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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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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的人类化石是一枚右下第二前臼齿
,

发现于河南省南召县鸡河右岸第二级阶地

的堆积中
。

一起发现的哺乳类化石有剑齿虎
、

中国鼠狗
、

肿骨鹿
、

剑齿象
、

三门马和巨摸等二十

一种
。

时代为中更新世
。

 9 5 年  月
,

河南省南阳地区文化局刘萦等同志
,

根据南召县云阳镇文化站郑雪华

同志提供的线索
,

在云阳公社杏花山采集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

其中一枚牙齿经吴汝康教

授鉴定为早期人类的右下第二前臼齿
。

同年十月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和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联合组队
,

在南召县文化局
、

向东机械厂和云阳公社的协助 下
,

对这个化石地点进行发掘
,

又发现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
。

本文是这次发掘的研究报告
,

曾

在  夕 年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宣读过
。

笔者对上述诸部门
,

在我们野外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
,

深表感谢
。

文中照相图

版和插图是杜冶
、

张杰和戴嘉生同志分别摄制和绘制的
。

一
、

化石地点概况

化石地点 6: 22 “

;
‘ ,

% < <
“

5
’ ,

古脊椎所地点编号 9 5 ∗ < 5 7 隶属于南召县云阳公社李

楼大队阮庄生产队
,

距云阳镇西北约 <
3

! 公里的杏花山脚下
,

海拔约 ∗ 米
。

6图 7
。

杏花山是秦岭东段和伏牛 山之间的一座低山
,

由震旦纪灰岩组成
。

在杏花山之东
,

有

一条鸡河
,

由北向东南流至云阳镇
,

注人白河的支流鸭河
。

鸡河河床宽阔
,

河谷切割不深
。

化石地点附近有三级阶地
,

第一级阶地比鸡河枯水季节水面约高 < 米
,

第二级阶地比第一

级阶地约高 ; 米
,

第三级阶地比第二级阶地约高 ∗ 米
。

化石分布于鸡河右岸二级阶地的

沉积物中6图 7
。

人化石地点的地层剖面由上而下为 6图 < 7
=

3

人工扰乱过的堆积层
,

厚 。一 米
。

3

褐黑色砂质粘土
,

含灰岩角砾
,

厚 ∗一 ∗
3

5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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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河南南召云阳人化石地点交通位置图

≅ +Α
·

Β Χ Δ ΕΦ # Γ +Η Α Ι五, Δ # Ε+Ι +# Η # ? Ι五, ?# Ε Ε+2 ϑ Χ Η .# , Χ2+ΙΚ Η , Χ Λ

Μ Ν Η Α Κ Χ Η Α
,

% Χ Η Ο Φ Χ # ,

Π , Η Χ Η

而板一 勃口 ” Θ’∗ #求

巨泪石灰岩 区口抓箱土 区三国砖石和砂

图 河南南召云
≅+Α

·

∃ Φ , Α # # ϑ # Λ Δ 五∗

阳人化石地点地貌剖面图
# Α +,Χ 2 Ε , Ρ Ι+# Η # ? ΙΦ 3 ?# Ε Ε+2 ϑ Χ 。

.# Ρ Χ 2+ΙΚ Η , Χ Λ Μ Ν Η Α Κ Χ

ΗΑ
,

% Χ Η Ο Φ Χ # ,

Π , Η Χ Η

<
3

褐色砂质粘土层
,

厚 ∗
3

! 米
。

斗
3

黄色砂砾层
。

此层上部为细砂质土
,

中部为粗砂质土
,

下部为砾石和粗砂
。

砾石尺

寸在 <∗ / ∗ / Ε一 ∗
3

, / ∗
3

; / ∗
3

, 公分之间
,

成分为片岩
、

石英岩
、

白云质灰岩
、

黑色炭

质页岩和花岗岩
。

厚 。
3

一 米
。

,
3

褐黄色砂质粘土层
,

含灰岩角砾和砾石
。

砾石尺寸在  ∗ Σ ;! / !∗ 一 / / 2

公分之间
。

有的砾石的长轴垂直于砂质粘土层
。

此层有相变
。

在图 < 6一7 的上部
,

可以

见到薄层灰绿色砂质土和黄色砂质土的夹层
,

但在图 < 6二7 中
,

此两夹层则明显地尖灭
。

在图 < 6一7中还可看到此层顶部透镜体状的黄色细砂层和黑色条带
。

此层富含化石
。

已

发掘的厚度为
3

5∗ 米
,

但未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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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河南南召云阳人化石地点地层剖面图
≅ +Α

·

< ∃ Φ , Ε Ι Λ Χ Ι+Α Λ Χ Δ Φ+,Χ 2 Ε , Ρ Ι+# Η # ? ΙΦ , ?# Ε Ε+2 ϑ Χ Η 2# , Χ2+ΙΚ Η , Χ Λ

Μ Ν Η Α Κ Χ Η Α
,

% Χ Η Ο Φ Χ # ,

Π , Η Χ Η
·

表 南召云阳人化石地点哺乳类化石种类和分布

哺 乳 类 化 石 南召云阳 2周 口店第一地点 蓝田公王岭

直立人 6Π
# 二∗ # Λ # Ρ Ι Ν = Β Χ ΚΛ

7

中国徽狗 6Π 夕
Χ , , Χ “。 。。 = += # Γ , Η

7

虎 6≅
# 2+, Ι+梦若= )

3

7

猫属 6≅
# 2+Ε ΕΔ

3

7

剑齿虎 6Β
Χ , Φ Χ +Λ # ς # Η Ι+Η Χ ,

7

猫属 6∀ ΛΡ Ι # # Κ / ΕΔ
3

7

变种狼 6Ρ Χ耐= 2Ν 户Ν , , Χ Λ +Χ Ω +2+ = ( ,+7

北豺 6Ρ
∗ ∗ ∗ Χ 2户+# Ν 了

(Χ 2Φ Ε
7

棕熊 6ΞΛ
, Ν , 。Λ Ρ 一。 = )

3

7

剑齿象 6− Ι # Α # ς # # ΕΔ
3

7

三门马 6: 叮
Ν Ν = , Χ 。 , , # +。 , 厅/ ∃ ς 2Φ Χ Λ ς ‘ Δ +4 , Ι , Χ Ν

7

巨摸 6∃
Χ 户+, “了 Χ “

胖
‘ΙΝ , Β Χ ΙΙΦ , Γ ‘ Ψ Λ Χ Η Α , Λ

7

中国犀 6& 方?
Η # = 。 Λ # , Ε萝。。 , = +, # Γ , Η

7

猪属 6Ε
Ν = ΕΔ

3

7

肿骨鹿 6Β
亡Α Χ 2# , 亡Λ # Ε 户Χ Ρ 几夕。 = Ι , Ν ‘ Μ # Ν Η Α 7

鹿一 60
。 , , Ν , ∀ 7 大型

鹿二 60
# Λ , 。 , Ζ 7 小型

羊 60
Χ Δ Λ +Η Χ ,

7

揭牛 6刀幼
口了 导Δ

·

7

河狸 6Ρ
Χ ΕΙ# Λ记Χ ,

7

松鼠 6Ε
Ρ +# +ς Χ ,

7

箭猪 6Π夕
了8 Λ 矛/ ‘Ν Ω Ρ Λ 矛“ ΧΙ Χ ΕΓ +Η Φ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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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哺乳动物化石

哺乳动物化石二十二种
,

包括灵长类一种
,

肉食类八种
、

长鼻类一种
、

奇蹄类三种
、

偶

蹄类六种
、

啮齿类三种
。

这些种类6见表 27 的化石大多呈水平状
、

也有少量以较大的倾角

分布于揭黄色砂质粘土层中
。

下边是一些主要种类的描述和比较
。

直立人 6石阮ϑ#
6图版

,2 ,,Ι 3 ΒΧΚ Λ7

.
,

图 7

右下第二前臼齿一枚 6(∀ [ 5 ; 7
,

保存较完好
,

由其齿尖稍有磨损的情况判断
,

是属

于青年个体的
。

这枚牙齿的咬合面有两个齿尖
,

唇侧的一个大于舌侧
,

它们被一条顺着近

中远中方向的纵沟分隔
。

齿冠高 5 毫米
,

宽 6 
3

9 毫米7 长 693 5 毫米7 指数为 ;
3

; ,

齿根

6尖端稍断失7长 [3 毫米
,

宽 53 < 毫米
,

高 ;
3

[ 毫米都和北京猿人的同类牙齿接近
,

因而

可能属于直立人类型
。

中国俄狗 6月恤口
, Η Χ Χ +Η ,

ΗΖ 介 ∋ Γ ,Η 7

6图版 .
,

图 < 7

左下 Β
=

一枚 64 [ 9 < 57
,

残右下领骨一个
,

连 ( < 、

巧
。

这枚臼齿的前叶大
,

后叶小
,

下

后尖留有残迹
,

后跟上有明显的下次尖和分布于唇舌两侧的脊状齿带
。

由其短而宽的咬

合面的轮廓和较大的后跟
,

很容易和最后银狗的同类臼齿区别开来
。

测Ι 和比较6单位 = 毫米7

((( =

长长 ;
。

555 !
3

∗6 [
3

∗ , ;
3

∗ 777

宽宽宽 5
。

!!! 9
3

!6 5
3

∗ , 9
3

∗ 777

几几

霎霎
[

3

!!! 9
3

[ !6 5
3

∗ , 9
3

< 777
5

。

222 9
3

! !6 9
3

, 5
3

∗ 777

长长长 5
。

;;; 5
3

 !6 5
3

< ,  
3

[ 777
巧巧

。。

!
。

   !
3

∗6 !
3

, !
3

∗ 777
宽宽宽宽宽

27 周口店第一地点一栏中括号前的数字为括号内两个标本的平均数
。

剑齿虎 6Β Χ , ΦΧ+ Λ # ς # Η Ι+ ΗΧ
, Α , Η

3

,Ι Ε(
3

坛ς ,Ι 7

6图版
3

图 [ 7

残左上 ( 一个 64 [ 9<  7
。

这枚牙齿有三个齿尖
=
中间的主尖最大

,

但尖端断失
,

在主

尖基部前后缘上可见到锯齿 8近中舌侧的齿尖
,

尖端也断失 8远中舌侧的齿尖
,

留有附尖的

痕迹
。

这枚牙齿的齿冠长 <
3

5 毫米
,

宽 Η
3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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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豺 60恤。。 Χ如+# Ν’ (Χ 22Χ 。
7

6图版 . ,

图 !7

左下 Β
=

一枚 64 [ 9 ; ∗ 7
#

测2 和比较6单位 = 毫米7

南召云阳

<
。

<

 
。

!

陕西蓝田6周明镇
,  [;7 周 口店第一地点6裴文中

,  < ; 7

。

!一  
。

5
。

呼一
。

!

长宽Β

变种狼 60 ς 。肠 加Δ 。
。Χ对Χ从2+Χ (, +7

6图版 .
,

图 7

左上叨 二枚64 [ 9 ;
3

, 4 [ 9 ;
3

7
。

这二枚牙齿都有五个齿尖
=
前尖粗壮而高

,

后尖

次之
,

原尖小而低
,

后小尖明显
,

次尖发育成前后延伸的脊
。

齿冠的前
、

后缘和舌侧都有明

显的齿带
。

测量和比较6单位 = 毫米7

南 召 云 阳

1 [ 9 ;
。

2 1 [ 9;
3

周 口店第一地点

6裴文中
,  < 斗7

<
。

[

9
。

 

,
。

2

9
。

斗

;
。

!

5
。

∗

长宽
Β

棕熊 6ΞΛ
Ε # Ε Χ Λ , Ι# Ε

)+ ΗΗ Χ, Ν Ε
7

残左下颇骨一个 64 [ 9 ; 7
,

连破损的 Β
,

一 呱
。

这件下领骨除 Β2 一 Β
=

下部的下领

枝体未遭到破坏外
,

其余都断失
。

这件标本从保存的部分齿冠看
,

无疑是属于熊的
,

从粗壮的下颇骨
、

高的下领枝看
,

似

为洞熊的
,

但从牙齿尺寸较洞熊为小看
,

似乎更接近于棕熊
。

洞熊的上 (2
、

下 ( =

和 ( =

都

不存在
,

Β
<

具有外沟
。

由于南召未发现熊的上颇骨
,

已发现的下领骨因为较破碎
,

有无

(
=

和 ( <

也不知道
,

所以这里只好暂时把它归于棕熊
。

测Ι 和比较6单位 = 毫米 7

ΞΞΞΞΞ
3
俘Λ Ρ Ι # ‘‘ Ξ

。
口Λ Ρ Ι # 了了 Ξ

3
‘(亡2Χ 亡 Ν 了了 Ξ

3
了(己2Χ , “ 万万

南南南召云阳阳 周口店第一地点点 周 口店第一地点点 山顶洞洞
6666666裴文中

,  < ; 777 6裴文中
,  < ; 777 6裴文中

,  ; ∗ 777

ΒΒΒ
,

后部下领骨最大高度度 [  
。

555 ! 9
。

∗一! 9
3

!!!!! ! [
3

<一 [ ;
3

∗∗∗

ΒΒΒ
,

后部下领骨最大 厚度度 9
。

;;;;;;;;;

长长度度 [
3

555 9
。

2一<
。

;;;  
3

!!! 5
。

∗ 一< ∗
。

;;;
八八住333

!
。

<<< [
。

<一 ∗
。

!!!  
。

!!! 9
。

 一  
。

[[[
宽宽度度度度度度

ΒΒΒ
,

后部下领骨最大高度度 9 <
3

[ ;
。

∗一9
。

∗ 7777777

7 [ ;
3

∗ , 依周口店第一地点的肉食类图版 4+ ++
,

图 [ 测得的数据
,

9
3

∗ , 依周 口店第一地点的肉食类图版 +/
,

图 测得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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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马 6:∴ 二
,

ΕΧ Η

ϑ,Ν
+,Η

Ε+Ε ∃, +2ΦΧ
Λ ς 遥 (+, Ι, Χ Ν 7

左侧第三踱骨一根 64 [ 9 ; < 7
,

(‘

或 (‘

一枚
,

Β
土

或 砂 二枚
,

呱 一枚
。

南召三门马的踱骨全长介于周 口店第一地点和泥河湾地点的大小型变异范 围之 内
。

但跟骨中段和下端关节的宽稍大于后两者
,

相应的指数也大于后两者
。

上颊齿前
、

后窝周围的珐琅质褶皱简单
,

原尖长
、

扁平而有中凹
。

脸骨测Ι 和比较6单位 = 毫米 7

3 ]
3

:
3

, Χ 二二 。。8 。。 Ε, ,

⊥ :
3
了。, 。。。 Ε。, ! !

Θ口刀 , ” 亡月 口亡月 Ι渗了

南召云阳

:
]

周 口店第一地点
6刘后一

,  9 < 7
泥 河 湾

6∃
# +2五ΧΛ ς ‘ (+, 。才。ΧΝ ,

 < ∗ 7

全 长 9 一 59 9 一< ∗ <

上 端 宽

中 段 宽

! <
。

‘

< 5
。

; 5
。

!一! <
。

2 ! ∗一! 5

<
。

5一< 9
。

< ;一< 5

下端结节宽

下端关节宽

上端宽指数

中段宽指数

下端宽指数

! <
。

∗ ! ∗
。

;一!
3

!

! ;
。

9 ;  
3

!一! <
3

! ; !一! <

 
。

! [ 9
。

 一  
。

9 5
3

< 5一  
。

;

<
。

 斗
。

斗一 <
。

!
。

!一
。

! ;

 
。

 [ 9
。

一  
。

[
3

! ;一 9
。

;  

导星牙齿测Ι 6单位 = 毫米7

( ,

或 护 Β
2

或 Β
_

< ∗

< ∗

[
。

! 5
。

∗

5
。

 < ∗
3

Β
,

< !
。

[长宽

肿骨鹿 6几卜Α “肠Ρ ,
Λ#

Ε

6图版

Μ # Ν Η Α 7

.,

图 ; 7

较完好的右下领骨 64 [ 9 ; ! 7 一个
,

残破的下领骨数件
。

这件右下颇骨前端联合处断失
,

垂直枝保存不完整
,

嚎突及角突均断损
, ( =

缺失
。

下

领体保存完好
。

由巧 之下的水平枝开始
,

到 城 之后的下领体都相当肿厚
。

下领体在 城

中叶处的厚度和高度都在周口店第一地点肿骨鹿 6杨
,  < 7 的变异范围之内

,

其厚度指

数也在周 口店第一地点肿骨鹿的变异范围之内
。

周 口店第一地点肿骨鹿下领骨的厚度指

数
,

多数标本为
3

,

而南召的标本也非常接近于这个数字
。

揭牛 6Ζ+ 加
5

Ε(
3

7

右侧掌骨一件64 [ 9 ;; 7
,

颊齿若干
。

掌骨特别粗壮
,

近端比远端宽得多
。

牙齿大小不

一
,

有些牙齿表面的釉质粗糙
。

南召云阳的牛化石只有掌骨
,

而无头骨
,

无法与有关的牛化石进行全面的比较
。

云阳

标本的长度接近于德氏水牛
,

但它的上宽和下宽更接近于万县盐井沟的褐牛
。

看来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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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 和比较6单位 8 毫米 7

Β
3

(‘Ρ Φ 夕。‘Ι亡Ν ‘

南召云阳
Β

3

( Χ ,入夕。‘Ι亡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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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揭牛可能更为合适
。

测Ι 和比较6单位 = 毫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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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云阳

ΖΝ Ω‘坛了 多亡 五Χ
心

周 口 店第一地点6杨钟健  < 7

大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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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结

从以上哺乳动物化石的描述和对比
,

可以看到 ≅

4 Α= 南召人化石地点的动物化石中
,

剑齿虎
、

中国截狗和肿骨鹿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动

物
。

剑齿虎是第三纪的残余种类
,

它的化石曾发现于华南早更新世初期的元谋猿人地点

和早更新世晚期的湖北高坪巨猿地点
,

也曾发现于华北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中
、

中更新世

早期的蓝田猿人地点和中更新世中一晚期的北京猿人地点
,

从现有资料看
,

剑齿虎在中国

生存的最晚时代为中更新世
。

中国俄狗是中更新世的代表性种类
,

它的化石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曾发现过
。

肿骨鹿是华北 中更新世广泛分布的一种鹿类
。

近几年来
,

在华北晚更新世地层中也

发现下领骨肿厚的鹿类化石
,

它的肿厚程度与北京猿人地点的十分相近
,

它与北京猿人地

点的关系如何
,

是否同种
,

由于材料太少
,

尚难作进一步讨论
,

但是
,

在晚更新世地层中
,

迄

今未见肿骨鹿化石同剑齿虎或中国俄狗化石共生的现象
。

看来
,

南召人化石地点的时代应为中更新世
,

但从与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地点的动物

群的对比看4前者有 !! 种相同
,

占 ΒΧ
 

−多
,

后者有 !% 种相同
,

占 )?
 

) 外=
,

似乎更接近于北

京猿人地点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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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南召人化石地点的动物化石中
,

巨蟆
、

剑齿象是华南剑齿象一大熊猫动物群的主

要成员
,

三门马
、

肿骨鹿和河狸是华北北京猿人一肿骨鹿动物群的主要成员
。

两个动物群

的成 员在南召聚居
,

表明南召也象蓝田
、

新蔡是处于华南和华北的过渡地带
。

这个过渡

地带的动物群
,

裴文中早在  , [ 年研究河南新蔡动物群时就指出了
。

 [ ! 年周明镇在

研究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时也指出
,

蓝田公王岭动物群带有很浓的南方或东洋界的 色彩
,

 9  年他在 《中国的古脊椎动物研究》一文中指 出
, “
地处我国南北交界的秦岭一淮河一

线
,

其动物群组合理应兼有南方和北方的色彩
” 。

南召人化石地点动物化石的发现
,

丰富

了这个过渡地带动物群的认识
。

6< 7 南召人化石地点的动物化石中
,

有 = 适应于河湖地区生活的河狸
,

适应于草原地

带生活的马
、

肿骨鹿
,

适应于草原丘陵地带生活的俄狗和适应于森林地区生活的虎
、

熊
、

豺
、

剑齿象
、

巨摸和野猪
。

看来
,

当南召猿人生活之时
,

南召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是单一的
,

而是和现代的 自然景观相似
。

;
3

南召人化石地点的发现
,

为在中原地区进一步了解早期人类的分布提供了新材料
。

6  5 年 月  日收稿7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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