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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我国东部水稻种植时间推进1000多年
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浙江省

萧山城区西南约4公里的城厢街道湘湖村。
遗址西南约3公里为钱塘江、富春江与浦阳
江三江的交汇处，在此形成曲折之形，往北
再折向东流入东海。遗址南北均为低矮的
山丘，往北越过山岭可见钱塘江，南面为东
西向连绵不断的会稽山余脉。一个带桨的
独木舟成为跨湖桥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之一。创造跨湖桥史前文化的，是一支行踪
神秘的史前人类。当时在跨湖桥的人类活
动非常频繁，不过，虽然他们比邻近的河姆
渡遗址还早了1000多年，但制陶手艺却远
胜于河姆渡的后辈。

从上世纪起，河口海岸地貌学研究团
队就对杭州跨湖桥遗址做了大量研究。他
们从遗址沉积物中发现了孢粉，经鉴定表
明，这类孢粉，正是野生稻谷的种子。而它
的年代距今7700年。与孢粉一同被发掘
的，还有大量花粉、藻类、孢子化石和木炭
微碎屑，这些遗址表明，当时所处的环境
是滨海低地沼泽，多生长以桤木为主的湿
地灌木和野生禾本科。

“ 在古人类活动的地层中，出现大量
木炭微碎屑，野生禾本科花粉的含量也明
显增加，同时也出现大颗粒禾本科花粉，
这些现象证实，在跨湖桥存在人类水稻种
植活动。”项目组成员称。这一发现之前，
有学者在崧泽古文化遗址发现稻米，表明
该地区的先民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也就是
在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已掌握了水稻
种植技术。而这一项目的发现，将东部水稻
种植的时间大约在距今7700年的新石器时
代，向前推进1000多年。

揣摩7700年前古人迁徙规律
沉积物中的大量木炭颗粒表明，跨湖

桥居民经常焚烧灌木丛，从该项目组的研
究中，学者们发现了古人的生活和迁徙规
律。跨湖桥人的生活自有一套：他们会除
去湿地的原生灌木，辟出一块平地，作为
他们的定居点。但他们并不会将这些植物

“ 赶尽杀绝”，而会保留部分原始植物，也
会种植水稻类的湿地草本植物。有学者从
当地的遗迹发现，聪明的先人还可能使用
猪的粪肥灌溉稻田。大约距今约15000年
前，地球海平面不断上升，大约在距今
7500年左右，海平面的高度和今天持平。
在这段时间内，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不断地
遭遇海水上涨的困扰，海水逐渐向这片河
湖入海口的洼地入侵，先民们就筑起堤
坝，防止海水入侵，直到有一天，海水冲破
了原始的堤坝。

从研究发现来看，出土的稻谷还处

于半野生半驯化阶段。对种植稻谷的动
机，团队成员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
当时这里物产富饶，史前人类完全不需
依靠辛苦的春播秋收来维持生活，因此
他们种植水稻的目的并非果腹，也许是
用来酿酒。这里是否就是中国最早种植
水稻的地方？该团队认为，在距离跨湖桥
不远的上山，已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
另处人类遗址也出土了种植水稻的遗
迹。但从目前的观察来看，用烧荒的方式
来开垦稻田，跨湖桥的祖先可以说是先
行者。

跨湖桥在半山腰上，而随着海水冲
刷，泥沙在长江三角洲堆积。泥沙肥沃处
适宜耕作。因而人类从高处不断从高处
往地处迁徙，从半山腰渐渐“ 落地”，“ 在
跨湖桥之后的崧泽古文化遗址、良渚文
化，马桥文化遗址，海拔逐渐降低，也因
此可以窥见人类迁徙的规律。”项目组成
员介绍。

昨天，2011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召开。按照《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
定》经过专家初评、复核，经上海市科学技
术奖励委员会审定，报请市政府批准，
2011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授奖326项

（ 人）、授予周良辅、贺林科技功臣奖。授
予加拿大籍精神卫生专家费力鹏、日本籍
心血管专家小室一成国际科技合作奖。据
统计，在今年的获奖项目中，原始创新、自

主创新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明显
增加，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732项，实用新
型专利1564项，比上一年增加39%。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科学家已成为本
市科研队伍的生力军。在本次获奖人员
中，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占主导地
位，占63.4%，特别是上海广茂达光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完成人温源博士年仅
35岁。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小磊 游黄鑫 记
者 马鈜 昨日，武警上海总队座座警营里
锣鼓喧天，喜气洋洋。该总队3000余名新
战士结束三个月的新兵生活，正式进入一
线连队。据了解，这批新战士是去年冬季
入伍的，主要来自福建、江苏、山东、湖北、
河南和上海等地。与往年相比，这批新兵
有着学历层次高，党、团员比例大，独生子
女多等特点。

本报讯 记者 严柳晴 一只“ 大鸟”
扇动翅膀，将在今年5月缓缓落地上海。记
者昨天了解到，“ 第六届（ 2012）国际太阳
能产业及光伏工程（ 上海） 展览会暨论
坛” 将于5月16日———18日在上海浦东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这次展会的展商分别来自90个国家
和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瑞士的一只
逼真的大仿生鸟将光临展会现场。这款人
工机器鸟由Festo研制，能够自动起飞、飞
行和降落。仿生鸟的翅膀不仅可以上下拍
打，同时也能按特定角度扭动，可通过无
线电对讲机进行控制，如果切换到自动模
式，仿生鸟也可自行在空中翱翔。

早 在 7700 年
前，聪明的史前人
类 已 经 知 道 利 用
烧荒筑坝的方式，
营 造 适 合 种 植 水
稻的土地环境，随
着地貌的演变，他
们异地而居，寻找
适宜生存的家园。
昨天，记者从上海
科 学 技 术 奖 颁 奖
大会上获悉，华东
师 范 大 学 河 口 海
岸 地 貌 学 研 究 团
队 的“ 长 江 河
流———三 角 洲 地
貌环境演变”获得
了 上 海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自 然 科 学 奖
一等奖。这一研究
成果，将我们东部
沿 海 稻 米 种 植 起
源 时 间 往 前 推 进
了1000多年。

本报记者
严柳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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