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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与动态

西藏旧石器考古调查取得丰硕成果
幅员辽阔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m 以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对古人类的生存、

迁徙、交流和开发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恶劣的高海拔生态环境大大迟滞了古代人类向青藏

高原迁入的步伐，对其开发的年代和程度远远落后于高原周边地区。由于考古工作的局限，

人类最早何时扩散到该区域至今仍为悬案。迄今为止，西藏自治区零星见诸报道的打制石

器地点大约 95 处，其中被学术界倾向于认可属旧石器时代的地点有 8 处，但即使这些地

点的石器标本也全部采自地表，缺乏可靠的地层依据，年代难以确定。

为探索古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征服过程，尤其是揭开西藏地区有无旧石器时代人类遗

存问题的谜团，2012-2013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

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西藏展开系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区域主要为拉萨

周边、日喀则地区、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调查中首先对已报道的石器地点进行了复查，

然后根据地质地貌情况对具有古人类生存和遗物埋藏条件的地区扩大调查，以寻找新的石

器地点。在两年的联合调查中，在西藏发现至少存在 14 处地表出露打制石器丰富的地点，

其中 11处为此次调查新发现者。这些地点的石制品人工特征明确，原料以黑色角页岩为主、

偶尔可见到燧石、砂岩、玉髓和黑曜岩。石制品组合中包括典型的石叶产品和细石叶产品，

部分石制品具有欧亚大陆西部某些石制品的类型与技术特征，其细石叶技术与华北地区的

文化面貌非常相似。这批标本为研究更新世晚期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调查中在那曲地区新发现的一处地点规模宏大，石制品分布密集，遗址区保留有第四纪地

层堆积，从地层中试掘出土了人工制品，年代测定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预示着一项重大

的发现和突破，该遗址的详细情况将专文发表。

本次西藏旧石器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性质明确的打制石器地点，其中少数地点有石

制品原生埋藏地层。这些发现为解决早期人类占据青藏高原的时间和探讨该地区石器工业

的特征、发展演变及其与所处环境相互关系等诸多学术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展示

了西藏自治区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的巨大潜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 张晓凌，王社江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陈祖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