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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安尹家窝堡遗址 2015 年发掘简报*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 吉林  尹家窝堡遗址  辽金时期  房址  聚落  盐业 

中问题要: 2015 年 7 月～10 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吉林大安尹家窝

堡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区域位于 2014 年发现制盐区域的南侧高地，分东西两区进行发掘，

实际发掘面积为 600 平方米，发现大量辽金时期遗存。清理各类遗迹 100 余个，其中房址 2 座、灶址 4 座、

灰坑 93 座、灰沟 2 条。出土遗物 800 余件，按质地分有陶器、瓷器、铁器、石器、铜器、琉璃器、骨器等。

对比东、西二区遗存丰富程度，可以发现东发掘区遗迹密集且类型丰富，西区较为稀疏且单一，可以推知

本年度的发掘区恰好位于这一辽金时期聚落的西缘。 

KEY WORDS : Jilin  Yinjiawopu site  Liao-Jin period  house-foundations settlement  salt production 

ABSTRACT : From July to October 2015, Jilin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and 

Jilin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arried out the second excavation season at the 

Yinjiawopu Site in Da’an city. This excavation area is located south of the 2014 excavation, on a large higher 

ground, and was divided into a western and an eastern zones. The explored surface of 600 m² revealed a large 

quantity of Liao-Jin period remains. Over 100 features have been excavated, including 2 house-foundations, 4 

hearths, 93 pits, and 2 ditches. Over 800 pieces of artifact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cluding ceramics, porcelains, 

iron, stone, glass, bronze, and bone implements.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excavation zone which showed rare and 

quite simple features, the complexity and abundanc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east excavation zone suggests that it 

corresponds to the western edge of an important Liao-Jin settlement. 

 

尹家窝堡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永丰村尹家窝堡屯西北约 2.5 公里

处，新荒泡西南岸，遗址分布的范围现已辟为耕地，其北侧为水面，西侧为面积

广阔的盐碱地，遗址位于耕地与盐碱地相接处的一处漫岗，地势稍高于周边区域

的缓坡上。地理坐标为北纬 45°38'41.07"，东经 123°42'16.68"，海拔 129 米。（图

一） 

 

                                                 
*本文为吉林省文物局委托项目（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成果，项目编号 357121741444；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15ZDB055）―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研究成果；吉林大学《GIS 支持下

的吉林省古代聚落历时态考察》项目成果，项目编号 45006052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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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尹家窝堡遗址位置示意图 

 

  尹家窝堡遗址系 2007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由大安市博物馆首次发

现，2012 年我们首次对新荒泡和月亮泡周边做区域性系统调查，调查时再次考

察了该遗址[1]。2014 年进行一次试掘，发现有淋卤坑 5 座，确定为辽金时期制作

土盐的遗存[2]。在 2014 年发掘收获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尹家窝堡遗址性质，

2015 年 7 月至 10 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

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区域选择 2014 年发掘区南侧靠近

遗址中部的椭圆形高地（图二）。 

 

 

图二  2015 发掘区位置 

 

    本年度分东、西两区进行发掘，其中西区布设 10×10 米探方 4 个，东区布设

10 ×10 米探方 2 个，两个发掘区通过 1 条 1 × 30 米的探沟相连，含扩方部分实

际发掘面积逾 600 平方米。发掘辽金时期各类遗迹 100 余个，有房址、灶址、灰

坑、沟等。（图三）。此次发掘出土有大量辽金时期遗物，按质地分有陶器、瓷器、

铁器、铜器、石器、琉璃器、骨器、蚌器等 ，标本 80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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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遗迹分布总平面图 

 

  因为发掘东区遗迹现象最多（图四），本文重点介绍这一区域内的地层堆积、

遗迹与出土物。 

 

图四 发掘东区总平面图 

 

 

一、地层堆积 

 

东区地层堆积，分为三层。 

第①层，现代耕土层，疏松的灰黄色细砂土，内含陶瓷片、烧土块、碎砖块、

铁器、铜钱、动物骨骼和少量的现代遗物。厚 10～18 厘米。H27 开口于此层下。 

第②层，灰黑色黏砂土，包含有泥质灰陶片、白瓷片、青砖残块、铁器、铜

钱、动物骨骼等遗物。厚 10～20 厘米。G1、H11、H13、H21、H22、H24、H26、

H28、H34、H37、H38、H41、H43、H46、H47、H52~H55、H57、H58、H61、

H63、H66、H77、H78、H80 等单位开口于此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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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③层，较为致密的黑灰色亚黏土。内含泥质灰陶片、白瓷片、铁器、铜钱、

陶纺轮和动物骨骼等。厚度 10～35 厘米。H67、H70、H71、H86、H87、H93

均开口于此层下。F1、Z7、Z2 等单位系起建于此层上。 

第③层下即为生土。F2 起建于生土上。 

 

二、遗迹及遗物 

（一）房址 2 座。 

1. F1 及出土遗物 

（1）房址形状与结构 

F1 位于东发掘区中部，起建于③层上，系一座内设取暖设施火炕的地面式

建筑。房址破坏较为严重，未发现有墙体，仅发现有火炕、灶址、烟囱和一块础

石。现存部分呈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东西约 6.7，南北约 5.4 米，门道应

朝向东南。（图五 F1 平、剖面图） 

房址室内火坑呈―U‖字形，围绕房址的东墙、北墙和西墙修筑。东、西炕经

由转角后形成北炕，最后汇入同一个烟囱。 

东炕亦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部分较长，西侧部分较短。 

东侧部分由两条烟道组成，与 F1Z1 相连，灶址保存较好，近椭圆形，灶坑

壁为土坯砌筑，灶底由土坯铺设，灶口处横铺一块青砖，朝向东南；火膛填土为

灰褐色沙质亚粘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大量烧土、灰烬和少量的砖块、陶片和

兽骨等。火膛长 0.48、宽 0.4，现存深度约 0.4 米；烟道由 F1Z1 出发，向西北延

部分长约 4.2、宽约 1、深约 0.33～0.46 米，经房址东北角折而向西，延伸约 0.7

米后与西侧部分一起汇入烟囱。西侧部分由三条烟道组成，与 F1Z2 相连，灶址

近椭圆形，坑壁和坑底为土坯修筑，灶口部分残，亦应朝向东南，长约 0.52、宽

约 0.44、现存深度约 0.36 米，火膛填土为黑灰色沙质黏土，土质较疏松，包含

大量烧土、砖块、灰、少量陶片；F1Z2 直接与 3 条烟道相连，烟道长约 2.7、宽

约 1、深约 0.28 米，向北直接汇入烟囱。东炕的东侧部分局部叠压西侧部分，显

示这两部分在建筑和使用顺序上有先后之分，西侧部分应早于东侧部分。 

西炕由三条烟道组成，与 F1Z3 相连，灶址呈椭圆形，直壁、平底，坑壁和

坑底为土坯修筑，四壁烧结严重，红烧土厚 5-15 厘米，灶口朝向东北，长 1.2、

宽 0.8、现存深度约 0.18 米。灶址直接与 3 条烟道相连，4 道烟墙均由白色粘土

修筑，宽约 0.1～0.3 米，内侧烟道残，残长 1.24 米，外侧两条烟道向西延伸约 5

米，后折而向东，转折后部分长约 2.1 米，后与东炕烟道一同汇入烟囱。西炕残

宽约 0.37～1.33、深约 0.35～0.46 米，烟道内填土为黑灰色粗砂土，较致密，包

含大量的烧土、灰烬和少量陶片。 

东、西炕烟道内部的倒塌堆积中包含的青砖残块，可能为原有的炕面，两侧

的烟道汇合成北炕后汇入同一个出烟口。烟囱近椭圆形，斜弧壁、圜底，灶内填

充有大量烧土块和黑色灰烬，长 0.52、宽 0.36、深 0.22 米。 

屋内的活动空间较为狭窄，活动面上发现有陶片、瓷片、铁片、铁块、铜钱

和两块马的下颌骨等。活动面东侧，F1Z3 西北部，F1Z1 和 F1Z3 之间有 1 块础

石，平面近梯形，最长 48 厘米、最宽 36 厘米、最厚约 1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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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F1 平、剖面图 

 

（2）F1 出土器物 

房址的废弃堆积内和居住面上均有遗物出土，我们将倒塌堆积编号为 F1①，

居住面编号为 F1②。出土遗物有陶、瓷器残片、陶纺轮、手纹砖、铁器、铜钱、

石器、兽骨、鱼骨等。 

陶器 无可复原者，均为泥质灰陶。 

口沿 3 件 

F1①:13，卷沿圆唇，敞口 12.7 厘米，残高 2.2 厘米，厚 0.7～0.8 厘米。（图

六，14） 

F1Z1:14，敞口，卷沿圆唇，腹斜收 ，长 13.5 厘米，残高 6.3 厘米，厚 0.6～

1.1 厘米。（图六，4） 

F1Z1:3，敞口，卷沿圆唇，肩略凸，长 10.5 厘米，残高 6 厘米，厚 0.5～0.9

厘米。（图六，15） 

器底 3 件 

F1①:5，直径 22 厘米，平底，斜腹，底面有轮旋痕。（图六，1） 

F1Z3:13，直径 8.4 厘米，底面有轮旋痕。（图六，2） 

F1①:16，直径 13 厘米，底厚 0.8～1 厘米，壁厚 0.7～1.5 厘米。（图六，5） 

纺轮 1 件 

F1Z1:2，泥质黄陶，磨制。圆形，中部有孔。直径 3.1 厘米，孔径 0.8～1 厘

米，厚 2.1 厘米。（图六，8） 

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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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底 1 件，F1①:11，内部有黄白色釉，胎色黄红。圈足，刻画一条短线。

外壁满釉、内部有涩圈、底足削平。底径 10 厘米，残高 4 厘米，圈足高 1.1 厘

米。（图六，16） 

铁器 5 件 

铁条 F1①:2，长条形，剖面椭圆形，残，下端为尖状，长 8.5 厘米，宽 1.7

厘米，厚 1.1 厘米。（图六，7） 

铁片 F1①:14，残，呈近三角形，长 3.5 厘米，宽 3.2 厘米，厚 1 厘米。（图

六，9） 

  铁片 F1Z1:5，残，长方形，残长 5.1 厘米，宽 3.8 厘米，厚 0.4 厘米。（图

六，11） 

―8‖字形铁器 F1Z1:17，长 4.4 厘米，宽 3 厘米，厚 0.3～0.85 厘米。锈蚀严

重，可能为双环。（图六，10） 

带扣 F1Z1:3，长方形扣环，长边带两个小管，无扣针。扣环长 3.1 厘米，

通宽 2.2 厘米，小管直径 0.6 厘米。（图六，12） 

铁器 F1Z3:2，残。近圆形，直径 2.8～2.9 厘米，高 1.2 厘米。（图六，13） 

石器 1 件 

穿孔磨制石器 F1Z3:16，灰黄色，残，圆形，直径 15.5 厘米，厚 5 厘米，

中部孔径 3 厘米。可能为磨盘。（图六，3） 

砺石 F1①:10，残，黑灰色，近长方形，长 9.7 厘米，宽 3.4 厘米，厚 2.4

厘米。（图六，6） 

铜钱 4 枚 

F1Z1:4―开元通宝‖；F1Z3:5―景德元宝‖； F1Z3:6―崇宁重宝‖； F1Z3:4―大观

通宝‖（图二十，1、10、27、28）。 

 

 

图六  F1 出土遗物 

1、2、5. 陶器底（F1①:5、F1Z3:13、F1①:16） 3. 磨制石器（F1Z3:16） 4、14、15. 陶器口沿（F1Z1:14、

F1①:13、F1①:14）  6. 砺石（F1①:10）  7. 铁条（F1①:2）  8. 陶纺轮（F1Z1:2）  9、11. 铁片（F1

①:14、F1Z1:5） 10. ―8‖字形铁器（F1Z1:17） 12. 带扣（F1Z1:3） 13. 铁器（F1Z3:2）  16. 瓷器底（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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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1） 

 

2. F2 及出土遗物 

（1）F2 形状与结构 

F2 位于发掘东区东南部，是一座具有取暖设施火坑的地面式长方形建筑，

起建于生土上，分别被 F1、Z7、H51、H46、H93、H21、H72、H58、H74 打破，

房址东部位于发掘区外部分未做清理，房址的废弃堆积内含有大量土坯残块。根

据灶址位置和烟道走向判断，门道应朝向东南。已清理部分东西残长约 4，南北

残宽约 3.7 米。（图七） 

    未发现墙体，仅发现残存的灶址、火炕和屋内活动面。 

火坑呈折尺形，位于房址的西部和北部。由５条烟道构成，烟道内侧面烧结

严重，南侧与灶址相连，由于灶址大部分位于发掘区外，未做清理。西侧炕体烟

道由灶址出发向北延伸约 3.5 米，后折而向东，中部烟墙上还残存有土坯修筑炕

面残迹，东折部分残长约 2.1 米，北侧烟道末端被 F1 打破，残宽约 1.3～1.76、

深约 0.24～0.28 米。 

在屋内和屋外西侧发现有人类活动形成的踩踏面，经长期踩踏形成平整坚硬

的黑色黏土平面，厚约 2～3 厘米。 

出土少量泥质灰陶片、瓦片和动物骨骼等。 

 

 
图七  F2 平、剖面图 

 

（二）灶址 3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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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为 Z1Z3，破坏均较为严重。其中 Z1 位于发掘区外，由于被人为破坏，

故对其进行抢救性清理。 

1. Z2 及出土遗物 

Z2 起建于③层上，被 F1 和 H34 打破。（图八） 

残存有火膛和部分烟道，灶口朝向东北。 

火膛呈椭圆形，坑壁由土坯砌筑，烧结严重，近直壁，平底，上部已被破坏，

现存部分长 0.8、宽 0.44、深 0.10.14 米。填土为黑灰色，较疏松，包含大量灰

烬、烧土、木炭、泥质灰陶片和兽骨等。火膛内出土的陶片均为带附加堆纹陶瓮

腹片（图十 1、2、3）。 

火膛直接与 3 条烟道相连，烟道残长 2.2、宽 1.4、深 0.2 米。烟道内出土有

6 枚铜钱。开元通宝 1、至道元宝 1、祥符元宝 1、元丰通宝 2、绍圣元宝 1。 （图

二十，2、9、11、23、24、26）。 

 

 

图八  Z2 平、剖面图 

 

2. Z7 及出土器物 

Z7 起建于③层上，被 F1 打破。由火膛、烟道、烟囱三部分组成。通长 3.2、

最宽 1.5 米。（图九） 

火膛上部已经被破坏，仅存近椭圆形的坑，长 0.7，宽 0.66，深 0.44 米，坑

壁为土坯砌筑，烧结严重，近直壁，平底。填土为黑灰色，较疏松，包含大量灰

烬、红烧土，少量的木炭和泥质灰陶片。 

火膛直接与烟道相连，共有 4 股烟道，5 道烟墙均为白色粘土土坯砌筑，内

部两道烟墙残，烟道通长约 1.78，宽约 0.130.37，深约 0.44 米。烟道内填土为

灰黑色，较疏松，包含大量烧土，少量的泥质灰陶片和动物骨骼。 

4 条烟道最后汇入同一出烟口——烟囱，烟囱亦被破坏，仅存一近圆角长方

形的浅坑，长约 0.70、宽约 0.54、残深 0.13 米。其内填土为黑灰色较疏松粗砂

土，包含大量烧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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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Z7 平、剖面图 

 

出土有泥质灰陶片，少量瓷片和 1 件砺石。 

器底 1 件， Z7:1，平底略凹，直径 34 厘米，底厚 0.85～1 厘米，壁厚 0.7～1 厘

米，残高 3.2 厘米。底面有旋转刮抹痕。（图十，5） 

砺石 1 件，Z7:2，残，灰色，石料质地细密，略呈长方形，两面有磨制使用

痕迹，长 21.6 厘米，宽 10 厘米，厚 4.8 厘米。（图十，4） 

 

 

图十  Z2、Z7 出土遗物 

1～3. Z2 纹饰陶片  4. 砺石 (Z7:2)  5.  陶器器底 (Z7:1) 

 

（三）灰沟  2 条，编号为 G1、G2，择 G1 作以介绍。 

G1 开口于②层下，被 H24 打破。平面长条形，东西走向，斜弧壁，底部凹

凸不平。其于发掘区外的部分未清理。已清理部分长 11.1、宽 0.8～2.7、深 0.2～

1.04 米（图十一）。沟内堆积比较复杂，可划分为 24 层（见表 1），最底层为流

水淤积形成的细沙土层，推测 G1 废弃之前可能有排水功能，或许也有标志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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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作用。 

 

表 1  G1 堆积单位描述 

层位号 土质土色 包含物 

①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2 层浅 少量烧土块 

②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1 层深，部分颜色较深 少量烧土块以及少量烧灰 

③ 灰黄色黏土，局部为灰黑色，大部分颜色较 4 层浅 较纯净，极少量的烧土块以及烧灰 

④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2 层浅，局部较深 较多的烧土块以及少量烧灰 

⑤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3 层浅 比较纯净，较多烧灰 

⑥ 灰黄色细沙土 较纯净，包含少量烧灰 

⑦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3 层浅 少量烧土块以及较多的烧灰 

⑧ 灰黄色黏土，局部颜色呈黑灰色，颜色较 4 层浅 少量烧土和烧灰 

⑨ 灰黄色黏土 较多烧土块、烧灰、一些炭粒 

⑩ 灰黄色黏土 极少量烧土块和一些淤沙 

⑪ 灰黑色黏土 较多烧土块、烧灰 

⑫ 深黑色黏土 大量烧灰以及极少量烧土块 

⑬ 灰黄色黏土 大量烧灰和少量烧土 

⑭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纯净 少量烧灰 

⑮ 灰黄色黏土，部分地方有白色和黑色 灰白色以及黑色烧灰 

⑯ 灰黑色黏土，略显黑绿色，与 11、12 层区分明显 较多烧灰及烧土块 

⑰ 灰黄色黏土，比 8 层颜色浅，比较纯净 少量烧灰 

⑱ 灰黑色黏土，颜色较 13 层浅 较多烧土块及烧灰 

⑲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13 层浅 较多烧土与烧灰 

⑳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16 层浅 少量烧土块以及较多烧灰 

○21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17 层浅，比较纯净 烧灰以及一部分淤沙 

○22 灰黄色黏土，颜色比 12 层深 较多烧灰，无烧土块 

○23 灰黄色黏土，颜色较 18 层浅 少量烧灰以及部分淤沙 

○24 黄灰色余沙 纯净 

 

 

图十一  G1 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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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出土遗物 

    遗物主要集中于沟的中上部，包括泥质灰陶、红褐陶片，仿定窑白瓷片，铁

器、铜钱、琉璃器、骨器、兽骨、蚌壳和鱼骨等。其中第⑬层出土较多鱼骨，

第⑱层以铁器和骨料居多，并在这两层发现大量的红烧土块以及烧灰，部分的

红烧土块有草伴泥痕迹。 

陶器   

容器类均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型有瓮、盆、罐等。以素面

为主，部分陶片上饰有附加堆纹和水波纹，亦有附加堆纹和水波纹组合纹饰，另

有少量的弦纹（图十二，15～20）。容器类均为轮制。另发现有陶纺轮、陶球和

网坠等。 

瓮口沿 2 件，G1②:5，卷沿圆唇，口径 45.6，残高 4.6 厘米。（图十二，1）。

G1④ :42，卷沿圆唇，鼓腹，口径 55.8，残高 17.5 厘米。（图十二，2） 

盆 1 件，G1③ :22，口部残，卷沿，斜直壁，凹底，口径约 64.4，底径 34.4，

残高约 25.2 厘米。（图十二，3） 

口沿 3 件 

G1⑱:14，卷沿圆唇，残高 2.1 厘米。（图十二，4） 

G1⑮:2，卷沿圆唇，残高 2.2 厘米。（图十二，5）  

G1②:8，卷沿圆唇，残高 2.5 厘米。（图十二，6） 

器底 7 件 

G1⑳:6，平底，底径 23，残高 2.6 厘米。（图十二，8） 

G1⑯:7，平底，底径 20.8，残高 4.2 厘米。（图十二，9） 

G1④:52，平底，底径 16，残高 4.4 厘米。（图十二，10） 

G1④:47，平底，底径 12，残高 1.8 厘米。（图十二，11） 

G1④:43，平底，底径 14.4，残高 6 厘米。（图十二，12） 

G1③:18，平底，底径 30.4，残高 2.5 厘米。（图十二，7） 

G1⑱:17，平底，底径 18，残高 1.5 厘米。（图十二，13） 

陶饼 1 件。G1⑬:14，夹粗砂红陶，残，呈圆形，剖面圆角长方形，直径

6.4 厘米，厚 1.5 厘米。（图十二，45） 

陶制品 1 件。G1④:28，黄褐陶，手制，上端呈球状，下端呈柱状，通高 4

厘米。（图十二，33） 

网坠 1 件。G1④:41，泥质灰陶，整体呈圆柱形，两端有凹槽。长 3.8、截

面直径约 1.6 厘米。（图十二，44）。 

    陶球 2 件。G1③:3，夹细沙黄褐陶，直径为 2.2 厘米（图十二，31）。G1④:8，

夹细沙黄褐陶，直径 1.5 厘米（图十二，32）。 

    纺轮  6 件，制作均较粗糙。G1④:23，布纹瓦加工而成，平面近圆形，中

部穿孔。直径约 9，厚 1.8，孔径 1 厘米（图十二，34）。G1①:10 黄灰陶，制作

粗糙，形状呈不甚规整的圆角方形，剖面略呈椭圆形，边长约 2.8，厚 1.25，孔

径 0.8 厘米（图十二，47）。G1④:2 黄红陶，圆形，剖面呈半圆形，直径 3，高

2 厘米，孔径 0.35～0.8 厘米（图十二，43）。G1④:4 黑灰陶，近圆形，剖面圆

角长方形，直径 2.8，厚 0.8，孔径 1.1 厘米（图十二，49）。G1④:11 灰褐色陶，

圆形，中内凹，有火烧痕迹，直径 2.4，厚 1.1，孔径 0.2 厘米（图十二，48）。

G1⑧:2 黄灰陶，圆形，直径 2.4，厚 0.7～0.8，孔径 0.7 厘米（图十二，50）。 

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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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底 G1⑱ :7，瓷胎发黄褐色，内底有涩圈，外壁满釉，圈足不施釉。底径

6 厘米。（图十二，14） 

铁器 

铁环 2 件。G1①:2，锈蚀严重，挤压变形，厚 0.8～1.2 厘米，宽 3.2 厘米（图

十二，21）。G1③:31，残，仅存一半，直径约 9，铁条截面直径 1.2～1.5 厘米（图

十二，22）。 

铁甲片 2 件，锈蚀严重，均残，原应为长方形。G1⑧:3，尚存 2 个圆孔，

残长 5.3，宽 4.8，厚 0.5 厘米（图十二，23）。G1④:45，尚存 2 个圆孔，残长 5.1，

宽 2.8，厚 0.3～0.4 厘米（图十二，24）。 

铁镞 1 件。G1⑬:11，锈红色，镞身前端扁宽，平直刃，铤部残。残长 10

厘米（图十二，25）。 

铁钉  1 件。G1⑯:1，锈蚀严重，弯曲，钉身顶部扁宽，呈四棱锥状，尖部

稍残。残长 5.3 厘米。（图十二，26）。 

铁凿  1 件。G1⑯:3，锈红色，上窄下宽。长 9，宽 1.5～3.5，厚 1.15～1.5

厘米。（图十二，27） 

铁器  1 件。G1⑱:5，锈红色，残，铁条弯折而成，通常 5.7 厘米，条直径

0.5 厘米。（图十二，28） 

蚌器 

穿孔螺饰  1 件。G1①:3，为纵肋织纹螺（Nassarius variciferus），通长 3.6，

孔径 0.2 厘米。（图十二，29） 

骨器 

骰子 1 件。G1③:7，六面分别刻有 16 个小圆凹坑。边长 0.9 厘米。（图十

二，30） 

簪 4 件。形制大体相同，由骨片磨制而成，通体细长，尖部稍窄。G1⑯:8，

剖面呈半月形，残长 5.55 厘米，宽约 0.6 厘米，厚 0.2 厘米（图十二，35）。G1⑯:9，

剖面呈半月形，整体弯形，残长 6.8 厘米，宽 0.7 厘米，厚 0.2 厘米（图十二，

36）。G1⑱:1，剖面呈半月形，残长 9.5，宽 0.5，厚 0.17 厘米（图十二，37）。

G1⑬:1，剖面略呈椭圆形，顶端残，残长 14.8，宽 1，厚 0.3 厘米（图十二，38）。 

琉璃器 

琉璃器  5 件。G1⑬:13，白色，不透明，锥状，上段残，下端尖，残长 5.1，

截面直径 0.5～0.6 厘米（图十二，39）。G1⑯:4 透明黄白色，锥状，上段残，下

端尖，残长 4，截面直径 0.6～0.7 厘米（图十二，40）。G1④:13，残条形，白色，

残长 1.6 厘米，直径 1 厘米（图十二，41）。G1④:14 残条形，白色，残长 1.55

里面，直径 0.9 厘米（图十二，42）。 

石器 

棋子  1 件。G1④:12 深绿色坚硬石料，圆形，扁平，直径 1.5，厚 0.2～0.3

厘米。图十二，46） 

铜钱  G1③:9―天圣元宝‖（图二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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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G1 出土遗物 

1、2. 陶瓮 (G1②:5、G1④:42)   3. 陶盆 (G1③:22)   4～6. 陶器口沿 (G1⑱:14、G1⑮:2、

G1②:8)  7～13. 陶器底 (G1⑳:6、G1⑯:7、G1④:52、G1④:47、G1④:43、G1③:18、 G1⑱:17)  

14. 白色瓷器器底 (G1⑱:7)  15～20. 带纹饰陶片 (G1①：5a、5b、5c、G1④:38、G1④:31、

G1④:32)  21、22. 铁环 (G1①:2、G1③:31)  23、24. 铁甲片 (G1⑧:3、G1④:45)  25. 铁

镞 (G1⑬:11)  26. 铁钉 (G1⑯:1)  27. 铁凿 (G1⑯:3)  28. 铁器 (G1⑱:5)   29. 海螺 

(G1①:3)  30. 骨骰子 (G1③:7)  31、32. 陶球 (G1③:3、G1④:8)  33.陶制品 (G1④:28)  

35～38. 骨簪 (G1⑯:8、G1⑯:9、G1⑱:1、G1⑬:1)  45. 陶饼 (G1⑬:14)  44. 陶网坠 (G1

④:41)  39～42. 琉璃器 (G1⑬:13、G1⑯:4、G1④:13、G1④:14)  46. 棋子 (G1④:12)  34、

43、47～50. 陶纺轮 (G1④:23、G1④:2、G1①:10、G1④:4、G1④:11、G1⑧:2) 

 

（四）灰坑  93 个。 

1、H13 及其出土遗物 

H13 开口于②层下。近圆角长方形，斜直壁，底部凹凸不平，长 4.95，宽

1.28～1.64。深 0.3～0.48 米（图十三）。填土为黑色较致密，包含灰色黏土和烧

土块。出土遗物有泥质灰陶片、白瓷片、陶纺轮、陶球、黑釉多孔器、铜钱、铁

器、骨器、兽骨和蚌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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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H13 平、剖面图 

 

H13 出土遗物： 

陶器 

以泥质灰陶为主，容器类器形有罐、盆、钵、壶等，多为素面，部分肩上有

附加堆纹，均为轮制。另有纺轮和釉陶多孔器。 

罐口沿  H13:8，卷沿圆唇，鼓腹，素面。口径 20，残高 6.8 厘米。（图十四，

4） 

盆口沿 4 件 

H13:13，敞口，卷沿圆唇，斜弧腹，素面，器表磨光，内有轮制痕迹。口径

56，残高 20.8 厘米。（图十四，9） 

H13:60，敞口，卷沿圆唇，斜直腹，素面。口径 58.4，残高 13 厘米。（图十

四，6） 

H13:12，敞口，卷沿圆唇，斜弧腹，素面。口径 54，残高 15.4 厘米。（图十

四，11） 

H13:35，敞口，卷沿圆唇，弧腹，素面。口径 54，残高 16 厘米。（图十四，

3） 

盆底  H13:56，斜直腹，平底，内有轮制痕迹，器表磨光有 4 条弦纹。残高

17.5，底径 34 厘米。（图十四，7） 

钵  H13:6，火候不高，较脆，泥质灰黄陶，鼓腹，平底。残高 8.5 厘米，

底径 9 厘米，底厚 0.6～0.8 厘米，壁厚 0.5 厘米。（图十四，10） 

器底 5 件 

H13:50，平底，底部可见轮制痕迹，底径 30 厘米，残高 7 厘米。（图十四，

18） 

H13:49，平底，底径 40，残高 9.8 厘米。（图十四，12） 

H13:47，平底，底部可见轮制痕迹，底径 40，残高 11.36 厘米。（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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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13:51，凹底，底部可见轮制痕迹，器底和器身可见有锯孔，底径 34，残

高 18 厘米。（图十四，16） 

H13:48，平底，底部可见轮制痕迹，底径 37 残高 2.2 厘米。（图十四，8） 

纺轮  H13:17，残，泥质灰陶，火候不高，胎色发红，圆形，剖面圆角长方

形，直径 4 厘米，厚 0.7 厘米，孔径 0.4～0.6 厘米。（图十四，20） 

多孔器  H13:4，残，胎呈白黄色，大部分施黑釉，部分未施釉。器形近正

方体，六面均有圆形穿孔。边长 7.6，孔径 1.8～2.2 厘米。未施釉部分刻有一个―十‖

字形符号。（图十四，19）  

瓷器 

白瓷碗  H13:11，残，黄白色瓷胎，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外壁施釉不及

底，可见有化妆土线，内底有涩圈。口径 24，底径 8，高 8，足高 1 厘米。（图

十四，1） 

钵口沿 2 件 

H13:57，瓷胎比较粗发红色，釉色灰白，敛口圆唇，弧腹。外壁半釉，有化

妆土线，线下有深绿色釉滴。内壁满釉。口径 23 残高 5.86 厘米。（图十四，2） 

H13:59，瓷胎灰黄色，釉色黄白，敛口圆唇，弧腹。外壁半釉，有化妆土线。

内壁满釉。口径 23，残高 10.5 厘米。（图十四，5） 

瓷器底 2 件 

H13:14，瓷胎黄白色，圈足，内底有涩圈。外壁满釉，底足削平。底径 8.4

厘米。（图十四，14） 

H13:19，圈足，内底有涩圈。外壁满釉，底足削平，有化妆土线，内壁满釉。

底径 7.6 厘米。（图十四，15） 

骨簪  H13:5，由骨片磨制而成，一面平整，一面弧圆，残长 8，宽约 1，厚

0.2 厘米。（图十四，17） 

铜钱  H13①:14―治平元宝‖（图二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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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H13 出土遗物 

1、白瓷碗（H13:11） 2、5.瓷钵口沿（H13:57、H13:59)  3、6、9、11.陶盆口沿（H13:35、

H13:60、H13:13、H13:12） 4.罐口沿（H13:8）  7.陶盆底（H13:56） 8、12、13、16、18.

器底（H13:48、H13:49、H13:47、H13:51、H13:50）  10.陶钵(H13:6)  14、15.瓷器底（H13:14、

H13:19）19.多孔器(H13:4)   17.骨簪（H13:5）  20.陶纺轮(H13:17)   

 

2、H21 及出土遗物 

H21 开口于②层下。不规则形，斜直壁，坡状底，长 2.1，宽 1.36，深 0.28

米。填土分两层，第①层为黑色较疏松粉沙土，内含大量烧土和少量木炭，厚约

6～12 厘米；第②层为灰色较致密粘砂土，厚约 16 厘米，内含兽骨、烧土和砖

块等。遗物均出在第①层，有泥质灰陶、黄红陶片，黑釉、白釉瓷片，砖块、多

孔器、石器、铁甲片、铁环、铁钉、铜钱等。（图十五） 

 

 
图十五  H21 平、剖面图 

 

H21 出土遗物： 

陶器  均为泥质灰陶。 

口沿  H21①:7，平折沿方唇，斜直壁，残高 4.9 厘米。（图十六，6） 

罐口沿  H21①:10，卷沿，斜肩，残高 5.1 厘米。（图十六，7） 

多孔器  H21①:5，残，泥质灰陶。近正方体，六面均有圆形穿孔。边长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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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厘米，孔径约 2.1 厘米。（图十六，2） 

瓷器底  H21①:12，釉色黄白，圈足。外壁满釉，底足削平。底径 7.6，残

高 1.8 厘米。（图十六，3） 

铁器 

铁甲片  共 110 余件，应属一副铠甲的部分，整体编号为 H21①:14。锈蚀

较为严重，部分甲片粘有植物纤维痕迹。平面均呈圆角长方形，长 9、宽 3、厚

0.4 厘米，孔的数量有别，孔径 0.2～0.4 厘米。（图十六，1） 

铁环  H21①:6，圆形，截面呈圆形，环直径 5，截面直径约 1.2～1.4 厘米。

（图十六，4） 

铁钉  H21①:2，锈红色，圆形钉帽，钉身残。顶帽直径 1.3，残高 1.7 厘米。

（图十六，5） 

铜钱  H21①:3―康定元宝‖（图二十，18）。 

 

 
图十六  H21 出土器物 

1. 铁甲片 (H21①:14)   2. 多孔器 (H21①:5)   3. 瓷器底 (H21①:12)   4. 铁环 (H21①:6)    

5. 铁钉 (H21①:2)   6、7. 陶器口沿 (H21①:7、H21①:10)   

 

3、H31 及其出土遗物 

H31 开口于②层下，被 H21 打破。现存部分近长方形，近直壁，平底，长

1.4，宽 1.31，深 0.55 米。填土分四层，均有遗物出土，第①层为灰褐色较疏松

亚黏土，包含烧土、兽骨、砖块等，厚约 0.16 米；第②层为灰黑色黏土，内含

少量烧土块，厚约 0.04～0.1 米；第③层为灰黄色疏松亚粘土，内含烧土块、砖

块，厚约 0.1 米。第④层为灰褐色较致密黏土，包含烧土块、石块、砖块等，厚

约 0.19 米。（图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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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H31 平、剖面图 

 

H31 出土遗物： 

陶器  均为泥质灰陶。 

陶甑  H31④:1，泥质灰陶，敞口，卷沿圆唇，口沿磨光，斜弧腹，平底，

底部有 5 个圆孔。口径 53，底径 33，高 23，底部中心圆孔孔经 4.3，外围 4 个

圆孔孔径 5.5 厘米。（图十八，1） 

口沿  H31①:2，泥质灰陶，卷沿圆唇，斜直腹，残高 5.4 厘米。（图十八，

5） 

器底  H31④：3，凹底，底部可见有轮制痕迹，底径 36 厘米。（图十八，2） 

铁甲片  H31③:4，残，长方形，尚可见两个圆孔，残长 7，宽 2.8，厚 0.3，

孔径 0.3 厘米。（图十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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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H31、H42 出土器物 

1. 陶甑 (H31④:1)  2. 陶器底 (H31④：3)  3. 陶盆 (H42①:4)  4. 瓷器底 (H42② :6)  5、

9.陶器口沿（H31①:2、H42③:1）  6. 铠甲铁片 (H31③:4)   7. 陶网坠 (H42①:1)   

8. 瓷器口沿 (H42④ :2)   

 

4、H42 及出土遗物 

H42 开口于②层下，被 G1 打破。不规则形，斜直壁，近平底，东西 1.88，

南北 0.78～1，深 0.86 米。填土分为四层，均含烧土块和草木灰，第①层为黄灰

色较疏松细砂土，厚约 0.15～0.45 米；第②层为黑褐色较疏松粗砂土，厚约 0.2～

0.46 米；第③层为黄灰色较疏松细砂土，厚约 0.16 米；第④层为浅褐色致密细

砂土，厚约 0.25 米。四层均有遗物出土，有泥质灰陶片、陶盆、网坠、碎砖块，

白瓷片、骨管、骨料、铁器、兽骨、蚌壳和鱼骨等。（图十九） 

 

 

图十九 H42 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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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2 出土遗物： 

陶器 

陶盆  H42①:4，泥质灰陶，底部残，卷沿圆唇，弧腹，器表磨光，口径 32，

残高 13.7 厘米。（图十八，3） 

口沿  H42①:5，卷沿圆唇，残高 2.7 厘米。（图十八，9） 

网坠  H42①:1，黄褐陶，圆柱形，两端磨出凹槽。长 3.4，截面直径约 1

厘米。（图十八，7） 

瓷器 

器底  H42② :6，灰色瓷胎较粗糙，外壁釉色泛灰，内壁及底白釉，圈足，

内有支钉痕，底足削平。底径 7 足高 0.6 厘米，底厚 0.6～0.7 厘米。（图十八，4） 

口沿  H42④ :2，灰色瓷胎，白釉，直口圆唇，残高 3 厘米。（图十八，8） 

 

 

 

图二十 遗址出土铜钱拓片 

1～2. 开元通宝（F1Z1:4、Z2:2） 3. 唐国通宝 (TG001T0601①:46)  4. 宋元通宝 (TG001T0601①:25)  5. 太

平通宝 (TG001①:18)  6. 淳化元宝 (TG001T0601②:6a)  7~9. 至道元宝 (H22①:2、TG001T0601③:1a、

Z2:1c)  10. 景德元宝(F1Z3:5)  11. 祥符元宝 (Z2:4)  12. 天禧通宝 (TG001T0601①:36)  13. 天圣元宝

(G1③:9)  14～15. 景祐元宝 (TG001T0601①:37、H73①:1)  16~17. 皇宋通宝(TG001T0601①:45、H60①:1)  

18. 康定元宝(H21①:3)  19. 治平元宝 (H13①:14)  20. 熙宁重宝 (TG001T0601③:1b)  21～24. 元丰通

宝 (TG001T0601②:6b、TG001①:19、Z2:1a、Z2:1b)  25. 元祐通宝 (TG001T0601②:2)  26. 绍圣元宝 (Z2:3)  

27. 崇宁重宝(F1Z3:6)  28. 大观通宝 (F1Z3:4)  29. 政和通宝(H73① :7) 

 

三、结语 

尹家窝堡遗址各单位出土遗物形制、风格等有很强的一致性，因此统属于同

一时期。 

房址结构与以往在吉林省境内清理的金代房址基本相同，如德惠市李春江遗

址 [3]、敦化市永胜金代遗址[4]。其中尹家窝堡遗址 F1 与德惠市揽头窝堡遗址 F6
 

[5]结构最为相近，然而规模上较其小许多（揽头窝堡 F6 面积约 175 平方米， 尹

家窝堡 F1 面积约 36 平方米），这种现象应该是房址功能差异的反映。本年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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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两座房址距离 2014 年发掘的 5 座淋卤坑距离仅 80 米，F1 在 36 平方米范围

内架设有 3 个灶，或许曾在此发生过煮盐之类的活动。另外 F1 南侧灰坑中有大

量烧坏的铁器、铁块，地表调查时我们也发现过类似的器物，此种现象与四川煮

盐厂情况类似[6]，地表调查时易与冶铁迹象混淆；另外，欧洲高卢时代煮盐遗址

也大量出土陶土、草拌泥和烧坏的铁器等[7]，这是因为在盐和卤水的作用下，器

物烧融温度降低，这也是煮盐活动遗留的一种现象。 

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与白城金家金代遗址[8]、德惠后城子古城[9]、德惠李

春江遗址[10]、扶余西车家店遗址[11]所出土陶器相近。多孔器在金代遗址中亦比

较常见，以往研究中有人认为其可能为制作绳索的生产工具[12]。瓷器均为化妆

白瓷，窑口可能为辽阳冮官屯。 

值得注意的是，H21 集中出土有 110 余件铁甲片，此种情况并不多见。甲片

形制与黑龙江双城车家城子金代城址墓葬[13]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
[14]、金家金代遗址[15]、吉林德惠李春江遗址[16]出土者基本相同。其他铁制工具

在金代遗址中较为常见 [17]。根据铁器和骨料的大量出土，可以推知手工业生产

在该聚落中占有一定比重。 

遗址中出土铜钱多为北宋钱，不见辽、金本国货币，该现象在东北地区金代

遗址比较普遍[18]。东区不足 2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 35 枚铜钱。通过出土钱文

的观察（图二十 铜钱），结合层位关系进行分析，对于相对年代的认定有重要参

考价值。②层下开口的遗迹年代均不早于 11 世纪上半叶，部分遗迹的年代上限

可到 12 世纪初，由③层和③层下遗迹的出土遗物来看，与②层和②层下遗迹出

土遗物基本一致，可知年代相去不远，时代应主要集中在金代早、中期。 

尹家窝堡遗址 2015 年东、西发掘区遗存的密度差异，或可以说明本年度的

发掘位置恰好位于该聚落的西缘。2015 年发掘区东区②层下遗迹、遗物数量较

多，比一般遗址更为密集、复杂，器物组合更像塔虎城19，应该是一个活动密度

较高的小型聚落区域，而③层下遗迹、遗物较少，二者年代又相去不远，或许可

以反映出此一阶段聚落的迅速发展，而这种现象或许与盐业生产的刺激有关。 

    此外，我们对所有遗迹和堆积单位进行系统采样，并浮选，样本鉴定分析目

前未完成。同时对动物骨骼做了初步鉴定，家养动物为主，有黄牛、猪、马、绵

羊、山羊、狗，野生动物有狍子、野兔、环颈雉、鼠，水生动物有中华圆田螺、

背角无齿蚌、圆顶珠蚌等，除了蓄养家畜外，狩猎、采集活动也对经济生活进行

一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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