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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宝积岩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
王 令 红 彭书琳 陈远 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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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桂林宝积岩灰黄色堆积物中发现了与更新世晚期 “含真人化石的大熊猫一剑齿 象动 物

群”伴存的两枚人牙
、

件人工打制的石器
。

与 “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一起发现打制石器在

广西尚属首次
。

这对于研究广西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关系具有意义
。

年 月
,

广西师范学院附属 中学少年科学活动小组在该校宝积 山宝积岩 洞 内

采集化石标本
,

掘得一枚人牙化石及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由该小组辅导员李庆忠老师送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鉴定
。

月间
,

我们与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同志对宝积

岩洞穴的残存堆积进行了调查和清理
,

又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
、

一些打制石器及大

量哺乳动物化石
。

现将该地点情况报告如下
。

一
、

地 貌 和 地 层

宝积 山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孤岭
,

海拔 米高
,

位于桂林市区中山北路
。

此山之西北

与老人山为邻
。

二山之间为断续的大水塘
,

可能是一条小河的残迹
。

宝积山岩性为上泥

盆统桂林组灰岩
,

岩层裸露
。

岩溶地形比较发育
,

溶洞多
,

但规模不很大
。

宝积岩原洞口

已塌
,

现洞 口 约成斜三角形
,

高约 米
,

朝向南南西
“ 。

洞 口 高出附近地面 一 米
,

而距附近水塘的水面 米左右
。

宝积岩分主洞与若干支洞
,

化石及石器发现于主洞的堆积之中
。

主洞高 一 , 米
,

宽

一 米不等
,

由洞 口 往里深达 米
,

近洞 口 处为坡度
。

的下缓坡
,

往里逐渐平坦
。

洞

内由东壁起
,

南至接近中部的石灰岩垂柱止约 米的范围内
,

皆为堆积物所充填
。

自

年以来
,

由于建设需要
,

不断将原洞扩大开掘
,

绝大部分堆积物已被挖掘
。

到调查清

理时
,

仅剩下三处零星堆积
。

第一地点 沿东壁所存的带状堆积 第二地点 洞中部石灰

岩垂柱覆盖的堆积 第三地点 洞北壁附着的残存堆积
。

三个地点的原生堆积物层次从上到下为

石钟乳盖板
。

胶结坚硬
,

覆盖堆积
,

厚 一 厘米
。

灰黄色胶结土
。

由碳酸钙与灰黄色粘土胶结而成
,

比较坚硬
,

内常含石灰岩角砾
。

从残存堆积的剖面看
,

该层堆积形成比较复杂
。

第一
、

三地点该层大致相似
,

只是厚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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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
。

第二地点的灰黄色胶结为数层钙板分隔
。

该层厚 一 厘米不等
。

化石及石

器均出子此层
。

黄色亚粘土
。

质地细软
,

较纯
,

湿润
。

干后龟裂
。

层理清晰
。

厚约 厘米 见图

—

一

蝶默黝
口

一 宝积岩进址必创图

宝积岩走址城却图
第一 么气琳积幻曲图

刀 第二 地戴术积钊面图

呼 艳 斗 宋

区亚卫钟拓
〔二 」众侠色胶给七

匡豆到 潇色亚枯土

田 心比出土月伏
’

乙 石各尤土层性

—
贾

,

平 呜 木

图 宝积岩平
、

剖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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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州 为目口 , , 侧

宝积岩内含化石和打制石器的灰黄色胶结堆积物内不含螺蜘壳
,

在清理过程中仅发

现一个残碎的蚌壳 。
这种情况与过去广西洞穴内打制石器伴有大量螺蜘壳的灰黄色堆积

物不同
。

二
、

人类及其伴生动物的化石

在宝积岩三个地点的堆积物内均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
、

而人牙化石和打制石器仅发

现于第一地点的灰黄色胶结堆积之中
。

晚期智人 沙
, , 产。 , 图版

右下第二臼齿
、

左下第三臼齿各一枚
。

此二枚牙齿的颜色
、

大小和石化情况酷似
,

但

磨耗程度相差甚远
。

右下第二臼齿 广西博物馆编号 磨耗相当强烈
,

属一老年个体
。

从咬合

面尚保留的齿沟来看
,

它有四个齿尖
,

其中下原尖与下内尖互相接触
,

而另外二尖被釉质

所隔
。

近中
、

远中侧两支齿根在颊侧已经连合
,

在舌侧则被一深沟隔开
。

左下第三臼齿 四个齿尖排列类型与上述第二臼齿相同
。

颊侧二尖 略

低于舌侧二尖
,

下原尖最大
,

下次尖最小
。

咬合面花纹在晚期智人中是属较为丰富的
。

齿

根近中支和远中支已大部连合
,

仅在根尖部有所分开
,

且在舌侧和颊侧各有一竖沟将其分

隔
。

虽然人类第三下臼齿表现很大的变异性
,

但该牙齿冠相当高
、

齿根不甚粗壮
,

仍表明

了它属于晚期智人的进步性质
。

人牙测 表 单位 毫米

—
卜

一

一 竺垦三且一 一一 一一二塑二一一一一兰尘竺一一
齿

卜‘竺竺玺竺二一 一一一竺二一一一卜一一卫生 一一
冠

卜一里望堕里 一一 一一一竺二一一 —
二兰一一一

—
一二 一一一一一一

—
—

一生生一一一
齿

卜‘生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立生一一 二‘一二兰一一一

。 一止 一一一一阵止一兰二一一卜
一 一

一一
兰‘一一一

‘产 高 ‘
·

斗 ‘
·

,

哺乳动物化石

宝积岩洞穴的灰黄色堆积物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单个牙齿
,

共包括六 目十六

种
。

灵长目

称猴 婉
长臂猿 时

。如 ,

食肉目

中国熊
, 。 , 方 占。。 , ‘,

猪灌 才 , 二夕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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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大熊猫 汉‘“ 户 , 。 右 ,

最后斑饭狗 。 。 , 二。

啮齿目

华南豪猪 , , , 占 ,

竹鼠 而 夕,

奇蹄目

巨摸 对、
‘“

洲
“ ,

中国犀 琳
, ‘ 。二 ,

偶蹄目

野猪
, 了 ,

鹿

虎 乃了“ 。万

水牛 “ ,

羊

长鼻目

剑齿象 , 。

其中仅剑齿象
、

巨摸
、

中国犀
、

巴氏大熊猫
、

最后斑截狗为绝灭种类
,

且化石数量不多
。

据裴文中 , 对广西洞穴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地质时代的论述
,

宝积岩动物群应属于

更新世晚期的“ 含真人化石的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

三
、

石 器

宝积岩的石器共发现 件
,

原料均为石英粗砂岩
。

在这些石制品中
,

石核较多
。

现

将其中打击痕迹较清楚的描述如下
。

石核 共 件
,

均保留有砾石面
。

石核的大小不一
,

最长者 。毫米
,

短者约 毫

米
。

没有一定的形状
,

扁形
、

长方形
、

三角形
、

椭圆形均有
。

打击点及半锥体阴痕大都模糊

不清
。

标本 略成长条形
,

其上留有宽浅的石片疤
。

没有发现修理台面
,

而是利

用砾石面作台面直接用锤击法进行打片
。

砍砸器 共 件
,

依其形制可分为凸刃
、

直刃
、

椭圆形三种类型
。

凸刃砍砸器两件
,

形

状基本类似
。

标本 图 呈不规则四边形
,

修理工作见于砾石的两端
。

砾

石较窄一端至少打了三下
,

形成一个粗糙的凸刃
,

另一端也见打击痕迹
,

石片疤层叠
,

端刃

较锋利
,

适于砍砸
。

标本 图 为直刃砍砸器
,

略呈长方形
。

集中于砾石 自

然面的一侧边打制加工
,

使之形成较直的刃部
,

刃角
“ 。

石片疤较宽大
,

长宽大体相等

且明显内凹
,

从阶梯状石片疤来看
,

经过重复加工
。

标本 图 是椭圆形砍

砸器
,

将砾石的一面及周边打制加工而成
,

使器形成上小下大有明显弧度的刃部
。

经修理

后
,

标本侧边锐
,

中部隆起
,

横断面略呈三角形
。

刃口 上有使用痕迹
。

刮削器 一件
,

图
,

直接利用小石核的一端制成
,

两面均保留自然面
,

较厚且粗糙
。

器呈椭圆形
,

具半月形凸刃
。

宝积岩石器的共同特点是 都为砾石石器 石核以砾石的 自然面作台面
,

不加修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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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凸刃砍砸器 夕

椭圆砍砸器
只

直刃砍砸器

斗 刮削器

接打击进行打片 石器制作方法是锤击法单向加工
。

在广西境内的洞穴
,

如来宾县桥巩盖头洞
、

桂林市穿山月岩东岩洞
、

柳州 白莲洞
、

木罗

山思多洞
、

柳江县陈家岩
、

崇左县绿青山矮洞的含螺蜘的灰黄色堆积物中
,

曾发现过一些

打制石器
,

它们也具有上述特点
,

说明它们与宝积岩的石器应有一定的联系
。

宝积岩打制

石器的原生层中
,

没有发现大量的螺蜘壳
,

而伴存有 “ 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 化石
。

可见

其时代应稍早于上述各洞穴打制石器
。

年以来
,

在广西右江两岸阶地上的百色县上宋村
、

田东县新州煤矿附近等处也

发现了不少打制石器
。

这些石器的器型类别
、

形制
、

制作方法与宝积岩的石器都比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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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这可能意味着文化上有一定的联系
。

宝积岩石器的发现
,

对于研究广西旧石器时代

文化的发展序列
,

无疑是有益的
。

四
、

结 论

桂林宝积岩是继柳江通天岩
、

来宾麒麟山
、

荔浦水岩东洞
、

都安九愣山之后
,

在广西

发现的又一处古人类化石地点
。

这为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及分布增添了新资料
。

过去在广西洞穴内发现的打制石器都是在含有大量腹足类的灰黄 色 或 灰 色 堆 积

中
。

在“ 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伴生的情况下发现打制石器
,

这在广西尚属首次
。

广西发现的旧石器具有我国旧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的传统特点
。

宝积岩的石器有

益于研究我国旧石器文化在地区间的联系
。

绘图 罗坤馨
,

摄影 王梦祥
、 年 月 ‘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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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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