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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apreliminaryreportontheresultofanarcheologicalsurveyconductedbyBeijingNomalUniversityand

LuoyangCulturalRelicsBureaufromDec.2006 toJan.2007.ThisprojecthasbeensupportedbyNationalNatureScience

Foundation(40672106).Thereare3 newLeossicPaleolithiclocihavebeendiscoveredinLuoningCountyofHenanProvince.

Thegeographicalpositionofthreesitesarerespectively111°34′13″E, 34°23′0″N(Loc.LY03), 34°21′41″N(Loc.LY09)and

111°40′13″E, 34°24′31″N(Loc.16).MaterialsremainswerediscoveredfromstratumL1sorS1 whichbelongstotheMiddle

PaleolithicStage.36piecesofartifactshavebeenfoundinLoc.LY03.Only2lithichavebeenfoundinothertwolocirespec-

tively.QuartziteistheprimaryrawmaterialwhichcanbefoundonthesecondterracesclosetotheLuoheRiver.Allartifacts

canbeclassifiedasfollows:19cores, 10 flakes, 2choppers, 2 points, 1 scraper, 1notchedtooland5debris.TheyBothbe-

longtothepebbletoolindustry.

　　2006年 12月 ,根据吕遵谔提供的线索 ,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洛阳市文物钻探办公室的

考古人员 ,在洛阳市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旧石

器考古野外调查 ,其中在洛宁县境内发现了三处

旧石器地点 , 野外分别编号为 LY03、LY09和

LY16,本文对这三个地点分别予以报道。

一 、地层与时代

洛宁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部 ,其北 、西两

图一　洛宁县黄土旧石器地点分布图

面均与三门峡市接壤 ,东临宜阳县 ,南与栾川 、嵩

县相接;洛河在境内中部由西向东流过;沿洛河

两岸均有公路直通洛阳 。境内西南部为熊耳山

脉 ,东部为平原 。所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均位于洛

河两岸的黄土中(图一)。

LY03地点位于洛宁县马店乡上沃村砖厂 ,

地理坐标为 111°34′13″E, 34°23′0″N,海拔 374

米 ,位于洛河的一条小支流的入河口处 ,属于洛

河的二级阶地 ,阶地上部为黄土堆积 ,保存有 L1

的上部黄土 , L1中部的古土壤以及 L1下部的一

部分 。由于砖厂采取水平取土的方法 , L1上部

已经去掉 , L1中部的古土壤刚好暴露 ,在这一层

我们共采集到石制品 36件 。

LY09地点位于洛宁县明珠村旁砖场 ,地理

坐标为 111°41′27″E, 34°21′41″N,海拔 332.2米 。

在该地点采集到石制品 2件 ,均脱离原生地层 ,

但从石器表面的附着的钙结核和古土壤判断看 ,

应出自古土壤中 ,由于该剖面只包括 L1和 S1及

部分 L2 ,估计其应出自 S1古土壤或阶段 3时期

的古土壤 ,由于这两个古土壤的年代都在旧石器

时代中期的范围内 ,故该地点暂定为旧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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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LY16地点位于洛宁县城至三门峡市的公

路旁 ,共发现 2件石制品。标本 LY16 1采自殡

仪馆旁 ,地理坐标为 111°40′13″E, 34°24′31″N,海

拔 454米 ,标本 LY16 2与此水平距离相距 30

米左右 ,根据对地貌及黄土序列的判断 ,石器出

土的层位应为 S1。采集的两件标本均出自原生

地层(图二)。

图二　三个旧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对比

二 、石制品类型

LY03地点

该地点共发现石制品 36件 ,包括石核 16

件 ,石片 9件 ,砍砸器 2件 ,尖状器 2件 ,刮削器 1

件 ,凹缺刮器 1件 ,横裂片(近端)2件 ,断块 3件。

1.石核

在发现的 16件石核中原料为脉石英的 4

件 ,石英岩的 7件 ,砂岩的 5件;它们均为采自洛

河河床的砾石 。原料为石英岩和砂岩的尺寸普

遍较大 ,最大的一件长宽厚为 26×18×15厘米 ,

原料为脉石英者尺寸较小 ,最小的一件长宽厚为

6.7×6.0 ×4.2厘米 ,平均长宽厚为 12.8×8.4

×8.1厘米 。台面角共有 25个 ,平均为 79.1°,

其中最大为 104°,最小 51°。 16件石核共有台面

27个 ,有 3个台面的 2件 ,有 2个台面 7件 , 1个

台面的 6件 ,平均为 1.7个;除了有 2件石核采

取转向打法 ,形成打击台面外 ,其余均为自然台

面 ,即在砾石边缘直接打片 。共有工作面 29个 ,

其中一件标本有 4个工作面 , 2件标本有 3个工

作面 , 6件标本有 2个工作面 , 7件标本有 1个工

作面 ,平均为 1.8个。遗留在石核上的片疤 62

个 ,只有 5件标本的片疤大于 4个 ,其中 11件标

本上的片疤具有打破关系 。片疤的形态多数为

扇形或半个扇形 ,只有个别片疤呈梯形。片疤上

打击点均十分清楚 ,但半锥体阴痕不清楚 ,石英

岩和砂岩制品打击泡阴痕明显 ,脉石英制品不明

显;脉石英制品的放射线不甚清楚 ,石英岩者清

楚 ,砂岩者不太清楚。多数石核利用率不高 ,片

疤比平均为 40%,最多的一件为 80% ,最小的一

件为 10%。

标本 LY03-18(图三 , 2),是一件以石英岩

为原料的石核 ,现在长宽厚为 20×18×15厘米 ,

石核上 1/3为工作面 , 2 /3为砾石面 ,石核的台

面为砾石上较平的一面 ,以此为台面的两个工作

面相互垂直 ,工作面上共遗有 10个片疤相互打

破 ,有 4个打击点比较清楚的地方的台面角分别

为 68°、 65°、 97°、 125°。最大的是片疤长宽为

14.5×10厘米。完整的石片疤的形状多数呈扇形。

标本 LY03-20(图三 , 10),原毛坯为一扁平

状的砂岩砾石 ,现长宽厚为 11.5×7.3×3厘米 ,

石核上只有 1 /4为剥片面 , 以扁平的一面为台

面 ,形成两个相互垂直的工作面 ,工作面上共留

有 7个石片疤 , 其台面角分别为 70°、74°、 71°、

59°,片疤相互叠压多呈梯形 。

总的来看 ,该地点的石器剥片技术比较简

单 ,使用硬锤直接打片方法进行剥片 ,石核利用

率不高 ,很少使用转向打法 ,更没有出现修理台

面技术。

2.石片

该地点共发现 9件石片 ,其中原料为砂岩者

7件 ,石英岩者 2件 ,均未磨蚀 ,石片长宽厚最大

者为 27.5×19×7.8厘米 ,最小者 8.1×7.5×

3.7厘米 ,平均为 18×15.2×5.8厘米;石片角最

大者 125°,最小的 94°,平均 115.1°;台面只有自

然台面和打击台面两类 ,其中自然台面 6件 ,打

击台面 3件 ,台面形状变异很大;从台面系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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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石制品

1.LY03-01　 2.LY03-18　 3.LY03-04　 4.LY03-26　5.LY03-24　6.LY03-27　7.LY03-31　

8.LY16-01　 9.LY09-01　 10.LY03-20

看中型台面居多 ,大型台面仅有两件 ,小型台面

不见;打击点非常清楚但半锥体不甚明显 ,放射

线清晰可辨;石片背面以自然面为主 ,其中全为

自然面的 5件 ,由自然面和片疤构成的 4件 ,在

这 4件中 ,背面片疤的面积均小于自然面;有 6

件石片没有背脊 , 3件石片有背脊 ,一件为纵背

脊 ,一件为横背脊 ,一件为斜背脊 ,背脊均由砾石

面和片疤构成;石片均十分完整 ,属于宽型石片 。

对石片的观察结果和对石核的观察基本一

致 ,锤击法是其唯一的剥片方法 ,石器制作者的

打片技术十分简单 ,从台面和背脊的指标来看 ,

在一个工作面上连续剥片的能力十分有限 ,也很

少使用转向打法 ,因此 ,石核的利用率极低 。

标本 LY03-01,为一深绿色砂岩制品 (图

三 , 1),石片长宽厚为 27.5×19×7.8厘米 ,石片

角为 118.5°,台面与背面都为砾石面 ,打击点 、放

射线与打击泡均十分明显 。

标本 LY03 -04,原料为石英岩(图三 , 3),

石片的长宽厚为 26×18.5×7厘米 ,石片角为

113°,从腹面看 ,打击点 、打击泡与放射线均十分

清楚;从台面看 ,台面与石片两侧均为砾石面;石

片的背面有两块石片疤 ,在近端 、远端仍保留部

分砾石面 ,从打击点的位置分析 ,两石片疤为剥

片前两次剥片所留 ,它们构成一很短的纵向背

脊。

3.石器

此次共发现工具 5件 ,其中砍砸器 2件 ,尖

状器 2件 ,凹缺刮器 1件。

标本 LY03-27,为一尖状器(图三 , 6),是用一

件扁平状绿色砂岩砾石制作而成 ,石器长宽厚为

14×11.3×4.4厘米 ,尖刃角为 82°,侧刃角分别为

56°、54°,修理方法是由砾石较平的一面向另一面加

工 ,疤痕宽深 ,除尖部外 ,其它部分仍保留砾石原状。

标本 LY03-26,三棱大尖状器(手镐),毛坯

为一石英岩厚石片(图三 , 4),石片背面仍保留

砾石面 ,沿石片两侧由背面向腹面加工 ,两面的

修疤在腹面形成一纵向棱脊 ,贯穿石器纵轴 ,和

三棱尖状器很相似 , 石器的长宽厚为 11.8 ×

9.6×5.4厘米 ,侧刃角分别为 58°、70°,尖刃角为

50°,侧刃平直 ,从总体来看 ,一面布满修疤 ,一面

全为砾石面 。

标本 LY03-24,砍砸器(图三 , 5),毛坯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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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色砂岩砾石 ,沿砾石较宽的一端由较平的一

面向另一面用锤击法修理出一平直的刃口 ,修疤

重叠 ,刃缘平直 ,石器的长宽厚为 11×9.7×5厘

米 ,刃角 40°,可称为端刃砍砸器 。

标本 LY03-25,砍砸器 ,毛坯为灰绿色砂岩

砾石 ,从砾石面保留的情况来看 ,应是沿砾石相邻

的一端和一侧用锤击法由较凸的一面向较平的一

面修理出一弧形刃口 ,修疤宽深 ,刃缘较平直 ,修疤

仅占石器表面的 1/5,石器的长宽厚为 12.7×9.5×

4.7厘米 ,刃角 72°～ 75°,可称为凸刃砍砸器。

标本 LY03-31 ,凹缺刮削器(图三 , 7),绿色

砂岩制品 , 毛坯为一左纵裂片 , 裂片长宽厚为

13.2×7.8×2.8厘米 ,在远端修理出一弧形刃

口 ,刃口玄长 2.9厘米 ,玄深 0.5厘米 。

LY09地点

该地点发现的两件石制品均为脉石英 ,包括

一件石核 ,一件石片。

标本 LY9-1, 刮削器 (图三 , 9),长宽厚为

8.6×7.2×3.6厘米 ,在石片的远端用锤击法修

理出一刃口 ,修疤较浅 ,仅占 1/10 ,疤痕宽浅 ,刃

缘呈锯齿状 ,刃角为 39°。

LY16地点

标本 LY16-1,石核(图三 , 8),原料为石英

岩 ,石器长宽厚为 10.6×9.6×6.2厘米 ,石核上

1⒊为自然面 , 1 /2为片疤 , 2个台面均为自然面 ,

台面角为 87°、90°,两个工作面上遗留有 6个石

片疤 ,但因相互叠压均不完整 ,比较完整的两个

长宽分别为 4.7×3.4厘米和 3.0×4.2厘米 ,均

呈梯形 ,从片疤的阴痕来看 ,打击点和放射线十

分清楚 ,应为锤击石核 。

标本 LY16-2,石核 ,原料为石英岩 ,长宽厚

为 13.5×13×7.8厘米 ,石核上仅有 1 /10为剥

片面 ,两个台面相互垂直 ,其中一个台面稍作尝

试随即放弃 ,仅留一些碎疤 ,另一个台面剥片多

留下三个片疤 , 最完整的一个片疤长宽为

3.2×4.4厘米 。片疤形态为梯形 ,打击点与放射

线清楚 ,是一件锤击石核。

三 、总结与比较

1.遗址的年代

鉴于黄土在年代断定和环境研究方面的优

势 , 1998年 ,刘东生提出黄土石器工业的概念 ,

主要指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石制品
[ 1]
。根据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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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类型以刮削器 、尖状器 、锥钻等小型工具

为主。

处于华南与华北之间的伊洛河与汾河流域

是两种文化的过渡地带 ,位于洛河上游的洛南盆

地在黄土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地点 ,文化性

质明显具有南方砾石工业的特点
[ 4]
,而处于洛河

下游的北窑遗址虽然也以砾石为原料并具有一

定数量的砍砸器 ,但小石片在石制品中占有重要

地位
[ 5]
。华北南部的丁村

[ 6]
、匼河

[ 7]
、三门峡

[ 8]

以及蓝田
[ 9]
一带的旧石器文化中 ,有砍砸器 、三

棱大尖状器(手镐),也有小石片加工的刮削器 、

尖状器等。

洛宁县发现的这批石制品主要为采集品 ,石

制品种类也主要是石核 、石片 ,而工具的数量少 ,

这为判断文化性质带来了一定得困难 , 但砍砸

器 、三棱大尖状器特点鲜明 ,可能与近邻洛南 、三

门峡以及蓝田 、匼河的文化性质有更多的相似

性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丁仲礼

院士亲自考察了这些遗址 ,对遗址的时代提出了

宝贵意见;文中插图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高虎同

志拍摄 ,特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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