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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报道了洛阳地区新发现的 7处黄土旧石器地点, 它们主要分布在伊洛河流域的嵩县 、 宜阳 、 洛阳市区

以及偃师 , 石制品的年代范围最早的早于S3, 最晚的为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时代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期 , 文化性质主

要选取河滩砾石进行打片 , 和华南地区的砾石工业相似 , 这些发现为研究华南地区的砾石工业和华北地区的石片工业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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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hesisreportssevennewdiscoveredleossicPaleolithicsitesinLuoyangcity, theyalldistributinginYanshicity,

Yiyangcounty, SongxiancountyandLuoyangurbandistrict, whichfallintothedrainageareaofLuoheandYiheriver.Theearliest

siteisLoc19and20., earliertheS3 , andthelatestisLoc2and7.Belongtooxygenisotopestage3Pleosoil, thoughtheageofthe

sitesdistributingfrom35Ka.B.P.to300Ka.B.P., thestoneartifactisverysimilarandispartofpebbleindustrywhichhavediscov-

eredinsouthchinaandSouthernofNorthernChina.

　　1998年本文第一作者在洛阳北窑发掘

了一处黄土旧石器地点 , 在学术界引起了一

定的反响
[ 1] [ 2]

, 出土的石制品为我们进一步

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过渡提供了

丰富的信息 。为了了解洛阳地区黄土旧石器

的分布状况 , 本文作者于 2006年 12月 ～

2007年 1月在伊洛河流域展开大规模考古

调查 , 共发现旧石器地点 21处 , 其中 14处

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在调查的材料中 , 洛宁

和卢氏两个县发现的旧石器地点 , 因材料较

为丰富 , 另文报道。本文报道的几个旧石器

地点包括偃师 2处 , 宜阳 1处 , 洛阳市区 1

处 , 嵩县 3处。 (图一)

一 、 石制品

这几个旧石器地点的材料虽然有限 , 但

由于年代差异较大 , 所以分别描述如下。

1.Ly01地点

该地点位于洛阳偃师市故县镇故县村

南 , 东王村西的一个取土场 , 位于伊河南

岸 , 根据野外的观察 , 该黄土剖面中的 S1

由三个古土壤层复合而成 , 我们在 S1中采

集到 1件石核 , 在剖面附近采集到 2件石

核 , 1件左裂片 。标本 Ly01 -01, 出自地

层 , 为一多台面石核 , 原料为紫色石英砂

岩 , 尺寸为 6.2×7.4×6.8厘米 , 台面角平

均为 87.3°, 片疤比为 80%;台面有三个 ,

其中自然台面一个 , 打击台面二个 , 显然已

熟练使用转向打法;完整片疤阴痕仅有三

个 , 打击点清楚 , 放射线与同心纹均不甚清

楚;最大一个片疤大小为 3.3 ×3.5厘米。

(图二 , 5)

标本 Ly01-02, 采集品 , 单台面石核 ,

原料为石英岩砾石 , 石核大小为 4.2×6.9

×6.7 厘米 , 台面角为 77°, 片疤比为

25%;台面为砾石面 , 工作面只有一个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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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洛阳出土石制品

1.Ly20-01　 2.Ly18-04　 3.Ly07-01　 4.Ly21-03　 5.Ly01-01

制品 , 其中 3件石核 , 1件石片 , 石核中 2

件砂岩 , 体积较大 , 最大的尺寸为 14.8 ×

12.3×9.5厘米 , 1件为脉石英 , 体积较小。

标本 Ly18-04, 双台面石核 , 原料为石英

岩砾石 , 先以砾石面为台面打下一石片 , 再

以此剥片面为台面在三个工作面上剥片 , 所

以共有二个台面 , 四个工作面 , 占石核表面

的 60%, 石核大小为 3.6×6.9×5.5厘米 ,

台面角 78°、 92°、 98°, 片疤阴痕上打击点

清楚 , 但放射线不十分清楚。 (图二 , 2)

标本 Ly18-03, 石片 , 原料为脉石英 , 石

片大小为 5 ×4.1 ×2.1厘米 , 石片角为

102°, 台面为砾石面 , 石片腹面打击点与放

射线不太清楚 , 石片背面有一条纵脊 , 由片

疤和砾石面构成 。(图三 , 3)

5.Ly19地点

该地点位于洛阳市陆浑水库陆浑宾馆附

近洛阳至嵩县的公路旁 , 地理坐标为 112°

09′46″E, 34°12′24″N, 海拔 325米 , 在地层

中采集到 1件标本 , 在剖面附近采集到 2件

标本。该处黄土剖面因修公路将上部破坏 ,

根据保留部分初步判断 , 采自地层中的那件

标本的年代可能早于 S3。标本 Ly19 -03,

采自地层 , 石核 , 原料为硅质泥灰岩砾石 ,

石核大小为 8.5×16.1×12.3厘米 , 台面角

67.5°, 台面为砾石面 , 片疤比为 1 /3, 工

作面一个 , 打击点清楚 , 打击泡阴痕清楚 ,

显然是用锤击法打片 。

6.Ly20地点

该地点位于 Ly19地点北 2千米处 , 地

理坐标为 112°10′32″E, 34°12′40″N, 海拔

322米 , 在地层中采集到 1件石核 , 时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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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洛阳出土石制品

1.Ly01-04　2.Ly07-08　3.Ly18-03　4.Ly07-04　5.Ly21-01　6.Ly21-02

和 Ly19地点相当 。标本 Ly20-01, 石核 ,

原料为杂色硅质泥灰岩砾石 , 以砾石较平的

一面为台面进行剥片 , 石核大小为 5.8×13

×14.6厘米 , 台面角为 54°、 83°, 工作面

有二个 , 工作面上片疤受岩石层面影响 , 呈

阶梯状断裂 , 但打击点很清楚 。(图二 , 1)

7.Ly21地点

该地点位于嵩县樊店村附近公路旁 , 地

理坐标为 112°10′34″E, 34°12′40″N, 海拔

313米 。石制品应出自洛河四级阶地上部的

黄土中 , 该处保存了 S1 -S2 的全部地层 ,

在 S1和 S2底部发育了很厚的钙板 , 我们在

S3中采集到 1件石核 , 在 S2中采集到 2件

石核 , 另外还在剖面附近采集到 3件脉石英

断块。标本 Ly21 -01, 出自 S3中 , 多台面

石核 , 原料为石英岩 , 石核大小为 15×17

×12.8厘米 , 石核以砾石面为台面进行剥

片 , 共有三个台面 , 一个工作面 , 由于三个

台面围绕一个工作面剥片 , 所以片疤相互打

破 , 仅有一个石片疤完整 , 长宽为 6.4 ×

5.2厘米 , 生产的石片主要为宽大石片;片

疤比为 1 /3;三个台面上可测得四个台面

角 , 分别为 79°、 71°、 82°、 64°, 看来还有

继续剥片的潜力;从遗留的片疤来看 , 打击

点 、打击泡阴痕 、 放射线与同心波都很清

楚 。 (图三 , 5)标本 Ly21-02 , 出自 S2
中 , 单台面石核 , 灰绿色砂岩 , 石核大小为

8.9×14.2×7.2厘米 , 台面角为 6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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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疤比为 1/3, 片疤相互打破 , 不见完整片

疤 , 由于片疤相互重叠 , 打击点和打击泡阴

痕均不十分明显。 (图三 , 6)标本 Ly21 -

03 , 出自 S2中 , 单台面石核 , 原料为石英

岩 , 石核大小为 7.7 ×8.5×10.6厘米 , 以

砾石较平的一面向另一面剥片 , 有一个台

面 , 一个工作面 , 台面角为 55°, 片疤比为

1 /4, 工作面上有两个较为完整的石片疤 ,

片疤上打击点清楚 , 打击泡阴痕明显 , 放射

线清晰 , 石片疤大小为 4.4 ×3.8厘米和

4.2×4厘米 。(图二 , 4)

二 、讨论与总结

1.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 , 洛阳地区

黄土旧石器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 , 在伊洛河

流域的不同阶地上都有发现 , 其时代最早的

可能早于 S3 , 距今三四十万年 , 最晚的相

当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3, 距今 3 ～ 5万年 ,

时代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期。

2.文化特征十分明显。选取古伊洛河

河床的砾石为原料 , 洛河流域主要以石英

岩 、砂岩和脉石英为主 , 伊河流域主要以硅

质泥灰岩 、 砂岩为主;打片方法为锤击法 ,

石核的剥片率十分有限 , 多数石核仅有一个

台面 , 少数石核使用了转向打法;由于石制

品多为采集品 , 因此石片和石器数量很少 ,

但从石核上遗留的片疤阴痕判断 , 生产的石

片主要为宽石片 。这样的文化特征 , 从旧石

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中期没有太大变

化 。

3.如果和洛河上游的洛南盆地
[ 3]
、 卢

氏县 、 洛宁县的旧石器文化一起考虑 , 伊洛

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特征十分一致 , 都和华

南地区的砾石工业有相似之处 , 即选取河滩

砾石直接进行打片或加工工具 , 工具中以砍

砸器 、 手镐 、原手斧 、重型刮削器为主 , 刮

削器 、 尖状器等轻型工具不占主要地位
[ 4]
,

和蓝田
[ 5]
、 三门峡

[ 6]
一带发现的旧石器时

代文化连成一片 。因此通过这次调查 , 填补

了砾石工业的分布上的一个空白点 , 为研究

华南 、 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 提供了重要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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