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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京人 一、概述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房山

区龙骨山，距市区42千米。遗址面积0.24平方千米，核心

区1.2平方千米，保护区2平方千米，环境影响区6平方千米。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北京人

头盖骨化石而闻名于世，这一发现成为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

程碑。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这一带先后发现埋藏于

不同时期各类化石地点7处，其中最大的一处被命名为“周口

店第一地点”，地质年代范围从距今500万年前到1万年前，

其中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 1930年在龙骨

山顶部发现山顶洞遗址，洞中出土了“山顶洞人”化石

。1973年又发现年代介于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新

洞人”，反映了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1961年3月4日，周口

店北京人遗址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12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周口店北京

人遗址距北京城大约42千米。这里的科学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目前已经取得的发现包括：生活于中更新世的中国猿人北

京种以及伴生的多种材料、生活于距今1.8万1.1万年前左右的

晚期智人的遗骸、遗物等。这个遗址是亚洲大陆史前人类遗

存的宝库，展示了人类演化的历程。” 二、考古发现 (一)初

期挖掘 长期以来周口店地区的居民以开山采石和采煤为生。

在开采石灰石过程中。发现了细小的动物化石，引起了外国



科学家的兴趣。 1921年，著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及奥地利

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开始在周13店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

，1923年，发现了两枚古人类的牙齿。1926年，瑞典皇太子

访华时，在欢迎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在当时人类化石极为

罕见的情况下，震撼了世界学术界。从1927开始，中国地质

调查所与美属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对周

口店进行了连续10年大规模的、系统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

古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 (二)发现“北京人

” 1929年12月2日，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独立主持发掘

，在第一地点发现了距今约五六十万年前的第一具完整的“

北京人”头盖骨，轰动了世界学术界。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及

北京人用火的证据，将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直

立人的存在得到了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

，肯定了从猿到人的学说，确立了周口店在古人类发展史上

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地位。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自1927年开始

，20余年间共发现了200多件猿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上万

件石制品，丰富的用火遗迹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生活过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属直立人

的北京猿人.距今10万年左右的新洞人.距今2万年至7万年前的

山顶洞人。地质时代从上早新世至晚更新世，年代涵盖五百

万年前到距今一万多年前止。 (三)“北京人”的特点 迄今为

止，在“北京人”遗址已发现“北京人”化石包括头盖骨6个

、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

锁骨和月骨各1件，还有一些面骨和头骨碎片，分属于约40个

个体。通过对化石复原和研究，得出北京猿人的体貌特征，

头部的原始性比较明显，其特点是头盖骨较厚，额骨低平，



鼻子宽扁，脊骨高突，吻部前伸，下颌骨前部向后方倾斜，

脑量为9151250毫升。男性身高为156厘米，女性为150厘米，

属直立人。据考古学家论证，“北京人”的双手与现代人基

本相同，下肢虽能直立行走，但仍然有些弯曲。“北京人”

寿命相当短，绝大多数死于14岁以前，超过50岁的人极少。 (

四)北京人的生活状态 在遗址发掘中发现打制石器、石片10万

多件和97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数米厚的“灰烬层”，从而

有力地说明“北京人”已经能够制造使用石器，并已学会用

火和管理火。“北京人”文化已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

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二是存在大量以向背为主的小工具

。 “北京人”过着采集、狩猎的穴群居生活。由此看来，当

时的“北京人”已经有了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形态。 三、“

北京人”主要遗址简介 (一)猿人洞 “北京人”遗址位于龙骨

山北坡一个幽深的洞穴中，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化石发现地

，为周1：3店遗址第一地点。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石灰岩溶洞

，东西长140米。南北宽约40米，西端变狭窄，仅2米左右。

洞体为沉积掩埋，而今大半已被考古工作者挖空，只有一小

部分仍为堆积物填充。 猿人洞是发育在奥陶纪(距今4.5亿年)

石灰岩中的一个喀斯特溶洞。20世纪20年代刚发现时，洞顶

早就不存在。洞内沉积物总厚度有40米，科学工作者将’其

分为17层。依地质年代划分：第13层底部距今73万年，相当

于早中更新世的界限，故第14一17层属早更新世。北京人化

石产于311层，据古生物学家研究，北京人在周口店地区断断

续续生活了约26万年(距今50万年前24万年前)。 (二)山顶洞 

山顶洞是1930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北京人遗址的南部边界时发

现的。这个遗址可分为四个部分，即洞口、上室、下室和下



害。上室在人口部的南面，下室在上室西面，位置比上室低

，下窨由下室的东北角延伸出去。 前三部分都发现过人类化

石和文化遗址物。下窨只发现过动物化石，而且还多是相当

完整的骨架，估计这些动物当时是失足掉下这个天然陷阱，

死在里面后变成化石的。 年代学家测定了山顶洞动物化石中

放射性碳和铀的含量，推算出它们的年代大约在距今l-3万年

前。 (三)鸽子堂 鸽子堂因常有鸽子栖息而得名。先后于1930

、1931年在此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在此发现了猿人的锁骨、

顶骨、下颌骨等化石及许多用石英和绿色砂岩所制的粗糙石

器，共有四个文化层。其中含有猿人用火的遗迹，包括大片

灰烬层，特别重要的是还有一段紫荆木炭。其时代与第一地

点一致，为“中更新世”。 (四)田园洞 2003年6月，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周口店镇田园林场进行考古发

掘，发现古人类化石和大量动物化石，这是古人类考古的重

大发现。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2003年7月7日，周口店北京

人遗址管理协调委员会讨论决定，新发现化石地点命名为“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27地点(田园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