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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 考 古 学 是 分 析 和 研 究 考 古 遗 址 中 出 土 动 物

遗 存 的 学 科 ，目 标 是 认 识 古 代 动 物 的 种 类 、古 代 人 类

生 活 的 自 然 环 境 、 古 代 人 类 与 动 物 的 关 系 及 古 代 人

类 的 行 为 方 式 等 ①。 陕 西 省 作 为 文 物 大 省 和 考 古 强

省，是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开 展 最 充 分 的 省 份。 我 们 全 面 收

集 了 陕 西 地 区 的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成 果 ，按 照 研 究 方 法 、
研 究 内 容 和 研 究 成 果 的 数 量 等 将 陕 西 地 区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历 程 分 为 形 成 期 （20 世 纪 50 年 代 至 90 年 代 末 ）
和 发 展 期（21 世 纪 以 来）两 个 阶 段。 这 里 阐 述 如 下。

一、形成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末）

形成期研究成果较少，多为鉴定和研究报告，包括

李有恒等人对西安半坡遗址、客省庄遗址动物的研究②，
周本雄对宝鸡北首岭遗址、临潼白家村遗址、高家堡戈

国墓、汉长安城中央官署建筑遗址动物的研究③，祁国琴

等人对临潼姜寨遗址、沣西新旺村西周制骨作坊遗址动

物的研究④， 吴家炎对南郑龙岗寺遗址、 宝鸡福临堡遗

址、西乡何家湾遗址动物的研究⑤，王宜涛对商洛紫荆遗

址动物的研究⑥等共 12 篇。
除 专 门 的 鉴 定 和 研 究 报 告 外，一 些 发 掘 报 告 也 注

意 到 跟 动 物 遗 存 相 关 的 问 题。 如《扶 风 云 塘 西 周 骨 器

制 造 作 坊 遗 址 试 掘 简 报 》 结 尾 部 分 对 骨 器 的 制 造 工

艺 、 制 骨 作 坊 的 产 品 性 质 及 骨 料 种 类 和 数 量 所 反 映

的 农 牧 业 发 展 状 况 进 行 了 探 讨 ⑦；《汉 南 陵 从 藏 坑 的

初 步 清 理———兼 谈 大 熊 猫 头 骨 及 犀 牛 骨 骼 出 土 的 有

关 问 题 》 一 文 对 遗 址 出 土 的 大 熊 猫 及 犀 牛 的 来 源 问

题 进 行 了 探 究 ⑧；《元 君 庙 仰 韶 墓 地 》 报 告 对 随 葬 的

“食 物 遗 存 ”进 行 了 初 步 的 鉴 定 和 分 类 ⑨，等 等 。 此 外

还 有 少 量 的 专 门 性 研 究 ， 如 叶 祥 奎 对 沣 西 张 家 坡 西

周 墓 地 出 土 龟 甲 种 属 的 鉴 定 ⑩等。
形 成 期 有 两 篇 文 章 代 表 作。 一 是 20 世 纪 50 年 代

末 李 有 恒 和 韩 德 芬 发 表 的 《陕 西 西 安 半 坡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中 之 兽 类 骨 骼 》，这 篇 文 章 注 重 探 讨 人 类 活 动

对 动 物 遗 存 的 影 响 ，比 如 根 据 动 物 与 人 的 关 系 ，将 动

物 分 为 驯 养 的 及 可 能 驯 养 的 、狩 猎 来 的 、可 能 是 较 晚

时 期 侵 入 的 三 大 类 ； 把 年 龄 结 构 中 幼 年 或 年 轻 个 体

Abstract ：Shaanxi province is the area where zooarchaeological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most fully in China,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n zoo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is area at presen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l -
lects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review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zooarchaeology in Shaanx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contents and th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research history into two stages: the
formation period (from 1950s to the late 1990s) and the development perio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Key Words：Shaanxi; Zooarchaeology;Research history

摘 要 ：陕 西 是 国 内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开 展 最 充 分 的 地 区 ，但 目 前 缺 少 对 该 地 区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的 系 统 梳 理 。 本 文

全 面 收 集 了 陕 西 地 区 的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成 果 ，对 该 地 区 动 物 考 古 的 研 究 历 程 进 行 了 回 顾 。 根 据 研 究 方 法 、研 究

内 容 和 研 究 成 果 的 数 量 等 ，将 研 究 历 程 分 为 形 成 期 （20 世 纪 50 年 代 至 90 年 代 末 ）和 发 展 期 （21 世 纪 以 来 ）两

个 阶 段 ，并 提 出 了 未 来 的 研 究 展 望 。
关 键 词 ： 陕 西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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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主 体 作 为 判 断 家 猪 存 在 的 证 据 ； 根 据 碎 骨 和 表 面

痕 迹 注 意 到 人 的 行 为 对 动 物 骨 骼 的 影 响 等輥輯訛。 该 文 的

研 究 思 路 影 响 了 后 来 的 动 物 考 古 学 研 究 ， 不 仅 是 陕

西 地 区 的 开 篇 之 作，对 于 20 世 纪 50 年 代 开 始 的 动 物

考 古 学 来 说 也 是 一 个 新 的 开 端 。 另 一 篇 是 祁 国 琴 于

1988 年 发 表 的 《姜 寨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动 物 群 的 分

析 》，这 篇 报 告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有 重 要 突 破 ，首 次 使 用

最 小 个 体 数 进 行 定 量 统 计 ， 对 各 类 动 物 在 全 部 动 物

总 数 中 的 比 例 给 出 了 明 确 的 数 字 。 此 外 该 报 告 还 尝

试 探 讨 姜 寨 遗 址 不 同 区 域 中 出 土 的 动 物 遗 存 ， 试 图

揭 示 当 时 的 人 为 因 素 对 动 物 的 影 响 。 从 特 定 的 角 度

对 古 代 人 类 的 行 为 进 行 研 究 ， 也 进 一 步 引 起 了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人 员 的 重 视輥輰訛。 这 两 篇 文 章 代 表 了 形 成 期 的

较 高 起 点 ，在 研 究 内 容 上 注 重 探 讨 人 与 动 物 的 关 系 ，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运 用 了 定 量 统 计 。 这 是 形 成 期 值 得 充

分 肯 定 的 亮 点。
但 这 一 时 期 的 研 究 还 存 在 不 少 问 题。首 先 是 对 动

物 遗 存 研 究 的 重 视 程 度 不 够 ， 比 如 鉴 定 和 研 究 报 告

多 以 附 录 的 形 式 存 在 于 考 古 发 掘 报 告 中 ； 大 多 数 报

告 比 较 简 单 ，只 对 动 物 的 种 属 和 部 位 做 基 础 的 鉴 定 ；
有 的 报 告 只 公 布 了 研 究 者 认 为 有 价 值 的 一 部 分 标

本 ，而 不 进 行 全 面 研 究 。 其 次 是 研 究 方 法 上 的 不 足 ，
比 如 鉴 定 上 并 不 完 全 准 确 ；定 量 分 析 运 用 得 较 少 ；对

动 物 骨 骼 的 测 量 也 很 有 限 。 其 三 是 研 究 内 容 上 的 欠

缺 ，比 如 有 些 研 究 者 忽 视 遗 址 中 文 化 层 的 划 分 ；对 于

家 养 动 物 的 判 断 依 据 不 充 分 ； 对 于 生 业 经 济 的 探 讨

也 是 浅 尝 辄 止 等。

二、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21 世 纪 以 来 ， 伴 随 着 田 野 考 古 发 掘 技 术 与 方 法

的 不 断 进 步 ， 越 来 越 多 的 考 古 工 作 者 在 发 掘 过 程 中

注 意 采 集 动 物 遗 存 ，有 些 还 采 用 了 筛 选 法 和 浮 选 法 ，
更 加 全 面 地 获 得 了 动 物 遗 存 。 动 物 考 古 从 业 人 员 的

增 加 和 全 面 系 统 的 整 理 使 得 这 一 时 期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取 得 了 众 多 成 果 ，除 鉴 定 和 研 究 报 告 外 ，还 有 大 量 的

专 题 研 究，下 面 分 别 阐 述。
1.鉴 定 和 研 究 报 告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 杨苗苗等人对多处遗

址的动物遗存进行了整理，目前共发表了 20 处遗址的

材 料，包 括：神 木 大 保 当 汉 墓輥輱訛、丹 凤 巩 家 湾 遗 址輥輲訛、靖

边 五 庄 果 墚 遗 址輥輳訛、宝 鸡 建 河 墓 地輥輴訛、西 汉 长 安 城 城 墙

西 南 角 遗 址輥輵訛、宝 鸡 关 桃 园 遗 址輥輶訛、榆 林 火 石 梁 遗 址輥輷訛、
高 陵 东 营 遗 址輦輮訛、汉 阳 陵 帝 陵 陵 园 外 藏 坑輦輯訛、商 洛 东 龙

山 遗 址輦輰訛、高 陵 杨 官 寨 环 壕 西 门 址輦輱訛、横 山 县 大 古 界 遗

址輦輲訛、横 山 县 杨 界 沙 遗 址輦輳訛、华 县 泉 护 村 遗 址輦輴訛、神 木 石

峁 遗 址輦輵訛、西 安 鱼 化 寨 遗 址輦輶訛、延 安 寨 头 河 墓 地輦輷訛、华 阴

兴乐坊遗址輧輮訛、蓝田新街遗址輧輯訛、靖 边 统 万 城 西 城 遗 址輧輰訛

等。 除此之外， 本地区动物考古鉴定和研究报告还包

括：傅 勇 对 扶 风 案 板 遗 址 动 物 的 研 究輧輱訛，袁 靖 等 人 对 沣

西马王村和大原村及汉长安城桂宫遗址动物的研究輧輲訛，
刘莉等人对康家遗址动物的研究輧輳訛，曹玮对耀县北村遗

址 动 物 的 研 究輧輴訛，张 云 翔、周 春 茂 等 人 对 临 潼 零 口 村 遗

址动物的研究輧輵訛，薛翔熙对神木新华遗址动物的研究輧輶訛，
张云翔对旬邑下魏洛遗址动物的研究輧輷訛，周本雄对碾子

坡遗址动物的研究輨輮訛，马萧林等人对周原齐家制玦作坊

遗址动物的研究輨輯訛，刘欢等人对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

动物的研究輨輰訛等 11 篇。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生学位论文

也是对单个遗址动物遗存的综合性研究， 如王华对瓦

窑 沟 遗 址 动 物 的 研 究輨輱訛、张 艳 对 周 公 庙 遗 址 动 物 的 研

究輨輲訛、侯富仁对扶风案板遗址动物的研究輨輳訛、李悦对枣树

沟脑遗址动物的研究輨輴訛等。
这 一 时 期 的 鉴 定 和 研 究 报 告 不 仅 在 数 量 上 较 上

一 阶 段 大 幅 增 加 ，在 编 写 体 例 上 也 发 生 了 重 要 变 化 ，
往 往 不 再 将 鉴 定 和 研 究 报 告 放 入 附 录 部 分 ， 而 将 其

单 独 列 为 发 掘 报 告 中 的 一 个 章 节 ， 体 现 了 对 动 物 遗

存 的 重 视。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也 有 相 当 大 的 进 步：如 依 托

于 动 物 标 本 库 ，鉴 定 的 准 确 性 大 大 提 高 ；最 大 限 度 地

对 骨 骼 进 行 测 量 ，为 分 辨 动 物 种 类 、性 别 ，甚 至 是 人

类 活 动 对 动 物 的 影 响 提 供 了 判 断 依 据 ； 可 鉴 定 标 本

数 （NISP）、最 小 个 体 数 （MNI）、肉 量 统 计 等 多 种 定 量

分 析 方 法 的 综 合 运 用 ， 更 加 清 晰 地 掌 握 了 遗 址 中 各

类 动 物 的 数 量 及 其 所 占 比 例 ； 充 分 借 鉴 外 国 学 者 对

各 类 动 物 死 亡 年 龄 判 断 的 方 法 ， 建 立 起 遗 址 中 动 物

死 亡 年 龄 结 构 ； 对 动 物 骨 骼 上 的 痕 迹 和 病 理 现 象 进

行 观 察 和 记 录 等 等。 在 研 究 内 容 上 也 更 加 全 面，不 仅

根 据 动 物 群 的 构 成 探 讨 遗 址 所 处 自 然 环 境 ， 还 对 先

民 行 为 和 生 业 模 式 等 都 展 开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研 究。
2.专 题 研 究

发 展 期 涌 现 出 多 个 专 题 性 研 究，从 动 物 种 属 的 研

究 和 古 环 境 的 复 原 ，到 探 讨 动 物 与 人 的 关 系 ，包 括 人

类 如 何 获 取 和 利 用 动 物 资 源 ， 再 到 新 兴 科 技 方 法 的

运 用 、生 业 的 研 究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在 广 度 和 深 度 都 得

到 进 一 步 拓 展。 下 面 分 别 阐 述。
（1）动 物 种 属 的 研 究

研 究 对 象 一 般 为 比 较 罕 见 或 较 难 准 确 鉴 定 到 种

属 的 动 物 ，这 些 动 物 往 往 对 于 研 究 其 本 身 的 演 化 、复

原 古 环 境 及 讨 论 家 养 动 物 的 起 源 等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如 胡 松 梅 对 关 桃 园 遗 址 发 现 的 金 丝 猴 、 苏 门 犀 、野

马 、 圣 水 牛 等 北 方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中 罕 见 的 动 物 进

行 了 介 绍 ，并 指 出 它 们 为 探 讨 先 民 的 食 物 结 构 、气 候

演 变 等 提 供 了 重 要 依 据輨輵訛；对 于 在 北 方 新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中 首 次 发 现 且 数 量 较 多 的 金 丝 猴 头 骨 展 开 了 详 细

的 讨 论 ， 并 指 出 其 对 于 研 究 金 丝 猴 物 种 的 演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輨輶訛。 此 外 ，张 玉 光 等 人 对 泉 护 村 遗 址 和 新 街

遗 址 出 土 鸟 类 骨 骼 的 记 述 和 研 究輨輷訛，不 仅 丰 富 了 我 们

对 考 古 遗 址 中 出 土 鸟 类 遗 存 的 认 识 ， 也 为 探 究 当 时

的 自 然 环 境 和 古 人 的 生 活 行 为 提 供 了 重 要 资 料 。 还

有 一 些 学 者 关 注 跟 家 养 动 物 驯 化 和 起 源 相 关 的 动 物

遗 存。 如 薛 祥 煦、李 晓 晨 对 陕 西 出 土 的 德 氏 水 牛 和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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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水 牛 化 石 进 行 了 描 述 、测 量 和 对 比 ，并 分 析 了 中 国

水 牛 化 石 的 地 理 分 布 及 其 演 变輩輮訛；胡 松 梅 等 人 对 陕 西

渭 河 流 域 近 年 来 出 土 水 牛 遗 存 的 研 究 表 明 ， 渭 河 流

域 在 更 新 世 时 期 至 少 有 杨 氏 水 牛 和 德 氏 水 牛 ， 全 新

世 时 期 至 少 有 圣 水 牛 ，且 圣 水 牛 的 形 体 在 距 今 8000~
3000 年 没 有 缩 小 的 迹 象輩輯訛。 这 些 研 究 为 我 们 探 讨 国 内

家 养 水 牛 的 起 源 提 供 了 重 要 信 息 。 此 外 还 有 对 马 的

研 究 ，如 李 悦 等 人 综 合 系 列 鉴 定 标 准 ，判 定 枣 树 沟 脑

遗 址 出 土 马 骨 属 于 家 养 马 匹 ， 这 是 首 次 运 用 动 物 考

古 学 方 法 对 陕 西 商 周 时 期 出 土 马 骨 开 展 的 综 合 性 研

究 ，为 探 讨 家 马 的 起 源 、埋 葬 习 俗 等 问 题 提 供 了 重 要

资 料輩輰訛。
（2）古 环 境 的 复 原

主 要 是 根 据 哺 乳 动 物 群 的 生 态 地 理 和 动 物 地 理

等 对 古 环 境 和 古 气 候 的 演 变 进 行 探 究 ， 一 些 研 究 还

结 合 了 孢 粉 分 析 等 其 他 方 法 。 如 张 云 翔 等 人 对 零 口

遗 址 动 物 遗 存 的 研 究 表 明 ， 零 口 文 化 至 仰 韶 文 化 的

1500 年 间 包 含 了 两 个 气 候 演 变 周 期 ， 且 气 候 演 化 周

期 与 文 化 发 展 周 期 基 本 同 步輩輱訛。 胡 松 梅 等 人 对 关 桃 园

遗 址 各 时 期 动 物 遗 存 的 研 究 表 明 ，关 桃 园 类 型 、北 首

岭 下 层 类 型 和 西 王 村 类 型 时 期 的 气 温 都 比 现 在 高 ，
处 于 全 新 世 大 暖 期輩輲訛；结 合 大 地 湾 、西 山 坪 、北 首 岭 等

遗 址 出 土 的 动 物 遗 存，胡 松 梅 指 出 距 今 8000~5000 年

渭 河 上 游 处 于 全 新 世 大 暖 期 ，但 仍 有 气 候 波 动 ，且 文

化 演 替 与 气 候 变 化 息 息 相 关輩輳訛；对 鱼 化 寨 遗 址 出 土 动

物 遗 存 的 研 究 也 表 明 ， 仰 韶 文 化 各 阶 段 的 气 温 都 比

现 在 高輩輴訛。
（3）动 物 资 源 获 取 方 式 的 研 究

除 通 过 动 物 研 究 古 代 自 然 环 境 外，另 一 个 重 要 研

究 内 容 是 动 物 与 人 的 关 系 。 动 物 与 人 的 关 系 首 先 是

人 类 如 何 获 取 动 物 资 源 ，既 包 括 狩 猎 野 生 动 物 研 究 ，
也 包 括 饲 养 家 畜 研 究。

狩 猎 野 生 动 物 研 究。 王 华 等 人 依 据 年 龄 结 构、性

别 比 例 和 死 亡 的 季 节 性 等 判 断 瓦 窑 沟 遗 址 的 先 民 在

狩 猎 梅 花 鹿 时 一 般 会 选 择 成 年 个 体 ， 倾 向 于 选 择 公

鹿 ，狩 猎 活 动 主 要 发 生 在 冬 季 ，说 明 仰 韶 时 代 的 先 民

会 根 据 梅 花 鹿 的 生 活 习 性 开 展 狩 猎 活 动輩輵訛。
饲 养 家 畜 研 究。王 华 等 人 依 据 动 物 种 属 数 量 和 比

例 、形 体 尺 寸 、年 龄 结 构 及 病 理 现 象 等 对 新 石 器 时 代

渭 水 流 域 家 猪 的 驯 化 和 饲 养 策 略 进 行 了 探 讨 ， 结 果

表 明 该 地 区 新 石 器 时 代 家 猪 的 驯 化 已 经 发 生 ， 饲 养

规 模 逐 渐 扩 大，且 家 猪 饲 养 与 种 植 小 米 密 切 相 关輩輶訛。
（4）动 物 资 源 利 用 方 式 的 研 究

动 物 与 人 的 关 系 中 另 一 个 重 要 内 容 是，人 如 何 利

用 动 物 资 源 ，这 既 包 括 肉 食 资 源 的 消 费 、次 级 产 品 的

开 发 利 用，还 包 括 骨 器 的 加 工 制 作、动 物 牺 牲 等 等。
肉 食 资 源 消 费 的 研 究。 Tricia 等 人 对 石 峁 古 城 及

其 周 边 乡 村 型 聚 落 寨 峁 梁 遗 址 在 动 物 种 类、年 龄 结 构

和 身 体 部 位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比 较， 并 未 发 现 明 显 差 异，
表 明 这 两 处 遗 址 食 物 的 生 产 和 消 费 均 是 自 给 自 足 型

的，石 峁 尚 未 形 成 标 准 化 或 集 约 化 的 管 理 策 略輩輷訛。张 云

翔 等 人 对 商 代 老 牛 坡 遗 址 出 土 家 猪 的 年 龄 结 构 进 行

了 分 析，结 果 显 示 猪 的 屠 宰 年 龄 相 对 集 中 但 无 明 显 季

节 性 ，结 合 该 遗 址 的 文 化 特 征 ，研 究 者 认 为 老 牛 坡 遗

址 已 经 成 为 当 时 贸 易 与 权 力 的 中 心 之 一輪輮訛。 林 永 昌 等

人 对 周 公 庙 遗 址 商 周 时 期 不 同 性 质 的 单 位 中 出 土 动

物 遗 存 的 研 究 表 明，动 物 种 类 及 身 体 部 位 的 差 异 并 不

明 显，动 物 的 饲 养、屠 宰 及 消 费 可 能 在 不 同 的 地 方，对

不 同 种 类 的 动 物 的 利 用 方 式 也 存 在 多 样 性輪輯訛。
次 级 产 品 的 研 究。杨 苗 苗 等 人 对 陕 北 龙 山 晚 期 木

柱 柱 梁 遗 址 出 土 羊 骨 的 研 究 表 明 ， 先 民 饲 养 山 羊 和

绵 羊 一 方 面 是 为 了 获 取 肉 食 资 源 ， 另 一 方 面 是 为 了

开 发 利 用 其 副 产 品 奶、羊 毛 和 羊 皮 等輪輰訛。
骨 器 研 究。新 石 器 时 代 骨 器 研 究 成 果 包 括 吴 晓 桐

等 人 对 关 中 地 区 的 骨 器 研 究 ， 其 研 究 表 明 骨 料 资 源

决 定 了 骨 器 数 量 ， 而 骨 料 资 源 主 要 来 自 大 中 型 食 草

动 物 ，受 自 然 环 境 、生 业 模 式 、聚 落 形 态 和 人 口 数 量

等 多 方 面 的 影 响輪輱訛。 杨 苗 苗 对 关 桃 园 遗 址 出 土 骨 器 的

研 究 表 明 ，骨 料 的 多 少 与 食 用 动 物 的 数 量 有 关 ，选 料

具 有 “因 材 作 器 ”的 特 点 ，骨 器 制 作 经 过 选 料 、截 料 、
修 整 等 过 程輪輲訛。 青 铜 时 代 骨 器 研 究 成 果 较 多。 如 高 巧

荣 对 关 中 地 区 商 周 时 期 出 土 甲 骨 的 形 态 进 行 了 分 类

和 分 期 研 究 ，通 过 与 周 边 地 区 进 行 比 较 ，探 讨 了 甲 骨

整 治 技 术 背 后 文 化 与 人 群 的 交 流 互 动輪輳訛。 何 静 对 枣 树

沟 脑 遗 址 出 土 骨 器 进 行 了 形 态 研 究 、 微 痕 分 析 和 制

作 工 艺 的 模 拟 实 验 ， 并 深 入 探 讨 了 该 遗 址 的 自 然 环

境 、生 业 模 式 及 文 化 特 征 等 问 题輪輴訛。 付 仲 杨 等 人 对 丰

镐 遗 址 冯 村 北 制 骨 作 坊 的 骨 料 、制 作 工 艺 、骨 器 种 类

等 进 行 了 分 析 ，并 指 出 该 作 坊 可 能 属 于 官 营輪輵訛。 之 后

付 仲 杨 对 丰 镐 遗 址 内 的 制 骨 遗 存 进 行 了 全 面 考 察 ，
确 认 遗 址 内 存 在 三 处 制 骨 作 坊 ，并 从 骨 器 种 类 、制 作

工 艺 和 聚 落 布 局 等 方 面 对 丰 镐 遗 址 制 骨 手 工 业 的 发

展 状 况 和 生 产 管 理 方 式 进 行 了 探 究輪輶訛。 张 俭 等 人 对 陕

西 周 原 姚 西 居 址 出 土 的 鹿 角 镞 的 制 作 工 艺 进 行 了 研

究 ，结 合 动 物 遗 存 和 遗 迹 现 象 ，他 们 认 为 姚 西 居 址 尚

未 达 到 制 骨 作 坊 的 水 平輪輷訛。 胡 玉 君 对 云 塘 制 骨 作 坊 的

制 骨 工 艺 进 行 了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骨 料 有 条 状 、柱 状 和

扁 平 之 分 ， 制 作 不 同 类 型 的 骨 器 使 用 的 工 艺 流 程 不

同 ，因 为 该 作 坊 主 要 生 产 骨 笄 ，工 艺 流 程 以 骨 笄 制 作

为 主 线輫輮訛。 历 史 时 期 也 有 少 量 骨 器 研 究 的 案 例 ，如 吕

劲 松 对 秦 始 皇 陵 骨 器 的 研 究 表 明 ， 骨 器 可 分 为 生 活

用 器 、兵 器 、车 马 器 、乐 器 等 ，骨 料 主 要 来 自 猪 和 黄

牛，其 次 为 马、鹿 和 羊，其 中 乐 器 骨 料 多 取 自 鸟 类輫輯訛。
动 物 牺 牲 。 钱 耀 鹏 等 人 对 案 板 遗 址 一 处 祭 祀 坑

(2007K1)的 研 究 表 明 ，人 牲 与 动 物 牺 牲 伴 出 ，且 动 物

牺 牲 的 种 类 多 样 ，包 括 牛 、马 、猪 、狗 等 ，以 全 牲 或 肢

解 的 方 式 分 层 掩 埋 ， 年 龄 分 析 表 明 牛 和 马 多 为 成 年

个 体 ，猪 和 狗 多 为 幼 畜 ，据 此 研 究 者 认 为 西 周 时 期 祭

祀 是 否 已 经 形 成 “尚 幼 ”的 用 牲 习 俗 ，有 待 进 一 步 的

研 究輫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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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研 究。王 炜 林 以 泉 护 村 遗 址 出 土 猫 骨 为 例 探

讨 了 古 代 人 饲 养 猫 的 目 的 及 猫 、 鼠 与 人 类 社 会 的 关

系 等 问 题輫輱訛。 李 丰 江 等 人 对 新 石 器 时 代 关 中 地 区 出 土

软 体 动 物 遗 存 的 研 究 表 明 ， 当 时 先 民 已 经 食 用 软 体

动 物 ，但 因 其 数 量 较 少 ，可 能 不 是 主 要 食 物 ，并 且 会

利 用 蚌 壳 制 作 工 具 和 装 饰 品 等輫輲訛。
（5）科 技 方 法 的 运 用

近 年 来 科 技 手 段 的 引 入 为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打 开 了

新 的 研 究 视 角 。 目 前 在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中 运 用 最 多 的

是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和 古 DNA 研 究 ，也 有 少 量 运 用 几

何 形 态 测 量、生 物 力 学 等 其 他 科 技 手 段 的 案 例。 下 面

分 别 阐 述。
① 稳 定 同 位 素 研 究

陕 西 地 区 目 前 已 有 近 20 处 遗 址 开 展 过 稳 定 同 位

素 研 究 。 通 过 碳 （C）、氮 （N）稳 定 同 位 素 可 以 研 究 动

物 的 食 性 和 生 业 状 况 ，而 锶 （Sr）、氧 （O）、硫 （S）同 位

素 可 以 研 究 动 物 的 来 源 问 题 。 下 面 按 照 时 间 的 先 后

顺 序 分 别 阐 述。
开 展 过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遗 址 最

多 。 从 仰 韶 时 期 至 龙 山 时 期 的 瓦 窑 堡 、瓦 窑 沟 、泉 护

村 、兴 乐 坊 、五 庄 果 墚 、东 营 、康 家 、神 圪 垯 墚 等 多 个

遗 址輫輳訛的 数 据 看 ，猪 和 狗 均 具 有 较 高 的 δ13C 值 和 δ15N
值 ， 表 明 它 们 以 C4 类 食 物 和 人 类 食 物 残 渣 为 食 ，往

往 由 先 民 喂 养 ， 且 粟 类 产 品 在 饲 养 中 的 作 用 日 趋 重

要輫輴訛，个 别 相 反 案 例 表 明 遗 址 中 还 存 在 野 猪輫輵訛。 东 营 、
火 石 梁 、神 圪 垯 墚 等 遗 址 中 黄 牛 和 绵 羊 的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 这 两 种 家 养 动 物 存 在 舍 饲 和 放 养

两 种 饲 养 方 式輫輶訛。 部 分 鼠 类 也 具 有 较 高 的 δ13C 值 和

δ15N 值 ，食 物 结 构 受 到 人 类 的 影 响輫輷訛。 野 生 动 物 一 般

以 C3 类 食 物 为 主 ，也 有 例 外 ，如 兴 乐 坊 遗 址 中 发 现 1
头 梅 花 鹿 摄 入 了 相 当 量 的 C4 类 食 物 ，研 究 者 推 测 可

能 是 先 民 为 获 取 鹿 角 对 梅 花 鹿 进 行 了 短 期 的 集 中 饲

喂輬輮訛。 此 外，胡 耀 武 等 人 对 泉 护 村 遗 址 出 土 猫 骨 的 C、
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 为 揭 示 猫 的 驯 化 机 制 提 供 了 新

的 线 索輬輯訛。 生 膨 菲 等 人 对 杨 界 沙 遗 址 和 王 阳 畔 遗 址 出

土 野 兔 骨 骼 的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仰 韶 时 代

晚 期 黄 土 高 原 北 部 地 区 的 野 兔 与 人 类 已 经 建 立 起 了

共 生 关 系輬輰訛。 赵 春 燕 等 人 对 石 峁 遗 址 后 阳 湾 地 点 出 土

猪、绵 羊 和 黄 牛 牙 釉 质 的 Sr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猪 最 有

可 能 是 在 当 地 饲 养 ， 且 大 多 数 绵 羊 和 黄 牛 应 是 在 当

地 饲 养 的輬輱訛。
开 展 过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的 青 铜 时 代 遗 址

有 淳 化 枣 树 沟 脑 、延 安 寨 头 河 等 ，这 一 时 期 还 包 括 对

马 的 饲 养 策 略 的 研 究 。 兰 栋 对 淳 化 枣 树 沟 脑 遗 址 出

土 先 周 时 期 的 动 物 骨 骼 样 品 的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 梅 花 鹿 等 野 生 动 物 以 C3 类 植 物 为 主 ； 马 、
牛 、绵 羊 等 家 养 动 物 表 现 为 C3、C4 混 合 食 物 结 构 ，可

能 存 在 放 养 和 喂 养 两 种 方 式 ；猪 和 狗 的 C、N 稳 定 同

位 素 比 值 与 人 的 接 近， 可 能 食 用 了 人 类 食 物 残 渣 ；Sr
同 位 素 分 析 则 表 明 绝 大 多 数 动 物 都 在 当 地 出 生 ，仅

有 1 头 老 虎 、1 只 狗 、1 头 黄 牛 和 2 只 羊 是 从 外 地 迁

移 而 来 輬輲訛 。 陈 相 龙 等 人 对 该 遗 址 西 周 中 晚 期 马 坑

（MK1）出 土 马 骨 的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大 多

数 马 主 要 食 用 C4 类 食 物 ， 可 能 以 人 工 喂 养 为 主 ，放

养 为 辅 ，少 数 以 C3 类 植 物 为 主 ，可 能 主 要 为 放 养輬輳訛。
菊 地 大 树 对 延 安 寨 头 河 墓 地 出 土 马 骨 的 C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比 值 都 在 C3、C4 之 间 ，应 摄 入 了 一 定 量

的 C4 类 植 物， 且 个 体 间 差 异 不 大 ；Sr、O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马 很 有 可 能 是 当 地 饲 养 的輬輴訛。
历 史 时 期 的 遗 址 也 开 展 了 不 少 稳 定 同 位 素 的 研

究 。 如 陈 相 龙 等 人 对 凤 翔 血 池 遗 址 北 斗 坊 地 点 祭 祀

坑 出 土 马 牲 的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马 牲 的 食

物 来 源 多 样 ， 且 马 牲 生 前 最 后 一 段 时 期 食 用 了 更 多

的 粟 黍 类 食 物。 结 合 相 关 研 究，他 们 认 为 食 物 来 源 的

多 样 性 可 能 与 马 牲 来 自 于 不 同 区 域 有 关 ， 食 物 结 构

转 变 也 与 《周 礼 》记 载 相 符輬輵訛。 唐 自 华 等 人 对 该 遗 址

牛、马 牙 釉 质 的 Sr 同 位 素 研 究 则 表 明 ，牛 和 马 都 是 来

自 百 公 里 以 外 的 地 区 ，且 不 同 个 体 、不 同 祭 祀 坑 的 祭

牲 Sr 同 位 素 特 征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 这 一 研 究 表 明 秦 汉

时 期 血 池 遗 址 的 祭 祀 活 动 具 有 复 杂 和 高 效 的 社 会 网

络 支 持輬輶訛。 张 国 文、胡 耀 武 等 人 对 关 中 地 区 光 明、官 道

和 机 场 汉 代 墓 地 出 土 动 物 骨 骼 的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光 明 墓 地 马 和 猪 为 C3、C4 混 合 食 物 结 构 ，
S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有 1 匹 马 来 自 外 地 ；官 道 墓 地

的 羊 以 C3 类 食 物 为 主。 该 研 究 还 揭 示 了 游 牧 民 族 受

汉 族 影 响 ，食 物 结 构 和 生 业 模 式 发 生 了 转 变輬輷訛。 胡 松

梅 、胡 耀 武 等 对 唐 博 陵 郡 夫 人 崔 氏 墓 出 土 驴 骨 的 C、
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表 明 ， 驴 骨 的 δ15N 值 表 现 出 典 型

食 草 动 物 的 特 征 ， 而 δ13C 值 表 明 它 们 都 摄 入 了 一 定

量 的 C3 和 C4 类 食 物 ， 这 也 符 合 唐 代 中 央 官 府 畜 牧

业 管 理 机 构 太 仆 寺 的 规 定———喂 驴 的 饲 料 应 包 括 大

米、豆 子 和 小 米輭輮訛。
② 古 DNA 研 究

自 21 世 纪 以 来 ， 运 用 古 DNA 研 究 的 方 法 对 考

古 遗 址 出 土 动 物 骨 骼 的 研 究 取 得 了 诸 多 成 果 ， 为 考

古 研 究 人 员 全 面 认 识 古 代 家 养 动 物 的 起 源 与 迁 徙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证 据 。 下 面 根 据 家 养 动 物 的 种 类 进 行 阐

述。
牛 的 研 究 。 刘 莉 等 人 对 临 潼 康 家 遗 址 水 牛 的

DNA 检 测 表 明，康 家 水 牛 是 野 生 的，不 是 现 代 家 养 水

牛 的 祖 先輭輯訛；之 后 他 们 对 关 桃 园 、白 家 和 康 家 遗 址 出

土 及 渭 河 滩 采 集 的 水 牛 样 本 进 行 的 DNA 检 测 进 一

步 表 明 ， 这 些 古 代 水 牛 并 非 是 现 代 家 养 水 牛 的 直 系

祖 先 ，但 与 现 代 家 养 水 牛 有 着 很 近 的 亲 缘 关 系 ，证 实

古 代 中 国 存 在 着 现 已 灭 绝 的 野 生 水 牛輭輰訛。 蔡 大 伟 等 人

对 泉 护 村 遗 址 、 石 峁 遗 址 后 阳 湾 地 点 出 土 黄 牛 的

DNA 分 析 表 明 ，它 们 均 为 普 通 牛 ，由 近 东 起 源 的 T3
和 T4 世 系 组 成，其 中 T3 世 系 占 统 治 地 位輭輱訛。 陈 宁 博

对 石 峁 遗 址 黄 牛 的 古 DNA 研 究 表 明 ，石 峁 古 牛 为 东

亚 普 通 牛 的 祖 先， 这 进 一 步 表 明 距 今 4000 年 前 瘤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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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未 影 响 到 中 国 北 方輭輲訛。
马 的 研 究。 赵 欣、李 悦 等 人 对 枣 树 沟 脑 遗 址 西 周

中 晚 期 出 土 马 骨 的 古 DNA 研 究 表 明 ， 马 匹 线 粒 体

DNA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相 对 较 高 而 毛 色 单 一， 结 合 遗 址

位 置 和 文 献 记 载 ， 他 们 认 为 该 地 区 可 能 是 一 个 产 马

和 马 匹 贸 易 的 集 散 地輭輳訛。 陈 曦 对 凤 翔 秦 公 一 号 大 墓 车

马 坑 出 土 马 骨 的 古 DNA 研 究 表 明 ，汉 代 之 前 该 地 区

就 已 经 引 进 了 汗 血 宝 马 ； 结 合 国 内 外 多 个 遗 址 马 骨

古 DNA 的 研 究 结 果 ，研 究 者 发 现 中 国 古 代 马 呈 现 高

度 多 样 性 的 母 系 遗 传 ， 且 普 氏 野 马 不 是 中 国 家 马 的

母 系 祖 先 ；陕 西 家 马 的 起 源 既 受 到 西 方 马 的 影 响 ，又

与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南 下 有 关輭輴訛。 蔡 大 伟 等 人 的 研 究 进 一

步 表 明 ，西 北 地 区 是 家 马 进 入 中 国 的 一 条 重 要 通 道 ，
且 秦 人 与 北 方 游 牧 人 群 存 在 广 泛 的 交 流 活 动輭輵訛。 文 少

卿 等 人 对 血 池 遗 址 北 斗 坊 7 号 坑 出 土 马 骨 的 古 DNA
研 究 表 明 ，马 匹 母 系 来 源 具 有 极 高 的 多 样 性 ；雄 性 较

多 ，以 栗 色 和 体 型 偏 小 的 马 为 主 ；耐 力 强 但 爆 发 力 和

步 法 灵 活 度 一 般，成 长 为 优 秀 战 马 的 可 能 性 较 小。 该

研 究 为 探 讨 当 时 祭 祀 用 马 的 征 集 方 式 、 选 马 标 准 等

提 供 了 重 要 信 息輭輶訛。
羊 的 研 究。 古 DNA 研 究 表 明 石 峁 遗 址 的 绵 羊 由

世 系 A 和 世 系 B 组 成 ， 其 中 世 系 A 占 主 导 地 位 ，与

中 国 北 方 其 他 遗 址 的 情 况 类 似 ， 表 明 绵 羊 起 源 于 近

东 地 区輭輷訛。 蔡 钰 东 等 人 对 包 括 石 峁 和 木 柱 柱 梁 遗 址 在

内 的 中 国 北 方 9 个 遗 址 出 土 山 羊 的 古 DNA 研 究 表

明 ，中 国 山 羊 的 共 同 祖 先 来 自 新 月 沃 土 东 部 地 区 ，很

可 能 在 红 铜 时 代 从 该 地 出 发 ， 历 经 千 年 到 达 中 国 的

黄 河 流 域觼訆訑訛。
猪 的 研 究。蔡 大 伟 等 人 对 华 阴 兴 乐 坊 遗 址 出 土 家

猪 的 古 DNA 研 究 表 明 ，兴 乐 坊 古 代 猪 与 中 国 现 代 家

猪 的 遗 传 关 系 很 近 ， 该 类 型 的 古 代 猪 在 数 千 年 间 可

能 传 播 到 了 其 他 地 区 ，与 古 人 的 贸 易 、迁 徙 等 活 动 有

关觼訆訒訛。
③其 他 科 技 手 段

胡 松 梅、杨 益 民 等 人 运 用 蛋 白 质 组 学 方 法 和 红 外

分 析，判 断 临 潼 湾 李 墓 地 战 国 晚 期 M208 铜 敦 中 出 土

样 品 为 黄 牛 肉 ， 这 是 目 前 发 现 最 早 且 保 存 状 况 最 好

的 肉 制 品觼訆訓訛。 Jean-Denis Vigne 等 人 对 泉 护 村 和 五 庄

果 墚 遗 址 出 土 猫 下 颌 的 几 何 形 态 测 量 表 明 其 均 为 豹

猫觼訆訔訛。 陕 西 考 古 研 究 院 和 英 国 动 物 学 会 等 机 构 合 作 ，
通 过 形 态 观 测 、3D 建 模 等 方 法 ， 确 认 神 禾 原 战 国 秦

陵 园 陪 葬 坑 中 的 长 臂 猿 为 一 新 属 种觼訆訕訛。 胡 松 梅 、胡 耀

武 等 人 对 唐 博 陵 郡 夫 人 崔 氏 墓 出 土 驴 骨 的 生 物 力 学

分 析 表 明 ，其 肱 骨 应 力 模 式 类 似 于 一 种 拉 车 、打 谷 圈

或 打 马 球 时 的 急 转 弯 模 式 ， 结 合 文 献 记 载 和 陪 葬 的

环 状 铅 马 镫 等 器 物 ， 他 们 推 测 可 能 是 墓 主 人 打 马 球

时 的 坐 骑觼訆訖訛。
（6）生 业 研 究

古 人 获 取 食 物 资 源 的 生 业 活 动 包 括 对 植 物 的 采

集 和 栽 培 ，对 动 物 的 渔 猎 和 饲 养 ，因 此 ，动 物 遗 存 是

研 究 先 民 生 业 的 重 要 材 料 。 目 前 对 陕 西 地 区 生 业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陕 北 和 关 中 地 区，下 面 分 别 论 述。
陕 北 地 区。陈 相 龙 等 人 对 陕 北 神 圪 垯 墚 遗 址 出 土

人 骨 和 动 物 骨 骼 进 行 了 C、N 稳 定 同 位 素 分 析 ，结 合

陕 北 及 相 邻 地 区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 他 们 认 为 距 今 约

4000 年 左 右 陕 北 生 业 经 济 以 粟 作 农 业 为 主 ， 以 牧 养

黄 牛 和 羊 为 主 的 草 原 畜 牧 经 济 所 占 比 例 较 低觼訆託訛。 郭 小

宁 以 木 柱 柱 梁 和 神 圪 垯 梁 遗 址 出 土 的 动 植 物 遗 存 为

例 ，对 陕 北 地 区 龙 山 晚 期 的 生 业 方 式 展 开 了 讨 论 ，结

果 表 明 距 今 4000 年 前 陕 北 的 生 业 方 式 是 以 种 植 粟 黍

等 农 作 物 为 主 ，饲 养 家 畜 作 为 补 充觼訆記訛。 孙 永 刚 等 人 结

合 动 物 、植 物 、稳 定 同 位 素 、食 谱 和 人 骨 分 析 等 资 料 ，
对 陕 北 地 区 仰 韶 时 代 晚 期 至 龙 山 时 代 晚 期 的 生 业 方

式 进 行 了 研 究，发 现 该 地 区 的 生 业 发 展 过 程 可 分 为 3
个 阶 段 ，仰 韶 时 代 晚 期 以 栽 培 农 业 为 主 ，畜 牧 为 辅 ，
狩 猎 作 为 补 充 ；龙 山 时 代 早 期 农 耕 和 畜 牧 并 重 ，狩 猎

为 辅 ；龙 山 晚 期 以 畜 牧 为 主 ，农 耕 为 辅 ，狩 猎 作 为 补

充觼訆訙訛。
关 中 地 区。屈 亚 婷 对 关 中 地 区 史 前 生 业 模 式 的 研

究 表 明 ， 老 官 台 文 化 时 期 旱 作 农 业 与 狩 猎 采 集 均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仰 韶 文 化 早 期 ，生 业 模 式 以 旱 作 农 业 为

主 ，但 不 同 区 域 发 展 水 平 存 在 差 异 ，且 家 畜 饲 养 滞 后

于 农 业 发 展 ；仰 韶 文 化 中 、晚 期 到 龙 山 文 化 早 期 ，生

业 模 式 以 粟 、黍 旱 作 农 业 为 主 ，兼 营 水 稻 、大 豆 等 ；龙

山 文 化 时 期 ，黍 、粟 旱 作 农 业 比 重 下 降 ，水 稻 含 量 相

对 提 高 ，肉 食 获 取 方 式 以 饲 养 家 畜 为 主 ，渔 猎 为 辅觼訆訚訛。
李 悦 等 人 对 旬 邑 枣 林 河 滩 遗 址 出 土 的 先 周 时 期 动 物

遗 存 的 研 究 表 明 ， 枣 林 河 滩 遗 址 的 生 业 经 济 类 型 主

要 为 农 业 与 畜 牧 业，捕 鱼 狩 猎 占 比 较 少觼計訑訛。
此 外，还 有 袁 靖 对 包 括 陕 西 地 区 在 内 的 黄 河 中 游

及 华 北 地 区 自 新 石 器 时 代 至 青 铜 时 代 生 业 的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该 地 区 的 生 业 形 态 可 以 分 为 4 个 阶 段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主 要 为 采 集 渔 猎 ； 新 石 器 时 代 中 期 以

采 集 渔 猎 为 主 ，栽 培 农 业 和 饲 养 家 畜 为 辅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以 栽 培 农 业 和 饲 养 家 畜 为 主 ， 但 内 蒙 古 西 部

和 陕 西 的 一 些 遗 址 还 存 在 以 狩 猎 为 主 获 取 肉 食 资 源

的 方 式 ； 新 石 器 时 代 末 期 至 先 秦 时 期 仍 以 栽 培 农 业

和 饲 养 家 畜 为 主 ， 其 中 河 南 地 区 以 栽 培 农 业 和 饲 养

家 畜 为 主 、采 集 渔 猎 为 辅 的 生 业 方 式 发 展 稳 定 ，而 陕

西 地 区 以 饲 养 家 畜 为 主 的 生 业 方 式 集 中 在 陕 北 地

区 ，生 业 方 式 与 河 南 相 比 存 在 明 显 差 距 ，自 商 代 之 后

逐 渐 趋 于 一 致觼計訒訛。
除 以 上 6 个 专 题 外 ， 还 有 少 量 的 综 合 性 研 究 文

章。 如 赵 晨 等 人 梳 理 了 关 中 地 区 史 前 动 物 考 古 资 料，
对 旧 石 器 时 代 和 新 石 器 时 代 关 中 地 区 的 自 然 环 境、生

业 经 济 等 进 行 了 探 讨觼計訓訛。 罗 运 兵 对 关 中 地 区 史 前 动 物

考 古 学 研 究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进 行 了 探 讨，包 括 饲 养 家 畜

有 关 遗 迹 的 辨 认、鹿 的 驯 化 及 羊 的 鉴 定 等 问 题觼計訔訛。陕 西

考 古 研 究 院 科 技 考 古 研 究 室 对 2008~2017 年 科 技 考

古 研 究 领 域 取 得 的 成 果 进 行 了 回 顾 和 总 结，其 中 也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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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动 物 考 古 的 一 些 重 大 发 现 和 科 研 成 果 等觼計訕訛。
与 形 成 期 相 比，陕 西 地 区 的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在 发 展

期 取 得 了 重 大 进 步 ，可 以 概 括 为 三 点 ：（一 ）对 动 物 遗

存 的 重 视 程 度 不 断 提 升 。 具 体 表 现 为 从 事 动 物 考 古

的 研 究 人 员 数 量 逐 渐 增 多 ，研 究 成 果 也 越 来 越 多 ，其

中 既 有 像 鉴 定 和 研 究 报 告 这 样 的 综 合 性 研 究 ， 还 有

各 类 专 题 性 研 究。 （二）研 究 方 法 不 断 进 步。 在 鉴 定、
测 量 、定 量 统 计 、死 亡 年 龄 判 断 等 多 个 方 面 都 走 在 全

国 的 前 列 ；同 位 素 、DNA 等 新 的 科 技 方 法 的 引 入 ，不

但 深 化 和 拓 展 了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的 内 容 ， 而 且 研 究 的

科 学 性 也 得 到 明 显 强 化。 （三）研 究 内 容 更 加 全 面。 研

究 范 围 涉 及 动 物 种 属 的 研 究 ，古 环 境 的 重 建 ，主 要 家

养 动 物 的 驯 化 、迁 徙 和 交 流 ，人 类 如 何 获 取 和 利 用 动

物 资 源 等 诸 多 方 面。
当 然 ，我 们 也 看 到 ，陕 西 地 区 的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还

有 进 一 步 提 升 的 空 间 ，比 如 ，如 何 结 合 考 古 学 文 化 的

研 究 ， 对 不 同 时 间 段 获 取 肉 食 资 源 的 方 式 开 展 历 时

性 的 探 讨 ； 如 何 对 不 同 区 域 获 取 肉 食 资 源 的 方 式 进

行 横 向 比 较 等，尚 有 待 于 深 入 研 究。

三、结语

综 上 所 述，陕 西 地 区 的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经 历 了 形 成

期 （20 世 纪 50 年 代 至 90 年 代 末 ）和 发 展 期 （21 世 纪

以 来 ）两 个 阶 段 。 其 中 ，发 展 期 取 得 的 成 果 尤 为 引 人

注 目。 我 们 相 信，今 后 陕 西 地 区 的 动 物 考 古 研 究 一 定

能 够 继 续 发 挥 自 己 的 特 色，攀 登 新 的 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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