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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乌兰木伦遗址于２０１０年发现并进行了首期试掘，在７个文化层位中获得石制品１５００余件、动物化石千余

件以及人类用火遗迹。初步观察和研究表明，该遗址以石片石器为特点的石制品类型十分丰富，工具组合具有明

显的旧石器中期的特点，且与欧洲的莫斯特文化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以披毛犀为代表的哺乳动物化石属于华北晚

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沉积相和哺乳动物、软体动物化石的性质表明当时人类生活于较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

中；化石总体比较破碎，一些碎骨化石上可见明显的石器切割痕迹，同时发现有大量骨片，带剥片痕的骨核化石和

若干骨器标本以及烧骨，反映出当时人类的肉食、熟食习惯等利用动物骨骼的生活行为方式。经 １４Ｃ与光释光结合

测定乌兰木伦遗址年代为距今 ７０～３０ｋａ，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乌兰木伦遗址的发现、试掘与初步研究，为我国北

方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涵，同时也为现代人起源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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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５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
修建乌兰木伦河景观河道的过程中，蒙古族古生物

爱好者古日扎布在河左岸一个小溪口的泉眼处捡到

几件动物化石，向当地文物部门报告后经鄂尔多斯

青铜器博物馆王志浩现场考察继而发现石制品并确

认为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存，遂以河流名字命名该遗

址。因遗址地处景观河道的中心地带，具有极高的

历史和社会价值，同年６～７月间鄂尔多斯青铜器博
物馆组织了一次抢救性试掘。试掘结果表明，遗址

具有良好的河湖相地层序列，且含有丰富的石制品、

动物化石，此外还发现有人类用火的遗迹，具有良好

的科研价值。可以说，乌兰木伦遗址是继１９２３年在
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举世瞩目的萨拉乌苏和水洞沟两

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本文是对

该遗址和首次试掘基本情况、所获成果以及相关研

究的初步报告。

１　地理、地质背景

乌兰木伦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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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
巴 什 新 区 乌 兰 木 伦 河 岸 （３９°３５１５２′Ｎ，
１０９°４５６５９′Ｅ），海拔１２８１ｍ。乌兰木伦河发源于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经陕西神木注

入黄河。遗址处于乌兰木伦河中游的左岸，几个小

型古支流呈南北注入乌兰木伦河，其中充填第四纪

堆积物，在堆积物下部发现古人类活动遗迹。遗址

最宽处沿西北—东南向约 １５ｍ，从底部基岩面到地
表高约１５ｍ，文化遗物发现于基岩以上约 ５～８ｍ厚
的地层中。经初步观察遗址地层的形成过程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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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乌兰木伦遗址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ＷｕｌａｎｍｕｌｕｎＳｉｔｅ

图 ２　鄂尔多斯地区新生代地质略图
１．白垩系　２．侏罗系　３．上新统　４．晚更新统湖相沉积　５．晚更新

统河流沉积　６．晚更新统风成黄土　７．全新统沙地　８．旧石器遗址

Ｆｉｇ２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Ｏｒｄｏｓ．１．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

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３．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４．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５．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６．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ｅｏｌｉａｎｌｏｅｓｓ；７．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ｄｅｓｅｒｔ；８．Ｐａｌｅｏｌｔｈｉｃｓｉｔｅ

河流下切（底部基岩被古乌兰木伦河的支流下切形

成小峡谷）和结束下切后接受河湖相堆积两个阶

段。旧石器时代人类自后一阶段开始在此活动。古

代先民在此打制和使用的石制工具与他们的生活垃

圾（如动物碎骨、用火遗迹等）随后被河湖相沉积物

所埋藏。这些被埋藏的文化遗物由于偶然的出露而

被发现，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的珍贵

实物材料。

鄂尔多斯高原以北地区新生代中晚期，随着构

造运动重新活跃，地幔物质上涌和玄武岩喷发，地壳

下陷形成了东西向河套盆地。受其影响，鄂尔多斯

地区发生多次间歇性升降活动，新生代早、中期的准

平原面被侵蚀切割，地貌变得复杂化。从中更新世

末期开始，新构造活动较弱，地壳轻微下沉，河流侧

蚀较强，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众多的宽谷与湖泊
［１～３］

。

这个时期全球气候向干冷方向发展，鄂尔多斯长期

处于温带草甸草原或荒漠草原环境
［４］
。在夏季风

活跃时期，高原上河湖遍布，植被茂盛，食草动物拥

有自己的“天堂”，古人类在这里找到既可狩猎又有

水源供给的适宜环境。全新世以来本区地壳轻微抬

升，河流下切，湖泊消失，湖相沉积剖面的出露促使

该遗址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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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　遗址试掘及出土物初步观察

２１　试掘流程与地层

　　２０１０年６～７月的试掘工作，揭露面积约３０ｍ２。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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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探方北壁与景观河道平行，采用南北方向北偏

东３０°予以平面布局。发掘过程中，依据土质土色
可能代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气候环境为条件划分了

地层和文化层序，在地层单位内严格按照以 １０ｃｍ
为一个水平层向下进行逐层清理。本期试掘中东西

向最南部的两米宽的探方已发掘至基岩底部。

遗址文化层由上而下为８层，厚约５～８ｍ。文化
遗物主要出土在第② ～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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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地层描述如下：

图 ３　乌兰木伦遗址第 １地点发掘地层北壁剖面示意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ａｔＬｏｃ．１ｏｆＷｕｌａｎｍｕｌｕｎＳｉｔｅ

①主要为泛红色砂状堆积，内部包含大块的基岩风化岩

块，自西向东倾斜。厚约 １１～２１ｍ

②上部为红色砂质堆积，局部含少量白垩系基岩风化岩
块，出土遗物较少；下部为青灰色粉砂，自西向东倾斜。石

制品和牙骨化石丰富。厚约 ０６～１４ｍ

③红色夹灰色细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牙骨化石
丰富。厚约 ０３～０８ｍ

④以青灰色粉砂为主，局部为红色细砂，自西向东倾斜。
石制品和牙骨化石丰富。厚约 ０２～０６ｍ

⑤青灰色粉砂与红色细砂交错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
品和牙骨化石丰富。厚约 ０１５～０４０ｍ

⑥上部为红色细砂，夹杂白垩系基岩风化岩块；下部为
青灰色粉砂，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骨化石丰富。厚约

０６～０８ｍ

⑦青灰色粉砂，顶部偏西为红色细砂，夹杂少量白垩系
基岩风化岩块，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骨化石丰富。厚约

０２～０４ｍ

⑧红色细砂与青灰色粉砂交错出现，下伏白垩系基岩，
自西向东倾斜。石制品和骨化石丰富。厚约 １１～２１ｍ

２２　石制品特征初步观察

２０１０年１期试掘发现石制品 １５００余件。经初

步观察，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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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特征概括如下：
（１）原料以浅灰色石英岩为主（占 ９０％以上），

此外还有少量燧石、石英、砂岩、片麻岩、硅质岩等，

多为尺寸较小的河卵石。这些原料质地较为均匀，

硬度高，节理少，适于制作锋锐、耐用的石制品。最

近原料产地发现于遗址西南方向约数百米远的二级

河流阶地沉积中。

（２）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各类工具以及
断块与断片。石片和工具所占数量最多，分别约为

６５％和 ２５％。石核以单台面石核为主，多台面石核
为次，双台面石核很少。

（３）少量石片的台面具有修理痕迹，背面疤数
量较多。存在较多使用石片，其尺寸相对较大，体型

偏长，刃缘较直，使用自然背缘或是人工修背，边缘

上可观察到明显的使用痕迹。试掘中也发现数量不

少的小于１ｃｍ的石片碎屑，应为打制石器时进行剥
片和修理工具时产生的副产品。

（４）工具多以石片为毛坯，类型十分多样，除各
式刮削器（凹刃、凸刃、直刃、凹凸刃等）之外，锯齿

刃器和凹缺器数量较多，分型多样；石锥、钻具和尖

状器出现频度较高；端刮器、鸟喙状器和雕刻器时

有出现。很多工具为一器多型，兼具不同的功能特

点。另有特色鲜明的盘状器。

（５）石制品总体上属于小型石片工业组合，与
欧洲传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类型组合有几分类似。

（６）石制品的剥片和工具的修理主要采用锤击
法，工具的修理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同时也有向腹面

加工；并不同程度地采用了错向、对向以及交互、复

合等加工形式用于工具的修理。

（７）在第②、第⑤和第⑥层均发现用火遗迹，范
围大至２～３ｍ２；内含密度较大的炭屑以及烧骨。
显示古代先民在此从事过烧烤取食的生活等活动，

表明遗址的原地埋藏性质。

２３　哺乳动物化石及骨制品

遗址出土动物化石１２１３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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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经初步鉴定
有：

!

（未定种）Ａｒｖｉｃｏｌａｓｐ．？，披毛犀 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普氏野马（相似种）Ｅｑｕｕｓｃｆ．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诺氏驼（相似种）Ｃａｍｅｌｕｓｃｆ．ｋｎｏｂｌｏｃｈｉ，河套大角鹿
Ｍｅｇａｌｏｃｅｒｕｓｏｒｄｏｓｉａｎｕｓ，牛亚科（属种未定）Ｂｏｖｉｎａｅ
ｇｅｎ．ｅｔｓｐ．ｉｎｄｅｔ。

从出土动物化石数量上看，乌兰木伦动物群中以

披毛犀数量最多，其次是野马和河套大角鹿，诺氏驼

和牛较少。从动物牙齿标本反映的年龄结构来看，披

０８１



　２期 侯亚梅等：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 ２０１０年 １期试掘及其意义

图 ４　乌兰木伦遗址 ２０１０年 １期试掘中出土的石制品
１———石片（ｆｌａｋｅ，ＯＫＷ②１０－２）　２和１０———锯齿刃器（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ＫＢＳ１０②Ｃ３７５和 ＯＫＷ⑤４３－１）　３———尖状器（ｐｏｉｎｔ，ＯＫＷ②２５－５）

４———石核（ｃｏｒｅ，ＯＫＷ④３－１）　５，１２，１４，１５和１６———凹缺器（ｎｏｔｃｈ，ＫＢＳ１０②Ｃ３４４；ＯＫＷ②１４－１；ＯＫＷ②５１－５；

ＯＫＷ⑤６０－３和 ＯＫＷ⑥２５－３）　６———端刮器（ｅｎｄｓｃｒａｐｅｒ，ＯＫＷ③３８－７）　７和８———鸟喙状器（ｂｅｃ，ＯＫＷ⑦２１－６和 ＯＫＷ②３４－１）

９和１１———钻具（ｂｏｒｅｒ，ＯＫＷ⑤５５和 ＯＫＷ④７－１）　１３———石锤（ｓｔｏｎｅｈａｍｍｅｒ，ＯＫＷ④１４－１）

１７和１８———石刀（ｋｎｉｆｅ，ＫＢＳ１０②Ｃ３９７和 ＯＫＷ⑤６６－７）　１９———盘状器（ｄｉｓｃｏｉｄｔｏｏｌｓ，ＯＫＷ②５－１）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ｔ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１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ｔｒｉａ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ｕｌａｎｍｕｌｕｎｓｉｔｅ

毛犀幼年和少年个体相对较多；马基本上是成年个

体；其他种类由于个体数量较少还难以判断年龄结

构，但总的看来主要是成年个体。从动物群的组成来

看，乌兰木伦动物群明显属于北方晚更新世的河套大

角鹿－野马动物群［５］
。

另外，动物化石相当破碎，从化石数量看其解剖

学部位依次为牙齿、肋骨、头骨、上下颌骨、肩胛骨、脊

椎骨、上下肢骨等。出现骨制刮削器、骨制尖状器和

骨刀。在鉴定为人工痕迹的骨化石中，带切割痕迹的

碎骨化石相对最多，可视为当时人类肉食的证据。具

有人工痕迹的动物化石比例约为１０％，烧骨在其中所
占比例最少，它与用火遗迹一起共同反映出人类的熟

食行为。上述动物化石表现出来的特点，加之与石制

品共生，说明遗址出土化石与人类行为具有密切

联系。

３　年代测定初步结果

根据遗址地层和已出土动物化石、石制品所代表

的年代范围，选择了放射性碳（
１４Ｃ）和光释光（ＯＳＬ）方

法对遗址堆积物进行了初步测年，本文仅给予简要介

绍，详细测年结果和讨论另文发表。
１４Ｃ测年样品是在遗址剖面第① ～⑥层中采集的

炭屑颗粒和１个动物骨骼化石。这些样品在北京大
学加速器质谱（ＡＭＳ）上进行了测量，结果进行了日历
年龄校正。

根据遗址剖面上部和下部各层位的沉积物特性

分别采集了光释光测年样品（

书书书

图６），本文针对下部涉
及的考古层位加以详述。其中第①层之上的晚期河
湖相和沙丘堆积物中采集了７个样品，文化层中采集
了１３个样品。光释光测年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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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和骨器
１～４———披毛犀下颌骨、肩胛骨、寰椎等（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ｓｃａｐｕｌａ，ａｔｌａｓｅｔｃ．）　５———诺氏驼（相似种）右上颌骨残段（Ｃａｍｅｌｕｓｃｆ．

ｋｎｏｂｌｏｃｈｉ，ｒｉｇｈｔ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６———河套大角鹿角基（Ｍｅｇａｌｏｃｅｒｕｓｏｒｄｏｓｉａｎｕｓ，ａｎｔｌｅｒｂａｓｅ）　７———普氏野马（相似种）右上颌骨残段（Ｅｑｕｕｓｃｆ．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ｒｉｇｈｔｍａｘｉｌｌａｒｙ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８———
!

的臼齿（未定种 Ａｒｖｉｃｏｌａｓｐ．？，ｃｈｅｅｋｔｏｏｔｈ）　９～１２———骨制品（ｂ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ｌｉｍｂｐａｒｔｓ）

图中１～４同一比例；５～７和９～１２同一比例；８独立比例尺

Ｆｉｇ５　Ｆｏｓｓｉｌｓａｎｄｂ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ＷｕｌａｎｍｕｌｕｎＳｉｔｅ

图６　乌兰木伦遗址２０１０年试掘剖面部分年代学样品位置

Ｆｉｇ６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ａｔｒｉａ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ＷｕｌａｎｍｕｌｕｎＳｉｔｅｉｎ２０１０

院地表过程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光释光

测年物质是从堆积物样品中选出的细砂级粒径的石

英颗粒
［６］
，石英颗粒的等效剂量用单片再生剂量法测

量
［７］
，实验过程中的样品释光信号测量前的预热条件

通过预热坪区实验确定，该测量是在丹麦 Ｒｉｓ国家
实验室生产的释光测量系统上进行的。年剂量是将

中子活化测量得到的样品 Ｕ，Ｔｈ和 Ｋ含量通过有关
参数转化得到的，其中考虑了样品的含水量、测量石

英颗粒的大小和宇宙射线的贡献。
１４Ｃ测量结果显示第①层的年龄为 ２８４±０３ｃａｌ．

ｋａＢＰ．；第②、第③、第④和第⑤层各采了一个 １４Ｃ样

品，其 年 龄 分 别 为 ４１４±０３ｃａｌｋａＢＰ．，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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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ｃａｌｋａＢＰ．，３３１±０４ｃａｌｋａＢＰ．和 ３６９±０８
ｃａｌｋａＢＰ．；第⑥层有 ４个 １４Ｃ样品，其年龄分别为
３４３±０２ｃａｌｋａＢＰ．，３８９±１５ｃａｌｋａＢＰ．，３６９±
０８ｃａｌｋａＢＰ．和 ３３１±０４ｃａｌｋａＢＰ．，其中 ３３１±
０４ｃａｌｋａＢＰ．为动物骨头测量结果。上述第② ～⑥
层为文化层，结果表明这些年代数据与其地层层位并

不严格一致，最大年龄值 ４１４±０３ｃａｌｋａＢＰ．为最上
部文化层（地层的第②层），最小年龄值 ３３１±０４
ｃａｌｋａＢＰ．出现在第④和第⑥层，即使同一层位
（第⑥层）的３个炭屑样品，其年代也不十分吻合。上
述年代值与地层层序的不完全一致性说明这些

１４Ｃ样
品的年代还需进一步研究。由于这些样品比较老，样

品中的些许年轻碳污染都可能导致测量的年代偏年

轻，这种现象在欧洲和澳洲都很常见
［８，９］
。总体上，根

据测量的结果，推论该遗址的
１４Ｃ年代老于３万年。

光释光技术直接测量沉积物最后一次见光后到

现在测量时的时间，也就是样品在地层中的堆积时

间。结果表明第①层之上的堆积层年代约为 ４～
３５ｋａ，年代数据与地层层序基本相符。第①、第②、
第③、第④、第⑤、第⑥、第⑦和第⑧层的年代分别约
为５０ｋａ，４５ｋａ，４７ｋａ，４５ｋａ，５１～７１ｋａ，５２～６８ｋａ，４３～
７１ｋａ和５７～７２ｋａ。第① ～⑧层的年代与地层层序总
体上一致，但波动比较大。第①层比第②、第③和
第④层的年龄偏大，第⑤、第⑥、第⑦和第⑧层年龄值
有部分重叠。这些层位的光释光年龄值与地层层序

没有严格一致，推测这种情况与样品在被埋藏时释光

信号晒退不好有关。遗址处于一个古河道中，两边的

部分基岩物质由于崩塌而堆积在遗址中，这部分物质

由于搬运距离很短，快速堆积，没有足够的时间见光，

因而其原有的释光信号没有被完全晒退，导致现在测

量时的释光年龄比真实埋藏年龄偏老。为了测量出

更真实的年龄，本遗址释光测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遗址进行年代测定，可判断

所得年龄的可靠性，用
１４Ｃ和光释光方法对辽东小孤

山遗址
［１０］
和壶口黄河阶地上的龙王秥旧石器遗

址
［１１］
的年代进行测量的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得到的年

代一致，说明这些方法测量出的年代是可靠的。乌兰

木伦遗址第 １地点的 １４Ｃ测年和光释光测年结果比
较，表明同一层位

１４Ｃ年龄比光释光年龄总体上偏年
轻，原因可能是前文提到的炭屑样品受到了新碳的污

染，或者是样品的光释光信号在样品被埋藏前没有完

全被晒退。尽管该遗址的
１４Ｃ和光释光年代还需进一

步研究，但现有结果已足够给出一个遗址的时代框

架，因此推测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７～３万年。

４　古环境

在详细观察乌兰木伦遗址剖面地层的基础上，

我们按 ２ｃｍ间隔采集了 ９４５个样品，在实验室内分
别进行了粒度、ＣａＣＯ３分析和测定，并据此绘制成

书书书

图７，同时也对剖面相关层位所含的软体动物化石
进行了鉴定，初步重建了该遗址地层的古环境变化

序列。需要说明的是，遗址层位之上的厚度较大的

沙丘砂堆积的层理方向是沿水平加积而成，故样品

采集的实际堆积厚度大于其实际深度。

乌兰木伦剖面不整合于白垩系风成的紫红色砂

岩之上，主要是一套晚更新世中、晚期的堆积，包括风

成的沙丘砂、湖沼相、三角洲相、古土壤－黑垆土和紫
红色砂砾石层等５３个层序。若以沙丘砂或者三角洲
相与其上覆的湖沼相构成的沉积旋回计，整个剖面显

示出２０多个旋回。说明自晚更新世晚期以来乌兰木
伦遗址及其周围地区经历了多次古湖时期。

经ＯＳＬ测年并推测，乌兰木伦遗址（大致在

书书书

图７
显示的堆积厚度为 １５５０～１８３０ｍ的位置，即与前
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层位② ～⑧相当）发生的时间
主要是在４５～７０ｋａＢＰ．，相当于 ＭＩＳ３～４。这一时
期，乌兰木伦河流域总体上处于一个成湖时期。那

时该流域夏季风盛行，受惠于夏季风带来充沛降雨

的影响，当时地表多有径流，故而形成“乌兰木伦湖

盆”堆积。在这种环境下，由于冬季风受到夏季风

的抑制，导致堆积物质的 Ｍｚ（ｆ）（采用 Ｆｏｌｋ和 Ｗａｒｄ
的公式 Ｍｚ＝（ｆ１６＋ｆ５０＋ｆ８４）／３［１２］计算）增大；同时，
盛行的夏季风有利于四周正地形中较多的 Ｃａ物质
被淋溶，并汇集于湖泊形成 ＣａＣＯ３含量较高的沉积
物（见

书书书

图７）。
受夏季风影响所导致的气候暖湿情况还可以从

其中的腹足类动物化石（介壳）指示的生态环境获

得有力的佐证。遗址考古工作层位中的第② ～⑧层
都含有腹足类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陈德

牛鉴定，第② ～⑧层中都含有水生的西伯利亚旋螺
Ｇｙｒａｕｌｕ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Ｄｕｎｋｅｒ，且是个体最多的优势属
种。其余个体较少，有水生的小土蜗 Ｇａｌｂａｐｅｒｖｉａ
Ｍａｒｔｅｎｓ、沼泽土蜗 Ｇａｌｂａ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Ｍüｌｌｅｒ、凸旋螺
Ｇｙｒａｕｌｕｓｃｏｎｖｅｘｉｕｓｃｕｌｕｓ－Ｈｕｔｔｏｎ；还见有一定数量的
陆生的伸展瓦娄蜗牛 Ｖａｌｌｏｎｉａｐａｔｅｎｓ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多齿
砂螺 Ｇａｓｔｒｏｃｏｐｔａａｒｍｉｇｅｒｅｌｌａ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和零星的华蜗
牛 Ｃａｔｈａｉｃａｓｐ．化石。这些都是现生属种，除华蜗牛
Ｃａｔｈａｉｃａｓｐ．生活的区域环境（该属分布于我国华
北、华中、西北及西南地区

［１３］
）显示偏凉偏冷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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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乌兰木伦剖面 Ｍｚ和 ＣａＣＯ３含量的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ｚａｎｄＣａＣＯ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Ｗｕｌａｎｍｕｌｕｎｐｒｏｆｉｌｅ

他腹足类的现生环境是温暖湿润的湖边、溪河边或

沼泽沿岸的草丛中。特别是东洋界种类凸旋螺

Ｇｙｒａｕｌｕｓｃｏｎｖｅｘｉｕｓｃｕｌｕｓ（零星分布于第② ～④层和第

⑥ ～⑧层），其现生种分布于我国江苏、浙江、福建、
台湾、广东、广西及云南，向南可达东南亚和南

亚
［１４］
，分 布的最西北界为属暖温带 的 南 泥湾

（３６°１９′Ｎ，１０９°３９′Ｅ）。据此可见，乌兰木伦遗址
文化层沉积时期夏季风相当强劲，生物气候带曾经

大幅度地向北推移。值得注意的是，同期这里也曾

几度发生过“沙漠化”现象，其表现层位为 ３８Ｄ，

４０Ｄ，４２Ｄ，４６Ｄ和４８Ｄ；另外，Ｍｚ（ｆ）和 ＣａＣＯ３呈现的
低谷也十分明显。这可能反映出当时冬季风过程导

致的颗粒粗化、遗址及其周围化学淋滤作用降低的

干旱寒冷的气候环境。有趣的是，指示寒冷气候的

华蜗牛（Ｃａｔｈａｉｃａｓｐ．）恰恰发现于 ３８Ｄ，这从另一个
侧面说明了当时生态学方面发生的相应变化。

从乌兰木伦遗址文化层中含量较高的 ＣａＣＯ３
与喜温暖的腹足类化石共生的现象推断，古乌兰木

伦湖盆应该是一封闭式湖盆，尽管期间也曾有过几

次风沙沉积的沙漠化环境，但仍以夏季风主导下的

湖泊发育为当时气候环境的主旋律
［１５］
。也许正是

因为具有这种天时地利，才使得鄂尔多斯早期人类

在此生息繁衍。但是，遗址层位上覆的厚达 ３２８ｃｍ
的沙漠堆积表明其后的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与

末次冰期强大的冬季风盛行甚为相关，使本区晚更

新世晚期进入极为严寒多风沙活动的沙质荒漠时

期，乌兰木伦一带逐渐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其遗址剖

面记录中本段未见人类活动的遗迹。

值得注意的是，乌兰木伦遗址的第⑦和第⑧层
位都有稍早于７０ｋａＢＰ．的释光年龄，其中第⑧层为
７２６ｋａＢＰ．，第 ⑥ 层的释光年龄虽然相对年轻
（＜７０ｋａＢＰ．），但其上覆的第⑤层却有 ７１５ｋａＢＰ．
的测 试 结 果。以 上 这 几 个 年 龄 都 很 接 近 于

ＭＩＳ４／ＭＩＳ５之交的７３ｋａＢＰ．，而第⑥、第⑦和第⑧
层位中都具有指示当时至少是暖温带气候的东洋界

种类凸旋螺 Ｇｙｒａｕｌｕｓｃｏｎｖｅｘｉｕｓｃｕｌｕｓ。据此我们认为，
乌兰木伦遗址的第⑥、第⑦和第⑧层更像是末次间
冰期即 ＭＩＳ５的末期（７５～７３ｋａＢＰ．？），与鄂尔多
斯高原南缘萨拉乌苏河流域显示温暖气候的米浪沟

湾剖面的５ａ段即 ＭＧＳ５ａ［１６］的末期相当，而不应该

是末次冰期的开幕。当然，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年

代学工作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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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期 侯亚梅等：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 ２０１０年 １期试掘及其意义

５　小结和意义

（１）乌兰木伦遗址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 ７～３
万年左右，与同属鄂尔多斯高原的萨拉乌苏遗址大

体相当。古环境研究结果、哺乳动物化石性质以及

考古学
"

究等都倾向于支持光释光测年结论。该遗

址的考古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２）遗址石制品总体上属于小型石片工业组
合，石制品数量和类型都十分丰富；原料多为遗址

附近河流阶地的石英岩，多为卵形小砾石；石核多

为单台面石核，其次是多台面石核，双台面石核较

少；有一定数量的使用石片；工具主要以石片作为

毛坯，各类刮削器（凹刃、凸刃、直刃、凹凸刃等）、凹

缺器、锯齿刃器十分突出，此外还有端刮器、石锥、钻

具、鸟喙状器、石刀、雕刻器以及少量盘状器。不少

工具呈现出一器多用的功能特点。工具组合与欧洲

传统旧石器时代中期相近。

（３）遗址发现的大量动物骨化石碎片、牙化石，
包括烧骨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一些化石的解剖

学部位残留着明显的石器切割痕迹，可视为当时人

类肉食的证据，烧骨和用火遗迹显示了人类对熟食

技术的应用。此外，还存在一定数量具有人工打制

痕迹的骨片、骨核和骨制工具。

（４）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不多，主要有
!

、披毛

犀、野马、大角鹿、牛等，除披毛犀多为幼年个体外，

其他年龄组合均为成年个体。从化石种属组合上

看，乌兰木伦遗址动物群属于华北晚更新世的萨拉

乌苏动物群。

（５）遗址文化层由河湖相沉积物构成，沉积相
和出土的哺乳动物、软体动物化石的性质表明，生活

在此时期的古代先民处于一种较为温暖、湿润的气

候环境之中。那时，鄂尔多斯高原上河流、湖泊众

多，水草茂盛，成群的披毛犀、野马、鹿类、水牛（？）

等体态庞大的骆驼等草食类动物出没其间，成为古

人类狩猎的对象。

与乌兰木伦遗址相呼应，发现于２０世纪早期的
本地区另一个时代相当的萨拉乌苏旧石器遗址的动

物化石遗存和旧石器的面貌与本遗址有所分

异
［１７，１８，１９］

：后者动物群相对完整
［２０］
，石制品相对更

加细小，但行为方式则比较趋同
［２１，２２］

。其具体原因

值得以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地处东亚北部人类迁徙的重要腹地，属于旧石

器时代中期的乌兰木伦遗址，在距今７～３万年末次
冰期期间，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其古人类在生

活和行为方式上做出了新的调整和转变，遗址出土

的文化遗物反映了该阶段人类的行为适应特点；该

阶段同时也是现代人起源
［２３～２６］

的敏感时空阶段，结

合我国华北其他相关遗址的证据，将为该主题的探

讨提供全新的宝贵材料。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在

我国相当稀少，使得该遗址的年代位置显得尤为重

要，遗址出土遗物的数量与内涵之丰富为在内蒙古

地区、华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研究该阶段的遗存
［２７～２９］

增加了新的内容，有望调整以往关于中国旧石器中

期的看法
［３０］
，推动中国旧石器分期的理论研究。遗

址时代属于末次冰期，对于探讨当时人类对于极端

气候的生存适应能力乃至研究现代全球环境变化对

人类生活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

乌兰木伦遗址是继 １９２２年法国人发现萨拉乌
苏及水洞沟遗址后

［１７，１８］
鄂尔多斯地区的又一次史

前文化的重大发现。该遗址对于研究鄂尔多斯高原

的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等

相关学科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势必对东亚史

前史和第四纪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是乌兰木伦遗址 １期试掘的初步报告，后
续已在遗址开展了更为细致的２期试掘和正式的发
掘工作，并对乌兰木伦河全流域范围内进行了大规

模的遗址调查，发现了众多旧石器地点，获取了更加

丰富的材料，笔者将择机另文予以有关介绍和阐释。

致谢　本文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
区文化厅文物处、鄂尔多斯市政府和市文化局的大

力支持与协助，同时得到鄂尔多斯市政府专项经费

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化石、发掘与修理专项经费的

特别资助。文中

书书书

图４系刘光彩拍照排版；审稿专家
和编辑部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笔者

对上述单位和个人一并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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