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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店遗址第 1地点开展抢救性清理发掘 

2009年 6月 24日周 口店遗址第 l地点抢救性清理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这是周 口店遗址 

自 1937年大规模系统发掘停止后 72年 内首次进行 的以遗址保护 为主 旨的抢救性清理发 

掘 ，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发掘面积为 20 m2。这次工作将为落实遗址的保护规划奠定科学基础 

并创造相应的条件 ，同时对于古人类学 、旧石器考古学、古环境学 、地质学和年代学等领域相 

关研究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此次清理发掘工作将在 “市院共建”协议框架内，由中科 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共同组织实施。 

清理发掘的部位为遗址第 1地点西剖 面。该剖面 目前 凹凸不平 ，出现松滑 、空洞、裂隙 

和危石，呈现上突下缩的不正常坡度，具有局部坍塌和落石的隐患，在现状下无法按照保护 

规划进行加 固，也不利于对遗址地层进行科学展示 。遗址西剖面近期更 出现重大危情 ：其上 

部出现纵斜开裂 ，纵深延伸不详 ，横向拉张明显 ，其下部几近悬空 ，在重力作用下随时有坍塌 

危险。对该剖面进行紧急抢救性清理发掘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带领的工作 队经过半年的计划和前期准 

备 ，对该剖面展开了抢救性清理发掘。此次工作 的 目的为：消除西剖面上部开裂险情 ，消除 

残留堆积局部坍塌、落石的隐患 ，将剖面切割平整并调整出利 于保存堆积的坡度 ，为后续保 

护加固工作奠定基础；在清理时系统对地层进行观测和取样，以供沉积学、环境学和年代学 

分析测试 ，建立更加系统、精确的年代和环境变迁框架 ，夯实遗址 的科学研究基础 ；通过改善 

剖面外观 、放置更清楚 的标识、利用提取 的样品进行地层序列复原等举措 ，提 升遗址的展 陈 

和科普水平。 

发掘过程 中采取了多项安全措施 ，确保人员 、剖面及 出土化石安全。发掘区外 围设置警 

戒线 ；区内考古 队员务必系安全绳带 ，以防止被坍塌脱落 的堆积体带下 陡隘或失足跌落 ；脚 

手架上和工作区内的人员须带安全帽、系安全带；对大块角砾和致密坚实 的胶结土块 ，采取 

电锯切割、风钻破碎等手段，避免敲砸振动带来的堆积松垮、坍塌从而导致新生剖面的开裂 

和 凹凸不平 。 

此次抢救性发掘完全按照规范的考古程序进行精细发掘并针对堆积特点和工作特殊要 

求采取相应措施 ，即野外发掘与室内整理相结合。始终把遗产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 ，尽可 

能少触动稳定的堆积体，对出土遗物遗迹及时保护加固。利用全站仪精确布方和对遗物遗 

迹 的精准测量、发掘细致 、对沉积物网筛水洗 、对小化石在显微镜下的精挑细选 、工作各个环 

节 的详细记 录。多学科协作 ，具有系统性既有野外发掘 ，也有室内对土样和标本 的及时处置 

和观测 ，既有常规的考古学的投入 ，也有地质学 、沉积学 、年代学的介入 。清理 中系统提取沉 

积样品以供分析测试 ，对特殊 、珍贵的测试样品给予格外的关注和处置 。 

目前工作队已经完成 了第 1—22水平层的发掘(每一个水平层为 20em)，同时对发掘 出 

土物(主要为土样)进行筛选、水洗、化石加固修复等工作，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 

脊椎动物化石和文化遗存。这些化石和文化遗存主要出土于第 3文化层和第 4文化层上 

部。脊椎动物化石数量近千件，其中大多为小型啮齿类、食虫类和鸟类化石。大中型动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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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料基本为残破的牙齿、肢骨等。经初步鉴定，出土动物化石种类包括猕猴(上颌骨 1 

件)、熊(完整犬齿 1件、臼齿 1件)、鹿(上颌骨 2件及零散牙齿数枚)、鬣狗(粪化石多枚)、啮 

齿类(上下颌及零散牙齿、肢骨等多件)、食虫类(上下颌及零散牙齿数件)、鸟类(上下颌及零 

散牙齿、肢骨等多件)。在石制品方面，目前已经发现人工性质明确的石核5件(锤击石核 3 

件；砸击石核 2件)、石片 37件、石锤 5件、刮削器 5件、砍砸器 2件、断块 6件以及疑似石制 

品 118件。此外，还出土了灰烬、烧骨、炭屑等一些可能的文化遗物、遗迹。 

发掘期间，工作队积极推动公众考古的理念，致力于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互动，体现出 

组织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8月 15日举办了首届“周口店文化节”。考古队成员向观 

众展示了考古发掘场景和打制使用石器、钻木取火、敲石取火等远古人类的模拟生活。这次 

文化节充分地发挥了周口店遗址的科普教育基地作用，借助周口店遗址第 1地点保护清理 

发掘的机会，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体验科学乐趣，培养科学精神，激励青 

少年在动手动脑中快乐成长，提高创新能力。 

此次清理发掘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作，其内容涵盖遗址保护和发掘，方法为考古学、 

地质学等多学科交叉，目的在于推动科学研究和加强科普教育。今年是北京猿人发现 80周 

年，本次工作的深入细致和学科交叉程度以及科研人员对遗址、对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反 

映了中国古人类一旧石器研究 80年来的进步与发展。(高星，张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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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阿法尔裂谷地区发现较完整的地猿始祖种化石 

2009年 1O月2日<<Science》杂志第 326期刊登了rrim D．White等人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 

裂谷地区发现并研究的地猿始祖种化石。这些从 440万年前的沉积物中发现的 110件化石 

标本中可以组合成一副不完整的骨架，包括了头骨的大部分、指骨、趾骨、肢骨和骨盆。研究 

推测，它是一个身高约 120cm，体重约50kg的女性，其脑量与现生黑猩猩相当。它的头骨形 

态具有一些衍生特征，犬齿／前臼齿退化减小，头后骨骼缺乏悬吊和用指关节行走的典型特 

征。但这副地猿始祖种化石兼具树栖掌型攀爬和陆地双足行走的特征，比南方古猿更为原 

始。它的生活环境似乎以林地为主，主要以c3植物为食。 

在南方古猿之前的原始人类化石比较稀少和零碎，所以人类和黑猩猩最后共同祖先之 

后的亲缘进化关系研究还不是很清楚。此次发现的地猿始祖种化石为阐释早期原始人类和 

现生非洲猿类之间演化关系提供了很多信息，它表明尽管现代人和黑猩猩在遗传上有很大 

相似性，但是两者最后的共同祖先与现生非洲猿类可能差别很大，人类和非洲猿类通过不同 

的进化途径分别已变得高度特化。这些化石证据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早期原始人类两足 

直立行走、生态环境、食性及社会行为的起源问题，有助于界定人类最基本的适应性，从而使 

人们对南方古猿的衍生特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张立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