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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测定了银山地点钟乳石和骨化石样的铀系年代 根据位于第 层顶部一钙板样 次分

析的平均值
,

巢县人的上限年龄应为 万年
,

据此似可将这一人类化石从目前分类的早期智

人改划为晚期直立人 讨论了钟乳石铀系年代的可信度 银山下部地层骨化石样的分析结果
,

可引为二法一致的骨化石铀系年龄不足以保证数据真实的例证

引言

银山人类化石地点位于安徽省巢湖市南约 公里的岱山乡银山村 年 月
,

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地点进行了发

掘
,

获 块不太完整 的人类枕骨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这是继和县陶店龙潭洞之后
,

在华

东地区找到 的第 个中更新世人类化石地点

基于第一次发掘的结果
,

许春华等 将该地点的地层分为叠压关系不明的上
、

下两部分 上部为第 一 层
,

人类化石出自第 层
,

其年代
“

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的

一 层的时代或稍晚
” ,

人类化石
“

很可能代表一早期智人的枕骨
’

下部为 一 层
,

含长

鼻三趾马
、

剑齿虎
、

四棱嵌齿象等第三纪残余种类
,

其时代被定为早更新世

年 一 月进行第二次发掘
,

又获人类上领骨化石 块及零星的人牙化石

枚 在第二次发掘的报告中
,

许春华等 将含人类化石的上部堆积改分成 层 其

中第 层为洞顶垮塌后形成的松散灰色堆积
,

第
‘

层为钙质胶结的棕红色砂质粘土层
,

含

大量灰岩角砾
,

出土人类化石及中国截狗
、

剑齿象
、

摸
、

犀
、

肿骨鹿
、

小猪等 多种动

物化石
,

第 层和第 层的主要成分为砾石和砂土
,

稍有胶结
,

包含化石很少 与第一次

发掘划分的下部地层关系不清

第二次发掘
“

进一步表明了人类化石 的地质年代大致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 一 层的时

代或稍晚
,

但晚于和县猿少
、

的时代
”

巢县人化石
“

其形态特征表明是属 于早期智人的
”

许春华等
,

古人类学界比较一致地接受了发掘者关于银山地点时代的观点 虽也

有作者指出巢县人有多项与直立人相似的特征 许春华等
,

张银运
,

房迎

收稿 口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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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总体上讲
,

巢县人作为我国早期智人典型代表的地位未受到怀疑

陈铁梅等 用铀系法测定了该地点上部地层的 个骨化石样
,

其中 个样的两

种铀系年龄在测量统计误差 士 。 范围内吻合 据此他们提出巢县人的年代范围为 一

万年
,

但不排除 多万年前骨化石存在的可能 在同一篇文章里
,

作者们也给出了和县

猿人地点骨化石样的铀系测年数据
,

范围为 一 万年 和县龙潭洞与巢湖银山相距仅

约 公里
,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和县人在形态上与北京猿人相似
,

应属晚期直立人 普

遍认为有继承关系 的两种古人类
,

如基于上述测年数据
,

竟又在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出现在

很相近的两个地点
,

这一现象使史前考古学者们感到困惑不解 房迎三
,

近年来
,

我们在研究贵州
、

北京等地旧石器时代遗址年代的过程中
,

发现层位关系明

确的钟乳石类碳酸岩与骨化石样的铀系年龄多有离歧 沈冠军等
, 、

相

对纯净致密
、

结晶 良好的钟乳石样的铀系年龄有较高的可信度 沈冠军
,

 
、

如剖析以两种铀系定年法对照鉴别样品封闭性的机理
, ,

可发现二

法结果在误差范围内的一致是样品构成封闭体系的必要但并非充分的条件
,

因而二法一致

的铀系年龄的真实度仍具局限性
,

这很可能是造成上述扑朔迷离局面的原因所在

年 月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举办了
“

纪念和县猿人头盖骨发现 周

年暨南方地区旧石器文化学术讨论会
”

我们随会议组织的地质旅行
,

实地考察了银山人

类化石地点 该地点现存剖面与发掘者的描述基本相同
,

但我们注意到剖面上有多处发掘

报告中未及详细描述的钟乳石类碳酸岩出露 这类物质有可能为银山地点的年代界限提供

可靠依据 当时因限于时间
,

只大体理清了位于第 层顶部一钙板的层位意义
,

并取一样

携回测试  一 结果表明
,

该样能满足铀系法对样品纯度的要求
,

且巢县人的距今

年龄有可能比原先的结论大得多 年 月及 月
,

我们又两度前往现场采集样品
,

灰色亚粘土

黄色粘土质砂

黄色堆积

人化石
、

动物化石

样品

并在 年 月对剖面进行了

小规模清理
,

以进一步理清样品

的层位意义 本文将报道银山钟

孚石样的铀系定年结果
,

并据此

提出巢县人很可能是早于 万

年的晚期直立人

地层与样品

我们共采集
、

分析了 个钟

乳石类碳酸岩样 为与以前的定

年数据相比较
,

也分析了 个骨

化石样品 除两个骨化石样采 自

年发掘的下部地层外
,

其

余样品均采 自出土人类化石的上

部地层
,

它们的剖面位置在图

中示意给出

现存剖面第 层的顶部有一

钙板
,

已暴露于表面且已被破

坏
,

尚存面积
,

厚

口画国
巴 」棕红色角研访妻

仁口 墟黔

巨亘』钟乳石

因口目

图 银山测年样品剖面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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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水平生长纹理 明显
,

主要部分贴附在一大块灰岩 角砾上
,

于此取样 为

一 其余部分覆盖在第 层棕红色砂质粘土上
,

于此取样为 一
、

这两部分

已断开
,

但从裂纹和生长纹理分析
,

它们原先应为一整体 钙板下 的大角砾部分压在第

层上
,

部分与第 层接触
,

周围还有 块约 见方的大角砾 这些角砾应是洞顶或洞

壁的崩塌物
,

叠压在第 层上
,

其上又发育钙板 其下属第 层的灰色松散堆积应是角砾

缝隙中的后期填充物 一
、

比较致密
,

浅棕色
,

可看到大颗方解石晶体
,

但晶体

间有少量泥沙 一 纯度稍差
,

呈较深的棕色
,

与碎屑堆积的界面上有一层白色的磷

酸盐置换产物

在第 堆积层底部
,

有一倒塌了的石笋
,

直径
,

断面呈清晰的同心圆 该石笋

的外层 已部分剥落
,

一 取 自脱落的外层 一 取于其中心部位 这两个样品均

为浅黄色半透明状方解石 在差不多同一水平位置上
,

还有一圆盘状小石笋
,

从生长纹理

及周边形状判断
,

它应是原地生成的
,

于此取样为 一
,

该样性状接近于 一

在现存剖面 一 层的界面上
,

有 条平行的灰黑色薄钙板层
,

自西向东倾斜
,

厚

一
,

一 取于最厚处 用于测年的样品为从中剔选出的一坚硬的胶结层
,

无沉

积纹理
,

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样主要成分为磷酸钙
,

应是原生钙板的磷酸盐置换产物

一 为取于第 层上部的一鹿下领骨上的数枚牙齿 在地层中
,

该化石被后生的

黄白色半透 明簇状大颗粒方解石晶体所包裹
,

这些方解石颗粒收集为 一

为验证骨化石铀系年代的可信度
,

我们从 年发掘的下部地层取了两个样品
,

编

为 一
、 ,

分别为大动物肢骨及马牙化石

年代结果及其可信度

上述 个钟乳石及 个骨化石样的 次 呀 分析结果见表 个钟乳石

个骨化石样的 呀 法测年结果见表

银山钟乳石样的纯度不算很高
,

碎屑物质 的含量为 一
,

但这些样品的铀含

量较高 一
,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碎屑物质对铀系定年的干扰 表

所列钟乳石样的 行 值为 一
,

均可满足铀系定年对样品纯度的要求
,

无需

作碎屑物质带来的初始 的校正

巢县人化石出土于第 层 位于第 层顶部的钙板及包裹骨化石的方解石样应可代表

人类化石的上限年代 依地层学意义
,

下同 根据 一 的结果
,

此钙板应大于 万

年
,

但 一 的 次 分析结果表明
,

此钙板为约 万年 这两个样品结

果的差距在测量统计误差 土 的 的范围内吻合
,

故实际上并不矛盾 一 一 万

年 与 一
、

之间的差距呈显著性 该样两次分析结果在误差范围内吻合
,

排除了

实验偶然误差干扰的可能 一 两次 定年的平均值为 万年

一 应能代表第 堆积层 的生长年代
,

该样结果 仗升 稍小于 一 的
,

但两者差距不具统计学意义

丫一 为原 生钙板的磷酸盐置换产物
,

因此它不能代表其上 一 层堆积的年代下

限
,

而只能代表该地点历史上曾发生的一次重要地化过程 的年代 我们推测
,

此过程有可

能发生在第 2 层形成后
,

大量新沉积的动物骨骼的分解产生有机酸
,

使其下钙板受到侵蚀

并发生磷酸盐置换
.
A c Y 一7 的 230 T h / ZM U 年代 (2 9

.
2土;劲 与 A C Y 一2 的在统计误差内

一致
,

支持该样稍后于第 2 堆积层形成的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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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无重要时间跨度来解释
.
A C Y 一3 与 A C Y 一 1

、

2 间的差异呈显著性
,

A C Y 一 3 的
“

年轻

化
’

或 A C Y 一 1
、

2 的
“

老化
”

都有可能导致这一现象
.

任何一种同位素地质年代测定法
,

都需引人若干假设
.
这些假设对具体样品在何种程

度上成立
,

将决定所得结果在何种程度上可信
.
以铀

、

社
、

挨同位素比计算钟乳石样的年

代
,

我们实际上已引人了如下两个主要假设
:

(l) 新生成的钟乳石样只含铀同位素而不含
2
粉h和

23lP a
.

(2) 样品在生成后对铀及其子体构成封闭体系
.

我们曾讨论过
,

对比较纯净致密钟乳石样
, “

零点假设
”

可能带来的误差不大 (沈冠

军
,

19 91 )

.

银山样品的
230T h / 23扮h 值较高

,

这一假设不会带来重要误差
.

我们的工作积累表明
,

相对纯净致密
、

结晶良好的钟乳石样都可给出与地层顺序一

致
、

无异常同位素比
、

两种铀系年龄一致的结果
.
因此可认为这些样品构成了封闭体系

,

至少未被显著风化
.
我们也曾遇到过疏松多空

、

含较多磷酸根的钟乳石样两种铀系年龄差

异显著的实例 (沈冠军
,

1 9 8 7)

.

用 电子探针扫描这些样品的切片
,

发现缝隙中有硫
、

磷

酸盐沉积
,

提示了一种有可能引起
“

年轻化
,

的风化机制
.

在大多数洞穴古人类遗址里
,

找到适于定年的钟乳石样并非易事
.
常不得已而求其

次
,

采集不十分纯净致密的样品
.
从性状看

,

银山钟乳石样除 A C Y
一 5

、

6

、

8 外
,

都不算

很纯净致密
,

其中以 A C Y 一3
、

4 碎屑物质含量最高
.
在分析过程 中

,

我们还注意到

A C Y 一3
、

4 含较多的磷酸根
,

它们的铀含量也比其它样品高得多
.

银山溶洞的洞顶已经垮塌
.
在失去洞顶的保护后

,

原洞穴堆积中的碳酸岩受偏酸性的

雨水侵蚀
,

在缝隙中引人磷酸根并由此引起铀的后期加人
.
此作用对较易渗水的不很纯净

致密的样品尤甚
.
由此推论

,

我们倾向于认为纯度较差的 A C Y 一3
、

4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被
“

年轻化
” .

为验证 A c Y 一 3 的封闭性
,

我们平行测定 了该样的
227 T h / 23呀h 年龄

(2 8
.
0绘呈)

,

二法结果差异略大于 1。 ,

仅此不足 以否定样品的封闭性
,

但
227 T h / 230 T h 年

龄大于
23
呀h /

23’u 的
,

提示了该样被年轻化的可能
.

从理论上说
,

钟乳石被
“

老化
’

的风化机制也不能排除
.
在文献中

,

我们确也看到一些

钟乳石样的
230 T h / 23. U 远大于 1

.
0 的报道

,

似可引为这一风化机制存在的证据
.
但沈冠

军 (1985) 曾研究过有类似报道的法国 A
rago (L u m 一e y d e e t a l

.,
1 9 8 1 )和希腊 P

etralona 溶

洞 (S ch w 盯cz et al
.,

1 9 8 0)

,

发现这些异常数据很可能系实验误差所致
.
因此

,

我们对钟乳

石样
“

老化
”

的可能性持审慎的否定态度
.

基于上述讨论
,

由于 A C Y 一2 相对纯净致密
,

该样平行分析了 3 次
、

数据精度较高且

3 次测定结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
,

暂以该样 3 次分析的平均值 (31 万年) 代表巢县人的上

限年龄可能是合理的
.

取于第 2 层的骨化石样 A c Y 一9 的两种铀系年代分别为 18
.
8鱿
.
圣及 24

.
1士;
.
二万年

,

两者

差异大于 1。
,

提示了有铀后期加人的可能
,

但此差异不到 2
。 ,

否定该样的封闭性的证据

似不很充分
.
该样结果在陈铁梅等 (1987) 等报道的同层骨化石样的数据范围内

,

也与包

裹此骨化石
、

显然是后期生成的方解石晶体样基本一致
,

但显著小于根据 A C Y 一 1
、

2

、

4

推出的年代界限
.
A C Y 一 10

、

n 取于被认为属早更新世的下部地层
,

它们的铀系年代也

在 20 万年左右
,

这与地层古生物研究的结论相去甚远
.
但若根据两种铀 系年代的对照

,

似尚应肯定这两个样品的封闭性
.
若据此将含多种第 三纪残余种类化石的银山下部地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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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约 20 万年
,

又似与常理相违
.
故我们倾向于认为

,

这两个样品的结果可引为二法一致

的铀系年龄不足以保证数据真实的例证
.

4
.
讨论

在巢县人化石的各类性状中
,

有一些是明确的早期智人特征
,

如枕骨的矢面轮廓线
、

枕外圆枕中部的骨壁厚度
、

枕内外隆突点间的距离
、

上领骨发育的鼻前棘
、

比较陡直的门

齿管走向等
.
但巢县人也有一些无可否认的直立人性状

,

主要有: 枕骨宽度比和县人更接

近于北京人; 枕骨的上枕鳞弦长与北京猿人 10 号头骨的测量值相近; 上领齿槽突的前缘

表面正中矢状轮廓线呈稍凸向前的曲线; 鼻阔值可能较大
,

北京猿人的鼻阔值也相当大;

6 颗上领牙齿的粗壮度都在我国直立人的相应牙齿的变异范围内
,

并接近该项参数的最大

值 (许春华等
,

1 9
86 )

.

这说明
,

巢县人是一种兼有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特征 的古人

类
.

人类进化阶段的划分
,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人为制定的
.
我国古人

类学界 比较一致地认为晚期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发生在距今约 20 万年 (吴汝康
,

19 90
; 吴新智

,

1 9
90

; 董兴仁
,

1 9 8 9)

.

根据这条界限及本文年代数据
,

并结合巢县人的

形态特征
,

似可将这一人类化石从目前分类的早期智人改划为晚期直立人
.
类似于巢县人

类化石兼具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两种性状的实例
,

在国内外已发现的人类化石中还可以

举出一些
,

如金牛 山人 (吕遵愕
,

1 9 8
9)

、

大荔人 (吴新智
,

19 8
9)

、

长阳人 (许春华等
,

1
98 6)

、

P ct ra lo

n a

和 T aut av cl 人等
.
这一现象应是人类形态演化过程中镶嵌性的反映

.

由于很难对形态参数的
“

原始性
’

和
“

进步性
’

进行定量的分析比较
,

古人类学家们从不同的

角度出发
,

研究这些化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系统位置
,

所得结论常有分歧
.
同位素地质

年代测定方法的发展和应用
,

应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佐证
.

任何一种新的学说或新的研究手段的建立
,

都要经过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

人们对

它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
在数万至数 10 万年这一时间区段内应用 的多种定年法

,

如

铀不平衡系
、

电子自旋共振
、

热释发光
、

氨基酸消旋等
,

都尚处于发展过程中
.
由于方法

所依据的假设前提尚未或难以验证
,

定年工作者常借助于地层古生物学证据
,

以讨论所得

结果的可信度
.
这一借鉴是十分重要的

.
但为使同位素年代测定法臻于成熟

,

定年工作者

更应下大力
,

对所援用 的假设前提作系统的讨论和尽可能周密的验证
.
我们在上节曾讨论

过
,

铀系定年的二个主要假设前提
,

对相对纯净致密的钟乳石样来讲可以成立
.
用钟乳石

样确定一遗址的年代界限
,

尚需确定样品与遗物的层位关系
.
这一关系比较客观

,

是可 以

接受有关专家验证的
.
从这一角度而言

,

我们认为钟乳石铀系年代已初具独立的品格
.
我

国洞穴遗址众多
,

不少遗址内都可找到适于定年的钟乳石样
.
只要定年工作者与考古学家

们通力合作
,

这一 时标的普遍应用有可能开创我国古人类遗址年代研究的新局面
.

银山地点的年代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其原因有二
:
其一

,

我们已讨论过
,

该地点

部分不很纯净致密的钟乳石样可能已被风化
.
实际上

,

样品纯净致密与否只是一个相对和

定性的概念
,

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纯净致密的钟乳石样
,

似也不可能完全不受风化的作

用
.
类似于 A C Y 一2 那样性状的样品

,

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封闭体系
,

尚有待今后深

人细致的研究工作来揭示
。

其二
,

我们曾反复仔细核查了每一个样品的层位意义
,

但由于

样品采集未能与发掘 同步进行
、

位于第 2 层顶部的钙板已残破
,

本文对样品层位意义的结

论
,

仍带有一定程度推测的成分
.
银山地点尚有较多的原生堆积保存

。

我们希望今后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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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点系统发掘
、

综合研究的过程中
,

能约请有关专家核查
、

确定本文样品的层位意义
,

并再找到若干有明确层位意义
、

适于定年的样品
,

为这一重要人类化石地点的年代位置提

供更坚实的证据
.

鸣谢: A C Y 一 1 样为许峰宇先生首先发现
,

方笃生
、

韩立刚先生曾协助采样
,

作者于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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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与动态

南亚
、

东亚
、

东南亚及邻近地区石器

类型名称标准化委员会成立

印度一太平洋史前学会执委会于 1994 年 1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 15 届大会上提出成

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推动本区石器类型名称的规范化
.
现在这个委员会已宣布正式成立

.

它由中国
、

印度
、

斯里兰卡
、

印度尼西亚
、

缅甸
、

泰国
、

老挝
、

越南
、

日本
、

菲律宾
、

澳

大利亚
、

新西兰
、

台湾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各出 1名代表组成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旧石器考古研究室主任黄慰文应邀代表中国参加委员会
.
类型学是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基础之一
,

类型学名称标准化委员会的成立必将推动本地区史前考古的发展并

与整个世界考古学发展相衔接
.

(史 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