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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經歷了自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的形成時期及20世紀90年代
以來的發展時期這樣兩個階段。在形成時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鑑定考古遺址中出土
的動物遺存，而進入發展時期以來，不但其研究內容涉及到古代人類與動物相互關
系的各個方面，另外，形態學、統計學、DNA研究和同位素研究等多種方法的有
機結合，則進一步提高了動物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性。從某種角度說，中國動物考古
學的發展過程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過程的一個縮影。
動物考古學研究人員依據“將今論古”的原則研究古代動物遺存。根據動物分類

學認定動物種屬與組成；根據動物解剖學判斷動物的形態特徵；對照動物地理學認
識動物的分佈范圍；根據動物生態學判斷動物的多種行為特徵。而埋藏學和文化生
態學則為我們探討古代動物遺存的出土背景、研究古代人類與動物相關的各種行為
提供科學依據和有益啟示。在此基礎上，以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及思路為要求開
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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