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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双桥古菱齿象下领骨上的砍痕现象

黄 万 波
8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9

 : ; 年 < 月
,

北京市第五制药厂在双桥一号机井里打捞 出一件古菱齿象下领骨
。

蒙该制药厂污水处理总队负责人杨宝贵
、

赵宗治两同志将采集的化石标本给我们研究
,

承 几
谨 3

此致谢
。

回到室内后
,

在修理过程中
,

在距右侧颊孔  =
3

毫米处呈现 出一条痕迹
,

经观

察
、

对比
,

确认其痕迹系人工所致
。

但由于其他工作未能将观察结果及时报道
,

一直拖到

现在才算完成这篇短文
。

在此谨向杨宝贵和赵宗治两同志表示歉意
,

同时感谢他们的支

持
。

 
3

砍痕现象

砍痕位于古菱齿象下领骨颊侧
,

前端已残
,

砍痕通体呈槽状
,

自下领骨颠孔向前外侧

成一字形延伸
。

靠颊孔一侧被砍的壁陡直 >靠下领骨底缘一侧砍壁倾斜
,

砍痕底缘断面成

锐角形
。

在砍痕凹槽两侧还呈现出长 ∀ 毫米
、

宽 ;
3

; 毫米的裂沟和 ?一= 条裂纹
。

这些性

质表明
,

砍痕及其周围的裂沟系由锐利的器物一次受力而成
,

这同自然营力的擦痕完全不

同
。

一般而言
,

自然擦痕在槽侧两壁是平行的
,

而双桥标本的痕迹与石器在动物骨壁上的

受力效应极其相似
。

再者
,

砍痕表面呈浅褐色与化石标本表层色调一致
,

说明砍痕与化石

形成的时代是同步的
。

砍痕可见部分长 ∀! ? 毫米
,

近端宽 ;
3

, 毫米
,

远端宽 :
3

; 毫米
,

凹槽深约 ? 毫米8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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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上述
,

呈现砍痕的标本系一件古菱齿象下领骨
,

其埋藏深度 ?
3

∀ 米
,

剖面岩性为

砂
、

砂质粘土与砂砾交互层
。

标本出自深灰色粗砂及亚粘土条带
,

砂粒成分以石英为主
,

颗

粒均匀
,

钙质胶结
。

双桥剖面中上部与北京阜成门披毛犀化石地点剖面相比
,

其岩性相近
,

均为河流
、

沼

泽沉积
。

在北京平原地区发现的 ? ! 多个哺乳动物化石地点里
,

其中常见的种类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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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它们也是华北地区晚更

新世古菱齿象
—

披毛犀动物群的主要成员
。

足见双桥出土的带有砍痕的古菱齿象标本

应为更新世晚期的产物
。

其绝对年代经中国科学院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Ι“ 测定

室测定为 ! = ! 士 ;! ! 年
。

在文化上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
。

该标本埋藏在距平原 ?
3

∀

米深的砂砾层里尚属罕见
。

这将引起考古工作者和第四纪地质工作者的重视
。

由此可以

设想
,

在平原下近 =! 米处乃是 夕! =。年前的古地面
。

不言而喻
,

华北平原的沉积速率是

相当可观的
,

暂不考虑其因素
,

自 。斗。年以来平均每  ! 年大约沉积  ? 毫米
。

8 : 年 月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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