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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洛阳北窑黄土旧石器遗 址 1998 年 发 掘 出 土 的 771 件 石 制 品。石 制 品 出 自 黄 土 地 层 S2

到 L1 底部，相当于 200ka BP to 70—80ka BP，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以 S2 和 S1 中最为丰富，而 L1 底部

和 L2 中较少;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断片，石器数量很少，仅尖状器和刮削器两类;和中国 北

方小石片-刮削器传统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从早到晚，石制品的性质没有明显变化。本文认为北窑遗址属于

一处古人类临时加工石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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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伊洛河流域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在洛阳市北郊瀍河

乡北窑村发现一处黄土旧石器文化遗址，地理坐标为 34°42′24″N，112°28′46″E，北距黄河约

150km。

共计发掘面积为 380m2 ，分为六个探方。其中 T1、T6 的发掘面积分别为 50m2 ，T3、T4 分

别为 100m2、T2、T5 各为 40m2 ，各探方均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石制品。初步研究后，学者对北

窑遗址的文化性质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北窑遗址的石制品既有南方砾石工业的特征，又有

北方石片工业的特征，处于南北旧石器文化的过渡地带
［1］;二是石制品从早到晚存在由大

向小的转变
［2］。这说明，北窑遗址不仅对研究中国南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而且对于研究

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过渡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北窑遗址的石制品并没有

进行过系统研究，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北窑遗址 98 年发掘的这批材料进行全面整理。

1 地层与年代

北窑遗址的地貌位置属于洛河的支流瀍河南岸的第三级黄土堆积阶地，高于现代河床

20 多米。2007 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重新发掘时，对

遗址所在阶地的黄土地层进行了详细研究，并仔细对比了黄土地层与 1998 年发掘的考古地

层之间的对应关系:

1. 耕土层与扰土层，厚 0. 3m—0. 4m。
2. 古土壤层，由 上 而 下 颜 色 逐 渐 变 浅，显 然 其 上 半 部 被 扰 土 层 破 坏，估 计 为 S0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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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5m—0. 65m。
3. 浅黄色黄土，厚约 6. 4m—7m。根据黄土中含有两层薄层弱发育古土壤可以将土壤

分为 5 个小层，各层均有少量旧石器发现。
3-1. 黄土层，土壤中包含较多的钙丝和钙质结核，厚 1. 2m—1. 6m;

3-2. 古土壤，上部含较多的料礓，下部红褐色，土质结构致密，成壤作用明显，但明显弱

于第 2 层。厚 0. 8m;

3-3. 黄土，结构疏松多孔，含钙丝和钙质结核，厚 0. 9m—1. 2m;

3-4. 古土壤，土质结构致密成块状，中间有 0. 2m 土壤发育明显，厚 0. 8m—1m;

3-5. 黄土，土质结构疏松，淡黄色，包含钙丝和钙质结核，越往下部越多，厚 2. 4m;属于

这个阶段的考古地层仅有 98T6②。
4. 棕红色古土 壤，厚 约 2. 2m，属 于 这 个 阶 段 的 考 古 地 层 有 98T1②、98T1③、98T5②、

98T6③。
5. 灰黄色黄土，底部含钙结核，厚约 2. 4m，包括 98T1④、98T1⑤、98T5③、98T6④。
6. 深灰色黄土，厚约 2. 2m，包括 98T1⑥、98T1⑦、98T1⑧、98T5④、98T6⑤。
7. 棕红色古土壤，厚约 2. 0m，属于这个阶段的有 98T1⑨、98T2②、98T2③、98T4②、98T4

③、98T5⑤。
根据笔者的研究，各探方考古地层的地质年代分别为:第 2 层相当于 S0，第 3 层相当于

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2—4 或 L1 ，第 4 层相当于阶段 5 或黄土地层的 S1 ，第 5 层相当于阶段 6

或黄土地层的 L2 ，第 6、7 层相当于阶段 7 或黄土地层的 S2
［3］( 表 1)。

表 1 北窑遗址各考古地层的地质年代对比表

Tab. 1 Correlation of Geological layers and Archeological Layers of the Beiyao site

MIS
阶段

黄土

地层

绝对年代

(Ka BP)
地层

98 年发掘的地层

98T1 98T2 98T3 98T4 98T5 98T6

4 L1 下部 50—75 3—5 ②
5 S1 75—128 4 ②、③ ② ③
6 L2 128—185 5 ④、⑤ ③ ④
7 S2 185—242 6、7 ⑥、⑦、⑧、⑨ ②、③ ②、③ ②、③ ④、⑤

2 石制品研究

每个探方的地貌部位和发掘的深度不同，所包含的地层也不一样，经过对比，我们将全

部石制品分为四个阶段，其中阶段 7 地层，在 98T1—T5 五个探方中都有，阶段 6 和阶段 5 地

层在 98T1、98T5、98T6 三个探方中有，阶段 4 地层只出现在 98T6 中( 表 2)

2. 1 出自 S2 的石制品

出自 S2 的石制品包括 98T1 的⑥、⑦、⑧、⑨层，98T2—T4 的②、③层以及 98T5 的④、⑤

层，98T6⑤层，发掘面积 330m2 ，共发现石制品 629 件，其中石核 39 件;石片 168 件;石器 10
件;断块与断片 400 件，其中右裂片 10 件，左裂片 17 件;未经加工的砾石 12 件。主要石制

品大小测量结果见表 3。
2. 1. 1 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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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件石核中，除一件为砸击石核，其余 38 件均为锤击石核( 表 4)。

表 2 北窑遗址各阶段的发掘面积、石制品的数量及种类

Tab. 2 Excavated area，amount and category of artifacts unearthed in different stage of the Beiyao site

MIS
阶段

绝对年代

(Ka BP)

地质

地层

发掘面积

(m2 )

分类

砾石 石核 石片 断块断片 刮削器 尖状器 石锤

4 50—75 3—5 50 1 1
5 75—128 4 140 8 10 50 1
6 128—185 5 140 2 11 57 1
7 185—242 6、7 330 12 39 168 400 8 1 1

表 3 北窑遗址 S2 层石制品长宽厚的测量统计表

Tab. 3 Statistical Table of Artifacts Size from S2 of the Beiyao site

项目

类型
最大值( cm) 最小值( cm) 平均值( cm) 标准偏差值( cm)

石核 12. 5 × 9. 1 × 7 2. 6 × 5. 5 × 3. 95 8. 8 × 13. 5 × 10 2. 4 × 2. 3 × 1. 9

石片 9. 7 × 6. 8 × 2. 0 1. 9 × 3. 1 × 1. 0 4. 3 × 4 × 1. 5 1. 5 × 1. 3 × 0. 7

断块 8. 8 × 6. 8 × 2. 3 0. 83 × 0. 96 × 0. 33 3. 6 × 2. 7 × 1. 2 1. 6 × 1. 3 × 0. 6

刮削器 9. 0 × 9. 0 × 3. 5 3. 6 × 4. 7 × 1. 2 5. 6 × 4. 5 × 2. 8 2. 3 × 2. 2 × 1. 0

表 4 北窑遗址 S2 中锤击石核的主要特征

Tab. 4 Main features of the hammering cores in S2 of the Beiyao site

石核

特征

石核类型 原料 台面

单台面 双台面 多台面 盘状 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 脉石英 自然 打击

平均工

作面数
打击点

数量 18 5 9 6 5 5 25 3 43 32
% 47. 4% 13. 2% 23. 7% 15. 8% 13. 2% 13. 2% 65. 7% 7. 9% 57. 3% 42. 7%

1. 13 清楚

石核

特征

台面角( 可测量的共 75 个) 片疤比 片疤形状( 完整片疤 102 个)

≤70° 70—90° ≥90° ≤25% 25—50% 50—75% ≥75% 扇形 梯形 不规则

打击泡

印痕
放射线

数量 14 34 26 9 16 9 4 32 48 22
% 18. 6% 45. 3% 34. 7% 23. 7% 42. 1% 23. 7% 10. 5% 31. 4% 47. 1% 21. 6%

明显
比较

清楚

T1⑦:176，盘状石核，原为一扁平状的砂岩砾石，尺寸为 10cm × 8. 8cm × 4. 9cm，虽然只

有 50% 的表面被剥片，但剥片者沿着砾石边缘一周进行交互打击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是一

种比较复杂的剥片技术( 图 1:10)。
T2③:21，盘状石核，原料为砂 岩，大 小 为 12. 1cm × 10cm × 3. 7cm，呈 扁 平 状，一 面 保 留

砾石面，另一面沿砾石周边剥片。类似的石核还有 3 件，只是大小略有差别( 图 1:9)。
从统计数据来看，多是在附近的河床中选取砾石后，在适合打片的部位使用锤击法直接

打片，当这个工作面不适宜于打片时，随即放弃，很少使用转向打法，从不对台面进行修整，

原料的利用率较低，这表现在所有石核都多多少少留有砾石面，自然台面占多数，有些片疤

仍保留扇形，但遗留下的台面角都比较大，不适于继续剥片。但是，从出现的盘状石核来看，

石器制作者在需要时也具备较复杂的打片技巧，可能由于石器原料比较充分，他们无须过分

追求这种技术。
2. 1. 2 石片

在 168 件石片中，锤击石片 167 件( 表 4) ，砸击石片 1 件。

·51·



人 类 学 学 报 30 卷

表 5 北窑遗址 S2 锤击石片的主要特征

Tab. 5 Main features of the scrapers in S2 of the Beiyao site

石片

特征

原料 石片角 台面 打击点 打击泡 放射线

脉石英 砂岩
石英

砂岩
石英岩 最小 最大 平均 自然 打击 清楚 不清楚 突出 不突出 清楚 不清楚

数量 14 37 11 105 92 131 1. 6. 7 63 107 133 34 87 80 105 62

% 8. 4% 22. 2% 6. 6% 62. 8% 37. 1% 62. 9% 79. 6% 20. 4% 52. 1% 47. 9% 62. 9% 37. 1%

石片

特征

背脊 背面片疤 石片形状

无
多脊

多疤

横向

1 条

斜向

1—3 条

纵向

1—2 条
Y 型 全片疤 无 部分 长型 宽型

两侧

平行

数量 47 33 9 27 47 4 125 12 30 96 71 28

% 28. 1% 19. 8% 5. 4% 16. 2% 28. 1% 2. 4 74. 9 7. 1 18 57. 5 42. 5 16. 8

从石片的技术指标来看，和石核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以锤击法直接打片，但没有固

定的程序。个别标本虽然形态规整，但从石片的背脊来看，并不是以一种固定的程序剥取，

应是偶然而为，况且数量十分稀少。
2. 1. 3 工具

阶段 7 共发现工具 10 件，其中 8 件为刮削器，1 件为尖状器，1 件为石锤。
8 件刮削器中，原料为石 英 岩 的 6 件，占 75% ;脉 石 英 2 件，占 25%。毛 坯 为 石 片 的 6

件，占 75% ;断块 2 件，占 25%。7 件为单刃刮削器，1 件为双刃刮削器，加工部位位于石片

右边的 3 件，左边的 2 件，远端 1 件，4 件为直刃刮削器，2 件为凹刃刮削器，1 件为凸刃刮削

器，1 件为直-凹刃刮削器，工 具 全 部 采 用 锤 击 法 加 工，其 中 向 背 面 加 工 4 件，向 腹 面 加 工 2
件。疤痕特征 7 件为宽深疤，占 87. 5% ;1 件为宽浅疤，占 12. 5%。修疤比均小于 50% ，刃

缘 1 件较为平齐，占 12. 5% ;其余均不平齐占 87. 5%。工具的平均长宽厚为 5. 6cm × 4. 5cm
× 2. 8cm，刃角平均为 60. 1°。

T4②:89，直刃刮削器，毛坯为脉石英断块，宽浅修疤，修疤比为 25% ，刃缘基本平齐，大

小为 3. 6cm × 4. 7cm × 1. 2，刃缘长 2. 8cm，刃角 54°( 图 1:12)。
T1⑨:208，小三棱尖状器，毛坯为一石英岩断片，以锤击法加工，疤痕宽浅，修疤比左侧

为 60% ，右侧 为 100% ，大 小 为 5cm × 3. 9cm × 2. 1cm，两 侧 刃 角 分 别 为 52°、69°，尖 刃 角 为

63°( 图 1:17)。
T1⑥:20，石锤，原料为石英岩，大小为 11. 6cm × 7. 3cm × 5. 8cm，毛坯为一长条形砾石，

在砾石长轴的一端有 1 个石片疤。
2. 1. 4 断块与断片

断块与断片在北窑遗址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共有 400 件，占石制品的 63. 6% ，其中原料

为石英岩的 197 件，占 49. 2% ;脉石英 102 件，占 25. 5% ;砂岩 85 件，占 21. 3% ;石英砂岩 16
件，占 4%。
2. 2 出自 L2 的石制品

属于这个阶段的石制品出自 98T1④、98T1⑤、98T5③、98T6④，发掘面积 140m2 ，出土石

制品包括石核 2 件，占 2. 8% ;石片 11 件，15. 5% ;刮削器 1 件，占 1. 4% ;断块与断片 57 件，

占 80. 3% ;共计 71 件。其中锤击石片的技术特征如表 6。
T6④:96，多台面石核，石核的大小为 5. 1cm × 9. 1cm × 6. 6cm，三 个 台 面 全 部 为 自 然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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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洛阳北窑遗址出土石核与石片

Fig. 1 Cores and flakes unearthed from the Beiyao site
石片( flake) :1. T1⑥:60;2. T4⑥:107;3. T4②:3;4. T6④:107;5. T6③:39;6. T4②:38;石核:7. T6③:42;8.

T6③:11;9. T2③:21;10. T1⑧:176;刮 削 器 ( scraper) :11. T6④:112;12. T4②:89;13. T1⑥:109;14. T6④:

79;15. T4③:112;16. T6③:9;尖状器( point) :8. T1⑨:208

面，台面角分别为 87°、74°、69°，石核表面遗留有 17 个剥片疤，占石核表面的 60%。
T6④:112，凸刃刮削器，大小 为 3. 7cm × 7. 7cm × 2. 9cm，毛 坯 为 一 石 英 岩 打 制 的 石 片，

在石片的右边由背面 向 腹 面 修 理 出 一 弧 形 刃 缘，修 疤 宽 浅，不 平 齐，修 疤 比 为 20% ( 图 1:

11)。
57 件断块与断片 中，脉 石 英 20 件，占 35. 1% ;砂 岩 5 件，占 8. 8% ;石 英 砂 岩 2 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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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石英岩 30 件，占 52. 6%。

表 6 北窑遗址 L2 锤击石片的主要特征

Tab. 6 The main features of scrapers in L2 of the Beiyao site

石片

特征

原料 石片角 台面 打击点 打击泡

脉石英 砂岩 石英岩 最小 最大 平均 自然 打击 清楚 不清楚 突出 不突出

数量 1 4 6 74° 128° 108° 4 7 10 10 1
% 9. 1% 36. 4% 54. 5% 36. 4% 63. 6% 90. 9% 9. 1% 90. 9% 9. 1%

石片

特征

背脊 背面片疤 石片形状 放射线

无背脊 多脊多疤 1—2 条斜背脊 全片疤 全自然面 长 > 宽 长 < 宽 不清楚 清楚

数量 1 5 5 10 1 4 7 1 10
% 9% 45. 5% 45. 5% 90. 9% 9. 1% 36. 4% 63. 6% 9. 1% 90. 9%

2. 3 出自 S1 的石制品

该阶段发掘面积 140m2 ，石制品出自 98T1②、98T1③、98T5②、98T6③，共发现石核 8 件

( 表 7) ，石片 11 件( 表 8) ，刮削器 1 件，断块断片 50 件，共计 69 件。

表 7 北窑遗址 S1 锤击石核主要特征

Tab. 7 The main features of hammering cores in S1 of the Beiyao site

石核

特征

石核类型 原料 台面

单台面 双台面 多台面 盘状 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 脉石英 自然 打击

平均工

作面数
打击点

数量 5 3 8 10 5
% 62. 5% 37. 5% 100% 66. 7% 33. 3%

1. 6 清楚

石核

特征

台面角( 可测量的共 8 个) 片疤比 片疤形状( 完整片疤个)

≤70° 70—80° 80—90° ≤20% 20—40% 40—60% 扇形 梯形 不规则

打击泡

印痕
放射线

数量 1 2 5 1 3 4 4 0 4
% 12. 5% 25% 62. 5% 12. 5% 37. 5% 50% 50% 50%

明显
比较

清楚

T6③:11，石核，大小为 6. 5cm × 8. 2cm × 7. 2cm，片疤比为 40% ，共有 3 个台面，自然台

面 1 个打击台面 2 个，工作面 3 个，遗留 7 个石片疤，片疤的形态呈扇形，打击点、打击泡阴

痕、放射线均比较清楚( 图 1:8)。

表 8 北窑遗址 S1 锤击石片的主要特征

Tab. 8 The main features of scrapers in S1 of the Beiyao site

石片

特征

原料 石片角 台面 打击点 打击泡

脉石英 砂岩
石英

砂岩
石英岩 最小 最大 平均 自然 打击 清楚 不清楚 突出 不突出

数量 1 1 1 8 91 134 113 5 6 11 9 2
% 9. 1% 9. 1% 9. 1% 72. 7% 45. 5% 54. 5% 100% 81. 8% 8. 2%

石片

特征

背脊 背面片疤 石片形状 放射线

无背脊 多脊 横背脊 斜背脊 全自然面 全片疤 长 > 宽 长 < 宽 清楚 不清楚

数量 7 1 1 2 3 8 4 7 6 5
% 63. 6% 9. 1% 9. 1% 18. 2% 17. 3% 72. 7% 36. 4% 63. 3% 54. 5% 45. 5%

T6③:39，，石片，原料石英岩，大小为 5. 4cm × 3. 3cm × 1. 6cm，石片角 101°，自然台面，

有背脊( 图 1:5)。
50 件断块断片中，原料为脉石英 15 件，占 30% ;砂岩 8 件，占 16% ;石英砂岩 3 件，占

6% ;石英岩 24 件，占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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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北窑遗址 S1 石制品长宽厚的测量统计表

Tab. 9 Statistical Table of Artifacts Size from S1 of the Beiyao site

测量项目

石制品
最大值( cm) 最小值( cm) 平均值( cm) 标准偏差值( cm)

石核 5. 7 × 8. 9 × 12. 3 5. 1 × 7. 6 × 4. 1 5. 5 × 8. 4 × 6. 8 0. 7 × 0. 6 × 2. 7

石片 5. 6 × 5. 3 × 1. 1 2. 6 × 1. 8 × 1. 1 3. 6 × 3. 5 × 1. 4 1. 2 × 1. 1 × 0. 5

断块 9. 5 × 8. 6 × 6. 8 1. 1 × 0. 9 × 0. 4 3. 0 × 2. 3 × 1. 4 1. 8 × 1. 7 × 1. 2

2. 4 出自 L1 下部的石制品

该阶段仅出自 98T1②，只有 2 件标本，一件为石片，一件为断块。发掘面积仅 40m2。
T6②:2，石片，原料为石英岩，大小为 4cm × 3. 6cm × 1. 4cm，石片角 124°，台面为小型打

击台面，石片背面有 6 个片疤构成复杂背脊;石片腹面打击点清楚，放射线和打击泡阴痕明

显。

3 文化特征

通过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到北窑遗址的石制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制作石器的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砂岩、石英砂岩、脉石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石

料在遗址附近瀍河河床上都能找到。
2. 剥片技术有一些共同点，如均采用硬锤直接打片方法，主要使用锤击法，偶尔使用砸

击法;不进行石核预制，也很少采用转向打法，因此石核的利用率较低;从石片的背脊来看，

与纵轴平行的背脊 51 件，占 26. 8% ，但构成这些背脊的片疤方向复杂;无背脊或背脊为多

脊多疤、横脊、斜脊的石片有 139 件，占 73. 2% ;显然石片生产者没有利用背脊控制石片的

形状。对石片形状的统计也正是这样，规整的、两侧平行的石片数量很少。但也有一些不同

点，在 S2 地层中已经出现的盘状石核，在其他地层中却没有出现。另外，从盘状石核的出现

来看，石器制作者可能也具备较复杂的打片技巧，只是由于石器原料比较充分，他们无须过

分追求这种技术。
3. 石制品组合中以石核、石片、断块与断片为主，石制工具占很少的比例。860 件石制

品中，石核 50 件，占 5. 8% ;石片 190 件，占 22. 1% ;断块与断片 608 件，占 70. 7% ;工具 12
件，仅占 1. 4% ，不见砍砸器、手斧等重型工具，只有刮削器、尖状器等轻型工具。

4 问题与讨论

关于北窑遗址的文化性质，学者曾经有过专门论述。吕遵谔先生认为，在洛河的上游和

下游的一些旧石器地点中曾经发现了一些南北旧石器交流的迹象，但材料很少，北窑的发现

丰富了该问题的研究材料;张森水先生认为该遗址石器制作技术具有明显的南方旧石器文

化的某些特征，而石制品的形态属于北方旧石器文化传统
［1］。即从空间上来看，北窑遗址

的石制品既有北方石片石器的特征又有南方砾石石器的某些特征，具有过渡区的文化特征。
首先，北窑遗址和南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认为北窑遗址处于南北旧石器文化过渡区

的结论，主要基于根据石器工业的特征将中国旧石器划分为南北两个系统的理论，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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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砾石工业，主要位于中国南方东部的红土地区，主要特征有:1) 直接以砾石为坯材加工成

各类工具，很少对片状坯材进行加工;2) 石器类型多为重型工具包括砍砸器、手斧、手镐、斧

状器、石球等。另一个为石片工业，主要位于北方的黄土地区，主要特征是:1) 生产石器的

坯材主要为石片;2) 石器类型主要为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钻等
［4—6］。二者的核心区别

是砾石工业中的工具是用砾石直接加工而成，而石片工业中的工具是首先剥取石片，然后用

石片加工成各类工具。位于黄土高原东南部的洛阳北窑遗址，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正好位于

二者的过渡地带，制作石器的原料主要取自瀍河的石英岩、砂岩、石英砂岩、脉石英砾石，用

锤击法剥片，但南方砾石工业常见的砍砸器、手镐、手斧等重型工具没有发现，而主要为北方

旧石器工业中常见小石片、刮削器、尖状器。从这个角度来看，北窑遗址的石制品可能具有

更多的北方石片工业的色彩。
其次，关于石制品时序性变化特征。总体来看，从 S2 到 L1 下部，石制品的特征没有明

显变化。通过比较石制品数量较多的 S2 和 S1 中石制品的大小，可以看出，除了石核的平均

大小有一定的差别外，其他测量指标没有明显区别;再比较二者的标准偏差值，S2 中确有少

数石核体积较大。但这种区别可能仅仅是一种偶然因素，因为 S2 中发现的石核有 39 件而

S1 中只有 8 件，在 39 件石核中出现几件体积较大的石核，还不能说明文化性质发生了根本

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石制品的大小有着特别的含义，一般大石

器主要是指石器类型以砍砸器、手斧等重型工具为主，而所谓的小石器主要是指石器类型上

以刮削器、尖状器等轻型工具为主，而不是仅仅指石制品体积的大小，比如，我们通常将贾兰

坡先生的两个传统理论称为大石器传统和小石器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窑遗址虽然延续

时间很长，但文化性质并没有质的变化。另外，对石制品大小的统计虽然也是旧石器研究的

一项重要内容，但其目的更多是判断遗址的埋藏类型，比如，原地埋藏的遗址，石制品中尺寸

较小的的废片、碎屑等保存较多;而在异地埋藏的遗址中，这类石制品保存较少。
再次，影响石制品文化性质的因素很多，其中遗址的使用功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已经有很多论述。例如，Isssc 曾经将遗址的功能分为四种类型:A 型，

遗址主要为石制品，分布密度很高，而动物化石很少;B 型，主要为动物化石，石制品很少;C
型，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均很丰富;M 型，有丰富的动物化石，而且化石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

但缺少石制品。分别代表石器加工场、狩猎地点、中心遗址和屠宰场等
［9］。从北窑遗 址 的

石制品构成来看，断块、石片等初级产品居主导地位，而成品很少，遗址中只有很少量的化

石，很难把它看成是屠宰场或中心遗址，很有可能是石器制作场所，即 A 型遗址，很大一部

分断块与断片甚至石片应该是加工石器时产生的废片。
目前，伊洛河流域已发现多处旧石器遗址，旧石器文化面貌十分有趣，位于洛河上游的

洛南盆地以及卢氏、洛宁一带，砾石工业的特点十分明显，大型的砍砸器、手斧、手镐等重型

工具比较常见，但这些地点多为采集地点，没有进行过系统发掘
［10］;而在洛河下游的洛阳北

窑遗址石制品主要为初级产品，不仅上游常见的重型工具没有发现，连刮削器、尖状器等轻

型工具也不多见;巩义洪沟遗址石制品特征和北窑相似，但同时还包含有大量的动物化石;

而在洛河上游的龙牙洞遗址，虽然不见重型工具，但轻型工具如刮削器等则占有一定的比

例，同时还包含有大量的动物化石、用火遗迹
［11］，且又属于洞穴埋藏。按照这个标准，龙牙

洞无疑属于中心遗址，而洛南地区的旷野遗址、北窑遗址和巩义洪沟遗址可能都属于临时活

动遗址，当然，这些临时性遗址的功能也可能不尽相同，这一点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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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one Artifacts Unearthed in 1998 from
the Beiyao Loessic Paleolithic Site，Luoyang City

LIU Fu-liang1 ，DU Shui-sheng2

(1 . Luoyang Culture Relics Team，Luoyang 471023; 2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som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unearthed in 1998 from the Beiyao
Loessic Paleolithic site located in Luoyang City. The artifacts are found from layer S2 to L1 of the
loess deposits，with an absolute chronology from over 200ka to 70-80ka BP. Layer S1 and S2 are
full of stone artifacts，while layer L2 and L1 have less cultural materials. According to a
stratigraphic study，there are no distinct changes in stone tool characteristics from layers S2 to L1 .
The artifacts include cores，flakes，debris，and a few formal tools such as points and scrapers.
These tool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flake － scraper tradition of northern China，and different from the
pebble industry in southern China.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Luohe Valley
and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animal fossils are scarce in the deposit，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Beiyao site is probably a temporary stone-artifact manufacturing site.

Key words: Beiyao; Loessic Paleolithic; Site function; Human behavior; Early and Middle
Paleoli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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