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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  5 年 9 月一 月在云南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发掘的地层情况以及古猿
、

其他灵长类化石的初步观察
。

此次发掘在第 : 层发现三个腊玛古猿头骨
,

其中两个为少年个

体
,

在第 ! 层发现具有较完整下领支的西瓦古猿下领骨
。

这些材料的发现有助于确定腊玛古

猿的系统地位和西瓦古猿头骨形态的复原
。

 5 年 9 月至 月
,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云南省博物馆组成

的联合发掘队在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古猿化石地点7野外地点编号 −3 )) ; , 9 : : 6 再次进

行了发掘
。

此次发掘剖面长 9 米
,

宽 ! 米
,

深 ! 米 7即 至 ! 层6
。

此外
,

还发掘了  5 9

年以前的部分发掘区的第 < 层 7薄褐煤层6
,

长  米
,

宽 9 米
,

深 94 :一。
4

! 米
。

剖面北端

另挖一探坑
,

长 米
,

宽 米
,

深 : 米
。

一
、

发掘剖面记述

此次发掘区在  5。年的发掘区以北
,

两者相连贯
,

受地形影响
,

前者较后者稍高
,

各

层厚度及细微结构也有所变化
,

今年发掘区内又分为南区 7= 区6和北区 7> 区 6
。

剖面 自

上而下为 7见图6 ?

4

黄色砂质粘土
,

局部夹有小砂砾石透镜体
,

黄色砂质粘土具有黑褐色铁锰污染现

象
,

所含石英小砾石带有棱角
,

为近源物质
,

是附近山坡中风化的产物
,

连同黄色粘土一起

沉积于湖中
。

下部局部夹细砂薄层
。

此层与下覆第二层之间有一侵蚀面
。

厚度 9
4

<一
4

:

米
,

产状 9 。

一 9 “ ,

倾角 ! “ 。 哺乳动物化石有三趾马等十余种
。

6 参加发掘工作的还有长绍武
、

时福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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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整合
—4

黑灰色炭质粘土与灰白色砂互层
。

局部含有薄层不规则的褐煤透镜体
。

薄层褐煤

层厚度不稳定
,

灰白色砂层厚度变化大
,

每一小层为 ! 一9 厘米
,

剖面东部逐渐变薄
,

有

时尖灭
,

剖面西部则有机物增多
。

砂
、

粘土相间出现
,

构成明显的条带状平行层理
。

产状

9 “ ,

倾角 ! “一 。“ ,

厚度
,

, 一
4

≅ 米
。

此层有哺乳动物化石 9 余种
,

含丰富的灵长类

化石
,

其中尤以长臂猿和懒猴材料最多
,

此外还有鱼类
、

爬行类
、

鸟类
、

软体动物和树干化

石
。

:
4

褐煤层
。

由上
、

中
、

下三部分组成
?
上部为薄褐煤层与炭质砂质粘土互层

,

厚约 :!

公分
,

东面偶尔可见黄色粗砂层
,

厚度为 !一9 公分
,

呈不规则块状
、

囊状
,

有时可见孔穴

构造
。

中部为厚褐煤层
,

结构致密
,

煤质坚硬
,

厚度为 ≅9 一!9 公分
。

下部为薄褐煤层与炭

质砂质粘土互层
,

厚度 :9 公分
,

其特征与上部相似
。

产状 9 。一 9 “ ,

倾角 ! “一 9 “ ,

总厚度为 9
4

!一
4

米
,

有丰富的古猿化石和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9 多种
,

鱼类
、

爬行类
、

鸟

类和软体动物化石也有发现
。

≅
4

薄层炭质粘土与灰 白色粉砂互层
。

具有明显的细层理构造
,

局部含有薄层褐煤透

镜体
,

东面炭质粘土增厚
,

中部则粉砂增多
,

西部由炭质粘土逐渐过渡为褐煤层
。

产状

9 “ ,

倾角 , “

一 9 “ ,

厚度为 9
4

:一 2 米
。

有古猿化石等 :9 多种
,

树叶化石一片
,

树干化石

多件
。

!
4

灰 白色砂层
。

夹有薄层褐煤和薄层炭质粘土
,

本层厚度比较稳定
,

砂粒结构均一
,

分选性较好
。

细层理构造不明显
,

无小交错层理
。

厚度
4

:一
4

: 米
, ΑΒ ∗ “ ,

倾角 ! “

一

一
一

一人任匆

 5 年发掘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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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有古猿等哺乳动物 9 多种
。

<
4

褐煤层
。

含石英小砾石砂质粘土和薄层炭质粘土
。

厚度 !9 公分
。

有古猿等哺乳

动物化石 9 余种
,

其他动物化石有鱼类
、

爬行类
、

鸟类和软体动物
。

;
4

灰白色粘土含黄铁矿集合体
。

有较大的石英砾石
,

多出于本层下部
,

向上逐渐减

少
,

厚度
4

< 米
。

5
4

黄褐色粘土
、

红色粘土
。

为前震旦系昆阳群古风化壳
,

厚度约 9
4

5 米
。

初步分析上述各层
,

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沉积环境
?
第 层为浅湖相沉积

,

第 一<

层为湖泊一沼泽相沉积
,

其中厚层灰白色砂层
、

炭质粘土为浅湖沉积
,

薄褐煤层和厚褐煤

层为沼泽相沉积
,

第 ; 层为深湖相沉积
。

底部为前震旦系昆阳群古风化壳的坡积和残积

物
。

此次发掘严格按自然层采集化石
,

并注意对每个自然层中化石的数量
、

成分及埋藏情

况进行观察
。

第 2 层无古猿等灵长类化石
,

第
、

: 层有丰富的古猿和其他灵长类的牙齿

和一些头骨及上
、

下颇骨
,

第 层北区 7> 区6 以大型哺乳动物的头骨
、

肢骨分布最为集

中
,

第 ≅ 层中还有一较完整的长臂猿头骨
,

第 !
、

< 层化石种类相应有所减少
。

初步观察
,

除历年来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外
,

食肉类
、

偶蹄类均增加了一些新的种类
。

二
、

古猿及灵长类化石初步观察

在这次发掘中
,

我们又获得了丰富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
,

经初步整理
,

计有
?

腊玛古猿的头骨 : 个
,

下领骨 个
,

下领破片 : 件
,

上
、

下齿列 < 件
,

和单个牙齿 5 ;

个
。

西瓦古猿的头骨 个
,

下领骨 个
,

上
、

下领破片 件
,

上
、

下齿列 件
,

和单个牙齿

! ! 个
。

另外
,

还有一些肢骨
,

可能是古猿的
。

下面对一些主要标本作粗略的描述
。

4

腊玛古猿类型

)∀ 5 5 少年额骨
,

保存相 当完整
,

而且没有变形
。

它的内
、

外骨面都很光滑
,

骨壁

稍厚
。

额面隆凸
。

眉间区显著突起
。

眶上脊明显突起
,

它与眉间区之间呈现斜宽的凹窝
。

癫脊很弱
,

起自颧突外侧缘
,

向后延伸呈弓形
,

这种形状与成年个体的颗脊很不相同
,

而有

点象现代人的颗线
。

脑面凹陷
。

脑压迹和大脑扼十分清楚
。

额脊很突起
。

在后部两侧有

四
、

五个颗粒小凹
。

脑面的左侧边缘附近可以看到向后中伸展的动脉沟
。

)∀ /斗≅ 头骨
,

大部分保存
,

可惜已被严重压扁和破坏
。

在额部可看到很弱的颗脊
。

在

左眼眶外下角的下方有一个很大的颧面孔
。

颅底的骨表结构大多被损坏
,

但枕骨大孔
、

枕

骨骸
、

左侧下领窝和外耳门保存很好
。

在上颇齿槽突上保留着左侧的 .
, 、

) , 、

ΛΜ
Ν 、

Μ
‘、

树

和右侧的 ):

一Μ
Ν。

Μ
,

和左 )布尚未萌出
。

犬齿小
。

右侧齿列发生变形
,

左侧的保持原样
,

齿弓的两侧向后张开
。

)∀ 5 ≅< 头骨
,

很不完整
,

而且严重错动和破裂
。

从顶面可以看到明显的右侧颗脊
,

在

颅顶中部与残存的左侧颗脊靠得很近
,

但并不汇合
。

上领骨折转到颅底下方
,

断裂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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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除左 和左 Μ
,

外全部保存
,

特别小
,

犬齿也小
。

)∀ 5≅ 5 下领骨
,

下领体基本保存
,

下领体和联合部都较低
,

在联合部基底有弱的二腹

肌棘突
。

全部牙齿都在齿槽原位
。

齿列因下颇体扭转有点变形
。

齿弓两侧向后张开
。

这

个下领骨与  ; < 年冬发现的 )∀ ! 59 下领骨相比
,

无论在大小和形态上都是密切相似的
。

4

西瓦古猿类型

)∀ 5 ≅ ! 头骨
,

压扁和严重破坏
。

带有除右侧 .’ 外的全部牙齿
。

各类牙齿都特别大
,

尤

其是犬齿和内侧门齿
。

齿冠咬合面皱纹复杂
,

很接近华南地区发现的更新世的化石猩猩
。

)∀ 5 ≅ 头骨
,

除左侧顶骨保存完整外
,

其余为一些头骨破片
。

左侧顶骨表面很光滑
,

骨壁很薄
。

在顶面可以看到很弱的弓形颖脊
。

在脑面显示 出脑压迹
,

大脑扼和动脉沟等
。

在一块左上颇骨破片上
,

原位保存着 : 个乳齿7Λ #
’

一ΛΜ今和恒齿 Μ
, 。

在破损处还可以看

到未萌出的左侧 一护 ! 个恒齿
。

此外
,

还有游离的右 ΛΜ
‘

和未萌出的右 Μ、

)∀ 5 。下颇骨
,

由于右侧下颇体带有较完整的下领支
,

对确定下领支的高度与宽度

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因为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过带有下颇支的下颇骨
。

左侧下领体在 巧

和 Μ
,

处折断并扭转
,

因而严重变形
。

总的看来
,

这个下领骨在形态上显得特别粗壮而高

大
,

联合部很深
,

基底部很厚
。

可惜骨表特征损坏
,

形态细节难以分辨
。

全部牙齿都在齿

槽原位
,

齿冠都很高大
。

这次发掘所得灵长 目化石除上述两类古猿外
,

还发现一些长臂猿和大量懒 猴 化 石
。

前者标本中
,

有较完整的头骨一个7不包括下颇骨6
,

上
、

下领骨 , 件和单个牙齿 个
。

后

者标本中
,

有上
、

下领骨 : 件
,

齿列 : 件和单个牙齿 ; 个
。

长臂猿头骨化石 7以 5 < 9 6 是首次发现
。

左眼眶基本保存
,

右侧仅保留眶下缘
。

鼻骨

部也完整保存
,

左侧梨状孔有缺损
。

颇骨体的左
、

右颧突都缺损
,

右侧上领体前面大部保

存
。

上愕保存尚好
。

牙齿除右 齿冠缺损外
,

其余都保存
。

懒猴上领骨化石中
,

相对较完整的为 )∀ 5 < 号标本
。

颇骨体几不存在
,

牙齿仅保留左

侧的 . ,

一护 及 Μ
Ν。

犬齿尖利
,

齿尖超出齿列水平较甚
。

这类化石的上
、

下前臼齿均有 :

个
。 ) ,

和 ) ,

都是单尖齿
,

前者显得较纤细
,

后者较粗矮
。

尸 臼齿化
,

呈三尖齿
,

其形态与

臼齿大致一样
。

较完整的懒猴下领骨化石为 )∀ 5 < 号标本
。

保存较完整的左
、

右两侧下

领体
。

两侧下领支斜线的后下部残留少许
。

齿槽缘及下领体下缘保存 良好
,

整个下领体

显得低长
、

纤细
。

斜线高突成脊
。

两侧颊孔保存良好
,

位于 .
,

一)? 间的下方
。

下领齿弓呈

狭长的
“ 3 ”

字形
。

前部牙齿只保留左侧的 −? 和 .,
。

颊齿保留左侧的 巧一Μ
8

及右侧的

) : 、

Μ卜
: 。

几 和 ) :

的形态与上颇的相仿
,

也是单尖齿
。 ) 8 也呈臼齿化

。

臼齿咬合面有一

定程度的磨损
,

齿质暴露
,

釉质构成的纹饰宛如蝶翼
。

这次发掘的工作面较大
,

获得了较多的灵长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

在埋藏学方面

也作了一些初步观察记录
。

在古环境方面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采样
。

对古猿地点的地层

和沉积环境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地层关系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

在发现的三个腊玛古猿的头骨中
,

有两个是少年头骨
,

这是这类头骨的首次发现
,

有

助于确定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
。

在西瓦古猿化石中
,

有一个带有较完整的下领支的下领

骨
,

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
,

有助于西瓦古猿头骨形态的复原
。

这些古猿化石的发现
,

对于

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
,

有着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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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十年代以来
,

人类学界一般都认为腊玛古猿是人科最早的代表
。

而腊玛古猿化石

最早的年代是距今
,

≅ 99 万年前
,

发现的地点主要是在亚洲
,

因而一般认为人类可能是在
,

≅ 99 万年以前在亚洲起源的
。

但是近几年来
,

根据分 子人类学的研究和东非最早的南方

古猿化石的发现
,

不断有人对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提出怀疑
,

认为人类可能是在五
、

六百

万年以前才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
,

腊玛古猿可能不是人科最早的代表
。  5 9 年 ; 月

初
,

在第八届国际灵长类学会议之前
,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曾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
,

讨论

中新世人类的祖先问题
,

也就是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问题
。

但由于腊玛古猿以及有关古

猿化石材料稀少
,

它的系统地位还难于确定
。

会上总的意见是
?
原先认为人和猿在中新

世就有着明显的区别
,

那时人猿超科中的成员就和现生的猿和人有着明显的祖先与后裔

的系统关系
,

而现在看来
,

这种区别是不明显了
,

它们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
。

这个问题的

解决有待于腊玛古猿化石的更多发现和有关方面材料的进一步研究
。

云南禄丰石灰坝从  ; ! 年以来
,

陆续发现了大约 5 99 万年前的晚中新世的大量的腊

玛古猿
、

西瓦古猿以及伴生的其他动物化石
。  5 9 年发现了腊玛古猿头骨

,

这是世界上

的首次发现
。

这次发掘又发现了三个腊玛古猿的部分头骨
,

几个颇骨和大量的牙齿
,

以及

与之密切有关的许多西瓦古猿的化石
。

材料之丰富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这种古猿

化石的地点
,

研究结果
,

必可对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有进一步的认识
,

进而有助于人类起

源的时间以及地点等间题的解决
,

大大增加我们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理解
。

7本文插图由刘增同志绘制 6

7  5 年 ! 月 9 日收稿6



9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Μ ( ∋ Ε ∋ ∀ ΜΟ∀ ) −∃ & 万. Π / /> Π + + / Θ( Π % Ρ Θ∋ ( Μ +Π ΘΕ % ,
,

ΣΠ % % ∀ %

—
∋ Ε )( ∋ ∃ ( % ∃ & Ε Ε Τ . ∀ 1 ∀ ∃ −( % ( Θ

∃ & Ε /−∃ Ε −%  5

Υ ς ∋ ς Ω Γ ϑ Ξ & Γϑ Ρ Δ ΚΔϑ Τ ς ΨΙϑ ΞΧ ς Γ
ΨΙ , ς ∗ Ζ Ιϑ

+ ς ΨΙϑ Ξ Β ς )Γϑ Σ ς ΔΟ ∗ ϑ Ξ .Χ Δ ϑ Υ Γϑ [ ∗ ϑ Ξ

7−件
召公艺才4 公Δ ∗

Κ ; Δ材Δ乙邝玄Δ ) Γ乙Δ雌才。正9  梦 眺Λ 刃协忍Δ∗雌才几
Ο
叩

。忍(Ξ [
,

∀ ∗ Γ Λ摊协 /伽化 Γ 6

ΝΧ
Γ ϑ Ξ ΤΙ ϑ Ξ [∗ ϑ Ξ Τ ΙΓ ∗ ΜΙϑ ΞΧ ς Γ

7Ο、
性件“ 介

。公忆件沉碗 盆“
口“”番,

> Δ了 Β ∗ Ο Λ 。 ∋琳
在娜才肠讹 8 习落旧叩心云Χ

Δ Δ拐Α 8 ) Ο

恤
ΓΗΔ Α ? ΜΙ∗ Δ Δϑ Δ ΚΓ

ςϑ
Γ 8 + ς ΚΔ ϑ Ξ

,

/ ς 0 0 Γ Ο [

外
Δ = ∗ Ιϑ Η Ε Φ Δ Γ 3 Γ ΗΙ ∗ ϑ ∃ Δ

Γ0
∗ Κ ΗΧ Δ −ϑ ΑΗ ΙΗς ΗΔ ∗ Κ 1 Δ Ο ΗΔ∴Ο ΓΗΔ ) Γ 2Δ ∗ ϑ Η∗ Κ∗ Ξ[ Γϑ Λ ) Γ 2Δ ∗ ]

Γ ϑ ΗΧΟ ∗) ∗ 2∗ Ξ [
,

∀ Δ Γ Λ Δ0 ΙΓ / Ιϑ ΙΔΓ Γϑ Λ ΗΧ Δ Σ ςϑ ϑ Γϑ )珍 3 Ιϑ ΔΙΓ2 Μ ς Α Δ

ς0
Δ Φ Δ

Γ3
Γ ΗΔ Λ Γ Η ΗΧ Δ

Κ∗ ΑΑΙ2 Γ)
Δ ΓΙ ΗΔ ∗ Κ / ΧΙΧ ς2 ∴ Γ ,

+吐
Δ ϑ Ξ .∗

ςϑ Η[
,

Σ ς
Ο0

Γ ϑ ) Ο ∗3Ι ϑ Δ Δ 7+ ∗ ∗ Γ 2Ι Η[ ∗Κ −1 )) ; ! 9 : : 6

ΚΟ ∗ 0 ( ΔΗ∗ ∴ Δ Ο Η∗ Ρ ΔΔ Δ0 ∴ Δ Ο ∗ Κ  5
4

∃ Χ Δ Δ Φ Δ Γ3 ΓΗΙ∗ ϑ Γ Ο ΔΓ ∗ Κ ΗΧΔ  5 ΚΙΔ2Λ ΑΔ韶∗ ϑ ! ϑ Δ Φ Η Η∗ ΗΧ ΓΗ ∗ Κ  59
4

∃ ΧΔ Ο合ϑ Ξ Δ ∗ Κ

ΗΧ Δ Δ Φ ∗ Γ3 ΓΗ Ι∗ ϑ ! 9 0 Ιϑ 2Δϑ Ξ ΗΧ
,

Α0 Ιϑ ∴ Ο ΔΓ Λ ΗΧ Γ ϑ Λ Ιϑ Λ Δ)ΗΧ Ο ΔΑ)Δ ΔΗΙ3 Δ2[
4

−ϑ Γ Λ Λ ΙΗΙ∗ ϑ ,

Β Δ Γ 2Α∗ Δ Φ Δ Γ 3 Γ ΗΔΛ Γ )Γ Ο Η ∗ Κ ΗΧ Δ Α2Φ ΗΧ 2Γ[Δ
Ο ∗ Κ ΗΧΔ Δ Φ Δ

Γ3 ΓΗΙ
∗ ϑ ΓΟ ΔΓ ∗ Κ  59 7  0 Ιϑ

2Δ ϑ 扩2Ι
,

9 0 Ιϑ ∴ Ο Δ
ΓΛ ΗΧ 翻 Λ 9

4

:一刀
4

Α0 Ιϑ Λ Δ)ΗΧ 6
4

∀ ΗΔΑ Η )ΙΗ 7Ν0 Ιϑ 2Δϑ Ξ ΗΧ
,

20 Ιϑ

∴ Ο ΔΓ Λ ΗΧ Γ ϑ Λ : 0 Ιϑ Λ Δ)ΗΧ 6 Β Γ Α Λ ς Ξ Γ Η ΗΧ Δ ϑ ∗ Ο ΗΧ Δ Ο ϑ Δϑ Λ ∗ Κ ΗΧ Δ Δ
划Γ3 ΓΗ Ι∗ ϑ ΑΔ∗ ΗΙ∗ ϑ

4

∃ Χ Δ ΔΦ Δ Γ3 Γ ΗΙ∗ ϑ Γ Ο Δ Γ ! Χ ΙΞ ΧΔΟ ΗΧΓ ϑ ΗΧ Γ Η ∗ Κ  5 9 ∴Δ ΔΓ ςΑ Δ ∗ Κ Η∗ )∗ Ξ Ο
Γ) ΧΙΔ Γ 2 ΛΙ ΚΚΔ Ο ]

Δ ϑ Δ Δ
4

−Η Β韶 Λ Ι3Ι Λ ΔΛ Ι22Η ∗

枷
。 盯 Δ明 ? ϑ ∗ Ο ΗΧ Δ Ο ϑ ΓΟ ΔΓ 7> 6 Γϑ Λ Α∗ ς ΗΧ ΔΟ ϑ Γ Ο ΔΓ 7= 6

4

∃ ΧΔ

ΗΧ ΙΔΩ ϑ Δ ΑΑ , Δ ∗ 0 )∗ ΑΙΗΙ∗ ϑ Γ ϑ Λ ΑΗΟ ς Δ Ης Ο Δ ∗ Κ Δ3 Δ Ο [ 2Γ [ Δ Ο ∗ Κ ΗΧ Δ ϑ ΔΒ Δ Φ ∗
Γ3

Γ ΗΙ∗ ϑ ΑΔΔΗΙ ∗ ϑ !

Α∗ 0 ΔΒ Χ ΑΗ Λ ΙΚ介Ο Δ ϑ Η ΚΟ ∗ 0 ΗΧ ΓΗ ∗Κ ΗΧ Δ ΔΦ Δ Γ 3 Γ ΗΙ∗ ϑ Α Δ ΔΗΙ ∗ ϑ ∗ Κ ΗΧ Δ 2Γ ΑΗ ΚΙΔ 2Λ 日ΔΓΑ ∗ ϑ
4

∃ Χ Δ Δ Φ ΔΓ 3 Γ ΗΙ∗ ϑ ΑΔΔ ΗΙ∗ ϑ ∗Κ  5 运 Λ ΔΑ ΔΟ Ι∴ ΔΛ ΓΑ Κ∗ 22∗ Β Α
4

Ε Φ Δ
Γ3 ΓΗ Ι∗ ϑ ΗΧ ΙΔΩ ϑ Δ ΑΑ ! Γ∴

∗
ςΗ Α0

4

∃ ΟΔ ϑ Λ % Ε : 9
。 ,

ΚΟ ∗ 0 Η∗ ) Λ ∗

ΒϑΒ
Γ Ο Λ Ιϑ Ης Ο ϑ ?

7 6 Σ Δ22∗ Β ΑΓ ϑ Λ[ Δ2Γ [ 嫩ΗΧ ΑΓ ϑ Λ Γϑ Λ Ξ Ο Γ 3 Δ2 2Δ ϑ Α ΔΑ
4

∃ ΧΔ Δ 2Γ[ Β胡 Δ ∗ ϑ Η恤Ιϑ Γ ΗΔΛ

∴[ ΚΔΟ Ο ∗ 一

0 ΓΞ ϑ ΔΑΙ ς0 Γϑ Λ Δ ∗ ϑ ΗΓ Ι朋 Α0
Γ 22 Ζς

Γ ΟΗ ⊥
ΞΟ Γ3

Δ2
4

∃ Χ ΔΑ Δ 0 Γ ΗΔΟ ΙΓ2Α ΔΓ 0 Δ 介∗ 0 ΗΧΔ

Α2∗ _ Δ ∗Κ ΧΙ22 ϑ ΔΓΟ ∴[
4

∃ Χ ΔΟ Δ ! Γ ΗΧ Ιϑ ΑΓϑ Λ [ 2Γ [Δ Ο ∗ ϑ ΗΧ Δ ∴∗ ΗΗ∗ 0 ∗ Κ 2Γ[ ΔΟ
4

−Η ΗΧ ΙΔΩ
]

Δ ϑ Α Β Δ ΑΗΒ Γ Ο Λ
4

∀ ϑ Δ Ο帕Ι∗ ϑ Γ2 ΑςΟ 九Δ Δ ΔΦ ΙΑΗΑ ∴ ΔΗΒ ΔΔϑ 2Γ[
Δ Ο

Γϑ Λ 2Γ [ΔΟ
4

∃ Χ ΙΔΧ
ΔΑΑ

4

:一习
4

< 0
4

Ρ −) 9
9 4

Ρ −) Γϑ Ξ 2Δ Α“
4

Μ ∗ Ο。 ΗΧ Γ ϑ ΗΔ ϑ ΩΙ ϑ Λ Α ∗ Κ 0 Γ 0 0 Γ 2ΙΓ ϑ Κ∗ Α , ! 7侧_ _ Γ]

凡口” ΔΗΔ
4

6 Β Δ Ο Δ Δ ∗ 22Δ ΔΗΔ Λ
4

—
ς ϑ Δ ∗ ϑ Κ∗ Ο 0 ΙΗ[

—
7 6 ⎯ 2Γ ΔΩ ΙΑΧ 盯Δ [ ΔΓ Ο∴ ∗ ϑ Γ ΔΔ∗ ςΑ

Δ2盯 Γϑ Λ Ξ Ο Δ外ΑΧ Β ΧΙΗΔ Α Γ ϑ Λ Ιϑ ΗΔΟ∴ ΔΛ Λ Δ Λ Β ΙΗΧ

ΗΧ Ιϑ 2ΙΞ ϑ ΙΗΔ Ιϑ ΗΔ Ο Δ Γ2 ΓΗΙ∗ ϑ
4

∃ Χ Δ ΗΧ ΙΔ Ω ϑ ΔΑΑ ∗ Κ Δ3 ΔΟ[ Α0 Γ 22 ΑΓ ϑ Λ[ 2Γ[ ΔΟ ! Γ∴
∗ ς Η 9一 ! Δ0

4

/ Γ ϑ Λ [ 2Γ [ΔΟ Α Γ Ο Δ ΗΧ Ιϑ Γ ϑ Λ ΗΧ Ιϑ ∗ ς Η Δ Γ ΑΗΒ Γ Ο Λ
,

∴ ς Η ∗ Ο Ξ Γϑ ΙΔ 0 ΓΗΔ Ο ΙΓ2Α Ιϑ ΔΟ Δ邵Δ Β ΔΑΗ
]



期 吴汝康等 ? 云南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再次发现腊玛古猿头骨
—

 5 年发掘报告 9 夕

Β Γ Ο Λ
4

/ Γϑ Λ Γ ϑ Λ Δ2Γ[ Κ∗ Ο 0 ∗ 2ΔΓΟ ΑΗ Ο Ι)ΔΛ 2盯ΔΟ Α
4

∃ Χ ΙΔΩϑ
ΔΑΑ !

4

≅一
4

! 0
4

Ρ −) 9
9

Ρ −)

Γ ϑ Ξ2 Δ Α
“

一 9
9

4

Υ ΙΗΧ Γ∴ςϑ Λ Γ ϑ Η Κ∗ ΑΑΙ2Α ∗ Κ )Ο Ι0 Γ ΗΔ Α , Δ Α)Δ ΔΙΓ 2[ Χ外∗ ∴ Γ ΗΙΛ Α
Γϑ Λ 2∗ Ο ΙΑΙΛΑ Γϑ Λ

0 ∗ Ο Δ ΗΧ Γ ϑ ΗΒ Δ ϑ Η[ ΩΙϑ Λ Α ∗ Κ ∗ ΗΧ Δ Ο 0 Γ 0 0 Γ 2ΙΓ ϑ Κ∗ ΑΑΙ2Α ,

Ιϑ Γ Λ ΛΙ ΗΙ∗ ϑ
,

诚ΗΧ ΚΙΑΧ
, Ο Δ)ΗΙ2Δ

,

∴ΙΟ Λ
,

0 ∗ 22ς Α Δ

7:6

Γ ϑ Λ )2Γϑ Η 7ΗΟ Δ Δ ΗΟ ς ϑ Ω 6 Κ∗ ΑΑΙ2Α Δ ΗΔ
4

Μ翎Ι3 Δ  苗ΗΔ
4

∃ Χ ΔΟ Δ Γ Ο Δ ΗΧ Ιϑ Δ Γ Ο∴∗ ϑ Γ ΔΔ∗ ς Α Δ2Γ[ Ιϑ ΗΔ Ο ΔΓ2 Γ ΗΙ∗ ϑΑ Ιϑ ΗΧ Δ

Γ ϑ Λ 2∗ Β ΔΟ )盯 Η ∗ Κ ΗΧ Δ 2盯
ΔΟ

4

/ ∗ 0 Δ ∴ςΟ
Ο ∗ Β Δ Φ 2ΑΗΔ Λ Ιϑ ΗΧ Δ 2ΙΞ ϑ ΙΗΔ

4

∃ ΧΙ ΔΩ ϑ ΔΑΑ !

9
4

Α0
4

+ ∗ ΗΑ ∗ Κ Γ)
Δ Κ∗ ΑΑ Ι2Α

Γϑ Λ 0 ∗ Ο Δ ΗΧΓϑ ΗΧ ΙΟ Η[ ΩΙ ϑ Λ Α ∗ Κ 0 Γ 0 0 Γ2 ΙΓ ϑ Κ∗//Ι 2Α

Κ∗
ςϑ Λ

4

Θ ΙΑΧ
, Ο Δ _ ΗΙ2Δ Γϑ Λ 血∗ 22ςΑ

。 劲! ! ! Β ΔΟ Δ Γ2Α ∗ Δ ∗

00
∗ ϑ

4

Ρ −) 9
“

一 9
“

4

Ρ −)

!
“

一 9
“ 4

7≅ 6 + Γ 0 ϑ Γ ΗΔ Λ ΔΓΟ ∴ ∗ ϑ Γ ∗ Δ ∗ ς Α Δ2Γ[
Γ ϑ Λ Ξ Ο Δ外血 Β ΧΙΗΔ ⎯Ι 2Η ΙϑΗ

Δ
Ο∴

ΔΛ Λ Δ Λ 嫩ΗΧ

ΚΙϑ Δ ΑΗΟ 就ΙΚΙΔΓ ΗΙ∗ ϑ Α Γ ϑ Λ 2ΙΞ ϑ ΙΗΔ Ιϑ ΗΔΟ ΔΓ2 ΓΗ Ι∗ ϑ Α
4

∃ ΧΙΔ

Ωϑ
ΔΑ ? !

4

9一刃
4

: 0
4

Ρ Ι_ 9
4

Δ2Δ Γ Ο

Ρ −)

Γϑ Ξ 2Δ Α
“

一 9
9 4

∃ ΧΔ Ο Δ Γ Ο Δ Κ ∗ ΑΑΙ2∗ ∗ Κ Γ)ΔΑ Γ ϑ Λ ∗ Κ 0 ∗ Ο Δ ΗΧΓ ϑ ΗΧ ΙΟΗ [ Ω2 ϑ Λ Α ∗ Κ 0 Γ 0 0 Γ 2Α
4

人

)ΙΔΔΔ ∗ Κ Η Ο Δ Δ 2Δ Γ Κ Γ ϑ Λ Α∗ 0 Δ ΗΟ Δ Δ ΗΟ ς ϑ Ω Κ∗ ΑΑΙ2Α Β ΔΟ Δ Κ∗

ςϑ Λ
4

7! 6 , Ο Δ[ ΙΑΧ ΒΧ ΙΗΔ Α Γ ϑ Λ Β ΙΗΧ 2Γ0 Ιϑ Γ ΗΔΛ 2ΙΞϑ ΙΗΔ Γ ϑ Λ Δ ΓΟ∴ ∗ ϑ ΓΔ Δ∗ ς Α Δ 2Γ[
,

诚ΗΧ∗ ς Η

。2Δ Γ Ο ΚΙϑ Δ Γ ϑ Λ Δ Ο ∗ ΑΑ ∴ Δ Λ Λ Ιϑ Ξ
4

∃ ΧΙΔΩ ϑ ΔΑΑ !
4

:一
4

: 0
4

Ρ −) 9
“

4

Ρ Ι_ Γϑ Ξ 2Δ Α
。

一 9
9 4

Υ 2ΗΧ Γ )Δ Γ ϑ Λ 0 ∗ Ο Δ ΗΧΓ ϑ 枷
Δ ϑ Η[ Ω Ιϑ Λ Α ∗ Κ 0 Γ0 0 Γ2 ΙΓ ϑ Κ∗ ∗ΑΙ2Α

4

7< 6 +Ι 笋ΙΗΔ
诚ΗΧ Ζ ς Γ Ο Η ⊥ Ξ Ο

Γ3
Δ2

, Α Γ ϑ Λ [ Δ 2Γ[ Γϑ Λ 2灿Ιϑ Γ ΗΔ Λ Δ Γ Ο∴ ∗ ϑ Γ ΔΔ∗ ς Α Δ2Γ[
4

∃ ΧΙ Δ Ω ϑ Δ Α Α ! Γ ∴ ∗ ς Η 9
4

!0
4

Υ ΙΗΧ Γ)Δ Γ ϑ Λ 0 ∗ Ο Δ ΗΧ Γϑ ΗΔϑ ΩΙ ϑ Λ Α ∗Κ 0 Γ0 0 Γ2 ΙΓ ϑ Κ∗ΑΑ Ι2∗
4

Θ ΙΑΧ
,

Ο Δ)ΗΙ2Δ ,

∴ ΙΟ Λ Γ ϑ Λ 0 ∗ 22ς 阴 Κ∗ ΑΑΙ2Α Β Δ Ο Δ Γ 2Α ∗ Κ∗

皿Λ
4

7; 6 , Ο Δ外ΑΧ Β ΧΙΗΔ Δ 2Γ [ 诚ΗΧ ϑ ∗ Λ ς 2Δ Α ∗ Κ _ [ ΟΙ ΗΔ
4

Ψ
ς Γ Ο Η ⊥ Ξ Ο

Γ3
Δ2 Δ Φ ΙΑΗΑ Ιϑ ΗΧ Δ 2∗Β Δ Ο

)Γ Ο Η ∗ Κ ΗΧ Δ 2Γ[ Δ Ο
4

∃ ΧΙΔ Ω ϑ ΔΑΑ ! Γ∴ ∗ ς Η
4

<0
4

75 6 Σ Δ 22∗Β ΙΑΧ ∴ Ο ∗Β ϑ , Ο ΔΛ Δ2Γ[
4

∃ Χ Δ Β Δ滋Χ Δ Ο Ιϑ Ξ ΔΟ ς ΑΗ ∗ Κ > ς]ϑ [Γϑ , Ο ∗ ς _ ∗ Κ ) Ο Δ ]

ΑΙϑΙ Γ ϑ ) Δ Ο Ι∗ Λ
4

∃ 22ΙΔΩ ϑ ΔΑΑ ! Γ∴ ∗ ς Η 9
4

5 0
4

∃ Χ Δ 2Γ[ ΔΟ Α 0 Δ ϑ ΗΙ∗ ϑ ΔΛ Γ ∴ ∗ 3 Δ Δ ∗ ς 2Λ ∴ Δ Λ Δ )∗ ΑΙΗΔΛ 迈 ΗΧΟ
Δ Δ Λ ΙΚΚΔΟ Δ ϑ Η Δ ϑ 3 ΙΟ ∗ ϑ 0 Δϑ ΗΑ

4

∃ Χ Δ

ΚΙΟΑ Η 2Γ [Δ Ο ∴Δ2∗ ϑ Ξ Α Η∗ ΑΧ Γ2 2∗ Β 2Γ Δ ς 旧ΗΟ Ιϑ Δ Λ Δ ) ∗ ΑΙΗ 8 ΗΧ Δ ΑΔΔ ∗ ϑ Λ Η∗ Α议ΗΧ 2Γ [ Δ Ο Α ,

Η∗ 2Γ Δς ΑΗ
]

Ο Ιϑ Δ 一

ΑΒ Γ0
) Λ Δ_ ∗ ΑΙ Η Γ ϑ Λ ΗΧ Δ ΑΔ

3Δ
ϑ ΗΧ 2Γ [ Δ Ο ,

Η ∗ Λ Δ Δ_ 2Γ# ς ΑΗΟΙ ϑ Δ Λ Δ_ ∗ ΑΙΗ
4

∃ Χ Δ Δ ΙΞ ΧΗΧ 2盯
Δ Ο

! ΗΧΔ Ο ΔΛ Β Δ Γ ΗΧ ΔΟ Ιϑ Ξ ΔΟ ς 就 ∗ Κ > ς ϑ [ Γ ϑ , Ο ∗ ς _ ∗ Κ ) Ο Δ ΑΙϑ ΙΓ ϑ ) ΔΟ Ι∗ Λ
4

Υ
Δ Δ∗ 22ΔΔΗΔ Λ Κ∗ ΑΑ Ι2 Α)Δ Δ Ι0 Δϑ Α ΑΗΟ ΙΔΗ2[ Γ ΔΔ ∗ Ο Λ Ιϑ Ξ Η∗ ϑ ΓΗ ςΟ Γ2 2Γ [Δ Ο Α Γ ϑ Λ )ΓΙΛ Γ ΗΗΔ ϑ ]

ΗΙ ∗ ϑ Κ∗ Ο ∗ ∴ ΑΔ Ο3Ι ϑ Ξ ΛΙ ΚΚΔΟ Δϑ#
Δ Α ∗ Κ ϑ ς 0 ∴ Δ Ο , Δ2Δ0 Δ ϑ Η Γ ϑ Λ ∴ ς Ο [Ιϑ Ξ ∗ Κ Κ∗ ΑΑΙ 2Α ΚΟ ∗ 0 Δ Γ ΔΧ

ϑ Γ Ης Ο Γ= 2Γ[ Δ Ο Ιϑ ΗΧ Δ ΔΦ Δ
Γ3

Γ ΗΙ∗ ϑ ∗ Κ  5
4

∃ Χ Δ Ο Δ Β Δ Ο Δ ϑ ∗ Γ )Δ Γϑ Λ ∗ ΗΧ Δ Ο )Ο

Ι0
Γ ΗΔ 伪 ! ! 忍

Ιϑ ΗΧ Δ ΚΙΟΑ Η 2Γ [Δ Ο
4

∃ ΧΔ ΑΔ∗ ∗ ϑ Λ Γϑ Λ ΗΧ ΙΟ Λ 2Γ [ Δ Ο Α Δ ∗ ϑ ΗΓΙϑ ΔΛ Γ ∴ς ϑ Λ Γ ϑ Η Κ∗ Α ΑΙ2 ΗΔ ΔΗΧ ∗ Κ Γ)
Δ忿

Γϑ Λ ∗ΗΧ ΔΟ ) Ο Ι0 Γ ΗΔ Α ,

∴ ς Η ΚΔΒ Α
Ως 22

,

0 Γ对22Γ Γ ϑ Λ 0 Γ ϑ Λ Ι∴2Δ
4

∃ Χ Δ 劲!! ! ∗ Κ ΑΩς 22 Γ ϑ Λ 22 0 ∴

∴ ∗ ϑ Δ Α ∗ Κ 2Γ Ο Ξ Δ ΑΙ ⊥ Δ 0 脚0 2Α Δ ∗ ϑ ∗ Δ
ϑΗ

Ο Γ切Λ Ιϑ ΗΧ Δ ϑ ∗ Ο ΗΧ ΔΟ ϑ Γ Ο Δ Γ 7> 6 ∗Κ ΗΧ Δ 2∗ Β ΔΟ )Γ Ο Η ∗ Κ

Η五Δ ΑΔΔ ∗ ϑ Λ 2Γ [ΔΟ
4

人 。∗ 0 )2ΔΗΔ Α
Ως 22 ∗ Κ Χ [2∗ ∴ Γ ΗΙΛ Α , 3Γ习 。9 印ΗΔ Λ Κ Ο ∗ 0 ΗΧ Δ Κ∗ ς Ο ΗΧ 2Γ [Δ Ο

,

Θ ∗ Α敌 Λ ΔΔΟ ΔΓ ΑΔΑ Ιϑ ϑ

ς0 ∴ ΔΟ ΚΟ ∗ 0 ΗΧ Δ ΚΙΚΗΧ 2Γ [ Δ Ο Η∗ ΗΧ Δ Α返ΗΧ 2Γ [ ΔΟ
4

∃ Χ Δ ΑΔ3 Δ ϑ ΗΧ Γ ϑ Λ’

Δ元Ξ ΧΗΧ 2Γ[
ΔΟ Α Λ ΙΛ ϑ ∗ Η ΧΓ 3 Δ Γϑ [ Γ ϑ Ι0 Γ2 Κ∗Α Α Ια! Ιϑ ΗΧ Δ

ΔΦ
∗ Γ 3 Γ ΗΙ ∗ ϑ ∗ Κ ΗΧ ΙΑ ΚΙ Δ2Λ Α ΔΓΑ ∗ ϑ

4

∀ ΔΔ ∗ Ο Λ Ιϑ Ξ Η∗ ΗΧ Δ ) Ο Δ2恤Ιϑ Γ Ο[ ∗ ∴ΑΔΟ [
咙

∗ ϑ
,

Β Δ Δ ∗ 22ΔΔΗΔ Λ Ιϑ ΗΧΙΑ ΚΙΔ2Λ ΑΔΓ Α∗ ϑ Α∗ 0 Δ ϑ ΔΒ

Ω Ιϑ Λ Α ∗Κ .Γ Ο ϑ Ι3 ∗ Ο Γ Γ ϑ Λ ∀ Ο ΗΙ ∗ Λ Γ# Η[ 2Γ ∴ ΔΑΙ Λ ΔΑ ∗ 2Λ Η[ )ΔΑ Ο Δ)∗ Ο ΗΔΛ ∴ ΔΚ∗ Ο Δ
4

∀ Ξ Ο Δ ΓΗ ϑ

ς0 ∴ Δ Ο ∗ Κ Κ∗ ΑΑΙ2Α ∗ Κ ∋ 伽
“
州蓄Χ

Δ #二, Γ ϑ Λ 从。
叩落ΗΧ

Δ Δ、Α Β Δ Ο Δ ∗ ∗ 22Δ ΔΗΔΛ Ιϑ ΗΧ。

Δ工 #
盯

Γ ΗΙ∗ ϑ
4

∃ Χ Δ ΑΔ ϑ ΔΒ 0 Γ ΗΔ ΟΙΓ 2Α Β ΔΟ Δ ΓΑ Κ∗ 22∗Β Α

∋ Γ饥 。州ΗΧΔ 。
讹

Α_ ΔΔ Ι0 Δ ϑ Α ? ΗΧ Ο Δ Δ Ιϑ Δ ∗ 0 _ 2ΔΗΔ ΑΩ ς 22Α
,

ΗΒ
∗ 0 Γ ϑ Λ Ι∴2Δ ,

ΗΧ Ο ΔΔ 0 Γϑ ΛΙ ∴ ς2 Γ Ο

ΚΟ Γ Ξ 222Δϑ ΗΑ
, Α议 ς ))Δ Ο Γ ϑ Λ 2∗ Β Δ Ο Η∗ ∗ ΗΧ Ο ∗侧

Γ ϑ Λ 5 ; ΙΑ∗ 2Γ ΗΔ Λ ΗΔΔΗΧ
4

习公。。尹艺ΗΧ Δ Δ , ! Α)Δ ∗ Ι0 Δ ϑ Α ? ΗΒ ∗ Ιϑ ∗ ∗0 )2ΔΗΔ ΑΩ ς 22Α
,

ΗΒ
∗ 0 Γϑ Λ Ι∴ 2ΔΑ ,

∗ ϑ Δ 0 ΓΦ Ι22 ΓΟ [ ΚΟ Γ 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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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Δ ϑ Η Γϑ Λ ∗ ϑ Δ 0 Γϑ Λ Ι∴ ς2 ΓΟ ΚΟ Γ Ξ 0 Δϑ Η
,

枷
9 ς ))ΔΟ

Γϑ Λ −( Β ΔΟ Η∗ ∗ΗΧ Ο (Υ Α Γ ϑ Λ ! ! ΙΑ∗ 2Γ ΗΔ Λ

ΗΔΔΗΧ
4

−ϑ Γ
ΛΛ Ι位∗ ϑ

,

ΗΧ Δ Ο Δ ΓΟ Δ Γ 丘Β Κ∗ ΑΑ Ι2 Δ Φ ΗΟ Δ0 ΙΗ[ ∴ ∗ ϑ ΔΑ )∗ΑΑ Ι∴ 2[ ∗ Κ ΗΧ ΔΑΔ Χ∗ 0 Ιϑ ∗ΙΛ Α
4

/ ∗0 Δ ∗Κ ΗΧ Δ

ΧΓ )∗ΟΗ Γϑ Η /) Δ ΔΙ0 Δϑ Α Β Δ Ο Δ ∴ Ο ΙΔΚ2[ Λ ΔΑΔ Ο Ι∴ Δ Λ Ιϑ ΗΧ Δ . ΧΙ ϑ Δ ΑΔ ΗΔ Φ Η
4

Θ ∗
//Ι 2 )Ο

恤
Γ

俪
∗ ΗΧ Δ Ο ΗΧΓϑ Χ ∗ 0 Ιϑ ∗ ΙΛ Α Β ΔΟ Δ Γ2Α ∗ ς ϑ Δ ∗ 3 ΔΟ Δ Λ

4

∃ Χ Δ[ 盯 Δ Γ ΚΓ ΙΟ 2[ Δ∗ 0
]

)2ΔΗΔ ΑΩ ς 22
,

ΚΙ3 Δ 0 ΓΦ 边Γ Ο[ Γ ϑ Λ 0 Γϑ ΛΙ ∴ς2 Γ Ο ΚΟ Γ Ξ 田Δϑ ΗΑ Γϑ Λ ΙΑ∗

2ΓΗ
ΔΛ ΗΔ ΔΗΧ ∗ Κ Χ [ 2∗

]

∴ Γ ΗΙΛ Α Γ ϑ Λ : 0 ΓΦ Ι22 ΓΟ [ Γϑ Λ 0 Γϑ Λ 2∴ς2 Γ Ο ΚΟ Γ Ξ 0 Δϑ ΗΑ ,

: Η∗ ∗ ΗΧ Ο ∗Β Α Γ ϑ Λ ; ΙΑ∗ 2Γ ΗΔΛ

Η Δ ΔΗΧ ∗ Κ 2∗ Ο ΙΑΙΛ Α
4

∃ Χ Δ Χ尹∗ ∴ ΓΗΙΛ ΑΩς2 2 7)∀
4

5 < 9 6 Β Γ Α Κ∗

ςϑ Λ ΚΙΟ ΑΗ ΗΙ 0 Δ ΚΟ ∗0 ΗΧ ΙΑ 滋ΗΔ
,

∃Χ
Δ[ Β ΔΟ Δ ∴ Ο ΙΔΚ2[ Λ ΔΑΔ ΟΙ∴ Δ Λ Ιϑ ΗΧ Δ .Χ Ιϑ ΔΑΔ ΗΔΦ Η

4

∃ ΧΔ ϑ ΔΒ ΛΙ Α∗ ∗ 3 ΔΟ ΙΔ , ∗ Κ ΗΧ ΙΑ ΚΙΔ2Λ ΑΔ

姗
ϑ Η ∗ Ξ ΔΗΧ ΔΟ 初ΗΧ ΗΧ

Δ 2ΓΟ Ξ Δ Γ0 ∗ ς 刀Η ∗ Κ Κ∗ Α滋 !

ΚΟ ∗ 0 ΗΧ ΙΑ ΑΙΗΔ 诚
Α
ςΟ

Δ2[ Ξ Ι3 Δ
ςΑ

Γ 0 ∗ Ο Δ Δ2ΔΓ Ο )ΙΔΗς Ο Δ ∗Κ ΗΧ Δ ∗[ ΑΗ Δ0 Γ ΗΙ∗ )∗ ΑΙ ΗΙ∗ ϑ Α

∗ Κ ∋ 哪叩落云Χ
Δ。舫! Γ ϑ Λ Α初印落云瓦

Δ # 舫! ΓΑ Β Δ22 Γ Α
ΗΧ

Δ ∗ Ο ΙΞ Ιϑ ∗ Κ 0 Γ双匕ϑ Λ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