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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为 � ∀ ∀ � 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

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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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树木年轮分析可以判定过去人类 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古代木材建立 了跨度为

文化遗存的年代
,

对过去气候Φ包括温度
、

降 Π ∀ Π Θ 年的浮动树轮年表� ,

此浮动年表与已

水 � 和环境进行重建和研究
,

而且还能对碳 经建立的青海都兰县鄂拉山地区海拔  !∀ ∀

十四年代进行校正
。

树轮年表越长
,

其利用 米以上的活树建立的跨度为 !#  ∃ 年的年表

潜力越大
。

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建立能延伸 进行交叉定年
,

使都兰古墓群的浮动树轮年

到史前的树轮年表
。

表成为绝对树轮年表
,

年表长度 ! !∃ 年
,

可

% ∀ 世纪 &∀ 年代以来
,

许多学者利用青 追溯到公元前 ∃! ∃ 年
,

并根据此年表重建了

海省柴达木盆地东缘山区现在存活的树木 公元前 ∃!∃ 年以来的降雨 ∋ ,

为都兰县热水

建立了上千年的树轮年表 ( 。

!) ) ) 年中国社 乡恤渭墓 & 个墓葬提供了精确的年代∗ 。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与 %∀ ∀  年张齐兵等利用都兰古墓里 的木材和

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所的树轮分析室利用 现代树轮年表建立 了青藏高原东北都兰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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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跨度为 � ∀ � Ρ 年的祁连圆柏树轮年表
,

并

进行了气候重建2 。

虽然 目前在都兰地区利

用考古木材建立了两个年表
,

但是在德令哈

地区还未用考古样本建立年表
。

本文的研究 目的是利用德令 哈地 区郭

里木夏塔 图墓葬出土的木材进行树轮年代

学的研究
,

建立古代浮动树轮年表
,

然后把

此年表与 已经建立的活树树轮年表进行衔

接
,

使浮动树轮年表转换为绝对树轮年表
,

然后
,

根据此年表对夏塔图墓葬出土的木材

进行分析
,

确立墓葬群的年代
,

为考古学文

化的研究提供精确的年代学标尺
。

一
、

研究地区和研究材料

研究地区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东北

部德令哈地区的郭里木乡+ 图一 �
。

柴达木盆

地由高山环绕
,

盆地的东部海拔高度大约

% ) ∀ ∀ 一  ∀ ∀ ∀ 米
,

每年 的平均温度为 %℃ 一

−℃
,

每年的降雨约为 !∃ ∀ 一 %∀∀ 毫米
,

从东

向西递减
。

这里分布有许多墓葬
,

有丰富的

古代文化
,

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

其

自然环境在全球 占有特殊地位
,

与全球环境

变化的研究息息相关
。

%∀ ∀% 年 # 月
,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
,

对郭里木乡

夏塔图墓葬群的 !号墓
、 % 号墓进行了清理

和 发掘
。

墓葬群 位 于 德令 哈 东  ∀ 公 里

+ 3  &
’%∀ ’ ,

4 ) &
’  )

’ ,

海拔高度为  !) ∀ 米 �处

的 巴音河南岸
,

属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山

根
。

墓上方存有高约 !
5

∃ 米的封土
,

两座墓

葬均为竖穴土坑形制
,

墓室为长方形单室
,

长 − 、

宽 %
5

∃ 米左右
,

均有长方形斜坡墓

道
。 ! 号墓用柏木封顶

,

是迁葬墓
,

其形制较

为特别
,

是先将零散的骨架装于一小棺内
,

然后将小棺整个放置在大棺中
。

根据出土的

漆矢服判断
,

该墓主人应系男性武士
。

% 号

墓为木撑墓
,

男女合葬
。

两座墓葬中均见有

殉牲习俗
。

迁葬墓中出土有丝绸残片
、

木鸟
、

木马鞍和漆矢旅等
,

其中木马鞍上装饰有银

质镀金饰片以及兽面
、

鹿等动物形象
,

较为

少见
。

在合葬墓 中出土有大量丝织品
,

种类

有锦
、

绞
、

罗
、

印花绢等
,

另有木碗
、

木鸟
、

木

马鞍等
。

尤为引人注 目的是
,

两座墓  具木

棺的四面均有彩绘
。

其中棺当头绘有四神
、

花鸟
,

棺侧板绘有狩猎图
、

商旅图
,

以及以赞

普
、

赞蒙 +王
、

王后 � 为中心的帐居迎宾图和

职贡图6 。  号墓被盗
, − 号墓没有发掘

,

但

有盗洞取两根原木
。

树轮分析的样本采自这 − 个墓葬
。

夏塔

图 ! 号墓和 % 号墓的原木保存在当地考古

工作站
,

由于木材将来用于博物馆的陈列
,

不能破坏
,

所 以全部采集的是 ∃∃ 个树芯
。  

号墓的原木和棺板散放在墓的旁边
,

采集了

# 个圆盘和 ∃ 个棺板
。 − 号墓葬没发掘

,

所

以
,

只从盗洞处的两个原木上采集到 了两个

圆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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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样本的采集地点 +空白三角形代表出土的古代木材
采集地点

,

实心三角形代表与古代年表衔接的现代树木样

本采集地点 �

第 % 期

二
、

试验方法

+一 �木材鉴定方法

不同树种的木材在其横向
、

径向
、

弦向

三个切面上的构造特征不同
,

将未知木材的

构造特征与有关书籍上的描述和照片资料

进行对比
,

就可以确定木材的种属
。

具体的

工作程序是
,

从采集的样本上取 ΑΒ 耐 木样

进行软化
,

用徒手切片法
,

做横向
、

径 向
、

弦

向三个方向切面
,

然后在体视显微镜下观

察
、

记载木材横向
、

径向
、

弦向三个切面上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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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构造特征
,

最后根据《中国木材志》Χ 的

描述和照片资料进行树种鉴定
。

将木炭样本

粘在铝质样品台上
,

样品表面镀金
,

在 日立

Δ 一 ∃ ∀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拍照
。

+二 �定年方法

在实验室将树芯有树皮或接近树皮的

一边朝外
,

用乳胶粘在木槽里
,

用细绳将其

按十字形 式捆绑固定
,

待乳胶干后取下细

绳
。

将粘牢的树芯依次用从较细到细不同粒

度的干砂纸进行手工打磨
,

最细的砂纸粒度

为 . ∀ ∀ 目
,

直到磨到年轮相 当明显
,

细胞壁

也非常清楚为止
。

树盘用打磨机打磨
,

然后

用不同粒径 + %−∀ 目
、

%#∀ 目和 .∀∀ 目� 的砂

纸手工打磨样本的表面
,

先用粗砂纸磨
,

最

后用 . ∀ ∀ 目的细砂纸
。

根据传统的树轮分析程序Ε 和干旱区

树轮定年经验Φ ,

样本进行交叉定年
。

定好

年代后
,

用树轮宽度侧量仪侧量年轮宽度
,

该系统测量精度为 ∀
5

∀! 毫米
。

利用专门用

来 检 查 样 本 定 年 和 轮 宽 量 测 值 的
。

Γ 7 Η4 Γ Ι 0 程序对定年和轮宽量测值进行

检查
。

该程序利用相关分析中的相关系数作

为检验指标
,

并基于样芯定年和轮宽量测准

确时
,

样芯间高频变化的相关系数应为最高

这一假设
,

分段计算相关系数
,

实现检验
。

关

于 Γ 7 Η4 ΓΙ 0 程序的使用方法
,

请参看文

献 ϑ 。

三
、

研究结果

+一 �古墓木材种属的鉴定

虽然同一气候区内不同树种在同一时

期内年轮的宽窄变化规律有相似性
,

但是同

一树种年轮的宽窄规律变化更趋向一致
。

因

此
,

出土木材样本在用于树轮年代学研究以

前
,

最好先鉴定一下木材树种
。

将夏塔图墓

葬中的木材三个方向的切面
,

在体式显微镜

下进行观察
,

其结构特征如下
。

从木材横切

面看
,

晚材带窄
,

早材带占全轮宽度的绝大

部分
,

早材至晚材渐变
。

木射线细
,

没有树脂

道 +图二
, !�

。

从木材径切面看
,

射线薄壁细

胞与早材管胞间交叉场纹孔式为柏木型 +图

二
,

%�
。

从木材弦切面看
,

木射线单列
,

高度

多数 %一 ) 个细胞 +图二
,

 �
。

根据观察到的

木材构造特征
,

将 出土木材鉴定 为柏科

+ Κ Λ Μ Ν Κ Ο Ο Π Κ Κ Π Κ �
、

圆柏亚科 +=Λ Θ Ρ Μ Κ Ν ? ΡΣ Κ Π Κ �
、

圆柏属 + ΟΠ 占乞二Π �
、

祁连圆柏 + Ο Π 右Ρ。 。 Τ, Υ Κ :

二
,Π ΑΟ ς Ρ Ρ 1 ? Ω �

。

祁连圆柏是中国特有种
,

以它为建群种

所形成的天然林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

部和黄土高原西部边缘
。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

分布地段全为山地
,

地形复杂
,

林地坡度多

在 %∃ 度以上
,

可在海拔 !# ∀ ∀ 一  # ∀ ∀ 米的阳

坡形成林分
,

海拔  # ∀ ∀ 一 −∀ ∀ ∀ 米多为疏林

或散生林
。

在柴达木盆地东部山地祁连圆柏

林呈一大弧形间断分布
6 。

宗务隆山是祁连

圆柏分布的最西界。
,

由于在冷干气候下千

年以上的高龄古树得 以存活至今
,

因此
,

在

这一区域内
,

用祁连圆柏活树树芯建立了千

年以上 的现代树轮年表
。

本研究用于与古代

木材交叉定年的活树树轮年表也是 由祁连

图

厂

=匕

扫描电镜下考古木材的显微结构

横世面 %
5

径切面  
5

弦切面

# %+总 !& # � 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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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图三 考古树轮年表与现代树轮年表重叠部分 Φ∀ Θ ∀ 年 Γ

月,伪‘−ς内Ω月呀

:,工

树轮宽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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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

一 !∀ # # 一 ! # # # 一 ∀ # #

年

图四 考古木材树轮年表 ∃公元前 ! ∀ % ∀ 年一公元 % ∀& 年 ∋及建立年表

的样本数

列间相关系数为 #
(

%) ∗&
,

经显

著性检验
,

达到了 ∗∗
(

∗ + 极显

著水平 ∃图三 ∋
。

据此
,

我们建立

的德令哈郭里木夏塔图古墓群

的浮动树轮年表成为绝对树轮

年表
,

年表长度 , − − , 年
,

即从公

元前 ! ∀ % ∀ 年到公元 % ∀& 年 ∃ 图

四 ∋
。

∃三 ∋夏塔图墓葬群的年代

由于古代木材的年 轮与现

代树轮年表很好的交叉定年
,

所

以就能确定古代出土的每块木

材 的最外面一个年轮的 日历年

代
。

然而
,

由于木材 的腐烂和古

人对木材的加工
,

这最外面一个

年轮并不是树木的砍伐年代
,

也

不是遗址的出现年代
。

确定考古遗址中出土木材

的砍伐年代确定通常有两种方

法
,

一是如果样本有树皮
,

那么

最外层树轮 的年代要么是树木

的砍伐年代
,

要么是砍伐年代的

前一年 . 二是较多的样本最外层

年轮的年代都是同一年
。

除了以

上两种精确确定木材砍伐年代

的方法外
,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估

计砍伐年代
,

即如果出土木材不

存在树皮
,

但是有保存完好的边

圆柏活树树芯建立的
。

古代木材经过鉴定与

现代木材是同一树种
,

这就为古代木材与现

代木材能很好地交叉定年成为可能
。

∃二 ∋长年表的建立

对从夏塔图墓葬群里采集的样本
,

利用

严格的交叉定年工作程序
,

建立 了跨度为

, − − , 年的考古木材浮动树轮年表
,

此浮动

年表与邵雪梅等重建的柴达木盆地东北部

公元 ) #) 年 以来的现代树轮年 表 ϑ 进 行交

叉定年
,

两者有  ∃ 年的共同生长期
,

即重

叠  ∃ 年 +公元 −∀ −一 & ∃. 年�
。

重叠部分序

材
,

那么这种情况可 以根据该树种通常有的

边材年轮数量
,

估测木 材损失 了多少个年

轮
,

然后将出土木材的最外面年轮的年代加

上损失的年轮数
,

这样就可估计木材的砍伐

年代
。

知道 了木材的砍伐年代还不足 以确定

墓葬的年代
。

确定墓葬的年代又有两种方

法
。

一是如果用斧头加工的木材表面有清晰

可见的木材结构形成的纹理
,

说明加工的是

湿的
、

新鲜木头
,

换句话说
,

木材是现伐现用

的
。

二是如果 出土木材最外层树轮结束于同

第 % 期 #  +总 !& ) �



一年
,

很有可能墓葬的年代就是这一年
。

因

此
,

为了确定砍伐年代和墓葬的年代
,

有必

要对该树种 通常有 的边材年轮数进行估

计
。

许多树种的木材
,

在靠近树干外围部分

的颜色 比靠近树干中心部分的颜色浅
,

我们

把靠近树干中心颜色深的部分叫心材
,

把靠

近树干外围颜色浅的部分叫边材
。

心材的形

成是一种生理现象
,

随树龄的增加
,

树干中

心部分的细胞逐渐失去生活机能
,

不能再向

树冠输送水分
,

其营养物质转化为其他物

质
。

从生理上讲
,

任何树种都有心材
,

有的心

材与边材的颜色有显著区别
,

有的则区别不

显著
。

心材与边材颜色的不同
,

为我们确定

木材的砍伐年代提供了帮助
。

祁连 圆柏心材为褐色
,

颜色较深
,

边材

为浅黄色
,

颜色较浅
,

心材与边材界限明显
,

因此其边材年轮数是可以确定的
。

测定边材

的宽度
,

最好数年轮数
,

因为他们受生长快

慢的影响较小
。

在欧洲地区
,

用于建立年轮

序列的树种是栋树
,

栋树心材与边材界限也

很明显
,

他们常用边材的数量估测样本损失

的年轮数
。

因此
,

我们也采用年轮数的方法

估测边材的生长情况
。

随机选择 Π �� 个平均

树龄为 Ρ �� 年具有髓心和树皮的现代祁连

圆柏树芯调查其边材数
,

调查结果表明
#

平

均边材年轮数为 Π Τ  土∀Θ
,

即边材年轮数的

变动范围为 Π Π∀ 一 Π ∀ 轮
。

根据以上方法和原理
,

我们对夏塔图墓

葬群进行了定年
,

结果如下
。

Π
Λ

夏塔图 Π 号墓葬ΦΗ 5 5 ΞΓ 的年代 夏

塔图 Π 号墓葬的 Π∀ 个原木的 �Ρ 个树芯能很

好的交叉定年
。

Η 5 5 Π� Ψ 0
样本有树皮

,

因此
,

该样本最外层年轮的年代应该为砍伐年代或

砍伐年代的前一年
。

根据解剖结构
,

如果测量

的最外层年轮外面有松散的
、

颜色浅的春材

细胞存在
,

说明最外层年轮的年代应该是砍

伐年代的前 Π 年
。

由于 Η 5 5 Π � Ψ 0
最外层年

轮外面有松散的颜色浅的春材细胞存在
,

砍

表一 夏塔图 Π 号墓葬木材确定的砍伐年代

样样本号号 结束年年 部分边材数数 边材丢失年年 砍伐年年

轮轮轮轮轮数的范围围围

ΗΗΗ 5 5 Π� Π000 Ρ Ψ ΥΥΥ Π � ΥΥΥ Ρ一 Υ ΡΡΡ Υ � ∀ 一 Υ Υ ∀∀∀

ΗΗΗ 5 5 Π� Π777 Ρ Ψ ΡΡΡ Π � ��� �一 Ρ ΠΠΠ Ρ Ψ Ρ 一 Υ Θ ΥΥΥ

ΗΗΗ 5 5 Π �� 000 Θ  ΨΨΨ Υ ΡΡΡ ∀ Υ 一 Π � ΥΥΥ Ρ � Ρ 一 Ρ Ψ ΡΡΡ

&&& 5 5 2≅2 , 卜卜 Ρ � ��� Π � ��� Π Π 一  ΠΠΠ Ρ Π∀ 一 Ρ  ∀∀∀
222

Σ Σ 一 一 一 Σ 一 一一一一一一

ΗΗΗ 5 5 Π� Ρ 777 Ρ Υ ΨΨΨ Π Τ ��� � 一 Τ ΠΠΠ Ρ Υ Ψ 一 Υ � ���

ΗΗΗ 5 5 Π � Ψ 000 Υ Θ ΡΡΡ Π Θ ΡΡΡ ��� Υ Θ Ρ Φ有树皮ΓΓΓ

ΗΗΗ 5 5 2 2/ 777 Θ  ΘΘΘ Τ ΘΘΘ Ρ  一 Π∀    Ρ Θ∀ 一 Υ � ∀∀∀

又又5 5 Π ΠΠ 月月 Υ� ��� Π Τ ��� � 一 Τ ∀∀∀ Υ� � 一 Υ Τ ∀∀∀
222

Σ 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ΗΗΗ 5 5 2 2 2 777 Υ Π ΠΠΠ ΠΘ ΠΠΠ � 一 ∀ ��� Υ Π Π一 Υ Τ ∀∀∀

ΗΗΗ 5 5 2 2Ζ 000 Ρ Τ ��� ∀ ΘΘΘ Υ 一 ΠΤ    Υ Π  一 Υ    

&&& 5 甲 Π Π气自自 Θ     Θ ΘΘΘ Θ  一 Π�    Ρ Τ Ρ一 Υ ΠΡΡΡ
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

ΗΗΗ 5 5 2 2:777 Ρ Θ ��� Τ ��� Υ ∀一 ΠΤ ∀∀∀ Υ � ∀一 ΥΨ ∀∀∀

伐年代应该比测量 的最外层年轮年代晚 Π

年
。

测量的最外层年轮年代为公元 ΥΘ Ρ 年
,

因

此砍伐年代为公元 Υ ΘΥ 年
。

而且
,

从表一可以

看出有 Π� 个样本有部分边材
,

根据现代样本

边材数估测的砍伐年代
,

Υ 个样本早于公元

Υ Θ Υ 年
,

∀ 个样本约在公元 Υ ΘΥ 年
,

� 个样本

结束于公元 Υ ΘΥ 年
,

所以可以推测墓葬的建

立年代应该在公元 Υ ΘΥ 年
。

�
Λ

夏塔图 � 号墓葬 ΦΗ 5 5 �Γ 的年代 采

集的夏塔图 � 号墓葬木材样本中
,

有 ΠΤ 个

原 木 的 � 个树芯 能很好地交叉 定年
。

Η 5 5 � � Υ 0
样本有树皮

,

而且最外层年轮外

面没有松散的颜色浅的春材细胞
,

砍伐年代

应该为最外层年轮的年代
。

由于最外层年代

为公元 Υ ΘΡ 年
,

因此 砍伐年代为公元 Υ ΘΡ

年
。

从表二可以看出 Π� 个样本有部分边材
,

加上估计丢失的边材年轮数后
,

Θ 个样本早

于公元 Υ ΘΡ 年
,

Θ 个样本约在公元 Υ ΘΡ 年
,

Π

个样本结束于公元 Υ ΘΡ 年
,

Π 个样本晚于公

元 Υ ΘΡ 年
。

对这个晚于公元 Υ ΘΡ 年的异常样

本进一步检查
,

发现这个样本有几段颜色较

深处与几段颜色较浅处相间
,

所以影响了对

心材和边材界限的判断
,

这个样本不应考

虑
,

所以可 推测墓 葬 的建立 年代在公元

Υ Θ 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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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夏塔图 � 号墓葬木材确定的砍伐年代 表四 夏塔图 Τ 号墓葬木材确定的砍伐年代

样样本号号 结束年年 部分边材数数 边材丢失年年 砍伐年年

轮轮轮轮轮数的范围围围

ΗΗΗ 5 5 � � Π000 Ρ Ψ ΡΡΡ Π∀ ΘΘΘ !一 Τ    Ρ Ψ Ρ 一 Υ Τ ΤΤΤ

ΗΗΗ 5 5 � � Π777 Υ ∀ ΘΘΘ Π ∀ΨΨΨ � 一 Τ ΤΤΤ Υ ∀ Θ 一 Υ Υ ΨΨΨ

ΗΗΗ 5 5 � � ∀ 777 Ρ Π��� Ρ ��� Θ Π一 Π� ΠΠΠ Ρ Ρ Π 一 Υ ∀ ΠΠΠ

ΗΗΗ 5 5 � � Ρ
000

Υ Π��� �� ��� ��� Υ Π ���

ΗΗΗ 5 5 � � Ρ 777 Υ Θ ��� Π Ρ∀∀∀ � 一 � ��� Ρ Ψ Ψ 一 Υ Υ ���

ΗΗΗ 5 5 � � Υ 000 Υ Θ ΡΡΡ Π  ��� ��� Υ Θ Ρ Φ有树皮ΓΓΓ

ΗΗΗ 5 5 � � Ψ 000 Υ Π��� Π ∀��� � 一 Θ ΠΠΠ Υ Π� 一 Υ Ρ ΠΠΠ

ΗΗΗ 5 5 Ζ!3 777 Υ � ��� ΠΤ ΘΘΘ � 一 ∀    Υ � � 一 Υ ∀    

ΗΗΗ 5 5 � Π� 000 Ρ Υ ��� Υ ��� Τ ∀ 一 Π Π∀∀∀ Υ Π Θ一 Υ  ΘΘΘ

ΗΗΗ 5 5 � 2 2000 Ρ Π ��� ΡΡΡ Π� Υ 一 ΠΥ ΥΥΥ Υ Π Υ 一 Υ  ΥΥΥ

ΗΗΗ 5 5 � 22777 Ρ � ∀∀∀ Θ ΥΥΥ Θ Ρ 一 Π� ΡΡΡ Ρ Υ Ψ 一 Υ Τ ΨΨΨ

ΗΗΗ 5 5 � Π�
000

Υ � ��� ∀ ���  ∀ 一 ΠΘ ∀∀∀  � Θ 一  Υ ΘΘΘ

样样本号号 结束年年 部分边材数数 边材丢失年年 砍伐年年

轮轮轮轮轮数的范围围围

ΗΗΗ 5 5 Τ � ΠΠΠ Υ  ΘΘΘ Π � ΘΘΘ �一 Θ    Υ  Θ 一  Τ ∀∀∀

∀
Λ

夏塔图 ∀ 号墓葬ΦΗ 5 5 ∀Γ 的年代

从 ∀ 号墓葬取到的样本 中有 一些是棺

板
,

其中 Π 号样本为盖板
,

是年轮数最多的

一个样本
,

有 Π Ρ � ∀ 个年轮 Φ表三 Γ
。

Μ 5 5 ∀ ΠΤ

样本有明显的树皮
,

最外层年轮外面没有松

散的颜色浅的春材细胞存在
,

砍伐年代应该

为最外层年轮的年代
。

由于 Μ 5 5 ∀ ΠΤ 样本

最外层年轮的年代为公元 Υ Ψ� 年
,

因此砍伐

年代为公元 Υ Ψ� 年
。

值得注意的是
,

从原木

图五 木材纹理

表三 夏塔图 ∀ 号墓葬木材确定的砍伐年代

样样本号号 结束年年 部分边材数数 边材丢失年年 砍伐年年
轮轮轮轮轮数的范围围围

ΗΗΗ 5 5 ∀� ��� Υ  ΤΤΤ Π� ΥΥΥ Ρ 一 Υ ΡΡΡ Υ Ψ � 一  Ρ ���

ΗΗΗ 5 5 ∀ Π ΠΠΠ Ρ Τ    �     Θ 一 ΠΘ ΘΘΘ Υ ∀ ∀ 一  � ∀∀∀

ΗΗΗ 5 5 ∀ Π∀∀∀ Ρ � ΡΡΡ ΠΡ ΡΡΡ !一 ΠΥΥΥ Ρ � Ρ 一 Ρ Τ ∀∀∀

ΗΗΗ 5 5 ∀ ΠΤΤΤ Υ Ψ ��� ΠΘ ��� !!! Υ Ψ � Φ有树皮ΓΓΓ

第 � 期

和棺板上面可 以看到用斧头加工的木材表

面有清晰可见 的木材结构形成的纹理 Φ图

五Γ
,

说明加工的是湿的
、

新鲜木头
,

即木材

是现伐现用 的
。

由此
,

可以确定墓葬的年代

为公元 Υ Ψ� 年
。

从表三可以看出 Τ 个样本有边材
,

加上

丢失 的边材数后
,

Π 个样本早于公元 Υ Ψ�

年
,

� 个样本约在公元 Υ Ψ� 年
,

Π 个样本为公

元 Υ Ψ� 年
。

所以可推测墓葬的建立年代为公

元 Υ Ψ � 年
。

Τ
Λ

夏塔图 Τ 号墓葬ΦΗ 5 5 ΤΓ 的年代

从表四可以看出
,

Η 5 5 Τ �Π 样本有部分

边材
,

但没有树皮
。

根据现代样本边材数推

测 的砍伐年代落到公元 Υ ΘΘ 年和公元  Τ∀

年之间 Φ表四 Γ
,

因此
,

墓葬的年代应为公元

Υ  Θ 年或晚于公元 Υ  Θ 年
。

四
、

讨 论

考古学家根据夏塔图 Π 号墓和 � 号墓墓

葬的形制
、

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以及对墓葬棺板

画的分析和研究
,

断定这两座墓属于吐蕃时期

墓葬。
。

从文献记载看
,

吐谷浑在公元 ∀ Π∀ 年来

到青海
,

在公元 Ρ Ρ∀ 年被吐蕃所灭。
。

既然考

古学家断定夏塔图 Π 号墓和 � 号墓属于吐

蕃时期墓葬
,

说明这两座墓葬应晚于公元

Ρ Ρ ∀ 年
。

树轮研究结果夏塔图 Π 号墓和 � 号

墓的年代分别为公元 Υ ΘΥ 年和公元 Υ ΘΡ 年
,

晚于公元 Ρ Ρ∀ 年
,

研究结果与考古和文献记

载相符
。

另外
,

考古学家还认为
,

夏塔 图 Π 号

墓为迁葬墓
,

应该与 � 号墓同时或稍晚
,

树

轮定年也证明了这一点
。

结 语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量
,

严格按照交叉定

年的工作程序
,

对青海省德令哈地区夏塔图

·

 Θ Φ总 Π Π Γ
·



墓葬里出土的祁连圆柏木材进行了树轮年

代学研究
,

为今后中国干旱区开展考古木材

的树轮分析工作提供了经验
。

同时
,

建立了

跨度为 � ∀ ∀ � 年的考古树轮年表
,

此年表已

经延伸到 了夏末商初时期
,

是目前我国利用

考古木材建立的最长的一个年表
。

这一长年

表的建立为青海地区古文化的研究树立 了

精确的年代标尺
,

也为今后建立碳十四树轮

校正曲线提供了精确定年的树轮样本
。

此外

本研究确定了墓葬群的年代
,

夏塔图 Π 号墓

的年代为公元 Υ ΘΥ 年
,

� 号墓年代为公元

ΥΘ Ρ 年
,

∀ 号墓的年代为公元 Υ Ψ� 年
,

Τ 号墓

年代为公元 Υ  Θ 年或晚于公元 Υ  Θ 年
。

墓葬

年代的确定为研究隋朝和南北朝时期吐谷

浑的迁移与文化
、

吐蕃统治时期吐谷浑文

化
、

吐蕃文明史
、

中西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精

确的时间依据
。

长年表的建立还为今后这一

地区古气候的重建提供了高精度 的树轮代

用资料
,

为我们很好地理解气候在中国古代

社会经济形态转化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可

靠的环境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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