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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态与分类 

淀粉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长链化合物，以淀粉粒的形式贮藏在植物的根、茎及种子等器官

的薄壁细胞细胞质中。淀粉的造粉体中积累时，先形成淀粉粒的核心，称为脐点，然后环绕着脐点

由内向外沉积，形成许多明暗相间的同心轮纹，称层纹。淀粉粒多呈圆球形或者多角形，脐点的形

状由点状、线状、裂隙状、分叉状、星状等。脐点有的位于中央如小麦蚕豆等，或者偏于一端如马

铃薯、藕、甘薯等。 

淀粉粒在形态上由3种类型：单粒淀粉，只有一个脐点，无数的层纹围绕这个脐点；复粒淀粉，

具有两个以上的脐点，各脐点分别有各自的层纹围绕；半复粒淀粉，具有两个以上脐点，各自脐点

除有本身的层纹环绕外，外面好友共同的层纹。不同的植物淀粉粒在形态、类型、大小、层纹和脐

点等各方面各有特征。因此可以根据淀粉粒的形态特征作为鉴定植物种类的依据之一。 

研究表明,淀粉可以在考古遗物(如石器、陶器)和地层中长时间的保存。并且与孢粉、植硅石分

析相比，淀粉粒分析还有很多优势，比如很多植物的淀粉粒可以达到种一级的分辨率、产量非常高

等，可以很好弥补这些研究方法的不足。因此，淀粉粒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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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概况 

20世纪八十年代，淀粉粒开始应用于考古学，与植硅体、孢粉相比，淀粉粒最大的特点在于很

多植物种类的淀粉粒可以达到种一级的分辨率，因此它比只能达到科或者属级的孢粉和植硅体在鉴

定植物种属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淀粉粒分析在考古学中主要被应用于石制品功能分析和农业考古

（农业的起源与传播、古代人类食谱分析、植物加工过程和食物准备）两个方面，尤其是澳大利亚、

中南美洲以及日本考古学研究中更为突出。近年来随着系统介绍淀粉粒分析理论与方法著作的出版，

引起了更多学者对此种方法的关注，同时也标志着这种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基本成熟。 

我国的淀粉粒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来看，最早见到的是吕烈丹在2002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这种分析方法，并作了简要介绍。而后在甑皮岩报告中又对考古标本进行

过淀粉粒分析。此外，近几年杨晓燕也对此种方法进行过介绍和探讨，并使用这种方法对现生植物

中粟、黍和狗尾草的淀粉粒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且介绍了采样及分析方法。她选取禾本科黍属的

黍、狗尾草属中的粟和狗尾草种子进行研究。首先对粟、黍和狗尾草样品进行挑选，以免混入其他

果实,之后淘洗干净，放入烧杯，在低温中用蒸馏水浸泡24小时，使果实中的淀粉进入水中。再用移

液管取一滴滴在载物片上，盖上盖玻片进行观察。先将制好的活动片在偏光镜下进行观察，然后在

400×镜下统计50粒进行形态观察和描述。观察结果表明，粟的淀粉粒以圆球形单粒为主，脐点位于

中央，大部分由脐点向外有1～3条放射线，表面光滑，淀粉粒平均长度约19微米。黍的淀粉粒以多

角形单粒为主，脐点位于中央，但很多淀粉粒的脐点不是很明显。在一些脐点形成1～3条射线，表

面光滑，淀粉粒平均长度约为19微米。狗尾草淀粉粒以卵形为主，脐点位于中央，表面可见层纹，

边缘凹凸不平，且常有裂隙形成，淀粉粒平均长度约为18微米。该项研究证明，利用粟、黍和狗尾

草的淀粉粒形态特征，可以有效地对考古遗存中的这几种禾本科植物遗迹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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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淀粉粒样品的采集 

淀粉粒样品的采集与植硅体样品的采集差不多，不过在采集淀粉粒样品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要保证样品不受污染。我们日常的主食基本都是含淀粉的植物，无意中我们的手上就会

沾上淀粉。所以在采样时，科学的做法是带上一次性的塑料手套。无论采集的样品是沉积物还是石

制品，都要马上放到样品袋中封好。不要将标签纸和样品装在一起，因为纸张中可能含有淀粉。 

其次，注意样品采集的方法。如果石制品进行研究，一定要采集石制品四周（包括石制品的上

下和周边）的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石制品上淀粉粒是来自周边沉积物还是使用时

的残留。 

四、淀粉粒的提取 

利用淀粉粒分析对考古遗址中的淀粉粒渍进行植物种类的鉴定，首先需要建立现代含淀粉粒植

物的淀粉粒形态书籍库。不同的自然环境（气候、地形、水文等条件）可能造成同一种属淀粉粒形

态的差异。因此，应按照区域建立数据库。 

（一）现代含淀类粒植物淀粉的提取（以种子果实为例）： 

1. 选择样品，以保证样品中不混杂有其它种类的植物； 

2. 将选好的样品进行清洗； 

3. 将清洗好的样品放入烘箱，在25℃下烘干； 

4. 将烘干后的样品捣碎； 

5. 将捣碎的样品放入烧杯，加蒸馏水，在低温下放置24小时，使果实中的淀粉进入水中； 

6. 装片观察。 

（二）考古遗址的淀粉粒提取 

考古遗址的淀粉粒主要有两大来源：一类来自于器物，一类来自于沉积物，其提取方法不同。 

1. 石制品上的淀粉粒提取 

（1）在100倍立体镜下，用细针剔出石制品缝隙中的残积物。在石制品表面的细小裂缝中包含

淀粉的残渍，一般成白色点状。 

（2）将残积物加水制片，固封，在偏光和非偏光镜下观察。 

（3）用刷子将石制品上的残积物刷下。由于淀粉的比重小于1.5，所以一般用比重为1.8的CsCI

重液将淀粉粒分离出来（重液也可以选用Na6(H2W12O40) )。 

（4）将石制品放入超声波清洗池中，清洗5～10分钟，用CsCI重液分离。 

（5）清洗CsCI。 

（6）将分离出来的淀粉粒装片观察。 

2. 沉积物中的淀粉粒提取 

从沉积物中提取淀粉粒主要三大步骤： 

（1）抗絮凝及去土质 

（2）提取淀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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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片 

五、淀粉粒的鉴定 

（一）无论是来自石制品还是沉积物中的淀粉，装片之后都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观察： 

1. 在放大200倍的偏光镜下扫描载玻片以确定淀粉颗粒位置。 

2. 在放大500倍的情况下，每个样品记录100~150个颗粒。 

3. 同时用偏光和非偏光观察。在非偏光下观察颗粒形态和特征；在偏光下观察消光的位置和特

征。 

4. 边观察边画出颗粒形态，并根据形态类别分类。 

（二）观察的内容包括： 

1. 脐点。说明脐点在淀粉粒上的位置（有的淀粉粒脐点可以观察到，有的脐点观察不到）。观

察到的说明其具体形态（点状、星状、裂隙状等）。 

2. 层纹。如同脐点一样，有的层纹可见有的不可见。对层纹的特征进行描述。 

3. 淀粉粒的二维特征。包括淀粉粒的形状（球状、椭球状、多角形、铃形、肾形等），同时测

量淀粉粒的长度、宽度。 

4. 描述淀粉粒消光的特征与位置。 

 

 
图三  月庄遗址石磨盘上发现的坚果类淀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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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月庄遗址石磨盘发现的豆类、坚果类、谷物类淀粉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