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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喇家遗址是一处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齐家文化遗

址，已有的研究认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为主的粟黍旱作农业，但在具体的认识上还存在一

些不同看法，仍需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进一步验证。对喇家遗址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时期种

植的农作物为粟和黍，而且以黍为主，没有发现麦类遗存。以黍为主的种植结构可能与所在区 ４５ｋａＢＰ．以来

气候趋于干冷有关。植硅体和浮选结果在黍粟含量对比上存在差异，我们对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这

一结果为重新认识喇家遗址乃至齐家文化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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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家遗址（１０２°４９′４０″Ｅ，３５°５１′１５″Ｎ）位于青

海省民和县官亭镇下喇家村（图 １），地处黄河上游
河谷的二级阶地上，海拔高度约为 １８００ｍ。喇家遗
址探明面积达５０×１０４ｍ２，自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７年经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和青海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连续多年的联合发掘，首次发现并经科学

研究确认了中国史前古地震和古洪水灾难遗存，出

土了壕沟、广场、祭坛、窑洞式房屋、干栏式建筑

以及成组玉器等重要遗迹遗物，经碳十四测年，其

绝对年代在距今约４３００～３９００年之间，是一处具有
中心聚落性质的齐家文化遗址

［１～４］
。喇家遗址的发

现为研究齐家文化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探索黄河

上游古代文明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提供了丰富资料，

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除了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之外，学者们也对喇家

遗址在多学科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尝试，这包括史前

灾难遗迹的确认及形成原因的讨论
［５～８］
，人骨鉴定

和 ＤＮＡ分析［９，１０］
，以及聚落、社会形态和文明化进

程的研究
［１，４，１１］

。喇家先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也是学

术界关心的问题。结合植物大遗存
［１２］
，人骨碳氮

稳定同位素分析
［１３］
以及面条遗存的淀粉粒和植硅

体分析
［１４］
结果，一般认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

的经济形态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种植粟

（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和黍（Ｐａｎｉｃｕｍ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两种农作
物，并且以种植粟为主

［１５，１６］
，这与官亭盆地其他齐

家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结果一致
［１７］
。然而，上述

研究的样品采集还不够系统，样品量较少而且仅限

于少数遗迹单位，喇家遗址的农业生产特点如何？

齐家文化时期黍、粟种植结构是怎样的，是否还有

其他农作物？还需要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学方法进

行研究验证。

本文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喇家遗址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发掘过程中系统采集的土样标本进行了分
析，并进一步探讨喇家遗址的农作物种植种类与结

构，为深入认识喇家遗址乃至齐家文化的农业生产

状况提供直接的植物遗存证据。

１　分析材料和方法

２０１１年，我们获得了由叶茂林先生提供的 １１０

份喇家遗址土样（表 １）。这些样品的出土单位均与

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关系密切，包括 ７座房址，１０个
灰坑，３个灰堆，１０个柱洞和 ７个地层。对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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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喇家遗址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房址和灰坑内部，还按不同的位置、深度、背景和

器物分别采取土样。根据层位关系与出土器物分

析
［１，２］
，大部分采样单位属于齐家文化遗存，但 １０

个柱洞以及 Ｔ１１０１⑤层是辛店文化遗存。经过仔细
核查，我们将重复的样品进行合并，最后共有８７份
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

植硅体实验室分析采用湿式灰化法，具体步骤

如下：１）样品描述与称重。分析样品重量在 １５～
３ｇ之间；２）将样品放入试管，加３０％Ｈ２Ｏ２，使其充
分反应以去除有机质；３）加蒸馏水离心清洗 ３次，
再加入石松孢子片（２７６３７粒／片）及 １０％ ＨＣｌ，放
入沸水中加热 １５分钟以去除钙质；４）加蒸馏水离
心清洗 ３次，然后加比重为 ２３５的溴化锌重液进
行浮选；５）将浮选出的样品用蒸馏水洗净，然后用
中性树胶制成固定玻片待用。

植硅体的统计和鉴定是在 ４００倍徕卡 ＤＭ７５０
光学显微镜下进行的。大部分样品统计 ４００粒以
上，对于植硅体含量少的样品则统计 １００～２００粒，
并同时计数石松孢子。植硅体鉴定参照王永吉和吕

厚远
［１８］
的分类标准，粟、黍植硅体鉴定依据 Ｌｕ

等
［１９］
的区分标准。棒型、刺棒型植硅体单体长度

大于 １０μｍ，黍、粟稃壳植硅体单片内包含的特殊
纹饰多于 ２个的植硅体个体记入统计数量。然后计
算每个植硅体类型的百分含量（单个类型数与总统

计数的比值×１００％）。每个样品植硅体浓度通过公
式：植硅体浓度（粒／克）＝（鉴定的植硅体数量×外
加石松孢子数）／（鉴定的石松孢子数×样品取样重
量）计算得出。对于所有发现农作物的齐家文化样

品，我们将统计到的谷物植硅体数量相加求取总

数，然后计算每个农作物植硅体的相对百分含量

（单个农作物植硅体数与谷物植硅体总数的比值×

１００％）。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根据发现有某种植物
种类的样品在总样品数中所占的比例计算。

２　植硅体分析结果

喇家遗址土样的植硅体含量不一，但总体上较

为丰富，平均浓度可达 １００万粒／ｇ。８７个样品中共
鉴定出 ２４种植硅体类型，统计 ４１６７８粒个体。在
１３个样品中发现了农作物植硅体，但含量较少，最
高在 ２％左右，可鉴定的种类有粟和黍种子稃壳植
硅体（黍 η型：图 ２－１；粟 Ω型：图 ２－２）。在数量
上黍植硅体要多于粟植硅体（表 ２），而在百分含量
上黍植硅体（０～２％）所占的比例也要大于粟植硅体
（０～０６％）（图 ３）。其他常见植硅体形态有芦苇盾
型、扇型、方型、鞍型、哑铃型、尖型以及帽型等

（图 ２）。
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黍植硅体的相对百分含

量为 ８０％，是粟植硅体含量的 ４倍。而对于辛店文
化期样品，仅在柱洞 Ｄ１０发现了 １粒黍稃壳植硅
体。另外，喇家遗址 黍植 硅体 的 出 土 概 率 为

１３８％，而粟植硅体的出土概率仅为 ５８％。
喇家遗址样品的植硅体组合可大体分为两类，

即大部分没有出现农作物的遗迹和器物中植硅体组

合以尖型、帽型和齿型等冷型植硅体为主，而发现

有农作物的灰坑和灰层植硅体组合则出现较高比例

的哑铃型（最高达 ５２％），短鞍型（最高达 ２０％）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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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喇家遗址植硅体样品采集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采样单位
遗迹

土样

器物内

积土
火塘 壁炉 器座坑 总计

Ｆ２３ １０ １０

Ｆ２６ １ １

Ｆ２７ ３ ３

Ｆ２８ １ １

Ｆ２９ １１ １１

Ｆ３１ ９ ５ ３ １ ２ ２０

Ｆ３３ １ １ ２

Ｈ２１ ３ ３

Ｈ６５ ５ ６ １１

Ｈ６８ １ １

Ｈ７８ １ ２ ３

Ｈ７９ １ １

Ｈ８５ １ １

Ｈ８８ １ １

Ｈ９０ ４ １ ５

Ｈ９２ １ １

Ｋ５ ２ ２

Ｄ３ １ １

Ｄ４ １ １

Ｄ５ １ １

Ｄ６ １ １

Ｄ７ １ １

Ｄ８ ２ ２

Ｄ９ １ １

Ｄ１０ ５ ５

Ｄ１１ ２ ２

Ｄ１５ ２ ２

ＨＤ１２ ２ ２

ＨＤ１４ ３ ３

ＨＤ１５ １ １

Ｔ１１０１⑤ １ １

Ｔ１１０１⑩夹灰层 ２ ２

Ｔ１１０２⑨硬面灰烬层 １ １

Ｔ１１０６⑥东北角 １ １

Ｔ１１０６⑧灰层 ２ ２

Ｔ１１０６⑧砌墙边 １ １

Ｔ１１０６⑨东部硬面 ２ ２

总计 ６２ ４２ ３ １ ２ １１０

暖型植硅体。综合所有样品，我们还发现芦苇盾型

植硅体普遍存在，出土概率为 ９７％，主要分布在房
址、灰坑和灰堆等遗迹，尤其是在 Ｆ３１内，从遗迹
土样、器物内积土到火塘、壁炉、器座坑土样均有

发现，百分含量可达 １２％～２４％。
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 Ｔ１１０２⑨硬面灰烬

层中导管型植硅体（图 ２－１４）含量十分丰富，高达
７９％，而且包含有许多无法鉴定的植硅体碎片。灰

坑 Ｋ５上层和下层的植硅体组合相近，均发现有黍
植硅体（图 ３）。该灰坑植硅体浓度高（平均约 ９８５
万粒／ｇ）而纯净，并且较少发现炭屑，这种现象在
其他灰坑中没有发现。

３　讨论和结论

因为此次分析只有一份辛店时期的样品发现了

农作物植硅体，而且含量极少（表 ２），证据不够充
分，所以本文不探讨喇家遗址辛店时期的农业生产

状况，而将重点放在齐家文化农业遗存的讨论上。

在过去的研究中，齐家文化的植物遗存发现很

少，仅在永靖大何庄
［２０］
和广河齐家坪

［２１］
两处遗址

偶然发现埋藏在陶罐中的炭化粟粒，从而被简单认

识为一个种植粟的农业文化
［２２］
。最近，齐家坪、堡

子坪、下海石和堡子山等遗址人骨同位素的分析结

果也表明齐家文化先民以小米为主食
［２３，２４］

，但具体

以哪种小米为主仍然不清楚，而互助金禅口遗址，

官亭盆地鄂家、辛家和清泉旱台遗址的浮选结果则

显示齐家文化的农作物种植以粟为主
［１７，２５］

。

喇家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齐家文化的农业

生产状况提供了机会。尝试性浮选结果显示喇家遗

址种植粟和黍两种农作物，而粟占绝对优势
［１２］
；对

面条遗存的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确认其成分为粟和

黍，以粟为大量
［１４］
；人骨食性分析的结果揭示出喇

家先民的主食为 Ｃ４类植物，是小米类的可能性较

大
［１３］
。综合以上证据，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的

农业生产被认为属于典型的粟黍旱作农业体系，并

以粟为主要农作物
［１６］
。本文植硅体分析结果也显

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作物种植有粟和黍两

种，但黍可能更为重要。黍植硅体在数量、百分含

量、相对含量以及出土概率上均高于粟植硅体，再

结合黍植硅体在各种遗迹单位中广泛分布的现象

（表 ２），可以反映出黍与喇家先民的关系更为
密切。

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体系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

期
［２６，２７，２８］

，来自磁山
［２６］
、唐户

［２９］
、月庄

［３０，３１］
、兴

隆沟
［３２］
、大地湾

［３３］
、陇东

［３４］
和甘肃中部地区

［３５］
遗

址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很可能是以黍为

主的种植格局。仰韶文化晚期之后，粟才开始逐渐

取代黍而成为中国北方聚落中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在绝大多数粟黍共存的遗址中，粟在数量和出土概

率上均占有优势
［３６］
。但是，关中盆地泉护、杨官

寨、浒西庄、案板、王家嘴、水沟等 ６处遗址［３７］
和

豫西南沟湾遗址
［３８］
的植物考古证据揭示出，仰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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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喇家遗址常见植硅体形态
１—黍稃壳 η型（ηｔｙｐｅｆｒｏｍｈｕｓｋｓ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　２—粟稃壳Ω型（Ωｔｙｐｅｆｒｏｍｈｕｓｋｓ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　３—芦苇盾型（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ｂｕｌｌｉｆｒｏｍｆｒｏｍ

ｒｅｅｄ）　４—扇型（Ｂｕｌｌｉｆｏｒｍ）　５—方型（Ｓｑｕａｒｅ）　６—短鞍型（Ｓｈｏｒｔｓａｄｄｌｅ）　７—中鞍型（Ｍｉｄｄｌｅｓａｄｄｌｅ）　８—哑铃型（Ｂｉｌｏｂａｔｅ）　９—十字型

　　　　　　　（Ｃｒｏｓｓ）　１０—帽型（Ｒｏｎｄｅｌ）　１１—齿型（Ｔｒａｐｅｚｉｆｏｒｍｓｉｎｕａｔｅ）　１２—尖型（Ｐｏｉｎｔｅｄ）　１３—棒型（Ｓｍｏｏ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ｔｅ）　１４—导管型（Ｖｅｓｓｅｌ）

Ｆｉｇ２　Ｓｈａｐｅｓ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ｆｒｏｍ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图 ３　喇家遗址出土黍、粟植硅体百分含量对比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

ａｎｄ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ｉｎ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晚期之后中国北方仍有一些地区延续了早期以黍为

主的旱作农业。而有学者发现仰韶时代以后黍遗存

多分布在西北
［３６，３９］

，暗示着相对于东部地区，西北

地区对黍的利用依然普遍。尤其是在农业出现较晚

的新疆地区，黍从 ４０００年前的小河文化到汉代一
直是除小麦外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４０］
，除了煮粥

还被用来制作面条和点心这两种主食
［４１］
。

对于甘青文化区，特别是陇东和甘肃中部地

区，虽然黍的比重在仰韶文化晚期以后呈下降趋

势，到齐家文化时期被粟取代
［３４，３５］

，但在喇家遗

址，黍依然超过粟，显示了与东部临区不同的种植

结构。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东部，属于青藏高寒气

候区，年平均温度较低，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加之

４５ｋａＢＰ．之后该区气候趋于干冷［４２］
，从而使农

业生产条件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喇家先民很

可能优先选择种植更加耐寒耐旱且耐贫瘠的黍而不

是粟。

此次植硅体分析显示黍多于粟，而喇家及其周

边齐家文化遗址的浮选结果则均显示粟多于黍，二

者恰恰相反。鉴于黍粟植硅体和炭化种子鉴定特征

都很明确，鉴定误差应该不是导致这一分歧的原

因。前人研究发现
［３７］
，经相同方法处理的等重量

的黍、粟种子稃片的植硅体产量基本相等，意味着

相同条件下黍、粟植硅体的保存状况相似，而植硅

体含量反映的是黍、粟的相对重量（产量）变化，这

与浮选结果反映的种子颗粒数量意义不同。两种方

法结果的指示含义不同可能是导致解释上出现差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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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喇家遗址农作物植硅体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ｒｏｐｓ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ｆｒｏｍ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考古样品
齐家文化 辛店文化

Ｆ３１火塘灶坑 Ｔ１１０６⑧灰层 Ｔ１１０６⑧砌墙边 Ｔ１１０１⑩夹灰层 ＨＤ１２Ｈ２１ Ｈ６８ Ｈ９２ Ｈ７９ Ｋ５上层 Ｋ５下层 Ｈ８８ Ｄ１０

黍稃壳 η型 ２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 ８ １ ３ １ ４ ３ ０ １

粟稃壳 Ω型 ３ ５ ２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的原因。１ｇ粟的颗粒数平均是黍的 ２２６倍，最高
达 １０倍［３７］

，这意味着浮选结果中粟的颗粒数至少

除 ２３倍才可以与黍进行相对产量的对比。但根据
喇家遗址浮选结果，粟颗粒数（ｎ＝５８９）即便除去
２３倍，其相对产量 （ｎ＝２５６）依然远高于黍
（ｎ＝５），这还是与植硅体结果相异。因此这种差异
的形成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与炭化和埋藏过程有无

关系？

植物种子能否被炭化进而保存到遗址中，除取

决于是否经过高温烘烤，还取决于其在不同炭化条

件下的质地和坚固性。现代粟、黍种子炭化模拟实

验表明
［４３］
，以加热时间和升温速率一致为前提，在

氧化条件下，粟的炭化温度区间为 ２２０～５００℃，黍
为 ２２５～４００℃；在还原条件下，粟的炭化温度区间
为 ２２０～５５０℃，黍为 ２４５～３２５℃。这说明无论在什
么环境下，黍的炭化区间均小于粟，也就是说在相

同温度，时间和氧气条件下，黍比粟更难炭化，这

或许是导致遗址中黍炭化颗粒少于粟的原因。当

然，这一模拟结果还需要更多材料和实验验证，

黍、粟种子在不同条件下的炭化比例也需要具体计

算，而且考古遗址中种子的炭化过程要远比实验室

模拟复杂，其野外埋藏方式（集中或散布）和位置的

不同也会影响到炭化的程度
［４４］
，以上问题都有待

于进一步的工作来解决。此外，在实际工作中，还

有一些因素可能会造成两种方法结果的差异，如古

人对粟、黍加工利用方式的不同（粒食或面食），样

品采集量和采集位置的代表性。因此，在黍粟对比

上，要最终找到两种方法分歧的原因还需要更为细

致的研究。

喇家遗址目前缺乏麦类作物的证据
［１２，１４，１５］

，但

依然有学者推测有麦作农业的存在
［４５］
，其主要依

据不仅是早在龙山时代麦类遗存在黄河流域考古遗

址的普遍存在
［４６］
，而且在于与其同时期甚至更早

的周围区域，以及相继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麦类遗

存，如天水西山坪遗址发现了距今 ４６００年的炭化
大麦和小麦

［４７］
，齐家文化的长宁

［４８］
、柳湾

［４９］
、磨

沟
［５０］
等遗址发现了小麦族的淀粉粒，堡子坪遗址

发现了炭化大麦
［５１］
，卡约文化的丰台遗址出现了

炭化大麦和小麦
［５２］
，以及小麦族淀粉粒

［５３］
，官亭

盆地 ４处辛店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炭化大麦和小
麦

［１７］
，而最近对喇家遗址齐家文化石刀的残留物

分析也发现了麦类淀粉粒
［５４］
。最新的研究认为中

国小麦起源于公元前 ２１００～１８００年的河西走廊地
区，之后向外传播

［５５］
，而互助金禅口遗址发现的公

元前 ２０３０～１７７０年的炭化小麦和大麦便是这两种
谷物传入河湟谷地的重要证据

［２５］
。有鉴于此，虽

然此次没有发现麦类植硅体，但我们不否认喇家遗

址麦类种植的可能性，这需要未来植物考古工作加

以印证。

在喇家遗址，一些发现有农作物的灰坑和灰层

样品中，哑铃型和短鞍型植硅体的比例相对较高。

这两种植硅体类型分别来自黍亚科和画眉草亚科植

物
［１８］
，而这两类植物性喜暖，很少分布在青藏高

原
［５６］
，所以这两种植硅体的主要来源应该不是自

然植被。粟黍是黍亚科作物，而画眉草亚科植物又

是混生于粟黍田地的杂草，人类很可能将粟黍连带

杂草共同收割，脱壳后将稃皮、茎叶废弃或作为燃

料集中堆放，从而造成了相应沉积中具有较高含量

的哑铃型和鞍型植硅体，因此这种现象应是人类选

择和利用植物的结果。

芦苇植硅体的普遍存在，说明芦苇可能是生活

在河流阶地上的喇家先民经常利用的植物。芦苇用

途广泛，不仅可用于铺建房屋和编织物品，也可以

入药或作为牧草喂饲牲畜，而喇家遗址的火塘、灰

堆、壁炉和灰坑等遗迹也发现了较多芦苇植硅体，

说明喇家先民也可能较多地使用芦苇作为燃料。

Ｋ５中的植硅体浓度高而纯净，炭屑较少，说明
该坑曾经堆放了大量植物而且未经过火烧和自然炭

化，不像是作为垃圾坑的一般灰坑，而可能是用于

专门用途。关于这一遗迹现象的堆积成因与具体用

途，还 需 要 结 合 考 古 学 背 景 做 进 一 步 分 析。

Ｔ１１０２⑨硬面灰烬层中大量导管型植硅体的出现是
一种特殊现象，现在只能确定这些属于棒状导管植

硅体，很可能来自草本植物。但是，导管植硅体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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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这一样品中密集出现，是否源于某种特殊的保

存条件？而它们是否来自某种特殊植物，该硬面灰

烬层又作何用途？还需要在做其他成分分析的基础

上加以探究。

综上所述，此次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喇家遗址

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属于典型的黍粟旱作农

业，种植的主要是黍，没有发现麦类遗存。在未来

的研究中，要全面认识喇家遗址的生业经济状况，

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和多种方法的综合

应用。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对本文提出
的建设性意见和帮助。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

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２００２，（７）：３～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ｉｎＭｉｎ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７）：３～５

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 ２０００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０２，（１２）：

１２～２５

ＴｈｅＧａｎｓｕＱｉｎｇｈａｉ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 ｂｒｉｅｆ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２０００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Ｍｉｎ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２）：１２～２５

３　叶茂林，何克洲．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齐家文化玉器．考

古，２００２，（１２）：８９～９０

ＹｅＭａｏｌｉｎ，ＨｅＫｅｚｈｏｕ．Ｔｈｅｊａｄｅｗａｒｅｏｆ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ｊｉａ

ｓｉｔｅ，Ｍｉｎ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２）：

８９～９０

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干栏式建筑．考古，

２００４，（６）：３～６

ＴｈｅＧａｎｓｕＱｉｎｇｈａｉ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ａｌｔａｒａｎｄｐｉｌｅ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Ｑｉｊ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ｊｉａ ｓｉｔｅ， Ｍｉｎ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６）：３～６

５　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科学通

报，２００３，４８（１１）：１２００～１２０４

ＸｉａＺｈｅｎｇｋａ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ＹｅＭａｏｌｉｎ．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ｔ

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４８

（１７）：１８７７～１８８１

６　佟　派，王　睦．古代中国的环境研究———关于解释和年代对

应方面的问题．见：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

（第 ２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６３～２７１

ＰａｖｅｌＴａｒａｓｏｖ，ＭａｙｋｅＷａｇｎ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２６３～２７１

７　张小虎，夏正楷，杨晓燕．青海喇家遗址废弃原因再探讨———

与 《古代中国的环境研究》 一文作者商榷．考古与文物，

２００９，（１）：１００～１０３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ＸｉａＺｈｅｎｇｋａ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ｕｓｅｏｆ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１００～１０３

８　吴庆龙，张培震，张会平等．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震堰塞溃决

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中国科学 （Ｄ辑），２００９，３９

（８）：１１４８～１１５９

Ｗｕ Ｑｉｎｇ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ｚｈ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

ｐａｌａｅｏ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ａｍｍｉｎｇａｎｄｂｕｒｓｔｉｎｇ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ｆｌｏｏｄｔｈａｔ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Ｌａｊｉａｒｅｌ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Ｄ），２００９，３９（８）：１１４８～１１５９

９　王明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人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２００２，

（１２）：２５～２８

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ｕｉ．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ｂｏｎ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ｔ

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Ｍｉｎ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

（１２）：２５～２８

１０　ＧａｏＳｈｉｚｈｕ，ＹａｎｇＹｉｄａｉ，ＸｕＹｕｅｅｔａｌ．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ｊｉａ ｓｉ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１３３（４）：１１２８～１１３６

１１　钱耀鹏．关于喇家聚落的灾难遗迹与广场建筑．考古，２００７，

（５）：５７～６８

ＱｉａｎＹａｏｐｅｎｇ．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ｃｅｓ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ｑｕａ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

Ｌａｊｉａ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５）：５７～６８

１２　赵志军．青海喇家遗址尝试性浮选的结果．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３

年 ９月 １９日第 ７版

ＺｈａｏＺｈｉｊｕｎ．Ｔｈ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ａ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Ｎｅｗｓ，１９ｔ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７ｔｈＰａｇｅ

１３　张雪莲．碳十三和氮十五分析与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及其新

进展．考古，２００６，（７）：５０～５６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δ１３Ｃ ａｎｄ１５ 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ｕｍａｎｄｉ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７）：５０～５６

１４　ＬｕＨｏｕｙｕａ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ＹｅＭａｏｌｉｎｅｔａｌ．Ｍｉｌｌｅｔｎｏｏｄｌｅｓｉｎｌａｔ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４３７：９６７～９６８

１５　张小虎，夏正 楷，杨 晓 燕 等．黄 河 流 域 史 前 经 济 形 态 对

４ｋａＢＰ．气候 事 件 的 响 应．第 四 纪 研 究，２００８，２８（６）：

１０６１～１０６９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 ＸｉａＺｈｅｎｇｋａｉ，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 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ｏ４ｋａＢＰ．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ｉｖｅ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２８（６）：

１０６１～１０６９

１６　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特点．见：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 （第 ３辑）．北京：科

６



　１期 王　灿等：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粟作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３５

ＺｈａｏＺｈｉｊｕ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３５

１７　张小虎．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考古与

文物，２０１２，（３）：２６～３３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Ｇｕａｎ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２６～３３

１８　王永吉，吕厚远著．植物硅酸体研究及应用．北京：海洋出版

社，１９９３．１～２２８

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ｉ， Ｌü Ｈｏｕｙｕａ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１～２２８

１９　ＬｕＨｏｕ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ＷｕＮａ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ｌｌｅｔ（Ｐａｎｉｃｕｍ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０９，４（２）：ｅ４４４８

２０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

遗址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６０，（３）：９～１２

ＴｈｅＧａｎｓｕＳｑｕａｄ，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ａｍ．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ｔｅｓａｔＤａ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ｗｅｉｊｉａ，

ＬｉｎｘｉａＣｏｕｎｔｙ，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０，（３）：９～１２

２１　何双全．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１９８７，（１）：

５５～６１

ＨｅＳｈｕａｎｇｑｕａｎ．Ａ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Ｑ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１）：５５～６１

２２　王吉怀．齐家文化农业概述．农业考古，１９８７，（１）：７１～７７

ＷａｎｇＪｉｈｕａｉ．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ｎ 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１）：７１～７７

２３　ＭａＭｉｎｍｉ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ｇｈｔｆｏｏｔＥｍｍａｅｔａｌ．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ｆａｕｎａｌｒｅｍａ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２０００ＣａｌＢＣ．Ａｒｃｈａｅｏｍｅｔｒｙ，２０１４，５６（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１）：２３７～２５５

２４　ＭａＭｉｎｍｉ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ｕ，Ｘｉｎｙｉｅｔａｌ．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ａｎｉｍａｌ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ｔｔｈｅＱｉｊｉａｐｉｎｇｓｉｔｅｉｎＭｉｄｄｌｅ

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ｓｔｅ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ｏａ．２３７９

２５　董广辉，杨　颖，任晓燕等．金禅口齐家文化遗址发现青海省

早期大麦、小麦遗存．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４日第 ７版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ＲｅｎＸｉａｏｙａｎ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ｂａｒｌｅｙ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ｉｎｃｈａｎｋｏｕ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ｔｅ．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Ｎｅｗｓ，４ｔｈ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７ｔｈＰａｇｅ

２６　ＬｕＨｏｕ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Ｌｉｕ Ｋａｍｂｉｕ ｅｔａｌ．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Ｐａｎｉｃｕｍ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１０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０６（１８）：７３６７～７３７２

２７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ＷａｎＺｈｉｗｅｉ，ＬｉｎｄａＰｅｒｒｙ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ｍｉｌｌｅｔｕｓｅ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０９（１０）：３７２６～３７３０

２８　赵志军．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证据．

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４，３４（１）：７３～８４

ＺｈａｏＺｈｉｊｕ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３４（１）：７３～８４

２９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ｕＨｏｕｙｕａｎ，ＧｕＷａｎｆａ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ｍｉｘｅｄｆ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ｍｉｌｌｅｔａｎｄｒｉｃｅ７８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１２）：ｅ５２１４６

３０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Ｇａｒｙ，陈雪香，王建华．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发现

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见：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

方考古 （第 ３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４７～２５１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Ｇａｒｙ，ＣｈｅｎＸｕｅ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Ｈｏｕｌ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ｕｅｚｈｕａｎｇ ｓｉｔｅ， Ｊｉｎ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２４７～２５１

３１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Ｇａｒｙ，陈雪香，栾丰实等．山东济南长清月庄遗址植物

遗存的初步分析．江汉考古，２０１３，（２）：１０７～１１６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Ｇａｒｙ，ＣｈｅｎＸｕｅｘｉａｎｇ，ＬｕａｎＦｅｎｇｓｈｉｅｔａｌ．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ｌａｎ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Ｙｕｅｚｈｕａｎｇｓｉｔｅｉｎ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ＪｉｎａｎＣｉｔｙ，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２）：１０７～１１６

３２　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

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 （Ａ卷）．北京：文物出

版社，２００４．１８８～１９９

ＺｈａｏＺｈｉｊｕｎ．Ｆｌｏａ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Ｘｉｎｇｌｏｎｇｇｏｕｓｉｔｅ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ｄｒｙｌ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ａｎｄ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４．１８８～１９９

３３　刘长江，孔昭宸，郎树德．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

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２００４，（４）：２６～３０

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ＫｏｎｇＺｈａｏｃｈｅｎ，ＬａｎｇＳｈｕｄｅ．Ｐｌａｎｔ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ｔｔｈｅ

Ｄａｄｉｗａｎ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０４，（４）：２６～３０

３４　周新郢，李小强，赵克良等．陇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业

及环境效应．科学通报，２０１１，５６（４－５）：３１８～３２６

ＺｈｏｕＸｉｎｙｉ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Ｋｅ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Ｌｏｎｇｄ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１，５６（４－５）：

３１８～３２６

３５　安成邦，吉笃学，陈发虎等．甘肃中部史前农业发展的源流：以

甘肃秦安和礼县为例．科学通报，２０１０，５５（１４）：１３８１～１３８６

ＡｎＣｈｅｎｇｂａｎｇ，ＪｉＤｕｘｕｅ，ＣｈｅｎＦａｈｕ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

Ｑｉｎ′ａｎａｎｄＬｉＣｏｕｎ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０，５５（１４）：

１３８１～１３８６

３６　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编著．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２７３

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 Ｇｕｉｙｕｎ， ＫｏｎｇＺｈａｏｃｈｅ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ｅｅｄｓａｎｄＦｒｕｉｔ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１～２７３

３７　张健平，吕厚远，吴乃琴等．关中盆地 ６０００～２１００ｃａｌ．ａＢ．Ｐ．

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０，３０（２）：

７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５年

２８７～２９７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ｕＨｏｕｙｕａｎ，ＷｕＮａｉｑｉｎ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ｍｉｌｌｅ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６０００～２１００ａＢＰ．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３０（２）：

２８７～２９７

３８　王育茜，张　萍，靳桂云等．河南淅川沟湾遗址 ２００７年度植物

浮选结果与分析．四川文物，２０１１，（２）：８０～９２

ＷａｎｇＹｕ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ＪｉｎＧｕｉｙｕｎｅｔａｌ．Ｆｌｏａ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２００７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ｕｗａｎＳｉｔｅｉｎＸ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１１，（２）：８０～９２

３９　ＬｅｅＧｙｏｕｎｇＡｈ，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Ｇａｒｙ，ＬｉｕＬｉ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ｔｏ Ｓｈａ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ＵＳＡ，２００７，１０４

（３）：１０８７～１０９２

４０　赵克良，李小强，周新郢等．新疆新塔拉遗址农业活动特征及

其影响的植物指标记录．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２，３２（２）：２１９～２２５

ＺｈａｏＫｅｌ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ｔＸｉｎｔａｌａ

ｓｉｔ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ｌａｎｔｒｅｍａｉｎｓ．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３２（２）：２１９～２２５

４１　ＧｏｎｇＹｉｗｅｎ，ＹａｎｇＹｉｍｉｎ，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ＤａｖｉｄＫ．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ｎｏｏｄｌｅｓ，ｃａｋｅｓ，ａｎｄｍｉｌｌｅｔ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ｅｉｘｉＳｉｔｅ，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８（２）：４７０～４７９

４２　ＳｈｅｎＪｉ，ＬｉｕＸｉｎｇｑｉ，ＷａｎｇＳｕｍｉｎｅｔａｌ．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Ｌａｋｅａｒｅ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１８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５，１３６（１）：１３１～１４０

４３　ＴａｎｊａＭｒｋｌｅ，Ｍａｎｆｒｅｄ Ｒｓｃ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ｍ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ｌａｎｔｓｅｅｄｓ．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２００８，１７（Ｓｕｐｐｌ．１）：Ｓ２５７～Ｓ２６３

４４　杨　青，李小强，周新郢等．炭化过程中粟、黍种子亚显微结构

特征及其在植物考古中的应用．科学通报，２０１１，５６（９）：

７００～７０７

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ａｎｄｂｒｏｏｍｃｏｒｎｍｉｌｌｅｔ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１，５６（９）：７００～７０７

４５　叶茂林，吕厚远，杨晓燕等．喇家遗址四千年前的面条及其意

义．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２３日第 ７版

ＹｅＭａｏｌｉｎ，ＬｕＨｏｕｙｕａ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ｅｔａｌ．４０００Ｙｅａｒｏｌｄ

ｎｏｏｄ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Ｎｅｗｓ，２３ｔｈ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５，７ｔｈＰａｇｅ

４６　靳桂云．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２００７，

（４）：１１～２０

ＪｉｎＧｕｉｙｕｎ．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ｗｈｅａ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４）：１１～２０

４７　李小强，周新郢，周　杰等．甘肃西山坪遗址生物指标记录的

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中国科学 （Ｄ辑），２００７，３７（７）：

９３４～９４０

Ｌｉ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ｙ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Ｊｉｅ ｅｔａｌ．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Ｘｉｓｈａｎｐｉｎｇｓｉｔｅｉ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Ｄ），２００７，５０（１１）：１７０７～１７１４

４８　ＬｉＭｉｎｇｑ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ｅ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ａｒｃｈｇｒａｉ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ｏｎｅｋｎｉｖｅｓ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ｓｉｔ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４０（４）：

１６６７～１６７２

４９　李明启．５～２ｋａＢＰ甘青地区人类生计模式的演化及其对

４ｋａＢＰ气候事件的响应．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博士论文，２０１０．５５～６８

ＬｉＭｉｎｇｑｉ．Ｈｕｍａｎ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５～２ｋａＢＰ

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ａｔａｂｏｕｔ４ｋａＢＰｉｎＧａｎｓｕ

ＱｉｎｇｈａｉＡｒｅ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５５～６８

５０　李明启，杨晓燕，王　辉等．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人牙结石

中淀粉粒反映的古人类植物性食物．中国科学 （Ｄ辑），２０１０，

４０（４）：４８６～４９２

ＬｉＭｉｎｇｑｉ，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Ｗａ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Ｓｔａｒｃｈｇ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ｄｅｎｔ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ｒｅｖｅａｌ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ａｔＣｈｅｎｑｉｍｏｇｏｕｓｉｔｅ，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２０１０，４０（４）：４８６～４９２

５１　ＪｉａＸｉ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ＬｉＨｕ ｅｔａｌ．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２０１３，２３（１）：８５～９２

５２　赵志军．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考古

与文物，２００４，（２）：８５～９１

ＺｈａｏＺｈｉｊｕ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ａ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ｅｎｇｔａｉｓｉｔｅ，

ａｎＥａｒｌｙＢｒｏｎｚｅｓｉｔｅａｔ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８５～９１

５３　李明启，葛全胜，王　强等．青海卡约文化丰台遗址灰坑古代

淀粉粒揭示的植物利用情况．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０，３０（２）：

３７２～３７６

ＬｉＭｉｎｇｑｉ，Ｇｅ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ｔａｒｃｈｇｒ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ａｓｈｐｉｔｓｏｆＦｅｎｇｔａｉｓｉｔ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３０（２）：３７２～３７６

５４　马志坤，李　泉，郇秀佳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石刀功能分析：

来自石刀表层残留物的植物微体遗存证据．科学通报，２０１４，

５９（１３）：１２４２～１２４８

ＭａＺｈｉｋｕｎ，ＬｉＱｕａｎ，ＨｕａｎＸｉｕｊｉａ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ｒｅｍａｉｎｓ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ｏｎｅｋｎｉｖ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４，５９（１１）：

１１５１～１１５８

５５　ＤｏｄｓｏｎＪｏｈｎＲ．，Ｌｉ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ｗｈｅ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３，７２：

１０８～１１１

５６　陈守良主编．中国植物志 （第１０卷第１分册）．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１～４４５

ＣｈｅｎＳｈｏｕｌｉａｎｇｅｄ．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０－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１～４４５

８



　１期 王　灿等：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粟作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ＬＬＥ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ＯＦＬＡＪＩ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Ｃａｎ①②　ＬｕＨｏｕｙｕａｎ①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①　ＹｅＭａｏｌｉｎ③　ＣａｉＬｉｎｈａｉ④

（①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

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１０；

④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０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ｏ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ｆｏｒ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ｅｌｏｎｇｅｄｔｏｍｉｌｌｅ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ｗａｓｂａｓｅｄｍａｊｏｒｌｙｏｎ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Ｓ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１０２°４９′４０″Ｅ，
３５°５１′１５″Ｎ）ｉｎＭｉｎ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ａｔｅｒｒ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ｓｉｎｃｅ１９９９．Ｔｈｅｓｉｔｅｃｏｖｅｒｓ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０５ｓｑｕａｒｅ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
ｄａｔｅｓｔｏ４３００～３９００ｃａｌ．ａＢ．Ｐ．Ｔｈｅｓｉｔｅ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８７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４ｔｏ２００７．Ｔｈｅｓ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ｆｒｏｍ７ｈｏｕｓ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ｔｒａｓｈｐｉｔｓ，３ａｓｈｐｉｌｅｓ，１０ｐｉｌｌａｒｈｏｌｅｓａｎｄ７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ｓ．Ｍｏ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ｐｒｏ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ｏｆ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ｕｔ１０ｐｉｌｌａｒｈｏｌｅｓａｎｄａ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Ｔ１１０１⑤）ｗｅｒ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ｏｆＸｉｎｄｉ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ｅｔｈｅ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ｂｙｗｅｔ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ＬｅｉｃａＤＭ７５０ｏｐｔ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ｔ４００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００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ｗｅｒｅｃｏｕｎｔｅｄ．

２４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ａｌｌ８７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ηｔｙｐｅｆｒｏｍｈｕｓｋｓ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ａｎｄ
Ωｔｙｐｅｆｒｏｍｈｕｓｋｓ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Ｏｔｈｅｒｃｏｍｍｏｎ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ｔｙｐｅｓｉｎ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ｗｅｒｅｓｃｕｔｉｆｏｒｍｂｕｌｌｉｆｒｏｍｆｒｏｍｒｅｅｄ，
ｂｕｌｌｉｆｏｒｍ，ｓｑｕａｒｅ，ｓｈｏｒｔｓａｄｄｌｅ，ｂｉｌｏｂａｔ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ａｎｄｒｏｎｄｅｌ．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ｗ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ｈｉｇｈｅｒ
（０～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０～０６％）．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ｗａｓ
８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２０％）ｄｕｒｉｎｇ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ｒｉｏ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ｕｂｉｑｕ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ｗａｓａｌｓｏｈｉｇｈｅｒ（１３８％）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５８％）．Ｏｔｈｅｒｃｒｏｐｓ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ｓｆｒｏｍｈｕｓｋｓｏｆｗｈｅａｔａｎｄｂａｒｌｅｙ，ｗｅｒｅｎｏ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

Ｔｈｅｓｅ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ｓｍｉｌｌｅ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ｕｔ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ｒｏｐｗａｓ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Ｐａｎｉｃｕｍ ｍｉｌｉａｃｅｕｍ）．Ｔｈｉ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ｗａｒｄｃｏｏｌｄ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ｉｎｃｅ４５ｋａＢＰ．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ｉｌｌｅｔ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ｆｌｏａｔ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Ｌａｊｉａ
ｓｉｔｅａｎｄｅｖｅｎｉｎ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ｊｉａｓｉｔｅ，Ｑｉｊ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ｍｉｌｌｅｔ，ｆｏｘｔａｉｌｍｉｌｌｅｔ，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９

lenovo
高亮

lenovo
备注
Culture 首字母大写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高亮

lenovo
备注
首字母大写，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