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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动物考古学         实验成绩： 

实验名称：骨器制作实验报告 

实验人员：康敬亭  孙智富 

专业及年级：2006 级考古 

任课老师：宋艳波 

实验时间：2008-10-13 

实验地点：动物考古实验室 

实验准备：材料：猪肩胛骨（L）（大）、猪肩胛骨（R）（小）（备用）；工具：

石器①（石器为长舌形，表面光滑，石质坚硬）(图一) 

石器②（三角形状，边缘较锋利）(图二) 

石器③（菱形，一段呈尖状，锋利，石器表面较为粗糙，可用作磨制工具）；

(图三) 

实验目的：通过运用石器加工，将猪肩胛骨制作为劳动工具骨耜，以此来

了解古人加工骨器的方法及骨器制作的时间消耗与效率；

通过运用不同特点、不同功能的石器加工骨器，以期对石

器的使用方法，包括砸击、磨制、琢制等有比较直观的了

解。 

实验计划：首先，将肩胛骨的肩胛冈除去，并将肩胛骨外部磨平；然后，

由外向内于肩胛骨中上部竖排平行磨制两孔，并于其上部

再磨制一孔，并略大于下部两孔，以便于绑定木棍。 

实验内容：（注：实验过程按照具体过程操作时间来记录；对于肩胛骨具体

位置的描述，按照骨骼定位前后、左右的方法进行。） 

    1、除去肩胛骨（L）的肩胛冈 

       13：42  选用肩胛骨（L）制作。操作人孙智富右手持石器②背部，

左手持肩胛骨（L）内侧，成 30-60 度角度不断刮削肩胛

冈内侧； 

       13：45  刮削多次后，效果不明显，改由将其放置地面，左手按住

肩胛骨（L），右手持石器①，由上至下垂直砸击； 

       13：47  砸击一次，肩胛冈一小部砸碎，脱落，砸痕为斜坡状，坡

度由肩胛冈倾斜程度而定；（图四） 

       13：48  砸击 9次，又有一小块砸落，为长条形； 

       13：51  砸击 8次，又掉下许多骨渣，肩胛冈前部坚硬，改由石器

①圆钝部垂直砸击； 

       13：52  砸击 53 次，又有较多鼓渣掉下； 

       13：53  砸击 23 次，换人进行砸击（康敬亭替换孙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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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  垂直砸击 28 次，在砸击肩胛冈后部参与部分时，由于用

力过猛 

               肩胛骨（L）后部上端出现裂缝；（图五） 

   2、启用备用肩胛骨，除去肩胛骨（R）的肩胛冈 

       14：01  再次换人砸击（孙替换康），并改换肩胛骨（R）（备用）

进行实验； 

14：02  改由石器③对肩胛骨（R）肩胛冈进行砍砸，砸击 3 次，

肩胛冈后部脱落 1 小块，砸击 2 次后，又有小步脱落； 

14：06   砸击 75 次，肩胛骨（R）后部碎裂，通过对其形制的短

暂分析，决定改作骨刀，并继续砸击肩胛冈残余部分； 

   3、骨刀制作过程 

       14：09  砸击 39 次后，肩胛冈残余部分砸落；（图六） 

       14：16  砸击 137 次后，肩胛冈基本砸平，接着，对决定做刃部部

分【肩胛骨（R）下部】进行先砸击，然后用石器②对凹

凸不平的刃部进行啄击修理； 

       14：20  骨刀初具雏形，换人（康替换孙）；（图七） 

       14：21  开始对骨刀刃部进行磨制修整（以石器③上适合磨制的部

分作为磨具），右手持骨器，左手持磨具，将骨器在磨具

上进行前后反复磨制； 

       14：23  将骨刀刃部以垂直角度在磨具上磨制，将骨刀弧形刃部磨

出； 

       14：28  磨制 308 次后，右手持磨具，左手持骨刀，用磨具在骨刀

上磨制。特别是对骨刀柄部进行磨平修整； 

       14：41  磨制 37 次后，右手持骨器，在磨具上进行刃部修整，弧

形刃部磨制时由于骨壁较厚，故将骨刀、磨具易手，用磨

具在骨刀上磨制； 

       14：47  换人（孙替换康），右手重新持骨器，左手持磨具，使刃

在磨具上反复磨制，刃部基本成形；（图八） 

       15：07  改用石器②，用骨刀刃部在石器②棱边上细磨，开出一个

个小缺口，呈锯齿状，以增强刃部的锋利程度；（图九） 

       15：12  磨制 98 次后，对骨刀柄部进行再修整，以便于手握； 

       15：15  骨器制作基本结束。 

实验收获： 

                1、较为直观地认识到了打制、磨制、琢制等加工骨器的制作方法； 

              2、对骨器制作全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并充分认识到了骨器制作的

困难程度； 

              3、在骨器制作前，没有充分全面地考虑到骨器制作的细节，如如何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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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避免对骨骼不必要的损害而影响骨器的加工，致使在骨器加工过

程中因骨骼损坏而被迫改变原来的制作计划； 

              4、通过对残毁的肩胛骨进行加工以制作骨刀，但在骨刀制作基本结束后，

发现由肩胛骨制作的骨刀结果不甚理想，与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骨刀相

比，不仅在形制上相去甚远，而且实际效用上更有很大差距，或许通过

这个“失败”的实验可说明，肩胛骨不适合用来制作骨刀； 

              5、通过骨器制作过程发现，在制作骨器时，如果材料齐全，方法正确，

骨器制作效率就会相对较高，如果再加上熟练的骨器制作技法，那么，

骨器制作效率应该是很高的，但骨器成功率上仍不敢确定； 

              6、另外，在骨器制作中，随机应变，充分利用骨器自身形制的特点，对

实验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在对刃部进行了锯齿状处理后，比较直观地认

识到了锯齿状刃部的锋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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