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人员在取测年样品。

2025年7月9日 星期三 主编 杨莉 编辑 张海 版式吕燕 校对 汪智博 12博物志

云南发现东亚地区最早木器
考古专家还原30万年前加工过程

2025年7月4日，甘棠箐遗
址研究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
刊《科学》发表研究论文《中国
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
器》，向国际学术界公布了一项
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
和多学科研究成果。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玉
溪市江川区，坐落于抚仙湖南
约 5 公里的一处自南向北流淌
的 小 溪 西 侧 的 坡 地 上 ，海拔
1836 米。该遗址发现于 1984
年，1989年做过首次考古发掘，
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及
木质材料。2014 年至 2015 年、
2018年至2019年两个野外考古
季，该遗址再次被发掘，揭露面
积64平方米，挖掘深度3.5米至
7 米，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动
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和
用火遗迹。

此次发表的文章描述了在
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的35件保
存完好的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
的木器，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
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
物化石和植物遗存。该遗址出
土的木器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
最早的木器，在世界范围内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属罕见。

考古专家还原木器加工过程

甘棠箐遗址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其

中35件被鉴定为人工加工木器。依据扫描

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木材解剖特征，35

件木器的树种来源主要为松属，约占70%，

显示了人群对针叶材树种的偏好性利用。

此外，约有3%的树种为壳斗科植物，其余木

器可观察到导管结构，确定其为阔叶材树

种，但难以进行种属归类。

这些木制工具形态多样，其中32件在尖

端、刃部、底端有明确的人工修理痕迹，它们

被加工成可以用于挖掘的尖端。尖部的主要

形态包括圆尖型、凿状薄刃型、脊刃型等。其

中两件为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四件具

有独特的钩状尖刃，可能用于切断植物根系；

其余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

其特定功能，研究团队开展了痕迹分

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

究。肉眼观测和在显微镜下的微痕

分析表明，其中19件标本保留明显

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端而

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

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

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

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

与使用的证据。

多数木器尖端保留土壤残留

物，从其上提取到一些植物的淀粉

粒，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

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

但由于历史久远，这些淀粉粒很难

被对应到具体的植物种类上。刃部

抛光条痕、断裂磨损和粘连的土壤

及植物残留物等，证实该批工具被

高强度使用过。

为进一步论证这类木器能被旧

石器时代人类用简单的石器加工制作

并具有挖掘功能，考古队开展了针对

性模拟实验。共有9件木器被加工出

16个与出土木器近似的可供使用的

尖端，加工木器的工具是与遗址出土

石器相似的以燧石为原料打制的石片

和砍砸器。其中十个尖端被用来做掘

土和挖掘植物根茎的实验。该实验成

功模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来

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而且木器上的加

工与使用痕迹和出土标本很相似，佐证

遗址出土的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具

有特定功能的工具。

“东亚竹木器假说”获得重要实证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数十件木器是

一项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由于木

材是有机材质，易分解腐烂，对于埋藏

环境和保存条件要求严苛，旧石器时代

保存下来的木质遗存十分稀少，旧石器

时代早中期的木制工具更为罕见，现有

的证据仅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有少

量发现。

甘棠箐木器是目前东亚发现最早

的木器，不仅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

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探讨木器的起

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过程具有

重大意义。这批木器加工与使用痕迹

清楚，用于对植物食材挖掘的功能特点

明确，对于认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的

文化与技术特点和认知、适应生存能力

与方式，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东亚竹木器

假说”，认为东亚地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时

代高度依赖竹木器，那些相对简单的石器

主要功能是制作竹木器，后者承担人类生

产生活的主要任务。一些学者到中国南

方和东南亚进行制作与使用竹木器的实

验，证明竹木器可以用简单的石器制作，

并能用来从事很多狩猎、采集和加工活

动。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考古界苦

于无法找到相关证据，该假说一直处于理

论探讨阶段。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证

明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

（目前尚未发现竹器），木器在先民的生

存活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甘棠箐所出

土的挖掘工具大大拓宽了我们对早期木

器加工技术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也使“东

亚竹木器假说”得到强有力支持。

旧石器时代瓜果坚果已进入食谱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

段。迄今我们对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

所知甚少，每一处新遗址和每一批新材

料都会加深我们对远古历史的了解和

对人类发展历程的认识。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石器具有东亚旧

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传统特点，其蕴含的

新信息，对于重新认识东亚旧石器时代

文化的成因和东亚古人类特定的工具技

术水平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甘棠箐遗址保存了大量植物遗存，

首次揭示了古人类盘中餐中广谱型的植

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猕猴桃、多种悬

钩子浆果及葡萄、飞龙掌血属等植物的

果实。此外，草本植物（苋科、商陆科、葫

芦科）及蕨类叶片亦具有食用价值。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莎草科、禾本科、泽泻

科等水生植物除了叶片、种子可以被采

摘食用，其地下球茎与根茎可用木质工

具从湖岸浅水泥层中掘取享用。

甘棠箐遗址首次提供了古人类运

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等

食物资源的可靠证据，揭示了生活在热

带、亚热带环境下的东南亚古人群独特

的资源利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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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供图

甘棠箐遗址发掘现场。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部分木器。 发掘的部分木器上有加工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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