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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郎山墓地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

五号乡东四号村东约 1.5 公里处! 墓地东南距旗

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约 36 公里" 墓地坐落在七郎

山山前的缓坡地带! 东倚主峰! 西邻峰前平原"

1995 年#1996 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 乌兰察布博物馆和察右中旗文物管理所联合

对该墓地进行了 50 余天的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

20 座!其中土坑侧穴墓 18 座!土洞墓 2 座!共出

土随葬品 45 件$套%& 根据七郎山墓地墓葬形制上

的特殊性及随葬品组合关系!发掘者认为!该墓地

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是来自于扎赉诺尔一类

的早期拓跋鲜卑遗存!甚或可以进一步认为!七郎

山墓地是拓跋鲜卑遗存’ 最后根据器物特征将其

年代定 在(定 都 平 城)前 后 !即 公 元 4 世 纪 末#5

世纪初①& 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综合考察内蒙古中部

地区的鲜卑文化及其形成机制! 以及与周邻地区

其他部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近几十年来! 古代人群的食谱研究已经成为

科技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当前国际

科技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前沿性课题& 重建古

代食谱的有效方法通常是利用人类骨骼的化学元

素分析 $包括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微量元素分析%&

其中利用古代居民骨骼和牙齿进行稳定同位素分

析的方法已经成为这项研究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

径! 对全面科学地复原与重建古代社会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 本文通过对七郎山鲜卑墓地出土人

骨中 C*N 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初步探讨了该墓地

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 为进一步分析北魏时期鲜

卑人的饮食结构与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提供了重

要的科学依据&

一、实验仪器及过程

1.仪器

同位素比值测定仪器+Thermo Finnigan 公 司

的 DELTA plus 型同位素比值质谱仪(isotope-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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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钵中磨碎，过筛，收 集 介 于 !"#$—!"$ %% 之 间

的粉末骨样。 在天平上称取一定质量的粉末骨样，

倒入事先放有玻璃丝的杀青漏斗中， 使骨样较为

均匀地分布于玻璃丝上。加入 !"#&’() 进行脱钙，

大约 * 天左右，每隔一天换一次溶液，直到漏斗中

看不到颗粒为止。 换用蒸馏水洗至中性。 再加入

!"+#$&,-.’，室温放置 #! 小时，期间搅拌以除去

骨样中掺杂的腐殖酸等。 用蒸馏水洗至中性后，在

!"!!+&’()/0’1*2 3$℃浸泡 +! 小时，趁热过滤，烘

至近干后冷冻干燥，收集明胶化的骨胶原。

$"样品的测试

利用锡箔杯将骨胶原包好， 放在自动进样器

内， 通过自动进样器将样品送到元素分析仪氧化

炉燃烧（+!#!℃），所释放出的 ,.# 和 (.# 通过还

原炉还原 （4$!℃）， 经色谱柱分离、 纯化后进入

56789 :);< 型 同 位 素 比 值 质 谱 仪 =><?@?:ABC-@>?

%-<< <:AD@C?%A@AC<，EF&G2测定 ( 和 , 的稳定同位

素 比 值。 ( 和 , 均 以 标 定 的 钢 瓶 气 为 标 准 ，用

E969 B , B + 标定氮钢瓶气 =以空气为基准2 ，用

HGIG #J 标定碳钢瓶气=以 05K 为基准2 ，同时与

相关单位进行横向校正。 ( 同位素的分析精度为

!"++‰， , 同位素的分析精度为 !"+#‰。 ( 和 , 稳

定同位素比值的计算公式为：

δ+*(1 L=+*(M+#(2<-%:)AB=+*(M+#(2<@-NO-COP
/+*(M+#(Q<@-NO-CO

! "×1000‰

δ+$,1 L/+$,M+J,Q<-%:)AB/+$,M+J,Q<@-NO-COP
/+$,M+J,Q<@-NO-CO

! "×1000‰

4"数据的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美国社会统计软件 G0GG++"$。

二、结果与分析

+"骨样的污染检验

判断骨样中稳定同位素是否受到污染， 是使

用其比值推断古代居民饮食结构的前提条件。 当

骨样发生污染， 其有机成分———骨胶原将在各种

因素的影响下发生降解，而 ( 和 , 的含量也相应

随之降低。 因此，骨胶原中 ( 和 , 的含量，成为检

验骨胶原保存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一般认为，



物中应该包含了大量的动物蛋白。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七郎山鲜卑墓地古代居民骨骼中 δ!"#

和 δ!$% 的比值测定， 我们对北魏时期鲜卑居民的

饮食结构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得出了以下几点认

识：

!& 七郎山鲜卑居民骨骼中的 δ!$% 值偏高，表

明该组居民在日常饮食习惯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

动物性食物摄入， 暗示出畜牧业及狩猎业在当时

七郎山鲜卑人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处于重要的支配

地位。 早期的拓跋鲜卑曾经是漠北草原上的游牧

部落，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原始畜牧射猎

生活。 其游牧性质的生业方式决定了他们饲养了

大量的牲畜，而牛、马、羊等牲畜又为他们提供了

充足的肉类及奶制品。 偏高的 δ!$% 值恰恰印证了

鲜卑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 随水草放牧，居

无常处。 ……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的生活饮食

习惯，在七郎山墓葬中出土有羊肢骨及羊肩胛骨，

暗示了羊与七郎山鲜卑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羊肉很可能是当时七郎山鲜卑人喜食的主要肉类

品种之一。

’& 七郎山鲜卑墓葬形制统一规整， 流行偏穴

墓和洞室墓，随葬品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在数

量和质量上都欠丰富， 表明当时七郎山鲜卑人的

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经济结构单一。 七郎山墓地是

迄今为止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发现的北魏时期鲜

卑墓葬位置最靠北的一处， 这一留在阴山以北的

鲜卑部族在文化面貌和文化构成上都与阴山以南

的北朝时期墓葬有很大差异， 更多的保留了早期

原始鲜卑文化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