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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角井细石器遗址位于新疆哈密市七角井镇

附近，地理坐标为东经 91°37′42″、北纬 43°29′24″，
海拔 872 米。该遗址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由德日

进、杨钟健发现，①因其中的楔形石核与蒙古戈壁

和北美阿拉斯加等地发现楔形石核具有相似性，②

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③国内一些学者，如王永

炎④、史树青⑤、安志敏⑥、王炳华⑦等先后来到此处

进行过调查。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尽管该遗址早

已耳熟能详，但关于对它的认识却仍停留在 20世

纪 30年代公布的有限的几件标本上。为进一步认

识七角井遗址的文化面貌，我们于 2018年暑期对

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以下即是对这次调查的详细

研究报道。

石制品分类与描述

七角井，是天山中间的一块盆地。地表无水，植

被主要是胡杨、红柳、芨芨、骆驼刺等耐旱、耐盐的植

物。此次调查地点位于七角井镇以东，砂丘地貌，上

有稀疏的灌木丛，面积6000余平方米，石制品多散落

砂丘之间的沟内，分布零散，无聚集现象。发现的文

化遗存均为石制品，共84件。详情见下页表1。
1.石核类

共 4件，其中 2件属细石核毛坯，均选用优质燧

石为原料。XHQ22，船形石核，毛坯为石块，长、宽、

厚为 3.42×1.81×2.28厘米，重 13.9克，台面角 79°，保
留有 3条完整片疤，核体侧缘经过细致修理(图 1：1；
图版 1：2)。XHQ23，楔形石核，毛坯为石块，长、宽、

厚为 3.75×3.61×2.12厘米，重 41.6克，台面角 79°，剥
片面留有较多细石叶疤，核体经过预制修理，底缘经

过细致加工(下页图1：2；图版1：1)。
2.石片类

共 34件，岩质种类较丰富，包括硅质岩(14)、变
质泥岩(8)、石英岩(7)和燧石(5)。类型包括普通石片、

石叶、细石叶和修理石片等。普通石片是指不规则

石片，多由锤击法生成。石叶与细石叶，是指两侧边

平齐，长度是宽度2倍以上的石片。它们都由特定的

技术产生，彼此之间的区别是以一定的宽度为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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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本项研究中采用 1.2厘米作为两者之间的分界

线。⑧修理石片是指为预制修理细石核产生的石片，

因这类石片产生的目的、形态特征比较特殊故将其

区分出来。⑨

(1)普通石片 共22件，其中完整石片有16件，均

属锤击法剥离的石片，台面形状多不规则，石片背面

多为全疤，少数保留部分砾石面。长度在1.52～7.45
厘米之间，宽度在 1.51～7.11 厘米之间，厚度在

0.21～1.71厘米之间，重量在 0.8～48.9克之间，台面

角在 92～119°之间 (图 2：1、4～12、21～26；图版 1：
4～9)。断裂石片有6件，包括近端石片(1)，远端石片

(1)和左侧断裂石片(4)。
(2)石叶 共3件，长度在3.88～7.25厘米之间，宽

度在1.78～2.41厘米之间，厚度在1.01～1.37厘米之

间，重量在 5.8～15.4克之间。(图 2：2～3、13；图版

1：10、12～13)
(3)细石叶 共7件，完整者3件，另4件仅保留中

部，长度在 1.85～3.42厘米之间，宽度在 0.88～1.20
厘米之间，厚度在0.25～0.52厘米之间，重量在0.4～
1.7克之间。背部多保留有1～2条背脊。(图2：14～
20；图版1：11、15～16)

(4)修理石片 共2件，均为预制修理石核台面产

表1 石制品分类一览表

种类

石核类

石片类

工具类

碎片/断块

总计

细石核

细石叶

石叶

完整石片

断裂石片

修理石片

边刮器

端刮器

凹缺刃器

三棱尖状器

石锤

石镞

单刃

双刃

多刃

数量

4
7
3
16
6
2

16
6
2

1
1
1
2
1
16
84

24

百分比

4.76
8.33
3.57
19.05
7.14
2.38

28.57

1.19
1.19
1.19
2.38
1.19
19.05
100

图1 七角井遗址细石核(1.船形细石核；2.楔形细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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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 七角井遗址石制品
1.楔形石核；2.船形石核；3.石锤；4～9.完整石片；10、12～13.石叶；11、15～16.细石叶；

14.三棱尖状器；17～18、20.边刮器；19.石镞；21.凹缺刃器

·· 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5
ARCHAEOLOGY

考 古 学

生的石片。

3.工具类

共30件，包括边刮器、端刮器、凹缺刮器、三棱尖

状器、石锤、石镞等。岩质种类丰富，包括硅质岩(3)、
变质泥岩(22)、石英岩(1)、泥质粉砂岩(2)和燧石(2)等。

(1)边刮器，共 24件，分为单刃、双刃和多刃三

种，毛坯多为石片，以石块为毛坯者仅2件。长度在

1.98～5.45厘米之间，宽度在 1.52～5.51厘米之间，

厚度在 0.61～1.95厘米之间，重量在 2.4～58.9克之

间。刃缘多由压制法修理而成。(图 3：2～4、7、9～
11、13～21；图版1：17～18、20)

(2)端刮器，仅 1件，毛坯为石片，长、宽、厚分别

为 2.01×1.78×0.68厘米，重 2.1克。刃缘由石片的两

侧和底部共同组成，周身采用压制法反向加工而

成。(图3：12)
(3)凹缺刃器，仅 1件，毛坯为石片，长、宽、厚分

别为3.63×4.41×0.88厘米，重14.2克。共有2个相邻

的刃口，均为反向加工而成。(图3：8；图版1：21)
(4)三棱尖状器，仅 1件，毛坯为石块，长、宽、厚

分别为5.18×3.81×2.63厘米，重40.4克。毛坯上有三

条楞脊，每条楞脊都经过加工，风化磨蚀情况严重。

(图3：5；图版1：14)
(5)石锤，共2件，其中1件以砾石为毛坯，长、宽、

厚分别为7.69×4.38×1.56厘米，重78.6克。砾石一侧

较平的平面为工作面，工作面边缘有很多使用留下的

细小疤痕，从疤痕数量来看，该石锤的使用率较高，

侧面较为平坦，风化程度严重。(图3：1；图版1：3)
(6)石镞，仅 1件，毛坯为石块，保留有较多砾石

面，长、宽、厚分别为 4.11×3.56×1.01厘米，重 12.5
克。刃缘经双向加工而成，风化磨损严重。(图3：6；
图版1：19)

4.碎片—断块

共16件，岩质多为变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仅1
件为硅质岩。平均长度 3.75厘米，平均宽度 2.14厘

米，平均厚度1.02厘米，平均重量13.2克。

结语

1.石制品特征

此次调查所得的石制品虽然数量不多，但类型

图2 七角井遗址的石片、石叶、细石叶
石片(1、4～12、21～26)；石叶(2～3、13)；细石叶(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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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丰富。包括细石核、石叶、细石叶、边刮器、端刮

器、凹缺刃器、石锤、石镞、三棱尖状器等。边刮器等

小型类工具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存在端刮器、石

镞等细石器组合中常见的类型。石制品原料包括燧

石、变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硅质岩、石英岩等。细石

核、细石叶、石叶等多选用优质燧石、硅质岩为原料，

工具类石制品多采用变质泥岩为原料(表2)。
从总体上看石制品表面轻度磨蚀者和中度磨蚀

图3 七角井遗址中的工具
1.石锤；2～4、7、9～11、13～21.边刮器；5.三棱尖状器；6.石镞；8.凹缺刃器；12.端刮器

表2 石制品岩质种类一览表

细石核

石片类

工具类

碎片/断块

总计

百分比(%)

细石叶

石叶

完整石片

断裂石片

修理石片

边刮器

端刮器

凹缺刃器

三棱尖状器

石锤

石镞

砾石

硅质岩

3
1
9

1
3

1
18

21.43

燧石

4
3
2

2

11
13.10

石英岩

4
3

1

8
9.52

变质泥岩

1

3
3
1
17
1
1
1
1
1

8
38

45.24

泥质粉砂岩

1

1
7
9

10.71

总数

4
7
3
16
6
2
24
1
1
1
1
1
1
16
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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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占绝大多数，轻度磨蚀者最多，共39件，占石制品

总量的46.43%；中度磨蚀的有21件，占25%；表面无

磨蚀者有 15件，占 17.86%；重度磨蚀者共 9件，占

10.71%。

石制品组合中至少包含了锤击石片技术、石叶

技术及细石叶技术三种形态。虽未发现锤击石核，

但从石片背面多片疤等特点推断，这里的石核利用

率较高。石叶技术发达，发现有长 7.25×宽 2.41×厚
1.37厘米规格的石叶(图 2：2；图版 1：10)。细石核包

括楔形和船形两类，均利用优质燧石为原料，细石叶

薄锐规范，剥片技术较为成熟。

2.遗址性质与功能

石制品中存在着细石核、细石叶、端刮器等细石

器遗存组合中的常见类型，无疑这是一处细石器遗

址。本次调查的石制品中石片类和碎片一断块共有

50件，占石制品总量的 59.52%，其中还包括有一定

数量的修理石片，这与以往相关报道描述的石片和

碎屑占绝对比例的情况是一致的，推断七角井遗址

是一处古人类制作石器和活动的场所。⑩

3.遗址时代与环境

据以往相关学者的研究，因七角井遗址中存在

着柴窝堡遗址中不多见的两面修理技术，故将七角

井遗址归属于晚于柴窝堡类型的新疆细石器发展的

第二阶段，从类型、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此观点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柴窝堡遗址石制品分布于现代湖

岸边1公里左右范围内，据研究，柴窝堡现代湖面最

早形成于距今 9470±80年，因此，七角井遗址也应

晚于这个时代，处于全新世早期。此时正值全新世

大暖期，全球气候转暖，西风带影响减弱，季风带影

响增强，处于天山中间盆地的七角井遗址存在着适

宜古人类生活的条件。

4.问题与意义

本次调查所得的石制品风格与以往相关报道基

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区别，如石制品分布较为零

散，富集程度并不高，未发现圆锥形细石核、两面压

制修理的工具及大型的石核石器，这可能与遗址经过

多次调查有关。哈密地区地处中原与新疆腹地的交

通要道之间，细石器是史前时期中原与新疆文化交流

的重要遗物。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船形细石核，也

见于七角井遗址，因此，加强该地区细石器遗存的研

究对探讨史前时期丝绸之路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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