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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8 年, 在安徽繁昌县癞痢山发现了两处洞穴、裂隙堆积。在随后两年中对其中之一的人

字洞进行了系统发掘, 采集到一定数量的石制品、骨制品和属种丰富、生态习性多样的大量脊

椎动物化石。人字洞发育于三叠纪灰岩中, 洞穴堆积物厚约 30 米, 可分为上下两个堆积单元,

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遗物主要产于上堆积单元。经初步研究, 人字洞动物群包含 67 种哺乳动

物, 与我国南、北方第四纪早期的其它主要动物群相比, 其绝灭属、种比例更高, 动物群中主

要属种的形态特征更原始, 然而该动物群中真马 (E quus) 的出现, 表明其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

早期。这一动物群具有浓郁的北方色彩, 显示出更新世初期我国境内有一次明显的降温事件, 促

使北方动物大规模向南迁徒, 在长江以南形成东洋界和古北界动物地理区系交错带的过渡区动

物群。人字洞动物群的发现为研究我国第四纪早期动物群的特征和动物地理区系演化及古气候

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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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字洞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皖南地区有关部门利用当地石灰岩资源兴办水泥厂, 采石工人在开

山过程中常遇见洞穴和裂隙堆积。1984 年 7 月, 繁昌县孙村水泥厂采石车间的工人盛宏江

在癞痢山采石作业时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并上报县、省有关部门及中国科学院。依以上信息,

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李治益, 繁昌县文物管理所陈衍麟等于 1987 年对孙村附近这一化石

地点进行了调查, 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哺乳动物化石, 经鉴定为铲齿象 (P la ty belod on sp. ) 和

库班猪 (K ubonochoerus sp. ) 等, 其地质时代可能为中新世中期 (郑龙亭, 1993)。1995 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韩立刚等也对该化石地点和邻近地区进行调查, 获得更多的信息。上



述发现和信息为在该地区开展新生代晚期地层及古生物化石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98 年初“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研究》启动, 安

徽子课题组开始野外工作。1998 年 5 月 4 日, 金昌柱和郑龙亭及繁昌县博物馆馆长徐繁等

根据以往的线索前往繁昌孙村镇癞痢山采石分场进行地质古生物调查, 在癞痢山一号采石

塘口内发现了两处第四纪的洞穴、裂隙堆积, 金昌柱在堆积物的中部层位中采到了一件大

型灵长类原黄狒 (P rocy nocep ha lus) 的上颌骨和似剑齿虎、低冠竹鼠等哺乳动物化石, 这些

发现表明它是一处很有研究价值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 于是决定留下来深入考察。

翌日开始作调查性试掘, 在洞穴堆积的第三和第四层中再次发现了一件灵长类上颌骨

(具 3 颗臼齿)和一件较完整的下颌骨及幼年个体的下颌骨一件。攀登专项的首席科学家邱

占祥闻讯后前往考察, 充分地肯定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经 25 天的试掘, 发现了灵长类原

黄狒上颌骨 4 件、下颌骨 5 件及 45 颗零散牙齿 (初步观察不少于四五个个体) , 以及　鼠、

异仓鼠、低冠竹鼠、小齿黑熊、似剑齿虎、乳齿象、三门马、爪蹄兽、貘、最后祖鹿和大

额牛等近 20 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同时采到几件疑是人工制品片麻岩标本, 经贾兰坡、张森

水、黄慰文等分别观察认为人工性质可以肯定。该地点的重要意义得到进一步显露。

1998 年 9 月下旬, 安徽课题组组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繁昌县博物馆等单位参加的考察队, 正式对孙村

镇癞痢山人字洞堆积进行系统发掘和研究。发掘工作严格按照野外考古发掘规程进行。根

据洞穴堆积的走向和哺乳动物化石埋藏情况, 发掘从洞穴西侧顶部开始。发掘的最大平面

面积为 40 多平方米。大格分方以东西为基线, 2m 为基数, 由北向南, 由西至东依次编号,

西东方向编号为 1、2、3、4⋯; 北南方向为A、B、C、D⋯; 各方的编号分别以A 1、A 2、

A 3、A 4⋯和B 1、B 2、B 3、B 4⋯等依次为序; 以每 50cm 厚度作为一个基本水平层, 再以 10cm

厚的堆积为次一级水平层, 按次级水平层堆积分别绘摄遗物分布平面图。1998 年共挖了 9

个水平层 (相当于地层剖面的第 1—4 层) , 共出土了 60 多件石制品、骨制品和若干有人工

砍砸痕迹的动物骨骼, 采集到具有鉴定意义的各种脊椎动物化石 1 500 多件。脊椎动物化

石经初步鉴定计有 50 多种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发现了保存较好的似小齿黑熊 (U rsus

cf. m icrod on tus) 部分骨架和似剑齿虎 (H om otherium crena tid ens) 头骨。

1999 年继续发掘, 分春、秋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4 月中旬—6 月下旬, 除人字洞

遗址的发掘外, 并对该遗址的东侧的裂隙堆积开方发掘; 第二阶段 10 月中旬—11 月中旬,

除该遗址发掘工作外, 同时对人字洞裂隙堆积的成因、该区地质构造的特点进行研究, 并

加强了对邻近地区的地质调查。1999 年度参加调查发掘的人员有金昌柱、徐钦琦、刘金毅、

魏光飚、郑龙亭、韩立刚、汪发志等。遗址发掘的面积合计 50 多平方米; 大格分方的每方

改为 1×1m , 从第 9 水平层下部一直发掘到 13 水平层中部, 共 4 个水平层 (相当于地层剖

面的第 5—6 层)。从人字洞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古人类遗物和丰富的动物化石, 发现了 60 多

件石制品、骨制品和若干有人工砍砸痕迹的动物骨骼, 采集到脊椎动物化石 3 000 多件。有

意义的是这些脊椎动物化石不仅保存得相当好, 种类也较 1998 年有所增加, 如似剑齿虎

(H om otherium crena tid ens)、三原貘 (T ap irus sany uanensis)、中间中国乳齿象 (S ino2
m astod on in term ed ius) 等哺乳动物和龟鳖类、蛇等爬行动物的完整骨架。经初步观察和研

究, 脊椎动物化石计有爬行类、鸟类、食虫类、灵长类、翼手类、兔形类、啮齿类、食肉

类、长鼻类、奇蹄类、偶蹄类等近 7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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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年的系统发掘和调查, 认识到人字洞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在史前学研究中具

有重要意义, 有力地说明早更新世早期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就有古人类活动; 人字洞动物

群具有中国南、北方更新世早期哺乳动物群混合的特点, 而且动物群中北方型属种占优势,

这对古气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对人字洞的地层作简要的记述, 对所发现的哺乳动

物群的性质意义作初步的讨论。

2　人字洞遗址自然概况和地层

人字洞遗址位于繁昌县城西南约 10 公里的孙村镇西北 2km 癞痢山东南坡上, 东经

118°5′46″, 北纬 31°5′23″(图 1)。

图 1　安徽繁昌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地理位置图

Geograph ical po sit ion of R enzidong Cave

P reh isto ry Site at Fangchang

繁昌县北濒长江, 东临芜湖和

南陵, 西与铜陵接壤, 全县面积为

1 264 km 2。西南部多丘陵山地, 最

高峰称为寨山, 海拔 470 多米, 东

北沿江地带为低洼地; 地势西南高

东北低, 形成山圩各半的总貌。

繁昌地区从大地构造看属于

下扬子古生代褶皱带, 北九华山带

延伸的中间地段。受印支运动的影

响, 中三叠纪时这一地区上升为陆

地, 在一些断陷盆地中, 沉积了白

垩纪到古近纪河湖相的沉积。而该

区西南石灰岩地区由于中生代燕

山期岩浆活动及后期的风化侵蚀

作用的影响, 逐步形成了当前长江

下游沿岸平原上的低矮丘陵, 山峰

浑圆, 坡度平缓, 零星分布的喀斯

特残丘, 海拔一般为 100—230m 左右。区内最高峰寨山为背斜构造主体, 轴部主要以二叠

纪、三叠纪灰岩组成。受新生代喜马拉雅构造运动的影响, 该背斜的两翼发育了晚新生代

的一系列构造裂隙。癞痢山位于寨山背斜南翼, 海拔为 14316m , 由晚二叠纪太隆组生物碎

屑灰岩和早三叠纪龙山组泥质灰岩和白云质灰岩组成, 垂直节理非常发育, 在不到 1km 2 的

范围内有十几条规模较大且几乎垂直的断层和构造裂隙, 到处可见顺层滑动过程中产生的

切层小断层。该地岩溶发育受到地质构造的控制, 其走向大部分是北东 40°—45°。岩溶类型

以岩溶裂隙和溶洞为主, 地质时代从中新世中期至更新世晚期。洞穴和裂隙分布具有一定

的规律, 中新世中期含有古猿的岩溶裂隙顶端高程约海拔 140m ; 而更新世早期人字洞顶端

高程为 120m ; 到更新世晚期裂隙顶端的海拔高度则与更新世早期的一般相差 40m。

人字洞是本区所揭露的最大岩溶裂隙。据当地人反映,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刚建水泥厂

开山采石时, 在癞痢山 (曾称花果山) 东南坡曾发现一洞穴, 称为花果山洞。1998 年 5 月

金昌柱等到现场考察时, 由于多年采石已向东延展 30 多米, 洞穴面貌已被破坏, 呈一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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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的裂隙状堆积, 其自然剖面呈人字形, 故称人字洞堆积。人字洞堆积出露厚度约 30m ,

宽 8—12m , 自上而下可分为 8 层 (图 2) :

图 2　人字洞地质剖面图

Geo logical section of R enzidong Cave

1) 0m: 以遗址的采石工作面为起点

　　11 灰黑色、暗褐色亚粘土层。胶结松散, 含少量灰岩小角砾, 角砾直径为 3—7mm , 未

见化石, 厚约 017m。

21 棕褐色含较多铁锰质和钙质结核亚粘土层。胶结松散, 含少量角砾, 成份以灰岩为

主, 偶尔见有浅黄色页岩, 磨圆度差 , 呈次棱角状, 砾径一般为 2—10cm ; 含少量化石, 多

为肢骨碎片。厚约 118m。

31 棕红色含巨大角砾粉砂质粘土层。胶结较紧实, 含大量块状灰岩角砾, 呈棱角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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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角状, 角砾大小不等, 排列杂乱无章, 砾径一般为 10—30cm , 最大者可达 55cm ; 具大块

方解石晶体及小晶洞、钟乳石块、泥岩角砾及黑色铁矿石。含较多石制品和少量原黄狒

(P rocy nocep ha lus)、似裴氏　鼠 (M im om y s cf. p eii)、乳齿象 (S inom astod on) 及鹿类等动

物化石。厚约 217m。

41 棕红色含小礓石亚粘土层。含有少量灰岩角砾, 有一定的分选性, 其砾径一般在 2—

10cm 之间, 局部夹有钙质富集成的“钙板”。含有较多低冠竹鼠 (B rachy rh iz om y s)、异仓

鼠 (A llocricetus)、C rom erom y s 及似剑齿虎 (H om otherium )、貘 (T ap irus) 等化石和少量

石制品。厚约 111m。

51 棕红色含巨大角砾亚粘土层。胶结较紧实, 含大量石灰岩角砾, 砾径一般在 10—

20cm , 最大者可达 60cm , 局部夹有土黄、灰绿色粘土透境体和不规则的“钙板”; 含数量

较多的石制品、骨制品和原黄狒、三门马 (E quus sanm en iensis) 等丰富且保存很好的哺乳

动物化石。厚约 214m 1)。

61 棕褐色砂质粘土层。含有少量灰岩角砾和小礓石, 砾径一般在 5—10cm , 含有较多

的动物化石, 发现了保存相当完好的动物骨架, 如似剑齿虎、乳齿象和貘等。厚约 118m。

71 棕褐色含巨大角砾砂质粘土层。含大量块状灰岩角砾, 角砾大小相差甚大, 砾径小

者达 5cm , 最大者 70 多厘米, 出现较大块方解石结晶板块、钟乳石和钙板碎块。含丰富的

哺乳动物化石。厚约 411m。

81 灰色砂土层、砂层及砂砾石层。胶结较疏松, 细砂层和砂砾石层交替出现, 细砂横

向变化大, 有时变为不连续的砂砾石条带, 砾石磨圆度较好, 砾径一般为 013—2cm , 局部

夹有棕红色粘土透镜体。含少量化石, 可见厚度约为 1511m , 未见底2)。

1) 1999 年度已发掘到地层剖面第 5 层, 2000 年将在 6 层及以下层位开展发掘工作。

2)该层厚度大, 沉积物具有良好的韵律变化, 随着工作的深入, 有待进一步分层。

人字洞堆积从岩相分析大致可分为两个单元: 上部以含崩塌型角砾的堆积物为主, 下

部为较稳定的水动力作用下沉积的粘土、砂土、砂砾石层交替的沉积物, 反映两种不同的

沉积环境。第一单元堆积即第 1—7 层的砂质粘土、块状角砾堆积。这一阶段堆积中的砂质

粘土、角砾分选极差, 角砾成份与围岩基本一致, 化石基本为原地埋藏, 看不出磨蚀搬运

痕迹, 洞穴充填物就近来源, 搬运距离不远, 堆积的速率可能相当快。大块角砾的堆积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 这些特点说明堆积时洞顶或洞壁时有崩塌发生 (至少发生过 3 次崩塌) ,

而且偶尔有季节性、突发性的洪水发生, 以至堆积物纵向变化明显, 块状角砾向东北逐渐

减少, 逐渐变为不含角砾的粘土; 第二堆积单元主要是第 8 层以下的粘土、细砂、小砾石

等细粒堆积, 一般粒度、砾径较小, 磨圆分选好, 厚度较大, 沉积韵律明显且横向有一定

的相变。这表明当时可能洞顶保存完好, 地下溪流较为稳定。

尽管现在人字洞已无洞顶, 但从堆积层中出现的大块方解石晶体及石笋、钟乳石碎块

来看当时人字洞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垂直型溶洞。从癞痢山附近洞穴、裂隙的分布以及它

的发育特征和上述自然剖面堆积物的分析, 人字洞发育过程大概是, 第三纪晚期时在灰岩

中的构造裂隙经深部溶蚀扩大发育成很深的垂直型溶洞, 然后连续充填厚度达 40 米以上堆

积物, 溶洞被填满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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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字洞动物群的性质与我国典型早更新世动物群的比较和讨论

经过两年的调查, 人字洞遗址 (主要在剖面第 3—6 层上部层位) 前后经 3 次系统发掘,

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 (将专文研究发表) , 迄今已采集到脊椎动物化石 5 000 多件, 属种丰

富且保存完好。经笔者初步分类研究, 计有爬行动物龟鳖类、蛇类, 鸟类, 哺乳动物食虫

类、翼手类、兔形类、啮齿类、食肉类、长鼻类、奇蹄类、偶蹄类等 10 目 33 科 70 属 75 种

动物, 其中除少量爬行类 (4 种) 和鸟类 (3 种) 外, 哺乳动物有 63 属、67 种动物, 其中

啮齿类动物居多, 至少有 24 种以上 (剖面各层均有分布) ; 其次为食肉类动物 14 种 (包括

多具部分完整的骨架, 主要分布在剖面第 5 层和 6 层) ; 食虫类 9 种; 偶蹄类 8 种; 奇蹄类

5 种; 翼手类 4 种; 长鼻类和灵长类出土的标本数量较多但种类单调, 各只有一种, 兔形类

的标本较少, 只代表次兔一种 (图 3)。

从上述哺乳动物属种组成看, 人字洞动物群有鲜明的特点。它由 24 种典型的古北界动

物、23 种东洋界动物及 20 种广布型动物组成; 除广布型动物外, 形成了南、北动物平分天

下的生态格局, 它明显具有南、北动物地理区系过渡带的性质 (图 4)。

图 3　人字洞哺乳动物群中

不同门类所占百分比

Compo sit ion of the m amm alian faunas

from R enzidong Cave depo sits

图 4　动物群中北方型、南方型及

广布型动物的比例

Eco2Pattern of the m amm alion fauna

from R enzidong Cave

该动物群以含有较多新近纪残留种类 (如K ow a lsk ia、M im om y s、B rachy rh iz om y s、H o2
m otherium、P a ram acha irod us、M eg an tereon、S inom astod on、N estoritherium、T ap irus、M un ti2
acus、M etacervu lus、Cervav itus 等) 和拥有相当多的绝灭属 (21 属, 占属总数的 35% ) 为

其特征; 而且动物群中绝灭种多达 51 种, 约占总数的 7611% , 现生种或相似于现生种只有

7 种, 占总数的 1014% , 未定种 17 个, 占总数的 2513%。这表明人字洞动物群的面貌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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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古老; 由于仓鼠 (C ricetu lus )、巨鼠 (L eop old am y s )、家鼠 (R a ttus )、大熊猫

(A ilu rop od a)、三门马 (E quus sanm enensis)、水鹿 (Cervus un icolor) 等第四纪典型属种的

出现, 则显然区别于上新世相关的动物群。故其地质时代应为更新世早期。

人字洞动物群是属于中国南北方过渡型的动物群; 从其组成的特点看, 可以与我国南、

北方重要的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 (如柳城巨猿洞动物群、元谋动物群、巫山龙骨坡动物群、

泥河湾动物群及周口店 18 地点灰峪动物群等) 对比 (表 1)。

表 1　安徽人字洞哺乳动物群与我国南方及北方主要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对比

Compar ison between the fauna from Renz idong Cave and those of Early

Ple istocene from North and South Ch ina

安徽人字洞动物群属种名称
个体

数量1)

巫山

龙骨坡

柳城

巨猿洞

云南

元谋人

周口店

18 地点

河北

泥河湾2)

方齿微尾鼯A nou rosorex quad ra tid ens + + + ◎　★

似川　 B larinella cf. quad ra ticaud a + + + + ◎　★

贝列门德　B erem and ia f issid ens + + + +

(未定种) S orex spp. + ◎

似小长尾　 S oricu lus cf. p arva + + ◎　★

长尾　 (未定种) S oricu lus spp. + + ◎

似喜玛拉雅水　 Ch im arrog a le ef. h im alayica + + + ◎　★

始麝掘鼹 S cap toch irus cf. p rim itivus + +

鼹鼠 (未定种) T a lp a sp. + + ◎

鼠耳幅 (未定种) M y otis sp. + + +

似黄管鼻蝠M u rina cf. au ra ta + + + ◎　★

马铁菊头蝠 R h inolop hus cf. f errum equ inum + + + + ◎

蹄蝠 (未定种) H ipp osid eros sp. + ◎

原黄狒 (未定种) P rocy nocep ha lus sp. + + ◎

短脚次兔 H yp olag us brachyp us + ◎　★

似早成岩松鼠 S ciu rotam ias cf. p raecox + ◎ ◎　★

复齿飞鼠 T rog op terus sp. + ◎

似低冠鼯鼠 P etau rista cf. brachy od ous +

艾氏异仓鼠A llocricetus eh ik i + + + ◎ ◎　★

仓鼠 (未定种) C ricetu lus sp. + + +

科氏仓鼠 K ow alsk ia sp. +

似裴氏　鼠M im omy s cf. p eii + + ◎　★ ◎

似甘肃 ( 鼠) C rom eromy s cf. g ansun icus + + + +

( 鼠) B orsod ia sp. + + + + ◎　★

似中间猪尾鼠 Typ h lomy s cf. in term ed ius + ◎

似山西低冠竹鼠B rachy rh iz omy s cf. shansius + + + +

硕豪猪 H y strix m ag na + ◎　★ ◎　★ ◎ ◎

似大林姬鼠A p od em us cf. sy lva ticus + + + ◎ ◎　★

优姬鼠 A p od em us d om inans + ◎　★

似小巢鼠M icromy s cf. m inu t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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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安徽人字洞动物群属种名称
个体

数量1)

巫山

龙骨坡

柳城

巨猿洞

云南

元谋人

周口店

18 地点

河北

泥河湾2)

笔尾树鼠 (未定种) Ch irop od omy s sp. + ◎

狨鼠 (未定种) H ap a lomy s sp. + ◎

攀鼠 (未定种) V ernay a sp. + ◎

拟爱氏巨鼠 L eop old amy s edw ard sioid es + + + + ◎

似高冠巫山鼠W ushanomy s cf. hyp sod on tus + ◎　★

先社鼠N iv iven ter p reconf uciannus + + + + ◎　★

针毛鼠 ? N iv iven ter f u lvescens + ◎

似青毛巨鼠 R attus cf. bow ersi + + + + ◎

鼠 (未定种) R attus sp. + + ◎

中国貉N y ctereu tes cf. sinensis + ◎　★ ◎　★

貉 (未定种) N y ctereu tes sp. +

肿颌貂M artes p achy g na tha + ◎ ◎　★

安氏貂M artes and ersson i + ◎ ◎

似香鼬M ustela cf. a lta ica + ◎　★

贾氏獾M eles ch ia i + ◎　★ ◎ ◎　★ ◎　★

小齿黑熊U rsus cf. m icrod on tus + ◎ ◎　★ ◎ ◎ ◎

小种大熊猫A ilu rop od a m icrota + ◎　★ ◎　★

桑氏鬣狗 ? P achy crocu ta licen ti + ◎　★ ◎ ◎　★

副剑齿虎 (未定种) P aram acha irod us sp. +

锯齿似剑齿虎 H om otherium crena tid ens + ◎

巨颏剑齿虎 (未定种) M eg an tereon sp. + ◎ ◎

似小野猫 F elis cf. m icrotis + + ◎　★ ◎

猞猁 (未定种) L y nx sp. + ◎ ◎

中间乳齿象 S inom astod on in term ed ius + ◎ ◎　★

三门马 E quus sanm en iensis + ◎ ◎ ◎ ◎　★ ◎　★

爪蹄兽 (未定种) N estoritherium sp. + ◎ ◎ ◎

三原貘 T ap irus sany uanensis + ◎　★ ◎ ◎

中国犀 R h inoceros sinensis + ◎　★ ◎　★ ◎　★

双角犀 (未定种) D icerorh inus sp. + ◎ ◎

裴氏猪 S us p eii + ◎　★ ◎　★ ◎ ◎

麝 (未定种) M oshus sp. + ◎ ◎ ◎ ◎ ◎

矮麂M untiacus nanus + ◎ ◎ ◎　★ ◎ ◎

狍后麂M etacervu lus cap reolinus + ◎　★ ◎　★

最后祖鹿 Cervav itus u tim us + ◎　★ ◎　★ ◎　★

似菲氏鹿 Cervus cf. p h ilisi + + ◎ ◎ ◎　★

水鹿 Cervus (Rusa) un icolor + ◎ ◎ ◎

大额牛 (未定种) B ibos sp. + ◎ ◎ ◎

　　1) 个体数量: + 代表 10 个个体以下, + + 代表 10—20 个个体, + + + 代表 30 个个体以上, + + + + 代表 50 个个

体以上。个体数量根据牙齿的萌出阶段及磨蚀程度统计。

2)狭义的泥河湾动物群 (据 T eilhard de Chardin et a l. , 1931; 郑绍华等, 1991) ; ◎: 示同属, ★: 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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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字洞动物群与广西柳城巨猿洞动物群都产于长江以南, 但两者动物组合上有明显的

差别。巨猿洞动物群以典型的南方种类为主, 具有东洋界动物区系的特点, 它代表了大熊

猫2剑齿象动物群 (典型的) 的早期类型 (计宏祥, 1987) , 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的较早

阶段 (裴文中, 韩德芬, 1987)。人字洞动物群拥有大量北方动物, 而且缺少巨猿 (G ig an top 2
ithecus)、剑齿象 (S teg od on)、灵猫 (V iverra) 等典型南方属种, 从表 1 可以看出, 巨猿洞

动物群 28 属 39 种动物 (韩德芬, 1987) 中与人字洞相同的属有 17 属, 但相同的或相近的

种只有硕豪猪 (H y strix m ag na)、小种大熊猫 (A ilu rop od a m icrota)、桑氏鬣狗 (P achy crocu ta

licen ti) 和裴氏猪 (S us p eii) 等四种。人字洞动物群中的大哺乳动物1)依属一级分类的统计,

已绝灭的为 14 个属, 占大哺乳动物总数的 50% , 绝灭种约占 6617% ; 而巨猿洞绝灭属为

3412% , 绝灭种为 5513%。另外人字洞动物群有些种类如黑熊类等在形态特征与榆社上新

世麻则沟组中新发现的U rsus m icrod on tus 最为接近, 它明显比巨猿洞发现的似中国黑熊

(U. aff. th ibetanus) 原始。由此可见人字洞动物群的地质时代应早于巨猿洞动物群。

1)巨猿洞动物群中缺少小哺乳动物的成分, 所以两动物群绝灭属的统计只限于大哺乳动物。

云南元谋动物群是华南地区产自河湖相沉积 (元谋组) 的非常重要的早更新世动物群。

元谋组地层厚度为 700 多米, 可分为 4 段。林一璞等 (1978) 认为元谋组的时代属早更新

世。随着元谋盆地的生物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等综合研究的进展, 很多学者认为元谋组元

谋动物群可进一步划分为第 1—2 段的上新世沙沟动物群和第 3—4 段的早更新世元谋猿人

动物群 (李炎贤, 1981; 计宏祥, 1987; 钱方等, 1991, 宗冠福, 1991)。沙沟动物群以剑

齿象为主, 有较多新近纪的种类, 尚未出现真马, 动物群性质较为古老。元谋猿人动物群

依古地磁测年大约在 200—150 万年前后。该动物群由 28 属 32 种动物组成 (汤英俊,

1991)。与人字洞动物群比较, 两者共同的属有 13 个; 相同的或相近的种只有中国犀

(R h inoceros sinensis)、矮麂 (M un tiacus nanus) 和最后祖鹿 (Cervav itus u ltim us) 等三种。

此外, 元谋猿人动物群缺少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常见的大熊猫 (A ilu rop od a )、貘

(T ap irus) 等典型种类; 而人字洞动物群却有大熊猫和貘, 但是缺少剑齿象, 两者在动物群

成员组成上有较大的区别。同时, 人字洞动物群中的似山西低冠竹鼠 (B rachy rh iz om y s cf.

shansius) 个体小, 齿冠低, 齿尖分化清楚等形态特征比元谋猿人动物群中的咬洞竹鼠 (R h i2
z om y s trog lody tes) 显得原始; 而元谋猿人动物群中的田鼠类 (M icrotus sp. ) 和　类 (A rv icola

sp. ) 都是无牙根的进步种类; 人字洞动物群有关的啮齿类全是保留牙根的M im om y s cf.

p eii、C rom erom y s g ansun icus 及B orsod ia ch inensis 等原始种类。上述对比显示人字洞动物群

的时代要早于元谋猿人动物群。

重庆巫山遗址是我国更新世早期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化石点之一, 含大量的哺乳动物化

石。计 29 科、74 属、116 种, 根据洞穴堆积物的特点和动物组合的性质可分为 3 个哺乳动

物组合带; 1) 龙骨坡第一堆积单元上部哺乳动物群 (黄万波等, 1991)。上部哺乳动物群

(古地磁测年为距今 187—167 万年) 全由小哺乳动物组成, 包括 31 属、47 种, 没有绝灭属,

绝灭种只占总数的 3119% , 其时代明显晚于人字洞动物群。2) 中部哺乳动物群 (201—204

万年) 包括巨猿等在内共 68 属、92 种哺乳动物, 与人字洞动物群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 两

者相同的有 48 属, 相同的或相近的种类有方齿微尾　 (A nou rosorex quad ra tid ens)、似川

(B la rinella cf. quad ra ticaud a )、似小长尾　 (S oricu lus cf. p a rva )、似喜玛拉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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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m a rrog a le cf. h im a lay ica)、似黄管鼻蝠 (M u rina cf. au ra ta)、似裴氏模鼠 (M im om y s

cf. p eii )、硕豪猪 (H y strix m ag na )、优姬鼠 (A p od em us d om inans )、拟爱氏巨鼠

(L eop old am y s edw a rd sioid es)、似高冠巫山鼠 (W ushanom y s cf. hyp sod on tus)、先社鼠 (N i2
v iven ter p reconf uciannus)、中国貉 (N y ctereu tes cf. sinensis)、似贾氏獾 (M eles cf. ch ia i)、

小种大熊猫 (A ilu rop od a m icrota)、桑氏鬣狗 (? P achy crocu ta licen ti)、三原貘 (T ap irus

sany uanensis)、似中国犀 (R h inoceros cf. sinensis)、裴氏猪 (S us p eii)、狍后麂 (M etacervu lus

cap reolinus)、最后祖鹿 (Cervav itus u tim us) 等至少有 20 种以上。该动物群中绝灭属大致

占总数的 24% (人字洞为 35% ) , 绝灭种 58 种, 占总数的 63% (人字洞为 76% ) ; 其中有

些种类如近中国黑熊 (U rsus aff. th ibetanus) 的下臼齿形态特征要比人字洞的似小齿黑熊

(U rsus cf. m icrod on tus) 明显进步;  类中裴氏　鼠保留牙根外舍氏　 (C leth rionom y s seba l2
d i)、黑线绒鼠 (E oth rionom y s m elanog aster)、先中华绒鼠 (E. p raech ineensis) 均缺失牙根,

但人字洞M im om y s、C rom erom y s、B orsod ia 等仍保留牙根; 而且人字洞还发现仓鼠类较原

始的科氏仓鼠 (K ow a lsk ia) 等。以上说明人字洞动物群时代明显早于龙骨坡中部动物群。

3) 龙骨坡下部动物群组成的种类较少, 只有 15 属、 16 种动物, 据黄万波、郑绍华等

(1991) 认为可能早于 248 万年。该动物群中绝灭属占属总数的 3113% , 绝灭种占总数的

6818% ; 与人字洞动物群比较其绝灭属和种的数量略低于人字洞, 但两者有一些共有的种

类, 如似喜玛拉雅水　 (Ch im a rrog a le cf. h im a lay ica)、优姬鼠 (A p od em us d om inans)、三

原貘 (T ap irus sany uanensis)、最后祖鹿 (Cervav itus u tim us) 等。从动物群性质分析, 两

者较为相似; 但人字洞的　类比龙骨坡下部动物群的舍氏　、先中华绒鼠等原始。因此人

字洞的时代可能与龙骨坡下部动物群相当或稍早。

北京周口店 18 地点是我国北方有代表性的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之一, 发现了 25 属、28

种哺乳动物化石, 一般称为灰峪动物群 (T eilhard, 1940)。这一动物群主要由典型的古北界

属种组成; 其中小哺乳动物几乎占动物群总数的一半, 无南方类型的古老属种, 出现了三

门马 (E quus sanm en iensis) 和无齿根的异费鼠 (A llop ha iom y s terr2rubrae)。人字洞动物群

与灰峪动物群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 尤其是种一级进化水平上较接近。人字洞动物群 24 属

中北方类型的 15 个属与灰峪动物群共有; 两者相同的种类有 8 种如, 短脚次兔 (H yp olag us

brachyp us)、似早成岩松鼠 (S ciu rotam ias cf. p raecox )、似低冠鼯鼠 (P etau rista cf. brachy o2
d us )、艾氏异仓鼠 (A llocricetus eh ik i)、似大林姬鼠 (A p od em us cf sy lva ticus) 似香鼬 (M ustela

cf. a lta ica)、贾氏獾 (M eles ch ia i)、三门马 (E quus sanm en iensis)。其次, 灰峪动物群具有

大 量 上 新 世 的 古 老 成 员 ( 如 H yp olag us、A lilep us、O chotonoid es、 Cha rd inom y s、

P rosip hneus) , 同时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更新世进步属种 (如无牙根的　类A llop ha iom y s

terr2rubrae)。另外灰峪动物群中绝灭属 (8 属) 占属总数的 32% ; 绝灭种 20 种, 占总数的

7114%。人字洞动物群的属种绝灭百分比灰峪动物群略高 (绝灭属为 35% , 绝灭种为 76% ) ;

类均保留牙根, 显然比灰峪动物群的异费鼠 (A llop ha iom y s terr2rubrae) 原始。这说明了

人字洞动物群的时代可能与灰峪动物群相当或甚至稍早。

在河北阳原2蔚县泥河湾盆地新生代晚期的河湖相地层很发育, 从地层中发现了丰富的

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近年生物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的研究表明, 原建立的泥河湾组实

际上包括了含有上新世晚期稻地2东窑子头动物群的层位 (汤英俊, 1980; 蔡保全, 1987)。

这里所指的泥河湾动物群 (狭义的) 仅限于代表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 其年龄值大致为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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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187—120 万年 (郑绍华等, 1991)。动物群以原鼢鼠 (P rosip hneus) 的消失和无牙根的

丁氏鼢鼠 (M y osp a lax ting i) 出现及　类有牙根和无牙根的种类 (如M im om y s orien ta lis.

B orsod ia ch inensis 及A llop ha iom y s cf. p liocaen icus 等) 共生为其特点。这些特征与人字洞

动物群截然不同。泥河湾动物群由 46 属、53 种动物组成 (李毅, 1984; 郑绍华等, 1991) ,

其中绝灰属 (13 属) 占属总数的 2813% , 绝灭种 35 种, 占总数的 66% , 绝灭属种的百分

比明显比人字洞动物群低。另外, 人字洞动物群中的三门马 (E quus sanm en iensis) 下臼齿

内谷呈明显的V 字形, 显得比较原始, 以及大量出现有牙根的田鼠。这表明了人字洞动物

群的时代比狭义的泥河湾动物群明显偏早。

除上述外, 人字洞动物群中还有真马的存在。化石记录表明真马 (E quus) 通过白令陆

桥由北美首次扩散到欧亚大陆的时间约为距今 250 万年的维拉方中期 (Bon ifay, 1990) , 有

些学者称之为欧亚大陆的“马事件”。此外, 在欧洲和北美无齿根田鼠类M icro t ine (如L a2
siop od om y s, A llop ha iom y s 等) 的出现几乎是同期的, 也有称为田鼠扩散事件。这种洲际田

鼠扩散事件发生于距今约 185—190 万年 (相当于古地磁测年奥杜威亚期) (H ein rich, 1981;

Feifar, 1983) , 不少学者认为无齿根田鼠类的辐射中心在亚洲, 无疑它在亚洲的出现应早

于奥杜威亚期 (R epenn ing, 1987)。从人字洞动物群中的田鼠类 (M im om y s、C rom erom y s、

B orsod i 等) 的牙齿均保留齿根来判断, 其时代无疑早于 190 万年, 晚于 250 万年。

总之, 人字洞动物群由于数量相近的东洋界和古北界动物的混生关系, 它与我国南、北

方重要的早更新世动物群相比, 其面貌彼此之间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人字洞动物群

的组成和有关属种演化等方面分析却具有明显的差异, 其中有不少种类具有较为原始的特

点, 因此其时代应早于上述我国已知的南、北方早更新世各相关动物群, 可能为早更新世

早期 (大约为距今 200—240 万年)。

4　人字洞哺乳动物群的生态学意义

繁昌人字洞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 动物地理区系为东洋界的中印亚界 (季风区南) ,

华中区东部丘陵平原亚区。由于繁昌地区在长江以南, 偏向该亚区的东部和华南区, 故动

物区系的构成具有华中区和华南区过渡的特点, 绝大部分动物是东洋型成分。

人字洞动物群的生态类型的分析和分类统计表明, 动物组合特征为北方动物稍占优势,

然而由南、北方型及广布型动物的百分比较接近的特点显示, 它与以往发现的早更新世南、

北动物群及当地现代动物群截然不同, 并具有如下的特征:

1) 人字洞动物群具有东洋界和古北界交错带的动物群的特色, 其中具有浓郁的北方色

彩。动物群中大量曾生活在华北地区如山西榆社、河北省阳原2蔚县的泥河湾及北京地区新

生代晚期的地层中常见的属种B erem and ia f issid ens、S cap toch irus cf. p rim itivu、H yp olag us

brachyp us、S ciu rotam ias cf. p raecox、A llocricetus eh ik i、C ricetu lus sp. 、K ow a lsk ia sp. 、M i2
m om y s cf. p ei、C rom erom y s cf. g ansun icus、B orsod ia sp. 、A p od em us cf. sy lva ticus、A p od e2
m us d om inans、L y nx sp. 、M a rtes p achy g na tha、M a rtes and ersson i、M ustela cf. a lta ica、

P achy crocu ta licen ti、P a ram acha irod us sp、H om otherium crena tid ens、M eg an tereon sp. 、

S inom astod on in term ed ius、E quus sanm en iensis、Cervav itus u tim us、M etacervu lus cap reolinus

等 24 种典型的古北界动物, 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3515%。北方型的动物生态习性较简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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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草地型和林缘灌丛型 (或林栖型) 两大类, 如三门马、次兔等草地型动物有 18 种, 占

北方动物总数的 75% , 而猞猁、最后祖鹿等栖息在山地和草地接壤地带的动物有 6 种, 约

占总数的 25%。这些统计表明了草原动物不仅数量占上风, 而且种群密度上明显处于优势

( 据　类的个体数量粗略统计至少有 500 多个个体)。另外, 食虫类贝列门德　

(B erem and ia) 是欧洲晚上新世2中更新世代表寒冷动物群中相当常见的分子, 但我国发现不

多。它最早曾在河北泥河湾盆地上新世稻地组发现; 近年在辽宁大连海茂早新世动物群中

也有大量发现 (孙玉峰等, 1992)。其地理分布几乎达到北纬 40°, 而且与蒙新高原常见的

荒漠草原种类五趾跳鼠 (A llactag a ) 等共生。北方动物的大规模南迁, 势必引起当地生态

系统的大动荡, 其幅度可能是新生代以来前所没有, 显示气候环境的大波动。

2) 人字洞动物群仍具有我国南方动物地理区系的基本面貌。尽管有北方动物大规模南

迁, 但仍有 23 种南方的东洋界动物 (占动物群总数的 3414% ) , 然而数量上不及具北方色

彩的动物。在动物群中存在A nou rosorex quad ra tid ens、H ipp osid eros sp. 、H y strix m ag 2
naCh irop od om y s sp. 、V ernay a sp. 、L eop old am y s edw a rd sioid es、A ilu rop od a m icrota、

N estoritherium sp. 、T ap irus sany uanensis、R h inoceros sinensis、M un tiacus nanus、Cervus

(R usa) un icolor、B ibos sp. 等东洋界特有动物, 基本上还能看出华南动物区系的基本框架;

然而人字洞动物群缺少南方大熊猫2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典型成员, 如剑齿象; 此外, 横断山

区山地型 (华中区的西部山地高原亚区) 哺乳动物B la rinella cf. quad ra ticaud a、Ch im a rro2
g a l cf. h im a lay ica、S oricu lus cf. p a rva 等大量渗透和草原动物 P rocy nocep ha lus sp. 、

D icerorh inus sp. 等大量出现, 这进一步显示了南方动物区系构成有所变化, 气候趋向于相

对干冷方向发展。

3) 动物群中具有相当数量的适应能力强的种类。这些种类无论在华北或华南均有分

布, 而且种群密度大于南方种类, 如M u rina cf. au ra ta、R h inolop hus cf. f errum equ inum、

M icrom y s cf. m inu tis、R a ttus sp. 、N y ctereu tes cf. sinensis、M eles ch ia i 等广布型动物有 20

种, 占总数的 2919%。

从人字洞动物群中北方动物占有较大的优势, 而且大量出现华北区常见的草原动物, 这

些特点足以说明, 第四纪早期有一次最明显的降温事件。由于寒冷气候促使北方动物大规

模南迁, 这也证实了古北区动物地理区系的界线在早更新世时比目前更靠南, 南、北动物

过渡带大致往南移至现在的长江以南。从人字洞动物群的生态环境看, 安徽繁昌地区当时

可能是以开阔草原为主, 周边丘陵和山地有大片的灌丛森林, 可供南、北方动物共生的草

原2森林环境。

5　结　语

11 繁昌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经多次系统发掘已发现了远古人类使用过的几十件石

制品和骨制品。这些石制品具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 原料呈多样性; 骨制品人工打击特

点明显, 修理痕迹清楚。这一遗址的发现为寻找亚洲早期人类化石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对

探索亚洲是人类起源重要地区之一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21 除了古人类遗物外, 引人注目的是人字洞堆积中发现了大量大型灵长类原黄狒

(P rocy nocep ha lus) 的化石, 包括 30 多件上下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原黄狒在我国发现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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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山西榆社以及四川巫山等地上新世—更新世地层中。经初步研究, 人字洞的原黄狒

个体较大, 形态特征原始, 与四川巫山龙骨坡早更新世维氏原黄狒相似种 ( P. cf.

w im an i) 和河南新安上新世维氏原黄狒 (P. w im an i) 相比有一定的区别, 很可能为一新

种。原黄狒化石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这对研究原黄狒的演化及其动物地理

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31 人字洞动物群由 75 种脊椎动物组成, 动物群性质较原始。其中含有较多的新近纪残

留种类, 约占总数的 26% ; 绝灭属种的比例高于我国其他早更新世典型地点的动物群。从

动特群特点及主要成员地史分布分析, 它的时代应为早更新世早期, 大致相当于欧洲维拉

方中期, 可与大柴期有关的动物群对比。

41 从动物群组成成员分析, 人字洞动物群基本上属于东洋界和古北界动物地理区系交

错带的过渡区动物群; 从动物群性质看, 在更新世初期长江下游有一次明显的降温事件; 北

方动物大规模向南延徙, 以至我国南、北动物地理区有了一定的演变。

51 人字洞动物群中大量出现了北方草原型的小哺乳动物, 说明长江的形成很可能晚于

早更新世早期, 因为这些北方草原型小哺乳动物无法越过长江天然大屏障, 进入江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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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PL E ISTOCENE D EPOSITS AND M AMM AL IAN

FAUNA FROM RENZ IDONG, FANCHANG,

ANHU I PROV INCE,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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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 enzidong site is located at 118°5′46″E and 31°5′23″N , in Fanchang Coun ty, A n2
hu i P rovince, Ch ina. Tw o cave2f issu re filling depo sits w ere discovered here in 1998. D u r2
ing tw o years′excavat ion s, som e stone art ifacts, bone art ifacts, and a great variety of ver2
teb ra te fo ssils, including P rocy nocep ha lus, w ere found in situ.

Based on a p relim inary iden t if ica t ion, the verteb ra te fo ssils from R enzidong include

tu rt les, b irds and 67 m amm al species that are sim ilar to tho se of the Early p leistocene fau2
nas from o ther parts of Ch ina. T he m amm al assem b lage show s som e p rim it ive characters.

It con sists m ain ly of ex t inct fo rm s. T he T ert iary relic fo rm s are also num erou s such as

H om otherium , S inom astod on , N estoritherium etc. M icrom amm als include B erem end ia ,

H yp olag us, M im om y s, K ow ask ia , B rachy rh iz om y s shansius. T he large m amm als include

P achy crocu ta licen ti, E quus sanm enensis, M un tiacus nanus, M etacervu lus cap reolinus, Cer2
vav itus u ltim us, Cervus cf. p hy ilisi etc. T hey are common m em bers of the L ate T ert iary

and Early Q uaternary m amm al faunas in no rthern Ch ina. Som e m amm als such as Cervus

cf. P h ilisi can be compared w ith tho se of Eu ropean villafranch ian faunas. 15 species are

common ly shared by R enzidong and W u shan fauna. Compared w ith the o ther Early P leis2
tocene faunas from no rthern and sou thern Ch ina, its percen tage of ex t inct genera and

species is rela t ively h igher. O n the o ther hand, the appearance of E quus in the fauna

show s that the fauna shou ld be la ter than 216M a. T aken as a w ho le, the geo logica l age of

the R enzidong fauna is very likely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arly P leistocene if 216M a is con2
sidered as the low er boundary of the P leistocene as mo st of the Ch inese st ra t igraphers rec2
omm ended. T he R enzidong fauna is clo ser to tho se of no rthern Ch ina. It imp lies that there

shou ld be a co ld period in Ch ina in the early stage of Early P leistocene that pu shed the

no rthern faunas to m igra te sou thw ard and m ade the areas sou th of Yangtz a tran sit ional

zone betw een the Palaearct ic and O rien ta l R egion s. T he discovery of R enzidong fauna is of

great help fo r the study of the environm en ta l background to the hom in id evo lu t ion, and

the evo lu t ion of zoogeography and paleoclim ate of Ch ina in the Q uaternary.

　　Key words　R enzidong, Early P leistocene, Cave2f issu re filling depo sits, M amm alian

fauna

·891·　 　 人　　类　　学　　学　　报 19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