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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北郧西黄龙洞古人类遗址自2004年发现以来已进行过3次系统发掘�出土了距今约10万年的晚期智
人牙齿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和38件石制品。文章从类型、原料、剥片技术、加工技术等方法对石制品进行综合分
析。结果表明�黄龙洞古人类选择围岩内部的石英质岩脉和洞外河流形成的河卵石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类型包
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碎屑等�个体以中小型居多；锤击法为剥片基本方法�砸击法被少量使用；石器多
为片状毛坯制作而成�刮削器是石器的主要类型�此外还有手镐、砍砸器、石锥和雕刻器等�石器为锤击法单向简单
加工而成。另外�结合洞穴自然环境、动物化石埋藏及考古分析等证据�探讨了古人类于更新世晚期对黄龙洞的利
用方式和生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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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的特殊性在于他 （她 ）能制造和使用复杂

的工具�具有特殊的生存方式。古人类遗址保留有
人类祖先生活或活动的多方面信息�反映当时人类
生存信息的证据�包括古人类化石以及记载古人类
活动的石制品、用火遗迹、人类造成的动物骨骼表面
痕迹、遗址埋藏现象等。对古人类技术、行为和生存
模式的研究是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范

畴。这一学科通过对埋藏于地下的古人类生产与生
存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及其空间分布关系
的发掘与研究�分析石制品的技术和特点、石器功
能、动物骨骼表面痕迹�结合遗址自然环境探讨古人
类对遗址周边各类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方式�在此基
础上提取遗址性质、古人类的生产及生存行为以及
迁徙路线和聚落形态等多方面信息 ［1～3］。

自20世纪20年代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
来�迄今在中国已经发现和发掘了上千处古人类－
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从大约200万年延续到距今
1万年前�在这些遗址中有近百处遗址出土有人类
化石 ［4］。但以往研究只是侧重对单一或某一类化
石和石制品的类型及技术分析�缺乏对遗址性质和

人类活动的综合分析与探讨。湖北郧西黄龙洞古人
类遗址自2004年发现以来已进行过3次系统发掘�
出土了距今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大量哺
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此外还发现大量古人类活动
的有关信息 ［5～7］�本文拟通过对黄龙洞石制品类型
和技术、原料利用、石器功能的分析�结合遗址自然
环境和动物化石表面痕迹等证据来揭示更新世晚期

古人类对该遗址的利用方式和生存行为。
2　古人类石器技术

在近3次黄龙洞遗址发掘过程中�共发现各类
砾石、脉石英和石英岩岩块和碎屑近百件�笔者对这
些材料进行进一步鉴定�其中确认有38件为人工制
品�表明古人类在洞穴曾从事石制品制作活动。这
些石制品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碎
屑等�具体类型和数量见表1。

表1　黄龙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分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1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ｓｔ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ａｖｅｓｉｔｅ

类型 石锤 石核 石片 石器 砸击品 断块 碎屑 合计

数量／个 2 1 9 13 2 7 4 38
百分比／％ 5∙3 2∙6 23∙7 34∙2 5∙3 18∙4 1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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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剥片技术

从遗址出土的石锤、石核和石片的特点来看�锤
击法是基本方法�砸击法被少量使用。

（1）锤击技术
遗址共出土1件锤击石锤、1件锤击石核和9

件锤击石片。

图1　黄龙洞遗址出土的锤击石核和石片
1．Ⅰ型石片 （Ｓ1Ｗ3③：51）　2．Ⅲ型石片 （Ｓ1Ｅ2③：75）　3．Ⅱ型石片 （Ｓ1Ｅ2③：76）　4．Ⅱ型石片 （Ｎ3Ｅ7③：ｘ3）

5．Ⅲ型石片 （Ｎ1Ｗ5③：52）　6．石核 （Ⅱ③：6）
Ｆｉｇ∙1　Ｃｏｒｅａｎｄｆｌａｋｅｓｍａｄｅｂｙｈａｒｄｈａｍｍｅｒ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ａｖｅ

石锤：为 1件椭圆形石英砂岩砾石 （编号为
Ｎ1Ｗ6③：53）�长×宽×厚分别为109ｍｍ×76ｍｍ×
59ｍｍ�重864ｇ。在砾石的一段有长×宽为40ｍｍ×
33ｍｍ的锤击疤痕�占砾石面积的10％。

石核：仅1件锤击石核 （编号为Ⅱ③：6）�原型
为白色脉石英岩脉�长 ×宽 ×厚分别为115ｍｍ×
106ｍｍ×36ｍｍ�重455ｇ。1个梯形的自然台面�台
面宽×厚为78ｍｍ×40ｍｍ�台面角为86°～88°。一
个剥片面 4块片疤。石核剥片面比为 10％
（图1-6）。
石片：9件�按照台面和背面反映制作过程的

分类方案 ［8］ 可进一步划分为：Ⅰ 型 （4件 ）
（图1-1）�Ⅱ型 （2件 ） （图1-3�4）和Ⅲ型 （2件 ）
（图1-2�5）�此外还有1件断片。
Ⅰ型石片 （自然台面、自然背面 ） （编号为

Ｓ1Ｗ3③：51）：原型为白色石英岩砾石�整体呈圆

形�远端羽状。长×宽×厚分别为33ｍｍ×30ｍｍ×
8ｍｍ�重 14ｇ。1个长条形自然台面�宽 ×厚为
24ｍｍ×2ｍｍ�石片角63°。打击点浅�无半锥体、锥
疤、放射线和同心波等特征 （见图1-1）。

Ⅱ型石片 （自然台面�部分自然背面和部分石
片疤背面 ）（编号为Ｓ1Ｅ2③：76）：原型为白色脉石
英砾石�整体呈梯形�远端羽状。长×宽×厚分别为
42ｍｍ×34ｍｍ×12ｍｍ�重16ｇ。1个梯形自然台面�
宽×厚为14ｍｍ×10ｍｍ�石片角101°。打击点浅�
无半锥体、锥疤、放射线和同心波等特征。背面有4
个以上来自上方的石片疤�自然面比为 5％
（见图1-3）。
Ⅲ型石片 （自然台面�石片疤背面 ） （编号为

Ｓ1Ｅ2③：75）：原型为白色石英岩砾石�整体呈倒三
角形�远端羽状。长 ×宽 ×厚分别为 30ｍｍ×
29ｍｍ×12ｍｍ�重11ｇ。1个菱形自然台面�宽 ×厚
为20ｍｍ×14ｍｍ�石片角117°。打击点浅�无半锥
体、锥疤、放射线和同心波等特征。背面有4个以上
来自上方和1件来自下方的石片疤 （见图1-2）。

石片总体以小型 （长 ＜50ｍｍ）为主�仅有两件
为中型 （长为 50～100ｍｍ）。长、宽、厚平均值分别
为43ｍｍ�32ｍｍ和16ｍｍ�平均重量为18ｇ。8件完
整石片台面全为自然台面为主。多数石片可见较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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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黄龙洞遗址出土的砸击制品
1．砸击石锤 （Ｎ2Ｅ7③：7）　2．砸击石核 （Ｎ3Ｅ1③：75）　3．砸击石片 （Ｎ1Ｗ5③：53）

Ｆｉｇ∙2　Ｂｉｐｏｌａｒ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ａｖｅ

的打击点�而半锥体、锥疤、放射线和同心波则极少；
石片背面为自然面的4件�部分自然面和部分石片
疤的2件�另外2件石片背面则全为石片疤；石片
疤的方向多来自上方�与剥片方向一致。石片远端
多以羽毛状为主。石片台面角平均值为88°。上述
特征 （石片角、石片背面石皮的保留程度和片疤数
及方向 ［9］ ）表明这些石片均为初级剥片石片。

（2）砸击技术
砸击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石核可以被连续利

用直至消失�而且石核和其产生的石片之间没有明
显的界限 ［10］。共有3件砸击制品从黄龙洞遗址出
土�包括石锤、石核和石片各1件。

砸击石锤 （编号为Ｎ2Ｅ7③：7）：为1件圆形石
英砂岩砾石�长 ×宽 ×厚分别为47ｍｍ×47ｍｍ×
46ｍｍ�重140ｇ。在砾石的一面有长×宽为27ｍｍ×
17ｍｍ的集中砸击疤痕�占砾石面积的 10％
（图2-1）。
砸击石核 （编号为Ｎ3Ｅ1③：75）：原型砾石�原

料为白色石英岩岩脉�呈枣核状；长 ×宽 ×厚为
46ｍｍ×23ｍｍ×20ｍｍ�重26ｇ；2个剥片面�长×宽
为46ｍｍ×23ｍｍ�不少于11个片疤；石核两端可见
明显的砸击点�石核通体保留20％的石皮。该石核
尚有进一步砸击剥片的余地 （图2-2）。

砸击石片 （编号为Ｎ1Ｗ5③：53）：原型砾石�原
料为白色石英岩岩脉�呈菱形；长 ×宽 ×厚为
47ｍｍ×36ｍｍ×12ｍｍ�重19ｇ；1个剥片面�长 ×宽
为47ｍｍ×36ｍｍ�不少于4个片疤；石片两端可见
清晰的砸击点�石片背面全为自然石皮 （图2-3）。

砸击技术在旧石器时代曾在旧大陆被广泛应用

但多数为辅助技术 ［11］�从中国的旧石器考古材料中
来看�这种技术多被用来开发个体较小不易锤击剥
片或象脉石英这样不易控制的原料 ［12～14］。黄龙洞
遗址的石制品原料多为围岩脉石英或石英岩岩脉�

出现两极制品表明古人类倾向于用砸击技术对这类

原料进行剥片�与周口店第1地点 ［10］类似。
2∙2　石器加工技术

黄龙洞遗址共发掘出土各类二次加工的石器

13件�类型包括刮削器 （6件 ）、砍砸器 （3件 ）、手镐
（2件 ）以及雕刻器 （1件 ）和石锥 （1件 ）等 （图3）�
其各类属性的测量指标见表2。

全部石器大小以小型 （20～50ｍｍ）和中型
（50～100ｍｍ）为主�长、宽、厚平均值分别为61ｍｍ�
48ｍｍ和23ｍｍ�平均重量为115ｇ。刮削器、雕刻器
和石锥整体以小型居多�两件手镐中型和大型
（100～200ｍｍ）各1件�3件砍砸器有2件为中型�
另一件为大型。石器毛坯以石片居多�6件刮削器
和雕刻器及1件石锥全由石片经过第二步加工制
成�手镐和砍砸器则为块状毛坯制成。古人类采用
锤击法加工石器�加工较简单�片状毛坯集中在侧
边�块状毛坯则集中在单端�加工方向以单向居多。
2∙3　原料利用

黄龙洞遗址地处秦岭造山带�发育于上震旦
系陡山沱组碳酸盐岩地层中�黄龙洞开口朝向东
北�洞口外是一个狭长的小型断陷盆地�盆地内发
育有大水河 （汉水上游支流 ）�黄龙洞洞口高出大
水河河床约7∙8ｍ［15］。洞穴围岩为灰岩�由于其硬
度低和易风化等特点使得打片难以控制�不适合
作为制作石制品的原料；而围岩内发育的石英质
岩脉硬度较大�可作为古人类制作的原料。此外
洞外河床上保留有砾石层�部分砾石可作为制作
石制品的理想原料。结合石制品的岩性观察�笔
者认为黄龙洞古人类选取石英质岩脉和洞外砾石

为原料进行剥片和加工石器。从石制品类型和不
同原料的利用率 （图4）来看�石英质岩脉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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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黄龙洞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
1．手镐 （Ｓ1Ｅ2③：52）　2．手镐 （Ｎ3Ｗ2③：51）　3．盘状砍砸器 （Ｎ2Ｅ6③：20）　4．刮削器 （Ｎ4Ｗ1③：53）　5．刮削器 （Ｎ1Ｗ3③：66）
6．刮削器 （Ｓ1Ｅ2③：77）　7．刮削器 （Ｓ1Ｗ8③：85）　8．石锥 （Ｓ1Ｗ10③：51）　9．雕刻器 （Ｎ2Ｅ6③：21）　10．刮削器 （Ｓ1Ｗ10③：52）

Ｆｉｇ∙3　Ｓｏｍｅｒｅｔｏｕｃｈｅｄ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ａｖｅ
表2　黄龙洞遗址出土石器数据一览

Ｔａｂｌｅ2　Ｄａｔａｏｆｒｅｔｏｕｃｈｅｄ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ａｖｅ
标本编号 类型 原料 毛坯

长×宽×厚
／ｍｍ

重量
／ｇ

加工部位
／方向 刃缘

刃缘长
／ｍｍ

刃角
／°

长宽指数
／％

宽厚指数
／％

Ｎ3Ｗ2③：51 手镐 石英砂岩 石核 94×88×37 357 两端／复向 端／尖 93＋85 73／77 94 42
Ｓ1Ｅ2③：52 手镐 英安岩 砾石 115×103×52 601 单端／单向 侧／尖 170 74／81 89 51
ＩＩ③：7 砍砸器 脉石英 断块 82×37×26 90 单端／单向 端 23 78 45 70

Ｎ2Ｅ6③：20 砍砸器 石英岩 岩脉 71×68×50 240 周边／复向 侧 190 75 96 74
Ｓ1Ｅ2③：51 砍砸器 硅质岩 砾石 110×68×22 23 侧＋端／复向 侧／端 270 65／60 62 32
Ｎ4Ｗ1③：53 刮削器 脉石英 断片 23×35×11 11 侧／交互 侧 37 74 152 31
Ｓ1Ｗ8③：85 刮削器 石英岩 石片 56×40×20 44 右侧／正向 侧 52 70 71 50
Ｎ1Ｗ3③：66 刮削器 脉石英 石片 39×27×11 12 两侧／错向 侧 19＋18 56 69 41
Ｓ1Ｅ2③：77 刮削器 脉石英 石片 46×28×12 35 右侧／反向 侧 33 62 61 43
Ｓ1Ｅ1③：57 刮削器 黑曜岩 石片 31×20×9 5 两侧＋远／正向 侧／端 15＋10＋2 59／66 65 45
Ｓ1Ｗ10③：52 刮削器 脉石英 石片 51×32×15 25 两侧／正向 侧 32＋24 60 63 47
Ｎ2Ｅ6③：21 雕刻器 脉石英 断块 47×24×19 22 单端／双向 尖 6 70 51 79
Ｓ1Ｗ10③：51 石锥 脉石英 石片 36×53×14 25 两侧＋远／正向 侧／尖 70 68／84 147 26

原料�岩性包括脉石英和石英岩�洞外砾石也被少
量利用�类型为石英砂岩、碧玉岩、硅质岩、安山岩
和黑曜岩等。不同原料类型在各类石制品中的利
用率显示�2件石锤全为洞外石英砂岩砾石�2件
石片和3件石器亦为砾石原料制作；全部石核、砸
击品、断块和碎屑均为石英质岩脉�7件石片和10

件石器亦为岩脉制成。
3　古人类生存行为信息
3∙1　 石制品生产行为

近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重心已经从类型
和形态学分析转到了对石器技术的组织以及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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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黄龙洞遗址石制品类型及原料利用率
Ｆｉｇ∙4　Ｓｔ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ｏｆ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ａｖｅ

组合内部、不同组合之间的变异成因的探究
上 ［16�17］。新考古学派创始人 Ｂｉｎｆｏｒｄ［2］将石器技术
划分为精细加工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和权宜加工 （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ｃｙ）
两类�精细石器 （ｃｕｒａｔｅｄｔｏｏｌｓ）修整精致�形态规范�
可以实现多种功能�权宜石器 （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ｔｔｏｏｌｓ）则相
反�修整粗糙、简单�形态多变。这种现象的产生与
聚落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Ｋｕｈｎ［13］将人
类生计方式、土地利用 （或聚落形态 ）和石器技术有
机地串联起来�他提出了两种相对立的技术方略：
一种是装备人员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另一种
为装备地点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ｓｉｔｅｓ）。用于装备人员的石
制品一般为精致加工的工具�用于装备地点的石制
品主要是石料和石器的半成品。Ａｎｄｒｅｆｓｋｙ［18］则认
为石器原料的可用量与质量是制约石器技术发挥和

石工业特点的最根本因素�劣质原料只能制作简单
和不规范的石器�质量高而又稀少的原料往往会产
生规范和精致的石器。

黄龙洞古人类利用的石制品原料为石英质岩脉

和洞外砾石�前者分布在围岩中�后者出露在洞外河
床上�距离古人类活动距离较近�洞外砾石获取比较
容易�而岩脉需要寻找。石英质岩脉节理和裂隙容
易在打片时破裂和崩断�形成不规则断口�硬度大�
质量低劣。而洞外砾石原料中火成岩和砂岩较多�
剥片可控制程度要强于石英质岩脉。从不同原料类
型在石制品类型中的利用率 （见图4）来看�洞外砾
石适合作为石锤�古人类选取砾石作为石锤；石核、
砸击品、断块、碎屑和多数石片及石器均为石英质岩
脉制成�表明古人类就地取材对岩脉的打制是在洞
内进行。而少量石片和石器为砾石加工而成且没有
断块和碎屑发现�表明古人类可能在洞外进行砾石
的剥片和石器加工后带入洞内。黄龙洞石制品剥片
利用率低�石器加工简单且缺乏较规范的类型�这与
原料的属性密切相关�劣质的岩脉决定古人类很难
加工出规范精致的石器。石制品修整粗糙、简单�类

型多变�显示出权宜石器的特点�可能与古人类活动
范围较为稳定有关。石制品组合中石片、断块和碎
屑等半成品和废品占有较高比例�显示装备地点的
特点。但稳定的生活空间并不排除对石器的精致加
工�当狩猎－采集者从生活基地出发去获取食物资
源时�他 （她 ）需要配备一定的精致工具�遗址出土
的2件手镐、盘状砍砸器以及部分刮削器和雕刻器
是可以用来装备人员的制品�他们的锋利、规范的刃
口可以用来砍伐树木、抛挖树根、宰杀、肢解猎物和
刮削加工竹、木等材料。
3∙2　狩猎行为

在古人类活动遗址中�动物化石种类组成和年龄
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19］。
因自然原因或其他动物 （穴居 ）原因造成的化石埋藏�
化石种类一般相对单调。黄龙洞遗址出土的动物群
包括6纲、18目、44科、68属、83种 ［6］。动物群成员
种类多样�除了有较多的水生动物和小哺乳动物外�
大哺乳动物种数和个体数都以偶蹄目成员最为突出。
这一动物群组成特点应与人类的捕猎行为比较相符。
如偶蹄目成员较多�多数为穴居动物�这与人类长期
以食草动物为重要肉食资源相对应。较多的水生动
物�也是远古人类肉食来源的重要补充。此外许多哺
乳动物牙齿磨耗严重�提示哺乳动物的个体年龄大部
分属于老年段�少部分属于幼年段�中、壮年者仅为极
个别。这些动物群成员组成和年龄段特征提示它们
的埋藏原因与人类狩猎活动有关。

古人类遗址的动物骨骼埋藏和标本保存特征也

能反映人类行为信息 ［19］。从发掘情况看�骨骼化石
突出特征是比较破碎�大部分动物化石呈碎片状保
存。动物化石的碎片形态�反映古人类对动物资源充
分利用的行为特征�它们与自然埋藏中常见的动物骨
架或较完整动物骨骼相异 ［5�6］。我们在一些骨骼标本
上发现有古人类切割 （ｃｕｔｍａｒｋ）和敲击 （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
ｍａｒｋ）痕迹；在有些大哺乳动物的管状骨上�观察到
粉碎性穿洞性破损 （由骨表面洞穿至髓腔面 ）和打击
骨折性破损等特征�这些都与古人类狩猎活动的敲骨
吸髓活动密切相关。此外�在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
26件经过打制的骨 （角 ）制品�类型以骨刮削器、骨尖
状器和骨铲居多 ［6�7］�这些标本的发现说明古人类狩
猎获取食物资源后�将部分材料加工制作成工具�配
合石质工具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
3∙3　采集行为

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笔者对堆积物进行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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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现了 17枚植物果实遗存�均为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乌 桕 属 （Ｓａｐｉｕｍ ）和 乌 桕 树
（Ｓａｐｉｕｍ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的籽实外壳。标本均保存着籽壳
的半边或小半边。籽实近圆形�浅黄褐色或灰褐色�
壳外最大径约7ｍｍ�壳厚约0∙5ｍｍ�籽壳中空�内部
果仁无。这些植物果有6枚和文化遗物一起出土于
堆积物中�其余则和人类化石及动物化石一起胶结
在粘土和钙质结核内�均属原地埋藏。乌桕树是我
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特征性植物之一�主要分布
在秦岭－淮河以南�树皮、根可入药�有消肿解毒之
效 ［20］。乌桕树在中国有1000多年的栽培史�古农
书苏恭《新修本草》（唐 ）记�“乌桕生从南平泽�树高
数仞�叶似梨杏�五月开细花�黄白色�子黑色 ” ［6］。
陈藏器《本草拾遗》（唐 ）云�“叶可染皂�籽可压油�
燃极明 ” ［6］。初步判断这些植物种子可能与人类的
采集行为有关。
4　结论

黄龙洞古人类遗址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地

带�周围地貌环境是以中、低山山地为主�间杂河谷、
断陷盆地等。黄龙洞洞口外是一个狭长的小型断陷
盆地�周围地貌是连绵山岭�地势起伏变化大�山坡
陡峻�沟壑纵横。黄龙洞为大型管状溶洞�洞穴平面
主轴近东北－西南向。洞口原始宽度约27∙8ｍ�高
约11ｍ。现初步探明洞穴水平深度约400余米 （未
到尽头 ）�宽度 11～117ｍ。洞口朝向东北�洞口前
有汉水二级支流大水河经过�洞口高出河水约
7∙8ｍ。研究表明古人类生活在末次间冰期�属于热
带北缘常绿阔叶原始森林为主�间夹小块竹林环
境 ［5］。这里气候温和�水资源充足�洞外冲积扇和
断陷盆地土质肥沃�植被繁茂�为各类动物提供了充
足的食物资源�洞穴的发育为古人类提供了栖息之
地。洞穴围岩内的石英质岩脉和盆地内河床上的砾
石为古人类加工制作石器提供了原料。古人类采取
锤击法和砸击法进行剥片�石器类型多样且加工简
单�个体以中小型居多�技术特点显示南北过渡区的
文化特点。手镐和砍砸器等工具适合挖掘树根�而
刮削器、雕刻器和石锥可用来肢解食物和加工木质
工具。遗址出土丰富的动物化石�多数化石较破碎�
骨骼表面保留有人工敲击和切割痕迹�表明古人类
在该遗址进行了狩猎和肢解猎物行为。大戟科植物
种子的发现证明古人类曾从事过采集活动。总之�
该遗址应为一处多功能古人类活动遗址�古人类充
分利用洞穴周边的各类资源�生活在温暖湿润热带

北缘常绿阔叶森林为主的环境 ［5］�以狩猎、采集为
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反映出先民们对特定自然环
境的适应生存能力和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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