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 年

第 期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 & ∋ ( ) ∗ + ,〕− .#∀ /班 0# ∀

1 (
2
。

0

∀ 3 4
· ,

% (
。

 !

5七京 人 时 代 的 气 候

徐钦琦 欧阳涟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关镇词 古气候 7 周口店第一地点 7 哺乳动物群

内 容 提 要

根据同位素年龄的测定
,
在距今 89 万年到 !: 万年期间

,
北京人曾在周 口店地区居住

。

这

段时间相当于海洋的 。
, ;

的第 ! 一  阶段
。

对周 口店第一地点的第 :一 ∗ 层的各哺乳动物群
,

我们利用聚类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分析和对比
。

第 < 层和第  一 层的哺乳动物群 分

别代表温暖期
,

它们相当于 (2
’
的第 , 和第 阶段 7而第 : 层

、

第 9一= 层和第 ∗ 层的哺乳动

物群则分别代表寒冷期
,

它们相当于第  
、

第 ∗ 和第 ! 阶段
。

周口店第一地点是著名的北京人化石的产地
。

遗址中含化石的堆积厚达 8∗ 余米
,

自

上而下分分为 : 层
。

它们的年龄见表 2
。

周口店哺乳动物群约有 ∗∗ 种
,

是世界上最丰

富的中更新世的哺乳动物群之一据统计
,

其中约 = ∗ 个种是有层位记录的 ,表 ! 6
。

表 北京人遗址各层的年龄

一> 一遏‘里‘
一

一
一一一卜一一里一一竺兰一一

一

⋯一
> 一

遗一堕
‘

;

一

—’一: 距今 ! :一 ! ,
·

9 万年 ? 赵树森等 ,‘  ∗ 6

=
⋯ 距今 : =一8“ 万年 ⋯ 钱方等 ,  ∗ 6

“一 ,

2 足巨今 碍! 万年 ? 赵树森等 ,  ∗ 6

∗
? 距今 8 9 万年 ? 郭士伦等 ,  ∗ 6

前人对周口店哺乳动物群曾进行过很多研究
。

贾兰坡 , =  6
、

李 炎 贤和 计宏 祥

,  ∗6 等根据这些层中哺乳动物群的变化
,

对北京人时代气候演变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

鉴于第 ! 一: 层材料太少
,

很难下结论 7 第 一! 层原为含化石的角砾岩
,

中间夹有砂土

和钟乳石的混合层
,

厚约 斗米 ,贾兰坡
, < 6

。

可是在现今的第一地点剖面上
,

它们已不

复存在
,

只是在山顶洞附近尚有少许残留物而已
。

所以
,

本文着重讨论第 :一∗ 层的哺乳

动物群,即与北京人共生的动物群 6的变化及其相应的气候演变的问题
。

在 = ∗ 年代
,

国外对第四纪古气候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

据 ≅ Α Β2Β∋ Χ Β
,

ΔΕ ∋ − Φ2− Γ( Χ ,

Η 3 Φ2∋
,

Ι− .4 4. −Χ 等研究
,

在最近的 =: 万年内共有  个完整的冰川旋回 ,Ι
一
26 或 个同位素 ∗  

阶

段 ,其中奇数阶段代表温暖期或间冰期
,

偶数阶段代表寒冷期或冰期 6
。

这些旋回或阶段

在我国北方的黄土地区表现得很清楚 ,图 6
。

根据沉积物的年龄 ,表 6
,

第 : 层相当于 。扔的第  阶段
,

而第 ∗ 层则相当于第 ! 阶

段
。

据卡尔克和周本雄, 9 6研究
,

在此期间不存在任何真实的
“

间断” ,

所以北京人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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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北京人遗址哺乳动物化石地层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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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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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店地区居住的时期相当于 Ξ2
“

的第 ! 一  阶段
,

即他们至少经历了 : 次寒冷期 ,相当于

第 ! 、 ∗
、

 阶段6 和 ! 次温暖期 ,相当于第
、

阶段 6
。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
,

为了使周

口店丰富的哺乳动物群所反映出来的气候波动能与国外从深海沉积物中测得的氧同位素

记录作比较
,

其中就存在一个怎样把古生物的资料转换成曲线的形式表示 出来的 问题
。

加之周口店哺乳动物群数量丰富
,

研究的程度又高
,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
。

因

此我们选择这个地点
,

采用聚类分析等数理统计手段
,

做了这一方面工作的探索
。

表 ! 是根据卡尔克
、

周本雄, 9 6和贾兰坡, =  6等的资料作出的
。
表 ! 内 = ∗ 个化

石种分别代表 =∗ 个指标
,

令 表示该种的存在
, ∗ 代表该种的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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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层共 := 一: 个种类
,

森林动物 占优势
,

肉食类发现多
,

啮齿类少
,

草原啮齿类未见
。

说明这时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
。

第 < 层共 ! 个种类
,

林栖动物比例高
,

肉食类 占一半以

上
,

有喜水或近水的种类
。

联系到这一层的岩性为钟乳石层
,

它亦反映当时的气候是温湿

的
。

这两层在图 ! 中恰好属于一类
。

所以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
,

无疑应

代表温暖期
。

当时周口店周围呈现以森林为主体的生态环境
;

他们又指出
,

第 Χ 层 ,在

此层中未发现北京人化石 6 共有 ! 一! 个种类
,

草原与林栖动物的比例是 ”
ϑ朽

。

第 ∗

层共 ! 种
,

草原与森林动物的比例接近
。

第 8 层发现的哺乳动物有 !∗ 或 ! 个种类
,

肉

食类减少
,

啮齿类比例最高
,

草原动物的比例增大并超过森林动物
。

这三层在图 ! 上也比

较接近
。

因此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气候相对地较为干凉
,

无疑应代表寒冷期
。

当时周口店

周围的森林面积缩小
,

而草原面积扩大的生态环境
。

至于第 : 、 9
、

= 等层中的哺乳动物群

实质上是介于上述森林型和草原型之间的过渡类型
。

其中第 : 层与第 8
、

∗ 、

等层比较

接近
,

即偏向于草原型的生态环境 7 而第 9
、

= 层则与第 <
,  一 层这一类比较接近

,

即偏向

于森林类型的生态环境
。

这一切也与李炎贤和计宏祥,  ∗ 6的分析相吻合
。

可见
,

由聚

类分析法所得到的结果大体上是支持李炎贤和计宏祥,  ∗6 对周口店哺乳动物群所作的

生态分析的
。

李炎贤和计宏祥,  ∗ 6又指出
,

第 <
、

 一 层的哺乳动物群所反映的气候都是
“

温暖

湿润”
的

。

它们无疑应代表温暖期,或间冰期6
。

因此分别计算各层哺乳动物群与它们的

距离系数的平均数
,

然后以时间顺序为横坐标
,

以求得的各层与第 <
、

 一 层的距离系数

的平均数为纵坐标
,

我们就得到了北京人时代气候波动的概况 ,图: , 2Υ 6

鬓鬓鬓羹羹羹

掣掣掣掣臀臀
层层号号

Ζ ΖΖΖ 5 夕夕  — 夕夕 === 石石 岁岁 888 ΤΤΤ

口口心 阶堆是是
Ζ 君君 了 ΓΓΓ Ζ 口口 夕夕    

水水 川旋 回回 ⊥⊥⊥ ≅≅≅ 刀刀

图 : 北京人时代气候波动概况 ,各层哺乳动物群与第 ,
、
 一 等层的距离系数的平均数 6

∀ ∴ − . ∋ 4 − ( Ζ Υ ΒΔ Γ∋ Χ − − Δ Σ − Γε − − [2 − ∋ − Ε 2∋ α− . ∋ Χ Υ + ∋ α− . < ∋ Χ Υ ΓΕ ( Δ − Σ − Γε − − Χ − ∋ − Ε 2∋ α − .

Υ Χ Υ + ∋ α− . Δ Δ一夕
∋ Ρ Ρ ( . Υ Β鳍 Γ( ∃ ∋ Σ 2− :

;

+ ∋ α − . Δ Δ
,

 一
. − ) . −Δ − Χ Γ Γε ( ε ∋ . Α Δ Γ ∋ 4 − Δ

. − Δ) − − ΓΒ∴ − 2α ∋ Χ Υ + ∋ α − . Δ :一 8
,

9一 =
,

∗一
. − ) . − Δ − Χ Γ ΓΕ . − − − ( 2Υ ΔΓ ∋ 4 − Δ Δ − ) ∋ . ∋ Γ −2α

图 8 表示各层所含哺乳动物群的化石种数的变化情况
。

一般认为
,

种的数量的多寡

的变化反映了气候暖凉的变化
。

将图 8 与图 : 比较
,

我们可以看到
ϑ
两者是相似的

。

即第

< 层和第  一 层分别代表 ! 次温暖期 7 而第 :一 8 层
,

第 9一= 层和第 ∗ 一 层则分别代

表 : 次寒冷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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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劲,Ρ口

种的数童

厂 ∗  一 4 百 少 8 Τ

图 8 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 :一 Χ 层中哺乳动物群的化石种数量的变化
/ ) − − ΒΖΒ− Υ Β∴ − . ΔΒΓ∴ ΒΧ 毛∋ ∴ − . Δ :一

( Ζ +Ξ
Ρ

; ;

根据图
,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ϑ 在与北京人共生的几个动物群的层位中

,

第 :一 8

层可与 Ξ2
吕

的第  阶段相对比
,

而第 , 层则相当于第 阶段
。

第 :一< 层代表一个完整的

冰川旋回
,

相当于冰川旋回 Ψ
。

第 9一= 层可与第 ∗ 阶段相对比
,

而第  一 层则相当于第

Χ 阶段
。

第 9一 层代表又一个完整的冰川旋回
,

相当于冰川旋回 ≅ 。

第 ∗ 层可与第 !

阶段相对比
,

相当于冰川旋回 ⊥ 的晚期
。

所以
,

根据对第 :一∗ 层中哺乳动物群进行聚类

分析所得到的气候波动与海洋的氧同位素记录是吻合的
,

也与中国北方黄土地区所反映

的气候波动状况相一致
;

也就是说
,

北京人在周口店居住期间包括 : 次寒冷期 ,或冰期 6

和 ! 次温暖期,或间冰期6
。

有人以为冰期 ,或寒冷期 6的来临意味着世界各地都是冰川
,

这是错误的
。

事实上第

四纪的各次冰期的表现并不相同
。

有的冰期较冷
,

冰川复盖面积相对较大 7有的冰期不太

冷
,

冰川复盖面积相对较小
。

据 ⊥2 ΒΧ ϑ , 夕 6 统计
,

在第四纪
,

冰川复盖面积最大可达

88
;

:! [ 2沪 平方公里
,

约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 :∗ 多
。

所以
,

即使在冰川范围最大的冰期

时
,

世界上依然有 =∗ φ 的陆地上是不存在冰川的
。

有人以为当冰期 ,或寒冷期6 来临时
,

世界各地一律都非常寒冷
,

这也是一种误解
。

与北京人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否定了这种见

解
。

在周 口店哺乳动物群中
,

一般认为喜冷的属种有复齿旱獭 ,Θ
。

, (Γ 8 Ρ( ( Π0沉γ 。 6
、

蒙古旱獭 ,Θ
∋ . Α ( . ∋ Σ( Σ ∋

灸6
、

鼠兔 ,Ξ
Ρ Ε ( .( Χ ∋

反
∗ < ∗ 留Β6

、

狼灌 ,Ω
3 2− 6

、

洞 熊 ,_ ( 3 , Ρ Ζ
;

Δ户− 2∋ − “,
6
、

燕山犀 ,#
( − 2(如

。 , 召 “Χ

向
3 Β, ∋ ΓΒ Δ , 。, Δ Ε ∋ Χ − Χ Δ行6 等

,

如表 ! 所示
,

它们并不是只集

中在代表 : 次寒冷期的第 8 层
,

第 9一= 层和第 ∗ 一 层中
,

它们也出现在代表温暖期的

第  一 层中
。

而一般认为喜暖的属种
,

如硕弥猴 ,Θ
∋ Ρ ∋ Ρ ∋ .( Σ3

ΔΓ3
Δ
6
、

竹鼠 ,& ΕΒ] ( ( α,
6
、

豪猪 ,ςα
ΔΓ.Γ’[

Δ 3 Σ
Ρ.,’Δ

Γ∋ . ∋

6
、

猎豹 ,刁ΡΒ Χ ( Χ , [

6
、

柯氏中国熊 ,_ ( 3 , Γ人Β杏−, 。, 3 ,
左
。
交

− 二Β6
、

纳玛

古棱齿象 ,尸
∋ 2∋ ( ( 2( 二(如Χ −Ζ

;

, 。Α ∋

ΥΒΡ
3 ,
6
、

德氏水牛 ,Ι动
∋ ]3 , Γ−Β 2Ε ∋ .成 6等属种也并不是只

集中在代表两次温暖期的第 < 层和第  一 层中
,

它们也出现在代表寒冷期的第 :一8 层
、

第 9一= 层和第 ∗ 一Χ 层中
。

这些喜冷和喜暖的动物共生的事实说明
ϑ
北京人时代的三

次寒冷期,或冰期 6并不非常冷
,

而两次温暖期,或间冰期6也并不十分热
。

看来
,

北京人时

代的气候大体上和今 日华北的气候相近似
。

根据对周 口店第一地点哺乳动物群的分析
,

人们普遍认为
ϑ
北京人的时代相当于欧

洲的 场卜
Γ− ΒΧ 间冰期

。

据 Η 3 Φ2∋ , = = 6 研究
,

ς (2 Δ Γ− ΒΧ 间冰期相当于冰川旋Ε∋η 的 ≅一. 。

如前所述
,

周口店哺乳动物群的时代相当于 Ξ2
“

的第 ! 一 阶段
,

即冰川旋回的 Ψ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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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
。

可见上述欧亚哺乳动物群的对比大体上是正确的
。

据 Η 3Φ 2∋ , = =6研究
,

德国北

方 ς (2Δ Γ−Β Χ 间冰期的海相软体动物化石和有孔虫化石指示了一种冷或凉的生态环境
,

与

今 日欧洲北部的北海相类似
,

也就是说
,

ς (2Δ Γ−Β Χ 间冰期的气候与现代气候相接近
。

这

和我们的观点,即北京人时代的气候和今 日华北气候相近似 6是吻合的
。

所以中国与欧洲

的气候变迁状况也是颇为一致的
。

总之
,

从第  一 ! 阶段
,

或在冰川旋回 Ψ一⊥期间
,

在周

曰店地区既没有发现十分热的温暖期
,

也没有发现非常冷的寒冷期
。

本文的前一作者徐钦琦 ,  ∗ 6 曾指出
ϑ “
北纬 : < 。 地区天文辐射冬半年总量的多寡

大体上可以代表全球各地平均气温的升降
。 ”

从图 9 上可以知道
,

在第  一 ! 阶段中
,

代

表温暖期的第 和第 阶段的诸峰并不很高
,

它们 明显地低于第 = 或第 < 阶段的波峰
,

所以这两次温暖期的气候不可能十分热
。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

由第 < 层和第  一 层所代

表的两次温暖期的气候不是十分热的
。

同样
,

在图 9 上的第  
、

∗
、

! 阶段的诸波谷也都

不很低
,

因此这三次寒冷期的气候也不可能非常冷
。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

由第 :一 8 层
、

第

石一= 层和第 ∗ 层所代表的三次寒冷期的气候也不是非常冷的
。

所以我们认为
,

全球性的

气候变迁看来是受辐射量曲线的控制的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

蒙贾兰坡教授亲切鼓励和指导
,

我所的李炎贤
、

计宏祥
、

黄慰文
、

刘时藩等同志和澳大利亚的 Τ
;

ς叩。
博士审阅了本文的初稿

,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

陈

信同志为本文清绘了插图
。

北京市计算中心的黄玉珍同志帮助我们计算数据
。

作者谨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 < 年 斗月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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