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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晚期智人地点云南西畴仙人洞动物牙化石的铀系测年结果。4 个样品的230Th 234U 年龄范

围为 47 105 ka,测定了其中 2 个样品的227Th 230Th 年龄, 结果与230Th 234U 法的一致。在没有进一步的地层

和年代证据的情况下, 将西畴人牙化石的年代暂定为 47 105 ka或许是合理的。但洞穴地点骨化石铀系

年代总体偏年轻,上述年代范围很可能被低估。本文结果与我们已有研究的广西通天岩、 前洞等地点一

致,是晚期智人在我国出现比原认为的早得多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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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仙人洞位于云南省文山苗族壮族自治州西畴县城东南约 0 3 km的一座孤峰脚下,地理

坐标 104 42 E, 23 26 N。溶洞发育于石炭纪厚层灰岩, 洞口海拔 1 490m,高于当地潜水面

约10m。

1965和 1970年,因工程建设需要,西畴县有关部门对仙人洞堆积进行了两次挖掘,发现

其中含动物化石。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袁振新等从置于洞外的

堆积中找到 3 枚人牙和 2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1973 年该所研究人员专程前往, 对该地点

堆积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研究,又获 2 枚人牙化石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 1]
。2001 年, 本文

第二作者前往仙人洞采样时, 又在西畴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化石中发现人臼齿化石 1枚。

从仙人洞出土的化石中, 陈德珍等
[ 1]
(下称 陈文 ) 鉴别出了 33种哺乳动物,其中 6个

为绝灭种。据此她们认为该地点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但早于周口店山顶洞;西畴人牙化石

从形态特征和测量数字看都较接近现代人 。陈文观点广为我国史前学者接受, 如韩德芬

等
[ 2]
认为西畴 人类牙齿属晚期智人 ;吴汝康等

[3]
认为除一右下第二乳臼齿 宽度大于北

京猿人相应牙齿的上限值得特别提到外,其余牙齿的情况都与现代人的无异 ; Wu and

Poirier
[ 4]
亦将其归在晚期智人之列;韩德芬等

[2]
根据动物群组成,推断该地点与江苏镇江莲

花洞的年代阶段最为相近;王令红等
[ 5]
用聚类分析法,将该地点化石归为狭义的晚更新世大

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



现代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和环境背景是当今古人类学研究和争议的两大热点之

一
[ 6 8]
。我国人类学家曾认为,现代人类大约在 4 万年前出现于东亚

[ 9]
。近年来, 我们对广

西通天岩
[ 10]
、 前洞

[11]
等地点的研究表明,这些地点比原认为的老得多,现代人类在中国出

现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西亚和南非。但由于历史原因,上述地点缺乏系统的地层学、沉积学

和埋藏学研究, 欠坚实的地层资料给年代结果的讨论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为此我们正在寻

找适合于作年代研究的其他地点, 以进一步澄清有关现代人在我国起源和演化的诸多疑点。

仙人洞是云南境内第一个发现人类化石并有确切地层材料的洞穴地点, 所出土人类和

伴生动物化石对研究现代人类在我国的起源和演化有重要意义。但至今该地点只有如上曾

提及的基于古生物地层的相对年代估计,而缺乏同位素年代数据。

据陈文,仙人洞含化石堆积上覆多层钙板,有可能为该地点提供可信的年代界限。为此

我们曾赴现场考察, 从残存于洞壁的钙板采集了 4 个样品。这些样品纯度尚可, 但因铀含

量太低 ( < 0 01 ppm) 而无法得出有意义的年代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骨化石成了唯一容

易获得的测年样品。应指出的是, 骨化石不是测定同位素年代的理想材料,但对于除此以外

难以找到其他样品的地点而言,这类物质的铀系定年仍可提供大范围的年代控制
[ 12]
。本文

将报道取自该地点的 4 枚动物化石的铀系年代,并讨论其对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意义。

2 样 品

1973年在清理仙人洞堆积的过程中,获上万件哺乳动物化石。其中一部分由参与发掘

的张新宁携回云南省博物馆保管,后转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由于洞内含化石堆积已不复

存在,我们从馆藏品中选取了犀牛牙、象牙、猪牙和鹿牙各一枚,编号 XRD-1、2、3、4。这些牙

化石的表面沟纹清楚,表明没有经过长距离搬运, 但牙根部多有豪猪咬啃的痕迹。XRD-1、

2、3 上有坚硬的黄色碳酸盐胶结物附着, 但 XRD-4的鹿牙上没有胶结物。除象臼齿化石上

标有 西畴 562 的字样外,其余样品似未经登录研究。

陈文图 4 给出了仙人洞残存堆积的剖面图。所揭示的地层为:上层堆积为黄色石灰华

薄层夹灰黄色砂质粘土, 含化石,厚约 0 8m;中层为胶结坚硬的黄褐色砂质粘土, 含钙质结

核,厚约 0 8m,人类牙齿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出自此层; 不含化石的下层为黄色粘土,可见

厚度 1 3m。文中并提及一富含动物化石的红褐色胶结状砂砾层, 在中、下层之间呈透镜体

产出,但在当时的剖面上已缺失。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仙人洞骨化石样本中没有附着红褐色碳酸盐胶结物的,

因此不可能出自红褐色砂砾层,而只能出自上层或中层。根据 XRD-1、2、3 上附着物的性状

和颜色,它们应出自中层,即与人化石同层。XRD-4上没有胶结物,有可能出于上层。

3 结果与讨论

将牙化石表面刮洗干净,取一定量的牙本质,灼烧,硝酸溶解, 过滤,制成一定体积的溶

液。取少许溶液用分光光度法初测铀含量。XRD-1、3 因铀含量较低,只测定了
230
Th

234
U 年

龄。XRD-2、4 的铀含量较高,样品量亦较大,平行测定了
230
Th

234
U和

227
Th

230
Th年龄。4个样

品的两种铀系测年结果在表1中给出。除此之外,我们还选取了 2枚马牙和 1枚鹿牙,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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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黄色碳酸盐胶结物,因铀含量太低 ( 1 2 ppm) 而未作年代测试。

表 1 仙人洞骨化石样230Th 234U 和227Th 230Th法测年结果

230Th 234U and 227Th 230Th isotopic ratios and age results of fossil teeth from Xianren Cave

样品编号 材料
铀含量

( ppm)
230Th 232Th 234U 238U 230Th 234U 227Th 230Th

230Th年

龄 ( ka)

227Th年

龄 (ka)

XRD-1 犀牛牙 4 4 52 0 1 441 0 028 0 475 0 016 67 3

XRD-2 象牙 8 8 86 1 658 0 020 0 655 0 015 0 0383 0 0008 105 4 98+ 9
- 8

XRD-3 猪牙 4 4 56 5 1 597 0 026 0 436 0 012 60 2

XRD-4 鹿牙 18 9 119 9 2 097 0 032 0 361 0 010 0 0388 0 0009 47 2 38+ 8
- 7

由表 1可见, 4个样品的
230
Th

234
U 年龄范围为 47 105 ka。其中 XRD-4 最年轻,与该样

可能出自上层的推测相符。被认为同出于中层的 XRD-2 与 XRD-1、3 的年代结果分别为

105 ka 和~ 60 ka,其间差异呈显著性。XRD-2、4 的
230
Th

234
U 和

227
Th

230
Th 年龄在 1 误差

范围内良好吻合,表明近期内没有铀的显量迁移, 其年代结果应接近样品的真实年代。

骨化石是铀不平衡系测年法广泛应用而又颇有争议的研究对象。纵观多年来我们和国

内外同行实验室积累的洞穴地点骨化石样品测年数据,可发现其中大多数给出了两种铀系

法一致的年代结果, 表明这一时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但与有明确层位意义的钙板相

比,骨化石铀系年代以偏年轻为主要倾向,表明两种铀系法在 能谱误差范围内的一致, 尚

难以保证样品构成封闭体系。如周口店第一地点第 3 层骨化石铀系年代为 290 ka
[ 13]

,而其

上第 1 2 层堆积中钙板的 TIMS 铀系年代为 410 ka
[14]

; 贵州水城硝灰洞表层钙板为

~ 120 ka
[ 11]

,而包裹于其中的骨化石为 34 ka,下伏堆积中的牛牙化石为 50 ka
[ 15]

; 贵州桐梓

岩灰洞表层钙板的铀系年代为 ~ 210 ka
[ 11]

, 而紧挨其下的牛牙为 130 ka;基于动物牙化石铀

系和电子自旋共振 ( ESR) 法联合测年,著名的西班牙人类化石地点 Sima de los Huesos 曾被

定在 200 320 ka 间,但新发现的上覆钙板层将其年代推至 400 600 ka
[ 16]

,等等。也有同一

层位样品给出不一致结果的先例, 如贵州桐梓岩灰洞的骨化石样,给出了~ 130 Ka 和~ 180

ka
[ 15]
两组年代, 但均小于上覆表层钙板的年代。

与上述地点相类比, 我们认为本文数据代表了仙人洞出土遗物粗略并很可能偏低的年

代范围;仅据本文数据尚难以断定 XRD-4是否一定出于上层; XRD-2 和 XRD-1、3 年代结果

间差异呈显著性,亦不宜将此视为中层堆积有较大的时间跨度或有两组不同年代化石混杂

的证据。仙人洞人牙化石系清理被扰动过的堆积所得,难以给出其确切的出土位置。但据

当事人回忆,人牙化石均出自胶结坚硬的堆积物, 与其时尚存的中层堆积相当。若发现者关

于人牙化石出土层位的判断无误, XRD-1、2、3 应能指示其年代范围。即使有部分人牙化石

出自上层, 其年代亦不应小于 XRD-4。在没有进一步的地层和年代证据的情况下,将西畴人

牙化石的年代暂定为 47 105 ka,或许是合理的。但应指出的是, 由于洞穴地点骨化石铀系

年代呈总体偏年轻的趋势,上述年代范围很可能被低估。

本文结果与我们已有研究的广西通天岩、 前洞等地点一致,是现代人类在我国出现比

原认为的早得多的又一例证。对云南及其邻近地区多个地点的年代研究正在进行过程中,

初步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据此我们认为,现代人类在我国的早期出现,应不是局部地区的

偶然现象,而更可能是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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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理化测试技术日臻完善。只要史前学者和理化工作者相互沟通、

通力合作,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历史遗留缺憾是有可

能的。对西畴仙人洞而言,若能用配备大体积井型探头的 Gamma 谱仪无损测定人牙化石的

铀系年代,应可为其出土层位的确定提供有意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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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ES DATING ON FOSSIL TEETH FROM XIANREN CAVE

IN XICHOU,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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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nren Cave, located ca. 300 m southeast to the town of Xichou County, Yunnan Prov-

ince, is one of the numerous modern Homo sapiens cave sites in southern China. From the deposi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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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the cavern, 5 hominid teeth together with an abundance of mammalian fossils representing 32 spe-

cies have been recovered. We have tried to date the flowstone layers covering the fossiliferous deposits,

but failed to obtain meaningful results because of their mediocre quality and low uranium contents.

Then 4 fossil teeth were selected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 Judging by the adhered matrix deposits,

3 of them ( XRD-1, 2, 3) should come from the Middle Layer, from which the hominid teeth were be-

lieved to come, while another one ( XRD-4) may come from the Upper Layer.
230
Th

234
U dating was

carried out on all the 4 samples, yielding results in the range of 47Ka and 105 ka. Independent
227
Th

230
Th determinat ions on XRD-2 and 4 gave results consistent within errors with those from

230
Th

234
U. It

seems thus plausible to attribute the hominid teeth in a range of 47 105 ka.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well establishedU-series dating of speleothem calcites, the U-series dates on fossil materials tend

to be much younger. So it is highly possible for the above dates to be underestimated. In any case, the

present results are in line with those from other modern Homo sapiens sites we have previously studied,

indicating that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humans in southern China may be an event as early as in

West Asia and South Africa.

Key words: Anatomically modern Homo sapiens; Fossil teeth; U-series dating; Xichou; Xianren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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