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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葫芦沟墓地的布局与相关问题
滕铭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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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mpty areas in the Hulugou Cemetery in Yanqing, this cemete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zones, namely the north, middle and south zones, and the burials in these three zones had 

different dat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hases of the Hulugou Cemetery, new occupant group emerged; they had 

burial orientations and positions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occupants, and their grave goods also had their own 

tendency. In the Hulugou Cemetery, areas of the burials of the occupants of the same sexes and adolescents distributed 

concentratedly are found, showing that sex and ag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defining social groups. Meanwhile, the 

occupants in this cemetery as a whole had strong cohesiveness, but their family properties as the basic units for human 

multiplication, which were nuclear families of a couple, or the parents and children, were rather weakened.

葫芦沟墓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地处

冀北山地延庆盆地的北缘，于1983年发现，

1985年和1986年共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属

于玉皇庙文化的墓葬153座。2009年出版的

发掘报告《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

垙》[1]（下文简称为报告），对葫芦沟墓地

的资料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同时在对墓地进

行分区、分期的基础上，对墓地中出现的种

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统计。本文即在发掘报告

的基础上，对葫芦沟墓地的墓地布局及其所

反映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          

葫芦沟墓地位于葫芦沟沟口二级阶地

上，地势北高南低，属于玉皇庙文化的153

座墓葬，分布在从西北到东南长约110、北

部宽约30、南部宽约50米的范围内。报告以

横贯在墓地中部的青贮饲料库为界，将墓地

分为北、南两区，在北、南两区内又进一步

划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墓区。报告根据墓地

的地层堆积，北区和南区墓葬中随葬器物的

形制，并比较玉皇庙墓地以及其他北方地区

东周时期墓地同类器物的形制和分期，将葫

芦沟墓地的玉皇庙文化墓葬分为两期，分别

为春秋中晚期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后者

又分为春秋晚期前段和春秋晚期后段至战国

早期，并提出“北区墓葬的年代普遍早于南

区墓葬，……该墓地的开辟和使用，是经过

一定规划的，即按先北后南的次序逐渐埋葬

的”[2]。

在葫芦沟墓地发掘区的四周都存在着一

定的空白地带，说明现在的发掘范围基本上

反映了原墓地分布的范围。只是将墓地分为

北、南两区的青贮饲料库为1983年修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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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推土机推出了人骨、兽骨、陶器和

青铜器等，可知现在青贮饲料库所在位置原

亦埋有大量墓葬，因此以青贮饲料库为界将

墓地划分为南、北两区并不能反映墓地原有

的区划。

通过观察葫芦沟墓地平面图可知，在

北区的北部与南部之间墓葬分布较为稀疏，

有一条东西向的空白地带，在南区北部最北

端的12座墓葬也与其南部的墓葬之间存在空

白地带。与同墓地其他地点墓葬分布非常密

集的情况相比，这两条空白地带很可能是墓

地原有的划分不同墓区的标志。因此本文根

据这两处空白地带将葫芦沟墓地重新划分为

北、中、南三区（图一）。此三区的划分与

报告原分区的对应关系见表一。

笔者曾指出报告提到的对墓地进行分

期的依据中，无论是层位堆积，还是器物形

制，以及最后对绝对年代的认定，都存在需

进一步讨论或确认的问题，因此笔者重新对

葫芦沟墓地进行了分期，大体划分为春秋中

期晚段、春秋晚期、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早

期三期[3]。随葬品的典型器物分期

见图二。葫芦沟墓地共有84座墓

葬随葬了可以判断年代的器物，

在上述分期的基础上，对墓地能

够确定年代的墓葬在墓地中的位

置进行观察，可知分布在本文划

分的北、中、南三区中的墓葬年

代各有早晚之别，而不是按照从

北向南由早及晚的顺序埋入（见

图一），即葫芦沟墓地的北、

中、南三区并非是因埋葬时间早

晚而形成的区划。葫芦沟墓地的

墓主人死后埋入同一个墓地，表

明他们生前应该居住在同一个地

区，而同一时期的墓葬又分别埋

入不同的区域，很可能意味着他

们的具体居住地点有所不同。

二

葫芦沟墓地除了北区和中区

之间、中区和南区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空白地带以外，整体上墓葬

分布较为密集，但仅有M20打破

M19、M81打破M82、M105打破

M48、M131打破M168等几组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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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葫芦沟墓地墓葬分区和分期图
（北区北部、北区南部、南区北部、南区南部为原报告分区；北区、中

区、南区为本文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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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如果确如上文所述，墓地并非是按照

从北向南由早及晚的顺序埋入，而且每区都

包含有不同时期的墓葬，那么为了避免晚期

埋入的墓葬打破早期墓葬，当时应根据一定

的规则来安排墓葬位置，从而形成一定的墓

地布局。

决定墓葬位置的因素有很多，墓主人所

属人群的文化传统与墓主人的自身条件都可

能成为决定墓葬埋入位置的重要原因。下文

首先以墓葬方向、葬式等与文化传统相关的

墓葬习俗作为切入点，观察那些与主流埋葬

习俗不同的墓葬在分布上是否存在着一定的

规律。

葫芦沟墓地有1座正东方向的墓，另有

图二  葫芦沟墓地典型器物分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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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座墓葬的方向为东偏北，方向在45～90

度之间；4座墓葬方向为东偏南，方向在

107～129度之间。上述基本可视为东向墓，

占到葫芦沟墓地墓葬总数的81%。另有3座

墓葬方向为西偏南，方向在226～240度之

间；1座墓为西偏北，方向为311度。以上

128座墓葬均可视为东西向墓，在北、中、

南各区均有分布，应该是葫芦沟墓地墓葬方

向的主流。需要讨论的是另有25座墓葬的方

向与上述东西向墓基本呈直角，可视为南北

向墓。其中1座为正北向；13座为北偏西，

方向在318～346度之间；5座为北偏东，方

向在25～42度之间；6座为南偏东，方向在

140～168度之间（见图一）[4]。南北向墓的

基本情况见附表一。

从南北向墓的基本情况看，葬式以直肢

葬为多，同时有少量的屈肢葬，与性别、年龄

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其分布以北区

最少，中区渐多，大部分在南区，大多与东

西向墓相间而处，没有形成明显的集中分布

区域。在有随葬器物的南北向墓葬中，M112

（女）、M172（男）和M186（男）共3座墓随

葬了玉皇庙文化常见的夹砂红陶罐，M112同

时随葬有玉皇庙文化常见的耳环和用黑、白

石珠做成的项链，M172同时随葬有耳环和铜

扣，M186同时随葬有1件泥质灰陶盂；另外，

M66（未成年）随葬有耳环和用黑、白石珠做

成的项链。其余随葬有陶器的墓葬，有的随葬

夹砂褐陶指甲纹的双耳三足罐或平底罐和泥质

陶器，有的随葬泥质陶器。笔者曾经指出，葫

芦沟墓地出土的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

不仅器形较为特别，而且罐身饰三到四周的楔

形指甲纹，也为其他夹砂陶器所不见；而夹砂

褐陶指甲纹双耳平底罐，其器身亦饰数周楔形

指甲纹，其文化属性应与三足罐相同。这种饰

楔形指甲纹的双耳三足罐或平底罐并不见于同

属于军都山墓地的玉皇庙和西梁垙等地，在冀

北山地的其他地点也很少见到；在张家口白

庙、滦平梨树沟门虽有相近者，但形制上还是

所差别。除此之外，葫芦沟墓地出土的泥质

陶器也非玉皇庙文化的典型器物[5]。从可以判

断年代的陶器看，随葬有指甲纹双耳三足罐和

平底罐的墓葬，其年代大体上从春秋晚期到战

国早期，属于葫芦沟墓地中、晚期阶段；另如

M75、M89随葬的泥质陶折肩罐，形制亦与葫

芦沟墓地中、晚期阶段的同类器物相同[6]，年

代亦应相当。另如上文所述，葫芦沟墓地的墓

葬并非是按照从北向南由早及晚的顺序埋入，

但总体上是北部偏早者较多，南部偏晚者较

多，因此这些南北向墓葬的年代大体上都在

葫芦沟墓地的中、晚期阶段。值得关注的是

M61，不仅随葬了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罐和一

组泥质陶器，还有一件红陶鼓风管，表明墓主

人生前很可能是一位从事冶金生产的工匠。

葫芦沟墓地有120余座墓的葬式为直肢

葬，应该是该墓地的主流葬式。另有20例屈

肢程度较高的屈肢葬墓（图三）。屈肢葬墓

的基本情况见附表二。从表中可以看出，屈

肢葬的墓葬方向绝大部分为东偏北的东向

墓，也有少量的北向墓。墓主人性别以男性

为主，但也有部分女性和未成年人。总体上

看，屈肢葬与墓向、性别、年龄都没有呈现

出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其分布区域与南北向

墓类似，除了有2座分布在北区、1座分布在

中区以外，余者均分布在南区。这些屈肢葬

墓中，仅有M64、M65、M117三座未成年人

墓和M178、M185、M54三座男性墓相对集中

分布在南区中部偏东南，余者都与直肢葬墓

相间而处。屈肢葬墓在随葬陶器方面也表现

出一定的倾向性，在11座随葬了陶器的墓葬

中，除M70随葬了一件玉皇庙文化常见的夹

砂红陶罐以外，其余的墓葬中有6座随葬有

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大多共出泥质

陶器，另外4座墓亦都随葬了泥质陶器。所

有屈肢葬墓均未见玉皇庙文化常见的耳环和

用黑、白石珠做成的项链。正如上文所述，

这6座随葬有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的

墓葬，其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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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沟墓地中、晚期阶段；另外M75、M77

随葬有泥质绳纹折肩罐，形制同于葫芦沟墓

地中、晚期阶段的同类器物。在可以判断年

代的屈肢葬墓中，未见年代可以早到该墓地

早期阶段的墓葬。

墓葬方向和葬式所表现的是生者在埋

葬死者时对尸体的处理方式，是埋葬习俗的

主要体现。从上文对葫芦沟墓地的南北向墓

和屈肢葬墓的讨论来看，虽然二者看不出存

在着对应关系，但在分布上都有由北及南数

量渐多的现象，同时两者在随葬器物方面也

存在着一定的相近性，即以夹砂褐陶双耳三

足罐和泥质陶器为主，少见玉皇庙文化中常

见的夹砂红陶罐和耳环、项链等装饰品，这

些墓葬的墓主人与玉皇庙文化墓葬的墓主

人应该分属于不同的人群。这些

墓葬出现在葫芦沟墓地，表明在

葫芦沟墓地的中、晚期阶段，出

于某种原因有新的人群进入。从

这些墓葬没有自己独立的分布区

域看，这个新的人群与那些使用

玉皇庙文化主流墓向和葬式的墓

主人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只

是他们或使用南北向墓，或在葬

式上有别于玉皇庙文化常见的葬

式，同时在随葬的陶器方面倾向

于使用夹砂褐陶双耳三足罐和泥

质陶器，这些应该是在某种程度

上保留着自身传统的表现。林沄

先生曾指出这种夹砂褐陶双耳三

足罐在“桑干河中下游及其支流

洋河、白河、潮河、滦河、伊逊

河的考古调查中均有发现”，虽

然提供了可以讨论这种器物的文

化属性和使用这种器物的人群来

源的线索，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具

体资料的来源[7]。就目前发现的材

料看，还不能明确以使用夹砂褐

陶双耳三足罐为特点的人群来自

哪里，以及进入葫芦沟墓地的原因。值得注

意的是，M36、M183、M154三座女性墓中的

双耳三足罐均属于这种器物的早期形态[8]，此

现象或许表明这个人群最初进入葫芦沟墓地

时是以女性为主，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转

向以男性为主，甚至还出现了从事冶金生产

的工匠。这样一种转变也许可以为理解这个

人群的进入提供些许线索。

三

由上文关于葫芦沟墓地中存在着部分南

北向墓和屈肢葬墓的讨论可知，埋入葫芦沟

墓地的墓主人应该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

人群，即典型的玉皇庙文化所代表的人群和

在葫芦沟墓地中、晚期阶段时进入的新的人

图三  葫芦沟墓地屈肢葬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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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后者与玉皇庙文化墓葬相间而处，没有

独立的分布区域，表明其已经融入葫芦沟墓

地的整体布局当中。通过观察可知葫芦沟墓

地存在着因性别、年龄不同而有各自相对集

中的分布区域，因此下文将忽略不同墓向、

不同葬式的差别，对葫芦沟墓地在性别和年

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进行讨论。

葫芦沟墓地北、中、南三区墓葬数量

及墓主人的性别、年龄结构见附表三。从表

中可以看到，北、中、南三区各区墓葬墓主

人在成年个体的男女性别比和未成年人所占

比例方面都有所不同。男女性别比分别为北

区1.77∶1[9]、中区0.8∶1、南区1.95∶1，整

个墓地的男女性别比为1.56∶1，显然北区

和南区的男性比例偏高，而中区则女性比例

偏高。未成年人所占比例北区仅有1例，占

3%；中区稍有增加，为13%，南区最高，

达到20%[10]。考虑到中区有青贮

饲料库横贯其中，部分墓葬被破

坏，其统计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但北区和南区从现有发掘范围看

都相对完整，而在性别比、尤其

是未成年人所占比例方面表现出

的差别，很可能与墓地的布局有

关。

从整体上看，葫芦沟墓地的

男性墓与女性墓没有表现出如中

原地区同时期墓地中较多见的一

男一女两座墓并列的现象[11]，而可

以观察到男性墓和女性墓都存在

相对集中分布的情况（图四）。

男性墓葬集中分布的现象

在南区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北

部的M47、M48、M83、M105、

M182、M181、M49、M184、

M104、M67、M68和M69共12座

男性墓葬呈东北向西南的条状分

布；在南区东南部，则有M185、

M180、M55、M85、M124、

M125、M167、M131、M130等9座男性墓集

中分布，仅在M55和M167间有一女性墓葬。

分布在中区的男性墓葬数量偏少，不过可以

发现在青贮饲料库中间的南、北两侧边缘都

有男性墓分布，虽然现在已不清楚在修建青

贮饲料库时被破坏的那些墓葬墓主人的性

别，但从中区男性墓比例偏低、青贮饲料库

中间的南北两侧边缘都分布有男性墓来看，

很可能这一位置是成年男性墓葬集中分布的

区域。

女性墓葬集中分布的现象在各区也有

发现，在上述南区北部东北向西南呈条状分

布的男性墓葬东侧，有M82、M88、M90、

M51、M50共5座女性墓呈环绕状分布，仅

M51和M90之间有一座男性墓葬；在北区北

端有M2、M43、M71三座女性墓葬相对集

中；中区在青贮饲料库以北，M31、M32、

图四  葫芦沟墓地不同性别与未成年人墓葬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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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3、M34、M36、M109、M38、M41、M40

共9座女性墓葬呈环绕状分布，其间只有M36

东北侧的M35为男性墓，M38和M41之间的

M39为男性墓。其他的女性墓葬也有两两相

邻的现象，如北区偏北的M73和M74，西部

的M16和M17，以及其南部的M25和M19；南

区东侧的M154、M119和M120，南部的M150

和M169，M166和M165等。

值得注意的是，葫芦沟墓地未成年人的

墓葬也可以见到相对集中分布的现象，如中

区南部的M44、M45、M46三座未成年人墓东

西相邻。在南区中部几个男性和女性墓葬集

中分布区的中间，集中分布着M87、M53、

M186、M63、M187、M117、M65、M64、

M66共9座未成年人墓葬；在南区的东南部，

也有M91、M57、M92、M93共4座未成年人

墓集中分布；即南区超过76%的未成人墓葬

都集中分布。

如上文所述，北区仅有1座未成年人墓

葬，其比例远远低于南区。中区虽有4座未成

年人墓葬，但若考虑到上文所述在被青贮饲料

库破坏的区域很可能是成年男性墓葬集中分布

的区域，那么中区未成年人墓所占比例也远远

少于南区。这种现象很可能说明，南区是葫芦

沟墓地集中埋葬未成年人的区域，同时也说明

在安排未成年人墓葬的埋葬位置时，是将葫芦

沟墓地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规划。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在葫芦沟墓地存

在着不同性别和未成年人相对集中分布的区

域，而用来表示核心家庭的夫妻合葬或父母

与夭折的子女合葬的现象则极为少见，表明

葫芦沟墓地墓主人生前所处的社会中，性别

和年龄在区划社会集团时很可能起到了比较

重要的作用。其中未成年人集中埋葬，很可

能表明这些未成年人被视为属于整个社区，

而非某个家庭。这种现象说明在葫芦沟墓地

所表现的社会结构中，埋入这个墓地的人群

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而作为人

类繁衍的基本单位，即夫妻或父母加上子女

的这种家庭因素则比较弱化。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在葫芦沟墓地所反映的

社会中，所谓的“家庭”并没有能够成为生

活或生产的最基本单位，即有些生活或生产

活动都是以整个社区为单位而进行的。

四

本文的讨论可以得到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可以通过葫芦沟墓地中存在的

空白地带将葫芦沟墓地划分为北、中、南三

区，三区中的墓葬年代均各有早晚之别，由

此对原报告中提出该墓地是“按先北后南的

次序逐渐埋葬”的认识提出了修正。

第二，葫芦沟墓地从北至南三区中均有

随葬了玉皇庙文化代表性器物的墓葬，就整

体而言该墓地属于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墓主

人死后埋入同一个墓地，其生前亦应居住在

同一个地区。但属于同一时期的墓葬又分区

埋葬，很可能与这些墓主人生前在这个地区

所居住的具体区域有关。

第三，在葫芦沟墓地的中、晚期阶段

有新的人群进入，这一新进入的人群开始时

可能以女性为主，后来逐渐有更多的男性进

入，其中包括从事冶金生产的工匠。他们使

用与玉皇庙文化墓葬不同的墓向或葬式，在

随葬器物上也有自己的倾向性，但是他们并

没有自己单独的埋葬区域。上述现象说明这

些新进入的人群，与玉皇庙文化所属人群间

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还是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目前仅有一些线索指向这样一个人群很

可能与分布在桑干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洋河、

白河、潮河、滦河、伊逊河这一地区的古代

文化有关。

第四，葫芦沟墓地可以观察到男性墓

葬、女性墓葬和未成年人墓葬相对集中分布

的区域，表明性别和年龄在区划社会集团时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

可能是由于葫芦沟墓地墓主人生前所处的社

会中，生活和生产活动都是以居住在这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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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整个人群为单位进行的，而作为人类繁

衍的基本单位，夫妻或父母加上子女的家庭

因素则相对弱化。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周时期三晋地

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项目编号为

2008JJD780113）的中期成果，该成果还得到

“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吉林

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曹军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谨

表谢忱。

注  释

[ 1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葫芦沟

与西梁垙》，文物出版社，2009年。以下凡引此

书，简称《军都山墓地》，版本相同。

[ 2 ] 《军都山墓地》第7、396、397页。

[ 3 ] 滕铭予、张亮：《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

题》，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

社，2012年。

[ 4 ] 本文根据报告所列墓葬登记表中记录的数据

对墓葬方向进行统计，不过若从报告发表的墓

葬平面图看，有部分墓葬方向与墓葬登记表不

符，如M124、M125、M172等，在墓地平面图中

均表现为东西向墓。本文根据墓葬登记表中的

方向数据对这些墓葬的方向进行了修正。

[ 5 ] 同[ 3 ] 。

[ 6 ] 关于葫芦沟墓地的分期与年代可参见注释[ 3 ] 。

[ 7 ] 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

起》，见《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

2008年。

[ 8 ] 关于夹砂褐陶双耳三足罐的分期与年代可参见

注释[ 2 ] 。

[ 9 ] 北区M28，原报告认为墓主性别不详。但该墓

随葬直刃匕首式短剑，因玉皇庙文化墓地中只

有男性随葬短剑类武器，而女性墓葬不见武

器，无一例外，因此M28应为男性墓。

[10] M186、M187两墓均为12～13岁的少年，因两墓

性别鉴定为男性，原报告将其划入男性墓葬，

本文则将其归属于未成年人。

[11] 这种一男一女并列的两墓通常称为“对子墓”，

被认为是夫妻异穴合葬的一种方式，典型者

如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山西天马-曲村北赵晋侯

墓地，尽管对于各墓墓主人的归属还在讨论，

但每一代晋侯均为侯墓与夫人墓并列的异穴

合葬（墓地经六次发掘，总平面图见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

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

2001年第8期）。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战

国之际的侯马上马墓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春秋晚

期到战国晚期的长治分水岭墓地（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等：《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

社，2010年），也都普遍存在这种夫妻并列异

穴的合葬方式。

附表一           葫芦沟墓地南北向墓葬基本情况统计表

墓号 位置 方向（度） 性别 年龄 葬式 夹砂陶器 泥质陶器 其他随葬器物

M16 北区 158 女 40左右 直肢
M75 北区 330 男 35左右 屈肢 折肩罐1
M42 中区 337 女 35左右 直肢

M112 中区 154 女 20左右 直肢 残红陶罐1
铜耳环2、铜铃形饰
7、小白石珠23、小

黑石珠21
M37 中区 320 婴儿 6个月以内 直肢
M101 中区 330 不详 成年 不详
M88 南区 321 女 40～45 直肢
M90 南区 335 女 45～50 直肢 灰陶壶1
M105 南区 346 男 45～50 屈肢 灰陶盂1

M97 南区 322 男 35～40 直肢
黑陶筒形罐1、

三足罐1
灰陶豆2、灰

陶盂1
铜尖首刀币1

M180 南区 320 男 16～17 直肢

M52 南区 141 男 成年 直肢 褐陶三足罐1 折肩罐1
青铜短剑1、铜削刀
1、铜带钩1、砺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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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号 位置 方向（度） 性别 年龄 葬式 夹砂陶器 泥质陶器 其他随葬器物

M61 南区 140 男 45～50 直肢
双耳罐1、红陶

鼓风管1
折肩壶1、豆

2、盂1
石刀1、砺石1、铜尖

首刀币1
M182 南区 0 男 成年 直肢
M92 南区 318 婴儿 2 直肢
M78 南区 328 婴儿 1.5～2 屈肢
M65 南区 326 婴儿 6～8个月 屈肢

M66 南区 332 少儿 10～11 直肢
铜耳环2、小白石珠
464、小黑石珠30

M89 南区 144 不详 成年 直肢 折肩罐1
M120 南区 168 女 成年 直肢
M186 南区 39 男 12～13 直肢 残红陶罐1 灰陶盂1
M172 南区 30 男 40～45 直肢 红陶罐1 铜耳环1、铜扣3
M124 南区 26 男 22～24 直肢
M125 南区 42 男 50～55 屈肢

M167 南区 25 男 25～30 直肢 折肩罐1
铜扣2、铜镜形饰1、

铜凿形坠饰1

附表二          葫芦沟墓地屈肢葬墓基本情况统计表

墓号 位置 方向（度） 性别 年龄 夹砂陶器 泥质陶器 其他随葬器物

M75 北区 330 男 35左右 　 折肩罐1
M77 北区 77 男 成年 　 折肩罐1
M110 中区 57 男 35左右 　 　
M105 南区 346 男 45～50 　 盂1
M119 南区 68 女 30左右 黑陶罐1 鼎1
M81 南区 66 不详 成年 三足罐1 　
M125 南区 42 男 50～55 　 　
M155 南区 78 男 50～55 　 　
M49 南区 60 男 25～30 　 　
M173 南区 50 男 成年 三足罐1 折肩罐1 砺石1
M178 南区 50 男 40～45 三足罐1 折肩罐1
M54 南区 53 男 40～45 三足罐1 折肩罐1 滑石坠1、铜覆面扣1
M70 南区 68 女 30左右 红陶罐1 　
M183 南区 60 女 40左右 三足罐1 折肩罐1
M154 南区 61 女 45～50 三足罐1 折肩罐2 残铜镞1、铜铃形饰2
M91 南区 58 少儿 11 　 　
M64 南区 123 少儿 11 　 　
M78 南区 328 婴儿 1.5～2 　 　
M65 南区 326 婴儿 6～8个月 　 　
M117 南区 60 婴儿 3～4个月 　 　

附表三           葫芦沟墓地性别及年龄结构统计表

成年男性 成年女性 未成年人 不详 总数 男女性别比

北区 23（62%） 13（35%） 1（3%） 0 37 1.77∶1
中区 12（38%） 15（47%） 4（13%） 1（3%） 32 0.8∶1
南区 43（51%） 22（26%） 17（20%） 2（3%） 84 1.95∶1
合计 78 50 22 3 153 1.56∶1

（责任编辑  黄卫东）

续附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