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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陕西长武晚更新世人牙

及共生哺乳动物化石

黄万波 郑绍华
−中国科学院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关锐词 智人 8 地层 8 动物群

9 ! 年 : 月
,
作者在陇东进行第四纪哺乳动物和地层考察期间

,

在陕西省长武县城

关附近的窑头沟及鸭儿沟观察了几个晚更新世地层剖面
,

并且在这些剖面的中
、

下部灰色

砂质土及砂砾层找到了许多石器和少量哺乳动物化石
。

此外
,

还获得了一枚化石智人牙

齿
。

通过这些材料的简单记述−石器材料将另文发表 ., 作者肴望对黄土高原晚更新世哺

乳动物和地层时代的认识有所帮助
。

一
、

地 层 剖 面

这里记述的地层剖面
,

在陕西长武城关公社以北约
5

; 公里的窑头沟和鸭儿沟
,

海拔

大约 : : : 米
。

窑头沟系这里较大的冲沟
,

沟壁陡峭
,

剖面清晰
,

从顶部的马兰黄土可纵观

至底部的红色土−周口店期.
。

在马兰黄土与红色土 −周口店期 .之间
,

即为本文描述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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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窑头沟化石及石器地点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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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质土
,

它粒度细
,

具水平层理
,

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

颜色深灰或灰黑
。

上为窑头沟剖

面
,

−图 Λ .

−习 黄土状砂质土
,

含 !一 > 层浅棕色古土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劝 灰黑色砂质土
,

多孔隙和白色网纹
。

含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民米

−! . 砂质土及砂砾
,

砾石成分以石英岩为主
,

局部胶结
,

含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器
· · · · · · · · · · · ·

⋯⋯ 米

—
侵蚀面
—

−∀. 红色土

在窑头沟南侧的鸭儿沟
,

还可见到与窑头沟剖面相当的灰色堆积物 −图 ! .
,

剖面自上

而下分为  层 Κ

−Χ. 黄土状砂质土
,
垂直节理发育

,
色灰黄

,

多孔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暗红色古土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Κ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Μ . 浅黄色砂质土
,

含少量钙质结核
,

具水平层理
,

含螺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米

−; . 灰色砂质土
,

遇水后色深
,

性软
,

含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Ν . 灰黄色砂质土
,

具薄层理
,

含哺乳动物化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浅灰色砂质土与细砂
,

含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
,

化石智人牙齿可能产自此层
· ·· · ·· · · · · · ·

⋯⋯! 米

归. 砂砾及钙质结核
,

未胶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侵蚀面
—

−∀. 红色土−周 口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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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鸭儿沟化石及石器地点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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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窑头沟和鸭儿沟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

无论种类或者数量都很少
,

且保存不好
,

能够供鉴定的标本计有下列几种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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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人牙化石和其中具地层意义的几种哺乳动物作一简单记述
Κ

5

人牙化石−图版 0 Κ ∀Η 8 ∀Ω .

这个人牙化石是作者等在当地群众出售的
“

龙骨
”
中获得的

。

人牙齿根缺失
,

齿冠的近中侧和舌面釉质被损坏
,

但牙本质完整
,

可以按其形态复原
。

牙齿颜色灰 白
,

原尖大
,

次尖小
。

后者位于远中侧的中间
,

前尖略大于后尖
,

前
、

后尖之间

有一个沟
,

前尖
、

后尖与原尖之间的沟也很清楚
,

三尖交界处成一凹
。

远中侧无接触面
,

近

中侧釉质缺失
,

也看不清与前牙的接触面
。

这些性质似乎表明此牙是萌出不久的左上第

二臼齿
,

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的现代中国人头骨 Μ 号上的相应牙齿一致
。

这个鉴定如果无误
,

该标本为一少年个体
。

牙齿近中
、

远 中径 : 毫米 8 颊舌径
5

毫米
。

!
5

哺乳动物化石

似野马 Τ 夕洲
, 3?

·

夕Α 二3 ‘Η ∀坎, Ε

−图版 0 Κ ! .

材料 左 ∗ Ξ 、 ∗ Ν

各 个
,

上臼齿 ! 个
,

门齿 个 −野外地点号 9 ! :  Ν 8 本所标本编号

Ι ;  Ν .
。

上前臼齿原尖细长
,

马刺明显
,

中附尖宽而钝
,

原脊
、

后脊与齿轴的倾斜角小
,

褶皱弱
。

这些性质很似华北晚更新世的普氏野马
。

野驴 Τ 叮。 “‘ 人3 二! : , “; Σ Η ∀∀Η Χ

−图版 0 Κ Μ .

材料 两个上臼齿 −9 ! :  Ν 8 4 ;  ; : .
。

圆尖长
,

马刺很弱
,

前后凹釉质褶皱很简单
,

齿长 ! 9
5

: 毫米 8 宽 !Μ
5

; 毫米
。

斑鹿 ∃ 。。。‘
−Σ“

6
ΘΗ

Υ Ε‘.
Χ Σ

·

−图版 0 Κ 9 .

材料 右侧角基部一段 −9! :  Ν Κ 4 ;  ; .
。

眉枝直接从角节部分出
,

主枝和眉枝表面具粗的沟纹
,

性质与斑鹿的鹿角相似
。

二
、

结 束 语

−∀. 陕西省长武鸭儿沟发现的晚更新世的化石智人牙齿
,

尽管不够完整
,

又无特殊的

性质
,

但是为我国人类化石增添了新的材料与地点
,

尤其是出自陇东黄土高原
,

更具有其

参考价值
。

−! . 长武窑头沟动物群中
,

石Ψ 6 6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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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第四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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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出现的时代很晚
,

主要见于更新世晚期
。

其中 ∃ +3 ∀3 Θ+ ΦΔ ‘ Χ∗
5

的生存时代虽然延续的

时间较长
,

但只要它与野马
、

野驴在同一层位伴生
,

一般也视作晚期的代表
,

结合地层剖面

的上下地层关系
,

长武人牙化石的地质时代与甘肃庆阳龙骨沟
、

环县楼房子以及陕西蓝田

涝池河等地点的相当层位大体一致
。

−  年 > 月 ! 日收稿.

5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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