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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石 器 时 代 文 化 遗 址一少

,-- 九八二年八 月
,

我们在卢龙县武山地

区进行新生代地质调查时
,

于闰 各 庄 南 山

(即武山 ) 西北侧发现了两个有大量更新世

堆积物的铜穴
,

当地人称它们为
“

狼嗣
” 。

“

狼碉
”

位于闸各庄公社南 山 滦 河 东

岸
,

地理座标为
:

东经 1 1 8
0

4 7` 、

北纬 39
“

4 5 ,

(图 1)
。

两铜大致呈东西向排列
,

相距四十

米
,

分别高出滦河河床 40 米
、

80 米
。

均产于

奥陶系冶里组灰岩中
。

两闹的现状分别为
:

西铜穴几乎全被充填
,

仅铜顶有一米左右的

空隙
,

目前尚未发掘 , 东铜穴因开采石料
,

砾及砂质粘土混杂组成
,

大致可分四层
,

自

上而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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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一全新统
, 2一上更新统

, 3一奥陶系
, 4一寒武

系 浦一蓟县一青白口系
, 6一太古界白庙组

;

卜
桐穴

铜顶及周边铜壁基岩已基本剥光
,

铜穴堆积

物裸露地表
,

呈
一

长条状分布
,

走向北西
、

南

东
,

长 6 0余米
,

宽 1 5~ 2 0 米
、

高 1 3 米 (图

2)
。

桐穴堆积物主要由大小不等的石灰岩角

3 2

图 2 狼确剖面图

。一灰岩
, 1一灰质角砾岩口一亚粘土混角砾 层

,

3一粉砂质土混角砾层
, 4一亚粘土混角砾层

4
.

灰棕黄色砂质粘土层
。

含少许灰 岩

角砾和哺乳动物及蜗牛化石
。

厚 1 ~ 3米
,

3
。

淡黄色粉砂质亚粘土角砾层
。

含哺乳
、

动物化石
、

灰烬
。

厚 2 ~ 3米

2
。

灰褐色砂质粘土层
。

含少量的灰岩角

砾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类化石
、

旧石器
、

.

灰烬等
。

厚 1 ~ 2米

工
.

红黄色灰质角砾岩
。

角砾岩由 石灰

岩组成
,

混有少许钟乳石
、

粘土 和 动 物化
.

石
,

钙质胶结
,

坚硬
,

角砾大小混杂 (大者

粒径超过一米
,

小者仅一厘米 )
,

角砾沿堆积

物坡向倾斜排列
。

厚 8 ~ 10 米

从东铜穴堆积物中共采集了化石标本五

十余件
,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汤英俊等同志对部分化石初步鉴定
,

哺乳类化 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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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
:

旧石器 (五

件 )
,

灰烬 (炭屑 )
,

鸟类骨骼等
。

其 中
.

C o o , e f
.

d “ b艺“ s 见于周口店和广

西柳城巨猿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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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口砰 见 于内蒙萨拉乌苏晚更新世地层



地层学的奠基者 斯密茨
孟 退

郝屯学派的发现暗示
,

魏纳根据岩性确

定地层层序的尝试是不现实的
。

用生物化石

确定地层层序这一思想虽然由来已久
,

但成

功地运用于地质调查应首先归功于出身卑贱

的英国土地丈量员斯密茨
。

斯密茨 (W i l l i a m S m i t h 2 7 6 9一 1 8 3 9)

家境清苦
,

曾就读于乡村学校学得一点几何

学知识
。

他在充当丈量员助手过程中
,

注意到

岩层的带状分布
。

1 7 9 3一 1 7 9 9年
,

斯密茨参

加英国萨莫塞特郡 ( S o m e
sr et hs i er ) 煤运河

施工
,

通过行程九百哩的地质踏勘
,

认识到
“

每一层都含有独特的生物化石
” 。

他将第一

手材料表示在地图上
,

勾画出几个主要岩系

的分布
,

用化石统一地层单位
。

17 9 9年
,

斯

氏编出从煤系到白垄层的地层表
,

注明各层

的岩性
、

厚度和化石
。

他指出
: “
岩层 中化

石分布不是偶然的
,

每一特殊物种都在某一

特殊层位中占据其固有的
、

必然的位置
” 。

他

以英国地名为特定层位命名
,

以不同颜色表

示特定地层单位
,

绘制了英国地层图
、

柱状

图和剖面图
。

在对侏罗系分层中
,

提出
“

带
”

(b
a n d s ) 的概念

,

并将其分为五个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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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部分石器也经鉴定证实属旧石器时代
。

— 目前
,

大部分化石尚在研究中
。

这一文化遗址的发现
,

是继河北省阳原

县发现古人类遗迹之后在我省的 又 一 次 发

现
。

它对于在本区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迹和

对第四纪地质
、

地貌发育史的研究提供了线

索和依据
。

(河北省地质矿产局 第二 区

调大队三分队新生代组 )

然而
,

斯密茨的工作成果长期得不到公

开发表的机会
。

在一切努力落空之后
,

他在

伦敦找到一间大房子
,

展出自己全部成果
,

吸引不少工程和测量人员
,

而学 者 很 少 问

津
。

直到 18 12 年
,

才有一个出版商 冒赔钱之

险刻印了斯氏的地层图 (地质 图 )
, 1 8 1 3 年

第一版
, 18 1 5 年 第立版

。
《英格兰和威尔士

以及部分苏格兰地质图》 共十五幅
,

比例尺

1时 = 5哩 ( 1 : 3 1 6 8 0 0 )
,

每幅高名 叽 9 时
,

宽 6 叽 2 时
,

附解说 50 页
。

当将此图递交英

国皇家学会会长邦克 ( S i r
J

o s

叩h B a n e k s )

时
,

只得到一点礼节性的鼓励
。

1 8 1 6年
,

斯

密茨 出版 《用生物化石鉴定地层》 一书
,

是地

层学奠基之作
。

法国著名地质学家道布森 (J
.

F
.

D
,
A u -

b u i s s o n d e v o i s i n s 1 8 1 9 ) 赞叹道
: “

许多

精 明的矿物学家化费半个世纪的时间只了解

德国的一部分
,

而斯密茨一个人却了解了整

个英国
” 。
直到 1 8 3 1 年

,

斯密茨的功绩才得

到完全的承认
,

英国地质学会授予他一枚沃

拉斯通奖章
,

学会主席薛知 微 ( A d a m S e -

d g w i c k l ,7 8 5一 1 8 7 3 ) 宣布
,

所有英国地 质

学家都承认
,

斯密茨是
“

英国地质学之父
” 。

.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

莫 企 逊 ( R
.

1
.

M u r

hc i s o n 1 7 9 2一 1 8 7 1 ) 和薛知微对英国下

古生界硬砂岩地层分类的突破
, “
是遵循斯密

茨公认的方 法 完 成 的
”

( R
.

1
.

M ur
c
ih so 。

1 93 8)
,
在显生宙地层单位相继建立 之 后

,

斯密茨的学生菲利普斯 (W
.

p h i l l ip s 1 5 4 1 )
。

提出第一个显生宙地层系统表
。

地层系统表

的建立和地质制图原理和方法的确立开创了

地质研究的新纪元
,

为区域地质学或地史学

的建立提供 了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