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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人洞的溶洞演化和堆积旋回

与北京猿人生活环境

黄 培 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

,

合肥 。。

摘 要

猿人洞的溶洞演化过程按岩溶洞穴发生发展规律可划分为 个阶段 在洞穴发育的填充过

程中
,

依据堆积物的成因类型
,

猿人洞中的中更新世洞穴堆积层可分为 个堆积旋回 每个堆

积旋回可与年代相当的黄土堆积旋回和深海气候旋回一一对应 堆积旋回所显示的气候和洞穴

环境变化均与北京猿人生活环境及其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猿人洞
,

溶洞演化
,

堆积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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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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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遗址是世界最著名的古人类遗址之一
,

是我国古人类遗址中发掘次数最多
,

规模最大
、

研究最为详尽 特别是七十年代末的
“

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
”

在多方面取得了

新进展 吴汝康等
,

 近年来
,

作者等采用电子 自旋共振  测年法对北京猿

人洞内洞穴堆积层年代和猿人年代进行了系统而多次的研究 黄培华等
, ,

 !
,

” 同时
,

对猿人洞 内堆积层的岩性特征和成因类型进行细致的分析发

现
,

在溶洞发育的填充过程中
,

地下水流沉积—砂砾层
、

粉砂粘土层或钙板层与机械风

化剥落的岩屑角砾层或洞顶崩塌岩块角砾层呈现明显的互层堆积旋回 作者据此将中更世

的第 一 层至 层划分为 个堆积旋回
,

并与年代相当的黄土堆积旋回 至 和深海

气候旋回 至 的氧同位素阶段第 阶段至第 阶段相对比 黄培华
, ,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

作者侧重于石灰岩溶洞发生发展规律
,

将猿人洞发生
、

发展至封闭

全过程划分为 个阶段 有关阶段的洞穴环境对于北京猿人的演化
、

居住
、

狩猎
、

采集食

物和 旧石器文化发展关系极为密切
,

依据近年来研究的成果和线索 裴文中等
,

祁

国琴
,

张银运
, ,

探讨于后

收稿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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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洞的洞穴演化过程

任美愕等  ! 曾对周 口店洞穴演化过程与古人类生活关系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

并

划分成深埋阶段
、

向东开 口阶段
、

猿人主要居住于猿人洞东部阶段
、 ‘

鸽子堂
’

洞顶崩垮
,

猿人住地西迁阶段和洞被填满
,

猿人他迁阶段等 个阶段 本文拟从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古

气候条件
、

构造运动影响
、

龙骨 山猿人洞奥陶纪灰岩构造特征和岩溶洞穴的发生发展规律

等将猿人洞的演化过程划分为 个阶段 图

第 阶段 上新世早期 孟 唐县期夷平面及溶蚀漏斗形成阶段 上新世早期
,

周

口店地区构造运动相对稳定
,

在长期的风化剥蚀作用下
,

地表逐渐被夷平成起伏平缓的准

平原 唐县期准平原 依据当时沉积层 孟
,

鱼岭组 所含的动物化石
、

抱粉组合和粘

土矿物等特征显示
,

当时主要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
,

化学风化和溶蚀作用较强烈
,

石灰岩

地面分布着溶蚀漏斗和溶蚀洼地
,

地下浅处发育了水平型溶洞 洞内有地下河的流水相和

静水相沉积 鱼岭组 龙骨山是由易于溶蚀作用的中奥陶纪马家沟组 仇 灰岩组成

在猿人洞附近
,

地层走向
,

倾向
,

倾角陡达
。

一
。

构造节理和裂隙也

很发育
,

倾角近于垂直
, 。

一 其中以 走向裂隙对以后洞穴发展最为重要

当时的地表水流
,

特别是暴雨季节的坡面流水
,

由漏斗和竖井沿着垂直的构造裂隙和陡倾

的灰岩层面向下渗透
,

使垂直岩溶裂隙逐渐溶蚀扩大 这是猿人洞发生的萌芽阶段

第 阶段
,

上新世晚期 准平原面抬升和垂直溶洞形成阶段 晚喜马拉雅构造

运动使周 口店附近唐县期准平原面作掀斜式的抬升
,

河流随之下切
,

形成西山东麓的山前

丘陵 丘陵顶部准平原面由山区向平原倾斜 在鱼岭的准平原面约抬升 多米
,

龙骨山

处约抬升 米 随着相对高度的增加
,

山顶坡 面水流灌人垂直裂隙和陡倾岩层面
,

向深

处的侵蚀作用和溶蚀作用加强
,

使垂直岩溶裂隙扩展和延深形成垂直型溶洞和溶洞底部的

垂直岩溶裂隙 从 年发掘的探井底部高程来看
,

垂直岩溶裂隙深度已达到现今周 口

河的河床 海拔 米 以下 米处仍未见底 可见猿人洞 的深度 从龙骨山山顶面

洞 口海拔 米至探井底海拔 米 至少达 米以上 在垂直型主洞发育的同时
,

在

相当于当时周 口河水面高程附近
,

沿着岩层 层 面走 向 方向 和 构造裂隙走向

方向 的水平型支洞也在发展 垂直型 主洞和水平型支洞的同时发展而构成了现

在猿人洞的雏形

第 阶段
,

早更新世 垂直溶洞底裂 隙填充阶段 周 口 店地区在早更新世时已

由北亚热带气候转变为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气候 溶洞的发育特征已由溶蚀作用为主转化

为以填充作用为主 就 目前所知
,

溶洞底部裂隙最深处是 由早更新世早期 的第

一 层填充 杨子赓等
,

经一段时期的填充问断后
,

又填充了早更新世晚期

子的第 层 这 层都是由洞外古周 口河洪水经过水平支洞带人洞中裂隙填充的粉

砂粘土砂砾层 向上为第 层填充
,

它是暴雨季节山顶面坡面水流携带准平原面上的砾

石层 上砾石层
,

物质经过垂直裂隙通道灌人猿人洞底部 这些表明
,

猿人洞在这

个阶段不仅垂直型主洞向上已与洞顶裂隙相连
,

而且向东经水平型支洞与古周 口河相通

第 阶段
,

中更新世早期 孟
,

一
,

溶洞底部填平阶段 古周 口河洪水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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黝黝黝黝黝黝鬓鬓鬓鬓
各各演化化 上新世早期唐县县 上新世晚期准平平 早更新世垂直溶溶 中更新世早期溶溶 中更新世中期溶溶 中更新世晚期溶溶
阶阶段的的 期准平原面及溶溶 原面 抬升和垂直直 洞底裂隙填充阶阶 洞底部填平阶段

。。
洞 崩塌扩大和角角 洞顶部崩垮和填填

主主要标标 蚀漏斗形成阶段
。。

溶洞形成阶段
。。

段
。

古周 口河物物 古周 口河物质经经 砾填充阶段
。

北北 满封闭阶段
。。

匕匕

水平溶洞内有地地 垂直岩溶裂隙扩扩 质经水平溶洞进进 水平溶洞进入洞洞 京猿 人居住洞穴穴穴
沙沙
山
、、

下 流水和静水沉沉 展 和延伸形成垂垂 入裂隙填充了第第 底填充了第 和和 和文 化发展的主主主

层层层积 劲
。

地地 直溶洞和洞 底垂垂 ‘
,

层
。

   第 日层
。

岩壁剥剥 要时期
。

包括第第第

下下下有垂直岩溶裂裂 直岩溶裂隙
。

同同 顶物质经垂直裂裂 落的角砾第 川 层层 层底文 化层
,,,

隙隙隙发育
。。

时也发育了水平平 隙通道灌入裂隙隙 使洞 底变平
、

干干 第 吕一 层下文化化化
型型型型支洞

。。

填充了第 日 层
。。

涸
,

为猿人进洞洞 层 和第 层上文文文

居居居居居居住创造了 良好好 化层
。

第 】层崩崩崩

环环环环环环境
。。

塌角砾填充时猿猿猿
人人人人人人人弃洞他迁

。。。

图 北京猿人洞演化过程模式图

   

滥时带人洞 中的物质在洞底填充堆积形成第 层 以及洞 内水流携带的小砾石
、

粗砂堆积

的第 层 洞底由分布着岩溶裂隙而构成的十分崎岖地面因这些地层填充垫高而逐渐变

为平坦 第 层为温带半干早气候条件内洞壁物理风化岩屑角砾堆积 黄培华
,

这时期洞内不仅有较平坦的地段
,

而且也有较干捆的地面 这为北京猿人和野兽进出猿人

洞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 阶段
,

中更世中期
,

一
,

溶洞崩塌和角砾充填阶段 猿人洞的垂

直型主洞和水平型支洞经联合形成了宽 米
,

长 米的大溶洞 这个阶段
,

从第 层

至第 层
,

以崩塌角砾充填为主
,

占洞内填充物的 而洞内流水或静水沉积填充仅

占 这一阶段是北京猿人在洞内居住的阶段
,

洞穴环境的变化对于猿人生活和文化

活动关系最为密切 详后

第 阶段
,

中更世晚期 孟
,

一
,

洞穴坍塌和填充阶段 猿人洞的洞穴

顶部
,

经过多次崩坍后
,

洞顶石灰岩层的剩余厚度已经很薄 在地下水流和静水沉积的第

层填充后
,

洞顶似乎大部分坍塌
,

猿人洞大部分遂被产生的第 层角砾层填充 除山顶

洞底部外 而告终

猿人洞 自上新世早期 末的溶蚀漏斗和岩溶垂直裂隙发生开始
,

至中更新世晚

期 孟末的洞穴大部分被填充为止
,

经历了 万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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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北京猿人洞堆积旋回
、

环境变化及地层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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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猿人洞填充过程中的堆积旋回与气候变化

从上述的洞穴发育第 4 阶段 (底部填平阶段) 开始至第 6 阶段洞穴大部分被填充止
,

自距今 70 多万年以来
,

洞穴堆积层可划分为 13 层 (贾兰坡
,

19 5
9)

.

作者依据其岩性
、

成因类型
、

形成年代
、

动物
、

抱粉和枯土矿物组合等综合标志划分了 7 个堆积旋回 (黄培

华
,

19
9 3

)

.

每个堆积旋回包括下部和上部两部分: 下部 (早期) 为地下流水相砂层
、

粉

砂粘土层或地下水静水相淀积的钙板层
,

含有温暖气候标志的动物
、

枯土矿物和抱粉组

合
.
上部 (晚期) 为洞壁剥落的岩屑角砾层或洞顶崩塌的巨大角砾层

,

含有带干冷气候特

征的动植物和粘土矿物组合
.
每一个堆积旋回显示出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到温带半干早气

候的旋回 (表 l)
.
并可与年代相当的深海记录气候旋回及其氧同位素阶段 (Shac k lct

on

et al
.,

1 9
90

;

sP ell

。t
al.

,

1
99 2) 一一对比

,

也可与我国黄土地区年代相当的黄土堆积层和古

土壤层 (刘东生等
,

19 84 ) 一一对应
,

详见表 1和表2.

4 猿人洞发育过程中洞穴环境与北京猿人生活和文化的关系

猿人洞在第 4 发育阶段第 13 层堆积时
,

洞底仍较崎岖
.
在第 12 层堆积时洞底地面起

伏虽减小
,

但在温暖湿润气候条件下
,

洞 内有水
.
至第 11 层角砾层堆积时

,

气候已转变

为温带半千早气候
,

洞底地面 已被填平较为平坦
,

而且洞 内较前期干燥
,

地面有干涸地

段
,

提供 了猿人和大型 哺乳动物进人洞 内活 动的场地
.
依据第 11 层含有猿人头盖骨

(E l)
、

少量石器和食肉动物欲狗化石推测
,

当时的猿人洞显然是北京猿人与俄狗动物经

常争夺之地 (祁国琴
,

1 9
89 )

.

以第 11 层底部年代
,

距今 58 万年左右
,

作为北京猿人经

常进人猿人洞的初始年代
,

从当时洞穴环境分析
,

还是较合理的
.

在第 4 旋回第 10 层开始堆积时
,

已有猿人用火遗迹的灰烬层 (底文化层) 分布
.
猿

人洞东段灰烬层厚达 2一 3 米
,

向西减薄
.
这标志 了猿人集中居住在靠近洞 口

、

进出方便

的洞穴东段—
“

鸽子堂
’

附近
.
第 10 层堆积于距今 53 0一460ka

;
因而

,

北京猿人用火的

初期历史记录约在 50 万年以前
.

第 8一9层角砾层仍断断续续有灰烬层分布 (下文化层)
,

是出土猿人化石 (猿人头盖

骨 D
:,

L
;
,

L
; l

,

L 川 ) 最多的堆积层
,

并含有大量的石器和丰富的动物化石
.
据裴文中等

(1985) 研究
,

从第 11 层至第 8一 9层 的石器
,

具有大
、

中型石器较多
,

一器多用
、

大型

石器修理加工比小型 的好等特点
,

属北京猿人旧石器文化的早期
.

第 3 旋回第 7 层细粉层堆积时
,

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
,

洞内不仅潮湿
,

还有水流
,

有

喜水的水獭等动物在洞内活动
.
至第 6 层角砾层堆积时气候略转为干早

,

洞穴内较为干

燥
,

宜于居住
.
但由于鸽子堂洞顶被崩垮

,

迫使猿人住地西迁 (任美愕等
,

19 81 )

.

同时

鸽子堂的东端洞穴出口也被崩塌 的角砾阻塞
,

因而洞穴东段已失去 了进出洞穴方便的有利

条件
.
从巨大砾块间有压密的 75

cm 厚的灰烬层来分析
,

有人推测北京猿人可能用崩塌下

的巨大岩块垒砌
“

火塘
”

来保存火种 (杨子赓
,

1 9 8 5)

.

从第 6层出土的石器来看
,

石英质

小型石器增加
,

一器多用的现象减少
,

加工也精致些
,

显示出猿人在洞穴内用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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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而成
,

是猿人洞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
.

至第 2 旋回第 5层钙板层堆积时
,

洞内地面南侧较低而潮湿 (钙板层厚达 80c m )
,

西

段地面较高 (钙板层仅厚 10 cm )
.
从含食 肉类化石占优势来看

,

当时洞穴可能被俄狗等

食肉动物占据
.
至第 4 层灰烬层 (上文化层) 形成时

,

洞穴内的西段地势较高而干操
,

灰

烬层经压实仍厚达 6 米
,

这标志着北京猿人在洞穴西段连续的长期居住
,

生活较稳定
.
从

出土的大量石器来看
,

猿人挑选石器原料能力不断提高 (张森水
,

19 8 9)

.

乳白
、

半透明

石英和水晶小石器增加
,

加工也更精美些
.
这只有在长期而稳定的洞穴环境下

,

精心加工

修理而成
.
第 4一5 层至第 3层所含的石器均属猿人洞文化发展的晚期阶段

.
第 3 层堆积

时
,

猿人洞洞顶又发生大规模的崩塌
,

洞穴基本为这次崩塌的角砾层填满而失去居住条

件
,

北京猿人被迫离开猿人洞而迁居他处
,

年代约在 25 万年左右
.

5 结 论

1.猿人洞从洞穴的发生
、

发展至基木填满经历了 6个发育阶段
,

整个发育过程约 400

万年左右
.

2
.
猿人洞经过第 1一4 发育阶段

,

洞底才逐渐被填平
,

为北京猿人进人洞内居住和生

产石器创造了条件
.
猿人开始进出洞穴活动的年代约距今 58 万年前后

.
猿人开始用火记

录约在 50 万年以前
.

3
.
猿人生活在猿人洞的时间段

,

周 口店地区处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和温带半干早气候

变化之内
.
洞外有野果可采集

,

有动物可狩猎
,

有河鱼可捕捉
.
洞内气温变化小

,

有干捆

的地段以及洞穴内安静的环境是居住和专心制作石器 的好场所
.
其中居住在东段的年代约

在 53 万年至 34 万年之问
,

长达 20 万年之久
.
住在西段约在 34 万年至 25 万年之间

,

近

10 万年左右
.
约在距今 25 万年左右洞穴大规模崩塌时

,

猿人迁往他处
.
猿人在猿人洞内

断断续续的活动长达 30 万年之久
.

4. 猿人洞发育阶段性的变化
、

填充过程中堆积的旋回
、

洞内环境的改变以及猿人生活

变化和文化发展阶段等在时间上与我国黄土区的堆积旋回和深海气候旋回及氧同位素阶段

变化大致同步
.

5
.
过去有人认为北京猿人遗址的

“

底砾石层
”

是
“

龙骨山冰期的冰债物
” .

70 年代末开

展的综合研究结果表明 (吴汝康等
,

1 9
85 )

, “

底砾石层
,

相当于综合研究中第 14 层砾石层

的一部分 (杨子赓等
,

1
98

5 )

’ ,

是暖湿带半湿润气候条件下暴雨时流水沿岩溶裂隙灌人堆

积
,

而不是寒冷气候的冰川堆积物
.
因而

,

不应再保留
“

龙骨山冰期
”

一词
.
过去有人认为

在
“

龙骨山冰期
”

时
,

寒冷冰期气候促进了北京猿人的进化
.
这种说法显然无科学依据

.
从

北京猿人下领牙齿具时序性变异特征 (张银运
,

1 9 9
1) 表明

,

在温带
、

暖温带气候条件

下
,

北京猿人仍呈现出一条连续的演化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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