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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栾川旧石器时代晚期

龙泉洞遗址石制品初步研究

周　立① 　李　璇② 　庞海娇③ 　杜水生②

（①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　４７１０００；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③栾川县文物管理所，栾川　４７１５００）

摘要　　龙泉洞位于河南省栾川县的龙泉山公园内，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年代为 ３３～３１ｋａＢＰ．，地理

坐标为３３°４７′２４″Ｎ，１１１°３６′２８″Ｅ。２０１１年 ２～４月，由 北 京 师 范 大 学、洛 阳 文 物 工 作 队 和 栾 川 县 文 管 所 共 同 发 掘。

出土了５１２件石制品（有编号），其中包括石核９６件，石片６０件，工具７３件，断片５８件，断块２２５件。另外，淘洗时

出土了大量的碎块和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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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遗址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Ｃａｖｅ

１　地层与年代

龙泉洞洞口朝东，高出现代伊河约 ６ｍ，遗址破

坏十分严重。由于洞顶已被炸塌，洞穴中部的堆积

冲刷殆尽，只在洞穴南、西、北三面保留部分堆积，分

为 Ａ，Ｂ，Ｃ和 Ｄ区域（如

书书书

图 ２）。由上而下可以划分

为３个地层单元。

图 ２　洞穴四壁实测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Ｃａｖｅ

第一层：Ａ区此层 为 角 砾 层，含 有 角 砾 岩 和 棕

黄色粘土，厚 ０３３～１０５ｍ；Ｃ区 此 层 为 棕 黄 色 粉

砂质 粘 土 土，层 理 发 育，土 质 结 构 疏 松，厚 ０３０～
０６７ｍ；Ｄ区此层为扰土层，为下部棕红色粘土地层

被近代人为扰乱后堆积而成，厚 ００５～０１５ｍ。此

层发现的动物遗骨和石制品与下部地层基本一致。

Ｂ区因洞顶坍塌严重，为安全起见，此次没有发掘。

第二层：棕红色粘土，结构紧密，部分区域含有

少量角砾，厚 ０５～１６ｍ。此层出土有大量动物遗

骨、石制品。Ａ区发现两层灰烬层，分别厚约 ００１ｍ
和 ００２ｍ，此 次 发 掘 至 第 二 灰 烬 层，以 下 尚 存

０１５～０２０ｍ堆积；Ｄ区发掘至底部。此层 Ａ和 Ｄ
两区上部采集两个木炭样品，经北京大学ＡＭＳ１４Ｃ测

定年代如

书书书

表１，校正后大约为３３～３１ｋａＢＰ．。
第三层：粉砂层，仅在 Ｃ区部分区域发现，为淡

黄色砂层夹棕红色粘土，此次发掘厚约 ０７ｍ，尚未

见底。此层发现有少量石制品和动物遗骨。

２　石制品

本次共发现石制品 ５１２件（有编号），其中包括

石核９６件，石片６０件，工具７３件，断片 ５８件，断块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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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ＡＭＳ１４Ｃ测定年代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ＭＳ１４Ｃ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ａｂ编号
样

品

样品

原编号

１４Ｃ
／ｋａＢＰ．

树轮校正后年代／ｃａｌ．ＢＣ

１σ（６８２％） ２σ（９５４％）

ＢＡ１１０２３７碳 ＬＣＭＡ２②：１２６６２０±２１０２９３０８～２９０８４２９４３５～２８９３１

ＢＡ１１０２３８碳 ＬＣＭＤ２①：１２８６１０±１７０３１３７６～３０８４２３１６０８～３０２３４

２２５件。另外，淘洗时出土的大于 ２ｃｍ的碎块 １３２７
件，小于２ｃｍ的碎块有１６８５４件，０５ｃｍ以下的碎屑

数量巨大，没有统计。

２１　原料

龙泉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主要由脉石英制作，另

外还有少量的岩浆岩以及砂岩等。其中脉石英有两

个来源：一部分来源于附近伊河河床中，伊河通过洛

河汇入黄河。这部分原料结构紧密，裂纹少，颜色洁

白，质量较好，为一类脉石英石料。另一部分采自遗

址附近的岩隙中，颜色较暗，裂纹非常发育，质量较

差，按照裂纹发育程度分为两个等级，裂纹少者为二

类脉石英，裂纹多者为三类脉石英。其余原料均来自

附近河床中，遗址到伊河的最近距离不足３ｋｍ。

２２　石核

９６件，占石 制 品 的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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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石制品

１———尖状器（ＬＣＭＡ２③：１３）　２———锥（ＬＣＭＡ２⑥：５）　３———雕刻器（ＬＣＭＣ２瑏瑦：５）　４———凸刃刮削器（ＬＣＭＡ２④：１０）

５———似石叶（ＬＣＭＤ２⑤：２）　６———尖状器（ＬＣＭＣ２⑤：１０）　７———锥（ＬＣＭＣ２⑧：３）　８———钻（ＬＣＭＣ２瑏瑤：２）

９———砸击石片（ＬＣＭＤ２⑧：１４）　１０———石锤（ＬＣＭＣ２⑧：８）　１１———似石叶（ＬＣＭＣ３①：４）　１２———似石叶（ＬＣＭＣ２②：采集３２）

１３———盘状石核（ＬＣＭＤ２⑦：１７）　１４———似石叶（ＬＣＭＤ２⑧：３６）　１５———似石叶（ＬＣＭＣ３①：７）

Ｆｉｇ４　Ｓｔｏｎｅ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２３　石片

６０件，占石制品的１１７％。其中仅 ２件为砸击

石片，其余５８件均为锤击石片。

（１）锤击石片

原料采用脉石英者有 ５４件，占 ９３１％，其中一

类脉石英有 ３２件，占这类石材的 ５９３％；二类脉石

英１２件，占这类石材的 ２２２％；三类脉石英 １０件，

占１８５％。水晶者 １件，岩浆岩者 ３件。石片长度

最 小 为 １４５ｍｍ，最 大 为 ９３８ｍｍ，平 均 长 度 为

４５２ｍｍ；宽度最小为 １０５ｍｍ，最大为 ９９２ｍｍ，平

均宽 度 为 ３７７ｍｍ；厚 度 最 小 为 ５５ｍｍ，最 大 为

３６７ｍｍ，平均厚度为１６１ｍｍ。从

书书书

表２中可以看出，

石片主要 是 以 小 石 片 为 主。从 石 片 的 台 面 情 况 来

看：石皮 台 面 者 ２０件，占 ３４５％；打 击 台 面 者 ３８
件，占６５５％，打击台面中并未见到预制台面的。按

照台面指数小于 １０的为小台面、在 １１～２０之间的

为中台面、大于２０的为大台面的标准，该遗址中可

以测量 台 面 的 ４７件 石 片 中，大 台 面 石 片 １９件，占

４０４％，中台面石片 １６件，占 ３４％，其余的 １２件 石

片为小台面，占１５６％。台面的形态分为点状、线状

和面状３种，其中点状台面５件，占８６％，线状台面

７件，占１２１％，其余７９３％均为面状台面。石片角

最小为 ５７°，最大为 １２３°，平均石片角为 ９７°。观察

到使用痕迹的石片有９件，占１５５２％，使用部位在远

端或者侧边。从石片的背面来看：２１件石片背面没

有保留任何石皮面，占３６２％，背面全部为石皮面者４
件，占 ６９％，少 于 １／２为 石 皮 面 的 石 片 １７件，占

２９３％，多于 １／２为石皮面的石片 １６件，占 ２７６％。

石片腹面的主要特征见

书书书

表 ２。从石片的两侧边是否

平行来看，其中有２５件两侧平行或近平行，而且长大

于宽２倍左右的石片有 １７件，占 ２９３％，似石叶，其

他的４１件为普通石片，占７０７％（

书书书

图５）。

龙泉洞遗址中似石叶石片占有较高的比重。从

石片的背脊来看：具有单一纵向背脊的 ９件，占全

部似石叶的５３０％，在单一纵向背脊中背脊由多片

疤构成的２件，占这类石片的２２２％，由两片石片疤

构成单一背脊的２件，占２２２％，主要由节理组成单

一背脊的１件，占１１１％，由片疤和一个石皮面组成

单一背脊的 ４件，占 ４４５％；具有两条纵向背脊的

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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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锤击石片主要特征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ｈａｍｍｅｒｉｎｇｆｌａｋｅｓ

石片

特征

打击点 打击泡 放射线 同心波

清楚 不清楚 突出 不突出 较清楚 不清楚 较清楚 不清楚

数量 ３２ ２６ ２７ ３１ １０ ４８ ３ ５５

百分比 ５５２％ ４４８％ ４６６％ ５３４％ １７２％ ８２８％ ５２％ ９４８％

图 ５　石片长宽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ｏｆｆｌａｋｅｓ

石片４件，占全部似石叶的２３５％，其中两条背脊成

“八”字型的 １件，占这类石片的 ２５％，呈倒“八”字

型的３件，占７５％；石片背面多脊者 ４件，占全部似

石叶总数的２３５％，其中背脊呈“Ｙ”字型的 ２件，占

５０％，倒“Ｙ”字型的１件，占 ２５％，无规则者 １件，占

２５％。虽然规律性仍不明显，但可以看出，古人类已

有意识利用纵向背脊生产长型石片，只是在同一个

工作面连续剥去石片的能力有限。

ＬＣＭＤ２⑤：２　脉石英，长 ７８２ｍｍ、宽 ４４１ｍｍ、

厚２９２ｍｍ。台面 为 打 击 台 面，长×宽 为 ２７７ｍｍ×
２５３ｍｍ，石片角为 １１０°。打击点清楚，打击泡较凸，

锥疤、放射 线 较 清 楚，同 心 波 不 清 楚。背 面 保 留 有

５０％石皮面，倒 Ｙ型脊，３个片疤，与石片纵轴斜交。

远端平滑，左右侧缘平行，似石叶（如

书书书

图４－５）。

（２）砸击石片

２件。一类脉石英１件，二类脉石英１件。

ＬＣＭＤ２⑧：１４　脉石英，毛坯为砾石，长６１４ｍｍ、

宽３３３ｍｍ、厚 １７１ｍｍ。 上 端 有 较 明 显 的 砸 击 痕

迹，下端痕迹较小，但可以看到砸击时反作用力崩裂

的小疤痕（如

书书书

图４－９）。

２４　断块和断片

断块：２２５件，占石制品的４４０％，原料为脉石英

的２１２件，占９４２％，岩浆岩者１２件，占５３％，砂岩者

１件，占０５％。表面可见清楚打击点者 ８件，有石片

阴疤者１７３件。表面全为破裂面者６件，全为石皮面

者９件，部分石皮面、部分腹面者 ２１０件。断块长度

最 大 为 １６９１ｍｍ，最 小 为 １３７ｍｍ，平 均 长 度 为

５０９ｍｍ；宽度最大为１１２１ｍｍ，最小为 ８０ｍｍ，平均

宽 度 为 ３５４ｍｍ； 厚 度 最 大 为 ７５７ｍｍ，最 小 为

４１ｍｍ，平均厚度为２１９ｍｍ。

断片：５８件，占石制品的 １１３％，原料仅有 １件

为砂岩，其余５７件全为脉石英。包括左裂片９件，右

裂片１件，远端断片３２件，中部断片１４件，近端断片

２件。断片长度最大为 ７１６ｍｍ，最小为 １１５ｍｍ，平

均 长 度 为 ３５５ｍｍ；宽 度 最 大 为 ６５０ｍｍ，最 小 为

８３ｍｍ，平均宽度为 ２８２ｍｍ；厚度最大为 ３４７ｍｍ，

最小为３２ｍｍ，平均厚度为１２８ｍｍ。

２５　工具

７３件，占石 制 品 的 １４３％。包 括 刮 削 器、雕 刻

器、尖状器、锥、钻、石锤和石砧。

（１）刮削器

３４件，原料为脉石英者 ３３件，其中一类脉石英

２０件，占这类石材的６０６％，二类脉石英 ６件，占这

类石材的１８２％，三类脉石英７件，占２１２％。砂岩

者１件。毛 坯 为 石 片 的 １４件，占 ４１２％；断 块 １０
件，占２９４％；断片 １０件，占 ２９４％。２７件为单刃

刮削器，其中右侧边修理者 １４件，左 侧 边 修 理 者 ２
件，端部修理者１件；５件为双刃刮削器，两侧刃修

理者４件，两端刃修理者 １件；２件为多刃刮削器，

均为两侧刃和一端刃修理者。１３件为直刃刮削器，

３件为凹刃刮削器，１５件为凸刃刮削器，２件为 直－
凸刃刮削器，１件为凸－凹刃刮削器。刮削器全部采

用锤击法加工，其中向背面加工 １３件，向腹面加工

５件，两 面 加 工 ７件。 刮 削 器 的 平 均 长 度 为

４８１ｍｍ，平 均 宽 度 为 ３６７ｍｍ，平 均 厚 度 为

１９５ｍｍ，平均刃角为 ７３°。
ＬＣＭＡ２④：１０　凸 刃 刮 削 器，毛 坯 为 脉 石 英 石

片，修整部位为石片右侧，从腹面向背面加工，侧刃

修疤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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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ＣＭＣ２瑏瑦：５　脉石英，毛坯为断块，长 ４２５ｍｍ，

宽 ２７２ｍｍ，厚 ２０５ｍｍ。 尖 刃 一 侧 垂 直 修 理，长

２５３ｍｍ，另 一 侧 交 互 修 理，长 ３８ｍｍ，两 侧 边 均 较

厚。雕刻器的尖刃角为７２°（

书书书

图４－３）。

（３）尖状器：２件

ＬＣＭＡ２③：１３　脉 石 英，毛 坯 为 石 片，近 似 菱

形，长２２８ｍｍ，宽 ２１２ｍｍ，厚 １０９ｍｍ。两 侧 由 腹

面向背面加工，疤痕连续且叠压，修理边缘长分别为

２０１ｍｍ和１５１ｍｍ，两侧刃角分别为８４°和 ８６°，尖

刃角为 ６５°，尾端也有修理，端刃角为 ７６°，侧缘有

使用痕迹（如

书书书

图４－１）。

ＬＣＭＣ２⑤：１０　脉石英，毛坯为石片，长４４５ｍｍ，

宽２６２ｍｍ，厚１４４ｍｍ。尖部两侧由腹面向背面加

工，修理边缘长分别为 １７５ｍｍ和 １０３ｍｍ，器身一

侧为较厚的破裂面，另一侧由腹面向背面修理，侧刃

角为 ４９°，尖刃角为４５°（如

书书书

图４－６）。

（４）锥：２件

ＬＣＭＡ２⑥：５　脉石 英，毛 坯 为 石 片，长 ３４ｍｍ、

宽２０４ｍｍ、厚 １１７ｍｍ。石 片 远 端 修 理 为 尖 部，尖

部两侧错向加工，侧边修疤连续，修理边缘长分别为

３１７ｍｍ和１０１ｍｍ，两侧刃角分别为６７°和 ５０°，尖

刃角为 ５０°。石片近端也有修理，端刃角为 ７４°（如

书书书

图４－２）。

ＬＣＭＣ２⑧：３　脉石英，毛坯为断片，长 ３１６ｍｍ、

宽２６４ｍｍ、厚８６ｍｍ。石片一端修理为尖部，尖部两

侧错向加工，侧边修疤连续且叠压，修理边缘长分别

为２７１ｍｍ和３２１ｍｍ，整条侧边都有修理痕迹，两侧

刃角分别为６２°和 ６７°，尖刃角为３０°（如

书书书

图４－７）。

（５）钻：１件

ＬＣＭＣ２瑏瑤：２　脉石英，毛坯为石片，长 ４３３ｍｍ，

宽２８５ｍｍ，厚 １３７ｍｍ。石 片 远 端 修 理 为 尖 部，尖

部两侧边错 向 加 工，有 一 斜 肩，长 １９５ｍｍ，两 侧 边

修疤连续，修理边缘长分别为 １６７ｍｍ和 ３１１ｍｍ，

两侧刃角分别为６０°和 ７１°，尖刃角为 ４５°。石片近

端也有修理，端刃角为７５°（如

书书书

图４－８）。

（６）石锤和石砧：３１件，原料为脉石英者 ５件，

占１６１％，花岗岩者 ２２件，占 ７１０％，砂岩者 ４件，

占１２９％，毛 坯 均 为 砾 石，平 均 长 度 为 ８４９ｍｍ，平

均宽度为 ６７２ｍｍ，平均厚度为 ４６７ｍｍ，在 器 身 的

端部或中部有片疤、打击痕迹等。

ＬＣＭＣ２⑧：８　石锤，原料为岩浆岩，长 ６５２ｍｍ，

宽６１５ｍｍ，厚４４ｍｍ，毛坯为砾石，在砾石的一端有

１个片疤，大小为３６１ｍｍ×３５７ｍｍ（

书书书

图４－１０）。

３　比较与讨论

龙泉洞遗址的石制品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古

人类主要选取当地十分容易获得的脉石英为原料，使

用锤击法和砸击法进行打片；锤击石片中，长宽相当

的石片占多数，有近３０％的石片两侧平行，长是宽的

两倍，但这类石片的背脊十分复杂，虽然规律性仍不

明显，但可以看出，古人类已有意识利用纵向背脊生

产长型石片，只是在同一个工作面连续剥去石片的能

力有限。台面技术也只见石皮台面和打击台面，本文

暂将这类长型石片称为似石叶；工具中以刮削器为

主，只有少量的尖状器、锥、钻、雕刻器等。

在中国北方地区，与龙泉洞年代相当的有两类

遗存
［６］

。

一类与龙泉洞遗址的文化性质相似，即虽然属

于简单的石 核－石片技术，但是已出现了一些 新 的

文化因素，或者有一定数量的似石叶制品，或者具有

修理台面 技 术。杜 水 生
［７］

研 究 过 的 神 泉 寺 遗 址 有

“一件修理 台 面 的 石 核 上，可 以 看 出 其 修 理 台 面 的

技法是先打出一斜台面，然后边修理边打片，这一技

术在水洞沟 遗 址 的 石 制 品 中 有 比 较 清 楚 的 反 映”。

塔水河遗址的
１４Ｃ年代为２６ｋａＢＰ．，使用硬锤直接打

片法生产石片，但技术娴熟，能够在较大的台面角的

石核上生产石片，甚至较薄的石片，他们已经懂得利

用背脊来控制石片，存在一定数量的石叶制品，修理

台面的技术还没有广泛应用，在同一工作面上连续

生产石片 的 能 力 有 限
［８，９］

。峙 峪 遗 址 的
１４Ｃ年 龄 为

距今 ２８１３０±１３７０年、２８９４５±１３７０年 和 ３３１５５±６４５
年，遗址中应存在石叶生产技术，原作者对小长石片

是这样描述的：打击点有的不清楚，台面非常小，打

击泡小而圆凸。其中的一些小石片断面呈梯形或三

角形，在细石器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在小南海洞穴

中也发现过。看来，这种小石片是用间接法打制的。

可以看出这种小长石片就是石叶
［１０］

。新庙庄遗址

位于河 北 省 阳 原 县 浮 图 沟 乡 新 庙 庄 村 西 北 １５０ｍ
处，石制品来自河流二级阶地下部。遗址中出土有

一种长型石核和长型石片，其中长型石片的台面较

小，两侧近平行或向远端收缩，背面有一条纵脊，横

断面呈三角形。谢飞
［１１］

对新庙庄遗址的石制品曾

作过一些初步观察，发现新庙庄石制品中的这类石

片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一定数量，认为新庙庄遗址

中应存在石叶技术。东北地区的小孤山遗址，最新

的研究显示其年代已超过 ３０ｋａＢＰ．，石制品主要使

用脉石英，尽管脉石英不是一种理想原料，但标本中

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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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乏形状比较规整的长石片，说明打片技术已达

到相当高的水平
［１２］

。

上述遗址的年代均早于 ２５ｋａＢＰ．。可以看出，

中国北方的石核－石片工业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出

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再加上这一时期遗址数量

大大增加，也说明一个新的文化阶段的来临。

还有一类遗存以典型的石叶制品为特征，并以

水洞 沟 遗 址 为 代 表
［１３～１５］

，在 吉 林、内 蒙 古 和 黑 龙

江
［１６～２２］

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同类遗

存。他们在技术传承上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旧石器晚

期文化关系密切。

西施 遗 址 年 代 为 ２５ｋａＢＰ．，石 制 品 中 包 括 石

锤、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数量更多的是断块、断

片等，这些石制品及其分布状况，清楚的展示该遗址

石器技术的加工特点，完整的保留了石叶生产的操

作链
［２３］

。

小南海遗址
１４Ｃ测年为 ２４１００±５００ａＢＰ．，其中也

有一定数量的石叶制品。有一类柱状石核，共发现

９件，均 作 不 整 齐 柱 状，几 乎 每 面 都 有 长 条 形 石 片

疤，但打击面 却 保 留 的 极 少，以 燧 石 制 成 的 最 为 精

致，原料为石英的也有两件这种类型的石核。原报

告中的长条形石片都是从修好的打击面上直接剥片

的，石片基本作长方形，长大于宽，背面保留有两平

行背脊。原报告中的窄长小石片从描述上来看应该

是从柱状石核上剥离而来，这类石片两侧大致平行，

上部略窄，背部中央有一条或两条隆起的背脊，横断

面呈三角形，片身较厚，与间接法打制的石叶有一定

的区别，应为直接打制法形成
［２４，２５］

。

下川遗址位于山西沁水县下川地区，一般认为

其年代为２３～１６ｋａＢＰ．［２６，２７］
。在下川遗址中也发

现石叶技术。日本学者佐川正敏
［２７］

记述了一件生

产石叶的石核：由于石核的后端残留有大面积的原

材料腹面，可以说是对以节理面覆盖着的燧石、砾石

加以分割后形成的，在后端和前端的下部明显的留

有石核修整的痕迹，台面是从左侧面的节理面向右

侧面进行修整时形成的。石片至少剥离了三片，其

中两片是废品，在台面修整时废弃了。在下川遗址

中还有一类很重要的石器类型———圆头刮削器，共

发现 ３９２件，其中长身圆头刮削器 ４０件，原作者认

为，长身圆头刮削器中器形较大者是将长石片的远

端由劈裂面向背面修整成一个圆形的刃口。而根据

笔者的观察，圆头刮削器的坯材应是横断面呈三角

形，两侧大致平行，较厚的石叶制成。

油坊遗址还没有确切的绝对年代，笔者曾观察

过油坊遗址的全部材料，其中有典型的石叶制品，学

者多认为它们与下川遗址有许多关联
［２８］

。

也可能是后 ３个遗址的工作做的不够，学术界

一直对这几 个 遗 址 中 存 在 的 典 型 石 叶 制 品 关 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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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Ｌｕｏｙａｎｇ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ａｍ，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００；②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５；

③Ｌｕａｎｃｈｕ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ａｍ，Ｌｕａｎｃｈｕａｎ４７１５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Ｃａｖｅｉｓ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ａｎｐａｒｋｉｎＬｕａｎｃｈ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３３°４７′２４″Ｎ
ａｎｄ１１１°３６′２８″Ｅ．Ｉｔｉｓａｎｕｐｐｅｒ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 ＣｍＥńന 〠樍〮㔳㌳㌳‰⁔䐍⠁∩吳㌳㌳‰⁔䐍⠁ᤷര⸲㤰〰ㄠ〠呄നｉ⥔樍〮㈹〰〱‰㔳㌳㌳‰⁔㤹㤠〠呄നＴ뜩吰〱樍〮㔲㤹㤹‰⁔䐍⠁ᬩ呪ര⸵㈹㤹㤠〠呄നｔ⥔樍〮㈹〰〱‰⁔䐠呄നｔ⥔樍⽆㐠ㄠ呦ര⁔爰〰ㄠ〵㌳㌳㌠〠吹㤹‰⁔䐍⠁നｉ⥔樍〮㈹〰〱‰⁔䐍⠁℩呪ര⸲㤰〰ㄠ〠呄⁔䐍⠁ ㌳⥔樍〮㔲㤹㤹‰⁔䐍⠁ᰩ呪ര⸴㘹㤹㜠〠呄നｔ⥔樍〮㈸㤹㤹‰⁔䐍⠁ሩ呪ര⸴㜰〰ㄠ〠呄നｄ⥔樍〮㤶‰⁔䐍⠁ူㄖ⥔樍〮㈹〰〱‰㔳㌳㌳‰ര⸵㌳㌳㌠〠呄നｅ⥔樍⽆㌠ㄠ呦ര⁔爍㤮㜰‰ര⸵㌳㌳㌠䐍⠀呪ര⸵㤠〠呄ന°⥔呄ന樍ⴴ㠮㤳〰〸ㆆ⠀Ｉ呔〲㈩呪ര⸴㘹㥄ന３⥔樍〮㔹‰⁔䐍⠀踩呪ര⸷㠠〠呄ന 呄നａ⥔樍〮㐶㤹㤷‰⁔䐍⠁ᬩ呪ര⸵㌰〰㌠䐍⠁呪ര⸴㜰〰ㄠらわ⥔樍〮㐲〰〱‰⁔䐨Ｑ⡪ഭ⸵㈹㤹㤠〠呄⸷〳㔰㐠〠〠㤮㜰㌵〴‰㠮㈴㜹㜸⁔洍㐴⸵㐴ㄷ‵㘮ㄷ㐱㜵′⸶㈴ㄶ㠠㕔䐍ര⸷ㄠ呦ര⁔狡㤮㜰㌵〴‰‰‹⸷〳㔰㐠〠ⴸ⸲㐷㤷㠠呭ഴ㔮〶㐱㜱‵㘮ㄷ㐱㜵㌡⥔〮㜳‵呄〮㜱⁔昍〠吰〱༩吲㘩呪ര⸲㤠〠呄䐍⠁č〮㐶㤹㤷‰⁔䐍⠀㤲㜠〠ⴴ⸸〳㈳㔠呭ശ㠮㔵㌰㐵㌶㌸ㄷ㐱㜸㌠呄ന㠹‹㤚ㄳ㔠〠呄ന°⥔樍〴㔴〮㌴㘶㘱‰⁔〰ゐ⥔㔰㐠〠ⴸ⸲㐷㤷㠠呭ഴ㔮〶㐱㜱‵㘮ㄷ㐱㜵㘮㐳〮㜶‵呄〮㜱⁔昍〠吰⸷〳㔰㐠〠〠㤮㜰㌵〴‰㠮㈴㜹㜸⁔洍㐴⸵㐴ㄷ‵㘮ㄷ㐱㜵‷⸱ര⸷㈠㕔䐍ര⸷ㄠ呦ര⁔狢㤮㜰㌵〴‰‰‹⸷〳㔰㐠〠ⴸ⸲㐷㤷㠠呭ഴ㔮〶㐱㜱‵㘮ㄷ㐱㜵㝔樍ㄮ㔳〵呄〮㜱⁔昍〠吰Ȳ⥔樍〮㐷〰〱⁄നａ⥔樍〮㐷〰〱‰⁔䐍⠁ᰩ呪ര⸴㘹㤹㜠〠呄നｖ⥔樍〮㐶㤹㤷‰⁔䐠呲ഷ⸲㜰㘠吸㌳⥔樍ั㘩吴⸴㜰〰ㄠ䐍⠁jര⸴㜰〰ㄠ〠呄നｍ㤰〰ㄠ〠呄⁔䐍⠁ ㌍〮㐷〰〱‰⁔䐍⠁ᴳ‰⁔䐍⠁ᴩ呪ര⸵㌰〰㈠〠呄നｒ⥔樍〮㌵〰〲‰⁔䐍⠁〮̍㌵〰〲‰നＤ⥪ര⸲㠹㤹㠠〰ㄢ⥔樍〮㔳‰⁔䐍⠀⁔䐍⠁⍔樍〮㔳〰〳⁄〱༩名〮㔳〰〱‰⁔䐍⠁T樍〮㈹〰〱‰⁔䐠呄നＴര⸳㔰〰㈠〨ｓ⥔樍〮㤲㤹㤹‰⁔䐰〱നｉ⥔樍〮㈹‰⁔䐍⡄നｌ⥔樍〮㈹〰〱‰⁔䐍⠀⸵㌠〠呄ന⠀呪ര⸵㤰〰ㄠ〠呄ᴩ呪ര⸵㌰〰㈠〰ャ⥔樍〮㘩呪ര⸲㤠〠呄䓣㤮㜰㌵〴‰‰‹⸷〳㔰㐠〠ⴸ⸲㐷㤷㠠呭ഴ㐮㔴㐱㜠㔶⸱㜴ㄷ㔱㈮㔨2⁔䐱⽆㐠ㄠ呦ര⁔爍㤮㜰㌵〴‰‰‹⸷〳㔰㐠〠ⴸ⸲㐷㤷㠠呭ഴ㔮〶㐱㜱‵㘮ㄷ㐱㜱⁔䐍2⁔䐱⽆㐠ㄠ呦ര⁔䐍⠁ᔩ呪ര⸵㌰〰ㄠ〠呄നｉ⥔樍〮㈸㤹㤠㜱ȍ㤮㜰㤱⥔樍〮㈹〰〱‰നｉ⥔樍〮㈹‰⁔䐍⠁℩呪രര⸲㤰〰ㄠ〠呄നＳ䐍⠀呪ര⸷〴㌴㠍〮㔳〰〱‰⁔䐍⠁ᘩ呪ര⸲㠹㤹‷䐍⠁ᘩ呪ര⸲㤰〰ㄠ〠呄〱ူ⥔樍〮㐶㤹㤷‰⁔䐷⠁ᘩ呪ര⸲㠹㤹‷ഹ⸷〱ሩ呪ര⸹〰〰ㄠ〠呄നｎ‰⁔㤹㤠〠呄നＴ뜩吰〱樍〮㔲㤹㤹‰⁔䐍⠁ᬩ呪ര⸵㈹㤹㤠〠呄നｇ⥔樍〮㐷〰〱‰⁔䐍⠁ᄩ呪ര⸹㘠〠呄നｓ〵㌳㌳㌠〠吹㤹‰⁔䐍⠁നＴര⸳㔰〰㈠」⠁ᔩ呪ര⸵㌰〰ㄠ〠呄നｅ⥔樍〮㤠〠呄നＬ⥔樍〰㈶⥔樍〮㈹〰〱‰⁔䐰ㄐ〱ȹ〰〱‰⁔䐠呄നｓ⤳㌩呪ര⸵㈹㤹㤠〦〴㌴㠠〠吰㈲⥔樍〮㐶㤹㤰〰ㄠ〵㌳㌳㌠〠吹㤹‰⁔䐍⠁η⥔〰ㅪര⸵㈹㤹㤠〠呄⁔䐍⠁ᘩ呪ര⸲㤰〰ㄠ〠呄നｌ⥔樍〮㈹〰〱‰⁔䐍⠁ᬩ呪ര⸵㌰〰㌠〠呄നｃ⥔樍〮㐷〰〱‰നＳ吰㈲⥔樍〮㐶㤹㤰〰ㄠ〵㌳㌳㌠〠樍〮㌴㘶㘴‰⁔䐍⠁�䐍⠀‰ര⸵㌍⠁ᔩ呪ര⸵㌰〰ㄠ〠呄നｕ⥔樍なര⸴㘹㤹㜠〠呄നｎ⥔樍〮㔳〰〳‰⁔䐍⠁ᬩ呪ര⸵㈹㤹㤠〠呄നｌ⥔㤹㤠〠呄നč⠁ᘩ呪ര⸲㤰〰ㄠ〠呄നｆ⥔樍〮㜲〰〱‰⁔䐍⠁〈呪ര⸴㘹㤹㜠〠呄⁔䐍⠁ᜩ呪ര⸲㤰〰ㄠ〠呄നｈ⥔樍〮㔳〰〱‰⁔〱‰㔳㌳㌳‰ര⸳㐶㘶㐠〠呄നｐ⥔樍〮㔳〰〱‰ര⸵㠲㘱ㄠ〠呄നＥ⥔樍〮㜰㐳㐱ᔩ呪ര⸵㌰〰ㄠ〠吰ㄠ〵㌳㌳㌠〠樍〮㌴㘶㘴‰⁔䐷〴㌴㠠㌵⥔呪ര⸴㜰〰ㄠ〠呄നｅ⥔樍⽆㌠ㄠ呦ര⁔䐍⠁〈呪ര⸴㘹㤹㜠〠呄⁔爍㜮㈷ㄎ⥔樍〮㔳㌳㈹‰⁔䐍⠁T樍〮㈹〰〱‰⁔䐠呄നｖ⥔樍〮㐶㤹㤷‰⁔䐷⥔樍ａ⥔樍〮㔳㌳㌳‰നｄ⥔樍〮㤶‰⁔䐍⠁ူㄖ⥔樍〮㈹〰䐍⠁ጩ呪ര⸷㈰〰ㄠ〠呄നＨ〲吰㈲⥔樍〮㐶㤹㤰いനｅ⥔樍〮㐶㤹㤷‰⁔䐍⠁ᜩ呪ര⸲㤰〰ㄠ」⠁ᔩ呪ര⸵㌰〰㌠」〮㔸㈶ㄱ‰⁔䐍⠀呪ര䐍⠁ᬩ呪ര⸵㈹㤹㤠〠呄നＱńന 〠樍〮㔳നｊ⥔樍〮㈹〰〱‰⁔䐍⠁T樍〮㐶㤹㤷‰⁔䐠呄നｌ⥔樍〮㈹〰〱‰⁔䐍⠀ⴴ㤡⥔⠁ษ呪ല⸹㘠〠呄നｄ⥔樍〮㠶‰⁔䐍⠀നｍ㤰〰ㄠ〠呄⁔䐍⠁ᐶ㤹㤷‰⁔䐠呄നＴ㤹㤠〠呄നč⠁〮̍㌵〰〲‰നＱ樍〮㜵㤹㤵‰⁔䐍⠁jര⸴‰⁔䐍⠁ษ呪樍〮㔳‰⁔䐍⠁ᄩ呪ര⸸㘠〠呄ര⥔ㄠ〠呄നＥ⥔樍いനＴര⸷㈰〰ㄠ〠呄നＨ呪ര⸵㠶㘷‰䐍⠁ሩ呪ര⸹‰⁔䐍⠀+呪ര〲㘩呪ര⸲㤰〰ㄠ〠呄〱 呪ര⸹㈹㤹㤠〠呄〰䐍⠁ȍ〮㌵〰〲‰⠁ 呪ര⸹㈹㤹㤠〠呄〰ㄔ⥔樍〮㐷‰⁔䐍⠁ḩ㠴㠮㤳〰〸ㄮ㔸〰㜩名〮㔳〰〱‰⁔䐰ㄞ⥔樍〮㔳‰⁔䐍⠀നＳ樍〮㈹〰〱‰⁔䐠呄നＱ樍〮㐠〠呄നDനｌ⥔樍〮㈹〰〱‰⁔䐍⠁㍪ര⸲㤰〰ㄠ〠呄⁔䐍⠁ᬩ呪ര⸵㌰〰㌠〠呄നＳന 〠樍〮㔳നｊ⥔樍〮㈹〰〱‰നｅ⥔樍〮㤰〰〱‰⁔䐍⠁ᬩ呪ര⸵㈹㤹㤠〠呄നｏ⥔樍〮㐶㤹㤷‰ㄡ⥔樍〮㌵〰〲‰⁔䐮㔳㌳㌳‰⁔䐍⠁∩吳㌳㌳‰⁔䐍⠁ᤷര⸲㤰〰ㄍ㜮㈷㜶㈸‰‰‷⸲㜷㔰㐠〠ⴸ⸲㐷㤷㠠呭ഴ㔮〶㐱㜱‵㘮ㄷ㐱㜱㠮㌍⠀ּב⸴㌰⸷㘠⁔昍〠呲ഹ⸷〳㔰㐠〠〠㤮㜰㌵〴‰㠮㈴㜹㜸⁔洍㐵⸰㘴ㄷㄠ㔶⸱㜴ㄷㄠ吸⠀㈱⸴㌰⸷㘠⁔昍〠吰〱ᰩ呪ര⸴㜰〰ㄠ」⠁ᬩ呪ര⸵㈹㤹㤠〠呄നｌ⥔樍〮㈹〰〱‰☨ｅ⥔樍〮㤰〰〱‰⁔䐍⠁ᬩ呪ര⸵㌰〰ㄠ〠呄നｃ⥔樍〮㐷‰⁔䐍⠁ḩ㠰㈩呪ര⸵㈹㤹㤠〰ㄏ⥔㈶⥔樍〮㈹‰⁔䑄⁔䐍⠁〮̍㌵〰〲‰⠀നｔ⥔樍⽆㐠ㄠ呦ര⁔爰いനｅ⥔樍〮㤠〠呄നＬ⥔樍〰㈶⥔樍〮㈹〰〱‰⁔䐍⠁ᤩ呪ര⸲㤰〰ㄠ〠呄നｉ⥔樍〮㈹〰〱‰⁔䐍⠁ጩ呪ര⸷㈰〰ㄠ〠呄നｖ⥔樍なര⸲㤰〰ㄠ〠呄നｊ⥔樍〮㈹〰〱‰⁔䐍⠁℩呪യ䘴‱⁔昍〠呲〰〱‰㔳㌳㌳‰⁔㤹㤠〠呄നč⠁㍪ര⸲㤰〰ㄠ〠呄⁔䐍⠁ᘩ呪ര⸶㠠〠呄നＬ⥔樍〰㈶⥔樍〮㈹〰〱‰⁔䐍⠁ᬩ呪ര⸵㈹㤹㤠〠呄㜰㐳㐸‱なര⸴㘹㤹㜠〠呄⁔䐍⠁ᬩ呪ര⸵㌰〰ㄠ〠呄നｇ⥔樍〮㐷〰〱‰⁔䐍⠁ᘩ呪യ䘹‱⁔昍䐍⠁∩呪ര⸵㈹㤹㤠〠呄നａ⥔樍〮㐶㤹㤷‰⁔䐍⠁ᬩ呪ര⸵㌰〰㌠〠呄നｓ⥔樍〮㈹〰〱‰⁔䐠呄നｔ⤲㔩呪ര⸵㌰〰ㄠ〠呄നｕ⥔樍なര⸴㘹㤹㜠」⠁ษ呪ര⸴㘹㤹㜠〠呄നｎ⥔樍〮㤶〰〳‰⁔䐍⠀㈶⥔樍⽆㤠ㄠ呦ൄനａ⥔樍〮㐶㤹㤹‰⁔䐍⠁ᬩ呪ര⸵㈹㤹㤠〠呄നＱŪര⸲㤳㌳㔠〠呄നｔ⥔樍〮㈹〰〱‰⁔䐍⠁ᔩ呪ര⸵㌰〰ㄠ〠吰ㄠ〵㌳㌳㌠〠樍〮㔳㌳㌳‰⁔䐍⠁ሩ呪യ䘳‱⁔昍〠呲ഹ⸷〱㠴㠮㤳〰〸ㄍ⠁ࠩ呪ര⸷〶㘶㔠〠呄നｎ⥔樍ㄮ〵㤹㤹‰⁔䐍⠁ษ呪ര⸴㘹㤹㜠〠呄നｎ⥔樍〮㤶〰〳‰⁔䐍⠁ሩ呪യ䘳‱⁔昍〠呲ഹ⸷〱ᬩ呪റ⸰㔹㤹㤠〠呄ഷ⸲㜱ษ呪ര⸵㌳㌲㤠〠呄നｎ⥔樍〮㔲㤹㤹‰⁔䐍⠁ᐩ呪യ䘹‱⁔昍〰⥔㍪ര⸲㤰〰ㄠ〠呄⁔䐍⠁ᘩ呪ര⸶㠠〠呄നＬ⥔樍〰㈵⥔樍〮㔳〰〱‰⁔〱‰㔳㌳㌳㌩呪റ⸰㔹㤹㤠〠呄ഷ⸲㜱8㌩呪ര⸵㌰〰㌠䓠⠀ⴴ㤡ㄸ㌩呪എ⥔樍㈮㤶‰⁔䑄ന０⥔ര⸵㌰〰㌠䐰ャ⥔樍〮㔹‰⁔䐍⠀ന８呪ര⸳㤹㤹㠠〠呄നｇ㘹㤹㜠〠呄⁔䐰ㄠ⥔樍〮㤲㤹㤹‰⁔䐰いㄎ⥔橪ര⸵㌠〠呄ന䐍⠁℩㈹㈹㤹㤠〠呄〰䐱ษ呪樍〮㔳‰⁔䐍ㄡ⥔樍〷樍〮㈹〰〱‰നｉ⥔樍〮㈹‰⁔䐍നｈ⥔樍〮㔳〰〱‰⁔䐰ㄞ⥔樍〮㔳‰⁔䐍⠀നｇ⥔樍〮㐷〰〱‰⁔䐍⠁㡪ര⸴‰⁔䐍⠀䐍⠁̠〠吹㤹‰⁔䐍⠁നＴര⸳㔰〰㈠」⠁jര⸲㤰〰ㄠ〠呄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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