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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晚期

文化遗址的古环境背景�）

莫多闻 徐海鹏 杨晓燕 朱忠礼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北京，������）

摘 要 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址，是在北京平原的首次发现。依据对

遗址区剖面中段（包含了上下两个文化层）沉积样品的沉积相特征以及粘土矿物、化学元素和孢粉

等古环境指标的分析，探讨了� �万年前后至� �万年前后古环境的演变过程。古人类活动遗址

所处地貌部位为古永定河冲积扇的河间冲积平原。古环境分析表明，文化层出现前后的这一段时

期，一直以干冷气候为主，草本花粉占绝对优势，中后期温湿度有所增加，尤其上下文化层之间曾

有一个短暂而明显的较为温湿的时期，出现了温带森林草原景观。在下文化层形成之后，由于气

候转湿，河流水量增加，洪泛加剧，古人类活动范围有可能限于其他地势较高的地区，后期气候又

有所变干，古人类活动才又涉足本区，因而形成上下两个文化层。晚更新世晚期干冷气候背景下，

古人类活动遗址在北京、内蒙和黑龙江等地的发现表明，当时的古人类已具有能抵御干冷气候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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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活动遗址，是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在北京平

原地区的首次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尤其平原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面貌、古人类活动特征、

古环境背景及其演化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自����年底发现以来，引

起了考古和地学界等多方面学者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已有学者对该遗址发

现的重要学术意义、遗址和文化层的地层与时代以及遗址所处的古地貌环境等进行了研究和

论述［���］。本文试图依据遗址区剖面沉积样品的粘土矿物、化学元素、有机质含量和孢粉等古环

境分析结果，对当时人类活动的古气候背景及其他古环境特征的演变作一初步的探讨，为深入认

识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面貌和人类活动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供必要的依据。

� 遗址地理位置、地层与沉积相

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大街南口东侧，古人类活动遗址文化层即

万方数据



发现于东方广场建筑工地基坑东南部。基坑开挖揭露出地层厚度约���。上部近���为全

新世次生黄土和人工填土，下部可见���多晚更新世中晚期河流相含砾砂层，中部含文化层

的地层是一套以粘土质粉砂为主的沉积，埋深������������，总厚度�����。本文主要对

含文化层的中部沉积段进行了古环境分析。该沉积段岩性可划分为�层（图�），自上而下描

述如下：

图� 粘土矿物百分含量曲线

��	
� ��������������������������	�

（�）灰色粘土质粉细砂，含钙质结核和钙质条带，厚������。

（�）灰色粗砂，上部稍细，有较大的钙质结核，厚������。

（�）厚层的粘土质粉细砂夹薄层的粉砂质粘土，分上、中、下�个部分，总厚度�������。

上部（������������）是东方广场遗址的上文化层，沉积物为灰色的粘土质粉砂和一薄层灰

色的粉砂粘土，中间夹有�层薄薄的炭层，炭层之下有少量的石器、动物骨骼。中部（������

������）为浅黄色粘土质粉、细砂夹锈黄色斑块，偶见斜层理。下部（������������）为遗址

下文化层，发现的石器和动物骨骼较上文化层多，沉积物为颜色由灰色至黄灰色的粘土质粉

砂，夹有细小的白色条纹和斑点，底部白色条纹增多，富云母。

（�）灰色粉砂、细砂质粘土夹薄层灰色中、细砂，底部有锈黄色斑块，厚������。

� 古环境分析

在含遗址剖面的中部沉积段上，由上至下共采得��个样品，各采样点如图�所示。对这

些样品分别做了粘土矿物半定量分析、化学元素含量分析和孢粉分析，其结果分别介绍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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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土矿物分析

对剖面中沉积样品的粘土矿物进行了�衍射半定量分析，主要粘土矿物蒙脱石、伊利石、

高岭石和绿泥石的百分含量（质量分数，下同）随剖面的垂直变化如图�所示。

由图可见，粘土矿物组合以伊利石为主（含量在�������之间），蒙脱石（�������）

和高岭石（�������）含量则比较低，表明气候干冷。但整个剖面中粘土矿物含量还是有所

变化的。下部（深�����������	）伊利石含量较高，蒙脱石和高岭石含量相对较低，反映气

候较为干冷；中部（深���
�������	）伊利石含量逐渐降低，并在��号样品中达到极值

（���），同时，蒙 脱 石 和 高 岭 石 含 量 逐 渐 有 所 增 加，反 映 气 候 较 下 部 相 对 暖 湿；上 部（深

���������
�	）伊利石含量又开始增高，蒙脱石和高岭石含量降低，反映气候又进入相对干

冷的阶段。

��� 沉积物化学元素及有机质含量分析

对从沉积物样品中提取的粘粒（粒径������		）进行了化学元素组成分析。各种元素

的质量百分含量列于表�，其含量随剖面深度的变化见图�。

表� 沉积物化学元素及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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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即硅铝比，被称为风化系数，能比较好的反映古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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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部分氧化物、有机质质量分数和�值曲线

����� ����	
����
�
���	�，
�������	����	��	���	������	

的温湿程度。剖面下部�值较大，在���上下波动，反映气候较为干冷。中部� 值较小，反

映气候较为暖湿，尤其位于中上部的������个样品的� 值最小，似乎代表一个较为明显

的温湿阶段。上部�值介于下部和中部之间。

�和�属化学性质活泼的元素，在温湿气候下易流失，显示出较低的含量，反之则显示

出相对较高的含量。剖面中���和���的含量以下部最高，代表较为干燥的气候，中部和上

部含量较低，表明气候相对较为温暖湿润。

有机质含量以烧失量为代表，在剖面中有由下往上增加的趋势，中部有一突出的峰，可能

代表较高的生物产量和较为暖湿的气候。而上部较高的有机质含量可能与冷湿气候下有机质

的分解缓慢有关。

��� 孢粉分析

通过对��个样品的孢粉分析，共得孢粉��� 粒，单个样品所得孢粉在�!�����粒之

间，包括��个 科 属，以 喜 干 冷 的 植 物 为 主。木 本 主 要 有 松（�����）、云 杉（�����）、冷 杉

（	
���）、榆（�������）、桦（������），其 次 是 一 些 栎（�������）、榛（�������）和 个 别 桤

（	����）、鹅 耳 枥（��������）、铁 杉 的 孢 粉。 草 本 与 灌 木 孢 粉 中，蒿（	�������）、藜

（����������）、菊 科（���������）含 量 丰 富，其 次 是 禾 本 科（���������）、石 竹 科

（���������������）、麻黄（�������）和柽柳（������）常见，另外出现的种属还有：唇形科

（��
�����）、毛 茛 科（�������������）、茜 草 科（��
������）、伞 形 科（�
��������）、蓼 科

（������������）、� 草（������）、地 榆（ ��������
�）、黑 三 棱（ ��������）、十 字 花 科

（����������）、白刺（!�������）、香蒲（�����）、莎草（�������）以及豆科（����������）等。图

�是依据该剖面的孢粉分析结果所作的孢粉谱图。根据剖面中孢粉组合的变化可将该剖面的

孢粉谱划分为�个带，各带的孢粉组合特征如下（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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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距地面埋深������������，������处�	测年为（���
�����
）�����，�����

�处�	测年为（����������）�����。该带孢粉组合以草本和灌木占绝对优势，含量在

���左右，其中，以蒿属（���左右）、藜科（���左右）、菊科（���左右）为主，还含少量的禾本

科和石竹科，柽柳、麻黄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含量接近��）。乔木花粉含量很少，总量一般

小于���，且以松、云杉、冷杉等花粉为主，含量一般小于��，还含极少量的桦、榆和柳。其组

合代表一种含少量喜冷的针叶乔木的草原植被，表明当时的气候相当寒冷且比较干燥。该带

组合的下部和上部略有差异，藜科花粉由下部的���减少到上部的���左右，菊科花粉由不

足���增加到���左右，云杉和冷杉花粉各由下部的接近��减少到上部的不足��。表明

上部孢粉组合所代表的气温略有增加。

�带：埋深�����������，仍以草本和灌木占优势，含量达���以上，其中以蒿属（���

左右）、菊科（���左右）等草本为主，藜科花粉明显减少，含量仅有��左右，还出现了少量�

草、伞形科、唐松草、香蒲、莎草、蓼等孢粉。木本花粉有所增加，个别样品含量超过了���。

木本花粉以松为主，云杉、冷杉花粉少见，还出现了少量的桤、栎、朴（�������）、胡桃（���	
��）、

山胡桃（�
�
）、鹅耳枥、漆树等阔叶树种孢粉，并且出现了少量卷柏、单缝孢、三缝孢、小盾壳

孢和盘星藻等孢子。该带的孢粉组合代表了含少量针阔混交林的，以蒿和菊为主的草原植被。

代表了较为温凉和半干旱的气候，温度和湿度与�带相比有所增加。本带孢粉组合上下部有

所差异，喜温湿的木本和草本成分的增加均出现在上部，其中��样品木本含量达到���，表

明曾一度出现了森林草原景观。

�带：埋深������������，������处�	测年为（����������）�����，������处

�	测年为（����������）�����。该带草本和灌木花粉仍占优势（达
��），较�带有所增

加，其中以蒿属（�������）、菊科（���左右）为主，其次是藜（��左右）和少量禾本科、麻黄

的孢粉。木本花粉含量（���左右）和种类都有所减少，其中冷杉消失，云杉少见，有少量桤、

榛、栎的花粉。孢粉组合代表了一种含稀疏针阔混交林，以蒿为主的草原植被，表明气候较�

带相对湿冷，但较�带温湿。

��� 东方广场剖面古环境的综合分析

东方广场基坑地层剖面中段（埋深������������）沉积样品的古环境分析结果，代表的

是���万年前后（（���
�����
）�����以前）至���万年前后（（����������）�����以

后）的环境演变状况。以伊利石为主（���左右）的粘土矿物组合，以草本灌木为主（
��左右）

的孢粉组合和沉积样品的化学分析结果等一致地表明，遗址区周围这一时期的古气候为比较

干冷的气候。反映了北京地区末次冰期及其前后的气候条件。根据剖面中各沉积样品古环境

分析结果的变化，还可看出本地区这一时段内古环境的演变情况。

剖面下部（埋深������������，样品�������），代表距今���至���万年前后（�	年

代（���
�����
）�����以前至（����������）�����以后）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前期，粘

土矿物中伊利石含量、化学元素中的�，��含量、�值（硅铝比），孢粉组合中草本及其中的藜

科花粉含量、云杉冷杉含量等都是最高的，而有机质含量却是最低的，代表寒冷而干燥的气候。

这一时期的后期，藜科花粉明显减少、�值降低和有机质含量增加等多种古环境标志表明，气

候的温湿度都有所增加。

剖面中部（埋深����������，样品������），代表大致距今���至��
万年前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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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的百分含量较少，�值也比较小，而有机质含量较高；粘土

矿物中伊利石含量降低，高岭石、蒙脱石含量有所增加；孢粉中喜旱的藜科花粉含量明显减少，

云杉、冷杉含量减少，出现了少量喜温湿的阔叶树花粉和草本花粉，表明这一时期气候的温湿

度有所增加。尤其这一时期的后期，粘土矿物伊利石含量，化学元素�，��含量和�值，孢粉

中草本花粉含量及其中的藜科花粉含量都达到了剖面中的最低值，有机质含量和木本花粉含

量（最多时超过���）明显增加，并出现了喜温湿的�草、伞形科、香蒲、唐松草等草本花粉和

榆、栎、桤等阔叶树花粉。当时的北京平原曾一度出现了温带森林草原景观，代表一次明显的

暖湿事件。

剖面上部（埋深����	����
��，样品�����），代表大致距今�����	万年前后（��

年代（���������
）������以前至（�	��	�����）������以后）的一段时期。粘土矿物伊利

石含量增加，化学元素中�，��含量有所增加，�值明显升高，孢粉组合中草本和灌木花粉又

超过了��，其中主要是蒿属花粉有明显增加，表明气候又明显变冷。

� 讨论与结论

关于中国北方晚更新世时期的环境演变，前人已作过许多工作。安芷生、卢演俦将
��

万年的黄土分为马兰黄土上、下粗粒层（����、�
）和中部细粒层（����），对应了干冷—凉湿—干冷

的气候变化［	］，周昆叔则将
������的古植被和古气候分为�个大的阶段，植被的演替过程

为暗针叶林—草原性植被—暗针叶林，对应了气候由湿冷—干冷—湿冷的旋回［�］。

关于���	������时段的环境演变研究，孔昭宸、杜乃秋依据北京坟庄剖面的孢粉组

合，提出北京地区距今����时，曾经在丘陵和平原地区繁盛过以云杉、冷杉为优势的针叶林，

在��������左右，进入以蒿、藜和禾本科为代表的草原阶段［�］。陈承惠、林绍孟等对萨拉乌

苏剖面属于晚更新世晚期的�个样品进行的孢粉分析表明，这一时期孢粉含量极少，代表较为

恶劣的气候条件［
］。

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中段沉积样品的古环境分析结果表明，在���万年前后至��	

万年前后的这一时期，一直处于干冷的草原环境，这与上述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由于东

方广场遗址沉积剖面较厚，采集和分析样品较多，使得有可能揭示这一阶段内古气候的更为详

细的演变过程。研究表明，在这一干冷阶段内，中后期的古气候略显温湿一些，尤其值得指出

的是介于上、下文化层之间的一段时期中显示了一个短暂而比较明显的相对较为温湿的时期。

类似的现象在格陵兰冰芯的����浓度曲线［］和陕西榆林剖面����段磁化率曲线［�］都有所反

映。这一温湿事件的精确年代和幅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加以确定。

东方广场人类遗址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其时代大致相当的遗址在中国其

他地区也有发现，如河南安阳小南海（（�	��������）�（���������）��）、宁夏灵武水洞沟

（（���
������）��）、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
	�����）��）、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第五层

（（�	��������）��）、四川铜梁张二塘（（����������）��）等。其中黑龙江阎家岗的时代与东

方广场遗址下文化层接近，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和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第五层的时代和东方广

场遗址上文化层接近。

东方广场遗址古人类活动的时期，正值晚更新世晚期的干冷气候时期。这一事实说明，晚

更新世晚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范围已经很广阔，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已经很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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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克服干冷的气候而繁衍生息。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和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遗址的存在都说

明了这一点。而上下文化层之间气候相对较为温湿的时期，反而未见古人类活动遗迹。这是

因为东方广场遗址位于北京冲积平原地区，当气候干冷，河流水量较小时，古人类可以在河间

地面上活动。当气候转湿，河流水量增加，河水泛滥频繁时，古人类活动范围有可能限于较高

的地貌部位。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课题组成员夏正楷、郑公望、武弘麟、邓辉、岳升阳、万林义等。本文

的化学、粒度数据由中科院地理所沈瑞珍协助完成，孢粉鉴定由河北地理所许清海协助完成，

热释光测年由北京大学城环系地貌教研室郑公望承担。北京市文物所郁金城，中科院古脊椎

所李超荣为野外工作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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