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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最近获得的新资料，对南洛河流域的地貌、黄土沉积和更新世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南

洛河上、中游地貌表现为河流峡谷和山间盆地相间分布的特征，盆地中河流阶地发育；下游为平缓的山前平原和

低山丘陵。黄土在全流域的山顶、河流阶地和盆地等各种地貌部位均有分布。黄土沉积受地形影响较大，上游黄

土堆积速率低、颗粒细；在下游有风道直通的地方，黄土堆积速率高、颗粒粗。在不同地貌部位，黄土开始堆积的年

代不同，黄土底界的年代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均有所见。对埋藏旧石器的年代研究表明，南洛河流域的古人类

活动从早更新世晚期（约 ８００ｋａ）开始，到晚更新世后期（约 ３０ｋａ）结束，期间有多期遗存。初步的孢粉和有机碳同

位素分析表明，这里曾是森林草原景观，冰期时，乔木植被以松属为主，Ｃ４类型草本减少；而间冰期时，乔木植被以

松属－榆科占主导地位，Ｃ４类植物增多。古人类在黄土堆积期和古土壤发育期都可能在这个地方活动，但这一认

识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丰富的石制品分布和较为连续的黄土沉积，使南洛河流域成为理解更新世人类行为与环

境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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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２０年来，在中国中部自然地理过渡地带的南
洛河流域发现了 ３００处以上旧石器遗址，它们分布
在各级河流阶地、低山－中山或者丘陵的地表以及
埋藏在黄土和洞穴堆积中。旷野旧石器地点的石器

工业面貌以大中型石片和石片工具以及砾石工具为

代表，两面加工技术发达，遗址中大量存在石核、石

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类型石制品和手斧、薄

刃斧、三棱手镐和大型石刀等两面加工技术生产的

Ａｃｈｅｕｌｉａｎ类型的重型工具。长期的野外地质调查
和丰富的考古证据表明，南洛河流域广泛分布的黄

土堆积是过去环境变化的良好记录，在更新世这里

人类活动十分频繁，因此，这一地区成为研究古人类

演化与环境及石器加工技术非常理想的地区。从

２００４年夏季开始，我们组成的多学科联合考察队，

对南洛河流域的石器遗址、地貌、黄土堆积和古人类

生存环境等，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调查，发掘和试掘

旷野旧石器地点 ８处，采集黄土剖面 １４个，获得各
种类型的石制品２万余件，黄土样品上万个，取得了
更新世人类活动的一些新认识。

南洛河位于中国中部，属黄河的一级支流，它发

源于东秦岭陕西省蓝田县草链岭，流经陕西洛南、河

南卢氏、洛宁、宜阳、洛阳等县市，在巩义市汇入黄河，

全长４６７ｋｍ，流域面积１８９×１０４ｋｍ２（图１），气候为半
湿润暖温带季风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在南洛
河流域已报道发现两件古人类化石

［１，２］
，收集了超过

１１万件的石制品［３～２７］
，由此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２８，２９］
。

南洛河流域典型的低山盆地和山前平原地貌以及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古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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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南洛河流域位置及流域内的黄土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Ｌｕｏｈｅ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自然条件。广泛分布的黄土堆积以及在黄土中发现

的大量石制品，为认识远古人类活动时代、环境变迁

和古人类行为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等提供了非常

重要的证据，也为“黄土石器工业”
［３０，３１］

研究提供了

新材料。随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大面积野外考察、采样
以及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又获得了一批新资料

（

书书书

图２和

书书书

图３）。本文对这些新发现进行报道，希望得
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１　流域的地貌

以洛宁为界（

书书书

图１），南洛河上游穿行在峡谷和
山间盆地之间，多险滩急流，两岸常为悬崖陡壁，谷

深在 １００～２００ｍ左右；出秦岭后，南洛河进入丘陵
和山前平原地带，水面渐宽，水行和缓，河中多沙洲。

与东秦岭其他地区类似，在南洛河上游地区，沿干流

和主要支流发育了串珠状的中生代到新生代的断陷

盆地，如支流石门河到干流之间的石门盆地、沿干流

发育的洛南盆地和卢氏盆地等。沿河发育的盆地都

是小型盆地，石门盆地长宽不足 １０ｋｍ，洛南盆地和
卢氏盆地（

书书书

图３ａ和３ｂ）的长度在数十千米之间。山
地多为低于 １０００ｍ的中－低山，以低山为主。南洛
河上游北侧华山山体以中生界花岗岩及太古界片麻

岩、花岗片麻岩、角闪黑云母结晶片岩和震旦系灰

岩、凝灰岩、砂岩和砾岩建造为主；南侧的蟒岭山脉

由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灰岩、大理岩和变质岩组成。

基岩和盆地中覆盖了松散的新生代沉积。在南洛河

流经的盆地，由于新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河

流下切，形成了多级典型的河流阶地（

书书书

图４），很多古

人类活动遗址位于这些河流阶地之上。在下游地

区，南洛河流出东秦岭山地后，地形和缓，河流在山

前平原穿行而过，形成较宽泛的河谷或者辫状河流。

河谷浅，两侧分布黄土堆积，植被是典型的疏林草原

景观。夏正楷等
［１７］
在丘岗的黄土中发现了埋藏石

制品。我们在野外调查期间，也在洛宁县的黄土中

发现了石制品
［１０］
，这些证据表明，当时古人类也活

动在山前平原岗丘之上。杜水生等
［２４］
的研究也证

实了这一发现。总体上看，在上游的低山盆地地貌

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较为密集，年代偏老，而在下

游的山前平原岗丘地貌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稀

疏，年龄偏轻，可能表明更新世期间，古人类更倾向

于在南洛河流域上、中游高低起伏的山地和丘陵地

貌条件下活动。另外，在南洛河下游洛阳和中下游

洛宁发现的石制品多位于典型的黄土沉积中（

书书书

图３ｃ
和３ｄ），也证明这里的黄土地貌适宜于古人类活动。
这些事实说明，南洛河全流域的地貌为远古人类的

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南洛河流域地貌的形成演化受东秦岭构造活动

控制。秦岭山地是古老的褶皱断层山，在距今 ３７５
亿年的加里东运动中，已见秦岭雏形；至三叠纪时，

秦岭基本成型
［３２］
。新生代古近纪，在秦岭地区广阔

的准平原上，分散着许多小盆地；古近纪到新近纪，

形成了多个断陷盆地，石门盆地、洛南盆地、卢氏盆

地等就是此时形成的。到了更新世，秦岭又发生了

以区域性间歇式抬升为主的升降运动，逐步形成了

多级河流阶地和现代地貌
［１８，３３，３４］

。

对南洛河及其支流河流阶地的形成年代进行了

８６１



　２期 鹿化煜等：中国中部南洛河流域地貌、黄土堆积与更新世古人类生存环境

图 ２　新发现的旧石器
（ａ）刘湾（Ｌｉｕｗａｎ）　（ｂ）中心村（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ｃｕｎ）

（ｃ）孟洼（Ｍｅｎｇｗａ）　（ｄ）乔家窑（Ｑｉａｏｊｉａｙａｏ）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ｎｅｗｌｙ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初步分析。上白川遗址位于南洛河支流县河的第二

级阶地上，河流阶地砾石面高出现代河面数米到十

几米，其上覆盖的黄土底界的年代为 １１００ｋａ［２０］，表

明该阶地大约形成于这个时代。刘湾遗址位于南洛

河支流麻坪河的第二级阶地上（

书书书

图４ａ），其上覆盖
１２ｍ厚的黄土，底部的年代在 ５００～６００ｋａ间，表明
该阶地的形成时代与这个年龄接近。位于中游的乔

家窑遗址在南洛河主流的第二级阶地上，其上覆盖

２０ｍ的典型风成黄土（

书书书

图４ｂ），经过多种测年技术分
析，这里黄土底界的年代为６００ｋａ［２６］，那么，乔家窑遗

址所在河流阶地的形成年代应是６００ｋａ。南洛河下游
洛阳北窑遗址位于鏶河南岸的第三级阶地（

书书书

图４ｃ），
高于现代河床约 ２０ｍ，上覆黄土底界的年龄为
２７０ｋａ［２５］，表明这里三级河流阶地的年代早于２７０ｋａ。

因为中国北方和秦岭北坡的粉尘堆积至少从中新世

晚期就已经开始
［３５］
，依据风尘大面积披覆沉降的特

性，有合适的地貌即可有黄土堆积保存；河流阶地一

旦形成，其较为水平的地形，可为黄土沉积提供理想

的保存条件。因此，中国北方河流阶地上覆黄土堆积

底部的年代，应该与河流阶地的形成年代接近或一

致
［３６］
。从这个推论出发，根据南洛河阶地上覆黄土

底界的年龄，可推断南洛河流域第二级或三级阶地的

形成时代跨度大约在 １１００～２７０ｋａ之间。由于这些
阶地高出现代河床 ２０ｍ以内，表明更新世期间流域
内地面抬升幅度并不大。另外，由于阶地之间年龄差

别较大，推测河流阶地的保存不是很好，有些阶地可

能丢失了。这些新的地貌和沉积证据表明，南洛河流

域地表在更新世、尤其是中更新世以来抬升幅度较

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能不大。另一方面，我们在

较高的山地上（高出盆地最低处 ６００ｍ多）发现了多
处旷野石器点，说明古人类在一个较大高程的范围内

活动。我们认为，在人类占据这个流域以来，地貌格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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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ｒｅｖｉｅｗ）

图 ３　南洛河流域典型地貌、黄土堆积和出土旧石器的遗址
（ａ）洛南盆地刘湾（ＬｉｕｗａｎｉｎＬｕｏｎａｎＢａｓｉｎ）　（ｂ）卢氏盆地乔家窑

（ＱｉａｏｊｉａｙａｏｉｎＬｕｓｈｉＢａｓｉｎ）　（ｃ）洛宁盆地槐树塬（Ｈｕａｉｓｈｕｙｕａｎ

　　　　　　　ｉｎＬｕｏｎｉｎｇＢａｓｉｎ）　（ｄ）洛阳盆地北窑（ＢｅｉｙａｏｉｎＬｕｏｙａｎｇＢａｓｉｎ）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ｌｏｅｓｓ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ｌｉｔｈｉｃ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ｉ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Ｌｕｏｈｅ

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２　流域黄土的分布和年代

在南洛河的上、中和下游，都有典型的风尘黄土

分布。在上游地区，由于北部华山、崤山等山系的阻

挡，粉尘只能通过较高的气流传输，粗颗粒的粉尘难

以通过。因此，在洛南盆地和石门盆地等地黄土堆

积速率较慢、颗粒较细。在上游地区的山顶和高阶

地也有零星的黄土分布，厚度数米左右；其中，在高

阶地的黄土中还发现了不少石制品。在中游地区，

由于山地阻挡作用减弱和风道的束管效应等，传输

粉尘的动力相对增强，黄土堆积速率加快、颗粒变

粗

书书书

１），在中游的一些盆地中保存着厚约 ９０ｍ的黄土
（

书书书

图５的槐树塬剖面）。在下游地区，由于地形的阻
挡作用减弱或（和）气流的强烈传输作用，黄土堆积

厚度可达百米。但是，在河流阶地或者山前平原等

处，由于地表侵蚀作用等，黄土堆积厚度只有 １０～
２０ｍ。

我们选取典型的黄土剖面（

书书书

图５），尤其是埋藏
有石制品的黄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地层划分和采

样研究。流域中部洛宁黄土的颜色从 ７５ＹＲ７／４到
１０ＹＲ７／４（Ｍｕｎｓｅｌｌ色标，下同），为粉砂质，虫孔和根
孔发育，土质较疏松和均一。钙结核发育，大小可在

５ｃｍ×５ｃｍ×５ｃｍ到４ｃｍ×５ｃｍ×１３ｃｍ之间。有钙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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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ｓｇｒｏｖｅｅｔａｌ．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ｈｏｍｉｎｉ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ｕｎ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图 ４　南洛河流域典型河流地貌结构与古人类遗址

（详细描述见正文）

（ａ）上游刘湾（Ｌｉｕｗａｎａｔ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ｉｖｅｒ）　（ｂ）中游乔家窑（Ｑｉａｏｊｉａｙａｏ

　　　　　　　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ｉｖｅｒ）　（ｃ）下游北窑（Ｂｅｉｙａｏａｔ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ｉｖｅｒ）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ｓｉ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Ｌｕｏｈｅ（ｓｅｅｔｈｅｔｅｘｔｆｏｒｄｅｔａｉｌｓ）

菌丝体发育，偶见蜗牛化石。古土壤层的颜色在

２５ＹＲ５／８到７５ＹＲ６／６之间，粘土质，较硬，垂直解
理和裂隙解理发育，棱块状结构，红色铁质胶膜发

育，可见黑色铁锰质胶膜，根孔和虫孔多，有钙质假

菌丝体，土壤发育强烈，有钙结核（大小 １ｃｍ×１ｃｍ×
１ｃｍ到 ２ｃｍ×３ｃｍ×７ｃｍ不等），偶见较大钙结核
（５ｃｍ×５ｃｍ×５ｃｍ）。总体上，南洛河流域黄土堆积较
为连续且具有典型的风成沉积的特征，黄土－古土
壤旋回变化明显，较典型的黄土高原中部（西峰和

洛川）黄土风化成壤作用强烈，是重建过去气候和

环境变化的理想材料。

我们对具有代表性的黄土－古土壤序列进行了
光释光、古地磁、土壤地层和气候地层等多种方法综

合定年，获得了全流域黄土堆积年龄 的 新 结

果
［３７，３８］

。这里的黄土堆积与黄土高原典型黄土一

样，从第四纪早期就接受沉积（

书书书

图５）。由于地貌部
位和保存条件的不同，黄土剖面底部呈现不同的年

龄：在洛宁－渑池一带，黄土堆积底部的年龄可达
２０００ｋａ以上；在上游的洛南盆地，最老的黄土是
１１００ｋａ［２０，２７］；在中部的卢氏盆地，黄土底界的年龄
为６００ｋａ［２６］；而在下游的北窑遗址，黄土堆积底界
年代老于２７０ｋａ［２５］。我们已经测出了大量的高阶地
和山顶 上 的黄 土底 界的 年龄，它们都 年 轻 于

１５０ｋａ

书书书

１）。这些结果显示，由于地貌部位不同和黄土

保存条件的变化，南洛河流域古人类遗址黄土底界

的年代和黄土沉积速率等都有较大的变化。尽管流

域内黄土堆积厚度有差异，但是黄土沉积速率较为

稳定，沉积过程相对连续，有较全的第四纪黄土－古
土壤序列，保存着更新世人类行为与环境关系的丰

富信息。

３　环境演变

黄土是半干旱－半湿润气候条件下的产物，南
洛河流域的黄土堆积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认识。这里

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现代年均气温 １２１～１４５℃，
无霜期１８２～２４５天，年降水量 ５００～９００ｍｍ。现代
植被以次生的森林草地为主，乔木植物主要为栓皮

栎、油松、侧柏和刺槐等，灌丛主要有酸枣和牡荆等，

草本植物主要为蒿属、菊科、禾本科、藜科等。我们

对代表性的黄土层和古土壤层进行了初步的孢粉分

析（

书书书

图６），黄土层 Ｌ１和 Ｌ２中，乔木花粉百分含量较
少，分别占花粉总量的 ２５３％和 ２８２％，主要为松
属，约 １３％；草本花粉占优势，分别占 ７１４％和
６４５％，以蒿属（３７０％和 ２６４％）、禾本科（１０４％
和１４５％）、菊科（１３０％和 ０９％）为主；灌木花粉
含量较少。可能反映了以禾本科和蒿属为优势种的

草原景观，Ｌ１中含较多的环纹藻和双星藻，可能表
明低洼处有积水。古土壤 Ｓ１和 Ｓ２中，乔木花粉百
分含量较黄土中多，分别占 ４７０％和 ５４７％，主要
表现 为 松 属 花 粉 含 量 增 加，分 别 占 ３７３％ 和
１８７％，Ｓ２中阔叶树花粉占较大的比例，榆科花粉含
量达２３％；草本花粉含量明显减少，分别占 ３４９％
和４０３％，主要为蒿属和禾本科。Ｓ１可能为有松生
长的森林草原景观，大量环纹藻的生长可能反映气

候较为湿润；Ｓ２可能是乔木以榆科为主的森林草原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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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南洛河流域代表性的黄土地层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ｐｅｄ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ＬｕｏｈｅＲｉｖｅｒ

图 ６　南洛河流域黄土－古土壤孢粉分析的初步结果

Ｆｉｇ６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ｐｏｒｅｐｏｌｌ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Ｌｕｏｈｅ

中国黄土－古土壤旋回变化是冰期－间冰期气
候变化的直接响应

［３９～４１］
、土壤发育程度是古环境的

直接指示
［４２］
。通过对南洛河流域黄土沉积具有古

气候指示意义的磁化率、粒度
［２０，４３，４４］

和有机质碳同

位素
［４５］
进行测试分析（

书书书

图７和

书书书

图８），揭示了古气候
和古环境在时间（冰期－间冰期旋回）和空间（上、中
和下游）上的变化。在时间上，南洛河流域与北方

黄土高原一致，在第四纪早期就开始接受粉尘堆积，

表明这里半湿润气候从那时就已经开始。流域黄土

堆积起始时间的差异，可能与地貌部位有关，也可能

与气候的阶段性变干、粉尘堆积的阶段性增强有

关
［３５］
。野外的土壤观察表明，黄土－古土壤地层和

磁化率序列（

书书书

图５和

书书书

图８）揭示了明显的冰期－间冰
期旋回变化，与黄土高原标准的洛川剖面记录

［３７，３８］

一致。在空间上，流域上游与下游的黄土堆积有一

定的差别，尤其是上游的黄土堆积速率慢、冰期黄土

风化强等，可能是局地地貌和小气候影响的结果。

在空间上气候与环境的差异性，表明古人类在一个

较大的环境背景下活动，他们的适应性可能较强。

另外，南洛河上游地区的黄土和古土壤对比不

如典型的黄土高原（比如洛川）剖面强烈，这里的黄

土层也有较强的风化作用
［４３，４４］

，因此黄土－古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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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ＸｕｅｆｅｎｇＳｕｎｅｔａｌ．ＳＡＲＴＴ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ａ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ｓ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Ｌｕｏｎ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ｍｉｎｉ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ｒｅｖｉｅｗ）

图 ７　南洛河流域黄土磁化率与有机碳同位素的关系
有机碳同位素数据据文献［４５］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ｌｋ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Ｌｕｏｈｅ（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ｄａｔａｉｓ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４５］）

层的粒度变化规律不很明显，也可能揭示了即使在

冰期，这里的小气候仍相对温和，适宜于古人类生

存。初步的土壤发育分析、孢粉、磁化率和有机碳同

图 ８　流域黄土序列磁化率揭示的气候变化（北窑磁化率数据据文献［２５］）

Ｆｉｇ８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ｕｔｈＬｕｏｈｅ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ａｔａｏｆＢｅｉｙａｏｌｏｅｓｓｉｓ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５］）

位素测试（

书书书

图６，

书书书

图７和

书书书

图８）一致表明，南洛河上、中
游黄土堆积区是半湿润气候条件下的森林－草地植
被景观。在间冰期，喜暖湿的乔木和草本增多，表现

在花粉中乔木花粉的增多、碳同位素偏正和磁化率

值增高，Ｃ４草本植物比例相对增加、土壤发育程度
强（

书书书

图５，

书书书

图６和

书书书

图７）；在冰期，喜暖的乔木成分减
少，表现花粉组合中乔木花粉减少、碳同位素偏负和

磁化率值降低、Ｃ４草本植物减少、土壤发育程度弱
（

书书书

图５，

书书书

图６和

书书书

图７）。随着古气候的变化，植被景观
也随之变化。但是，这里更新世的环境已能满足远

古人类的生存需要。

４　讨论

４１　流域石器的特点

　　迄今为止，在南洛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数
量已超过 ３００处。２００６年 ７月以来，在河南卢氏发
现的黄土地层中丰富的石制品

［１１，２３，２６］
，为认识南洛

河流域古人类行为掀开了新的一页。随后报道的洛

南孟洼遗址、张豁口遗址
［１２，１３］

以及正在研究的洛南

刘湾遗址等

书书书

１），为认识石制品的年代和技术特点揭

开了新的篇章。特别是在洛南盆地中心村张豁口旷

野旧石器地点的发掘中，出土了非洲和欧亚大陆西

侧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Ａｃｈｅｕｌｉａｎ）石器工业类
型遗址流行的手斧、薄刃斧、石刀、三棱手镐和石球

等十分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证明这里具有多种

技术类型
［１２，１３］

。这些最新的发现和已发现的大量

旷野旧石器地点以及系统发掘的花石浪龙牙洞洞穴

埋藏
［１８，１９］

，初步揭示了南洛河流域石制品的特点：

１）这里的石器工业时间跨度长，数量大，分布密集。
从约８００ｋａ到３０ｋａ都发现有原位埋藏的石制品保
存。已经收集的石制品超过 １１万件，沿流域、尤其
是上游地区有密集的分布、年代较老；下游地区分

布较稀疏、年龄偏轻。２）在不同高度的河流阶地和
地貌部位都有石器地点分布等，显示遗址高度分布

范围广、差异大，如洛南盆地古城一带的遗址海拔

８７０ｍ左右、灵口一带的遗址 ７４５ｍ左右，而龙牙洞
背后第六级台地上的三疙瘩遗址海拔达 １３４５ｍ，遗
址相对高差５５０ｍ多。３）石器工业面貌表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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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传统意义上的小型石片和修理石片工具技术

（比如上游的龙牙洞遗址、刘湾遗址剖面底部埋藏

和中游的乔家窑遗址剖面底部埋藏等）和阿舍利工

业类型技术（主要发现于洛南盆地的张豁口地点、

刘湾地点剖面上部埋藏及其他旷野地点等）共存的

特点，成为石器工业技术类型多样、多种技术类型并

存的地区。４）一些遗址显示其同时为石器加工和
使用场所，比如上游洛南盆地的龙牙洞遗址，中心村

张豁口地点和卢氏盆地的乔家窑地点等。

４２　古人类行为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南洛河流域为远古人类提供了很好的生存环

境。黄土沉积记录为这些解释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首先，南洛河流域低山丘陵和盆地错落有致、地形和

缓，尤其是中更新世以来，地面相对稳定，构造运动

不活跃，为远古人类的栖息生活和持续繁衍提供了

很好的地貌条件。古人类可能在一个较大的地形高

程范围内活动，表现在南洛河及其支流的各级阶地

以及山顶上，都有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尤其是发现

石制品技术在不同高度的地貌部位相同或相似，为

古人类在大范围活动提供了直接证据；第二，由于

这里处于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的过渡地带，温度和

湿度都适宜于古人类生存。流域上游的山系阻挡了

北方冷空气的长驱直入，使在更新世冰期气候条件

下，这里为古人类活动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成为

古人类活动的密集之处。尤其是良好的水热组合，

使得这里的乔木茂盛、草木繁密，成为野生动植物的

繁盛之地，也可为古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第

三，我们发现古人类在南洛河流域活动了很长时间，

可能度过了冰期与间冰期的气候变化。因为，我们

在末次冰期和间冰期都发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表

明远古人类可能已经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当

然，这些初步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的地质地理和考

古证据来证实。

４３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南洛河流域密集的旧石器遗址、丰富的埋藏石

制品和良好的黄土堆积，为我们认识远古人类的演

化过程、石器技术特点和发展、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

的关系等提供了难得的天然实验室。在过去十多

年，我们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一些新认识。但是，已有

的工作还远不足以揭示这里古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还有很多科学问题正在努力探索之中。比

如：古人类活动环境背景特点是什么？能否半定

量－定量重建过去气候和环境变化？流域上、中、下
游之间石器技术以及多期的石器技术有何联系？从

８００ｋａ到３０ｋａ，流域石器技术组合有何变化规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继续大面积田野发掘

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系统的年代学、古环境半定量重

建、地貌过程分析和古气候变化等多项研究工作，期

望通过长期的努力，更好地认识南洛河流域古人类

演化特点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５　结论

从早更新世（约 ８００ｋａ）开始，到晚更新世（约
３０ｋａ）结束，南洛河流域有多期古人类活动。古人
类适应更新世干冷－温湿的气候变化。丰富的地表
和埋藏石制品，表明南洛河流域既有中国北方传统

意义上的小型石片和修理石片技术，又包含阿舍利

工业类型技术，多种石器制造技术共存。石器技术

组合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南洛河流域保存

的丰富远古人类遗存和很好的黄土沉积，成为认识

更新世人类行为与环境非常重要的地区，需要持续

深入地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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