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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三度4 许昌考古
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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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起源 重大发现

1965 年的
春 天 ，当 地 村
民在建安区灵
井 镇 挖 井 时 ，
挖出一些石质
堆积物。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的周国
兴发现这是一
批 动 物 化 石 、
细石器及打制
石 器 。 1992
年，灵井“许昌
人 ”遗 址 被 公
布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灵井镇地
底 ，长 期 流 淌
着 地 下 水 。
2005年4月，因
附 近 煤 矿 透
水 ，灵 井 泉 水
骤断并从泉眼
回流。地下水
位 下 降 ，原 生
地层露出。随
后 ，河 南 省 文
物部门实施主
动 性 考 古 发
掘 ，由 此 获 得
了人类起源的
重大发现。

记者张莉莉

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出土文物丰富

灵井“许昌人”遗址位于建安区灵井
镇西侧，2005 年发现以来，连续出土距今
10 多万年前古人类头骨化石及相关石
器、骨器等。遗迹点散布在灵井、王井、
李井古湖泊汇聚的地方，分布范围为 200
多万平方米，其中位于中部的王井发掘
区出土文物颇丰，为目前所知遗址核心
区。

2007 年 12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在此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化石。学术界
认为这是研究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重大
发现，将其命名为“许昌人”。

2008 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被省人
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其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 年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2013 年，灵井“许昌人”
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 年 4 月，文物部门在灵井“许昌
人”遗址又发现了一个较完整的古人类
头骨和其他个体的头骨碎片。较完整的
头骨被称为“许昌人”2号头骨。

2015 年 5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主持发掘的灵井“许昌人”遗址在出土
两个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之后，又发
现两块古人类肢骨化石。这次发掘还出
土了一件顶骨化石断块。其性状和 2014
年发现的“许昌人”2 号头骨接近，属于灵
井“许昌人”遗址第 11 层，地层年代经测
定为距今 10万年左右。

2016 年是灵井“许昌人”遗址的第 12
个考古发掘年份。该遗址已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和哺乳
动物化石。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占扬介绍，截至目前，
该遗址已出土 45 件距今 12.5 万年至 10.5
万年的人类头骨碎片化石、古人类制作
使 用 的 石 器 ，以 及 20 余 种 哺 乳 动 物 化
石。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 1949 年以来
我国境内发现古人类化石最多的遗址之
一。

终结“非洲说”
让“许昌人”名扬世界

2017 年 3 月 3 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员李占扬作为第一作者，在世
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
论文《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

骨研究》，指出人类演化研究取得突破性
进展：10 多万年前生活在河南省许昌市
灵井“许昌人”遗址的“许昌人”，其头骨
呈现出晚更新世人类、东亚中更新世直
立人以及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混合特征。
他们不是早期现代人，不是尼安德特人，
不是海德堡人，也不是直立人。他们是
新的古老型人类，目前无法归入任何已
知的古老型类群。“许昌人”上承周口店
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与
非洲古人类没有相似性，可能是人类进
化中出现的一个新人种。这一科学论断
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
说，令“许昌人”在世界考古界名声大噪。

2017 年 5 月 12 日，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向我市移交“许昌人”1 号头骨复
原模型。“许昌人”的发现者、研究者李占
扬被市政府授予“许昌市荣誉市民”称
号。

“许昌人”在10万年前
已掌握较复杂石器技术

2019 年 1 月 9 日 ，国 际 考 古 学 期 刊
《考古与人类学科学》披露了“许昌人”最
新研究成果：10 万年前，“许昌人”已掌握
了较复杂的石器技术，发展出灵活、高效
的原料和环境适应策略。

研 究 人 员 在 对 灵 井“ 许 昌 人 ”遗 址
2005—2016 年发掘出土的 14862 件石制
品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其石器技术的
进步主要表现在剥片与加工策略两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石核（是打下石片后用
作工具的砾石部分）剥片方式多样，并以
单面单向剥片、不规则多向剥片和向心
剥片为主；盘状石核所占比例较高，表现
出剥片程序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第二
个方面，工具类型多，包括刮削器、凹缺
器、锯齿刃器、尖状器、石钻等；少量尖状
器的底部经过修理，表明可能存在配合
骨柄或木柄使用的复合型工具；工具加
工更为精细，刃缘更加规整，出现软锤修
理和压制修理技术。而软锤工具和压制
工具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已有效地开发、
利用骨质资源，具备了成熟、系统的狩猎
技术和群体组织行为。对比显示，灵井

“许昌人”遗址出现了与西方旧石器中期
遗址相近的器物组合和修理技术。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保护、展示“许昌人”

为做好遗址的保护、展示、宣传、利

用工作，市政府将灵井“许昌人”考古遗
址 公 园 建 设 项 目 纳 入《许 昌 市 2015—
2030 年城市总体规划》，市文广旅局将其
列为许昌市“十三五”重大文物保护利用
项目。

2017 年 6 月，灵井“许昌人”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指挥部成立，灵井“许昌人”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随后正式启动。

10 月 15 日，在位于建安区灵井镇的
“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工地上，几位工
人正在忙碌。记者看到，一期工程“许昌
人”遗址文物保护利用设施展厅已竣工，
内部陈展布展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该
展厅设计吸取出土文物“灵鸟”的形象特
征，远远望去，似一只展翅的大鸟。

据建安区文广旅局文物股股长贺彦
伟介绍，项目主体建筑“许昌人”遗址文
物保护利用设施展厅占地 1080 平方米，
采用轻型钢架结构，基础设在发掘坑北
侧，内部设置发掘展示区、展厅、接待及
管理室，兼具保护、展示等功能。

不久的将来，灵井“许昌人”考古遗
址公园会被打造成一个集遗址保护、展
示、研究和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大
型考古遗址公园，极大地改善环境和提
升展示效果，成为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工作的新亮点。

灵井“许昌人”遗址展厅外观 记者 张莉莉摄

灵井“许昌人”头盖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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