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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

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左岸，地理坐标为 39°
35.152′N，109°45.659′E，海拔 1281 米

（图一）。其共有 3 个地点，目前均已进行了

考古发掘。遗址文化层发育在乌兰木伦河岸

白垩系红砂岩冲沟的晚更新世地层中，上部

覆盖着较厚的浅湖相和风沙沉积物。经光释

光测年，结果显示文化层年代为距今 5~6.5

万年[1]。该遗址经多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

制品、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并发现了火塘等

遗迹现象，加上其年代的重要性，入选了

2012 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地层堆积连续，

共有 7 个文化层。经过连续几年的发掘，已发

现数以万计的人类文化遗物，目前，2010—
2012 年度的发掘成果已有相关报告发表[2—4]。
本文是对 2013 年度发掘工作的简要报告。

二、2013 年发掘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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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乌兰木伦遗址是鄂尔多斯地区新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中期遗址。遗址自 2010 年发现以来，进

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此文是对 2013 年度发掘出土石制品的报道。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 2013 年发现的石制

品共 275 件，包括石核 10 件、石片 177 件、工具 20 件、断块 5 件、碎片 37 件以及废片 26 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

岩为主，此外还有石英、砂岩、片麻岩、燧石等，但比例都很小。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剥片和修理方法主要为锤击

法。工具毛坯主要为石片，类型有凹缺器、刮削器、锯齿刃器、钻具等。从文化特征上看，具有我国华北地区小石器

工业体系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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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 10 月中旬，历时约一个月。本年度的

发掘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第一，通过发掘，

获得了大量的石制品。其中，发掘出土石制

品 275 件，筛洗石制品 449 件，进一步补充了

遗址的研究材料。第二，对遗址的地层剖面进

行了修整。由于遗址堆积包含物为沙，很不稳

定，下部泉水长年不绝，冬天受冻后，来年融

化会使得堆积松软甚至脱离，从而使遗址剖

面面临保护难的问题。本年度将遗址直立的

剖面修理成倾斜的面，不仅去除了即将垮塌

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预防了再次塌方。
第三，探测了文化层的深度。由于地下水位

过深，在其最高水位继续向下发掘难以操作，

发掘者通过打井的方法得到了遗址堆积的厚

度，现有数据表明遗址剖面厚度超过 10 米。
本年度发掘时间短，发掘面积和深度不

大，揭露面积仅 10 平方米，共涉及 4 个文化

层，但仍出土一定数量的石制品。此外，在遗

址剖面修整过程中，也筛洗出了较多的石制

品。

三、石制品分类与描述

乌兰木伦遗址 2013 年度发掘编号石制

品 275 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
碎片、废片。原料有石英岩、石英、砂岩、燧石、
片麻岩、硅质岩等，以石英岩为主，占 90％以

上。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由于不同层发现的

石制品面貌差异不大，因此本文将它们放在

一起进行描述。
1.石核 10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3.6%。

可分为多台面石核和石片石核，原料均为石

英岩。石核形状、尺寸不集中，这与石核毛坯

图一 乌兰木伦遗址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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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石片毛坯和砾石毛坯尺寸会有一定差

别。剥片方法均为硬锤锤击法，多在砾石面

直接剥片。
（1）石片石核 4 件。
标本 13KW1⑦38 原料为石英岩，表皮

呈青黄色，内部呈黑色；颗粒较为细腻，质地

较好。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
毛坯为破裂面台面的Ⅳ型石片，腹面较平，打

击点较为清楚。形态呈椭圆形，较厚。最大长、
宽、厚分别为 49.1 毫米、33.6 毫米、15.1 毫

米，重 24 克。以背面为台面，在其左侧边和右

侧边对向剥片，并成功剥下了 3 件石片。最大

剥片疤长、宽分别为 18.8 毫米、31.8 毫米。该

石核属于广义的孔贝瓦石核（图二，2）。
（2）多台面石核 6 件。
标本 13KW1②410 原料为灰色石英

岩，颗粒中等，毛坯为砾石。保存较好，表面不

见磨蚀和风化痕迹。标本形态不规则，最大

长、宽、厚分别为 50.2 毫米、40.9 毫米、33.8

毫米，重 55 克。一共有 4 个台面，其中 3 个台

面剥下的石片都集中在一个剥片面，可见剥

下的最大片疤长、宽分别为 27.1 毫米、31.6

毫米。另一次剥片的剥片面在主要剥片面的

背面，只剥下了一件石片，且较小，并遇到节

理而折断。在石皮面上还可见到许多密集的

破损痕迹，可能曾当作石锤使用（图二，1）。
2.石片 177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64.3%。

根据 Toth 的六型石片分类法 [5]，本年度发掘

出土的石片以Ⅵ、Ⅲ型居多，Ⅴ型次之，Ⅰ、
Ⅱ、Ⅳ型最少。原料有石英岩、石英和硅质岩，

分别有 148 件、21 件、8 件。
标本 13KW1③356 Ⅰ型石片，石锤掉

落片疤。原料为黑、灰、黄杂色石英岩，颗粒较

为粗大，含隐性节理。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

蚀和风化痕迹。形态近似梯形，技术尺寸大小

与最大尺寸相反，技术长、宽、厚分别为 24.9

毫米、39.6 毫米、4.1 毫米，重 4 克。线状台面。
腹面平，打击点散漫，半锥体浅平。侧边形态

反汇聚状，末端形态为羽状。在石片的背面靠

近台面部分还可见到很多因打击形成的破损

痕迹（图三，11）。
标本 13KW1③395 Ⅰ型石片。原料为

深黄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保存较好，表

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近似椭圆形，技

术尺寸大小与最大尺寸相反，技术长、宽、厚
分别为 16.2 毫米、24.8 毫米、4.8 毫米，重 2

克。石皮台面，长、宽分别为 3.1 毫米、10.5 毫

米，台面内角 96°，台面外角 90°。腹面凹，

打击点较为集中，半锥体微凸，放射线清楚。
侧边形态呈扇形，末端形态为羽状 （图三，

12）。
标本 13KW1②409 Ⅱ型石片。原料为

灰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保存较好，表面

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该标本形态近似半圆

形，最大长、宽与技术长、宽相反，技术长、宽
分别为 24.1 毫米、29.7 毫米，厚 19.3 毫米，重

5 克。石皮台面，较为平整。台面长、宽分别为

8.4 毫米、25 毫米，台面内角 108°，台面外角

56°。腹面较平，可见两个打击点，属于双锥

石片；两个打击点距离较近，较为集中，半椎

体都较为浅平。侧边形态呈扇形，末端呈羽

状。背面凸，可见 2 个主要的阴疤方向与石片

1.多台面石核（13KW1②410） 2. 石片石核（13KW1⑦38）

图二 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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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相同（图三，10）。
标本 13KW1③156 Ⅱ型石片。原料为

石英岩，内部呈灰色，表皮呈黄色；颗粒较为

细腻。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
形态为半圆形，最大长、宽分别为 43.2 毫米、
27.8 毫米，技术长、宽分别为 27.9 毫米、38.6

毫米，厚 10.8 毫米，重 13 克。自然台面，台面

长、宽分别为 5.4 毫米、23.9 毫米，台面内角

89°，台面外角 95°。腹面不平整，可见三个

打击点和半椎体，距离较近；半椎体均较为突

出，放射线较为清楚。边缘形态准平行，末端

形态为羽状。背面形态不平整，石皮面比例占

20%，可见 2 个阴疤，一个方向向右，一个方

向向下（图三，8）。
标本 13KW1③263 Ⅱ型石片。原料为

灰色石英岩，颗粒中等。保存较好，表面不见

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为三角形，最大长、宽
与技术长、宽相同，技术长、宽分别为 48.5 毫

米、32.5 毫米，厚 16.3 毫米，重 19 克。自然台

面，台面长、宽分别为 2.9 毫米、10.5 毫米，台

面内角 98°，台面外角 84°。腹面平整，打击

点集中，半椎体浅平，同心波依稀可见。边缘

形态反汇聚，末端形态为羽状。背面形态凸，

其自然面在中部形成一个高点；石皮面比例

占 50%。主要阴疤是以背面中间高点为界向

两侧剥片（图三，3）。
标本 13KW1③317 Ⅱ型石片。原料为

红褐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保存较好，表

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为三角形，最大

长、宽与技术长、宽相同，技术长、宽分别为

35.4 毫米、31.9 毫米，厚 9.2 毫米，重 11 克。
自然台面，台面长、宽分别为 8.5 毫米、30.7

毫米，台面内角 100°，台面外角 70°。腹面微

凸，打击点集中，半椎体较为凸出，放射线清

楚。边缘形态反汇聚，末端形态为羽状。背面形

态凹，其主要阴疤方向与石片方向相同。石皮

比例 20%，主要分布在右侧边缘（图三，6）。

标本 13KW1②544 Ⅱ型石片。原料为

青黑色石英岩，颗粒细腻，质地较好。保存较

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标本形态呈梯

形，最大尺寸与技术尺寸相反，技术长、宽分

别为 17.9 毫米、30.9 毫米，厚 8.3 毫米，重 3

克。石皮台面，较为平整。台面长、宽分别为

4.5 毫米、20.3 毫米，台面内角 123°，台面外

角 76°。腹面凸，打击点集中，半椎体凸出，

放射线清楚。边缘形态准平行，末端形态为台

阶状。背面较平，可见两个阴疤，一个方向向下，

一个方向向左。背面石皮比例 50%（图三，9）。
标本 13KW1③318 Ⅲ型石片。原料为

褐色石英岩，颗粒较细腻。保存较好，表面不

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呈三角形，技术尺寸

与最大尺寸相同，技术长、宽分别为 46.9 毫

米、41.3 毫米，厚 14.2 毫米，重 20 克。石皮台

面，台面长、宽分别为 13.9 毫米、43.2 毫米，

台面内角 100°，台面外角 74°。腹面鼓凸，

打击点集中，半椎体凸出，放射线清楚。侧边

形态汇聚，末端呈羽状。背面凸，可见来自多

个方向的阴疤（图三，4）。
标本 13KW1③319 Ⅲ型石片。原料为

黄褐色石英岩，颗粒中等。保存较好，表面不

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呈长方形，技术尺寸

与最大尺寸相同，技术长、宽分别为 37.5 毫

米、23.1 毫米，厚 9.2 毫米，重 7 克。石皮台

面，较小，台面长、宽分别为 2.4 毫米、5 毫米，

台面内角 100°，台面外角 87°。腹面较平，

打击点集中，半椎体微凸，放射线清楚，可见

台阶状锥疤。侧边形态准平行，末端呈羽状。
背面凸，右侧是一个向左的阴疤，左侧是一个

向下的阴疤，并相交成一条纵脊（图三，5）。
标本 13KW1③254 Ⅴ型石片。原料为

灰褐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质地较好。保

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呈梯

形，技术长、宽与最大长、宽相同，技术长、宽
分别为 34.9 毫米、25.5 毫米，厚 8.8 毫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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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石片

8 克。破裂面台面，较为平整，呈三角形，台面

长、宽分别为 24.2 毫米、8.3 毫米，台面内角

110°，台面外角 65°。腹面略平，打击点集

中，半椎体微凸，放射线清楚，同心波可见。
背面凸，中间有一条自然纵脊；石皮比例

90%；只有一个小阴疤分布在右下部（图三，

7）。
标本 13KW1③157 Ⅴ型石片。原料为

黄褐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质地较好。保

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不规

则，技术长、宽与最大长、宽相同，技术长、宽
分别为 54.5 毫米、43.1 毫米，厚 18.9 毫米，重

34 克。破裂面台面，非常平整，呈三角形，台

面长、宽分别为 19.9 毫米、35.4 毫米，台面内

角 118°，台面外角 68°。腹面略平，两个打

击点距离较近，且均较为集中；半椎体微凸。

背面凸，石皮比例 10%，主要分布在下部；背

面阴疤方向主要为向下和向右（图三，2）。
标本 13KW1③419 Ⅴ型石片。原料为

灰、黄杂色燧石，颗粒非常细腻，质地很好。保
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呈半

椭圆形，最大长、宽与技术长、宽相同，技术

长、宽分别为 62.5 毫米、46.2 毫米，厚 16 毫

米，重 42 克。破裂面台面，非常平整；台面长、
宽分别为 14.3 毫米、48.3 毫米，台面内角

116°，台面外角 72°。腹面微凸。可见两个

打击点，属于双锥石片；两个打击点距离非常

近，半锥体均较为突出。侧边形态呈扇形，远

端呈羽状（图三，1）。
标本 13KW1③193 Ⅵ型石片。原料为

灰色石英岩，颗粒细腻。保存较好，表面不见

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呈三角形，技术尺寸与

1、2、7.Ⅴ型石片（13KW1③419、13KW1③157、13KW1③254） 3、6、8、9、10.Ⅱ型石片（13KW1③263、13KW1③317、
13KW1③156、13KW1②544、13KW1②409） 4、5. Ⅲ型石片（13KW1③318、13KW1③319） 11、12.Ⅰ型石片（13KW1

③356、13KW1③395） 13、14. Ⅵ型石片（13KW1③193、13KW1③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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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尺寸相反，技术长、宽、厚分别为 16 毫

米、23.9 毫米、3.6 毫米，重 1 克。点状台面。腹
面较平，打击点集中，半锥体微凸，放射线较

为清楚。侧边形态反汇聚，末端呈台阶状。背

面微凸，主要阴疤与石片同向（图三，13）。
标本 13KW1③257 Ⅵ型石片。原料为

黄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保存较好，表面

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形态呈梯形，技术尺寸

与最大尺寸相反，技术长、宽、厚分别为 19.8

毫米、38.3 毫米、7.7 毫米，重 5 克。破裂面台

面，呈弧形。台面长、宽分别为 6.7 毫米、16.3

毫米，台面内角 97°，台面外角 91°。腹面

凸，打击点散漫，半锥体凸出，放射线较为清

楚。侧边形态反汇聚，末端呈背向卷。背面凹，

最后的阴疤与石片同向（图三，14）。
3.工具 20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7.3%。

工具类型包括凹缺器、刮削器、锯齿刃器、尖
状器，原料有石英岩、燧石和石英，分别有 17

件、2 件、1 件。全部采用锤击法加工。
（1）凹缺器 7 件。原料主要为石英岩，

有 6 件，另外还有燧石标本 1 件。根据凹缺器

刃口数量可分为单凹缺器和双凹缺器，分别

有 5 件和 2 件。
标本 13KW1③253 单凹缺器。原料为

深红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含隐性节理。
毛坯为Ⅵ型石片，点状石片。保存较好，表面

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该标本近似梯形，最大

长、宽、厚分别为 20 毫米、18.6 毫米、9 毫米，

重 3 克。修理位置为石片的右侧边缘，采用

锤击法正向加工。凹缺器刃口由单次打击形

成。缺口宽 7.5 毫米，高 5.6 毫米，凹口弧度

0.15；修理后角度相对原边缘变锐，刃角 66°
（图四，9）。

标本 13KW1③583 单凹缺器。原料为

灰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含隐性节理。片

状毛坯。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

迹。该标本呈长三角形，最大长、宽、厚分别

为 29 毫米、20.2 毫米、9.7 毫米，重 4 克。在毛

坯较厚的边缘采用锤击法加工。凹缺器刃口

由两次打击形成。缺口宽 8.2 毫米，高 1.7 毫

米，凹口弧度 0.41；修理后角度相对原边缘变

锐，刃角 77°（图四，4）。
标本 13KW1③333 单凹缺器。原料为

青灰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质地较好。毛

坯为Ⅵ型石片。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

化痕迹。该标本呈半圆形，最大长、宽、厚分别

为 23.4 毫米、11.7 毫米、7 毫米，重 1 克。修理

位置为石片的台面和背面相交边缘，采用锤

击法由台面向背面方向加工。凹缺器刃口由

两次打击形成。缺口宽 12.4 毫米，高 3 毫米，

凹口弧度 0.48；修理后角度相对原边缘变锐，

刃角 82°（图四，5）。
标本 13KW1⑧142 单凹缺器。原料为

黄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质地较好。毛坯

为Ⅱ型石片。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

痕迹。该标本形态近似梯形，最大长、宽、厚分

别为 35.4 毫米、26 毫米、6.2 毫米，重 7 克。加
工位置为石片的末端边缘，采用锤击法正向

加工。凹缺器刃口由多次打击形成。缺口宽

5.6 毫米，高 1.8 毫米，凹口弧度 0.64；修理后

角度相对原边缘变钝，刃角 58°（图四，11）。
标本 13KW1⑧127 单凹缺器。原料为

深黄色石英岩，颗粒中等。毛坯为Ⅱ型石片。
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该标本

形态呈长方形，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52.4 毫

米、45.7 毫米、13.5 毫米，重 36 克。加工位置

为石片的左侧边中部，采用锤击法反向加工。
凹缺器刃口由两次打击形成。缺口宽 14.5 毫

米，高 3.4 毫米，凹口弧度 0.43；修理后角度

相对原边缘变钝，刃角 79°（图四，3）。
标本 13KW1②420 双凹缺器。原料为

灰色燧石，颗粒细腻，质地较好。毛坯为Ⅵ型

石片。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
该标本近似梯形，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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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35.1 毫米、11.2 毫米，重 10 克。加工位

置为石片的末端边缘，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
凹缺器的两个刃口均由 1 次打击形成。其中

1 个刃口缺口宽 7 毫米，缺口高 1.7 毫米，凹

口弧度 0.48；修理后角度相对原边缘变钝，刃

角 70°。另一个刃口缺口宽 5 毫米，缺口高 1

毫米，凹口弧度 0.44；修理后角度相对原边缘

变钝，刃角 91°（图四，14）。
（2）刮削器 6 件。原料主要为石英岩，

有 5 件，此外还有石英标本 1 件。根据刮削器

刃缘数量，可分为单刃刮削器和汇聚刃刮削

器，分别有 5 件、1 件。其中单刃刮削器又可

进一步细分为单直刃、单凸刃两种，分别有 3

件、2 件。
标本 13KW1③509 单直刃刮削器。原

料为石英，颗粒较为细腻。保存较好，表面不

见磨蚀和风化痕迹。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29.3 毫米、39.6 毫米、12.6 毫米，重 16 克。片

状毛坯，选择石片较薄的右侧边缘修理成刃，

采用锤击法修理，正向加工。修疤分两层，一

层修疤较大，起到打薄工具、修理成型的作

用；二层修疤较小且密集连续，起到使刃部变

薄锐锋利的作用。刃部上端有使用后形成的

微小崩疤。把握部位不经修理。背面平坦，保

留原始的砾石面。劈裂面微凸，打击点集中。
加工长度指数为 1；加工深度指数为 0.15。刃

口形态指数为 20；刃缘长 38.4 毫米，刃角

62°（图四，12）。
标本 13KW1⑦72 单凸刃刮削器。原料

为青黄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保存较好，

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毛坯为石片远端。
该标本形态近似半圆形，最大长、宽、厚分别

为 46.6 毫米、37.5 毫米、18.4 毫米，重 9 克。
刃缘修理位置为远端石片的末端边缘，加工

方法为锤击法正向加工。刃缘加工局部可见

二层修疤，修理得非常陡。加工长度指数为

1，加工深度指数为 0.08。修理后的刃缘呈凸

弧状，刃口形态指数为 38；长 51 毫米；刃口

较原边缘角度变钝，刃角 89°（图四，13）。
标本 13KW1⑧134 单直刃刮削器。原

料为黄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保存较好，

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毛坯为Ⅵ型石片。
该标本形态呈三角形，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43.7 毫米、40.3 毫米、10.7 毫米，重 15 克。刃

缘修理位置为石片的右侧边缘，加工方法为

锤击法，正向加工。刃缘加工较浅，只见一层

修疤。加工长度指数为 0.27，加工深度指数为

0.13。修理后的刃缘基本平直，刃口形态指数

为 0；长 9.9 毫米；刃口较原边缘角度变钝，刃

角 56°（图四，6）。
标本 13KW1⑦60 汇聚型刮削器。原料

为青灰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质地较好。
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毛坯为

Ⅴ型石片，背面石皮主要分布在靠近台面处；

石片的右侧边为一个破裂面，是早期石核的

剥片面，可见上下相对的阴疤。该标本形态近

似梯形，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56.4 毫米、39.3

毫米、25.4 毫米，重 50 克。刃缘修理位置为毛

坯的最薄边缘，即石片的左侧边和末端边缘；

加工方法为锤击法，正向加工。刃缘加工最多

可见三层修疤。左侧边加工长度指数为 1；加

工深度指数为 0.18；刃缘平直，长 35.3 毫米，

刃角 64°；末端边缘加工长度指数为 1，加工

深度指数为 0.46；刃缘微凸，刃口形态指数为

17；长 35.1 毫米，刃角 44°（图四，2）。
（3）锯齿刃器 6 件。原料以石英岩为

主，有 5 件，此外还有燧石标本 1 件。根据刃

缘形态可分为单刃锯齿刃器和双刃锯齿刃

器，分别为 4 件和 2 件。
13KW1⑧92 单凸刃锯齿刃器。原料为

灰色燧石，颗粒细腻，质地较好。毛坯为Ⅱ型

石片。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
该标本呈半圆形，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69.1

毫米、37.3 毫米、15.5 毫米，重 38 克。加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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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工具

置为石片的末端边缘，采用锤击法正向加工。
刃缘修疤连续，非常精致；局部可见二层修

疤。可见最大修疤长、宽分别为 13 毫米、18.3

毫米。加工长度指数为 1，加工深度指数为

0.37。加工后刃缘呈凸弧形，刃口形态指数为

15；刃缘长 76 毫米；刃角较石片边缘角变锐，

刃角 68°（图四，7）。
标本 13KW1③250 单凸刃锯齿刃器。

原料为青黄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毛坯为

Ⅱ型石片。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

迹。该标本近似半圆形，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39.2 毫米、21.1 毫米、13.1 毫米，重 7 克。加工

位置为石片的末端边缘，采用锤击法正向加

工。可见一层修疤。刃缘修理长度贯穿整个

石片的修理边，加工长度指数为 1，加工深度

指数为 0.2。加工后刃缘呈凸弧状，刃口形态

指数为 28；刃缘长 43 毫米，刃角 62°（图四，

10）。
标本 13KW1③175 双刃锯齿刃器。原

料为黄红色石英岩，颗粒较为细腻，质地较

好。毛坯为石片远端。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

蚀和风化痕迹。该标本形态呈三角形，最大

长、宽、厚分别为 28.2 毫米、27 毫米、9.1 毫

米，重 6 克。刃缘修理位置为石片的两个侧

边，加工方法为锤击法，正向加工。其中，左侧

刃缘加工较陡，连续修理，可见二层修疤，形

态呈鳞状。加工长度指数为 0.78，加工深度指

数为 0.21。修理后的刃缘略凹，刃口形态指数

1.尖状器（13KW1⑧739） 2.汇聚型刮削器（13KW1⑦60） 3、4、5、9、11.单凹缺器（13KW1⑧127、13KW1③583、13KW1③
333、13KW1③253、13KW1⑧142） 6、12.单直刃刮削器（13KW1⑧134、13KW1③509） 7、10.单凸刃锯齿刃器（13KW1⑧
92、13KW1③250） 8.双刃锯齿刃器（13KW1③175） 13.单凸刃刮削器（13KW1⑦72） 14.双凹缺器（13KW1②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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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15；长 22.9 毫米；刃口较原边缘角度变

钝，刃角 64°。右侧边修理可见二层修疤；加

工长度指数为 1，加工深度指数为 0.22；刃缘

略凸，刃口形态指数为 11；刃缘长 22.8 毫米；

刃角 67°（图四，8）。
（4）尖状器 1 件。
标本 13KW1⑧739 原料为红褐色石英

岩，颗粒较为细腻，质地较好。毛坯为石片远

端。保存较好，表面不见磨蚀和风化痕迹。最

大长、宽、厚分别为 85 毫米、58.3 毫米、26.7

毫米，重 90 克。选择石片的远端修理成刃。加
工方向为正向。修疤较小且连续，集中于刃部

两侧。右侧边缘有一打制形成的凹缺，推测可

能一器多用，形成凹缺器。石片背面有条弯曲

的纵脊，布满石片疤，腹面存在两个半椎体。
加工长度指数为 1，加工深度指数为 0.4。刃

口形态指数为 0，刃角 54°（图四，1）。
4.断块 5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1.8%。原

料均为石英岩。尺寸个体差异较大，最大长、
宽、厚分别在 58～10.1 毫米、39.3～7.7 毫米、
28.8～3.2 毫米之间，重在 65～2 克之间，平

均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24.3 毫米、13.2 毫

米、9.9 毫米，平均重 12 克。
5. 碎片 本文规定最大尺寸小于 10 毫

米者均归类为碎片。共发现 37 件。原料主要

为石英岩，比例为 85%；其次为石英，比例为

12%；此外还有片麻岩、砂岩和硅质岩，比例

较小。平均最大长、宽、厚分别为 8.7 毫米、6.3

毫米、2.4 毫米，平均重 0.6 克。
6. 废片 本文规定对片状标本无论大

小，不见石片特征的均归为废片。共 26 件。
原料主要为石英岩，比例为 87%；其次为石

英，比例为 10%；此外，还有砂岩、硅质岩等，

比例较小。尺寸的个体差异较大，但总的来看

以小型为主。最大长、宽、厚在 62.8～10.3 毫

米、18.5～9.3 毫米、13～2.3 毫米之间，重在

54～1 克之间，平均最大长、宽、厚在 18.3 毫

米、11.3 毫米、4.8 毫米，平均重 6 克。

四、结 语

作为 2012 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

一的乌兰木伦遗址，是继萨拉乌苏和水洞沟

遗址之后鄂尔多斯地区新发现的一处重要旧

石器时代遗址。因其保存良好的地层剖面、丰
富的文化遗物、难得的遗迹现象[6]和重要的年

代范围而备受学术界关注，为研究鄂尔多斯

高原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古人类学、古
生物学等相关学科提供了重要材料。

通过对 2013 年度乌兰木伦遗址发掘石

制品的整理可知，遗址石器工业表现出以下

特征：（1）原料主要为石英岩（90%以上），其

他原料均较少。其原料来源就在乌兰木伦

河两岸的白垩系基岩砾石层中，比较容易获

得[7]。（2）以中小型为主，这主要反映了古人类

在从原料产地搬运原料时对砾石尺寸表现出

一定的选择性[7]，总的来讲是大小适中但又适

于剥片。（3）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以及

一些碎片、废片和断块，其中石片是主要部

分。这种石制品类型组合显示出遗址是一个

发生了剥片和加工全过程的古人类活动场

所[8]。（4）工具数量较少。本年度发现的主要

类型有凹缺器、刮削器、锯齿刃器和尖状器，

以前三者为主，这与历年发现的工具组合比

例相似[9]。总的来看，此遗址 2013 年度发掘石

制品所反映的石器工业特点与 2010—2012

年所反映的相似，没有超出以往对此遗址工

业类型的认识，属于中国北方的小石片工业

传统，具有我国华北地区小石器工业体系的

一般特征[2]。本年度发掘出土的石制品在一定

程度上为乌兰木伦遗址的研究补充了新的材

料。乌兰木伦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随着

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古人

类的文化信息将被揭示出来。
（下 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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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焊料。我国古代焊接技术约始于西周晚期，

战国时期开始广泛使用。从成分来看，中国古

代焊料大体可分为铅锡焊、铜焊、银焊三种[4]，

其中优良的银焊料为“银四铜六”的合金。清

朝郑复光《镜镜 痴》卷四“附钟表焊”载：

“钟表焊药, 以银焊为良方。用菜花铜六分，

纹银四分, 则老嫩恰好。”[5]《清代匠作则例》
中，广储司磁器库铜作在谈到焊接时也谈到

了“铜六银四”的焊料：“造红铜钮头号至二

号，每百个用四六银焊药一钱二分，硼砂二

钱四分，乌梅四两。三号至七号每百个四六

银焊药一钱，硼砂二钱，乌梅三两五钱。”[6]就

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青铜器上发现铅锡焊料

较多，铜银焊料鲜有报道，因此 M36∶6 铜环

上的铜银焊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焊料及冶金

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4.M36∶6 铜环环体上的白绿色锈蚀检

测出有害锈 Cu2 （OH）3Cl，虽然附着范围不

大，但是鉴于有害锈的蔓延特性，还是需要对

铜环进行及时的保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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