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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辽宁海城小孤山史前洞穴遗址的综合研究报告。
小孤山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做过多次发掘，从下部堆积层出土了上万件石制品、一批制作精美的
骨角制品和由40个种组成的含猛犸象一披毛犀的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同位素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万
～1.7万年，涵盖旧石器中期和晚期。
从上部地层中发现新石器人类骨架和陶片、磨制石器等文化遗物，同位素年代为距今9000—4000年。
    本书适合从事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参
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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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理概况与第四纪地质环境　　第二节 第四纪地质环境　　辽东半岛是华北克拉通的一
部分，长期处于抬升剥蚀状态，新生代地质历史记录比较残缺。
第四纪地层不甚发育，至中、晚更新世，山地河流发育较宽阶地，沉积记录较为完整，而小孤山地区
古人类恰值这个时期栖居于洞穴之中，给我们留下难得的史前遗址。
　　1.区域地质背景　　辽东半岛属华北陆块，是我国最古老稳定块体的一部分，当原始地壳开始固
结，形成较为稳定的大陆时，称为克拉通化。
华北陆块在太古界第一次克拉通化，鞍山附近发现38亿年前花岗质岩石，就是这个时期原始壳幔杂岩
体。
元古界华北陆块又经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克拉通化（程裕琪，1994），在此期间，辽东半岛经历了多
次海底火山喷发和碳酸盐沉积，发育了巨厚的前震旦系地层辽河群。
海城至小孤山一带主要出露辽河群的大石桥组碳酸盐岩，以白云质大理岩、方解大理岩、片岩和透闪
变粒岩为主。
整个古生代辽东半岛处于抬升剥蚀状态，未接受沉积。
中生代进入强烈构造构造运动阶段，新华夏系断裂形成并伴有复杂的岩浆活动。
小孤山周边出露的中粗粒花岗岩和似斑状花岗岩即为侏罗纪岩浆活动的产物（辽宁省地质局，1975）
。
此后，辽东半岛经历了白垩纪、古近纪和新近纪长期地壳缓慢抬升时期，半岛广泛遭受切割与剥蚀，
形成了辽东低山丘陵。
至中更新世，地壳开始稳定，山地河流侧蚀加强，形成较宽的河流阶地，同时山麓地带开始发育坡积
物与黄土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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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供从事考古学、地质古生物学、年代学、古人类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师
生参考阅读。
　　本书介绍了辽宁省海城县小孤山洞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情况。
公布了以往发掘获得的珍贵石器、骨器材料，并从地层学、年代学、古动物学以及全新世的遗存和古
人类学等各个方面，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为研究中国史前时代人类生活环境、生存迁徙、演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而详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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