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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于第四纪以来全球性冰期与间冰期的

交替产生以及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中国更新世

以来的地质和地貌状况发生过很大变化，地壳

运动、水系消长和气候变迁反复塑造着地表的

形态[1]。如果遗址在形成过程中受自然

动力扰动较大，那么就很难在遗址中提

取可靠和完整的人类行为与活动信息。

相反，如果遗址为原地埋藏或经外动力

的改造较小，那么遗址的形成过程则主

要受人类行为与活动方式的影响。因

此，对遗址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就显得尤

为重要。

二、研究材料与方法

为配合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

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南水北调考古队在李超荣的带领

下，分别于 1994 和 2004 年两年度在库区进行

了系统的旧石器野外调查。两次调查共发现

旧石器旷野地点 91 处，并采集到一批手镐、手

斧、薄刃斧等具有阿舍利技术特征的重型工

具[2]。从 2006 年开始，该考古队开始对库区旧

石器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3]。果茶场 II 旧石器

遗址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果茶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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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上属于汉水上游左岸第三级阶

地，地理坐标为北纬 34 °42′38″，东经

111°08′12″，海拔150~155米（图一）。

该遗址发现于 2004 年的野外调查，

2009 年 4~5 月对其进行了发掘，遗址

揭露面积 5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 132
件，其中石锤 9件、石核 14件、石片 69

件（完整石片 51 件、不完整石片 8 件、

碎屑 10件）、石器22件（刮削器 13件、

砍砸器 5件、手镐 1 件、手斧 3件）、断

块 18 件。此外，还出土未受打击的砾

石 18 件。根据遗址下部地层发育的

网纹红土推测，遗址年代大致为中更

新世。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对果茶场 II
遗址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遗址所在

区域的地质地貌特征、石制品出土层

位的沉积物特征、未经打击的砾石的

性质、石制品的空间分布方式及分布

密度、石制品的风化磨蚀程度、石制品

的尺寸范围和石制品拼合。通过这些分析判

断人类行为以及自然营力对遗址形成过程的

影响。

三、遗址形成过程分析

1.遗址的地质与地貌环境

第四纪以来的间歇性新构造抬升运动和

河流侵蚀使汉水沿岸发育了多级河流阶地，并

在阶地上堆积了第四纪河流相及山麓洪积的

陆源碎屑沉积[4]。而河流以及山麓坡降带水流

动力的搬运与沉积，会对遗址形成产生一定的

影响。

从地貌位置来看，遗址位于汉水左岸第三

级阶地，该阶地与海拔更高的第四级阶地之间

呈缓坡状分布。较缓的地形坡度使雨期汇聚

的水流呈分散状，流速减慢，常形成面（片）状

水流，无固定流路。因此，遗址所在区域虽受

到水流动力的影响，但其动能较小。

2.地层沉积物性质

为详细观察和划分遗址地层，考古队在紧

临探方发掘处，另外开挖了一条深度为 3 米，

宽 1.75 米的探沟，并对探沟地层进行了详细的

划分和描述（图二）。遗址顶部为现代耕土层，

其下为强烈氧化的红色粘土层，含钙质结核与

锰质薄膜，红色粘土层下部发育有网纹红土。

除耕土层外，石制品从上到下均有分布（下部

未见底）。地层沉积显示石制品所在层位主要

为粘土沉积，不含砾石层，说明石制品在埋藏

过程中未受到高能水动力的扰动。

3.未受打击的砾石

遗址共出土未受打击的砾石 18 件，对出

土砾石的性质的判断，不仅关系到遗址形成过

程的分析，也直接影响到对古人类行为的解

释。这些未被加工的砾石在早期的研究中常

被称作备料 [5]。这个概念最早由 Leakey 提

出 [6]，她在研究非洲奥杜威峡谷 I 层和 II 层的

遗址（Bed I&II）时，认为遗址中出现的砾石是

人为搬运的结果，其在解释早期人类行为策略

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

者们开始对砾石的人为性质提出质疑，而争议

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砾石与沉积物性质的关系

上。早期研究者认为砾石具有人工属性的重

图二 果茶场 II 遗址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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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就在于砾石埋藏在低能的水动力环境

中，砾石所在层位以湖相的粘土沉积为主，这

就难以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些大型砾石在遗

址中的出现。但新的沉积学研究显示，奥杜威

峡谷以及其他与之临近的沉积盆地在短暂的、

多流路的片状水流或小溪流作用下，也会在湖

盆边缘沉积相当数量、不同砾径的砾石

（50~200毫米），以往认为的备料可能只是复杂

的自然营力作用的结果[7]。

果茶场 II 遗址出土的 18 件砾石中，脉石

英的有 7 件，硅质灰岩的 9 件，砂岩的 2 件，其

在岩性上没有明显的选择性。从重量上来看，

砂岩砾石（平均重量 59 克）和多数脉石英砾石

不适合做为石锤使用。大多数硅质灰岩砾石

和砂岩砾石的尺寸也小于以砾石为毛坯制作

的重型工具（长或宽＞ 100 毫米），表明这些砾

石并不适合做为加工重型工具的毛坯（表一）。

砾石在遗址中呈分散的分布状态，没有明显的

集中区域，无法反映人类有意识采集和储备石

料的活动（图三）。同时，从之前的地貌分析来

看，遗址处于缓坡地带，雨期容易形成片状的

水流，有时在地表还会形成一些由暂时性洪流

冲蚀而成的沟槽，做为洪水期水流的主要排泄

通道，当洪水退水时这些沟槽内便沉积下来砾

径大小不一的砾石[8]。

综合以上对砾石各项数据的分析来看，砾

石在遗址粘土层中的出现虽然不排除人类活

动的结果，但更可能与暂时性的地表片流或溪

流作用有关。

4.石制品保存状况

遗址中的大多数脉石英石制品仍保留有

新鲜断面，但这可能与脉石英原料硬度高，抗

风化和磨蚀能力强有较大的关系，并不能完全

反映出石制品的风化和磨蚀情况。凝灰岩是

一种质地相对较软的原料，在 7 件尺寸大于

100 毫米的凝灰岩石制品中，经历中等程度或

较严重风化磨蚀的有 5件，占 71.4%，说明石制

品在埋藏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暴露。

5.石制品尺寸范围

遗址中石制品的尺寸分布范围是分析一

个遗址是否原地埋藏的重要指标。对火山岩、

脉石英和石英岩等的打制实验结果显示，如果

一个遗址中碎屑（＜ 20 毫米）的比例占到

60~87%，则说明遗址为最初剥片的场所；若低

表一 未经加工的砾石的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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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比例，则说明打制活动可能不在遗址内

进行，或者遗址受到了外动力的扰动[9]（表二）。

为了准确反映碎屑在果茶场 II 遗址中的

比例，本文排除了石锤（9件）的统计，而只对剥

片和加工阶段的石制品（123 件）进行统计。结

果显示，遗址中脉石英碎屑仅占整个脉石英石

制品的 16.67%，而遗址中长度小于 20 毫米的

石制品（针对所有原料）也仅占石制品总数的

15.45%，两者均远小于打制实验的结果，反映

遗址受到了外动力扰动（表三）。

6.石制品空间分布

石制品在空间上的分布包括水平分布（平

面）与垂直分布（剖面）两个方面。遗址石制品

（此处亦统计未受打击的砾石）在平面上有相

对密集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遗址东北面的

探方内（图三的平面图：横轴 0~10 米为从西向

东，纵轴 0~50 米为从南向北），并且该区域包

含了剥片阶段各种类型的石制品以及可拼合

标本，说明古人类可能在这里进行剥片或工具

加工活动（图三，上）。石制品在南北向的剖面

上则大致以153米为界分为上下两个部分：153

米以上，石制品分布相对密集和均匀；153 米以

下，石制品呈较为稀疏的倾斜状分布（图三，

下）。石制品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表明其不仅

与古人类的打制活动有关，同时也可能受到遗

址埋藏时的古地形以及后期水流动力的影响。

图三 石制品的平面（上）和剖面（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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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制品分布密度

石制品分布密度也是分析遗址形成过程

的重要指标。学者们在对奥杜威峡谷 I、II 层

遗址分布密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建立了分布

密度与扰动力大小，以及分布密度与遗址类型

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可资

参考的标准[11]（表六、七）。

对丹江口库区第三级阶地部分遗址分布

密度的统计结果显示，分布密度最高的是双树

遗址，为 0.47 平方米，分布密度最低的是大土

包子遗址，为 0.19 平方米，其中果茶场 II 遗址

的分布密度为 0.26 平方米（表八）[13]。参照东

非奥杜威峡谷 I、II 层遗址的石制品分布密度

可知，果茶场 II 遗址的分布密度较低，可能受

到中等程度的扰动。同时，结合石制品在平面

和剖面上的分布特点，可将果茶场 II归入分散

型（D 类）遗址中。

8.石制品拼合

拼合研究工作在西方已经历了 100 多年

的发展，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学者也开始

注重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文化遗物的拼合研究

工作，并将其应用到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以及骨

制品研究方面[14]。虽然这种方法在我国起步较

晚，但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并且

已成为分析遗址形成过程和探索早期人类石

器技术时一种普遍应用的手段。

果茶场 II遗址中共发现三组可拼合标本，

每组标本相距很近，并且分布在石制品相对密

集的探方内，这可能反映了古人类在该区域进

行剥片或工具加工活动，也可能反映石制品在

暴露过程中受到大型动物的踩踏以致断裂（表

四~五；图四）。总体来看，遗址中出土的可拼

合标本的数量少，这与利用脉石英进行打制实

验获得的结果相差很大，也与原地埋藏遗址中

出土的石制品情况有很大差别，表明遗址在形

成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结语

遗址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作用的过程，

既包含人类行为的作用，又受到自然营力的影

响，而自然营力的作用往往会破坏一个遗址的

完整性，其破坏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自然营力扰

动的大小。在考虑遗址形成过程的基础上，研

究者才能对遗址的性质加以合理的判断，并进

而提取相关的古人类行为与活动信息。

果茶场 II遗址所在的地质地貌环境，使遗

址较容易受到自然营力的改造，尤其是水流作

用产生的搬运和再沉积。对地层沉积物性质

以及未受打击的砾石的分析显示，遗址经历了

低能-中能水动力的扰动，但也可能伴随短时间

表二 脉石英和石英岩剥片实验结果 [10]

表三 遗址中不同尺寸石制品的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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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奥杜威峡谷 I、II 层遗址石制品分布密度与遗址类型划分 [12]

表七 奥杜威峡谷 I、II 层遗址的类型划分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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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较强的水流作用。遗址中的凝灰岩石制

品大部分经历中等或较高程度的风化磨蚀，表

明石制品在埋藏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暴露，这

也为自然营力的作用提供了时间。从石制品

的尺寸范围来看，遗址中碎屑（＜ 20 毫米）的

比例远小于打制实验结果，说明遗址在形成过

程中受到了外动力的扰动。同时，石制品之间

尺寸和重量相差也较大，长度最小为 7 毫米，

最大为 264 毫米，重量最小为 0.2 克，最大可达

2630 克，表明石制品并没有经过长时间、高能

的水动力分选作用。从石制品在遗址中的平

面和剖面分布来看，其空间分布特点应与古人

类的行为活动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可能受到

遗址埋藏时的古地形以及水流动力的影响。遗

表八 丹江口库区部分发掘遗址的石制品分布密度统计

表四 遗址中可拼合标本的测量数据

图四 拼合标本（左图 1：HB-DJ-GCCII-101、102；左图 2：HB-DJ-GCCII-132A、132B；
右图：HB-DJ-GCCII-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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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中可拼合的标本数量少，这与利用脉石英进

行打制实验获得的结果相差较大，也与原地埋

藏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品情况有很大差别。最

后，通过与东非奥杜威峡谷 I、II 层遗址的石制

品分布密度的比较，可以看出果茶场 II遗址的

石制品分布密度较低，可能受到中等程度的外

力扰动。

综合以上遗址形成过程的各项分析指标

来看，果茶场 II遗址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低能

—中能水流动力的影响，遗址原生形态受到一

定程度的扰动，但遗址中仍保留有早期人类行

为与活动的重要信息。参照学者们对奥杜威

峡谷 I、II 层不同类型遗址的划分标准，初步认

为果茶场 II 遗址可以归入分散型（D 类）遗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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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Formation Analysis of Guochachang II Palaeolithic Site in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Li Hao Li Chaorong Kathleen Kuman
(Beijing 100044)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WITS 2050)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Palaeolithic sites revealed in the excavation would be influenced by

human behaviors and non-human ag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use, discard and burial. The analysis of

the site formation process has been becoming the precondition of judging the integrity of site and inter-

preting the behaviors of early hominids. For carrying on the site formation analysis of Guochachang II

sit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site; Nature of the sediments; Artifact condition (the degree of weathering and abrasion); Artifact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rtifact distribution density; Assemblage size pro-

files; Artifact refitting. The study of the site formation process of Guochachang II site shows that the site

was influenced by the small to medium flow dynamics. Although the primary context was disturbed in

a certain degree, much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still preserved on human activities and behaviors.

Keywords: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Guochachang II Site, stone artifacts, sit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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