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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周口店遗址新发掘有望破解基础科学问题 

2009年 6月 24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的一支科考队携带着发掘工具、仪器出现在周口店遗

址第 1 地点西剖面上. 这是该遗址“北京人”生活过的地层
在发掘中断近半个世纪后又一次被考古的探铲触及, 立刻
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Science杂志对此做了专题
报道.  

周口店是重要的古人类遗址, 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 1 地点是周
口店遗址中最重要的地点, 出土代表 40余个个体的直立人
化石和大量石器、哺乳动物化石和用火遗迹, 在研究东亚
人类起源和直立人演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 
该地点西剖面是遗址的心脏, 保存有完整的地层序列和丰
富的材料与信息, 是考察研究的核心部位, 也是遗址保护
的重点对象.  

这次发掘并非刻意寻找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 而是
一次遗产抢救行动, 是为落实遗址保护规划而进行的保护
性发掘 . 该遗址原为洞穴 , 在古人类生存的后期坍塌 ; 
1927~1937 年间大规模发掘清除了洞内的大部分沉积, 改
变了遗址的自然环境; 发掘后的剖面长期暴露, 在重力和风
化作用下变得凹凸不平, 出现松滑、孔洞、裂隙和危石, 呈
现上突下缩、头重脚轻的逆势坡度, 具有坍塌的隐患. 两个
月前, 西剖面上部(第 3 层)突现南北向开裂, 其下(第 4 层)
几近悬空, 随时有垮塌危险, 抢救发掘, 势在必行.  

此次发掘在面积约 10 m2、深度近 30 m的范围内进行.  

发掘前对剖面进行了三维激光扫描测量, 以保存、记录发

掘前的原始状态并为规划清理范围、进深和角度提供数据. 
按照计划, 至 2009 年 7 月下旬完成对顶部开裂部位的抢救

性发掘, 8~10 月实施对西剖面的整体清理和系统取样. 发
掘采用现代先进的田野考古理念与技术, 以立体网格式探

方体系对地层和出土物进行布控, 对出土的重要遗迹、遗

物用全站仪进行精准的三维坐标测量, 对出土的化石等标

本及时进行保护加固, 对地层中的所有土样进行筛拣, 并
采取水洗、水筛等方法提取微小的标本. 发掘时努力消除

地层堆积的各种隐患, 将剖面切割平整并调整出合理、稳定

的坡度; 对地层进行详细观测和系统取样, 以供沉积学、环

境学和年代学分析测试, 建立更加系统、精确的洞穴发育史

和年代、环境变迁框架.  
此次发掘恰逢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 80周年. 80年

间 , 在对遗址发掘和研究不断取得重大学术收获的同时 , 
学术界对诸如“北京人”对洞穴的使用方式、用火和狩猎能
力、生存时代、环境背景以及遗址地层堆积过程和成因等

问题时有争议. 此次科考行动受到科技部重大基础性工作
专项基金的资助, 通过科学发掘、系统取样、多手段分析测
试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将获得丰富、系统、精细的资料和数
据, 夯实遗址研究的科学基础, 有望在上述重大而又有争议
的基础科学问题上取得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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