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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

吴汝康 董兴仁
5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关锐词 和县猿人 7 直立人 7 人科的亚种

内 容 提 要

本文主要记述了 ∀ 8 年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的一个猿人头骨化石
。

它是一个男性 青

年的脑颅
,
具有直立人的许多典型性状

,
分类上当属直立人5∋

) 二口 。“9: ”6
。

初步研究表明
,

它

在形态上和北京猿人较为相似
,

但又具有若干较北京猿人为进步的性状
。
因此

,

该头骨代表了

一种进步类型的直立人
。

根据目前的认识
,

它的系统位置似应与较晚的北京猿人相当
。

2

一
、

引 言

和县猿人化石出自安徽省和县陶店汪家山龙潭洞
。

该洞发现于 ; < 年
,

因洞内富

含脊椎动物化石
,

曾引起多方的注意
。 ; ∀一 ; 年间

,

安徽省三二八地质队水文区测

分队曾前往龙潭洞调查
、

发掘
,

其间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应该水文队

要求
,

曾派黄万波等人前往龙潭洞调查
。 ∀ 8 年 ; 月

,

和县水利局秦万矩在龙潭洞堆积

物中收集到一个人类牙齿化石 5即下述的 =# ∀ < < 6
。

同年 8 一 月间
,

由中国科学院古

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
、

彭春
,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的方笃生
,

和县文化馆的叶

永相
、

范汝强等人组成的发掘组前往龙潭洞发掘
。

在这次发掘中获得以下猿人化石
> 一

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
、

一块左侧下领骨碎片和三个零星的牙齿
。

∀ 8 年在龙潭洞发现的人类化石材料编号如下
> =# ∀ <8

—
近乎完整的脑颅 7 =#

∀<

—
左侧下领体碎片

,

附连第二臼齿 和 第三 臼 齿 7 =# ∀< !

—
右上第 二 前 臼齿 7

=# ∀ <<

—
左上第二臼齿 7

=# ∀ <? 5−一! 6
—

同一个体相连的左下第一臼齿 5−6 和第二

臼齿5! 6
。

黄万波等 5 ∀ 6 对和县猿人头骨曾作初步观察
。

本文是对 ∀ 8 年在龙潭洞发现的

人类化石材料所作初步研究的报告
。

一 形 木
一

、 , ‘尹 , ‘翻 ,

5一6 头骨的保存状况
、

性别和年龄

2

保存状况

头骨保存了脑颅的绝大部分
,

仅颅底缺失较多
。

头骨在地层中已受挤压
,

出土时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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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块
。

头骨石化较深
,

呈土黄色
。

修复后的脑颅相当完整
‘, ,

它包括
> 几乎完整的额骨

,

其中有眶上部
,

但额骨鼻部下端

未保存≅67 左侧顶骨基本完整
,

但右侧顶骨的蝶角
、

顶结节部位以及乳突角的前方有局部

的破损
,

值得注意的是顶骨在前自点之后和颅顶点之前的两侧颖线间的一个颇大的范围

内呈扁平状
,

甚至局部下塌
,

这可能是头骨在石化过程中因受挤压而局部变形 7 颗骨以左

侧者较完整
,

右侧颗鳞的蝶缘缺失
,

顶缘亦有部分剥失
,

左
、

右侧颗骨的颧突和游离的乳突

均断失 7 枕骨保存了完整的枕鳞
,

包括枕骨大孔的后缘
,

但枕骨大孔的前缘及其毗连的枕

骨外侧部
,

枕骨的基底部均缺失 7 蝶骨除保存了左侧蝶骨大翼外侧面的上部外
,

其余部分

均未保留
。

!
2

性别

头骨较大而厚重
。

眉脊和枕脊比较发达
。

肌脊和肌线比较发育
,

例如颗线
、

枕外脊和

项平面上的其它肌脊均较为明显
。

额骨较向后倾斜
。

根据以上特征
,

判断该头骨为男性

个体
。

<
2

年龄

颅骨的内
、

外骨缝除左侧的蝶顶缝的部分内缝已愈合外
,

其余均未见愈合
。

因此
,

颅

骨的年龄属青年期
,

估计 !8 岁左右
。

5二 6 头骨的主要形态

2

脑颅的侧面和颐骨

颅弯窿低
。

眉脊和枕脊分别成为头骨前后最突出部
,

故颅长54一叩6与眉间点至枕外

隆凸点匀 间距 54一Α6 约相一致
。

颗线颇为发育
,

颗线间距 ;; 毫米
。

颗线后段隆起为发达

的角圆枕
,

位于顶骨乳突角
。

翼区仅保存于左侧
,

属顶
一

蝶式
,

即 ∋ 型
,

蝶顶缝长 Β 毫

米
。

颗鳞较高
,

顶缘呈弧形上曲
,

不似北京猿人那样平直 5但第 1 号头骨例外6
。

左侧颗鳞

长 ;Χ毫米
,

高 们 毫米
,

长高指数 Δ 8 。 北京猿人的额鳞长高指数平均 ?
2

; ,

大荔人 Δ?
2

Δ ,

现

代人平均 Δ 
2

! ,

上述比较说明
,

和县猿人的颗鳞无论在形状和相对高度都已接近智人的水

平
。

间隔颗骨鳞部和乳突部的顶骨切迹颇深 5见之于左侧 6
。

颗骨颧突后根向后上方倾

斜
,

与乳突上脊相连
,

后者继而和角 圆枕相连
。

颧突沟宽而浅
。

乳突上脊发达
,

乳突脊和乳

突上沟也颇明显
。

乳突切迹宽而浅
,

前窄后宽
。

宽而浅的乳突切迹是一种原始性质
,

现代

人多为窄型
。

右侧游离的乳突已断失
,

暴露出乳突窦
,

左侧乳突断失更多
,

破损达及乳突

部
。

乳突较小
,

乳突在乳突脊以下的部位明显弯向内侧
。

发达的乳突上脊明显覆盖了其

下方的外耳门
,

覆盖的程度若以外耳门本身至耳点矢状面间距表示
,

左
、

右侧分别达 巧 和

? 毫米
,

这个深度明显超过了现代人
,

现代人几乎没有超过 8 毫米的5Ε
∃ ΑΦ∃Β 0∃ Α9Γ

, ? < ,

=
2

” 6
,

北京猿人的相应值为 8 一  毫米
。

−6 修复后的头骨的部分人字继不能愈合到原位
, 为减小误差

, 本文在测量脑颅时作了适当的矫正
。

!6 本文取尚存的额骨鼻部下缘之中点为近似的鼻根点5Β6
,

故与
Β 有关的测量值为近似值

。

< 6 和县猿人头骨无明显的枕外隆凸
,
故确定其枕外隆凸点 5Α 6较困难

。

为便于对比
, 本文参考了魏敦瑞研究北京

猿人时将 Α 取在枕脊中央的方法确定 Α 5Η
∃ΑΦ ∃ Β 0 ∃ Α∃Γ

,

? <
, Ι

2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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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耳门椭圆形
,

长轴向前倾斜
。

外耳门的高度和宽度
,

左侧分别为 8 和 ∀ 毫米
,

右侧

分别为 ,− 和 ∀ 毫米
。

孟后突不发达
,

仅以一低矮的隆起的形式出现5见右侧 6
。

!
2

额骨和颅宵陇顶面观

额骨低
,

明显向后倾斜
。

额鳞倾角 5ϑ一4一Α6 斗− “ ,

额下部倾角 5Κ 一 4一Α6 ∀ “ ,

均小于

属早期智人之一种古老类型的大荔人5分别为  8 “ 和 ; !
“

6
,

反映了和县猿人的额骨仍较大

荔人倾斜
。

眉脊的左右宽度和上下厚度都大
。

眉间部上缘虽在 中央略向下凹
,

但仍和左
、

右眶上

部连成一体
。

眉脊厚度如下
>
左侧的内侧段 毫米

、

中段 Δ 毫米
、

外侧段 ! 毫米
,

右侧

的内侧段 ∀ 毫米
、

中段 ; 毫米
、

外侧段 < 毫米
。

内侧段最厚
,

外侧段最薄
,

与大多数北京

猿人的情形相同
。

眉脊上方的额鳞明显隆起
,

似北京猿人而不同于爪哇发现的猿人
,

后者

的额鳞没有这样的隆起
,

而是相当扁平的
。

眉脊与额鳞之间虽出现有眉脊大沟
,

但远远不及北京猿人者那样明显
。

北京猿人宽

而分明的眉脊上沟是其令人注 目的特征之一
。

不过和县猿人在这一性状上和爪哇猿人则

有着较明显的区别
。

据文献记载
,

爪哇猿本由于眉脊上方的额鳞无明显的隆起
,

以至于眉

脊和额鳞之间分不 出明显的界限
,

而几乎是直接的过渡5Ε
∃ ΑΦ∃ Β 0 ∃ Α∃Γ

, ? <
, Ι

2

! ! , , !犯
,

! ;斗6
。

Ε ∃Α Φ∃ Β0 ∃Α 9Γ 在他的报告5 斗< 6中还一再指出
,

上述性状成为北京与爪哇两地猿人头

骨在主要形态上的区别之一
。

额结节略显
,

似北京猿人男性的发育程度
。

额中缝有一段5约从额结节上方水平至前

因点6尚未愈合
。

北京猿人头骨也有一例 5第 Λ − 号头骨 6的额中缝未愈合
。

最小额宽 < 毫米
” ,

最大额宽 ∀
2

? 毫米
。

眶后缩窄程度可用眶后缩窄指数来衡量
,

根据吴新智的报告 5 ∀
, Ι

2

! 8! 6
,

可用额骨鳞部两侧面间最短径 5本例 8 毫米 6 除以

两侧眉脊外侧端之间的最大径 5本例 毫米 6 再乘以 88 求得习。

和县猿人的这一指数

为
,

它既大于北京猿人 5∀8
2

;一∀!
2

6
,

也大于大荔人5∀ 
2

6
,

说明本例的眶后缩窄程度不

如北京猿人明显
,

甚至不如大荔人明显
。

顶面观颅弯窿
,

可见额结节部位有较明显的矢状脊
,

它起 自额结节水平
,

行至前自点

附近趋于不明显
。

无十字隆起这一结构
。

北京猿人的矢状脊很发达
,

起自额结节水平
,

延

至顶孔间部位
,

而且在冠状缝和矢状缝交界处出现十字隆起
。

此外
,

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

头骨上所具有白绷尽种旁矢状凹5=Μ 0Μ ΝΜ4 Α:: Μ− Φ∃ Ι 0∃Ν ΝΑ) Β6 未在和县猿人头骨上 出现
。

2
颅最大宽位置在乳突上脊水平

。

顶面观脑颅轮廓的形状呈卵圆形
,

但必须指出
,

这个

颅形的位置低于现代人者
,

现代人头骨的顶面观颅形的位置约位于顶结节水平
。

顶结节颇发达
,

也许是个体年龄较小的表现
。

此外
,

未见有顶孔
。

<
2

枕骨和颅底

枕脊发达
,

呈现为一横贯枕骨的表面光滑的隆起
,

脊之 中央最隆
,

中段较直
,

但外侧段

弯向下
,

外侧端止于星点附近
。

有明显的枕脊上沟
。

枕平面与项平面之间成角状过渡
。

枕脊下缘如同北京猿人第 Λ 工号头骨那样在每侧呈现为颇为弯曲的线 5相当子现代人 的

−6 黄万波等5 ∀ 6的报告中为 8 毫米
。

!6 吴新智用这个方法测得北京猿人第 1
、

∀ !
2 、

∀ 8
2

;
、

∀
2

! 和 ∀  
2 。

、

知/ 号头骨 5后两个头骨依模型6 和大荔人头骨的该指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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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项线6
,

它们在中线汇合后并人杖必卜脊
。

枕外隆凸不明显
。

无印加骨5/Β9
> ϑ)Β ∃6

,

但在右

侧星点附近有一缝间骨5宽 <Δ 毫米
,

高 !∀ 毫米6)

底面观
,

眶上缘内侧段有一宽而浅的眶上切迹和略为隆起的眶上突5以右侧者较易于

观察
,

而左侧的比较模糊 6
,

但这两个特征都不如北京猿人那样显著
。

眶顶只保存了前面

部分
,

显示出扁平的特点
。

额窦较小
,

其范围只局限于眶间区上外侧部
,

未扩及眉间部和

眶顶上方
。

额窦的测量如下
>
左侧长5前后径6 ;

2

, 毫米
、

宽 ? 毫米
,

右侧长
2

 毫米
、

宽

毫米
。

北京猿人只有第 Β − 号头骨一例额窦大5长 ?一巧 毫米
,

宽 !?
2

 毫米 6
,

其余都

很小
。

爪哇猿人中有两例记载
>
一例5第 / 号头骨6很大 5长 !? 毫米

,
宽 !Δ 一<8 毫米6

,

另

一例5第 1 − 号头骨 6较小5长 一 ! 毫米
,

宽 毫米 6
。

无明显的关节结节
,

有趣的是在右侧下领关节窝前缘的正中反而出现一颇深的缺刻
。

下领关节窝深而窄
。

颗骨鼓板相对于正中矢面的位置比现代人更移向内侧
。

鼓板的方向

既不如现代人那样垂直
,

也不象黑猩猩那样平伏
,

而是介于其间
,

类似于猩猩和大猩猩的

情形
。

鼓板很厚
。

鼓板长轴和头骨正中矢面约交成直角 5左侧 8 “乡右侧  
“

6
,

意味着鼓

轴在横的方向
。

现代人该夹角为锐角
,

意味着鼓板内侧缘较外侧缘为前
。

和县猿人颗骨鼓

轴和锥体轴之间的夹角约 < 8 。 5左侧6或 <  “ 5右侧6
。

猿类这两轴的夹角较大
,  <

“

一; 
“

5& )ϑ ΑΜΝ
, Δ ; , Ι

2

< < 6
。

现代人此夹角很小
,

意味着鼓轴和锥体轴约在一直线上
。

猿类

和现代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由于进化过程中锥体轴方向的改变所造成的
,

具体而言
,

锥体

轴由猿类的较前后向转变为现代人的较左右向
,

直立人的状况介于其间
。

丰述变化也可

从锥体轴和头骨正中矢面间夹角的大小的比较来说明
,

猿类该角为 8 。一< 8 “ ,

现代人 < ∀ “

一Δ < “ ,

北京猿人第 Β − 号头骨 ? 8 “ 5以上数据依 & ) ϑΑΜ Ν , Δ ; , Ι
2

< ? ,

表 ; 6
,

和县猿人约

石。
。 ,

接近现代人中夹角大者
。

无茎突和鞘突
。

右侧棘孔尚保存完好
,

位于下领关节窝内壁前方的蝶鳞缝附近
。

左

侧的棘孔破去
。

枕乳脊似不如北京猿人发达
。

左侧乳突孔位于乳突切迹上端枕乳缝附

近
。

茎乳孔和茎突孔
、

乳突切迹居于同一直线上
,

同现代人的情形
。

北京猿人的茎突孔和

乳突切迹在一直线上
,

但茎乳孔位于该线之外
。

枕骨大孔宽至少达 <! 毫米
,

大孔边缘明显隆起
,

向后并人枕外脊
。

?
2

颅内构造

额骨脑面有低而宽的额脊
,

其下端上行 毫米后分为两又
,

两叉之间成矢状沟
,

矢状

沟行至额鳞上三分之一处消失
。

无盲孔
。

有明显的大脑压迹
。

顶骨大脑面靠近矢状缘部位有一些颗粒小凹可辨
。

指压迹和大脑扼远不如额骨上的

明显
。

两侧顶骨的矢状缘各有一低脊与之并行
,

两脊之间所夹的浅沟即矢状沟
。

左侧顶

骨的蝶角保存得较完整些
,

其内面明显发育了雪氏脊 5ΝΟ−1Α ΜΒ “∃Ν :6
,

它始于蝶角边缘
,

斜

向后上
,

行至顶骨前后径约二分之一处消失
。

脑膜中动脉的始发段穿过雪氏脊的前段
。

北京猿人也有发达的雪氏脊
。

上
、

下枕窝为发达的十字隆起所间隔
,

十字隆起中央即诊内隆凸
。

刁脑窝明显小于大

脑窝
,

小脑窝面积与大脑窝面积之比约为 < > ? ,

北京猿人约为
> ! ,

和县猿人小脑窝的相对

面积显然比北京猿人有所增加
。

现代人相反
,

小脑窝明显大于大脑窝
,

前者与后者面积之

比约为 ? , < 5Η
∃ Α山Β 0件Α9Γ

, ? < , Ι
·

? 8 6
。



Δ 人 类 学 学 报 − 卷

枕内
、

外隆凸间距 !! 毫米
,

明显大于大荔人5 毫米 6和现代人5内
、

外隆凸约在同一

水平位置6
,

但小于北京猿人5!;
2

 一 <∀
2

8 毫米
,

平均 <!
2

∀ 毫米6
。

枕内
、

外隆凸间距的减小

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进步趋势
,

和县猿人在这一性状上具有进步性质
。

枕骨内面的矢状沟较窄和浅
,

它与同样窄
、

浅的右横沟相通
。

左横沟较宽较深
,

其水

平位置比右横沟略高
,

不与中矢沟相连
。

横沟未达及顶骨乳突角
,

表现出似猿的性质
,

因

为猿类的横沟只局限于枕骨和颗骨乳突部
,

而现代人的横沟向上延伸
,

多多少少占及顶骨

乳突角
。

此外
,

和县猿人的大
、

小脑窝的脑压迹不发达
。

颖骨锥体较粗壮
,

但锥体后表面的高度5在基部由乙状沟上缘量至岩上窦沟 6为 !! 毫

米
,

大于北京猿人的相应高度 5北京猿人最高不超过 ∀ 毫米
—

Η ∃Α Φ亡Β 0∃Α 9Γ
, ? < , Ι

2

Δ ; 6
。

内耳道开 口和前庭管 口 尚保存
。

乙状沟宽而深
。

脑膜中动脉沟的形式如下
>
左侧脑膜中动脉人棘孔后

,

主千行约 8 毫米即分为额顶

支和颗上支两支
。

颗上支后行至颗鳞后方转向上行
,

继而分前后两分支
,

分布于顶区后半

部 7额顶支由主干发出后
,

向前向上行
,

至顶骨蝶角处穿过 ∀ 毫米长的骨管后继而分出前

后两支
,

分布于额顶区
。

右侧脑膜中动脉人棘孔后在较高的位置分支
,

即主干行约 毫

米后才发出额顶支和颗上支
。

颖上支上行 !! 毫米后先发出颗下支
,

颖上支本身继续上

行
,

并分前后两支
,

主要分布于顶区后半部
,

颗下支向后行至顶骨乳突角一带 7额顶支分出

后的行踪因标本破损而不详
,

只是在顶骨冠状缝附近可见一段间断后的额顶支
。

总之
,

无

论左侧和右侧
,

颖支都较额顶支粗壮一些
,

各支的分支比较贫乏
,

类似于直立人的普遍情

形而不同于现代人
。

现代人的脑膜中动脉以额顶支较为发达
,

各支的分支丰富
。

 
2

脑颅的测 :

脑颅的部分测量与比较数值见表 −。 测量比较表明
>

5−6 和县猿人脑颅有一部分测

量特征同北京猿人和爪哇直立猿人都相近
,

诸如颅长
,

颅高 5=) ∃∃ ϑ 距所示 6
,

额鳞倾角
,

颅

横曲度
,

额顶宽指数5反映脑颅由后向前变窄程度 6
,

顶骨和枕骨的曲度等
。

5! 6 和县猿人

头骨有一部分测量特征和北京猿人较为相似
,

但和爪哇直立猿人区别较大 7 如耳点间宽
,

颅周长
,

颅横弧
,

颅矢状弧
,

额下部倾角
,

枕曲角和脑量5依颅内模用排水法求得 6等
。

和县

猿人的上述各项测值 5除枕曲角一项外 6 明显大于爪哇直立猿人
,

说明和县猿人的脑颅在

大小上已达到北京猿人的水平而明显超过了爪哇直立猿人
。

5< 6 和县猿人头骨的顶枕宽

指数与爪哇直立猿人较相似而不同于北京猿人
,

这一区别反映了和县猿人的枕骨如同爪

哇直立猿人那样较圆较宽
,

而不似北京猿人的较为窄长
,

因而顶面观脑颅轮廓的形状近似

于爪哇直立猿人的球形 5只有第 / 号头骨一例例外 6
,

而不同于北京猿人的椭圆形
。

5? 6

同北京猿人和爪哇直立猿人相比
,

和县猿人头骨的最小额宽
、

颅矢曲度和额骨曲度均较

大
。

顶枕弧指数则较小5指数 8。,

示顶
、

枕弧同长
,

北京猿人和爪哇直立猿人的枕骨比顶

骨长
,

故指数大于 8 8 ,

现代人顶骨长度 占优势
,

指数小于 8 86
。

和县猿人的这些性状显

示出比上述其他两类猿人较为进步的性质
。

此外
,

和县猿人的颅最大宽比北京猿人和爪

哇直立猿人宽得多
,

颅长宽指数属圆颅型
,

北京猿人是长颅型
,

爪哇直立猿人大多数为中

颅型
。

不过颅长宽指数变异很大
,

在演化上没有多大意义
。

颅弯窿诸骨 5额骨
、

顶骨
、

枕骨和颗骨6的厚度如下
>
额鳞中央 ;

2

8 毫米 7顶结节部位 <
2

,

毫米5左侧6
,

顶骨乳突角 ∀
2

8 毫米5左侧6 7枕脊中央 ∀
2

8 毫米
,

枕骨小脑窝 Δ
2

8 毫米 7颗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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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脑烦的测: 与比较
, ’

5单位 > 毫米 6

马马丁号号号 和县猿人人 北京猿人 5“
) ΒΠ ))) 爪哇直立猿人人 昂栋人人

555Θ
Μ 0 :ΑΒΒΒΒΒ

5∋
∃ Λ ΑΜ >

主主 。
·

=。左, , 。。  

666 5月
。二 8 8

2
) 0 ) 9 : 3 ,

666 5% 4 Μ Β Φ ) Β 4 Θ Μ Β

666

%%% )
·

66666 Θ Μ Β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ΒΒΒΒΒΒΒΒΒΒΒ ΡΡΡ . ΣΣΣ

】】
,

ΤΤΤ
. Σ

ΤΤΤ
ΒΒΒ ,

ΤΤΤ
. ΣΣΣ

5!666 颅长 > 4一 ) Ι 5Α666 888 ΔΔΔ Δ
。

∀
。

Δ ??? ∀ <
。

∀∀∀ Δ
。

! ;;; ΔΔΔ , Β , ,

ΤΤΤ
。

<    

   5 666 颅矢状弦 > Β 一。。 < ΥΥΥ <<< ?  
2

<<<
。

 <<< <<< < ∀
2

    
2

8 ∀∀∀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
。

<∀∀∀ 999

颜鳞上缘间最大宽宽 ?    ??? < Δ
。

<<< !
2

;    !!! ! ∀
。

   <
。

 ??? ???  ?
2

!!! <
2

 ΔΔΔ

∀∀∀∀∀ 颅宽宽 Δ 888 ??? ?
。

<
2

! 888 ??? < ;
2

∀∀∀ ;
2

∀∀∀ ΔΔΔ ?    ;
。

8斗斗

最小额宽> ς:一 ς::: <<< ΔΔΔ ∀ Δ
2

∀∀∀ ?
2

888 <<< ∀ !!! <
2

8 888    ? ΔΔΔ <
。

; ∀∀∀

耳点间宽 > 禅一Μ333 ? ???    ? Δ
。

−−− ?
2

8 ;;; <<< ! Δ
。

<<< 8
。

! ΔΔΔ    8 <
。

??? ?
。

;;;

!!! 枕宽 > Μ Ν:
一

Μ Ν ::: ?
2

∀∀∀ ΔΔΔ <
。

∀∀∀ Δ
。

??? ???
2

∀∀∀ , , − ΩΩΩ ΔΔΔ 斗;
。

∀∀∀ −
。

斗;;;

!!! 888 耳门上缘点至前因点高> =) 一ϑϑϑ    斗斗
2

    
。

< ??? ??? ?
2

<<<<<<<<<<<<< ΔΔΔ !  
2

∀∀∀  
。

???

!!! <<<
口尸 2 、、

 ; ???  Δ <
2

∀∀∀ !
Ξ

Π ((( !!!  !  
2

车车  
。

 <<< ΔΔΔ 8
2

 弓弓

!!! ??? 颅周长 > 4
’

4 5
) Ι 666 ! ??? ! ∀ Δ

2

∀∀∀∀∀∀∀∀∀∀∀∀∀∀∀ ??? Υ ‘气 只只 8
2

; ΔΔΔ < 8夕
2

∀∀∀∀∀

!!!    
产气 、、

< ? 8 ΥΥΥ <<< <了888  
2

 ΔΔΔ !!!!!!!!!!!!! Δ
2

   ΔΔΔ <   
2

             
!!! ΔΔΔ 颅横弧 > Ι ) Ι )

5ϑ 666 ! 8 ΥΥΥ    ! !
。

ΔΔΔ ∀
。

!!! < 8 <<<
。

? ΔΔΔ !
2

;;; 了孑 刁,,

!!! ;;;
月

产、、 888    8 !
2

斗斗  
。

8 <<< <<< 8 <
。

   ?
2

   ΔΔΔ 8 ;
2

;;;;;;;;;;;;;
!!! ∀∀∀ 颅矢状弧

Β 。。 888 <<< ???
2

Δ ΔΔΔ ??? <
。

<<< !
。

8 ∀∀∀ ΔΔΔ ∀
2

!!! Δ
2

8 ΔΔΔ

!!!
尹民 、、 ,,    8

2
∀∀∀ Δ

。

<<< <<< 8     ‘?!!! ΔΔΔ ;;;  
。

<<< +++ 额矢状弧
Β ϑϑϑ 8 <<<    Δ

。

!!!  
2

 ??? <<< <<< Δ
2

8 ∀∀∀ ΔΔΔ 8 !
。

!!! Δ
2

Δ ∀∀∀

<<<
尹Ψ 、、 ∀ <<< ??? ∀ <

。

   ∀
。

 ΔΔΔ ??? 8
。

!!! !
。

< ΔΔΔ ΔΔΔ ∀  
2

<
。

   
<<< ! ΜΜΜ

顶矢状弧 ϑ 丈丈  ∀∀∀     <
2

8 888 !!! ;
2

<<< <
。

 ??? ΔΔΔ Δ !!!  
2

8 ???

<<< ! 5! 666
子产、、

?    ?!
。

   ?
。

< 888 !!!  
。

<<<  
。

< 888 ΔΔΔ ?  
。

?
。

; ΔΔΔ
<<< <5?666 枕矢状弧 −−− 8    8!

。

∀∀∀ !
。

∀ ;;; <<< ? 8
2

<<< <
。

∀∀∀ ΔΔΔ
。

<<< ?
。

? <<<

∀∀∀ Ζ 5! 666 额矢状弦
Β
一ϑϑϑ ∀斗

2

!!! ??? ; !
2

;;; <
2

! ;;; 任任 8 ∀
。

;;; Δ
2

8 <<< ΔΔΔ ; 8
。 2

! ∀∀∀

!!! 8 Ζ 5!666 顶矢状弦 ϑ一 −−−  888 ???  
2

??? 8
2

∀ !!! ??? ;斗
。

!
2

Δ    ΔΔΔ  ??? ?
。

< <<<

!!! 8 Ζ ∀∀∀ 枕矢状弦 −一
。。  

2

??? ??? ; 8
2

   
2

; ???  
。

<<< <
。

8    ΔΔΔ ; <
2

;;; !
。

888

   5−6 Ζ !    额下部倾角 > Κ 一4 一 Α5度666 < ∀
2

 ΥΥΥ <<< ? ?
2

!
。

∀ !!! !!! Δ ∀
2

ΔΔΔ  
。

<<< ΔΔΔ ?<
。

??? !
。

???

Ζ ! ??? 额鳞倾角 > ϑ一4 一 Α 5度 666 ?
2

   斗斗  8
。

∀∀∀ 8
。

; !!! <<< ? 
2

!
。

!!! ΔΔΔ  
2

   <
。

咚???

Ζ ∀∀∀ 枕曲角 > 一Α一。
5度666  ∀

2

斗斗 Δ
2

ΔΔΔ !
。

Δ ΔΔΔ <<< ? ∀∀∀ ?
。

   ΔΔΔ ∀<<< −
。

夕;;;

!了∀∀∀ 颅长宽指数数 ∀ ∀
。

ΔΔΔ ??? ∀
。

<<< !
2

< 888 斗斗 Δ −−− <
。

∀    ΔΔΔ 8
。

∀∀∀ <
2

?

!!! ; Ζ ! ΔΔΔ 颅长高指数数
2

; ΥΥΥ ,, ∀<
2

   <
。

ΔΔΔ !!! ∀ Δ
。

ΔΔΔ
2

∀    ΔΔΔ 8
2

<<< !
2

; <<<

!!! ∀ Ζ ! ;;; 颅宽高指数数 8 888 <<<
2

   ;
2

8夕夕 <<< ∀
。

   !
2

ΔΔΔ 弓
。

∀
。

∀

!!! Ζ !‘‘ 颅矢曲度度 ∀ !
2

 ΥΥΥ    ∀
。

   
。

∀ ;;; !!! 8
2

;;; <
。

888 ΔΔΔ ; !
2

∀∀∀
。

Δ ;;;

<<< 8 Ζ ! ;;; 颅横曲度度 <
。

ΔΔΔ    ??? −
。

<<< !
2 2

! ????? 8 ΔΔΔ
。

< !!!

<<< Ζ ! ∀∀∀ 额顶宽指数数 ;  
2

   <<< ; <
2

∀∀∀ −
。

8    斗斗 Δ
。

ΔΔΔ +
。

<        −
。

∀!!!

顶顶顶枕宽指数数 约 8 !    ΔΔΔ 8  
2

 888 ??? ;  
。

   !
。

! ??????? ∀ ΔΔΔ

额额额顶弧指数数数数数 8 ∀∀∀∀∀ ∀ ; ∀
2

∀∀∀ ∀ 
2

ΔΔΔΔΔΔΔΔΔ

顶顶顶枕弧指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额额额骨曲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顶顶顶骨曲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枕枕枕骨曲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脑脑脑量> 5毫升66666666666666666666666

−6 数据来源 > 和县猿人
—

本文作者侧量
,
带 Υ 的数字为近似值

。

北京猿人
—

依 Ε
∃ΑΦ ∃ Β 0 ) Α∃ Γ

,
? < 7 邱中郎等

, ; < 综合
。

爪哇直立猿人
—

依 Ε
∃ ΑΦ ∃ Β 0 ∃ Α∃ Γ

,

? < 7

[Μ ∃ ) ϑ
, ‘

Δ Δ
,

; < 7 ΝΜ 0 :) Β ) ,
Δ ∀ 综合

。

昂栋人
—

依 Ν Μ Β :Μ ∗ 3 ∃ Μ ,

∀ 8 7 Ε
) ΑΦ ∃ Β 0 ∃Α∃Γ

,

?<
。

爪哇

直立猿人的脑量
一

依 & ) ϑ ΑΜ Ν ,

;
。

中央 8
2

8 毫米
。

总的说来
,

和县猿人颅骨的厚度略厚于北京猿天
,

但明显不如蓝田猿人
。

5三 6 下领骨和牙齿的一般形态

下领骨保存的部分是一块左侧下领体碎片
,

第二 臼齿和第三臼齿仍在原位
,

但峡 的

齿冠近中缘破损
。

臼齿齿冠已有相当程度的磨耗
,

估计为壮年个体
。

下领体非常粗壮
,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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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很厚
,

表明可能是男性个体的
。

下领体高 5Θ−
、

峡 之间或最后方的一个颊孔处 6咒
2

8

毫米
,

下领体厚5测量位置同下领体高6 !8
2

; 毫米
,

下领体粗壮度指数 Δ?
2

; 。 这个指数明显

大于北京猿人 5包括男
、

女性6和爪哇猿人
,

也大于蓝田猿人5女性6 5比较数值见表 ! 6
。

颇

孔有三个
,

位于 =2 一Θ
−

之间
。

牙世除下领骨上的 Θ ,
不大外

,

其余牙齿无论齿冠和齿根都很大而粗壮
。

齿冠的咬合

面有丰富的附脊
,

但扣带不很发达
,

仅 树 和 Θ
>

的扣带较为明显
。

牙齿中编号为 =# ∀ <?

5 一! 6的 Θ
,

和 眺 的齿冠磨耗严重
,

明显属另一个体
,

可能是个中年人的
。

齿冠的测量与比

较见表 < ,

从表中可以看到
,

和县猿人的齿冠在大小上除了 甜 较浙川猿人的 Θ‘
或 砰 5近

似较早的直立人类型

—
参见吴汝康等

, ∀ ! , Ι
2

? 6 为小和同爪哇猿人的树 相近外
,

其

余的 =‘
、

Θ
>

和 岭 均较其他猿人为大
。

至于 Θ , ,

则同北京猿人一样是三个下臼齿中最小

者
,

但不同于爪哇猿人
。

爪哇猿人的 Θ
。

的长度是三个下 臼齿中最大者
,

关于这一点
,

过去

表 ! 下领体测且的比较
∴

5单位 > 毫米 6

和和和县猿人人 北京猿人人 爪哇猿人人 蓝田猿人人
55555∋

∃ Λ 三Μ Β Θ 二
Β666 5=

∃ ] ΑΒ 4 Θ Μ Β
666 5[

“, Μ Θ Μ Β
6

、、

5∗
Μ Β :ΑΜ Β Θ Μ Β

666

本本本文作者者 Ε
∃ΑΦ ∃ Β 0 ∃ Α∃Γ

,
?  777 Η

∃ ΑΦ ∃ Β 0 ∃ Α∃ Γ
,

?    吴汝康
, Δ ???

吴吴吴吴汝康
, Δ ???????

又又又又 5
Β ⊥ Δ666 又 5

Β 二 ! 66666

下下领体厚厚 ! 8
。

;;; 、、 Δ
2

???  
。

???
555
: ΓΑ∃ ] Β ∃ Ν Ν

66666 ,
。

ΔΔΔΔΔΔΔ

下下领体高高 < !
2

888 ! ;
2

ΔΔΔ < 8
2

<<< ! Δ
2

   

555Γ
∃ Α4 Γ :

66666666666

下下领体粗壮度指数数 Δ ?
。

;;;  Δ
。

多 
2

???  ∀
。

−−−

555
0 ) ϑ 3 Ν :) ∃ Ν Ν

66666666666

∴
表中用以 比较的数据均系测自颊孔位置的数据

。

表 < 齿冠的测盆与比较
∴

5单位 > 毫米 6

=======
???

Θ
!!!

Θ
−−−

Θ
>>>

Θ
,,

长长长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5555555Θ功功 5_ ∗ 666 5Θ Σ 666 5_ ∗ 666 5Θ Σ 666 5_ ∗666 5Θ功功 5_ ∗666 5Θ Σ 666 5_∗ 666

和和县猿人
−−− 本文作者者 = # ∀ < !!! =# ∀ < <<< Ι # ∀ < ?5 666 Ι # ∀ < ? 5! 666 =# ∀ <

555∋ ∃ Λ ΑΜ Β Θ Μ Β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888 <
。

斗斗 !
2

888 ?
。

888 !
2

   <
。

<
。

<<< <
2

ΔΔΔ
。

<<< 8
。

;;;

北北京猿人人 转引自自 ∀
。 。

8
。

!
2

   !
、
ΔΔΔ 飞

。

∀∀∀ !
2

??? !
。

−−−
2

;;;
2

!!!

555Ι ∃ ] ΑΒ 4 Θ Μ Β
666 ( )ϑ ΑΒ Ν ) Β ,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爪爪哇猿人人 Ε
∃ ΑΦ ∃ Β 0 ∃ Α∃ Γ

,

?  777 ;
。

;;;
。

888 !
2

!!! <
。

!
2

!!! !
。

!!! <
2

玉玉
!

2

∀∀∀ <
2

夕夕 !
。

ΔΔΔ

555[
Μ 1 ) Θ Μ Β

666 ( ) ϑ ΑΒ Ν ) Β ,

 Δ 77777777777777777777777

[[[[[Μ ∃ ) ϑ
,

;<<<<<<<<<<<<<<<<<<<<<<<

蓝蓝田猿人人 吴汝康
, ‘???????

。

888 <
。

−−− !
2

ΔΔΔ
2

   !
2

ΔΔΔ <
。

8888888

555∗
Μ Β :ΑΜ Β Θ Μ Β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浙浙川猿人
∴ ∴∴∴ 吴汝康等

, ∀ !!! ∀
2 2

!!! !
。

;;; −斗
2

ΔΔΔ !
。

!!! !
。

!!! !
2

!!! !
2

!!! 8
。 。

888

555Ρ Α∃Γ 3 Μ Β Θ Μ Β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表中数据除和县猿人外
,
其余均为平均数

。

浙川猿人的 Θ
,

和 Θ
Π ,

Θ
>

和 Θ
>

原文均未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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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尼华和魏敦瑞都曾把它作为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牙齿特征的 一个 区 别 5Η
∃−Φ∃ Β0 ∃Α9 Γ

,

? <
,

Ι Ι
2

! ! Δ 一! ! ;6
。

三
、

讨 论

比较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化石在亚洲和非洲5特别是在亚洲6已有较多的发现
。

在我

国境内
,

过去已发现了蓝田猿人的一个头盖骨和北京猿人的六个头盖骨
。

在印度尼西亚
,

迄今已发现八个爪哇猿人头骨化石
6 。

近些年来
,

一些学者根据形态学的证据
,

又把在爪哇

发现的昂栋人5共有六个较完整的头骨6也归人直立人的范畴5[Μ 9) ϑ , ; , , ∀ 7 ΝΜ 0: )Β 。 ,

;  7 ΝΜ Β:Μ ∗ 39Μ
, ∀ 8 6

。

和县猿人和上述几类猿人的亲缘关系怎样梦 本文主要依据头

骨的形态比较
,

对和县猿人的系统地位作初步的分析
。

关于蓝田猿人头骨的形态
,

吴汝康 5 Δ Δ 6 曾指出
,

它具有眉脊硕大粗壮
,

眉脊两侧

端明显向外方延展
,

头骨壁极厚
,

头骨高度很小
,

脑量很小 5约 ;∀ Σ 毫升6等一系列较北京

猿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为原始的特征
。

同蓝由猿人相比
,

和县猿人头骨的眉脊的粗大程度

较欠
,

眉脊两侧端似北京猿人那样略向后弯曲
,

眶后缩窄不明显得多
,

颅弯窿较高
,

骨壁厚

度不如蓝田猿人
,

脑量则大得多5约
, 8 !三毫升 6

。

以上性状的比较表明和县猿人头骨明显
⎯

地较蓝 田猿人玲骨进步
。

关于和北京猿人头骨的比较
,

本文在
“

形态
”
一节中已指出了和县猿人在许多特征方

面和北京猿人的相似
。

尤令人注 目的是和县猿人在脑颅较大 5相应地
,

脑子也较大 6这点

上更表现出它在形态上和北京猿人的接近超过了它和爪哇直立猿人的相似
。

值得注意的是
,

和县猿人头骨具有若干较北京猿人为进步的性状
,

包括
> 眶后缩窄较

不明显
,

颅矢曲度较大
,

顶骨与枕骨同长
,

颗鳞相对较高及其顶缘呈弧形上曲
,

小脑窝相对

面积有所增加
,

枕内
、

外隆凸间距有了减小等
。

上述性状的出现可能表示
,

和县猿人也许

比较早的北京猿人进步一些
。

但从居群的变异性方面来考虑
,

和县猿人头骨的上述较进

步的性状
,
再加之一些有区别的其它性状 5例如眉脊上沟和矢状脊不如北京猿人明显

,

缺

乏北京猿人那样的旁矢状凹
,

头骨较宽以及顶面观颅形的不同等 6可能只是地方性种群之

间的差异而已
,

而未必是亚种水平的差异
。

、

和县猿人确切的生活时代的断定尚待进一步工作
。

黄万波等5 ∀ 6的报告中指出和

县猿人遗址的时代属中更新世
,

这与北京猿人生活的地质时代是一致的
。

北京猿人遗址

年代测定的新成果表明北京猿人的生存时期在距今 !< 一?Δ 万年间5引自北京猿人遗址综

合研究的论文6
。

从形态上推侧
,

和县猿人的生活时期或许和较晚的北京猿人 5化石埋藏

在较高层位的北京猿人 6相当
,

但肯定的回答还有待于和县猿人遗址绝对年代的测定结果

及其它有关的证据
。

关于和爪哇猿人的比较
>
爪哇莫佐克托猿人头骨出自早更新世地层 5绝对年代距今

8 万年又 其中第 /1 号头骨 5曾称为粗健猿人6 具有许多原始特征
,

正如 Ε ∃Α Φ∃Β 0∃ Α9Γ
,

6 在较新近的文献中
,
印尼学者将爪哇猿人八个头骨中的第 /1

、
1 号头骨归为 月。, ) 己尸己 9 : :’了 。) 了 8 反亡尸:户。: , 了

5莫佐克托猿人6 >第 /
、 、 /00

、

1Α
、

1Α − 号头骨归为 ∋ ) 二8 ) 0 ∃ 9广“0

,
9 :) 0

5直立猿人6 7第 1− −− 号头骨归入

∋ ) 二 ) 。, 。9 :3 0 8 口 。Φ ) , 4 ) Β 0 Α了 5昂栋猿人6 5Ν
Μ 0 : ) Β ) ,

;  7 [Μ ∃
)ϑ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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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创抽, 目2 , 甲2 2 2 2 2 2 2

5 ? < , ?  6所指出的
>
头骨的附加结构如矢状脊

、

枕脊
、

枕外脊和项平面的其它肌脊等

都特别发达
,

乳突很大而且非常明显地弯向内侧
,

颅弯窿很矮
,

枕平面非常扁平
,

枕曲角小

5
“

6
,

颅最大宽比颧鳞上缘间最大宽明显大得多以及脑量 小 5; 8 毫升

—
引自 & )ϑ ΑΜ Ν ,

; 的数据 6等
。

这些特征无疑表明莫佐克托猿人头骨的形态比和县猿人原始
。

爪哇的直立猿人头骨化石皆来自中更新世地层 5绝对年代距今 8 万年至大约 Δ8 万

年间
—

[Μ 9 )ϑ
, ∀ 6

。
、

如本文
“

形态
”
一节中所述

,

它同和县猿人头骨在形态上既有相似

又有区别
,

但总的看来
,

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较远
。

至于爪哇的昂栋人
,

虽然 目前有一些学者主张它应归于直立人5传统的观点是归在早

期智人范畴 6
,

但它的生存时代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今还存疑
。

[Μ9 )ϑ 5 ∀ 6认为它与直

立猿人同时期
,

但一直生存到 !8 万年前
, .ΜΒ :Μ ∗ 3 9Μ 5 ∀ 8 6的报告中

,

建议昂栋人是直立

人在晚 Ω Ζ早 Χ
,

的一个代表者
。

值得提及的是
,

和县猿人头骨与昂栋人头骨相比 5参见

表 −6
,

前者确实有一定数量的测量性状趋于和后者近似5个别性状相同6的状态
,

这些性

状有颅长
,

颗鳞上缘间最大宽
,

耳点间宽
,

颅横弧
,

颅矢状弧
,

额骨的倾斜程度
,

枕曲角
,

颅

矢曲度与颅横曲度
,

顶骨与枕骨的 曲度
,

脑量等
。

和县猿人头骨和昂栋人头骨在形态上的

这样的关系加深了笔者以为和县猿人是晚期猿人中较进步的类型的认识
。

同时
,

我们又

看到昂栋人同和县猿人之间的一些明显的区别
,

例如昂栋人的最小额宽
、

颅弯窿高度以及

似乎还包括脑量等方面的明显增加
,

再加上眉脊
、

枕脊结构的趋于分解为智人般的形态

等
,

则又给予昂栋人比和县猿人较为进步的印象
。

和县猿人头骨跟比之进步的昂栋人在

一部分形态上的相互关系或许暗示彼此在系统发育上可能有着某种联系
。

综上所述
,

鉴于和县猿人头骨和北京猿人头骨的形态较为类同
,

又具有若干较北京猿

人为进步的性状
,

根据目前的认识
,

建议它的系统地位似应和较晚的北京猿人相当
。

本文

虽以
“

和县猿人
” 称谓和县龙潭洞发现的猿人化石

,

但并不赋予它亚种含义
。

按照分类学

家的意见
,

作为一个亚种
,

它和其它亚种彼此间在特征上的区别必须十分明显
。

随着直立

人化石材料的新发现
,

由化石上反映出来的直立人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形态变异比以

往设想的要广泛得多
,

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
> 以往借以确立直立人那么多亚种 5从文

献上已见到至少有 ! 个亚种6 的变异是否真正够得上亚种水平的区别Υ 从事直立人研

究多年的 ∋) Ε∃ −−Ν 5 ∀ 8 , Ι
2

!8 6 指出
>
直立人 当然有它合法的亚种

,

我们务必去寻找
,

但过于慷慨地使用亚种名称
,

甚至授给单个的标本
,

反而会给寻找真正的谱系造成混乱
。

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

四
、

结 论

2

∀ 8 年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包括一个近乎完整的男性青年的脑颅
,

一块男性壮年的左侧下领体碎片5附连 Θ > 和 Θ
<

6和四枚零星的牙齿 5右 =?
、

左 Θ
Π 、

左从 和

Θ
Π

6
,

它们代表了至少三个以上的个体
。

!
2

和县人类头骨
、

下领骨和牙齿化石的形态具有直立人的许多典型特征
,
这些材料所

代表的人类在分类上可归属于直立人 5∋) Κ 。 。

0∃9/
“ 7
6)

<
2

和县猿人头骨和亚洲地区其他直立人的比较
,

表明它在形态上和北京猿人较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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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

它的系统地位似应与较晚的北京猿人相当
。

?
2

和县猿人头骨具有若干较北京猿人为进步的特征
,

意味着和县猿人是一种进步类

型的直立人
,

但它和北京猿人之间在形态上的某些区别并不表明是亚种水平的差异
,

、

因

此
,

目前不需为和县猿人另立一新的亚种
。

说明 > 和县猿人头骨的颅内模系张宏同志制作 7和县猿人脑颅的一部分测量是连头骨正中矢面轮廓图上测得的
,

该图由沈文龙同志协助绘制 5未刊文内6 7王哲夫同志为标本照相 >昊新智同志为本文提供宝贵意见
。

作者对以上同志

的工作和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

5 ∀ ! 年 ? 月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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