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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古地理信息系统：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模式研究》是在吸收国内外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技术，聚落遗址空间分析最新研究成果，并对基于3S技术的郑州考古支撑平台项目研究成果系统总结
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重点论述了支撑聚落遗址空间模式研究的综合数据库建设和信息采集与处理的技术方法，综合数据库
的分类与编码方案，支撑聚落遗址空间模式研究的空间分析方法，包括遗址地理位置分布分析、遗存
空间分析、遗址文化层数据分析以及可疑遗址区域位置确定方法，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含义及其内容
，平台设计的原则和系统结构，信息采集、处理及其研究方法等。

《考古地理信息系统：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模式研究》可供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专业和考古
专业的高校师生、应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考古研究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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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1.1  研究背景郑州地区位于河南省中部，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
辖6区5市1县，面积7446.2平方千米。
郑州地区在历史上相当长时期曾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曾有夏、商、管、郑、韩五个朝代在此建都
，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八个朝代在此设州。
郑州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多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悠久的历史给郑州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全市有各类文物古迹1400多处，包括各个时期的古城、古
文化、古墓葬、古建筑、古关隘和古战场遗址。
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6处。
郑州地区风景名胜众多，文物古迹荟萃，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
这里拥有距今8000年的轩辕黄帝故里、裴李岗文化遗址，距今5000年的大河村、秦王寨等多种类型的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址，还有夏都阳城遗址、商城遗址以及我国最早利用煤炭作燃料的汉代冶铁遗
址等。
考古学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入到古代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或信仰）等各
个领域。
考古学根据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很自然地同人文、社会、自然、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学科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联系
，理论和方法上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
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正是通过不断地吸收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考古学才得以更好地达到其
研究目的，并促进自身不断向前发展。
以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空间信息获取与分
析技术，已成为认识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规律、重建古文明发展史、建立文化遗产信息管理系统、再
现古文明的重要手段[1，2]。
1.2  我国传统考古研究和文物遗址保护工作采用的方法我国现在考古工作采用的技术方法（本书称其
为我国传统考古方法），主要是田野考古，它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来研究历
史的发展历程。
田野考古的主要内容包括考古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和编写田野发掘报告。
考古调查主要是为选择发掘对象及选定地点、确定发掘方法而进行的调查研究，是田野考古的第一步
，基本方法是徒步调查、钻探和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考古探查。
在实地勘查中通过观察地形及地面现象，利用各种自然断面寻找遗迹和遗物，并借用探锤、磁力探察
等科学技术方法了解地下情况，是目前获取文物遗址地理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钻探调查是行之有效
的调查方式，特别适合对古代墓地的调查。
田野发掘是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掘，依据地层学原理，依照遗址中文化层的层次作井然有序
的发掘，以正确判断遗存间的相对早晚关系，是田野考古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基本方法。
发掘之前，根据发掘目的设计技术路线，使学术目的明确、方案切实可行。
最常见的田野发掘有遗址发掘和墓葬发掘两大类。
遗址发掘的具体方法是“探方”法，即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探方，探方内的土层按土
质（松、软、硬）、土色（各种颜色）和结构（含沙量等）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层，按照先上后下的顺
序依次发掘。
探方中每层下方出现的各类遗迹，如灰坑、房基、窖穴、道路等，按照从晚到早的原则逐一清理。
发掘时对各种遗物，如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石头、人类遗骸和动物骨骼以及测年的木炭样品等
都要收集。
墓葬发掘时，首先确认墓葬被埋在哪层土层之下，弄清墓葬的形制、结构，仔细清理葬具、尸骨和随
葬品。
室内整理是对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系统分类，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确定各种遗物的相
互关系及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分析各类遗物的用途、制作技术和形制的演变，并进行其他方面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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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
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将所辖行政区划分为下列区域：①已确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地区；②经登
记公布或者规划确定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地区；③地下文物埋藏地区；④历史文化名城内占地
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外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工程建设区域；⑤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保护区域。
对这些区域内的基础建设项目实行审批报建制度，主管部门接到建设项目申请后，委托有考古发掘资
格的专业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
确定考古调查、勘探的具体地点、面积和范围，对可能出现遗迹的地方采取保护措施，对出土文物制
定保护的技术标准[3,4]。
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超前于文物勘探、发
掘的现象日渐普遍。
大量突发性出土文物事件的发生，使很多遗址和文物遭到严重的破坏，人类因此失去了很多不可再生
的文化资源。
对于在建设中发现具有重大保护研究价值的重要文化遗存，必须实施原址保护的方法，这样使得原来
的建设项目必须更改规划、改址或取消，造成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
因此文物遗址保护规划、可疑遗址区域划定和考古发掘应该走在项目建设的前面。
已知或可疑遗址区域的划定已成为文物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考古调查获取遗址的地理信息，是
确定发掘对象、地点和方法的前提，也是田野考古的关键步骤。
怎样有效地获取未知遗址的信息，有计划地发掘和有效地保护未知遗址一直是困扰考古界的实际问题
。
传统田野考古，在获取未知文物遗址的地理信息，划定可疑遗址存在区域时，存在如下问题[5-8]：
（1）实地调查由于地大面广导致野外工作量相当大，而人的视野有限，调查时很难看清其全貌，尤
其对那些环境特殊的地区，如山地、沙漠、草原以及水网纵横区，实地勘察更加困难。
（2）传统考古学研究比较重视某一固定遗迹，如对古城址、遗址和墓葬等的发掘，以及出土器物的
类型学研究，而很少考虑文物遗址（遗存）的地理分布以及它们的空间关系。
（3）遗址资料的管理仍然建立在文本和照片的基础上，资料的查询和检索相当困难，保存效率很低
。
（4）遗址的发掘与保护是被动进行的，基础建设到哪里，发掘就到哪里，并且突发性文物事件经常
发生。
一个区域内，同一时期的各种文化遗迹或现象之间，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当时
人类的生存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反映。
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记录了很多有关考古遗迹或现象的空间数据，或者说这些空间
数据包含重要的空间信息。
这就使我们能够运用空间位置分析方法，对一个区域内的考古数据进行研究，揭示考古遗址的时空分
布规律、发展状况及其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关系，预测未知文物遗址的地理信息，推断可疑遗址存在
的区域，重建古文明发展史。
1.3  基本概念、相关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1.3.1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它继承了
裴李岗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前身，距今约7000～5000年。
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
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以陕西渭河流域、山西西南和河南西部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
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已发掘的文化遗址近百处，出土文化遗存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
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以从事农业锄耕为主，农作物为粟和黍；也从事饲养家畜、狩猎、捕鱼和采集
等劳动，饲养家畜主要是猪，也有狗。
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主要有磨盘、磨棒、铲、镰、弹丸、刀、斧、锛、凿、箭头、石
纺轮等。
磨盘、磨棒、铲、镰、弹丸、刀、斧等在该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中也有类似发现，但仰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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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期在磨制的水平上有很大改进，同时也出现了相当精致的骨器。
已发现的生活用具均是烧制而成，用于生活用具的陶器主要有鼎、罐、壶、三足钵、碗、勺、甑、灶
、杯、盆、瓮、豆、尖底瓶等。
鼎、罐、壶、三足钵、碗、勺等在该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中也有类似发现，但仰韶文化时期
在烧制的水平上却有很大改进。
作为盛水和食物用的器皿甑、杯、盆、瓮、豆、尖底瓶等在该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未有发
现。
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
平制造。
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这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仅生产工具得到了大的改进，居住方式也从洞穴变为建造房屋
，进行群居生活。
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台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
，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交通也很方便。
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繁荣时期的文化。
早期盛行集体合葬和同性合葬，几百人埋在一个公共墓地，排列有序。
各墓规模和随葬品差别很小，但女子随葬品略多于男子[5,6,9]。
1.3.2  仰韶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文化遗址是先人生产和生活留下的痕迹，包含大量的人为因素。
每个遗址和遗迹，每件文物均注入了人类的思维和智慧，必定按照一定准则，并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才
能形成。
因此，文化遗址或遗迹应具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大小、方向和等级等特点，遗址的分布特征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简化对未知遗址的推断过程。
1）结构特征先人在进行大型建筑群和墓葬群修筑时，十分注重它们的对称性，一般均以南北向、东
西向轴线或以某个重要的建筑物为中心对称出现，单个建筑物则以轴对称为主。
文物遗迹或遗址在空间上常有一定的层次性，一个大型遗迹或遗址有地面建筑和地下建筑，形成多层
的文化遗址，地面文物信息能间接反映地下文物信息。
大型文物遗迹或遗址群往往都有整体布局特征，主次分明，层次清晰，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布局。
文物遗迹群如建筑物、墓葬群之间均有一定的等距性特点，即按照一定的距离等距离排列。
2）几何特征文物遗址或遗迹具有一定的平面形态，多为规则的几何形态，如正方形、长方形、线形
、圆形和半圆形等。
文物遗址或遗迹都有一定的大小，如古建筑遗址、墓葬等均有一定的长、宽、高，且对应成比例。
3）位置特征仰韶时期及其以前的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与河流距离小于200米。
墓葬群一般在遗址的偏南方向，如果在坡地上，坡向一般为东南向。
4）方向特征文物遗迹一般具有相应的方向性，建筑物的长轴方向多为南北向和东西向，墓葬有一定
的朝向性，如坐北朝南、坐西向东等特点。
5）伦理与等级特征在一个大型文物遗迹或遗址群中，常常具有按照主、陪、从的特定顺序排列，等
级森严。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后期的遗址，大多是以土木结构为主，除夯土、路土、烧土等特别坚硬的土质外，
一般遗迹的土质与周围土质之间的差别不大，因此相对于砖石结构的遗址来说，植被标志都表现得不
太明显。
从考古发掘的经验分析，很多遗址表现为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线条[8]。
遗址都是平面的，好像是地下遗迹在地表上的投影，可通过观察地面现象来发现遗址。
当遗迹埋藏过深，植被根系不能达到，地表就失去了对它的反映。
如果遗址埋藏深度超过l米，通过地面表象就不容易观察到遗址了。
1.3.3  空间位置分析空间位置分析（或聚落考古、聚落形态研究，settlement archaeology）是以实际的聚
落遗址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以完整的聚落遗址作为最基本的单位。
它由一系列以特定方式被遗弃于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文化遗物及其存在背景构成，是一个考古学可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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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经验性实体。
聚落遗址的内容包括遗物、遗迹及两者的埋藏状况，这些构成成分能够完整地展现出一个聚落的存在
。
空间位置分析是把聚落形态的历史演变放在整个史前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全过程考察。
不同遗址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分布特征，隐含了遗址分布规律与布局特征；遗址规模的大小以及各种遗
存特征和组合，反映了聚落结构在使用功能和等级上的差别。
空间位置分析研究的精髓在于：从人类的栖居形态来重建社会形态结构，并从时间上追溯社会的发展
和演变轨迹。
聚落是一种处于稳定状态，在一定地域内并延续一定时间的史前文化单位。
聚落的内涵包括文化特性、时间、空间和结构的稳定性等要素，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一方面为人类
提供了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又以其特有的形式制约着人类生活。
空间位置分析的基本内容包含单一聚落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研究，同一文化时期聚落的分布及其
相互关系以及这类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它们异同的探索，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三个方面。
单个栖居点和建筑可以从形态、原料、功能以及存续时间等方面来研究，原始狩猎采集群的临时栖居
点可能完全反映了环境和食物资源等制约条件；农业社会的聚落及大小，则反映了水源、土壤、安全
和土地载能等特点。
而复杂社会居址的安置，主要取决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考虑，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功能会影响房屋的设
计、结构和布局。
居址在地理上的分布形态，是人类根据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来安置他们的房屋、居址和宗教建
筑的结果。
因此，空间位置分析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机会，观察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贸易网、人们在特定环
境里开拓资源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
人类居址形态，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其拥有技术的基础上适应特定环境的程度。
社会的栖居形态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环境、政治、经济、人口和技术水平。
同样，人类的文化学习能力和行为方式也会影响居址形态。
空间位置分析意在观察一个文化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居址形态研究一般有三个层次，即个别栖居点或建筑，单一社群的居址构造，以及一个区域中多社群
的居址分布。
空间位置分析比较流行的理论有中心区理论、遗址等级理论、多边形理论和延展模式等。
1）中心区理论如果没有山脉和河流，居址的分布应当是非常均匀和有规则的。
城镇之间应当以相等的距离隔开，比它们次一级的村落，应当像卫星一样环绕在城镇周围，而这种理
想的居址布局应当是六边形的。
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而言，中心城镇为周边村落提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而周边的村落对城镇也会有特
定的贡献。
2）遗址等级理论在考古研究中，遗址一般根据其大小而形成某种等级，数量上显示为一种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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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古地理信息系统: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模式研究》可供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专业和考古专
业的高校师生、应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考古研究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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