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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薛关古遗址几个岩土样品的抱粉分析
、

粒度分析及 X 衍射光谱分析
,

讨论 了

薛关遗址的古植被和古气候环境
,

并以此为例
,

探讨了岩土样品的多项分析在环境考古学研究 中

的重要意义
。

关键词 薛关遗址 岩土样品 古环境 环境考古学

近年来
,

在人文科学及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下
,

环境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人类文

化生态环境的综合性新学科
,

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
。

自然环境的优劣变化
,

制约着人

类特别是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群落分布
。

人类在不断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中创造着自

身的文明
,

同时也在不断改造着 自然环境
。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概括起来包括人与生物界

( 植物
、

动物
、

人类社会 )
、

非生物界 ( 地理
、

地貌
、

构造
、

矿物
、

土壤
、

气候
、

水文
、

天

文等等 ) 的关系
。

在发掘古遗址人类文化遗存的同时所进行的古环境研究
,

首先是对地形地

貌
二

地质沟造及水文状况等宏观现象的观测
,

另外
,

采集适当的岩土样品进行综合分析
,

也

是探讨古环境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
。

最近
,

对山西蒲县薛关遗址的几个岩土样品 ( 薛关 5

个岩土样品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 向前 同志提供 ) 的分析
,

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

1 岩土样品的泡粉分析是研究古植被
、

古气候的有效手段

薛关遗址的每个土样中都分离出了抱子花粉
,

分析结果表明
,

薛关一带在古人类活动时

期的植被是以篙
、

葵
、

菊类草木植物为主
,

伴有松
、

榆
、

栋等针叶或落叶阔叶树种
,

属于荒

摸草原或疏林丘陵植被景观
。

抱粉的总体面貌比较单调
,

几乎没有见到北方普遍存在的桦
、

柳等落叶阔叶树
,

说明薛关一带当时的气候条件较现今更为干寒
。

抱粉总含量的丰度变化是

下部层位相对贫乏
,

向上部逐渐丰富
。

虽然在抱粉图式中木本
、

草本
、

及蔽类的比例变化不

大
,

但在木本类植物中落叶阔叶树种的含量 向上部逐渐增加
,

针叶树种则趋于减少
,

提示了

气候逐渐转暖
、

植被渐趋繁茂的趋势 ( 图 1 )
。

此外
,

样品中的禾本科 ( G ar m in e
ae ) 花 粉

,

含量平均为 2 %
,

直径一般仅为 20 卜m 左右
,

几乎没有见到直径大于 30 卜m 的禾本科标本
,

推测当时薛关一带的古人还没有栽培农作物的生产方式
,

考古发掘的各种石器说明当时人类

是以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的
,

篙
、

黎遍布的蔬林草原正是哺乳动物活动的有利场所
,

为人
一

类提供了一定的捕猎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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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薛 关 遗 址 抱 粉 图 式

除了泡子花粉以外
,

岩土样品中往往还保存一些其他微体动
、

植物化石
。

薛关遗址的样
品中就发现了微型软体动物蜗牛化石

,

化石多数 已经破碎
,

个别保存较好的标本壳质极薄
,

白色
,

不透明或半透明
,

有生长纹
,

可能属于对环境广适型的古北区类型
。

样品中还普遍发

现有啮齿类等小型动物骨骼碎块以及许多大小不一形状多变的钙质虫管
。

通过地层中的动物
-

化石来恢复古环境是最有说服力的
,

V
.

L o z e k ( 1 9 6 7 ) 和 G
.

J
.

K u k la ( 1 9 7 7 ) 曾根据黄土地

层 中蜗 牛化石的不 同类群建立了 4 个不同的气候类型 , 哺乳动物化石对 自然环境的反映就更

为客观
。

虽然薛关 的样品太少
,

发现的这些微型动物化石又过于残破而未能做深入的鉴定和

研究
、

真正的研究还需要大量的野外观察和采集
,

但是这些蜗牛及动物骨骸无疑为进一步发

掘动物化石以研究古环境提供了宝贵信息
。

有趣的是
,

在样品中偶然发现了一些浅棕色轮藻

化石
,

轮藻是一种生活于静滞的淡水 ( 或半咸水 ) 中的低等植物
,

常与淡水腹足类或介形虫

共生
,

在一些淡水湖滨区轮藻常可富集成轮藻带
。

在发现轮藻的样品中 ( 2 号样品 )
,

抱 粉

含量并不丰富
,

孩类植物比例也偏低
,

没有见到典型的水生植物
,

轮藻的存在可能是有局部

的小水塘或积水洼坑
,

这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还是古人类 已不满足于只选择靠近河流溪边生

活 以便于饮水
,

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干早的环境和适应四季之中雨量的不均
,

防止旱期河水

千涸而利用坑穴储备饮用水
,

也就是说有了原始
“
窖水

” 的迹象 ? 这无疑需要古人类学者在

考古发掘中寻找更多的人类活动遗迹来予以考证
。

2 岩土样品的无机分析可提供多方面的信息

薛关遗址岩土样品的粒度分析结果
,

为遗址所在地地层提供了严格的岩土命名
,

也为沉

积环境的讨论提供了客观依据
。

粒度分析数据表明
,

所有样品的众数值 均 落 于 。
.

05 一 0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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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n 粗粉砂粒级内
,

其重量百分比平均为 53
.

16 %
,

粒度中值 小值集中于 5
.

n 一 6
.

01 之间
,

毫米值平均为 。
.

0 22 1 m m
。

这种风尘基本粒组的高含量是我国黄土沉积区黄土粒度 组 成 的

特征之一
,

也是风成黄土的一个重要依据
。

大量粉尘的产生
、

扬起和搬运
,

是干冷气候的反

映
,

因此
,

薛关样品形成时期的气候环境是属于较干寒的
。

K d 值是 粗 粉砂 粒 组 ( 。
.

05 一

o
.

01 m m ) 与粘粒组 ( < 。
.

00 5 m m ) 重量百分比的比值
,

它的变化指示了样品物质 来 源 区

的生物
、

气候等环境状况
,

其值较高
,

则常反映干寒的环境
。

薛关岩土样品粒度的 K d 值平

均为 3
.

2 4 8 ,
体现了样品形成环境寒凉少雨

,

风化程度较低
。

衰 1 拉 度 结 构 参 数

样品号

薛一 1

薛一 2

薛一 3

薛一 4

薛一 5

平 均

粒度中值 M d( 句 平均粒径 M减 m m ) 分选系数 S。 粗粉 /粘拉 K d 偏度 S k 众数组中值
( m m ) .

6
。

0 6

5
。

5 7

5
。

7 2

5
。

2 4

5
。

1 1

5
。

5 4

0
。

0 2 4

0
。

0 2 6

0
。

0 2 5

0 。
0 3 2

0
。

0 2 9

0
。

0 2 7

2
。

3 9

1
。

8 6

3
。

0 8

2
。

0 1

1
。

8 1

2
。

2 3

2
。

3 8

4
。

4 5

1
.

7 2

4
。

2 9

3
。

4 0

3
。

2 4 8

0
。

5 9 4

0
.

4 36

0
.

4 4 4

0
。

3 5 3

0
。

15 8

0
。

3 9 7

尖度 K g

l
。

0 6 6

1
.

15 3

0
。

8 8 9

0
,

9 4 4

1
。

0 6 1

1
。

0 2 3

O
。

0 3

O
。

0 3

0
。

0 3

0
。

0 3

3 薛关遗址岩土样品的主要矿物成分及含量

分析结果样品中稳定矿物石英平均含量为 18
.

8 %
,

较稳定的长石平均 为 3 2
.

8 %
,

不稳

定矿物方解石
、

白云石
、

绿泥石等总含量达 40 % 左右
,

这种矿物含量的配比又从这一 个 侧

面反映了少雨和温度偏低的环境
。

提取粒度小于 2 林m 的粘粒进行 X 衍射分析
,

其结果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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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样 X衍射分析计算结果

祥品号

薛一 l

薛一 2

薛一 3

薛一 4

薛一 5

石英 钠长石一 微哥长石
( Q ) (A b ) ( A n )

方解石
( C

a )
白云石

(D o )
绿泥石

( C h )
高岭石

(K )
闪

(M身
伊利石 蒙脱石 黄铁矿 菱铁矿

( F e )

:;

:;

19 10

1 1 15

2 1 19

2 0 15

19 15

1 0

1 0

7

9

1 0

( I ) (M ) ( S )

1 3 8

15 5 2

1 0 3

1 6 5

表 3

样品号

薛一工

薛一 2

薛一 3

薛一 4

薛一 5

粘粒 (《 2卜m ) X R D 分析计算结果

伊利石 蒙脱石 绿泥石 高岭石

利石含量最高
,

平均 47
.

1 %
,

其 次是蒙脱百
-

( 16
.

4 % ) 和高岭石 ( 13
.

2 % )
。

结果见表2卜

表 3
。

对蒙脱石一伊利石
、

蒙脱石
一

高岭石的混

层矿物研究证明
,

这些矿物都具有较强的吸

附水分子的能力
。

蒙脱石的晶体表面及晶胞

之间存在着液态吸附水
,

厚度可为几个 10 “ .
`

至 2 00 x 10
一 “ 。

在晶胞 内还存 在 着 水 结构

04444162422181930166141636826J44555

单元层
,

该层中包 含有束缚态水分子和易于释放的非束缚态水分子
。

在干燥和加温条件下晶

胞似一粒粒微型缓释胶束将非束缚态水分子释放出来
,

使粘土得以保持一定的湿度
。

反之在

潮湿条件下
,

又可以从周围获取水分子以非束缚态储存在水结构单元层间
。

蒙脱石在常温条

件下遇水膨胀
,

就是层间水分子增加 的表象
,

此时水结构层可迅速由 12 x 1 0一 “

一 1 3 x l 。一 “

增

至 16 X 1 0 . 吕

一招 X 1 0
“ 8 .

。

薛关遗址的样品蒙脱石 含 量 较高
,

有的高达 30 %
,

在干勇旱 的 黄

土源区
,

这些样品的土质相对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一些穴居动物的生存
,

泡粉分析结果蒙脱

石含量最高的样品 ( 薛一 1号 ) 花粉含量也最高
。

陕西洛川相应层位黄土中的蒙脱石平均含量

仅 4 %
,

歧山附近相应层位则几乎不含蒙脱石
。

古人选 择薛关一带作为居住地
,

可 能也与谈

区的土质易于抵御干早
,

植物相对丰茂有关
。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
,

薛关遗址的岩土样品仅做了以上几项有机及无机分析
,

尚有许多对

恢复古环境很有利的方法可以使用
。

例如北京大学安太库教授正在研究的植硅石分析 ; 南京
-

师范大学肖家仪对古遗址中水稻植物蛋白石的研究 ; 重矿物的鉴定
、

统计及分析
;
微量元素

-

地球化学方法 , 稀土元素的测定等等
,

特别对古土壤样品的各项有机无机分析
,

可以为恢复

古气候环境提供非常丰富的资料
,

甚至土样中某些石英颗粒的表面结构通过显微镜下的仔细
观察

,

也可以寻找到鲜明的环境条
、
件残留信息

。

因此
,

充分利用这些沉积学
、

矿物学
、

地球

化学等地球科学的研究方法
,

对古遗址的岩土样做全面的综合分析
,

会使环境考古学的研究

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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