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班
,

,

 

湖北郧县曲远河口人类颅骨的形

态特征及其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

李天元 王正华 李文森 冯小波 武仙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武汉   乃

关键词 直立人 中更新世早期 郧县

内 容 提 要

 和 年在湖北省郧县青曲镇曲远河口学堂梁子上相继发现两具远古人类的颅骨化

石 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 已鉴定的有 种
,

其中大熊猫武陵山亚种
、

桑氏城狗
、

爪哇豺
、

中

国摸
、

云南马
、

小猪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

表明该地点的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或稍早二 两具

颅骨的形态特征比较复杂
,

既有明显的直立人特征
,

又具有某些早期智人的性状 缘合观察分

析
,

直立人的特征占主要
,

归人直立人范璐更合适 与中国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比较
,

有诸多的

相似特征
,

说明中国古人类化石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传承发展关系 从烦骨的形态特征
、

哺乳

动物群的性质和文化面貌来综合考察 郧县曲远河口人类化石的系统地位当处于北京人和蓝 田

人之间
,

似与蓝田人更为接近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
,

西部接邻四川盆地
,

西北部与陕西汉中盆地相连通
,

北部与河

南南阳盆地沟通
,

腹地为江汉平原 地貌类型多变
,

自然环境宜人
,

很适合于远古人类生

存 在这片土地上
,

古人类化石地点分布很密集 四川万县发现有巫 山猿人 黄万波等
,

陕西蓝田公王岭和陈家窝发现有蓝田猿人 吴汝康
,

河南南召发现直立人

牙齿 邱中郎等
,

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和郧西安家白龙洞相继发现过猿人牙齿

吴汝康等
,

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发现有步氏巨猿牙齿
,

同时发现 枚高等灵长类

牙齿
,

有人认为是
“

南方古猿
’

高建
, ,

有人认为更有可能是时代较早的直立人

张银运
, ,

这些珍贵的人类化石材料为在这一地区寻找远古人类的遗骸和遗物提供

了更广泛的线索

年 月
,

郧县博物馆王正华等人在文物调查时从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曲远河 口

学堂梁子上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 编号  !∀ 次年 月
,

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与郧阳地区博物馆
、

郧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学堂梁子进行考古发掘
,

又

获得一具更为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 编号 这两具颅骨化石出自同一地层
,

形

收稿 日期  一 一

湖北省郧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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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态基本一致
,

同属直立人类型
,

称之为
“

郧县人
’

李天元等
, ,

一
、

地 层 和 时代

郧县位于汉水中游上段 曲远河 口在郧县城关上游约 公里处 学堂梁子是汉水北

岸的四级阶地
,

顶部距汉江水面约 米 暴露的堆积物剖面厚度约 米
,

自上至下有

表 哺乳动物群成员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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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建始巨猿洞 许春华等
,

郧 县龙骨洞 许春华
,

 蓝田公王岭 胡长康等
,

 员卜县曲远河口

李天元等
, ‘

郧县曲远河 口哺乳动物群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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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层
,

可分为上
、

下两段: 上段 (1一 6 层) 为土状堆积
,

厚约 8 米; 下段 (7一 13

层) 为砂和砾石交互层
,

为古河湖相沉积物
,

厚约 10 米
.
这套堆积物直接叠压在基岩

上
.

郧县人颅骨化石发现于第 3 层
.
E V 90 01 发现于该层上部

.
E V gO02 发现于该层下

部
.
二者的水平距离为 3

.
3米

,

垂直距离仅 0. ” 米
.

在第 3
、

4

、

5 层中均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埋藏情况略有不同
.
第 3 层为浅褐

色砂质粘土
,

层中有胶结坚硬的钙质结核物
,

化石均被结核物所包裹
,

相互交连
,

呈树枝

状分布
.
第 4 层为黄褐色砂质土

,

结构较松散
,

化石多单件埋藏
,

粘附有坚硬的胶结物
.

第 5 层为细砂土
,

结构疏松
.
化石呈片状分布

,

且关节相连或多节脊椎相连的标本比较多

见
,

说明是连同软组织一起埋藏的
,

石化过程中没有经过外力搬运
.
三层堆积物是连续沉

积的
,

土质土色是逐渐变化的
,

中间没有明显的界线
.
从三层堆积物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

石种类还看不出有明显的时代差异
.
我们将所有成员视为与郧县人伴生的动物群体

.

已经修理和鉴定出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18 个属种
,

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
,

不断修理出

新的标本
,

还会陆续发现新的属种
.
就目前已知属种的群体组合来看

,

主要显示南方动物

群的性质
.
具有时代意义的种类有金丝猴

、

爪哇豺
、

武陵山大熊猫
、

桑氏俄狗
、

裴氏猫
、

云南马
、

中国摸
、

小猪等
.
将郧县曲远河 口动物群与湖北建始巨猿洞和郧县梅铺龙骨洞两

个动物群相比较
,

缺少步氏巨猿
、

剑齿虎
、

似锯齿三棱齿象
、

嵌齿象
、

河狸等
.
后二个地

点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晚期 (许春华等
,

1 9
74

; 许春华
,

19 7
8)

.

将曲远河口动物群与

陕西蓝田公王岭动物群相 比较
,

除小猪之外
,

曲远河 口动物群成员均可在公王岭找到代

表
.
它们的时代也许比较接近 (见表 1)

.
具体地说

,

郧县曲远河 口的时代稍晚于建始巨

猿洞
,

比蓝 田公王岭的时代稍晚或相当
,

处于中更新世早期 (或稍早)
.

二
、

人类颅骨的主要形态特征

两具颅骨在地层中都是颅底向下埋藏
,

受到堆积物的挤压
,

颅骨都有一定程度的破

损
,

并向右侧偏斜
.
两件标本均未经过复原

,

仅从现有的保存状况进行观察和粗略的 比

较
。

1

.

1 号颅骨 (EV 900 1
,

图版 I )

正面观 挤压后颅顶变得低平
.
额骨鳞部明显后倾

.
眉脊较粗厚

,

呈一字排列
,

左右

连成一字形
.
左右侧眉脊之 间略弱

,

但无明显向下 凹陷
.
眉脊厚度左右分别为: 内侧段

12
.
4 、

14
.7

,

中段 11
.
7

、

10 .7

,

外侧段 13
.
1

、

? 毫米 (右外侧段缺失)
.

眉脊上后方有浅而明显的眉脊上沟
.
因额鳞后倾

,

眉脊上沟显得较浅而宽
.
额骨鳞部

没有很明显的矢状脊
.
眉脊之间有额中缝的残留痕迹

.

眶为圆角方形
,

被挤压后变得扁而宽
.
眶缘圆钝

.
右眶外侧缘断失

.
左侧颧骨额突前

面较宽
,

前外侧面方向明显朝前
.
左右侧颧骨额突前面之交角为较大的钝角

.

上领骨颧突前面较平
,

朝向前方
.
上领颧突根部下缘在上领体外侧面起点位置较高

,

距离上领齿槽缘较远
.
上领颧突下缘先向外侧平伸

,

呈角状转折向后与颧骨上领突相 接
.

梨状孔右侧缘因挤压发生断裂错位
,

若复原到正常位置
,

梨状孔较低而宽
,

形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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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心形
.
梨状孔下面略有腐蚀

.
上领齿槽突明显向前呈凸弧形

.
上门齿着生较陡直

.
无突

出的犬齿齿槽扼
.

侧面观 两侧颅壁均因挤压而折断
.
枕骨鳞部也已断裂

.
颅顶低平

.
两侧颧弓断失

.

上领颧突根位于第一和第二臼齿之间的上领体外侧
,

距上领齿槽缘较远
.

从左侧面观
,

上预线比较清楚
,

下颜线不明显
.
右侧面颅壁折断

,

颜线不清楚
。

左侧

上领骨颧突和颜骨颧突部分保存
,

复原颧弓的位置在眼耳平面下方
。

外耳门呈长圆形
,

长

轴为上前下后方向
,

略向前倾
.
颜鳞破损

,

上缘界线不清楚
.

鼻根点凹陷明显
.

顶面观 眉脊连续
.
左右侧眉脊之间没有向后凹陷

.
眶后缩窄明显

。

眉脊上沟清楚
。

颅顶可见到清晰的骨缝
.
冠状缝和矢状缝中

、

后段都比较复杂
,

矢状缝前囱段较平

直
.
人字缝附近断裂

,

仍可见到断断续续的清晰缝痕
.
从颅外缝的愈合情况看

,

工号颅骨

代表一中年个体
.

后面观 人字点区域没有印加骨
.
从保存的迹象看

,

有枕骨圆枕存在
.

底面观 颅底全部保存
,

只是有些破损
,

某些结构不清楚
.
左侧枕裸破损

。

右侧枕裸

完全缺失
.
枕骨大孔边缘有破损

,

长宽近似值分别为 32
.
5 和 29

.
2 毫米

。

两侧乳突游离部

均已残断
,

从保存的根部看
,

乳突粗大
.
鼓板长轴在横的方向

,

与颅骨正中矢状面的夹角

较大
.
下领关节窝较深

,

但向前边延伸得比较远
,

左
、

右侧下领窝深分别为 11
.
0 和 8

.
8

毫米
,

前后宽分别为 18 和 22 毫米
.

齿弓保存完整
,

挤压后硬愕部有断裂错位
.
两侧颊齿齿冠均 向左侧偏斜

,

使齿弓近于

U 字形
.
齿列完整

,

16 颗牙齿全部在位
.
齿冠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
左右侧门齿切缘部已

经残破; 左右侧第一 臼齿破损严重
,

齿冠有部分缺失 ; 右侧第二和第三臼齿齿冠全部断

失; 右第二前臼齿保存最完整; 左侧第二和第三臼齿保存基本完整
.
每颗牙齿的齿冠均有

纵向裂缝
.
缝间填充有堆积物

,

胶结很坚硬
.
这些裂缝直接影响了牙齿的测量值

.
牙齿粗

壮硕大
,

尤其是齿宽 (颊舌径) 显得大
.
臼齿从前往后逐渐增大

.
左第三 臼齿咬合面轮廓

近于梨形
,

远中颊侧有一较大的齿尖
,

整个轮廓与南非斯瓦特克兰斯 (Sw ar tk
rans ) 发现

的一枚牙齿 (SK 49) 很相似
,

尺寸略大
.
郧县标本长宽分别为 13

.
1和 19

.
9 毫米

,

S K 49

为 13
.
9 和 16

.
8毫米

.
若将郧县标本略加校正

,

长度略小
,

宽可能略大于南非标本
.
后者

定名为 Pa
ranthro洲

s,
归为南方古猿类 (R obinson

,

1 9 5 6 )

.

2

.

H 号颅骨 (EV 9002
,

图版 11 )

正面观 两侧眉脊外侧段均已残破
.
从保存较好的右眉脊内侧段判断

,

眉脊较粗厚
,

此段厚 18
.
1毫米

.
两侧眉脊之间略向下 凹陷

.

眉脊后上方有明显的眉脊上沟
.
额部低平

,

额鳞明显向后倾斜
.
在眉间区可见到额中

缝的痕迹
.

两眶上缘和右眶外侧缘残破较多
,

左眶外侧缘保存较好
.
眶形还可 以看出呈 圆角方

形
.
左眶外下角眶缘圆钝

,

没有锐棱
.
两侧均有明显的眶下孔

.

梨状孔左侧缘发生断裂错位
,

若复原到正常位置
,

较 工号颅骨的梨状孔略显得高而

窄
,

应近于梨形
.

上领骨颧突前面较平
,

朝向前方
.
颧突根部起点位置较高

.
下缘向外侧平伸

。

犬齿窝较浅而明显
.
右侧有隆起的犬齿齿槽扼

.
左侧此处有破损

,

但从保存的部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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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

犬齿齿槽扼隆起的程度似如右侧
.

上领齿槽突斜向前突出
.
内侧门齿脱失

,

从根孔斜度和右外侧门齿看
,

门齿着生较陡

直
.

侧面观 眉脊显著
.
眉脊上沟明显

.
颅顶低平

.
枕骨圆枕发育

.
前额

、

颅底和枕部没

有发生大的变形
,

颅长 (盯
。p

) 的测值为 21 俄5 毫米
,

若考虑到颅骨的龟裂因素
,

经校

正后的实际颅长应略小于此数值
.
顶骨有坍陷

.
若依前额和枕鳞的弧度将颅顶复原

,

颅正

中矢状弧长约 350 毫米
.
额弧长 109

、

顶弧长 112
、

枕弧长 12 9 毫米
.
矢状弧为额一顶一枕

型
。

两侧颧弓断失
.
右侧预骨保存 比较完整

。

获鳞上缘呈凸弧形
,

前缘比较平直
.
颖鳞长

71
.
0 毫米¹

、

高 45
.
0毫米 又硕鳞上缘最高点至耳门上缘点垂直距离)

,

与中国古人类化石

相 比较
,

长度在北京人变异范围内
,

与和县人相等
,

略小于大荔人; 高度明显大于北京

人
,

也略大于和县人
,

稍小于大荔人 (见表 2)
.

表 2 硕绷长
、

离及其指教比较 (单位:毫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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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
功

菜蓄蓄
69.6(7))) 34.5仍仍 49.7 (7 )))

666662 一7444 29ee 3999 4 5
.
3一57

.
333

和和 县 人 似e幼a n))) 7000 4222 64 .000

大大 荔 人 (D
ali))) 7222 4丘555 64 .666

___
, ‘ . _ _ . _ _ ‘

均值值 64 .444 4222 65
.
222

玛玛 代 人 叹M 咖rn M
an, 范围围 51一7888 32ee 5444 49

.
4一8 7

.
555

在颖骨鳞部和乳突部之间
,

两侧都有较深的顶骨切迹
.
颜骨颧突后根斜向后上方伸

延
,

与乳突上脊相连续
.
颧弓根覆盖了下方的外耳门

,

理盖的深度以外耳门至耳点矢状面

间的距离来表示
,

左侧为 17 .2 毫米À
,

超过了和县人的深度 (左 15
、

右 14 毫米)
,

也超

出了北京人的变异范围 (10 一15 毫米)
.

外耳门略呈长圆形
,

长轴近于垂直方向
,

略向前倾
.

乳突粗大
.
乳突上沟不明显

.
在顶骨乳突角区有较明显的突起

,

似为角圆枕
,

但不太

典型
.

顶面观 颅骨呈卵圆形
.
从保存的眉脊内侧段观察

,

两侧眉脊之间没有向后凹陷
.
眶

后缩窄显著
.
额鳞后部有断裂

.
颅顶有坍陷

.
冠状缝

、

矢状缝和人字缝都很清晰
,

可 归人

¹ 在 《湖北郧县人颅骨化石初步观察》 (刊 《史前研究》 19 90一 1991 合集
.
下简称 《观察})) 中

,

此

项值为 78 .0 毫米
,

系 自颜麟前缘至乳突后面枕乳缝最后点的距离
.
此数值为颜鳞前缘至后缘长

.

º 在 《观察》 中
,

此项值为21
.
0毫米

,

系侧量最大距离
.
本文在耳门正中测得乳突上脊外缘至耳门

上内则点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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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波型
,

只矢状缝顶段略显平直
.
从颅顶缝观察

,

11 号颅骨也代表一中年个体
.

两侧顶结节明显
.

枕面观 枕鳞中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
,

中段较粗厚
,

向两侧逐渐变得细弱
,

在乳突上

脊伸延的方向逐渐消失
,

未能与乳突上脊相连续
.

枕鳞中部有较短而明显的枕脊上沟
.
枕平面与项平面之间呈角状转折

.
枕平面明显地

短于项平面
.
枕面长 47 .0

、

项面长 67
.
0 毫米

.

底面观 颅底保存较完好
.
枕裸略有缺损

.
枕大孔边缘略有损坏

,

测其长宽分别为

34 .0
、

36

.

2 毫米
。

乳突粗壮
.
乳突切迹明显

,

较宽而浅
.
下领关节窝较浅而较宽

,

左右侧深度分别为

6. 5 和 9. 6 毫米
,

前后宽分别为 21
.
0 和 16 .7 毫米

,

孟后突较低矮
,

未发现茎突
.

表 3 颅骨的长
、

宽
、

高测盆比较

hlea吕u t e m e . t . o f 吕k ul is

(单位: 毫米
、

%
)

六六
.
丈过

、、

1 颅 长长 8 颅 宽宽 17 颅 高高 20 耳上颅颅 8:lll 17: 1 颅长长 17 :8 颅宽宽

(((((g 一op ))) (c
u
一e
u
))) 伪a一 b))) 高 (po一b))) 颅指数数 高指数数 高指数数

郧郧 县 人 1111 217
.
555 17000 I一 9]

...
[10 5]]] 7 8

.
1666 54

.
7 111 70

.
0000

YYY unxiannnnnnnnnnnnnnnnn

北北 京 人 均值值 196
.
9 (6))) 140

.
3 (4 ))) 11555 99

.
5(4))) 72

.
2(4 ))) 59

.
666 75

.
666

ZZZ h ou kou dian 范围围 188一2 1333 137
.
2一 14333 戊原))) 9 4一 10666 71

.
4一72

.
6666666

和和 县 人人 19000 1600000 9555 84
.
21111111

HHH exiallllllllllllllllll

大大 荔 人人 20777 14999 11888 102
.
555 71

.
9888 57

.
0000 79

.
1999

DDD aliiiiiiiiiiiiiiiii

金金 牛 山 人人 20666 14888 1233333 71
.
8444 59

.
7111 83

.
1111

JJJin niushannnnnnnnnnnnnnnnn

爪爪 哇 人人 183
.
8(4 ))) 137

.
8(4))))) 94

.
3(4 ))) 74

.
9(4)))))))

JJJaVaaaaaaaaaaaaaaaaa

昂昂 栋 人 555 21999 14555 (131))) 10999 66
.
2111 59

.
8222 90

.
3444

NNN gandonggggggggggggggggg

昂昂 栋 人 1111 20222 14333 12333 10555 70
.
7999 60

.
8999 86

.
0111

NNN gandonggggggggggggggggg

佩佩得拉罗纳人人 20888 152二二 12777 11000 73
.
0888 6 1

.
0 666 83

.
5555

PPP elr妞l o n 已已已 1 6 5555555 7 ,
.
3 33333 7 6

.
9 777

布布罗肯山人人 20555 (145))) 12888 10999 70
.
7333 62

.
4444 88

.
2888

BBBroken H 川川川川川川川 lllll

为近似值
,

以将来研究报告数字为准
.
下表同

.

在乳突蜻上方和乳突蜻的位置测得两个数据
.

颖骨的鼓板较厚
.
鼓板长轴在横的方向

,

与颅骨正中矢状面的夹角较大
,

明显大于现

代人此项夹角
.

上领聘骨及齿弓保存较好
.
愕面凹凸不平

.
齿弓近于抛物线形

.
齿列不完整: 两颗内

侧门齿和左侧犬齿缺失; 右侧第三臼齿有缺位
,

生长状况不清楚; 左侧第三 臼齿畸形
,

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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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很小
,

位于第二臼齿远中舌侧
,

齿冠高度与颊齿列平齐
,

已有磨蚀痕迹
,

暴露出齿质

点
.
其余牙齿皆原位保存

,

均有纵向裂缝
,

填充的胶结物影响了齿冠的测量
.
第二臼齿明

显地大于第一臼齿
.

3
.
分析比较

为了在观察时便于进行分析比较
,

我们对 n 号颅骨的脑颅坍陷部分试图进行局部复

原
,

测量了某些数据
.
因为复原是非正式的

,

这些数据也只是近似值
.

颅长(g 一。
P) 21 7

.
5 毫米

,

略小于昂栋人 5 号头骨 (21 9 毫米)
,

比北京人 5 号头骨

(213 毫米) 略大
,

若考虑郧县人颅骨的龟裂因素
,

校正后的值可能和北京人 5 号头骨相

近
.

颅宽 (两侧乳突根部最外侧点间距) 为 170 毫米
.
乳突上脊上方明显内缩

,

在此处测

得的脑颅宽为 159
.
0 毫米

,

明显地小于上项数值
.

颅高 (ba一b) 为 119 毫米
,

在比较标本中是较小的 (见表 3)
.

颅正中矢状弧长约 35 0 毫米
,

大于爪哇人和北京人
,

稍大于昂栋人 11 号头骨
,

小于

其它比较标本 (表 4)
.
颅横弧长约 294 毫米

,

在北京人的变异范围之内
,

大于昂栋人 n

号头骨
,

小于昂栋人 5 号头骨
,

明显小于佩得拉罗纳人和布罗肯山人
.

表 4 颅骨弧及曲度比较

A rc. aod C urvata此5 ofsk川恤

(单位: 毫米
、

% )

、、

森卜泛之之
25颅矢状弧弧 24 颅 横 弧弧 n 耳点间宽宽 11:2444

(((((arc n一。))) (
a rc p o 一卜po))) (a u,

u))) 颅横曲度(c urv
at ure)))

郧郧 县 人 1111 1350]]] 12 94]]] 15999 54
.
111

YYY ullxiannnnnnnnnnn

北北 京 人 均值值 330 (3))) 286
.
8
(4)))

145
一

555 5 0

.

8

(4 )))

ZZZ h

o

uk

o
u

di

a
n

范围围 32 1一33777 27 7一31000 14 1一 15 111 47
.
4es 54

.
888

和和 县 人人 340 口))) 2 9111 14444 4 9
.
555

HHH exiannnnnnnnnnn

大大 荔 人人 37999 29999 14222 47
.
555

DDD 吐吐吐吐吐吐

金金 牛 山 人人 36222 308888888

JJJinniushannnnnnnnnnn

爪爪 哇 人人 303 (2))) 265
.
8 (4 ))) 126

.
3 (3))) 48

.
0 (3)))

JJJaVaaaaaaaaaaa

昂昂 栋 人 555 381 (?))) 30555 15111 49
.
555

NNN gandonggggggggggg

昂昂 栋 人 1111 34 666 28555 14555 50
.
999

NNN gandonggggggggggg

佩佩得拉洛纳人人 37444 30888 !5444 50
.
000

PPPetra10naaaaaaaaaaa

布布罗肯山人人 37555 307 (?))) 147 (乃乃 47
.
888

BBB roken H illllllllllll

顶结节间距约为 131 毫米
,

计算顶结节颅底指数为 77
.
1

,

明显地小于大荔人 (9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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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智
,

拍81)
,

与直立人的平均值 (75 左右) 相接近
.

根据颅骨的形态观察
,

郧县人颅骨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

既表现了与直立人相一致的特

征
,

又具有一些智人类型的特征
.
眉脊粗厚

,

前额低平
,

眶后缩窄明显
,

枕脊发育
,

枕平

面和项平面之间呈角状转折
,

颅骨最大宽位置较低
.
这一系列特征明显是直立人所具有

的
.
颐骨鳞部较高

,

上缘呈凸弧形; 角圆枕不很典型
,

且较弱
.
这些特征与智人有某些相

似
.
没有明显的矢状脊也有别于中国已经发现的直立人化石

.
郧县曲远河 口人类颅骨的主

要特征还是直立人类型所应有的
,

归属于直立人是合适的
.
标本某些与智人类似的特征

,

应当理解为是智人承袭了直立人 (包括郧县人) 的特征
.
郧县曲远河口人类化石是直立人

向智人发展演化这条长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三
、

讨 论

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十分丰富
,

是世界人类化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中国古人类

化石进行深人研究的成果已经揭示 出它们之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

进化脉络很清楚
.
吴新

智教授对各类材料进行了系统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
,

从理论上加以总

结
,

概括出 12 项共同特征 (吴新智等
,

1 9 7 8; 吴新智 19 90)
.
试将郧县曲远河口人类颅

骨的形态特征与之 比较
,

列于表 5
.

表 5 娜县头骨与中国古人类化石特征的比较

C om pari so . k 栩ee一 th e m o 印ho lo况Ic a l e h a r a e te rs o f Y
u . x i. n s k u山

. d co . m
o一 e卜ar.d er 一 o f o t七er C 卜恤e. e fo ss U hu .n助s

共 同 特
”

症
”
.
~

一~
’

{

’

~

~ 郧 戛 灭 福玉

1.倾骨倾操突前外侧面的朝向
,

明显朝向前方

2
.
颜面中部较欠前突

,

硕领角较大

3
.
上顺骨抓突前表面较朝向前方; 抓突下缘在上领体外侧面的起点

位t 较高
,

下缘近于水平方向伸向外侧
,

再转向后与硕骨上领突

相接

4
.
鼻区扁塌

5
.
阔弃。

,

鼻指数较大
.
梨状孔较宽

6
.
上面部低矮

7
.
眼眼不呈圆形

,

四角转折较明显
8
.
眼眼外下角回钝

9
.
额鼻领缝走向近于水平

,

中部略向上凸呈平缓的弧形

10
.
矢状脊明显

,

且较锐凸

11
.
印加骨的出现率很高

12
.
上内侧门齿明显地呈铲形

明显朝向前方

颜面中部扁平
,

颧领角较大

特征同左
.

鼻区扁塌

阔鼻
,

梨状孔较宽

上面部低矮

呈回角方形和扁方形

眼眶外下角圆钝

缝近于水平
,

略向上凸呈弧形

矢状脊不明显

没有印加骨

门齿缺失或损坏
,

此项特征难确认

¹ 吴新智
、

张银运
,

1 9 7 8.

从上述比较看
,

仅印加骨一项不具备 (共性特征也只是说出现率较高
,

并不是每例均

应该有); 门齿难以确认是否呈铲形; 矢状脊不明显
,

其余诸项特征与中国古人类化石相

一致
,

与中国古人类化石有着明显的传承和发展关系
,

是中国古人类演化长链中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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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节
。

将郧县人颅骨与北京人头盖骨相 比较
,

二者有许多特征很相似
.

颅弯窿部长而较低
,

颅长高指数约 54
.
71

,

略高于北京人平均值 (51
.
4) (董兴仁

,

1 9 8 9 )

.

颅最大宽位置很低
,

位于乳突根部的乳突上脊处
,

向上明显内收
,

颈鳞上缘间宽约

15 0 毫米
,

大于北京人的平均值 (137
.
3 毫米)

.
计算乳突上脊颖鳞宽指数则比较接近

,

北

京人为 91
.
7

,

郧县人为 88
.
3

,

表明二者内收的程度相近
.

眉脊粗大而前突
,

左右相连成眶上圆枕
,

有明显的眉脊上沟
.

额鳞低平
,

明显后倾
.
眶后缩窄明显

.
顶骨低平

.
枕骨长度明显地小于宽度

,

枕鳞的

长宽指数为 58
.
02 (宽 146 .5 m m ; 长 85

.
0m m )

.
枕骨圆枕很发达

,

存在枕脊上沟
,

枕外

隆凸不显
.

郧县人也有一些与北京人不相一致的特征
,

如眉脊上沟不似北京人那样窄而深
,

矢状

脊不明显
,

角圆枕不典型
,

颜鳞上缘较圆凸
.
有些特征与蓝田人更相似: 颅顶低矮

,

眉脊

上沟不如北京人明显
,

上领牙齿 (特别是臼齿) 粗硕宽大
,

有明显隆起的犬齿齿槽扼
.

结合哺乳动物群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

人类化石的相似特征
,

相似的文化因素
,

我们认

为郧县人与蓝田人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

近十年来
,

一些研究者在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问题上
,

对于将直立人归属于同一物种表

示怀疑
,

特别强调若干独有的衍生性状或特化性征只存在于东亚直立人中 (stri ng cr,
19 79 )

.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东亚直立人 (包括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和 中国的蓝田人

、

北京

人等) 是直立人中较为特化的一个分支
.
有的研究者 (如 A

ndre w s
,

1
98 4) 对一系列 的原

始特征进行条理
、

归纳和选剔
,

组列出东亚直立人所具有的近裔特征
,

共有 7 项
:
额矢状

脊
、

顶矢状脊
、

厚的颅盖骨
、

顶骨角圆枕
、

枕外隆凸点与枕内隆凸点相距较远
、

乳突裂
、

孟内突与鼓板间的隐窝
.
A ndrc w s根据这些特征

,

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假说
,

认为
“

人类的

演化绕过了亚洲的直立人
,

其演变顺序是从能人依次经由 E R 3733人
、

E R 3 8 8 3 人
、

o H g

和 O H 12 人而导致中更新世的早期智人……
” .

这实际上是说
,

东亚直立人只是人类演化

中的一个旁支
,

而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

A ndrew s 的这种理论已经受到批评
.
G onter B rauer (1990)就这 7 项特征进行了比较

研究
,

证明这些所谓只有东亚直立人才具有的近裔特性
,

在不少的非洲人类化石标木上也

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

对比郧县人颅骨化石来进行比较研究
,

与上述东亚直立人的近裔特性多有不相符合者

(表 6)
.

表 6
‘

近裔特征
’

比较

C om Paris o. betw ee n
口
a u t

a
P
o
m

o r
P 卜ic ch araeters

. of E ast A sia n

刀 口m o e r e c t“5 a n d t h e e h a r a e t e抢 o f Y un x ian sk u lls

东 亚 直 立 人 的 近 裔 特 征

1
.
有明显的额矢状脊和顶矢状脊 (算两项)

2
.
有明显的角圆枕

3
.
厚的颅骨壁

4
.
枕外隆凸点与枕内隆凸 点距离较大

5
.
鼓板的岩脊不与乳突融合

.
存在乳突裂

6
.
盂内突与鼓板之间的隐窝

郧 县 人 特 征

不明显

不明显
,

不典型

颅骨壁不太厚

颅内未修理
.
情况不明

1号颅骨右侧和 2 号颅骨左侧有

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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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从另一方面否定了 A
nd re w s 的观点

,

即使是东亚直立人化石
,

也不一定具备这

些近裔特征
.

研究不同阶段的人类化石
,

比较其形态特征
,

加以归纳总结
,

便可以发现有的特征在

发展过程中是逐渐变化的
,

有规律可循
.
吴新智 (1990) 称之为

“

渐进性变化
” ,

如颅骨最

大宽位置是逐渐上移的; 额骨鳞部向后倾斜的程度越来越小 (表明额部越来越丰满); 矢

状脊和角圆枕逐渐变弱
,

终至消失; 下领关节窝逐渐变浅变宽
,

等等
.
另外有一些特征的

变 化 不 一 定很有 规律
,

甚 至 很 不 规 律
,

吴 新 智 先 生 称 之 为
‘

形 态 的 异 样 性

(H eterog cn eit y)
’

和
“

性状的镶嵌性
” .

郧县人颅骨既有渐进性变化的特征
,

同时又表现出

进化的异趋性质
,

反映出镶嵌进化的现象存在
.

在古人类学研究中
,

现代人的起源是相当热烈的争论话题之一
。

近几年来的讨论尤其

活跃
.
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一部分学者认为是非洲的直立人发展演化成智人

类
,

然后迁徙
,

扩散
,

分布到其它大陆
,

取代了当地的原始居民
.
这便是

“

取代论
’ ,

或者

称之为
“

源于非洲论
” .

依照这种观点
,

只有非洲直立人才是人类的真正祖先
.
另一部分学

者则不同意这种观点
,

认为现在分布于世界各大洲 的居民都是各大地区远古人类在当地发

展演化的结果
.
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迁徙

、

交流和融合
,

发生基因交流
,

因而在形

态特征上就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

也就不可能有绝对单一的种群
。

这便是
“

多地区进

化论
’ ,

或者说是
“

地区连续性演化与基因交流
” .

郧县人颅骨所表现的形态特征主要是与

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特征相一致
,

这是地区连续演化的结果; 同时也在标本上反映出某些性

状与非洲和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相类似之处
,

这便是产生基因交流的结果
.

1992 年 5 月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先生专程来武汉

观察了郧县曲远河 口发现的人类化石
,

对笔者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
。

本文初稿完成后
,

笔

者携带颅骨模型
、

部分动物化石和有关资料到古脊椎所汇报工作
,

并作学术交流
,

得到该

所人类研究室
、

哺乳动物研究室
、

修理室的大力支持
.
吴新智

、

董兴仁教授认真审阅了原

稿
,

提出了修改意见
,

作者深表感谢
.
作者就郧县人研究的问题分别向贾兰坡

、

吴汝康两

位教授请教
,

获益良多
,

谨此致谢
.

本研究项目一直得到国家文物局
、

湖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

列为重点考古

研究项目
. 1992 年列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

“

八五
’

重点研究课题
,

给予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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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tym Pan ie plate 15 thiek

.
It fo rm

s a big angle w ith the sagittal Plane of the sk u lltha n th at in

m od ern m an
.
T he Pa latal su rfa ee 15 u neven

.
T h e d en tal areh 15 elo se to Parab o lie in sh ape

.
T h e

left th ird m olar 15 sm all
.
M l is m u eh larger th an M 2

.

T ab le 5 sh o w s th at the Q u yu an R iver M o u th 伴
unxian)skullsPossess m ostofth e co m m on

m o印ho logica l ehara ete rs shared b y other C hinese fo ssil h u m an s P roP osed by W u(1990) and

W u a
n d Z h ang (1978)

.
T h is fa ct in dieate s th at Y un xian sku lls eonstitute o ne of th e im P ort ant

lin k s in th e hu m a n evolu ti on ary lineag e o f C h ina
.
Y un xian sk ulls h ave sim ilar ities an d

di ssim ilari ties w ith th o se of P ekin g M an
.
Ju dgin g fr o m the m orP ho logieal fe atu res

,
a s s o

ci
a

te d

fa
u n a a n

d
cu

l
tu

r a
l fa

e t o r s
Y

u n x
i
a n s

k
u

l l
s a r e

P
r o

b
a

b l y
e

l
o s e r t o

th

a t o
f L

a n t i
a n

th

a n t o t
h

o s e

fr
o

m Z h
o u

k
o u

d i
a n

.

T h
e

m
o 印holo gieal fe ature s of y un xian sku lls are eon eo rd an tw ith th o se o f C hinese fo ssils

.

T h is 15 resulte d fr om re gion aleon tinu o us evo lu tio n o fh um ans
.
Y u n xian h as so m e fe atu re s sim i

-

lar to th o se fo un d in A fr iea an d E u roP e
.
T his 15 du e to the gen e fl o w betw

een C hin a and th ose

COn tin Cll tS
.

日本京都举行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国际讨论会

现代人起源问题长期为人们所关注
.
1987 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威尔逊和他的两位学生堪

恩和斯通金发表论文
,

根据他们对现代人线粒体 D N A 的研究
,

认为所有现代人都可追溯到大约 20 万年

前非洲的一位妇女
.
这就是

‘

夏娃假说
. ,

把现代人起源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
古人类学家和有关的遗传学

家都分成了两大派
,

近几年来争论不休引人注 目
.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

日本京都的国际高等研究

所于 1993 年 12 月 14 一 17 日举行了题为
‘

从 D N A 看智人亚种的起源与过去
,

的理论研讨会
.
到会的 20

余人中大多数为遗传学家
,

还有来自中国
、

美国
、

澳洲
、

南非的人类学家各一位
,

日本的两位以及个别

的古生物和语言学家
.
会中互相切磋

,

对推进这一理论问题的深人研究很有裨益
.

(吴新智)

印度一太平洋史前学会第 15 届大会在泰国召开

新年伊始
,

来自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名代表云集泰国北部名城清迈
,

出席 1994 年 1月 5一

12 日举行的印度一太平洋史前学会第 15 届大会
.
在这次四年一度的学术盛会上

,

学者们就本区早期人类

及文化
、

早期农业及商品交换
、

城市及国家起源
、

史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

石刻艺术
、

更新世以来海平

面升降
、

古环境
、

年代测定和考古新技术以及考古文物工作的管理等专题
,

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对许

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 9 位来自大陆

、

台湾
、

香港
、

美国的中国学者到会并提交报告
,

其中

昊新智和黄慰文报告题目分别为
“

中国古人类的镶嵌进化
,

和
‘

东亚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的考古证据
” .

印度一太平洋史前学会(Ind o
一

P
a e

i n
e

P
r e

h i
s

t
o r

y A
s s o e

i
a

t
i
o n

,

简称 砰P^ ) 是一个有 60 多年历史的国

际学术组织
. 1929 年在爪哇举行的太平洋科学学会第四届大会上宣布成立

.
上届大会 1990 年 8 月

,

在

印尼 日惹召开
,

张银运和黄慰文应邀到会
,

此次大会宣布下届大会将于 1998 年在马来西亚召开以及从现

在起将学会改名为
·

印度一太平洋考古学会
·

a nd
o- P ac i

fic
A rc h

a c o
l
og

y A
s s

oc i at io
n

,

简称 IP A A )
.

(黄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