、

硅质灰岩和砂岩等砾石，采取硬锤直接打击法和砸击法剥片。石制品种类包含石锤、石核、石片、修理

的工具和断块。工具类型以砍砸器、石球、重型刮削器、手斧和手镐等重型器物为主。汉中盆地梁山周

围以龙岗寺等地点为代表的旧石器地点群是含阿舍利（Acheulian）类型器物的石器工业。何家梁和窑厂

湾地点分别位于汉江右岸第二和第三级阶地上，通过对窑厂湾地点黄土地层剖面进行回授光释光（TT-

OSL）方法测年，结合古地磁测试和对比黄土高原标准黄土地层序列测年结果，证实汉中盆地古人类活

动的时代最晚在 60 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而何家梁地点的地层测年数据则表明距今 7、8 万年左右存在另

外一个古人类活动繁盛的阶段，早期人类在汉中盆地活动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以前汉中盆地发现的旧石

器地点没有独立的年代数据，极大地限制了学术界对其石器工业技术和人类行为的深入研究，这是首次

获得的汉中盆地埋藏旧石器地点地层的独立年代数据，是对汉中盆地旧石器遗址年代学认识上的一大突

破。本研究结合可靠的测年数据，分析石器组合及加工技术，对建立中更新世以来秦岭山区的旧石器文

化序列，理解我国南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发展演化以及东西方旧石器工业技术比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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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汉中盆地位于秦岭南麓，是汉水上游最大的新生代断陷性盆地，这里也是我国秦岭

以南发现旧石器地点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汉中盆地梁山脚下的龙

岗寺一带便有旧石器发现的报道，但囿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报道语焉不详。汉中盆地旧

石器被广泛注意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地质学家及考古学家在汉中盆地以梁山龙岗寺地

点为代表的至少 10 余处地点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制品
[1-8]

，并根据个别地点发现的有限的哺

乳动物化石，推断遗址埋藏石器地层形成的年代大约为中更新世期间
[7]
。2009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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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的小型石英石
片 1 件。

4 . 黄 土 层 ：
4.00~5.20cm，黄棕
色 (10YR5/4)， 直
立柱状，垂直解理
发育，少量黑色铁
锰胶膜，少量根孔。
未见底。

石英光释光（OSL）
测年技术在测定晚第四

纪沉积物年代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图 1 汉中盆地新发现旧石器地点地理位置

Fig. 1  Plan of new open-air sites in the Hanzhong Basin

我们对汉中盆地及汉江两岸阶地的黄土堆积和旧石器遗存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勘查，分别

在梁山东侧龙岗寺附近汉江右岸第二级阶地和第三级阶地新发现何家梁和窑厂湾两处地点

（图 1），它们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数个原生旧石器文化层位，最近已对这两处旧石器地点

的地层年代进行了报道
[9]
，本文是对何家梁和窑厂湾地点地层年代和石制品的研究结果。

 2 遗址地貌和地层年代

汉中盆地是汉江上游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断陷盆地，盆地东西长约 116km，南北宽

5~25km，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14~15℃，年均降水量 800mm 左右。 盆
地地貌构成由周边向中心依次为中高山、低山丘陵、河流阶地、河漫滩和现代河床。汉江

右岸梁山一带发育有 4~5 级河流阶地，第一至第五级阶地分别高出汉江平均水位 3~5m、

10~15m、30~40m、60~70m 和 80~90m 不等。以前发现大量旧石器制品的第三级阶地龙岗

寺遗址位于陕西省南郑县梁山镇，与汉中市隔江相望。龙岗因在汉水南岸，山势蜿蜒曲折，

与回旋的江流相映，状如蛟龙而得名（图 1）。龙岗寺一带目前发现旧石器遗址的范围已

扩大至第二至第四级河流阶地之上的黄土堆积地层或地表。

2.1 何家梁地点地层剖面及年代
该地点位于龙岗寺南约 400m 的汉江第二级阶地上，地理坐标 33°03′54.99″N， 

106°58′0.9″E，海拔 511m。阶地砾石层之上暴露的黄土地层剖面厚 5.2m，剖面顶部为现

代农田，局部地方略有扰动，地层自上而下描述如下（土壤均为干燥状态）：

1. 耕土和扰动层：0~0.40m，淡棕色 (7.5YR5/6)，多植物根系、虫孔。
2. 黄土层：0.40~1.60m，为亮黄棕色 (10YR6/6 到 10YR5/4)，块状、直立柱状，垂直

解理发育，含少量钙结核（1~3cm），少量虫孔和根孔。
3. 古土壤层：1.60~4.00cm，红棕色 (5YR4/6)，团粒结构，垂直解理发育，棱块状结构，

多虫孔、根孔，较多黑色铁锰胶膜和斑点，含石制品，采样过程中此层发现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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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石英光释光信号的快速组分

通常在辐照剂量约 200Gy 时就

会趋于饱和
[10]
，从而又极大地

限制了利用该技术获得较老沉积

物样品年代的可能性。一般情况

下，传统 OSL 技术的测年上限

为 100~150ka 左右，而热转移回

授光释光（Thermally transferred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简称 TT-OSL）测试技术因为使

用了光释光中较难达到饱和剂量

的回授释光信号 (ReOSL) 和基本

转移光释光信号 (BT-OSL) 组分

（两者合称 TT-OSL 信号），这

些信号组分比传统的石英快速信

号组分饱和剂量要超出一个数量

图 2 何家梁地点柱状地层剖面图与 TT-OSL 年代
Fig. 2  Pedostratigraphy and TT-OSL ages of the Hejialiang site

级
[11-12]

，较难于达到剂量饱和，因此大大扩展了沉积物年代的测定范围，该技术甚至可测

定 100 万年或更老的样品。有证据显示，汉中盆地旧石器埋藏地层的年代不晚于中更新世，

所以，使用 TT-OSL 测试技术比常规的石英 OSL 方法可能更加适合于当地旧石器埋藏地

层的测年。当然 TT-OSL 测年方法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其测试年代的准确度还在探索发

展之中
[13-14]

。汉中盆地所有样品的前处理和等效剂量（De）测试均在南京大学光释光年

代实验室完成。样品的前处理经过 10% HCl、30% H2O2 和 35% H2SiF6 等化学试剂的浸泡

和溶蚀提纯石英颗粒，等效剂量（De）的测量采用 Risø TL/OSL-DA-20C/D 全自动释光仪

完成，样品的
238U、

234Th和 40K含量采用中子活化法（NNA）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完成测定，

在此基础之上，应用与文献
[15]

相同的方法计算获得沉积样品的年代。

光释光 (TT-OSL) 测年采样位置分别位于距地表 1.8m 和 3.7m 的古土壤层上部和下部

（图 2）。根据磁化率变化并对比 74.56 ± 4.97ka 和 86.34 ± 6.39ka 两个 TT-OSL 年代结果，

可以明确判断出该古土壤层为 S1，而上部黄土层为 L1，下部黄土层为 L2，测年结果表明

该遗址黄土地层形成于倒数第二次冰期、末次间冰期和末次冰期阶段
[9]
。

2.2 窑厂湾地点地层剖面及年代
窑 厂 湾 地 点 位 于 汉 江 第 三 级 阶 地 砾 石 层 之 上， 地 理 坐 标 33°05′13.89″N，

106°56′15.91″E，海拔 546m。遗址地层堆积剖面厚度 16m 左右，含多层黄土 - 古土壤条带。

地层自上而下描述如下（土壤均为湿润状态）： 
1. 耕土层：0~0.3m，淡棕色 (7.5YR5/6)，多植物根系、虫孔。
2. 强古土壤层：0.3~3.2m，棕色 (7.5YR4/6)，黏土质，质地致密，垂直解理发育，

块状结构，有较多黑色铁锰胶膜和结核，较多生物活动痕迹。
3. 黄土层：3.2~3.9m，亮橙色 (7.5YR6/6)，黏土质粉砂层，质地略松散，有少量黑

色铁锰斑点，少量虫孔和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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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土壤层：3.9~4.7m，棕色 (7.5YR4/6)，黏土质，质地较致密，垂直解理发育，
棱块状构造，有大量黑色铁锰胶膜和结核，有生物活动痕迹。

5. 黄土层，4.6~5.2m，淡棕色 (7.5YR5/6)，黏土质粉砂层，松散，有较多黑色铁锰斑点。
6. 古土壤层：5.2~7.9m，浊棕色 (7.5YR5/4)，黏土质，垂直解理发育，有大量黑色

铁锰胶膜和结核，出现微量浅橄榄绿色纵向网纹（1~3cm）。
7. 弱黄土层：7.9~8.3m，亮橙色 (7.5YR6/6)，黏土质粉砂层，有较多黑色铁锰斑点。
8. 古土壤层：8.3~9.1m，浊棕色 (7.5YR5/4)，黏土质，有少量浅橄榄绿色纵向网纹

（3~5cm），较多黑色铁锰胶膜。
9. 黄土层：9.1~9.8m，亮橙色 (7.5YR6/6)，黏土质粉砂层，有少量浅橄榄绿色纵向

网纹（3~5cm），少量黑色铁锰斑点。
10. 古土壤层：9.8~14.2m，浊棕色（7.5YR5/4），黏土质，垂直解理发育，有较多

黑色铁锰胶膜，浅橄榄绿色纵向网纹发育（3~10cm），该层古土壤层底部发现 2
个原位埋藏的石英岩石片。

11. 黄土层：14.2~15m，浊橙色（7.5YR6/4），黏土质粉砂层，有少量黑色铁锰斑点。
12. 河流堆积砂层：15~16m。
13. 河流堆积砾石层：深度大于 16m。未见底。

我们对窑厂湾剖面进行了系统的磁化率、TT-OSL 年代和磁性地层样品采集及实验

室分析。古地磁样品经过系统热退磁后在南京大学古地磁实验室 2G 超导磁力仪上完成测

试，样品磁偏角和磁倾角均为连续正值，由此可以断定窑厂湾地点黄土 - 古土壤序列可

与 Brunhes 正极性 (N1)对比，其年代值要小于 0.78Ma（Brunhes /Matuyama Boundary）。

5 个 TT-OSL 测年样品的采样位置分别位于距地表 1.8m (YCW-1)、3.1m (YCW-2)、3.6m 
(YCW-3)、4.1m (YCW-4) 和 4.6m (YCW-5) 处，其中 YCW-1 和 YCW-2 位于第 2 层（强

图 3 窑厂湾地点柱状地层剖面图与 TT-OSL 年代
Fig. 3  Pedostratigraphy and TT-OSL ages of  the 

Yaochangwan site

古土壤层）中部和下部、YCW-3 位

于第 3 层（黄土层）中部、YCW-4
和 YCW-5 分别位于第 4 层（古土壤

层）上部和下部。经测试，5 个样品

的年代结果依次为：90.09±9.07ka；
118.75±11.34ka；155.20±11.42ka；
161.24±11.6ka；172.59±13.65ka（ 图

3）。根据 TT-OSL 测年结果和磁化

率变化曲线，可以明确推断出 5 个

测年样品分别属于 S1 古土壤层，L2
黄土层和 S2 古土壤层。对比窑厂湾

和洛川磁化率曲线，参照窑厂湾野

外地层剖面（图 3），推断下部零星

原位埋藏旧石器的古土壤层为 S5 古

土壤层，其年代距今 0.60Ma 左右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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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何家梁地点石制品分类与原料类别
Tab. 1  Raw material frequency corresponding to lithic assemblage in the Hejialiang site

石料类别   
器物类别

石 英 石英岩 火山岩 硅质灰岩 石英砂岩 合 计 百分比

石 锤 1 1 2 0.87
石 核 78 18 16 6 18 136 59.39

石 片
完整石片 11 2 3 1 1 18 7.86

不完整石片 5 1 6 2.62

修理

工具

砍砸器 9 1 1 12 5.24
石 球 8 2 10 4.37
手 斧 1 1 1 3 1.31
手 镐 1 2 2 5 2.18
刮削器 3 3 2 1 9 3.93
尖状器 1 1 0.44

断 块(片) 4 16 4 1 2 27 11.79
总 计 122 37 33 14 23 229

百分比 (%) 53.28 16.16 14.41 6.11 10.04 100

3 何家梁地点的石制品

何家梁地点采集到比较丰富的石制品。2009~2011 年数次田野调查中，在砖厂取土场

范围内共采集石制品 229 件。表 1 是何家梁地点石制品分类与加工石制品原料类别比较。

何家梁地点采集的 229 件石制品包含石锤 (n=2; 0.87%)、石核 (n=136; 59.39%)、石片 (n=24; 
10.48%)、修理的工具 (n=40; 17.47%) 和断块 (n=27; 11.79%) 等 5 大类别。石片中含完整

石片 18 件，占石片总数的 66.67%；不完整石片 6 件，占石片总数的 33.33%。40 件工具

中含砍砸器 (n=12; 30%)、石球 (n=10; 25%)、手斧 (n=3; 7.5%)、手镐 (n=5; 12.5%)、刮削

器 (n=9; 22.5%) 和尖状器 (n=1; 2.5%)。
何家梁地点加工石制品的原料有 5 种，其中以石英为最多，其次是石英岩和火山岩，

砂岩和硅质灰岩稍少一些。下面对何家梁地点发现的各类石制品分别予以简单介绍（表 1）。

3.1 石锤
何家梁地点的2件石锤石料分别为石英和火山岩。其中火山岩是一件很圆的扁平砾石，

砸击疤痕遍布器身周遭（图 4: 10）。

3.2 石核
数量最多，共计 136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59.39%。石核的平均长度为 78.01mm，平

均宽度 86.56mm，平均厚度 68.97mm，平均重量 639.75g。
从石核剥片台面特征看，其中有 80 件石核是以自然砾石面为台面直接剥片的，占石

核总数的 58.82%。这些石核中包含单自然砾石台面石核 30 件（22.06%）、双自然砾石台

面石核 40 件（29.41%）和多自然砾石台面石核 10 件（7.35%）；除了上述纯粹自然砾石

台面的石核之外，在有两个以上剥片台面的石核中，还有 49 件石核含有至少一个自然砾

石剥片台面，而纯粹修理台面的石核，如素台面（n=6; 4.41%）和棱脊台面（n=5; 3.68%）

石核数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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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汉中盆地的石制品 (1)
Fig. 4  Lithic artifacts from the Hanzhong Basin (1)

1、3-4、6. 砍砸器（choppers，HP01: 209，HP01: 207，HP01: 206，HP01: 208）； 2、8. 手镐 (picks，HP01: 199，

HP01: 195)； 5、13. 刮削器（scrapers，HP01: 213，HP01: 203）； 7. 手斧（hand-axe，HP01: 197）；9、11-12. 石球（spheroids，

HP01: 219，HP02: 22，HP01: 216）；10. 石锤（hammer stone，HP01: 028）；14. 尖状器（point，HP01: 189）

7件（5.15%）石核上通体只有一个剥片疤痕，20件（14.71%）石核体上有 2个剥片疤痕，

其余 109 件（80.15%）石核体上有 3 个以上的剥片疤痕，显示石核有一定的剥片利用率。

何家梁地点的石核绝大多数为锤击石核（n=133; 97.79%），砸击石核只有 3 件（2.21%）。

3.3 石片
完整石片 18 件。3 件为长度或者宽度大于 100mm 以上的大型石片，占完整石片总数

的 16.67%。长度或者宽度介于 50~100mm 之间的中型石片 4 件，占 22.22%。其余 11 件

为小型石片（61.11%）。6 件石片为自然砾石台面，其余 12 件为修理的素台面或者棱脊

台面石片。有 2 件特征明确的两极石片 (11.11%)，其余 16 件 (88.89%) 可能为锤击法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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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石片  6 件不完整石片中含 5 件半边石片和 1 件远端断片。

3.4 工具
砍砸器  12 件。9 件以扁平的石英砾石加工而成，其余 3 件分别为石英岩、火山岩和

硅质灰岩砾石加工而成。器物刃缘向一面单面加工者有 5 件（图 4: 3, 6），另外 5 件器物

的刃缘为两面加工而成（图 4: 1, 4）。砍砸器的刃缘 11 件为凸刃，另外 1 件为直刃。

石球  10 件。8 件的原料为石英，其余 2 件为火山岩。从加工的方式看，有 4 件直接

使用较圆的自然砾石琢打而成（图 4: 12），很可能在开始时是作为石锤使用。其余 6 件

石球则由剥片后的石核加工而成（图 4: 9）。

手斧 3 件。原料分别为石英、火山岩和石英砂岩。标本 HP01: 194 是由火山岩砾石加

工而成的原型手斧，器长 147.77mm，宽 103.31mm，厚 70.44mm，重 1200.3g（图 5: 4），

器身较厚重。器物的一侧全部两面修理，另一侧的多半部分也两面加工，柄部为自然砾

石面；标本 HP01: 198 是由石英砾石加工而成的原型手斧，长 98.51mm，宽 69.69mm，

厚 60.87mm，重 400.7g。器物的一侧刃缘两面剥片，修理直至柄部中间部位，另一侧的

多半部分也两面加工，柄部一部分还有一些自然砾石面，这件手斧实际上并未加工完毕，

表现在器身一面剥片到尾部时由于力度不足，形成一个陡坎，从而使整个器物看起来显

得很厚；标本 HP01: 197（图 4: 7）是由石英砂岩加工而成的手斧，尖部残断，现存长度

93.17mm，宽 70.91mm，厚 41.71mm，重 320.7g。这件残手斧两面通体剥片修理，器身上

看不到任何自然砾石面，遗憾的是尖刃部分已从节理面处断掉。

手镐  5 件。1 件以扁平的石英砾石加工而成，其余 4 件手镐以火山岩和硅质灰岩扁

平砾石加工而成者各 2 件。标本 HP01: 201（图 5: 3）是由硅质灰岩砾石加工而成，尖部

已残断，这件标本也是手镐中尺寸最大的一件，器物的两侧单面剥片，柄部为自然砾石面；

标本 HP01: 199（图 4: 2）由石英砾石加工而成的手镐，器物的一侧刃缘大部单面剥片，

另一侧只是远端部分单面加工，柄部为自然砾石面；标本 HP01: 195（图 4: 8）由火山岩

砾石加工而成，器物两侧刃缘大部单面剥片，柄部为自然砾石面。

刮削器  9 件。全部为长度 100mm 以上的重型刮削器 ( 图 4: 5, 13；图 5: 2)。重型刮

削器中由石英和火山岩大型石片加工而成者各有 3 件，硅质灰岩石片加工而成者 2 件，另

外 1 件为砂岩制品。刮削器向毛坯石片的背面方向和向石片劈裂面方向修理者各有 4 件，

另外 1 件器物的刃缘为两面加工修理。8 件重型刮削器的刃缘为凸刃，另外一件为直刃。

尖状器   仅 1 件（HP01: 189）。该器物以石英石片为毛坯，两边经过修理，在远端

形成尖刃（图 4: 14）。

3.5 断块
27 件。长度多在 61~162mm 左右，重在 58.4~1326.5g 之间。断块在遗址的存在显示

早期人类在旷野地点活动时，既将这里作为日常狩猎或采集活动的场所，同时，他们也随

时随地加工石制品以满足其即时活动的需求。何家梁地点断块尺寸较大，不见小碎片屑，

主要是因为遗址被破坏，砖厂取土使用推土机等大型机械工具，小的碎屑无法被分拣出来，

而被加工了到砖体中。这种现象在近年来很多地区新调查的遗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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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窑厂湾地点的石制品

窑厂湾地点从砖厂采集石制品 23 件，石制品类型含石核 (n=13; 56.52%)、石片 (n=3; 
13.04%) 和修理的工具 (n=7; 30.44%) 三类。石制品的原料分别为石英（n=15; 65.22%）、

石英砂岩（n=3; 13.04%）、火山岩（n=3; 13.04%）、石英岩（n=1; 4.35%）和硅质灰岩（n=1; 
4.35%）。下面对窑厂湾地点采集石制品分类予以介绍。

4.1 石核
13 件。均为自然砾石，2 件为火山岩，其余 11 件为石英。从剥片台面看，单自然砾

石台面石核 4 件，双自然砾石台面石核 6 件，其余 3 件为一个自然砾石台面和一个修理台

面的混合台面石核；从剥片方式看，4 件砸击石英石核，其余 9 件为锤击石核。

4.2 石片
3件。均为锤击法剥落的石英石片。1件为自然砾石台面石片，其余 2件为素台面石片。

4.3 工具
窑厂湾地点的 7 件工具中含重型刮削器 5 件，其余两件分别是石球和手镐。5 件重型

刮削器的原料分别为石英砂岩（n=2）、火山岩（n=1）、石英岩（n=1）和硅质灰岩（n=1），

它们都是将自然砾石台面的大型石片刃缘初步修理而成的。

石球标本 HP02: 22（图 4: 11），该器物以石英砾石加工而成，通体遍布斑驳的砸击

疤痕；手镐标本 HP02: 23（图 5: 5），该器物以砂岩砾石加工而成，器物的柄部保留自

然砾石面；重型刮削器标本 HP02: 21（图 5: 6）是以自然台面的石英岩大石片为毛坯，

采用两面交互打击法，修理石片的远端和右侧刃；标本 HP02: 20（图 5: 1）以自然台面

的硅质灰岩大石片为毛坯，向石片劈裂面修理远端和右侧刃而成。

图 5  汉中盆地的石制品 (2)
Fig. 5  Lithic artifacts from the Hanzhong Basin (2)

1-2, 6. 刮削器 (scrapers, HP02:20，HP01:211, HP02:21); 3, 5. 手镐 (picks, HP01:201, HP02:23)；4, 5. 手斧 (hand-axe, HP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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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 论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汉中盆地以龙岗寺地点为代表的不同旷野旧石器地点中采集

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品
[1-8]

，虽然这里曾是我国南方最早被认识的旧石器砾石工业遗址密集

分布区之一，但对这些石制品地层年代的研究工作严重滞后，有关石制品出土层位的时代

序列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人们无法确定汉中盆地旧石器工业的发展演化脉络，

这成为制约认识中国南北旧石器工业交流、古人类技术行为和环境关系的主要瓶颈之一。

何家梁和窑厂湾地点的发现再次确认在汉中盆地的黄土堆积地层中埋藏有比较丰富的旧石

器文化遗存。通过回授光释光（TT-OSL）测年新方法、结合古地磁测试和对比黄土高原

标准黄土序列，对何家梁和窑厂湾两处旧石器地点的黄土堆积进行独立的测年研究结果证

实，地处我国南北自然地理分界线秦岭南麓的汉中盆地古人类活动的时代最晚在距今 60
万年前左右就已经开始，这一结果与以前根据汉中盆地个别旧石器地点发现的哺乳动物群

化石推断的遗址形成年代为中更新世阶段基本相当
[7]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汉江第二级阶

地何家梁地点发现石制品的黄土地层测年结果还证实，距今 7、8 万年左右是古人类活动

最为繁盛的另一个重要阶段，这一结果将古人类在汉中盆地的活动年代向后显著顺延，这

是首次在具有独立年代控制基础上，对汉中盆地旧石器组合及其技术进行分析后获得的汉

中盆地旧石器技术演化和人类行为的新认识。

 从石制品加工的原料方面分析，第三级阶地窑厂湾地点采集的石制品数量较少。早

期人类利用来自于河漫滩的石英、石英砂岩和火山岩等砾石为主要原料，同时也使用石英

岩和硅质灰岩砾石加工石制品；第二级阶地何家梁地点同样以石英制品数量为最多，其次

则是石英岩和火山岩制品，砂岩和硅质灰岩制品稍少一些。可以看出古人类加工石制品从

早到晚使用着类似的原材料，随时代变化并不明显。

 从石制品加工技术来看，两个地点均以锤击法直接剥取石片为主，砸击法也被使用。

石制品组合关系上，窑厂湾地点以大型石片为毛坯二次加工修理的重型刮削器数量居多，

另外有石球和手镐，而何家梁地点石制品组合中砍砸器、石球和大型石片加工而成的重型

刮削器数量多，手镐和手斧也常见，小型器物比例非常低，这可能与小型石制品更容易流

失有关。汉中盆地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更新世地层出土的石制品与晚更新世地层出土

的石制品，从原料选择、剥片到修理技术具有明确的一致性，工具中的重型器物如砍砸器、

重型刮削器、石球、手斧和手镐居多，而小型刮削器和尖状器数量很少。重型工具中不乏

以大型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的重型刮削器，但目前尚未发现确凿的薄刃斧，龙岗寺地点以

前报道中曾有发现薄刃斧的记录
[6, 8]

，但从原研究者提供的图件看，该标本似乎并不十分

典型。尽管汉中盆地目前尚未见到典型的、以大型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的薄刃斧，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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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16]

，汉中盆地梁山

周围以龙岗寺等地点为代表的旧石器地点群是含阿舍利（Acheulian）器物组合的石器工业，

这里的旧石器工业与下游安康盆地汉江第三级阶地旧石器地点
[17]
、鄂西北汉江沿岸

[18-24]
、

秦岭腹地丹江上游腰市盆地
[23]
、丹江口库区

[24-35]
、洛南盆地

[36-39]
、秦岭北麓的蓝田地区

[40-45]

和中国南方广西百色盆地
[46-55]

等地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群表现出较多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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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具有独立地层年代控制的基础上，讨论了汉中盆地不同阶地旧石器地点的

技术特点，这是首次获得的汉中盆地埋藏旧石器地点地层的年代数据，是对汉中盆地旧石

器遗址年代学认识上的一个突破，结合可靠的年代数据和遗址石器组合及加工技术分析，

它对建立中更新世以来秦岭山区的旧石器文化序列，理解我国南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发展演

化规律以及东西方旧石器工业比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致谢：石制品线图由赵建清绘；两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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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Discovered Paleolithic Open-air Sites in Hanzhong Basin in Upper Valley 
of Hanjiang River and Their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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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Paleolithicopen-airsiteswereidentifiedintheHanzhongBasinand252stone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during 2009-2012 in the upper valley of Hanjiang River in the southern 
piedmont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central China. Fieldwork at the Hejialiang site and the 
Yaochangwan site was carried out in August 2010 and May 2011, with three additional visits 
in 2009 and 2012. The catchment of Hanjiang River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hominin living in the recent geological time. The newly discovered stone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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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onthesecondandthirdterracesofthesouthbankofHanjiangRiveratthepiedmont
of theLiangshanMountain.The lithicassemblageanalysissuggests that thestoneartifacts
weremadeoflocalrawmaterialsofpebbles/cobbleswhichderivedfromtheriverbankalluvial
deposits of the Hanjiang River. The lithic samples from the Hejialiang site frequently made of 
quartz,Graywacke,andigneousrock,butinfrequentlymadeofquartziteandsiliconlimestone.
The lithics of the Yaochangwan site more frequently made of quartz, quartzite and igneous 
rock,butinfrequentlymadeofsandstoneandsiliconlimestone.Themainpercussiontechniques
usedaredirecthardhammerpercussionandbi-polartechniques.Thecoreandflakeplatforms
aredominatedbycorticalsurfaces.Thelithicartifactsconsistofhammerstones,cores,flakes,
retouchedtoolsandflakingdebris.Theretouchedtoolsincludechoppers,spheroids,Hand-axes,
picks, heavy-duty scrapers, small scrapers and point. Composition and technology of the lithic 
artifacts in the two sites shar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Paleolithic open-air sites in the 
Ankang Basin, the Danjiang Reservoir areas in the lower valley of the Hanjiang River, and the 
Luonan Basin in the South Luo River, and the Bose Basin in south China.  

The Hejialiang section on the second terrace and the Yaochangwan section on the third terrace 
were sampled in detail. In the Hejialiang site, there is a thin eolian deposit with thickness of 5.2m 
coveringonthefluvialsand,pebbles,andcobbles.Anin situflakewasjustfoundatthelower
part of the unique paleosol layer in the Hejialiang section. In the Yaochangwan site, distinct loess 
and paleosol alternations are present on the third river terrace with a thickness of more than 15m. 
Fromthisloess-paleosolsequence,fiveloessunitsandfivepaleosolcomplexescanbeidentified.
Two in situ flakes were found in the fifth paleosol layer at a depth of 14m. Two samples at 
Hejialiang section and five samples at the Yaochangwan section were collected for TT-OSL 
(Thermally transferred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ating.  The TT-OSL is a newly 
developeddatingtechniquewhichprobablyextendsthedatingrangeofquartzsamplestomiddle
and early Pleistocene. The TT-OSL signal has a saturation limit at least an order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e fast component of the conventional OSL signal. The TT-OSL signal is measured 
afterthedepletionoftheconventionalOSLsignalandasubsequentpre-heat,whichisapplied
to induce the thermal transfer of charge. All of these measurements are carried out in the OSL 
LaboratoryofNanjingUniversity.Theresultssuggestthattheburiedlithicartifactslayeratthe
Hejialiang site is approximat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ast interglacial paleosol S1 in Chinese Loess 
Plateau, it is dated from 80ka to 70ka BP. The Yaochangwan site spans approximate from 600ka 
to 100ka and correlates with S5-S1 in the typical Chinese loess paleosol sequences, respectively. 
These ages suggest that hominin already occupied the Hanzhong Basin from approximately 
600kaBP,andduringfrom80kato70kaBPwasanothertimeforhomininoccupiedthis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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