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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 国和西亚旧石器及道县人牙化石

看中 国现代人起源

吴新智 ， 徐 欣

中 国 科学院 脊椎动物 演化 与人 类起源 重点 实验 室 ； 中 国科学 院古 脊椎 动物 与 古人类研 究所 ， 北京 １ ０００４４

摘 要 ： 中 国古老型人类在 中 国现代人起源 中 的作用主要有三种假说 ： 多地区进化说 、 取代说和 ２ ０ １ ０ 年

后兴盛 的同化说 。 本文拟就中 国 １ ３ 万年来的 旧石器和西亚的 旧石器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人牙化石检验这

些假说 。 考古学研究已经查明 ， 在取代说或同化说所主张 的最初居住于近东 的现代人所惯用 的石器技术

属 于第 ３ 模式 。 按常理推测 ， 如果其后裔于大约 ６ 万年前到达 中 国而且完全或大部取代原住 民 ， 此时中

国 的石器应表现从第 １ 模式到第 ３ 模式的巨变 ， 因为在此时之前第 １ 模式是中 国 旧石器的主流 。 表 １ 显

示中国不存在如某些遗传学论文所推测的从 １ ０万年前到 ５ 万年前的人类
“

断层
”

， 从 １ ３ 万年前以 来中

国 旧石器主流仍 旧 是第 １ 模式 ， 没有发生按照取代说和 同化说都必然会导致的在大约 ６ 万年前或更早时

发生石器技术从第 １ 模式到第 ３ 模式的 巨变 。 ２ ０ １ ５ 年公布的道县 １ ２
－

８ 万年前人牙化石表明中国 的现代

人形态不是如 ＤＮＡ研究所主张的在 ６ 万年前才从境外移入的 。 这些都与多地区进化说的推论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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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 国现代人起源 的争论最近二十年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 。 １ ９８７
－

２０ １ ０ 年的主要争议

方是近期 出 自非洲说对 多地区进化说 ， 前者又称取代说或夏娃说 ， 主张现代人基因唯
一

的

来源地是非洲
［

１

］

， 其中
一

部分在大约距今 ６ 万年前到达东亚完全取代了原来生活在东亚 的

人群 ， 与原住民没有丝毫基 因交流
［
２—７

）

。 ２０ １ ０年 ， 尼安德特人基 因组草图 问世
［ ８ ］

， 对尼安

德特人基因组得到 了 比 以往更全面的 了 解 ， 该文报道欧洲现代人的基因组中包含有尼安德

特人贡献的少量基因 ， 学界开始严重质疑坚持主张完全取代的夏娃说 。 ２０ １ ４ 年根据对 ６００

个现代人基因组的分析发现其中有 ２ ０％ 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
９

］

， 以更多证据证明夏娃说不

符合实际 。 于是原来相信夏娃说的学者纷纷转而相信同化说 ， 它主张现代人的基因来源主

要还是在非洲 ， 其后裔来到欧洲和亚洲后不是像取代说所认为 的完全取代当地的原住民 ，

而是两者之 间有很少的杂交 ， 当地人 曾经对现代人基因组做出过不大的贡献 。 近年来同化

说取代了 夏娃说成为 多地区进化说的主要对手 。 多地区进化说主张亚洲 、 非洲和欧洲的原

住民古老型人类对现代人的起源都有贡献 ， 我们认为 各处的贡献并不相等 ， 可 以称之为多

地区多模式 的进化 。 在西欧 ， 原住民对现代人形成的贡献不多 ； 在东亚 ， 本地的古老型人



１ 期吴新智等 ： 中 国现代人起源
——

根据对 中 国 和西亚旧石器的研究

群对当地现代人起源的贡献是主要的 ， 外来人群也有贡献 ， 却都是次要的 。 过去本文第
一

作者和其他学者已经发表多篇论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 ， 并 曾简短地提到西亚和中 国 旧石

器不支持中 国古人类在 ６ 万年前被非洲移 民完全取代 的推论 经过 １ ０ 年直至现在 ， 虽

然新发现了很多 出产古人类化石和石器的地点 ， 但关于中 国现代人起源的争论并未停息 ，

本文以更加富有说服力 的 旧石器资料和道县人牙化石对中 国现代人的起源问题进行讨论 。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 有学者对 中国现代人 Ｙ 染色体
一

些基因位点进行分析得 出结

论支持夏娃假说 ， 主张中 国古人在大约 ６ 万年前被来 自 非洲的现代人完全取代 ， 其诸多论

文中 ， 经常提到中 国在距今 １ 〇
＿

５ 万年前没有人类居住 （ 有的论文称 为
“

断层
”

） ， 认为

是地球冰期在 中 国产生的后果
［
２ ＿

＇ 以此支持 中 国不会有人与 ６ 万年前到来的非洲现代人

发生基因交流 ， 增强其结论所主张的 中 国原住 民被非洲来的移民完全替代的合理性 。

尽管支持夏娃假说和 同化假说的诸 多 ＤＮＡ 研究给 出 的现代人起源于非洲 的年代数

据多有差异 ， 但是
一

般是在 ２０
－

１ ６ 万年前 ， 被认为 早期现代人走出 非洲的时间
一

般主张

在 ６ 万年前或稍早 。 非洲通 向欧亚大 陆的唯
一

陆上通道经过现在埃及东北 的西奈半岛 ，

紧接着是现今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地区 。 考古学者在这个地区 已经发现 了不少具有人类化

石和 旧石器的地点 ， 如 Ｓｋｈｕ ｌ 、 Ｑａｆｚｅｈ 、
Ｔａｂｕｎ 、 Ｋｅｂａｒａ 等 ， 其中 的石器都属于莫斯特文

化 ， 技术属于 第 ３ 模式 。 这些遗址 的年代分别为 ８ ．
Ｕ １ ．５ 和 １ ０ ． １

± １ ．２ 万年前
［ ｎ

］

；１
１ ． ５± １ ．５

万年前
［

１ ２ ’

１ 〇 ．２± １ ．７ 和８ ．６± １ ＿ １
［

１ ４
］ 和４ ． ８

－

６万年前

１
１ ５ ’ ｜ ６

］

，
—

般认 为Ｓｋｈｕ ｌ和
Ｑａｆｚｅｈ代表

最初走出非洲 的现代人 ，
Ｔａｂｕｎ 和 Ｋｅｂａｒａ 的 古人类则属于尼人 。 近年遗传学界

一

般认为

现代人最早在距今 ６
－

５ 万年前进入南亚
［

１

７
］

。 根据对南亚现生人基因 的分析和人类可能达

到澳洲的 时间估计 ， 认为直到 ６ 万年前现代人才开始 向 东移动
［

｜ ８
＇

１ ９
］

。 有学者认为此前在

近东的现代人被当地的尼安德特人所取代 ， 将这
一

段过程称为现代人
“

失败的扩散
”

。 由

于上述遗址的石器都属于第 ３ 模式 ， 最初进入亚洲和从近东 向 东扩散的人所制造的石器最

合理 的估计应该属于第 ３ 模式或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模式 ， 如果他们的后代在 ６ 万年前

进入 中国 ， 使用的最可能是属于这
一

模式的新技术 。 因为 中 国早先的 旧 石器主流属于第 １

模式 ， 不论这些移民完全或大部取代 了 中 国的原住民 ， 这里 的旧石器文化应该会发生从第

］ 模式到第 ３ 模式或其衍生物的突然巨变 。 ２０ １ ４ 年 ， 高星曾在其论文中通过对中 国地区相

关遗址资料的研究 ， 论证 中 国乃至东亚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 ， 同 时列举了 部分遗址数据说

明 １ ０
＿

４ 万年前有人类生存的证据
？

， 下表将为读者提供更多地点的资料列举中国晚更新

世古人类遗址截止 ２０ １ ４ 年正式发表 的同位素测年数据 ， 以确证 中国在 １ ０ 万年内 是否有人

居住以及在大约 ６ 万年前 曾否发生过石器制作技术的 巨变 。

表 １ 清晰显示 ， １
） 由于石器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的间接证据 ， 中 国在 １ ３

－ １ 万年前有人

类居住 ， 冰期并没有将中 国造成无人区 ， 不存在所谓的人类
“

断层
”

 ；
２

） 在 １ ３ 万年前到

１ 万年前之 间这大段时间 中 中 国石器的主流仍 旧是第 １ 模式 ， 直到接近 ４ 万年前才有第 ３

模式技术的石器出现 ， 绝对没有发生从第 １ 模式到第 ３ 模式或其衍生技术的突然剧变 。

实际上除 了上表列举的遗址外 ， 中 国还有许多没有绝对年代数据 的 旧石器遗址 ， 但

是根据伴生动物群或地层学证据可以判断属于晚更新世 ， 其技术也都属于第 １ 模式 ， 没有

属于第 ３ 模式的 。 这些证据不但增强不存在古人类
“

断层
”

的说服力 ， 也表 明中 国在整个

晚更新世没有发生第 １ 模式被第 ３ 模式大部甚至完全取代的剧变 。



？ ４ －人 类 学 学 报３ ５ 卷

表 １ 距今 １ ３
－

１ 万年前中 国 旧石器遗址一览

Ｔａｂ ． ｌＰａｌｅｏｌ ｉｔｈ ｉｃｓ ｉｔ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３０ｋａａｎｄｌＯｋａＢＰ

止名Ｓ５经纬度Ｌｏｎ
ｇ

ｉｔ ｕｄｅ 主要标本石器原料技术模式 距今年代

￣

测年方法

Ｓ ｉ ｔｅＰｒｏ ｖｉ ｎｃｅ＆Ｌａｔｉ ｔｕｄｅＭａｉｎ Ｓ
ｐ
ｅｃ ｉｍｅｎ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ＭｏｄｅＤａｔｅ

（
ＢＰ

）Ｄａ 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盘 县大洞 Ｐａｎｘ ｉａｎ Ｂ ｉｇ贵州 １ ０４ ． ７３ ３３Ｅ ，人类 、 动物化 燧石 、 玄武第 １模式 １ ３ ００００
－铀系法

Ｃａｖｅ
１

３
１ ＇

２３ １２５ ． ６２ ７２Ｎ石与石制 品岩 、 石灰岩 ３０ ００００Ｕ－ ｓｅｒｉｅｓｍｅ
ｔｈｏｄ

岩灰洞Ｙａｎ ｈｕ
ｉＣａｖｅ

１

２４
１

贵州 １ ０６ ． ７５Ｅ ，人类 、 动物化 燧石 、 硅化第 １模式 １
１ ３０００

－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
ｅ ｓ

２８ ．２５Ｎ石与石制品岩 、 火成岩１ ８ 丨
０００ｍｅｔｈｏｄ

嘀 哨沟湾内蒙古 １ ０ ８ ．５ ２０９Ｅ ，人类化石丨 ００００
－古地磁

Ｄ ｉ ｓｈａｏ
ｇ
ｏｕｗａｎ

１ ２５
＊

２８
１３ ７ ． ７２ ４４Ｎ１ ８００００Ｐａ ｌｅｏｍａ

ｇ
ｎｅ ｔｉ ｓｍ

扁扁洞Ｂ ｉ
ａｎｂ ｉ

ａｎ
Ｃａｖｅ

［

２９
】

责州 丨 ０５ ．３ ８３ ３ Ｅ ，动物化石硅质灰岩 、第 １模式 〗 ３ ００００
－铀系法Ｕ －

ｓｅｒｉｅ ｓ

２ ７ ．３ ６ ６７Ｎ与石制品燧石 、 灰岩 １ ７ ０００ ０ｍｅ
ｔｈｏｄ

兴隆洞 Ｘ ｉ ｎ
ｇ

ｌ ｏｎ
ｇ
Ｃａｖｅ

ｔ

３
ｆ

）

１

重庆１ ０９ ． １ ８Ｅ
，人类 、 动物化 硅质灰岩 、第 １

模式 １ １
６０００ －铀系法 Ｕ－ ｓｅｒｉｅ ｓ

３ ０ ． ７２Ｎ石与石制 品泥晶灰岩１ ５ ４０００ｍｅｔｈ ｏｄ

冉家路口重庆 １ ０７ ． ７ ４５ ８Ｅ
，石制品石英岩 、 火山 第 丨模式 １ ４２９ ００

；
光释光ＯＳＬ

Ｒ ａｎｊ ｉａｌ
ｕｋｏｕ

１５
１ －

３
２

１２９ ． ９２０６Ｎ岩 、 粉砂岩 ７８ ３００

咐前洞 Ｇ ａｎ
ｑ ｉ
ａ ｎ Ｃａｖｅ

［

３ ３＊３５
１

广西 １ ０９ ．０８ ７２Ｅ ，人类 、 ９４０００
－铀系法Ｕ －

ｓｅｒ ｉ
ｅ ｓ

２４ ．２２ ２８Ｎ动物化石１ ３ ９０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雀儿沟Ｑ ｕｅ ｅｒ
ｇ

ｃＷ
３６

１

河北１ １４ ．

４７９ ２Ｅ
，动物化石火山凝灰岩 、 第 丨

模式 ９００００
－电子 自 旋共振ＥＳＲ７

４０ ． Ｉ ６ ５６Ｎ与石制品石英 、 石英岩１ ３ ００００铀系法Ｕ －ｓｅｒｉｅｓ

ｍｅ ｔｈｏｄ

许家窑Ｘ ｕ
ｊ

ｉ ａｙａ ｏ
Ｐ＂４０１

河北 １
１ ３ ． ９７８ ２Ｅ，人类、 动物化 石英岩 、 脉石 第 １ 模式 １ ０４０ ００

－铀系法Ｕ－ｓｅｒｉｅｓ

４０ ．

１ ００ ８Ｎ石与石制品英、 燧石１ ２５０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光释光ＯＳＬ

６９００ ０
－

１ ３ ００００

马坝Ｍａ ｂａ
丨

４ １ ４２
１

广东 １ １ ３ ． ５ ８３ ３Ｅ
，人类 、 动物化 石英砂岩第 丨模式 １ ２９０００铀系法Ｕ －ｓｅｒｉ ｅｓ

２４ ． ６８ ３３Ｎ石与石制品 （

＋
丨

１ ０００ ／
－

ｍｅ ｔｈｏｄ

１ ０ ０００
）

福岩洞Ｆｕｙａｎ Ｃａｖｅ
［

４ ３
］

湖南Ｕ
丨 ．４８ ０３ Ｅ，人类 、８ ０ ０００

－
Ｍ

Ｃ／光释光ＯＳＬ

２ ５ ． ６５ ０８Ｎ动物化石 １ ２００ ００

黔西观音洞 Ｑｉ
ａｎｘ

ｉ贵州 １ ０５ ． ９ １６ ７Ｅ ，动物化石燧石第 １ 模式 ５７ ０００
－铀系法Ｕ －

ｓｅｒ ｉ
ｅｓ

Ｇ ｕａ ｎｙ
ｉｎ

Ｃａｖ ｅ
［

４ ４
－

４
５ ］２ ６． ８ ３ ３３Ｎ与石制品１ １

５ ０ 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莲花洞 Ｕ ａｎ ｈｕ ａ Ｃａ ｖｅ
１

４６ ＊ １ ７
１

江苏Ｕ ９ ． ０６９４ Ｅ
，人类 、 动物化 石英 、 火成岩 第 １

模式 １ ０４０００ ；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３２ ． １ ００６Ｎ石与石制品＂
１
０００ｍｅ ｔｈ ｏｄ

智人洞Ｚｈ ｉ ｒｅｎ Ｃａｖｅ
｜

４８
ｉ

广西 丨０７ ． ５ １２５Ｅ，人类化石 １ １ ００ ００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２２ ．２８ ７ＩＮｍｅ ｔｈｏｄ

洪沟Ｈｏｎｇｇｏｕ
１

４９
１河南１ １ ３ ． ０４４４Ｅ，动物化石砂岩 、 石英第 丨模式 １ １ ００ ００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３４ ． ８ ２５８Ｎ与石制品ｍｅ
ｔｈｏｄ

板井子Ｂａ ｎｊ ｉｎ
ｇ
ｚｉ

＾５ １

１

河北Ｕ４ ． ７Ｅ
，动物化石燧石 、 石英第 １ 模式 ７４０００

－铀 系法Ｕ－ ｓｅｒ ｉ ｅｓ

４０． ２ ６３３Ｎ与石制品ｇ
■

、 角砾岩 １ ０８０ 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乌龟洞 Ｗｕｇｕ ｉ Ｃａｖｅ
［ ５

２
］

浙江Ｕ ９ ． ０８ ３ ３ Ｅ，人类 、９７０ ００
；
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２９． ３ ３ ３３Ｎ动物化石 １ ０８０ 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黄龙洞 Ｈｕａｎ
ｇｌ
ｏｎ

ｇ湖北 １
１ ０ ． ２

１ ７ ９Ｅ，人类 、 动物脉石英 、 燧石 、 第 １模式 ９４０００
－铀系法Ｕ－

ｓｅｒｉｅ ｓ

Ｃａｖｅ １

５
３

１３３ ．

１
３４ １Ｎ化石与石制粉砂岩 １ ０３ ７ ３９ｍｅｔ ｈｏｄ／电子 自 旋共

品 ／
４４ １ ８０

＾
４ ５４０ 振ＥＳＲ

北窑村Ｂｅ ｉｙａ ｏｃ ｕｎ
％５

５ １

河南 丨 丨 ２ ．４７ ９４ Ｅ
，石制品石英岩 、 砂岩 、 第 丨模式 ３ ０ １ １

０ －热释光ＴＬ

３４ ． ７ ０６７Ｎ石英砂岩１ ０３ ５ ００

新桥Ｘｉ
ｎ
ｑ ｉ

ａｏ
［

５６
１

河北１
１ ３ ． ５５Ｅ，石制品石英砂岩 、第 １模式 １ ０３ ０００±５ １ ００热释光ＴＬ

３６ ． ７Ｎ石英 、 燧石

灵井Ｌ ｉｎ
ｇｊ

ｉｎ
ｇ

［

５ ７
’ ５Ｓ ］

河南１
１ ３ ．６８ ３３Ｅ ，人类 、 动物化 石英岩 、 脉石 第 １模式 ８０００ ０

－光释光ＯＳＬ

３４ ． ０６６７Ｎ石与石制品英 、 燧石 １ ０００００

庙后山上层 Ｕ
ｐｐ

ｅｒ ｌａ
ｙ
ｅｒ 辽宁１ ２４ ． １

１ ６ ７Ｅ
，动物化石石英砂岩 、第 １模式 １ ７０ ００－

ｌ ４

Ｃ／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 ｅｓ

ｏｆＭ ｉａｏｈ ｏｕｓｈ ａｎ
丨

５
９

丨４０ ． ０６６７Ｎ与石制品安山岩１ ００ ０ ００ｍｅｔ 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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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距今 １ ３－

１ 万年前中国 旧石器遗址
一

览

Ｔａｂ ．ｌＰａｌ
ｅｏ

ｌ ｉｔｈｉ ｃｓ ｉｔｅｓ ｉｎＣｈｉ
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３０ｋａａｎｄｌ ＯｋａＢＰ

（Ｃｏｎ ｔｉｎｕｅｄ）

遗址名称ｉ经纬度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主要标本石器原料技术模式 距今年代 测年方法

Ｓ
ｉ ｔ
ｅＰｒｏｖ ｉｎｃ ｅ＆Ｌａ

ｔ
ｉ ｔｕｄｅＭａｉｎＳ

ｐ
ｅｃｉｍｅｎＲａｗＭ ａｔｅｒ ｉ ａ ｌＭｏｄｅＤ ａｔｅ

（
Ｂ Ｐ

）Ｄ ａｔｉｎ
ｇ 
Ｍｅ ｔｈ ｏｄ

井水湾Ｊ ｉ
ｎｇｓｈｕ ｉ

ｗ ａｒＴ １重庆 １ ０７ ． ７ １ ８ １ Ｅ，动物化孖石英砂岩 、第 １模式 ７４８ ００
－光释光ＯＳ Ｌ

２９ ． ８ ７７２Ｎ与石制品火山岩８ １ ５ ００

小孤 山Ｘ ｉａｏｇｕｓｈａｎ
（６
Ｈ＾
辽宁１ ２２ ．９ ７５Ｅ

，动物化石脉石英第 １模式 １ ７０ ００
－

Ｍ

Ｃ／热释光 ＴＬ

４０ ． ５ ８ １ ４Ｎ与石制品８００ ００／光释光ＯＳ Ｌ

罗沙岩 Ｌｕ ｏ ｓｈａｙａ
ｎ

１

６４
】广东１ １

１
．５Ｅ ， ２３ ． ５Ｎ人类 、 动物化 安 山岩 、第 １模式 ２２ ４００

－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石与石制品石英细砂岩７ ９ ０ ００ｍｅｔｈ ｏｄ

织机洞Ｚｈ ｉ
ｊ

ｉＣａｖｅ
ｌ

６５
＿

ｗ
ｌ河南１ １ ３ ．２ １ ６７Ｅ，动物化石脉石英 、 燧石 第 １模式 ３ ５０ ００

－铀系法Ｕ －

ｓｅｒ ｉｅｓ

３４ ． ６３ ３ ３Ｎ与石制品７卯 ００ｍｅｔ ｈｏｄ／光释光ＯＳＬ

通天岩Ｔｏｎｇｔｉａｎｙａｎ
ｌ

ｆｌ ７
－

６９
１广西１ ０９ ．４３ ２２Ｅ

，
人类 、４ ００ ００

－铀系法Ｕ － ｓｅｒ
ｉ ｅｓ

２４． １ Ｂ３ １ Ｎ动物化石６８０ 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范家沟湾内蒙古 １ ０８ ． ５４Ｅ ，人类 、 动物化 硅质页岩 、第 １模式 ３ ５３ ４０
－

ｌ４

Ｃ／铀系法Ｕ－

ｓｅ ｒ ｉｅ ｓ

Ｆ ａｎｊ ｉａ
ｇ
ｏｕｗａ ｎ

１

２５ ＇

７
０

＇

７ ３
１３ ７ ．７ ３Ｎ石与石制品石英岩 、 石英６８０ 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光释光ＯＳＬ

打鼓岭ＤａｇＵ ｌ ｉ
ｎ
ｇ

［ｍ ｉ江西１ １ ５ ． １ ５Ｅ ，石制 品脉石英 、第 １模式 ３ ６ １ ００
－光释光Ｏ ＳＬ

２７ ．８ ８ ３３Ｎ石英岩６４２ ００

新乡砖厂吉林１ ２７ ． ３ ３３ ３ Ｅ ，动物化石角页君 、 娃质灰 第 １模式 ６２ ０ ００±６ ０００ 铀 系法Ｕ －

ｓｅｒ ｉｅｓ

Ｘｉ
ｎｘ

ｉ
ａｎ

ｇ
ｚｈｕａｎｃｈａｎ

ｇ

１

７６
１４３ ．８Ｎ与石制  ｉＶ ｉ岩、 火山凝灰岩ｍｅ ｔｈｏｄ

硝灰洞Ｘｉａ ｏｈｕ ｉ Ｃａｖｅ
１

７７
１

贵州 １ ０５ ． ８ ３３ ３ Ｅ
，人类 、 动物玄武岩 、 燧右 第 １模式 ５２０００±３ ０００ 铀系法Ｕ －

ｓｅｒ ｉ ｅｓ

２６ ．６ ６６７Ｎ化石与石制品ｍｅ ｔｈｏｄ

乌兰木伦Ｗｕ ｌａｎｍｕ 丨ｕｎ
１

７８—
１

内 蒙古 １ ０９ ． ７ ６ 丨 Ｅ，动物化否石英岩 、 燧石 、 第３模式 ３ ００ ００
－

ｉ ４

Ｃ ／光释光ＯＳＬ

３ ９ ．５ ８ ５９Ｎ与石制品石英７ ００ ００

里村西沟Ｌ
ｉ
ｃｕｎｘ ｉ

ｇ
ｏｕ

１

８ １＃
山西１ １ １

．４４７ ２Ｅ，人类 、 动物化 燧石、 角页岩 、 第 １ 模式 ５ ００ ０ ０铀系法Ｕ －

ｓｅｒ ｉ ｅ ｓ

３ ５ ． ７３ ５ ８Ｎ石与石制品脉石英ｍｅ ｔｈｏｄ

爪村Ｚｈｕａｃｉｍ
１％８ ５

１

河北 １
１ ８ ． ６ ６７Ｅ ，动物化石燧石 、 石英岩 、 第 １ 模式 ４４０ ０ ０ ；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４０Ｎ与石制品石灰岩４８０ ０ ０ｍｅｔｈｏｄ

杨四沟湾内 蒙古 １
０ ８ ． ５ ４９６Ｅ

，人类 、２ ７９ ４０±６００ ／
Ｉ ４

Ｃ／铀系法Ｕ－

ｓｅｒｉｅ ｓ

Ｙａｎｇｓ ｉ

ｇ
ｏｕｗａｎ

１

７ １

－

８０
１３ ７ ．７ ５ １

９Ｎ动物化石４４０ ０ ０
－

５ ２８００ ｍｅｔｈｏｄ

水洞沟 Ｓｈｕ ｉｄｏｎ
ｇｇ

ｏ ｉＴ
＿

８９
１ 宁夏 １ ０６ ． ５ ０ １ ９Ｅ ，动物化石白云岩 、 石英 第３ 模式 ２ ００００

－ＡＭＳ
ｍ

Ｃ ／光释

３ ８ ．２ ９８ ９Ｎ与石制品岩 、 燧石４ １ ４４０光ＯＳＬ／铀系法

Ｕ－ ｓｅｒ ｉ ｅｓ ｍｅ
ｔｈｏｄ

阎家 岗Ｙａｎ
ｊ

ｉａ
ｇ
ａｎ

ｇ

＾９１

１

黑龙江 １ ２６ ． ３ ０８ ３Ｅ ，人类 、 动物燧石 、 石英岩 、 第 １ 模式 ２ ２０ ０ ０
－

Ｕ

Ｃ

４５ ．６０８ ３Ｎ化石每石制品 花岗岩４ １ ０００

田园洞 Ｔ ｉａｎ ｙｕａｎ Ｃａｖｅ
’ ３

１

北京 １
１５ ． ８７ １ ４Ｅ

，人类 、３ ８５ ０ ０
－

ｌ ４

Ｃ／铀系法Ｕ－

ｓｅｒｉｅ ｓ

３ ９ ．６ ５ ７ ８Ｎ动物化石４００ ００ｍｅｔ ｈｏｄ

南山洞Ｎａｎｓｈａｎ Ｃａｖｅ
—４ １广西丨 ０７ ． ５６ＭＥ

，
人类 、３ ００００

－铀系法 Ｕ－ｓｅ ｒ
ｉ
ｅ ｓ

２２ ．３ ９Ｎ动物化石４００ 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周家油坊吉林１ ２６ ．３ ５Ｅ ，人类 、 动物玄武岩 、第 １模式 ２ ６ ７４０
－ｌ ４

Ｃ

Ｚｈｏｕ
ｊ

ｉ
ａ
ｙ
ｏｕｆａｎｇ

１

９
５ １４４ ．７ ２５Ｎ化石与石制安 山岩 、４００ ００

品石英闪长斑岩

古龙山 Ｇｕ ｌ
ｏｎ

ｇ
ｓｈａｎ

〖
９６

ｉ辽宁１ ２２ ．０ 丨
６ ７Ｅ ，动物化孖第 Ｉ 模式 １

７ 丨 ６０ －
】 ４

Ｃ／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３ ９ ．６８ ３ ３Ｎ与石制品４０００ ０ｍｅｔ ｈｏ ｄ

资阳 人Ｂ地点 Ｌ ｏｃ ．Ｂ ｏｆ四 川１ ０４ ． ５Ｅ
，动物化孖石英岩 、第 １模式 ３７ ４００

－ ，４

Ｃ

Ｚ ｉｙａｎｇ
ｔ
９
７

１３ ０． １６７Ｎ与石制品火成岩 、 砂岩３ ９ ３００

黄地峒 Ｈ ｕａｎ
ｇ
ｄ ｉ ｔｏｎ

ｇ

１

９
８１

香港１ １
４ ．２８ ３ ３Ｅ

，石制品硅质凝灰岩第 １模式 ６８ ００
－光释光ＯＳＬ

２２ ．４３ ３ ３Ｎ３ ５ ０００

骨头沟 

Ｇｕｔ ｏｕ
ｇ
ｏｕ

１

９９ １

甘肃１ ０４ ．７ ５Ｅ
，人类化石 ３８ ４００±５ ００

ｌ４

Ｃ

３４ ． ７ ８３ ３Ｎ

冷湖 １号地点 Ｌｏｃ ．

ｌｏｆ青海９ ２ ．４３ ６Ｅ
，石制品石英岩第４ 、 ５３７ ２ １ ０± １ １ ３０

，

４

Ｃ

Ｌｅｎｇ
ｈｕ

１１
００ １３８ ． ８２２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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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距今 １ ３－ １ 万年前中 国 旧石器遗址
一

览

Ｔａｂ ．ｌＰａｌ
ｅｏ ｌｉｔｈｉｃｓｉｔ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ｂｅ ｔｗｅｅｎ１３０ｋａａｎｄｌＯｋａＢ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遗址ｉ称５
＊

经玮度Ｌ ｏｎ
ｇ

ｉ ｔｕｄｅ 主要标本石器原料技术模式 距今年代

￣

测军方法

Ｓ ｉｔ ｅＰｒｏｖ ｉ ｎｃｅ＆
Ｌ ａｔ ｉｔｕｄｅＭａｉｎＳｐｅｃ ｉｍｅｎＲａｗ Ｍａｔ ｅｒｉａ ｌＭｏｄｅＤａｔｅ

（
ＢＰ

）Ｄａｔ 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船帆洞ＣｈｕａｎｆａｎＣａ ｖｅ
［ １

°
ｌ ］

福建Ｈ ７ ．４７３６Ｅ ，动物化石砂岩、 石英岩 第 １模式 ２７００ ０
－

，４

Ｃ

２６ ．

２ ７０３Ｎ与石制品 ３７ ０００

白莲洞Ｂａ ｉ
ｌ ｉ
ａｎ Ｃａｖｅ

ｆ ｉＫＵ
°３

〗

广西１ ０９ ．４２６９Ｅ，人类 、 动物化石石英岩 、 燧石 第 １模式 ７ ０００
－ＡＭＳ

Ｉ４

Ｃ／铀系法

２４ ． ２ １ ５Ｎ与石讳 ［ Ｊ品３ ７０００Ｕ － ｓｅｒ
ｉ
ｅ ｓｍｅｔｈｏｄ

金斯太Ｊ ｉｎｓ ｉｔａｉ

｜

ｌ 〇
ｌＵ °５

］内蒙古 Ｕ ５ ．３ ６６７Ｅ ，动物化石玄武岩 、 英安 第４
、 ５１ ５８ ２０

－
ｌ４

Ｃ

４５ ． ２
１ ６７Ｎ与石制品耑 、 燧石模式 ３ ６２８ ５

下川Ｘ ｉａｃｈ ｕａ ｎ
１

１ ０
６

１

山西 １ １ ２Ｅ ，石制品石英岩 、 砂岩 、 第５模式 １６４００
－

，４

Ｃ

３５ ．４ １ ６７Ｎ燧石３ ６２ ００

宝积岩Ｂａｏ
ｊ

ｉ

ｙ
ａｎ
＿广西 １ １ ０ ．３ ３３Ｅ ，人类 、 动物石英粗砂岩第 〗模式 ２４７ ６０

－Ｍ
Ｃ

２５ ．３ ３ ３Ｎ化石与石制品３ ５６ ００

石 门山 Ｓｈ ｉ
ｍｅｎ ｓｈａｎ

￡＿ °
９

］

吉林 １ ２８ ． ９２６４ Ｅ，人类、２ ６６ ００
－ ｌ

４

Ｃ

４３ ． ０ ８８ １Ｎ动物化石３ ５４００

资阳Ｚ ｉ

ｙ
ａｎ
ｇ

１

＂？
１

四川１ ０ ４ ． ６５ Ｅ，人类 、 ３ ５００ ０
Ｍ

Ｃ／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
ｅｓ

３ ０ ．

１ １
６６Ｎ动物化石ｍｅ ｔｈｏｄ

仙人洞上层 Ｕ
ｐｐ

ｅｒ ｏｆ吉林 １ ２６ ． ６ １ ６７Ｅ ，动物化石角 岩 、 石英 、 第 １ 模式 ３４２ ９ ０
±
５ １ ０ＡＭＳ

１ ４

Ｃ

Ｘ
ｉａ ｎｒｅｎ Ｃａ ｖｅ

丨 丨

丨

丨

． 丨 １

２
】４３ ． １ ５Ｎ与石制品石英岩

峙峪Ｚｈ ｉｙｕ
［

ｉ ａ ｉ Ｈ
｜山西Ｕ２ ． ３ ５ １ ４Ｅ，人类 、 动物化 脉石英 、 石英 第 １模式 ２８ １３ ０

－
ｌ

４

Ｃ

３９ ．４０３ ＩＮ石与石制品岩 、 硅质灰岩 ３３ １ ５ ５

背窑湾洞 Ｂｅｉｙａｏｗａｎ山西 １ １ ３ ． ８ １ ９７Ｅ，人类 、 动物化 脉石英 、第 １模式 ２８７３ ０
；


ｌ４

Ｃ

Ｃａｖｅ
１

１ １ ５ ＇ ＂ ６
１ ３７ ．２３ ５Ｎ石与石制 品石英砂岩 ３ １ ４９ ５

龙潭山第２地点Ｌｏｃ． ２ ｏｆ 云南 １ ０２ ． ８ Ｉ ６７Ｅ
，人类 、 动物化 石英岩 、 硅质 第 １模式 ３ ０５ ００

±８００ｌ

４

Ｃ

Ｌｏｎ
ｇ

ｔａｔ ｉｓｈａｎ
ｔ

Ｉ ｌ７］２４ ． ８ １ ６７Ｎ石与石制 品岩 、 火成岩

小柴旦Ｘｉ
ａｏｃｈａｉｄａｎ

’ １ １ ８
１ 青海 ９５ ．２ ８８ ９Ｅ ，石制品石英岩第 １ 模式 ３ ００ ００

ｌ４

Ｃ

３７ ．７ ９ ８７Ｎ

山顶洞 Ｕ
ｐｐ

ｅｒ Ｃ ａｖｅ
１

１

１ ９４２３
１

北京 １ １ ５ ． ９２４７Ｅ ，人类 、燧石 、 石英第 １模式 ２００００
－ＡＭＳ

ｌ

４

Ｃ ／铀系法

３９ ．６８ ７ ８Ｎ动物化石４ １ ４４ ０Ｕ －ｓｅ ｒ ｉｅ ｓｍ ｅ
ｔ
ｈｏｄ ／热

与石制品释光 ＴＬ

庙后 山东洞Ｅ ａｓ ｔ Ｃａｖｅｏｆ 辽宁 １ ２４ ．

１
１ ６７Ｅ

，人类 、 动物石英砂岩第 １模式 ２８０４０
±
６８ ０

，４

Ｃ

Ｍ ｉａｏｈｏｕｓｈ ａｎ
１

５９
１４ ０ ．０６ ６ ７Ｎ化石与石制品

长 ：尾沟 １ 号地点Ｕｃ ．

ｌ ｏ ｆ 甘肃 丨 ０５． ９ ３９ ８Ｅ ，人类化石脉石英 、 石第 １模式 ２７ １００±６００
ｌ ４

Ｃ

Ｃｈａｎｇｗｅ ｉ

ｇ
ｏｕ 丨

丨

１ ２４ ． １

２５
１ ３５ ．

１ ２７６Ｎ英岩、 花 岗岩

丁村７ ７ ：０ １地点山 西 １ １ １
． ３Ｅ ，动物化石角页岩 、第５模式 ２６ ４００± ８０ ０

ｌ ４

Ｃ

Ｌｏｃ ．７ ７ ： ０ １ｏ ｆ Ｄｉｎｇｃｕｎ
５

１ ２６
１３ ５ ．７Ｎ与石制品ｉｉ灰岩 、 燧石

东方广场下层 Ｌｏｗｅ ｒｏ ｆ 北京 １ １ ６ ． ４２４４Ｅ，石制品燧石第 １模式 １ ５０ ００
－

Ｕ

Ｃ／热释光ＴＬ

ｔｈ ｅＯｒｉ ｅｎ ｔＰ ｌａ ｚａ
［

ｌ

２
７Ｊ ２Ｓ

Ｉ ３ ９ ．９２ ３９Ｎ ２６０００

台湾海峽Ｔａ
ｉｗａ ｎ Ｓｔ

ｒａ
ｉ ｔ

［

ｌ ２
９

］

台湾 １ １ ９ ． ３ ３３Ｅ ，人类 、 １ １ ００ ０
－铀系法Ｕ－

ｓｅ ｒｉ ｅｓ

２３ ．５Ｎ动物化石 ２６ ０ ００ｍ ｅｔ ｈｏｄ

双堡子 Ｓｈ ｕａｎ
ｇｐ

ｕ ｚｉ

ｔ
ｌ ２

４
〗

甘肃 １ ０６．
１ Ｅ，动物化石石英岩第 １模式 ２５２５ ０±２９０

ｌ４

Ｃ

３５ ．２５Ｎ与石制品

鲤鱼桥 Ｌｉｙｕｑ
ｉ ａｏ
＿四 川 １０４ ． ９ ６６７Ｅ

，动物化石石英岩 、 燧石 第 １模式 ２ ５ １００±４０ ０
ｌ ４

Ｃ

２９ ．９ ８ ３３Ｎ与石制品

西施Ｘｉｓｈ ｉ

丨 １ ３ １ １

河南 １
１ ３ ． ２２ ２３Ｅ，石制品燧石 、 玛瑙 、 第４ 、

５２５ ０００
１ ４

Ｃ／光释光ＯＳＬ

３４ ．４４４１Ｎ石英模式

十八站 Ｓｈ ｉｂａｚｈａｎ
［

ｉｍ３
］黑龙江 １２ ５ ． ４０４４Ｅ ，石制品燧石 、 石英 、 第４模式 １ ０ ０００

－光释光ＯＳＬ

５２ ．４ １ ８５Ｎ玛瑙２５ ０００

五常学 田黑龙江 １ ２ ７． ５ ５Ｅ ，人类 、 动物化 霏细岩 、 基性 第 １模式 ２４５００±４０ ０
ｌ４

Ｃ

Ｗｕｃ ｈａｎｇｘｕｅｔｉ
ａｎ

Ｅ
， ３４－ １ ３５

１４４ ．７９ １ ７Ｎ石与石制 品脉岩 、 石英

铜粱Ｔｏｎｇ ｌ ｉ
ａｎ

ｇ

’重庆 １ ０６． ０ ３３ ３Ｅ ，人类 、 动物石英岩 、第 丨模式 ２
１ ５ ５ ０

；
，４

Ｃ

２９ ．０８ ３３Ｎ化石与石制品 燧石 、 闪长岩 ２４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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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距今 １ ３
－

１ 万年前 中 国 旧石器遗址
一

览

Ｔａｂ ．ｌＰａ ｌｅ ｏｌｉｔｈ ｉｃｓ ｉ
ｔｅｓ ｉｎ Ｃｈ 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３０ｋａａｎｄｌ ＯｋａＢＰ

（Ｃｏｎ ｔ
ｉｎｕ ｅｄ）

ｍｔｍｍ经炜度Ｌ〇ｎｇｉ ｔ
ｕｃ＾要标￥石器原料技术模式 距今年代

￣￣

测＾■

法

Ｓ ｉ
ｔｅＰｒｏｖ ｉ

ｎｃｅ＆Ｌａ
ｔ ｉｔ

ｕｄｅＭａ
ｉ
ｎ

Ｓｐ
ｅｃ

ｉ
ｍｅｎＲａｗ

Ｍ ａ
ｔ
ｅ ｒｉ ａ

ｌＭｏｄｅＤａ
ｔ
ｅ
（
Ｂ Ｐ

）Ｄ ａｔ ｉｎ
ｇ 
Ｍｅｔｈｏｄ

小南海Ｘ ｉ
ａｏｎａｎｈａ ｉ

１

１

３
７

］

河南 １ １ ４ ． ２５Ｅ，动物化石燧石 、 石英 、 第４ 、 ５９０５ ０
－

，４

Ｃ

３ ６ ．０８ ３ ３Ｎ与石制品石髓模式２４ １ ００

伶侗杂得西藏８９ ．２３ ３ ３ Ｅ
，石制品燧石板岩、第４ 、 ５ １ ３６ ３ ０

－
１ ４

Ｃ

Ｌ ｉｎ
ｇ
ｄｏｎ

ｇ
ｚａｄｅ

Ｅ

， ３８
ｉ３

１
． ５ １ ６７Ｎ火山耑模式２３４８ ０

苏苗塬头甘肃１ ０６ ．０９６５ Ｅ，石制品脉石英第 １模式 ２ ００００
－ＡＭＳ

， ４

Ｃ

Ｓ ｕｍ
ｉ
ａｏ

ｙ
ｕａｎ

ｔ
ｏｕ

１ １

３９
１３ ５ ． ２８０８Ｎ２３０００

黑龙潭Ｈｅ ｉ ｌｏｎ
ｇ

ｔａｎ
＿山东Ｕ ８ ． ４

１
６７Ｅ ，动物化石石英 、 玛瑙 、 第４ 、 ５２ １ ８ ２ ０

；
１ ４

Ｃ

３ ４ ．４８ ３ ３Ｎ与石制品燧石模式２２４５ ０

前阳Ｑｉ ａｎ
ｙ
ａｎ

ｇ

（ Ｍ＂
辽宁 １ ２４ ．０ ３３ ３Ｅ，人类 、 动物化 脉石英 、第 丨 模式 丨 ８６２ ０±３２ ０

３ ３ ．２５Ｎ石与石制品变质岩

乌兰乌拉湖Ｗｕ 丨
ａｎｗｕ

ｌ
ａ青海９０ ． ５Ｅ ，石制品石英岩 、第４ 、 ５ １ ８４３ ０

±
２０ ０

ｌ

４

Ｃ

Ｌａｋｅ
［ Ｍ ２ ｉ３ ４ ． ８３ ３Ｎ玄武岩模式

老虎洞Ｌ ａｏｈｕ Ｃａ ｖｅ
［

ｌ４ ３
＿

ｗ
ｌ

云南９９ ． ０８ ３Ｅ ，动物化石砂岩 、 硅质岩 第 丨模式 １ ８４０８土１ １ ８ １
ｌ ４

Ｃ

２４ ． ５ ８３Ｎ与石制品

老鸦洞Ｌ ａｏｙａ Ｃａｖｅ
＂４

５ 】

贵州 １ ０ ５ ．０ １ ８９Ｅ，动物化石第 丨 模式 １ ８２２０±５５ ０
ｉ ４

Ｃ

２７ ． ３ ５３ ９Ｎ与石制品

马鞍 山Ｍａａ ｎｓｈａｎ
＿
贵州 １ ０ ６ ． ８２６９Ｅ，动物化石燧苍 、 砂岩 、 第 １模式 １ ５ １ ００ ：铀系法Ｕ －ｓ ｅｒｉｅ ｓ

２ ８ ． １ ２ １ ７Ｎ与石制品石英岩 １ ８００ ０ｍｅｔｈｏｄ

西 白 马营Ｘｉｂａｉｍａ
ｙ

ｉ ｎ
ｇ

＂ ４７
１

河北１ １４ ．２３ ８ ６Ｅ，动物化石火山碎屑岩 、 第 １模式 １ ５ ０００
；
铀系法Ｕ －

ｓ ｅｒｉ ｅ ｓ

４０ ． Ｉ２４４Ｎ与石制品石英 、 玛瑙１ ８ ００ １ｍｅｔｈｏｄ

孟家泉Ｍ ｅｎ
ｇｊ

ｉ ａ
ｑ
ｕａｎ

丨％ １４
９

〗

河北１ １ ７ ．７ ８３ ３ Ｅ
，人类 、 动物燧石 、 石英岩 、 第４ 、 ５ １ ７ ５０ （Ｈ： ２５ ０１ ４

Ｃ

３９ ． ８ ６６７Ｎ化石与石制品 石灰岩模式

育红河村Ｖ＼ ｉｈ ｏｎｇｈ
ｅｃ ｉｍ
＿
陝西Ｉ ０９ ． ８ １ ６ ７Ｅ，动物化石石英岩 、 燧石 、 第 ｉ模式 ｉ ７３ ３ ０

±
５００

，

４

Ｃ

３４ ． ９ １ ６７Ｎ与石制品脉石英

朱Ｍ岩Ｚｈｕｗ ｕｙａｎ
ｎ ５

Ｕ广东１ １ ３ ．７ ５Ｅ ，动物化石细砂岩 、 板岩 、 第 １模式 １ ７ 〗 ４０±２６０，

４

Ｃ

２４ ． ２５Ｎ与石制品石英砂岩

普定穿洞Ｐｕｄｉｎ
ｇ
Ｃｈ ｕａｎ贵州１ ０５ ． ７ １ ６７Ｅ

，人类 、 动物化 玄武岩 、 燧石 、 第 １模式 ８ ０８０
－ｌ

４

Ｃ

Ｃａ ｖｅ
＇

１５ ２ － １ ５
３ １２６ ． ２８ ３ ３Ｎ石与石制品砂岩１ ６ ６００

白岩脚洞 Ｂａｉｙａｎｊ ｉ
ａ ｏ贵州 １ ０ ５ ． ６ ８３ ３Ｅ ，动物化石燧石 、 硅质灰 第 １模式 １ ２０００

－
Ｎ

Ｃ

Ｃａ ｖｅ
１ ＇

５４
１２６ ． ２５Ｎ与石制品岩 、 水晶１ ６ ０００

江西沟 １ 号地点 Ｌｏｃ ． ｌ ｏｆ 青海１ ００ ． ２９２ Ｅ
，动物化石变质岩 、 花 岗 第 ４ 、 ５１ ２ ４７０

－ ｌ

４

Ｃ

Ｊ
ｉ
ａｎ

ｇ
ｘ ｉ

ｇ
ｏｕ

＂
００

１ ３６ ． ６３４Ｎ与石制品岩 、 燧石模式１ ４９２０

兴义猫猫洞Ｘ ｉｎ
ｇｙ

ｉ贵州 １ ０５ ． ０ １ ６ ７Ｅ
，人类 、 动物化 变质粉砂岩、 第 丨模式 Ｍ６００±  １ ２０ ／ 铀系法Ｕ －

ｓ ｅｒ ｉ
ｅｓ

Ｍａ ｏｍａｏ Ｃａｖｅ
＂５ ５

＇２ ５ ． ２Ｎ石与石制品砂岩 、 泥质岩８ ８ ２ ０± １ ３ ０ｍｅ
ｔｈｏｄ／

１ ４

Ｃ

张 口 洞Ｚ ｈａ ｎｇｋｏｕ Ｃａｖ ｅ
１ １ ５

６
］

云南１ ０３ ． ３６６ ７Ｅ
，人类 、 动物化 泥灰岩 、 燧石 、 第 丨 模式 ９９ ６５

；
ｌ ４

Ｃ

２５ ． １
１ ６７Ｎ石与石制品砂岩１ ４５ ５０

下王家Ｘ ｉ
ａｗａ ｎｇ ｊ

ｉａ

１

１ ２４
１

甘肃１ ０３ ． ３８Ｅ，石制品石英岩 、第 丨 模式 １ ４４９０
±

］ ５０
，

４

Ｃ

３ ５ ． ５ ７ ３９Ｎ角页岩

虎头梁遗址群河北１ １ ４ ．４ ８９７Ｅ ，动物化石石英岩 ，第４、 ５１ ０ ０００
－ＡＭＳ

Ｉ

４

Ｃ／热释光ＴＬ

Ｈ ｕ
ｔ
ｏｕＨ ａｎ

ｇ
１

＇ ５７
１４０ ．

１ ６５Ｎ与石制品燧石 、 流纹岩 模式１ ４０００

薛关Ｘｕｅ
ｇ
ｕａｎ

［

ｌ ５Ｓ
１山西１ １ １ Ｅ ，动物化石燧石 、第５模式 １ ３ ５ ５ ０

±
１ ５０

，４

Ｃ

３ ６ ．４５Ｎ与石制品石英岩 、 角页岩

樟脑洞Ｚｈａｎｇｎａｏ Ｃａｖｅ
１ １５ ９】

湖北１ １ ０ ． ３Ｅ
，动物化苍硅质岩 、第 １ 模式 丨 ３ ４９０± １ ５ ０

ｌ ４

Ｃ

３ ０ ．０ １ ６７Ｎ与石制品脉石英 、 砂岩

黑马河 １ 号地点 Ｌｏｃ ．

ｌ
ｏｆ 青海９９ ．７ ７９Ｅ

，
动物化石石英岩第４ 、 ５１ １ １ ４０

－
，４

Ｃ

Ｈｅ ｉｍａｈ ｅ

１ １ ００
１３ ６ ．７ ２８Ｎ与石制品模式１ ３ １ ００

小南山 Ｘ ｉａｏｎ ａｎｓｈａｎ
＿
黑龙江 １ ３４ ．０２ １

１ Ｅ
，动物化石凝灰岩第 １模式 １ ３０００±４６０

，４

Ｃ

４７ ．７ ８６９Ｎ与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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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距今 １ ３－

１ 万年前中 国 旧石器遗址
一

览

Ｔａｂ ．ｌＰａｌｅｏｌ ｉｔｈ ｉｃ ｓｉｔｅ 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 ｔｗｅｅｎ１３０ｋａａｎｄｌ ＯｋａＢ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

遗址名称Ｓ经纬度Ｌ ｏｎ
ｇ

ｉｔｕ ｄｅ 主要标本石器原料技术模式 距今年代

￣￣

１ １＾方法

Ｓ ｉ ｔ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ａ ｔ ｉ ｔｕｄｅＭ 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Ｒａｗ Ｍａ ｔｅｒ ｉａ ｌＭ ｏｄｅＤａ
ｔｅ

（
ＢＰ

）Ｄａ ｔ
ｉ
ｎ
ｇ
Ｍｅ ｔｈｏｄ

刺托洞Ｃ ｉ ｔｕｏ Ｃａｖｅ
ｎ ６

１

１

云南１ ０４ ． ３ １ ０３ Ｅ，动物化石凝灰岩 、第Ｉ 模式 １ ２ １ ３ ７ ；
Ｉ４

Ｃ

２５ ． ５ ３ ６６Ｎ与石制品玄武岩 、 砂岩＞４００００

牛栏洞 Ｎｉｕ ｌａｎ Ｃ ａｖｅ
［

ｌ＾ ６
３ １广 东１

１ ３ ．４５ ２ ８Ｅ，人类 、 动物砂岩第 〗 模式 １ １ ０００
－ ｌ

４

Ｃ

２４ ． ３４２８Ｎ化石与石制品１
２０００

水洞沟第 １ ２地点 Ｌｏｃ．

１ ２ 内蒙古 １ ０６ ． ４９６ ９Ｅ，石制品石英砂岩 、第４ 、 ５１ １ ０００
－

ｌ４

Ｃ ／光释光Ｏ ＳＬ

ｏｆ Ｓｈｕ ｉｄ〇ｎｇｇｏｕ
［

，６４Ｊ ６５
１３８ ． ３ ２７８Ｎ白云岩 、 燧石 模式１

２０００

孟家庄Ｍｅｎｇ
ｊ
ｉ
ａｚｈｕａｎｇ

＿
山西１ １ ３ ． ０３ ４４ Ｅ，动物化石燧石 、 石英岩 第４ 、 ５１ １ ９６ ０± １ ５０

ｌ４

Ｃ

３７ ．

１ ７ ２８Ｎ与石制品模式

黄岩洞 Ｈｕａｎ
ｇｙ

ａｎ广东１ １
１

． ７９５Ｅ ，人类 、 动物化 砂岩 、 在英第 丨模式 １ ０９ ５ ０
－Ｗ

Ｃ／铀系法 Ｕ－

ｓ ｅｒ ｉｅｓ

Ｃａｖｅ１

１ ６７
－

１ ６
８ １２３ ．

５ １ ６Ｎ石与石制品砂岩 、 石英岩１
１ ９３０ｍｅ

ｔｈｏｄ

昂昂溪Ａｎ
ｇ
ａｎｇｘ ｉ

［＿ ７Ｇ
１黑龙江 １ ２３ ． ８ ８３ ３Ｅ ，动物化石与石 燧石 、 玉髓 、 第４ 、 ５１

１ ８００± １ ５０
１４

Ｃ

４７ ． ０３ ３３Ｎ制品玛瑙模式

神泉寺 Ｓｈｅ叫ｕａｎｓ ｉ

ｎ
７ ｌ

］

山西１
１ ３ ． ８７ ８ ６Ｅ，石制品脉石英 、

玉髓、 第 １模式 １
１ ７２０± １ ５０ ，

４

Ｃ

４０ ． ０２ ３ Ｉ Ｎ硅质灰岩

鸽子山盆地 Ｇｅｚ ｉｓｈａｎ宁夏１ ０５ ． ８ ５Ｅ
，动物化石石英岩 、 碧玉 第４ 、

５１ ００２０
－ｌ

２
ｍ
Ｃ

Ｂａｓ ｉｎ
［

１７２
１３ ８． ０ ５Ｎ与石制 品模式１ １ ６２０

神仙洞 Ｓｈｅｎｘｉａｎ江苏１ １ ９ ． ０ １ ７Ｅ，人类 、 动物化１ １ ２００± １ ０００
Ｉ４

Ｃ

Ｃ ａｖｅ
（

， ７
３

＇ １ ７４
１３ １ ．６ ６７Ｎ石

青 山头 Ｑｉ
ｎ
ｇ
ｓｈａｎ

ｔ
ｏｕ

【

１７ ５
］

吉林１
２４ ． ３ ０ ８３ Ｅ ，人类 、 动物燧石第 １模式 １ ０９４ ０± １ ７ ０ ｌ

４

Ｃ

４５ ． ２８ ６９Ｎ化石与石制品

落笔洞 Ｌｕｏ ｂｉ Ｃ ａｖｅ
１ １

７ ６ ＇ １ ７７
３

海南１ ０９ ． ５ １６７Ｅ
，
人类 、 动物黑曜岩 、第 １模式 １ ０６４２± ２０ ７

， ４

Ｃ

１
８ ． ２ ８ ３３Ｎ化石与石制品 火山岩

大板桥Ｄａｂａｎｑ ｉ
ａｏ

【
ｎｓ

］

云南１ ０２ ． ８ ７０６Ｅ ，人类、 动物化 石英 、 水晶 、 第 １模式 ８ １ ７ ５
－

， ４

Ｃ

２５ ． ０４４２Ｎ石与石制品碧玉 〖 ０５ ３ ０

晏台 东Ｙａ ｎｔ
ａ

ｉｄｏｎｇ
ｌｗｌ

青海 １ ００ ． ８ ７ ８３ Ｅ ，动物化石脉石英 、 燧石 、 第４ 、 ５ １ ０３ ６０
± ６ ０

ｌ ４

Ｃ

３６ ． ８ ６６９Ｎ与石制品石英砂岩模式

赵王村南坪Ｚｈａｏｗａｒ ｖ

ｇ
ｃｕｎ 山西Ｕ ２ ． ９８５ ６Ｅ

，动物化石燧石 、 石英岩 第５模式 １ ０２９０Ｕ １ ０Ｕ
Ｃ

Ｎ ａ叩 ｉｎ
ｇ
＿３ ７． １ ４８ ９Ｎ与石制品

延村山洞Ｙａｎｃ ｕｎ Ｃａｖｅ
［ ｌ

ｓ
°

］ 浙江Ｕ ９ ． ６６６ ７ Ｅ，人类、 ５ ０００
－铀系法Ｕ －ｓｅｒ ｉｅｓ



２９ ．７ ５Ｎ


动物化石


１ ００００ｍｅ ｔｈｏｄ


注 ： 通天 岩的年代是该 山洞 洞 壁钟乳 石 的 ， 不 能证 明是人 化石 的 Ｄ

最近刘武等
［

１ ８ １

］

报道和研究 了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 １ ２－８ 万年前的 ４７ 枚人牙化石 ，

具有完全现代的特征 ， 认为是华南最早的现代人 。 现今国外大多数研究者都主张早期现代

人大约 ６ 万年前从近东向东行进 ， 根据中 国人 Ｙ 染色体分析做 出 的多篇论文也
一

致认为来

自 非洲的现代人 ６ 万年前到达中国而且完全取代原住民 。 道县 ８万年前现代形态的牙齿

较之为早 ， 理应被认为不是来 自非洲而是本地所产 。 但 同期杂志登载的 Ｄｅｎｎｅｄ
８２

１

的评论

提 出 ， 道县牙齿
“

与欧洲人和现代人相像 ， 意味着其来源是移民 （笔者注 ， 其所指是非洲

来的移 民 ）
， 而不是直立人在当地进化的结果

”

。 这显然是固执夏娃假说 ， 欠缺说服力的 。

诚然 ， 近年有学者报道在印度发现了 比距今 ７４０００ 年前还早 的与非洲相似的石核 － 石

片剥片技术 （ ｓｔｏｎｅ
－

ｃｏｒｅ
－

ｆｌａｋ ｉ
ｎｇ

ｔｅｃｈｎ ｉｑｕｅｓ ）
， 意味着现代人可能那时已经在 印度生活

［ １ ８ ３
］

。

还有论文根据对非洲和亚洲现代人的遗传多型性和颅骨变异的分析认为现代人从西亚向 东

扩散的南部路线开始于 １ ３ 万年前
ｎ ８４

］

， 因此现代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不是不可能比
一

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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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中 国和西亚 旧 石器 的研究＊
９

＊

为的要早 。 即 使这些个别研究未来能取代 目前流行的主流观点 ， 从遗传学估计的现代人到

达 中 国的时间相应地有所提前 ， 只要不是早于 １ ３ 万年前 。 表 １ 的 资料也同样表明夏娃假

说或同化假说与 中国 的情况不符 ， 不能支持 Ｄｅｎｎｅ ｌ ｌ 认为道县化石人牙所代表 的人群来 自

非洲移 民之说 。 本文的论据或许对认识道县现代人牙化石在中 国人类进化中 的重要意义能

有所稗益 。

有学者争议认为 中 国缺少除第 １ 模式之外的技术是 由于缺乏合适的原料
——

燧石。

在上表列举的地点 中 ， 板井子 、 爪村 、 里村西沟 、 阎家 岗 、 岩灰洞 、 马鞍 山等 ４０ 多处遗

址都有燧石 ， 而制造出 的石器却都是第 １ 模式 ， 没有第 ３ 模式 。 水洞沟遗址运用第 ３ 模式

的技术所制造 出 的石制 品也不仅仅使用燧石作为石料 ， 主要石料还有 白云岩 。 因此
一

般说

来 ， 燧石的缺乏或燧石质量不理想不能作为 第 ３ 模式没有得到推广的原因 。

总之 ， 由于中 国在 ６ 万年前甚至 １ ３ 万年前都没有发生石器技术的突然变化 ， 在这两

个时段 以后 的时间里中 国旧石器绝大多数遗址的石器持续与此前的技术模式
一

致 ， 显然不

支持中 国原住 民被非洲移民完全取代的夏娃假说 ， 也与主张中 国古老型人类被非洲经过西

亚来的移民大部取代的 同化说有无法调和 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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