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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4 年金盆洞遗址被第二次发掘。新的化石材料表明, 金盆洞产有 8 目 18 科 25 属 31 种的化石。

金盆洞动物群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最晚期, 相当于MIS 6, 或欧洲的 RISS 冰期,或世界上的倒数第二次

冰期。这个动物群既展示了森林环境,也展示了灌木丛林和草原环境。长江以南的茂密的丛林阻碍了江

南各哺乳动物群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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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安徽芜湖金盆洞的首次发掘( 2002年)结果表明,它是华东地区一处不多见的古人类文

化遗存与哺乳动物化石共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因此, 2004年 6月, 笔者等再次对金盆洞

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又发现了许多石制品、骨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 为进一步确定金盆洞

遗址的地质时代,揭示华东地区史前时期旧石器文化的特征,探讨当时的古人类生存环境背

景提供重要的资料。

据金昌柱等
[ 1]

,金盆洞遗址的哺乳动物化石可以归入 8目 18科 23属 27种,时代可能是

中更新世晚期; 但从小哺乳动物化石看,还不能排除晚更新世早期的可能。第二次发掘发现

的材料显示,该遗址的地质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的最晚期。

食肉类动物在生物地层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金盆洞遗址的第一次发掘采得的食肉类

材料不多,但第二次发掘给食肉类化石的研究带来了不少新的材料。刘金毅等
[ 2]
详细研究

了鬣狗化石的新材料,明确指出短吻硕鬣狗中国亚种在金盆洞遗址中是肯定存在的,而最后

斑鬣狗则至今尚未找到。现有的资料表明短吻硕鬣狗中国亚种在我国仅局限分布于早更新

世晚期到中更新世, 它没有延续到晚更新世。在中更新世晚期, 短吻硕鬣狗中国亚种渐趋稀

少,最终绝灭,它逐步被食性相似的最后斑鬣狗所替代。因此刘金毅等
[2]
认为, 金盆洞遗址

的地质年代不可能属于晚更新世。

第二次发掘还发现了变异狼( Canis variabilis )的化石。变异狼是典型的中更新世北方动



物群的代表之一,它的最南分布地点是长江北岸的和县龙潭洞。所以这次出土的变异狼化

石乃是我国在长江以南地区的首次发现。而且根据现有的资料,变异狼也没有延伸到晚更

新世。这一事实使刘金毅等
[ 2]
确信:金盆洞遗址的地质年代不可能属于晚更新世, 它的生物

地层学年代应为中更新世的中晚期。

2 比较与分析

2 1 氧同位素地层学

2000年刘东生等
[ 3]
提出以氧同位素阶段(MIS 或 OIS)为参照系统的划分和对比第四纪

地层的设想。许多中外学者正是这样做的, 如 Bonifay
[4, 5]
、Frakes 等

[ 6]
、Repenning

[ 7, 8]
和

Vrba
[9 11]

等。本文将金盆洞遗址的地质年代与氧同位素阶段进行对比。在刘东生等
[ 3]
的文

章中, 施雅风执笔 中国第四纪冰川 冰期及其与海洋同位素阶段对比!部分,他认为: 中

更新世包括氧同位素的第6 19阶段(MIS 6 19) , 而晚更新世则包括MIS 2 5;其中偶数阶

段代表寒冷期或冰期,而奇数阶段则代表温暖期或间冰期。他还指出, MIS 2 4为末次冰

期, MIS 5为末次间冰期。MIS 6为倒数第二次冰期, 其冰川发育的规模远远大于末次冰期。

它相当于欧洲的 Riss冰期。MIS 7 15为大间冰期,有人称它为 特长间冰期!。它相当于欧

洲的Mindle Riss间冰期。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时代便相当于这一时段。MIS 16为倒数第三次

冰期, 相当于欧洲的Mindle冰期。它是更新世冰川规模最大的冰期。MIS 17 23 又是一个

间冰期, 蓝田的陈家窝动物群便属于这一时期的产物。MIS 24 则为倒数第四次冰期
[ 3]
。

1986年在江苏南京召开的中国古生物学会的第 14届年会上,本文的第一作者提出,第四纪

或更新世的东亚哺乳动物的南迁活动与气候演变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大量北方型动物

在华南地区的出现便是这种南迁活动的确凿证据,这种情况应当出现在寒冷期或冰期,相当

于MIS的偶数阶段
[ 12]
。正如施雅风所言, MIS6为倒数第二次冰期, 其冰川发育的规模远远

大于末次冰期。然而在 1986年徐钦琦还没有查到与这个时期相当的动物群,所以在论文中

没有提及那一次南迁活动。1992年当穆西南把南京汤山的大洞动物群的标本送交徐研究

时,徐发现,这批标本正是生活在 MIS6 的动物群
[13 15]

。按照刘金毅等
[ 2]
的意见, 金盆洞遗

址的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的中晚期,所以它可能相当于 MIS 6 10,或更早些。

2 2 关于地质时代的探讨

刘金毅等
[ 2]
在文章中明确地表示:  金盆洞动物群可能晚于龙潭洞动物群, 至少不会早

于后者。!他们接着指出,  以上分析表明金盆洞动物群应为中更新世, 与安徽和县龙潭洞动

物群相当或稍晚!。据徐钦琦和尤玉柱[ 16]
及徐钦琦

[ 17]
研究, 和县龙潭洞动物群的地质年代

相当于MIS 8,距今约为24 28万年。吴汝康
[ 18]
在∀古人类学#一书中说:  猿人化石年代最

晚的是和县猿人。刘东生等提出其年代为 15 40万年前。徐钦琦等于 1984年认为它的层

位大体相当于周口店猿人洞的 3 4层,其地质时代相当于海洋的氧同位素的第 8阶段, 距

今约 28 24万年。这一数据似较为可信!。由此判断, 金盆洞动物群的地质年代为中更新

世的中晚期,它可能相当于MIS 6,也许能延伸到MIS 8。

根据 2004年的第二次发掘, 我们觉察到食肉类动物的种类不算少, 据刘金毅等
[ 2]
统计,

共包括 9属 11种,即中国貉相似种( Nyctereutes cf. sinensis) , 变异狼( Canis variabilis ) ,宽吻猪

獾( Arctonyx collaris rostratus ) , 狗獾 ( Meles sp. ) , 黄鼬 ( Mustels sibirica ) , 鼬科属种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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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elidae gen. et sp. indet) ,西藏黑熊柯氏亚种( Ursus thibetanus kokeni ) ,棕熊( Ursus arctos ) ,

短吻硕鬣狗中国亚种( Pachycrouta brevirostris sinensis ) ,虎( Panthera tigris)和豹( Panthera sp. )。

2004年新出土的材料使每个种类的材料略有增加, 而且比金昌柱等
[ 1]
研究时多出了 4个种

类,即变异狼,棕熊, 黄鼬和鼬科属种未定。于是金盆洞遗址的物种数目增至 8 目 18科 25

属31种。总的看来,食肉类动物的标本数量是比较少的。与它相对照,偶蹄类化石的标本

数量乃是金盆洞动物群中最为丰富的。出土最多的则是梅花鹿和马鹿。因此, 金盆洞动物

群以梅花鹿和马鹿为优势种群。据董为等
[ 19]
对金盆洞遗址的偶蹄类化石的研究,  梅花鹿

和马鹿的数量是各类化石中最多的!。这两类动物都是现生种类。直到今天,它们在我国北

方仍然普遍地存在着。这一事实告诉我们: 金盆洞动物群似不会离现在太久远。它的地质

年代很可能是中更新世的晚期,相当于MIS 6, 充其量只能延伸到MIS 8。

2 3 古地理古气候环境

根据科学家对深海氧同位素各阶段的古气候学的研究,虽然 MIS8和MIS6同属寒冷期,

但两者仍然有着显著的差别。MIS8 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寒冷期;而 MIS6却是一个相当严酷

的寒冷期,正如施雅风所言,后者相当于比末次冰期冷得多的倒数第二次冰期
[ 20]
。在安徽

和县动物群中, 南方型动物的数量虽然是比较多的,但比例较少于北方型动物。所以和县动

物群反映了一个相当温和的寒冷期的气候。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科学家把和县动物群的地

质年代与MIS8相对比
[ 16, 17]

。对于金盆洞动物群,据刘金毅等
[ 2]
研究, 在食肉类动物中,北方

型动物约占总数的 50%,南方种类只占 12 5%, 其余约 37 5%则为广域种。大量北方型动

物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出现实际反映了一种偏冷的气候环境, 这种分析和推测目前已得到科

学工作者的普遍认可, 还得到其它学科如孢粉分析,洞中石笋记录分析的进一步支持和证

实
[ 2]
。在金盆洞动物群中北方型动物与南方型动物的比例是4%1(据刘金毅等

[ 2]
) ,远远大于

和县动物群,反映了其气候鲜明地冷于和县动物群。长江是我国最长的河流,其水量也是中

国第一。据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 22]
所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的古地理(上

册)的中国中更新世古地理概略图所示,金盆洞位于当时长江的南岸。所以,上述事实表明:

金盆洞动物群中的大批北方型动物已经跨越长江, 到达江南地区了。没有气温的大幅度下

降是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的。我们在野外考察中还注意到: 在金盆洞富含化石的第四层中

还存在着大量的围岩角砾,这种沉积特征也反映了寒冷气候条件下强烈的基岩物理风化作

用。据董为等
[ 19]
研究,金盆洞的偶蹄类共包括 6个种类, 其中李氏野猪为广布的种类。葛

氏斑鹿主要分布在华北, 在北方动物群大规模南迁时也可到达长江流域。梅花鹿主要分布

在华北,东北和华东。马鹿主要分布在华北, 东北和西北。现生麂分布在华南; 化石麂主要

分布在华北。中华古野牛在华北, 华南均有分布, 但以华北为主。所以金盆洞动物群的偶蹄

类也有中更新世北方动物群的特色。综上所述, 金盆洞动物群乃是一个以北方型动物为主

体的动物群,反映了一个比较显著的寒冷期。它的地质时代与 MIS8相对比是不合适的, 所

以将它与MIS6相对比才符合这个动物群的现实的组成状况。由此可见,金盆洞动物群的地

质时代可与MIS6相对比, 相当于倒数第二次冰期, 距今约 12 7 18 3万年。

2 4 中国长江以南四个动物群

在MIS6阶段,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已发现了 4个动物群: 安徽芜湖金盆洞动物群、江苏

南京的汤山动物群中的大洞动物群、广东的罗坑动物群和马坝动物群。据徐钦琦等
[13, 14]

研

究,汤山的大洞动物群的化石数量极其丰富,但是种类却相对比较稀少,仅 17个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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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铁菊头蝠( Rhinolophus f errumequinum ) , 鼠耳蝠未定种 ( Myotis sp. ) , 变异仓鼠 ( Cricetinus

varians) , 根田鼠 ( Microtus oeconomus ) ,小林姬鼠( Apodenus cf. sylvaticus ) ,棕熊 ( Ursus arctos ) ,

黑熊 ( Ursus thibetanus ) , 似北方豺 ( Cuon cf. Alpinus ) ,猪獾 ( Arctonyx collaris ) ,中国鬣狗 (即

短吻硕鬣狗中国亚种 Pachycrocuta brevirostris sinensis) ,梅氏犀 ( Dicerorhinus mercki ) , 李氏野猪

( Sus lydekkeri ) , 葛氏斑鹿 ( Cervus grayi ) ,肿骨鹿 ( Megaloceros pachyosteus) , 毛冠鹿 ( Elaphodus

cephalophus) ,狍 ( Capreolus sp. ) ,似德氏水牛 ( Bubalus cf. teilhardi )。除了马铁菊头蝠和似北

方豺等少数种类以外,其余的大多数动物都在金盆洞动物群中也出现了。这两个地点都位

于长江的南岸, 直线相距大约 50km。所以这两个动物群的组成大体相同, 都是以北方型动

物为主体。它们都反映了比较寒冷的气候环境, 所以两者的地质时代均相当于 MIS6, 距今

约12 7 18 3万年。

据张镇洪等
[ 21]
研究,罗坑动物群包括 39种动物,由华南的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和我

国北方的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相混合组成的。在罗坑动物群中出现北方常见的种属就有

10多种,如翁氏 ,马铁菊头蝠, 南蝠,拟布氏田鼠,小巢鼠,中华缟鬣狗(短吻硕鬣狗中国亚

种)等,还有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中常见的豪猪, 野猪,虎,姬鼠,獾,麂等等。在一个南方动

物群中出现如此众多的北方种类是不寻常的,这一状况显示了北方型动物大批南迁的迹象,

造成这种迁移的原因只能是全球性气温的大幅度下降。马坝动物群的情况也类似。从地理

位置看,罗坑动物群和马坝动物群都位于我国广东省的南岭以南的地区,在水系上从属于我

国分布最南的珠江流域。在这样偏南的地方,居然还有那么多北方型动物,可见当时的气候

环境是相当寒冷的。据铀系年龄测定,这两个动物群都距今 12 7 16 9万年,恰好相当于

MIS6,属于比末次冰期寒冷得多的倒数第二次冰期
[ 21]

, 与南京汤山的大洞动物群和安徽芜

湖的金盆洞动物群大体同时。

2 5 南北动物群的分界线的南移

如今我国南北动物群的分界线约在秦岭 淮河一线;而在倒数第二次冰期,这条界线

已经移到长江之南,大约南移了 2 5个纬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才会使那么多北方型动

物迁到了我国南岭以南的地区。

如上所述, 南京汤山与芜湖金盆洞直线相距不过 50km, 两个动物群的组成虽然大体相

同,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在南京汤山葫芦洞的大洞附近,生活着以肿骨鹿和葛氏斑鹿为

主体的鹿群。这两种鹿类是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中最常见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都属于绝灭

种。但是在金盆洞附近,生活的却是以马鹿和梅花鹿为优势的鹿群。这两种动物都是现生

的鹿类,直到今天在我国北方还普遍存在,数量众多。为什么在倒数第二次冰期, 这两个地

质年代相同的鹿群会有这些小的差别呢? 我们认为,在当时的长江南岸,密林是断断续续地

存在着的。在南京汤山与安徽芜湖之间,有许多低矮的丘陵。在这种低山上很可能长满了

这种茂密的森林。据 Repenning 等
[ 7, 8]
研究,北美的这种密林的存在会使北美的动物群之间

的交流变得不太通畅。这不是 Repenning 等个别人的观点,而是中、外动物地理学家的比较

普遍的看法
[ 23]
。也许,这种密林的存在可以造成芜湖和南京的两个鹿群的不同。

2 6 古生态环境的推测

据动物学家的研究,蝙蝠类动物主要是生活在洞穴内,在它们的附近应该比较潮湿, 水

面亦较多。鹿类动物则常常生活在森林的边缘及其周围的地区,如春秋两季的梅花鹿多在

旷野,而夏季则在较密的林子里。在食肉类动物中, 黄鼬, 以及类似水獭等动物常常栖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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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的河谷及沼泽等区域。而变异狼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型动物。总之, 动物的多样

性反映了它们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我们看来,在金盆洞和南京汤山葫芦洞附近,当时很

可能都存在着开阔的草地和部分河谷和沼泽地; 这些区域往往被断断续续的长满密林的丘

陵所隔开。在整个苏皖地区内,河谷和洞穴也是众多的。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正是金

盆洞动物群所必需的。

3 小结

综上所述, 金盆洞是我国中更新世最晚期的旧石器遗址, 距今约 12 7 18 3万年。中

晚更新世之交是气候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演变时期,中更新世最晚期是MIS6。它相当于

倒数第二次冰期,远远冷于距今 1 7万年的末次冰期, 它相当于欧洲的 Riss冰期。而晚更

新世早期是MIS5,为末次间冰期, 距今 7 12 7万年,其气温明显地高于当代,所以末次间冰

期的海平面比现代更高
[ 3]
。这一时期乃是古人类和古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 因此对金

盆洞遗址的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问题的研究值得古人类学家和旧石器专家关注。

致谢: 野外工作得到芜湖县各级领导,如查永红县长,潘永健局长,谢小臣所长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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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leogeography, Paleoclimatology, Paleoecology in the Jinpendong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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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inpendong site was excavated again in 2004. The new fossils discovered in the site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8 orders, 18 families, 25 genera and 31 species altogether. The Jinpendong

fauna represents the latest stage of the Middle Pleistocene, corresponding to the MIS 6, or equivalent

to the Riss Glaciation in Europe, or the penultimate glacial period in the world. The fauna suggests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orests of short trees with some limited shrubbery and grassland. The

exchange between mammalian faunas was obstructed by the dense forests in South China.

Key words: Jinpendong site; Middle Pleistocene; Penultimate glacial period; Mammalian fau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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