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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南部新发现的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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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 年 3—5 月，为配合天眉乐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沿线建设区

域内开展了考古调勘工作，新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 12 处，分布于岷江 II—IV 级阶地及古青衣江 II 级阶地。

调勘过程中采集石制品 100 件，多数采自地表，少数出自原生地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

石器，主要为大、中型。原料种类多样，以石英砂岩、石英岩居多。石器毛坯以石片为主，类型有砍砸器、

手斧、手镐、薄刃斧、重型刮削器、刮削器及凹缺器。剥片和石器修理均采用锤击法。采集石制品在整

体面貌上接近南方主工业，但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同时包含阿舍利技术因素。综合遗物埋藏层位和石

制品特征，初步推测新发现地点时代为中更新世偏晚阶段至晚更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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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March to May 2021, the Sichu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arried out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a construction area 
of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where a new freeway from Tianfuxinqu via Meishan to Leshan 
is being built. A total of 12 Paleolithic localities were discovered, distributed in the 2nd to 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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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c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and the 2nd terrace of the ancient Qingyi River. One hundred 

lithics mostly from the surface were collected. Most of these artifacts are large and medium in 

size, and include cores(n=31), flakes(n=12), chunks(n=31) and retouched tools(n=26). More 

than ten raw materials were utilized for knapping, mainly collected as pebbles from nearby 

riverbeds or terraces. Quartz sandstone (36%) and quartzite (28%) were predominant. The 

flaking technique was direct hard hammer percussion without core preparation. Most of the 

flakes retained cortex on the butt and dorsal surface. Tools identified as choppers, handaxes, 

picks, cleavers, heavy-duty scrapers, scrapers and notch were mostly manufactured on flakes. 

Overall, the artifacts were similar to the main industry in South China, but with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howing some similarities to the Acheulean Industry. According 

to stratigraphic comparisons and technical features of these lithics, the age of these newly 

discovered localities is around the late stage of Middle Pleistocene to Late Pleistocene.

Keywords: Chengdu; Lat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Lithics; Acheulean 

1 引言

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盆地西部，毗邻青藏高原东缘，位于中国东西向阶梯型构造地貌

的第二级阶梯，属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广义的成都平原介于龙泉山与龙门山之间，北起

安县，南抵五通桥、峨眉山之北 [1]。包括北部的涪江平原，中部的岷江、沱江平原以及南

部的青衣江、大渡河平原，面积约 8000 km2，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 [2]。

新生代以来，松潘—甘孜造山带和前陆逆冲带龙门山脉大幅抬升，位居四川前陆盆

地西缘的成都平原急剧下沉，在拗陷区（即平原腹地）形成了一套厚度较大的上新统—第

四系堆积物。其总体沉降的过程中又存在局部块断式不均衡抬升，于平原周围及沿主要河

流形成多级阶地 [3]。因此，成都平原从地形上可划分为扇状平原和周边台地两部分 [3]，地

势大体西北高、东南低，地表高差一般小于 20 m[2]。

成都平原以前未见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发现的明确报道。2019 年底，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在平原南部发现坛罐山遗址 [4]，首次揭开成都平原旧石器考古工作的序幕，该遗

址的地层、年代和埋藏特征为平原内系统的旧石器考古调查提供了思路。2021 年 3—5 月，

为配合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下文简称天眉乐高速）顺利进行，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在天眉乐

高速（眉山—乐山段）建设区域内开展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新发现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

12 处，本文拟对此次调查发现的石器地点及采集石制品作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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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旧石器地点概述

天眉乐高速（眉山—乐山段）主要涉及的行政区划有眉山市仁寿县、彭山区、东坡区、

青神县，乐山市市中区。该区地处成都平原南部，东、西以龙泉山、总岗山为界，岷江自

北向南纵贯全境，沿江发育宽阔的冲积平原，平原与两山之间有连续的台状低丘分布 [5]，

地势总体较缓平。本区第四纪河流阶地发育良好，分布有岷江多级阶地。根据第四纪堆积

物特征及古地貌研究，早期古青衣江自南西向北东流过总岗山的北端，在新津附近汇入岷

江。因此，在岷江西岸至总岗山东南坡，还分布有古青衣江水系的沉积物。岷江、古青衣

江水系在阶地级次和物质组成上差异显著 [3]。

结合天眉乐高速主线及辅线走向，本次调查发现的 12 处旧石器地点分布在岷江 II—
IV 级阶地及古青衣江 II 级阶地（图 1，表 1），这些地点均有明确的地层堆积。梯田修建

和早期建设工程取土对堆积造成一定破坏，调查区域内有不少地层剖面暴露。各地点剖面

上采集到数量不等的石制品，主要埋藏于黄色或黄红色黏土中。亦有较多脱层石制品发现，

技术特征清晰，部分器物表面附着黏土

及铁锰质胶膜。本文以街新场、高家院

子、朱家山地点为例进行简介（图 2）。

2.1   街新场地点 (2021JXC)

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长虹村 4
组，岷东大道西侧。地处岷江 III级阶地，

周边为低丘地貌。剖面为早期公路建设

断面，地层堆积自上而下为：

1) 褐色耕土层，厚约 0.2 m。

2) 棕黄色黏土层，厚 0.6~1 m。

3) 黄色黏土层，厚约 0.3 m。

4) 黄红色黏土层，发育白色网纹，

含石制品，厚 1.5~1.8 m。

5) 黄色黏土层，白色网纹略发育，

含石制品，厚约 0.4 m。

6) 网纹红土层，厚约 4 m。

7) 砾石层，未见底。

2.2   高家院子地点 (2021GJYZ)

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宋程村 3
组，属岷江 IV 级阶地，为低丘地貌。

剖面为早期公路建设断面，地层堆积自

上而下为：

图 1  成都平原南部新发现旧石器地点位置
Fig.1 Geographic posi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Paleolithic localities in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1. 七子洞 Qizidong；2. 吊山咀 Diaoshanzui；3. 太平寺东 

Taipingsidong；4. 张瓦窑 Zhangwayao；5. 荷花村 Hehuacun；
6. 高家院子 Gaojiayuanzi；7. 深丛林 Shenconglin；8. 街新场 
Jiexinchang；9. 马鞍山 Ma’anshan；10. 朱家山 Zhujiashan；

11. 鸡公堰 Jigongyan；12. 老屋基 Laow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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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成都平原南部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
Tab.1  The Paleolithic localities discovered newly in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地点名称Locality 地理坐标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海拔

Elevation(m) 阶地Terrace
石制品Lithic artifacts(n)

地表Surface 地层Stratigraphy

七子洞Qizidong 30°16′33.9″N;103°53′34.9″E 406 岷江T2 9 4

吊山咀Diaoshanzui 30°16′17.9″N;103°54′13.8″E 412 岷江T2 13 3

街新场Jiexinchang 30°06′14.4″N;103°55′03.5″E 442 岷江T3 6 8

马鞍山Ma'anshan 30°01′20.9″N;103°56′47.9″E 447 岷江T3 1 2

太平寺东Taipingsidong 30°14′36.6″N;103°59′33.2″E 483 岷江T4 3

张瓦窑Zhangwayao 30°10′08.8″N;103°57′29.3″E 456 岷江T4 2 2

荷花村Hehuacun 30°07′43.9″N;103°57′18.4″E 464 岷江T4 11 1

高家院子Gaojiayuanzi 30°06′49.4″N;103°57′51.6″E 474 岷江T4 4 4

深丛林Shenconglin 30°06′28.5″N;103°57′58.8″E 479 岷江T4 13 2

朱家山Zhujiashan 29°51′53.9″N;103°49′02.1″E 372 古青衣江T2 6 2

鸡公堰Jigongyan 29°46′48.1″N;103°48′52.5″E 374 岷江T3 1 1

老屋基Laowuji 29°44′40.6″N;103°47′11.7″E 368 岷江T3 　 2

图 2  成都平原南部部分旧石器地点的地层堆积情况
Fig.2  Stratigraphic sections in some Paleolithic localities in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A. 街新场地点 Jiexinchang locality；B. 街新场地点地层剖面暴露石制品 Lithic artifact exposed on the profile of Jiexinchang locality；

C. 高家院子地点 Gaojiayuanzi locality；D. 朱家山地点 Zhujiashan lo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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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灰褐色耕土层，厚约 0.3 m。
2) 棕黄色黏土层，含较多铁锰质胶膜，含石制品，厚约 0.4 m。
3) 网纹红土层，含铁锰结核、铁锰质胶膜，厚度约 0.8 m，未见底。

2.3   朱家山地点 (2021ZJS)

位于青神县西龙镇钟家山村 10 组，属古青衣江 II 级阶地，为低丘地貌。剖面为梯田

断坎，地层堆积自上而下为：

1) 黄褐色耕土层，厚约 0.3 m。
2) 黄色黏土层，含较多铁锰质胶膜，含石制品，厚约 0.4 m。
3) 黄红色黏土层，上部富含铁锰质胶膜，可见厚度约 1 m，未见底。

3 石制品分类与描述

本次调查所获石制品面貌总体相似，在此统一进行介绍。采集石制品共 100 件，类

型包括石核 (31%)、石片 (12%)、断块 (31%)、石器 (26%)，具体数据统计见表 2。原料种

类较多，有石英砂岩 (36%)、石英岩 (28%)、辉石岩 (8%)、混合岩 (4%) 等。不同地点的

石制品在原料选择和利用上并无太大区别。超过 80% 的石制品风化磨蚀程度较低，3 件

石制品上可见磨蚀度低的片疤打破磨蚀度高的片疤，推测经过两期利用。

石制品依据长度 (L) 可分为微型 (L<20 mm)、小型 (20≤L<50 mm)、中型 (50≤L<100 mm)、
大型 (100≤L<200 mm)和巨型 (L≥200 mm) 5个等级

[6]。大小统计结果显示，采集石制品以大、

中型为主，巨型占一定比例，小型极少（表 3）。这可能是由于大石制品暴露后不易流失，

且在野外调查中更容易被发现所致。

表 2  各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类型及其数量情况
Tab.2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stone artifacts found in various localities

地点 Locality→  

类型 Type↓
七子洞

QZD
吊山咀

DSZ
街新场

JXC
马鞍山

MAS
太平寺

东TPSD
张瓦窑

ZWY
荷花村

HHC
高家院

子GJYZ
深丛林

SCL
朱家山

ZJS
鸡公堰

JGY
老屋基

LWJ
总计

Total
占比

Percent

石核 Core 2 7 3 1 1 1 5 3 4 2 2 31 31%

石片 Flake 2 2 1 1 2 2 2 12 12%

断块 Chunk 7 2 5 2 1 1 2 1 6 4 31 31%

石器 Retouched tool

砍砸器 Chopper 2 1 2 5 5%

手斧 Handaxe 1 1 2 2%

手镐 Pick 1 1 2 2%

薄刃斧 Cleaver 1 1 1 3 3%

重型刮削器Heavy-duty 
scraper

2 2 3 1 2 10 10%

刮削器 Scraper 1 1 1 3 3%

凹缺器 Notch 1 1 1%

总计 Total 13 16 14 3 3 4 12 8 15 8 2 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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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石核

31 件。均为锤击石核，剥片以单向为主，少数可见对向和垂直方向剥片。未发现修

整台面技术，台面角范围 40°~110°，平均值为 87.6°，台面近端常见层叠的阶梯状崩疤。

平均可见片疤 6.6 个，最大片疤为小型者占 45%，中型者占 39%，大型者占 16%。24 件

自然面比超过 50%。总体而言，石核利用率不高。根据台面数量可分为单台面、双台面

和多台面石核。

单台面石核 9 件。长 26.65~160.69 mm，宽 84.94~250.19 mm，厚 69.24~187.86 mm，质

量 403~8800 g。平均长宽厚为 97.32×148.55×120.74 mm，平均质量 2545.89 g。1 件利用近端

断片剥片，其余原型为砾石。台面均为石皮，台面角 65°~100°。剥片面数均为 1，平均可见

片疤 5 个，自然面比多数大于 75%。

2021JXCC:5，地表采集。深灰黑色辉石岩 - 浅灰绿色闪石岩砾石。长 160.69 mm，宽

250.19 mm，厚 187.86 mm，质量 8800 g。自然台面，单一剥片面。台面角 80°，可辨片疤 8
个，最大者为 67.93×126.62 mm（图 3: 15）。

双台面石核 10 件。长 27.39~112.82 mm，宽 69.86~202.97 mm，厚 44.11 ~176.88 mm，质

量 232.5~4329 g。平均长宽厚为 71.41×126.74×116.55 mm，平均质量 1624 g。原型多为砾石，

部分为断块。台面半数是石皮，半数有疤，台面角 40°~105°。剥片面数平均为 1.9，其中

4 件石核的两面互为台面和剥片面。平均可见片疤 5.4 个，自然面比多数仍大于 75%。

2021GJYZC:3，地表采集。灰黑色辉绿岩，原型为断块。长 65.6 mm，宽 73.23 mm，

厚 44.11 mm，质量 305.5 g。主台面为多疤台面，第二台面部分有疤、部分保留石皮，台

面角 60°~85°。共有 3 个剥片面，均为单向剥片，可辨片疤 4 个，最大者为 37.97×61.63 mm
（图 3: 3）。

多台面石核 12 件。长 48.52~150.4 mm，宽 83.45~163.41 mm，厚 40.3~204.9 mm，质量

347 ~ 4328 g。平均长宽厚为 88.61×120.68×114.93 mm，平均质量 1582.5 g。原型有断块 (n=7)、
砾石 (n=5)。台面数量 3~4个，多为自然台面，部分有疤，台面角 55°~110°。平均可见片疤 8.9
个，自然面比 25%~75%。

2021GJYZC:2，地表采集。原型为灰黑色辉石岩 -浅灰色闪石岩砾石。长 169.35 mm，

宽 249.35 mm，厚 161.75 mm，质量 7128 g。有 3 个台面、2 个剥片面。主台面、第二台面

为相对的砾石自然面，均对应剥片面 1、2，台面角为 75°~105°，以对向剥片为主。而后

表 3  成都平原南部新发现旧石器地点各类型石制品的大小
Tab.3  Size of lithic artifacts from the Paleolithic localities in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类型 Type↓ 长度 L→ 20≤L<50 mm 50≤L<100 mm 100≤L<200 mm L≥200 mm 总计Total

石核 Core 5 21 5 31

石片 Flake 1 1 9 1 12

断块 Chunk 2 11 17 1 31

石器 Retouched tool 4 21 1 26

总计 Total 3 21 68 8 100

占比 Percentage 3% 21% 68%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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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成都平原南部调查新发现的完整石片
Tab.4  Complete flakes from the Paleolithic localities in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编号No. 类型

Type
原料Raw 
material 尺寸(mm)Size 重量(g)

Mass
台面

Platform

台面宽厚

(mm)Platform 
size

石片角

Flake 
angle(°)

背疤数

Dorsal 
scar(n)

背疤向

Directions of 
dorsal scar

背自然面

比Cortex 
ratio (%)

远端

Dsital

2021DSZC:17 I型 石英砂岩 86.27×106.71×54.81 568 自然 90.06×50.57 105° 0 100% 羽状

2021ZWYC:1 I型 晶屑凝灰岩 221.8×155.41×56.32 2192 自然 106.7×48.21 100° 0 100% 羽状

2021LWJC:1 II型 石英岩 113.09×105.38×52.05 745.5 自然 75.89×34.05 115° 1 ↖ 75%-99% 羽状

2021LWJC:2 II型 石英片岩 132.82×127.33×33.6 669.5 自然 49.73×30.5 115° 10 ↑8 25%-50% 阶梯状

2021SCLC:2 II型 硅质岩 140.27×117.47×44.77 757.5 自然 76.12×38.56 90° 1 ↑ 25%-50% 羽状

2021DSZC:4 II型 石英砂岩 107.84×144.74×40.65 706.5 自然 58.42×29.25 90° 1 ← 75%-99% 羽状

2021JXCC:2 II型 石英岩 133.61×178.71×74.45 2288 自然 180.43×88.19 120° 1 ↙ 1%-25% 阶梯状

2021HHCC:12 II型 岩屑砂岩 190.12×80.6×42.51 619.5 自然 13.3×6.1 90° 8 ↓2 1%-25% 阶梯状

2021QZDC:2 III型 石英岩 50.53×89.42×30.51 150.9 自然 80.68×30.38 100° 12 ↓3→2向腹1 0 羽状

2021HHCC:10 III型 石英岩 100.49×102.67×30.04 376.5 自然 78.56×29.59 110° 4 ↓3 0 羽状

2021QZDC:1 V型 硅质岩 111.2×136.73×38.17 707 素台面 89.52×39.5 130° 1 ↘ 50%-75% 羽状

注：类型划分参考[7]。背疤方向为台面朝上、背面朝向观测者时统计。

调转 90°，以剥片面 2 的节理面为第三台面，向剥片面 1 剥片，台面角 95°。可辨片疤 14 个，

最大者为 71.64×89.46 mm（图 3: 14）。

3.2   石片

12 件，包括 11 件完整石片及 1 件石片远端（表 4）。均属锤击石片。平均长宽厚为

119.46×114.21×42.22 mm，平均质量 816.28 g。台面以石皮为主，形状大多不规则。其中

6 件打击点明显，腹面有较为清晰的打击泡和放射线。背面大多保留自然面，可见同向、

对向和垂直方向的片疤。大部分石片侧缘及远端较薄锐，零星分布小片疤，可能为使用痕

迹，其中 5 件痕迹较为明显。

3.3   断块

31 件， 其 中 3 件 为 石 核 断 块。 长 33.99~220.25 mm， 宽 20.16~131.32 mm， 厚

11.97~133 mm，质量7.5~ 4211 g。平均长宽厚为108.73×75.74×49.38 mm，平均质量683.06 g。
绝大部分保留自然面，少数标本有使用痕迹。

3.4   石器

共 26 件。可分为重型石器和轻型石器。重型石器包括砍砸器、手斧、手镐、薄刃斧

及重型刮削器，共 22 件。长 50.51~241.5 mm，宽 82.62~180.53 mm，厚 29.96~92.31 mm，质

量 180.8~3465 g。平均长宽厚为 147.94×123.01×58.03 mm，平均质量 1210.33 g。轻型石器包括

刮削器和凹缺器，共 4 件。长 56.15~89.82 mm，宽 65.28~96.87 mm，厚 17.06~38.4 mm，质量

103.1~268 g。平均长宽厚为 72.4×82.87×24.91 mm，平均质量 166.9 g。石器毛坯有石片 (n=13)、
断块 (n=6)、石核 (n=3)、砾石 (n=2)，另有 2 件难以确认。使用硬锤加工，单个石器修理

刃数为 1~2 条，多凸刃、直刃。大部分为单向修理，少数采取两面修理或转向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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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都平原南部调查新发现的部分石制品
Fig.3  Som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Paleolithic localities discovered newly in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1. 2021ZWYC:4, 刮削器 Scraper; 2. 2021DCZC:16, 凹缺器 Notch; 3. 2021GJYZC:3, 石核 Core; 4. 2021ZJSC:9, 

石核 Core; 5. 2021JXCC:1, 重型刮削器 Heavy-duty scraper; 6. 2021DSZC:7, 重型刮削器 Heavy-duty scraper; 7. 2021HHCC:12, 

石片 Flake; 8. 2021QZDC:1, 石片 Flake; 9. 2021GJYZC:8, 砍砸器 Chopper; 10. 2021SCLC:2, 石片 Flake; 11. 2021JXCC:2, 

石片 Flake; 12. 2021DSZC:1, 手镐 Pick; 13. 2021ZWYC:1, 石片 Flake; 14. 2021GJYZC:2, 石核 Core; 15. 2021JXCC:5, 石核 Core; 

16. 2021GJYZC:12, 手镐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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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砸器 5 件。毛坯包括石核 (n=3) 和断块 (n=2)。多为凸刃，部分修理把端。平均长

宽厚为 174.77×115.29×70.15 mm，平均质量 1465.6 g。2021GJYZC: 8，地表采集。灰黑色石英岩，

长 154.28 mm，宽 90.17 mm，厚 69.84 mm，质量 1348 g。整体轮廓近“U”形，原型为砾石。

一端经两面修理形成横刃，可见 2 层修疤，刃角 65°，另一端保留石皮。两侧各有一大片疤，

构成 2 个立面。石器左侧片疤风化磨蚀程度较高，被右侧较新鲜片疤打破，推测可能经过

两期利用，因此毛坯定为石核（图 3: 9）。

手斧 2 件。毛坯均为片状，可能是石片或砾石裂片，由于修疤过多难以确认。采

用硬锤两面加工，保留部分自然面。2021GJYZC: 4，地层剖面采集。灰黑色石英岩，长

197.55 mm，宽 113.5 mm，厚 56.93 mm，质量 1012 g。整体近似三角形，两侧边在远端汇

聚成一长 30.56 mm 的斜向刃缘，该刃缘由两侧打击片疤相交产生。器身一面修疤占比

90%，另一面占比 40%，柄部保留石皮。修疤较深，呈鳞状、阶梯状，连续、层叠分布。

修疤中较大者具交互打击特征，形成较为曲折的刃缘，刃角 50°~70°。刃缘局部磨圆度较

高，有连续分布的大中型羽翼式疤，可能为使用痕迹（图 4: 5）。2021SCLC: 13，地表采集。

棕褐色岩屑石英砂岩，长 172.53 mm，宽 134.66 mm，厚 52.84 mm，质量 1136 g。整体呈

水滴状，较为对称。尖角 100°，与尖刃相对的一端经钝化处理。一面修疤覆盖率 100%，

一面保留石皮和节理面，修疤面比 40%。边缘规整，侧视较为平直，刃角 60°~85°。因毛

坯发育节理，修疤多为阶梯状，连续、层叠分布（图 4: 6）。

手镐 2 件。2021DSZC:1，地表采集，灰黑色角闪岩，长 189.57 mm，宽 111.58 mm，

厚 61.14 mm，质量 1724 g；单向修理扁平砾石的一端，形成舌形刃，刃角 65°~80°（图

3: 12）。2021GJYZC:12，地层剖面采集，浅灰黄色长石石英砂岩，长 241.52 mm，宽

141.43 mm，厚 92.31 mm，质量 3465 g；毛坯为长条形砾石，以一平坦面为台面单向修

理出一条侧刃，与砾石另一侧边相交形成角尖；侧刃刃角 85°，尖角 70°；鳞状修疤连续

分布，近台面处有层叠的阶梯状修疤（图 3: 16）。

薄刃斧 3 件。形态不典型，但在技术上符合一般定义 [8]。由 I 型大石片加工而成，

侧边经过修型。远端刃缘平直或略弧，未经系统修理，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平均长宽厚

141.45×148.27×67.54 mm，平均质量 1539.5 g。2021TPSDC:1，地层剖面采集。灰色石

英岩，长 173.2 mm，宽 180.53 mm，厚 72.36 mm，质量 2207 g。近端厚钝，远端薄锐

(35°~50°)。远端刃缘未经修理，较圆钝，有连续分布的大中型羽翼式疤，应为使用痕迹。

左右侧缘经修理形成两个相对的凹口，鳞状、阶梯状修疤连续、层叠分布。修理以反向

为主，刃角 50°~100°（图 4: 1）。

重型刮削器 10 件。毛坯为大石片 (n=8) 或最大径超过 100 mm 的断块 (n=2)。平均长宽

厚为 115.52×118.38×46 mm，平均质量 734.38 g。2021JXCC: 1，地表采集。灰黑色石英岩，

长 121.2 mm，宽 119.48 mm，厚 45.74 mm，质量 879.5 g。毛坯为III型石片，远端经两面修

理形成凸刃，刃角 55°~60°。石片右缘有 4 个反向鳞状修疤，角度为 70°，局部磨琢钝化，便

于把握（图 3: 5）。2021ZJSC:5，地表采集；灰黑色石英岩，长 155.73 mm，宽 129.22 mm，



人  类  学  学  报 • 676 • 42 卷

厚 49.35 mm，质量 1125 g；毛坯为 II 型石片，修理远端及右缘形成端侧刃；远端为两面修理，

右缘为转向修理，刃角 55°~80°（图 4: 3）。

刮削器 3 件。毛坯为石片 (n=2) 或断块 (n=1)。平均长宽厚 75.07×83.58×26.37 mm，平

均质量 177.47 g。2021ZWYC:4，地表采集，深灰色—灰黑色辉石闪石岩，长 56.15 mm，

宽 96.87 mm，厚 23.66 mm，质量 161.3 g；由 I 型石片加工而成，转向修理石片远端及右缘，

形成凸刃，刃角 40°~60°（图 3: 1）。

凹缺器 1 件，2021DSZC:16，地层剖面采集。灰黄色石英砂岩，长 64.37 mm，宽

80.73 mm，厚 20.51 mm，质量 135.2 g。毛坯为断块，在一侧单向修理出凹缺，凹口长

29.97 mm，深 6.43 mm。有 4 个连续分布的修疤，刃角 70°~75°（图 3: 2）。

图 4  成都平原南部旧石器地点部分石制品的三维图像
Fig.4  The 3D images of som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Paleolithic localities in the southern Chengdu Plain

1. 2021TPSDC:1，薄刃斧 Cleaver；2. 2021SCLC:1，薄刃斧 Cleaver；3. 2021ZJSC:5，重型刮削器 Heavy-duty scraper；                      

4. 2021ZJSC:6，重型刮削器 Heavy-duty scraper；5. 2021GJYZC:4，手斧 Handaxe；6. 2021SCLC:13，手斧 Handa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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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与讨论

4.1   石制品特征

1) 原料主要选用磨圆度较好的砾石，岩性多样，但并未超出本区河流阶地砾石层的

成分范围，推测古人类为就近取材。不同地点采集的石制品均以石英砂岩、石英岩为多，

二者也是我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旷野遗址常见石料。石英岩硬度高，颗粒细腻，结构紧密，

能够产生锋利的刃缘 [9]，以石英岩加工而成的石器在修理上相对更精细。部分原料节理发

育，对打制活动不利，但可以观察到利用平坦节理面作为台面剥片的现象。

2) 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石器，以大、中型者为主。石器有砍砸器、手斧、

手镐、薄刃斧、重型刮削器、刮削器及凹缺器，重型石器居多，毛坯以片状为主。

3) 剥片均为锤击法，可见单向、对向、垂直方向和两面剥片，石核利用率总体偏低。

石片以自然台面为主，背面多保留石皮。使用硬锤加工石器，单向修理居多，两面修理、

转向修理占一定比例。单件石器刃数为 1—2 条，无固定修理部位，少数修整把端。

4) 本次调查所获石制品在总体面貌上接近南方主工业 [10]，不同的是石片在石器毛坯

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一特征同样可以在四川盆地的其他旧石器遗址 [11-13] 以及三峡地区旧

石器遗存 [14] 中观察到，具有较强的区域特色，被认为是与北方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 [14]。

此外，成都平原东部的龙垭遗址 [13]、北部的汉中盆地 [15]、西部的川西高原 [16] 均发现有阿

舍利遗存，本次调查采集到手斧、薄刃斧、手镐等大型切割工具，指示了平原内部亦存在

阿舍利技术因素的线索。

4.2   年代与埋藏

本次调查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均属旷野类型，分布在岷江 II—IV 级阶地及古青衣江 II 级
阶地，遗物埋藏层位为黏土堆积。成都平原第四纪黏土剖面自上而下可分为三层：成都黏土、

褐色黏土和网纹红土，其成因、年代、是否为连续沉积等问题尚存争议
[17]。根据地质学研

究，褐色黏土主要为晚更新世沉积物 [3,18]。坛罐山遗址 2—9 层堆积亦属褐色黏土，初步的

OSL 测年结果显示第 2 层底部年龄在 150 ka BP 左右。本次发现的石制品主要埋藏于黄色或

黄红色黏土中，堆积内未见钙质结核，而以铁锰质胶膜为多，推测主要属于褐色黏土范畴。

结合石制品技术特征，初步推测新发现地点的年代为中更新世偏晚阶段至晚更新世。

4.3   考古学意义

本次调查新发现的一批旷野地点扩大了成都平原旧石器遗存的空间分布范围，为下

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思路和导向。截至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成都平原调查新发现 140 余处旧石器地点，采集石制品上千件。新地点广泛分布于不同

阶地，石制品类型多样，极大地丰富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为研究平原古人类

生存演化史增添了一批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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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地处长江上游，紧邻青藏高原东缘，位于中国南北、东西交流的纽带位置，

是远古人类迁移扩散的重要通道。本次调查所获石制品初步呈现出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

阿舍利技术线索的发现亦表明本区在该类技术石制品研究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继续深入

推进成都平原旧石器遗存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对于探讨早期人类生存适应、迁徙交流以

及东亚石器技术多样性等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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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提出建议。梁斌、王社江老师亲赴遗址现场，就地貌单元、地层堆积等提出认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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