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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繁昌人字洞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与阶段性研究成果是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
背景的研究”课题的重大成果。
繁昌人字洞是本攀登专项唯一新发现的早更新世的文化遗址，也是迄今所知的欧亚大陆最古老的旧石
器文化遗址，其在考古学上和第四纪地质和生物学上的重要意义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石器遗址部分8个遗址之一，其史学和科学价值已渐人人心，由此也引
出一些亟待探讨的问题。
人类起源与文化起源关系、文化发展方向以及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区系及古环境变迁等都需要今后长时
问的研究，只有铢积寸累，才能一步步地达到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较客观的认识。
　　我国有发育的晚新生代陆相沉积或堆积。
它们具有层序连续、沉积类型复杂的特点，其中尤以洞穴、裂隙堆积分布甚广，记录了一系列地质、
生物事件，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的和自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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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遗址的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
人字洞遗址是欧亚大陆最早的旧石器人类文化遗址之一，位于长江以南繁昌县城西南约10km，其中出
土了大量石制品和骨制品，数万件脊椎动物化石标本，包括大量灵长类、保存较完整的锯齿虎、乳齿
象和丽牛等，其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可能为距今200万年～240万年前）。
本书分6章，系统介绍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过程、遗址的地质和地理概况，详细研究了迄今为止在欧
亚大陆最为古老的人工石制品和骨制品，系统记述了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阐明了哺乳动物群的组成
特点和性质，同时讨论了遗址的地质年代及古气候环境等。
人字洞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无疑为亚洲人类早期演化和早期旧石器文化模式及其环境背景的探讨提供了
重要资料。
 　　本书可作为国内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博物馆从事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第四
纪地质学、环境地质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员以及从事自然科学普及的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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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遗址及周边地区新生代地质概况　　第二节　遗址周边地区地貌结构框架　　调查区属
新构造运动长期稳定，具有轻微抬升特点的地区，地貌结构主要由中低山、夷平面、一级阶地、超河
漫滩四部分组成。
　　1.中低山　　本区基本地貌类型属中低山区，海拔约200～300m，组成山地的地层岩性复杂，以古
生代、中生代碳酸岩、硅质岩、砂页岩为主。
山地经长期风化和剥蚀作用，坡地和缓。
灰岩地区发育裂隙和洞穴，其中充填中新世～第四纪的洞穴堆积，人字洞即为其中之一。
　　2.夷平面　　本区发育海拔80m左右的夷平面，构成该区地貌结构的主体。
夷平面从后缘向前缘微微倾斜，前缘高30～40m左右。
顶面狭窄而平坦，延伸可达3～5km。
夷平面后缘的基岩侵蚀面之上发育厚5m左右的砾石层，砾石岩性复杂，有硅质岩、砂页岩、火成岩等
。
一般砾径0.5～1m，其问充填20～30cm直径的砾石。
砾石多棱角状，少量有磨圆，遭受强烈风化，除硅质岩外，其他岩性的砾石均已风化为黏土。
砾石层的表层0.7～1m有被冲刷搬运迹象，砾石间充填红色黏土，砾石仅为硅质角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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