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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 勿日
汗）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右旗发现一处匈奴墓葬群，其
年代还待进一步判定。

被命名为吉呼郎图匈奴墓群的这
处遗址已发现120座匈奴墓葬，墓葬
地表皆有石头封堆。考古人员今年对
其中8座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木
棺、人骨、铁刀、陶罐、漆器、殉牲等。

目前已全部发掘完毕的2座墓葬
中，一座墓葬早年被盗，墓坑坑底放置
一棺一椁，木椁为用木板搭建的简易
框架结构，木棺表面装饰有柿蒂形铁
花。由于棺盖板的一部分被盗掘者拆
毁，柿蒂形铁花也随之散失，目前残存
83件。这些铁饰内壁有丝织品痕迹，

说明木棺曾用丝织品包裹，铁饰钉在
丝织品上。木棺内发现一具人骨，仰
身直肢放置，墓主人腿骨上方出土1
件铁刀。在殉牲和遗物放置区，出土
5个山羊头以及羊骨、漆器，羊骨表面
有非常明显的焚烧痕迹。

另一座墓葬未遭人为破坏，但穴居
动物将木棺作为巢穴，对墓葬造成扰
动。墓坑坑底亦为一棺一椁，木椁和木
棺外壁皆用藤条包裹，木棺内发现少量
人骨和羊骨，随葬遗物有铁镞等。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第
二研究室主任宋国栋说，这是我国阴
山以北草原地区发现的首个匈奴墓
群，具有匈奴帝国时期匈奴墓葬的典
型特征，为匈奴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新材料。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张晓龙
周晔）记者从日前举行的2019—2020
年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会上获悉，
考古工作者在通天洞遗址发掘到距今
5000多年的青铜器，这是新疆境内发
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今年6月至9月，考古工作者对通
天洞遗址二号洞穴外的T0118探方进
行了发掘。“清理到探方下第7个文化
层时，发现了3个灶坑，并在灶坑内发
现了一件铜管残件。”通天洞遗址考古
工作队队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于建军告诉记者，初步检测显示，
此残件的成分是铜锡合金，即青铜。

据了解，2016年至2017年，考古工

作者曾在T0118探方第6至第7个文化
层浮选出碳化麦粒用来测年。于建军
说：“结合与青铜器同层位的小麦碳十
四测年数据，我们认为青铜器的年代
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这是目前新疆
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在国内也是较
早的。这一发现对研究欧亚草原冶金
术的早期传播有重要意义。”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吉木乃县草
原石城景区，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
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了解新疆
地区4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过程、确
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重要意
义。2018年，该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人类会为未来留下什么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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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物质的化石

除了动植物化石，人类世的地层
中还将可能出现一些之前所有地层
都没有的化石——技术化石。“技术
化石”是由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古生物
学家及其同事在2014年创造的新词
语，指的是人类的技术创造出来的东
西形成的化石。塑料无疑会位列其
中，此外还有混凝土、人造玻璃、人造
宝石等。

以塑料为例，这是人类目前使用
最多的材料之一，在自然条件下塑料
很难被完全分解，其中一部分可能会

被埋在沉积物中，随着时间的推
移，与沉积物一起被压扁并

发生化学反应，像恐龙的
骨骼一样成为岩石的一

部分。
除了直接成为

岩石的一部分，塑料
可能还会以一种出
人意料的方式成为
化石。2013 年，人
们在夏威夷群岛发

现了一种包含了塑料
垃圾、鹅卵石和沙子的

小球体，这些小球体是在
日复一日燃起的篝火炙烤后

形成的。美国地质学家根据这
种 现 象 提 出 了“ 塑 料 岩 球 ”的 概
念。他们认为，在自然环境中，由
于火山活动的作用，沙子、石头、溶
解的塑料、玻璃以及其他人类丢弃
的垃圾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
的岩石。这些岩石异常坚硬，还耐
腐蚀，并且其构成与以往自然形成
的岩石完全不同。

人类对地球改变巨大，但是我
们并不知道人类世能有多少有价值
的化石被保存下来，也不知道未来
的人们将如何解读这些化石。如果
他们在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鸡骨、
猪骨化石，却没发现人类化石，或许
他们会认为，世界上曾有一个由鸡
或者猪建立的文明。如果他们发现
大片的小麦花粉化石，那么他们可
能认为，人类世的地球上植物种类
单一，并推断气候环境也单一。看
来，未来人们眼中的人类世是一个
非常大的未解之谜。 （本报综合）

从今天来看，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种动物，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人力改变的痕迹也会被大自然抹去，到时候恐怕只
会留下化石。那么，现在还在蓬勃发展的人类世将会在未来留下什么样的
化石呢？

要留下化石也不易

化石的种类有很多，骨头、贝壳、
动植物或微生物在石头上留下的印
记，保存在湖泊中的物体、毛发、NDA
残留物等都是化石。化石的形成要具
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首先，所
谓的“人和”，指的是物体本身要有坚
硬的部分，比如壳、骨、牙等；“地利”则
是物体所在的位置最好是火山、沙漠、
冰川、沼泽或者其他具有沉积物的环
境；而“天时”指的就是物体在被破坏
之前要被迅速掩埋。满足了这些条
件，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物体才有
可能变成化石。

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生物
也很少作为化石被保存下来，而且能
被发现的化石还只是其中很少一部
分。据估算，通过化石记录所知的物
种数量不到所有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
生物物种的1%。

但不管怎样，这个时代总会为未
来留下一些化石。假设人类世的化石
被保留下来了，会有什么样的化石呢？

不同的地层中所保存的化石各有
特点，它们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生物种
类、环境特点，人类化石自然是人类世
的标志。

在古代，人们通常将死去的人集
中埋葬在某地。随着人口的激增，土
地利用面积减少，未来的人们可能会
采取更环保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情况
下，人类世的地层中保存下来的人类
化石恐怕并不多。

现在全世界每天都有动物从地
球上消失，这意味着在人类世的地层
中，许多野生动物的化石会突然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世特有的动物
化石，比如，人类驯养的动物——鸡、
猪、牛、猫、狗等的化石可能会数量
庞大。

而这些人类驯养动物的化石都
有一个特点——带有人类的标记，特
别是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改变
的痕迹会更加明显。通过对这些化
石的研究，未来的考古学家能发现，
这些动物与它们的祖先所吃的食物
不同，体形发生了改变，生长速度更
快，而其中一些改变在自然条件下要
花几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可能进
化出来。

与驯养动物类似，被人类驯化的
植物化石也可能成为人类世化石的
代表。一万多年前，人类就开始了农
业生活，驯化各种作物。到了现在，
虽然人类种植的作物种类很多，但是
有那么几种在全球分布最广，种植面
积最大，其中包括玉米、小麦、大豆、
油菜和水稻等。从这些作物上收获
的食物被我们吃掉了，但是它们的花
粉可能会被保留下来。花粉就像植
物的“指纹”，花粉被一层孢粉素包
裹，耐腐蚀，耐高温，又极难氧化，因
此能形成花粉化石。

可能有人会说，地球上还有很
多野生植物，它们也会产生花粉，这

些花粉也可能变成化石，为什么驯
化的作物能成为代表？一方面，随
着人口增加，人类活动范围扩大，野
生植物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从
数量上来说，农业作物比野生植物
更多，产生的花粉数量也更可观。
另一方面，这些农业作物的分布也
有人类世的特点。随着现代农业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将小片耕地
集合起来，连成大片，并通过科学的
规划，在科技的帮助下集中种植某
种作物。这样一来，未来的考古学
家将会在一大片区域内发现单一的
植物花粉化石，这就是人类世存在
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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