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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巢县人类化石地点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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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48 年对巢县银山人类化石地点的发掘结果再次表明
,
该地点的人类化石的地质时代大

致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 一 9 层的或稍晚
。
发现人类上领骨化石一块

,

具有早期智人的特征
。

气

 4 : 年 9 月
,

在安徽省巢县 5近改为巢湖市6银山村旁的洞穴或裂隙堆积中发现一块

人类枕骨化石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5许春华等
,  4 9 6

。

为了从这个地点找到更多的化

石材料
,

在  4 8 年 ( 一 ; 月
,

中国科学院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安徽省考古研究

所共同对这个化石地点的堆积进行再次发掘
,

在原含人类化石的层位中又找到一块不太

完整的人类上领骨和一批动物化石
。

这个地点的化石材料的详细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

本文仅就这次发掘结果作一简要报
之上

2

「< 1

一
、

堆 积 情 况

这次发掘是在  4 : 年试掘区
,

即发现人类枕骨化石的堆积区进行的 5图 6
。

许春华

第一次在这个地点工作时曾对这个试掘区进行短期工作
。

这次发掘
,

对该区的堆积情况

有较多的了解
,

堆积从上往下可分如下几层 5图 6
=

2

灰色堆积 松散未胶结
,

相当于  4 : 年发掘剖面中的第 层
。

:
2

棕红色砾石层 钙质胶结
。

主要成分为砾石
、

砂和粘土
。

砾石大小不一
,

多具棱

角
,

有的砾石表面有黑白相间的风化壳
。

砾石成分多为灰岩
,

偶见黄色砂岩和紫色泥岩
。

砾石大者为 (2 9( > (
2

( > (2 :( 米
,

小者为 (
2

(8 > (
2

(: > (
2

( 米
。

其中发现的化石多已

破碎
。  4 : 年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即出于此层

。

这次在该层中找到了一块不太完整的

人类上领骨化石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动物化石种类计有中国稼狗
、

熊
、

豺
、

推
、

剑齿象
、

膜
、

犀
、

肿骨鹿和小猪等十多种
。

该层最大厚度为
2

? 米
。

此层相当于  4 : 年发掘剖面

中的第 : 层
。

8
2

砾石层 钙质胶结
,

颜色为紫色
、

黄色
、

褐色
。

砾石多不具棱角
,

成分为灰岩
、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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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年发掘区

# , 4 : 年试掘区和 # , 4 8 年发掘区

未发掘堆积的推测界限

灰岩

人类上领骨化石位置

‘

珊目。

 

灰色堆积 ! ∀ 棕红色砾石层 ! #
·

紫褐色砾石层 ! ∃
 

黄色堆积

纹理的灰色紫色细砂岩和棕色泥岩等
。

有的砾石表面具有黑色和白色相间的外壳
。

砾石

大者为 %
 

∃ & ∋ %
 

∃ % ∋ %
 

∀ ∀ 米
,

小者为 %
 

% ( %
 

% ∋ %
 

% 米
。

在此层中
,

还发现两大块石灰华 )钙质沉积 ∗
。

一块长 %
 

∀% 米
,

厚 。
 

% ∃& 米
,

有纹理
,

中

间弯曲 ! 另一块长 %
 

∀∀ 米
,

厚 %
 

%∃ & 米
,

有纹理
,

呈
“+” 形弯曲

。

它们两端都有棱角
。

这些

石灰华块可能是 由洞顶或洞壁崩塌下来的
。

在此层中发现的化石很少
,

未见能确定时代的种类
。

此层可见厚度为 %
 

∀% 一。
 

∃% 米
。

∃
 

黄色堆积 稍胶结
,

但不坚硬
。

主要成分为砾石和砂
。

砾石无棱角
,

有的表面很光

滑
。

砾石成分为灰岩
、

紫红色
、

砖红色和黄色泥岩
。

砾石大者为 %
 

%, ∋ %
 

∀ ∋ %
 

− 米
,

小者为 %
 

% ( %
 

% ∋ % % 米
。

从中可找到少量的小骨片和啮齿类肢骨
。

未发掘到底
,

可见厚度为 %
 

.% 米
。

这次发掘的 #
、

∃ 层中
,

发现的化石很少
,

它们很难与 / . ∀ 年发掘的下部堆积进行对

比
,

其确切的时代有待于将来更多的化石发现来解决
。

这个化石地点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野外地点编号
0 . ∀ %∀ ∗

,

尽管

经过两次发掘
,

但含化石的堆积尚未发掘完尽
。

上述堆积形成时的气候变化初步推论如下
0

第 ∃ 层堆积中
,

砾石无棱角
,

表明是由流水搬运而来
。

砾石成分中有泥岩
,

在搬运时
,

它们未被流水冲击得粉碎
,

表明它们被搬运的距离不会很远
。

砾径较小
,

说明当时雨量不

大
,

水的流速缓慢
。

该层堆积颜色为黄色
。

因此
,

那时的气候可能干燥
,

雨量小
,

气温偏低
。

第 # 层中的砾石较第 ∃ 层的大
,

且多无棱角
,

也是由于流水搬运至此
。

但这时雨量较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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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层的大
,

水的流速比较快
,

才能搬来比第 9 层较大的砾石
。

砾石成分中有泥岩
,

在流

水搬运过程中它们未被撞击溶解成粘土矿物
、

细砂和粉砂
,

表明它们是由附近搬运而来
。

那些较大的砾石搬运至此后
,

经受风化
。

由于表面张力的原因
,

含有碳酸钙的水在那些砾

石的表面沉积了钙质的外壳
。

在堆积形成过程中
,

洞顶或洞壁不稳定
,

偶尔有石灰岩块及

石灰华5钙质沉积6掉落下来
。

这层形成时的气侯较第 9 层的潮湿一些
,

气温较高
,

雨量也

较大
。

第 : 层
,

出人化石的层位
,

基本为角砾
。

该层在堆积过程中
,

石灰岩洞顶或洞壁不怠

定
,

经常崩塌下石灰岩块
,

砾径比第 8 层中的大 7 同时也有流水搬来的粘土
、

砂和石块充

填其中
。

后又被钙质胶结
,

显得较坚硬
。

该层除砾石外
,

其余部分基本为棕红色
,

表明准

积物得到充分地氧化
。

因此
,

该层堆积时的气候温暖湿润
,

气温比第 8 层堆积时的还高
。

到了堆积第 层时
,

洞顶已经不存在
。

气候变得干燥
,

雨量小
,

气温低
,

因此地下水中

含钙质低微
,

不能胶结正在形成的堆积
。

二
、

动 物 化 石

在含人类化石的堆积层中发现的动物化石
,

初步鉴定如下
=

中国银狗 5万 , Δ % , , Λ ∀ % Η, Ι∀ + ΓΗ厅= ΓΙ ; % ;后 + Μ % ;
6

猫 5Χ %#Ι ΦΔ 。
6

灌 5Ν ΟΓ ∀%# ΙΦΓ %
6

豺 5Π Ο帅 ΓΚ
·

6

熊 5Θ ∀ ΓΟΓ
ΓΚ

·

6

剑齿象 5/
Η% Ρ + Φ + + ΓΚ

·

6

膜 5Σ
Δ万

, Ο 7 Γ)
·

6

犀 5Τ 址; + %%∀ + ΗΙ Φ Δ % 6
,

Υ
ς

猪 5Γ
Ο Γ Ω Ι9 1 Ξ 人Ο &

Δ ; ,

Ω Ο Δ ; Φ Ψ Ι6

猪 5/ Ο , Γ)
·

6

肿骨鹿 5材
% Ρ 以。Π + ∀+ Γ 户‘

Π人, +以 %Ο 7 Ψ + Ο ; Ρ 6

鹿 5%
% ∀ Η, Ο Γ ΓΚ

·

6

牛 5∋
+ Ζ ΙΦ

Δ %
6

 4 : 年在巢县银山含人类化石的堆积层中发现的动物化石很少
,

人类化石的时代是

根据上覆堆积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推断的
。  4 8 年在该层位中发现的动物化石主 要 有 中

国铁狗
、

肿骨鹿
、

小猪和剑齿象等种类
。

中国截狗存在于北京猿人地点 一” 层中 59 和

: 层除外 6
。

肿骨鹿化石发现于北京猿人地点 一 ( 层中
。

在安徽和县猿人地点的含化

石堆积中也发现了中国徽狗和肿骨鹿化石
。

小猪化石既发现于早更新世的地点
,

如广西

柳城巨猿洞 7 也发现于中更新世的地点
,

如安徽和县龙潭洞和湖北郧县龙骨洞
。

在巢县人

类化石层位中
,

至今既未找到第三纪的残存种类剑齿虎化石
,

也未找到在欧洲发现于早更

新 世而繁盛于中更新世的居氏大河狸化石
。

而剑齿虎和居氏大河狸的化石存在于和县拔

人地点和北京猿人地点 9 层之下的堆积中
。

因此
,

安徽巢县人类化石的时代要晚于和县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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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和北京猿人地点 9 层之下的时代
,

大致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 一 9 层的时代或稍晚
。

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所反映的自然环境可概括如下
=

该动物群中
,

常栖息于草原或沙漠地区的种类
,

有中国银狗 7 习惯栖息于森林和多水

地带的种类
,

有簇
、

犀和肿骨鹿 7栖息于森林的种类
,

有象
、

野猪
、

鹿和大部分的食肉类
。

分布于热带
、

亚热带一东洋界的种类
,

有膜
、

犀
、

象和稼狗 7 分布于古北界的种类
,

有肿

骨鹿 7 适应性较强
,

分布范围较广的种类
,

有灌
、

豺
、

熊和野猪
。

由此看来
,

这个地点的动物化石中
,

生活于森林和多水地带的种类占大多数
,

且又以

生活在热带
、

亚热带地区的动物种类为主
。

这个动物群所反映的自然景观
,

是山上有茂密

的森林 7 山下裕溪河两岸是宽阔的旷野
,

有大 片的草原和湖沼或河流
。

气候温暖湿润
,

为

热带或亚热带气候
,

气温与现在巢县一带的气温相当或稍高
。

这与我们由该地点堆积特

征分析得到的气候推论也是相一致的
。

三
、

人 类 化 石

上领化石一块
,

不完整
,

其主要保留部分为齿槽突的前部
。

右齿槽突带有第一前臼

齿
、

第二前臼齿和第一臼齿 7 自第二前臼齿以后
,

齿槽突外侧骨面已断失
,

第一臼齿的齿根

完全显露
。

左齿槽突自侧门齿之后的部分已断失
,

但犬齿齿窝的近中壁仍有一小部分可

以见到
。

上领鼻下区较完好 7 侧视之
,

齿槽突领程度稍显
,

其前缘轮廓线稍呈隆起而不像现代

人类的那样呈平直状或下凹状
。

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的齿槽前缘 侧视轮廓则呈明显的凸

形
。

鼻前棘已断去
,

从其保存下来的基部来判断
,

鼻前棘很发育
。

猿人的鼻前棘则很小
。

齿槽高度 5;Γ 一Κ∀ 6 为 :?
2

4 毫米
,

比北京猿人的和长阳人类上领化石的要大
。

梨状孔下

缘的右侧半较完整
,

其左侧半只保留有约内三分之二
。

从梨状孔下缘的右侧半的部位来

看
,

梨状孔侧缘由下向内延伸
,

但延 伸的距离很短
,

既不与梨状孔下缘合并
,

也不与梨状孔

下缘形成鼻前凹或鼻前窝
,

因而
,

梨状孔下缘看起来是呈钝型
。

北京猿人的梨状孔下缘简

单
,

只是一个分界的边缘 5[Δ
∀ Ρ+ #Ι[Ι ΗΔ ;Γ 6

。

由梨状孔下缘右侧半可估计出鼻阔值可能较

大
。

北京猿人的鼻阔值也相当大
。

鼻腔底尚保存有前部
。

门齿管在鼻腔的开 口 清楚可见
,

呈椭 圆形
。

该鼻腔底由梨状

孔下缘开始缓缓向下后方倾斜呈低凹状
。

北 京猿人的鼻腔底则呈平坦状
。

长阳人类上领

叱石的鼻腔底也呈平坦状
。

由于标本破损
,

右侧上领窦已经暴露
。

该上领窦向前展伸
,

达到相当于第一前臼齿的

位置
,

并 向中矢方向展伸
,

可达上 领愕突
。

北京猿人的上领窦扩展的程度则没有如此之

大
。

长阳标本的上领窦也向前展伸到第一前 臼齿的位置
。

硬愕部
,

除保留有近第一臼齿处的一小 块外
,

还保留有前部
。

鳄面粗涩
。

门齿孔完

整
,

紧靠齿槽缘
,

可以看出门齿管的上下走向较为陡直
。

长阳标本的门齿孔位置和门齿管

的走向也同样如此
。

据魏敦瑞 5∴ Φ Φ %盯 %Ι Π]
,

 9 8 6 的估计 = 北京猿人的门齿孔的位置

离开齿槽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

门齿管的走向较为倾斜—
与齿槽平面成 斗。。

的夹角
。

在该上领骨上
,

二枚内侧门齿和右犬齿皆缺失
,

但保存着完整的齿窝 7 二枚外侧门齿



呼期 许春华等 = 安徽巢县人类化石地点的新材料

则留着断根
。

从齿槽扼的发育情况来看
,

犬齿齿槽扼的上端离鼻腔底水平还相当远
。

北

京猿人和长阳标本的犬齿齿槽扼的上端则可达鼻腔底水平
。

这可能意味着巢县上领骨上

的犬齿齿根的高度还不及北京猿人的或长阳标本的
,

但这也可能是由于其齿槽高度较大

的缘故
。

巢县上颇骨除带有右侧的牙齿外
,

还有属于其左侧的三枚零星牙齿
= 第二前臼齿

、

第

一臼齿和第二臼齿
。

这三枚左侧牙齿中
,

除第二前臼齿的齿根较完整外
,

其余二枚牙齿的

齿根 皆在发掘过程中有程度不一的缺损
。

所有这些牙齿的齿冠部分
,

虽然都有若干磨耗
,

但保存情况良好
。

从这 ! 枚牙齿的粗壮度来看
,

都在我国直立人相应牙齿的变异范围之内 5表 6
。

长

阳标本的二枚牙齿的粗壮度也同样如此 5表 6
。

长阳上领的这二枚牙齿的尺寸显得较巢

县上颇的相应牙齿的为小
,

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二者之间有演化级别上的差异
。

综上所述
,

在巢县发现的这 块人类上领骨虽然显得稍突领
、

有较大的鼻阔和较粗壮的

牙齿等
,

似乎有接近直立人的特征
,

但其发育的鼻前棘
、

门齿孔的位置
、

门齿管的走向
、

扩

展的上领窦也许还有不发达的犬齿齿槽扼等特征
,

表明这块上领骨是属于早期智人而不

是直立人
。

这与从该化石地点 同一层位发现的枕骨化石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相一致的
。

表 其县上领牙齿粗壮度与直立人和长阳标本的比较

—
⊥一一兰‘一⊥

一
一一二一一一_一一竺‘一一⊥一一竺生一一

一一竺熨壁
一

一
Α

卜
一一

Α

二竺兰
一一一卜尘竺卫全二

一
≅

⊥一#兰兰燮二三一一卜一一竺竺一一
一宜垫竺竺竺

一一Α

⊥一二兰二里二一 _一
≅

兰土二竺二生
一

一

⊥
一

卫兰上里二:
≅

一卜兰竺二翌一
长阳标本

, ,

⊥ ?
·

9

⊥ ⎯
‘8“

·

“
⊥

α 包括北京猿 人
、

蓝田猿人和和县猿人
。

原始测 量数据来源 = Μ %记%; ∀%Ι 山 5 , 8 ? 6
,

吴汝康5 , ! ! 6
, 昊汝康

、

董兴
仁5# , 4 : 6和吴茂霖5  4 8 6

+

αα 原始测量数据来源 = 贾兰坡(  ? 6
。

四
、

结 论 和 讨 论

2

 4 8 年在安徽巢县银山人类化石层位中发现的动物化石
,

进一步表明人类化石的

地质时代大致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 一9 层的时代或稍晚
,

但晚于安徽和县猿人的时代
。

:
2

 4 8 年在安徽巢县发现的人类上领骨化石
,

其形态特征表明是属于早期智人的上

领骨
。

8
2

巢县人类上领骨化石与长阳人类上领骨化石至少在齿槽高度上
、

鼻腔底形态上和

牙齿粗壮度上有一定的差别
。

考虑到这些特征的变异性
,

这些差别不一定意味着这二块

上领骨有演化级别上的差异
。

巢县人类上领骨化石和长阳人类上领骨化石都可以看作是

代表早期智人的
,

可能一是代表男性
,

另一代表女性
。

巢湖市文化局陈先训
、

何爱平和巢湖地区文管所李晓东参加了野外发掘工作
。

戴嘉

生清绘了本文插图
,

杜治摄制了本文图版照片
。

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

5  4 ! 年 : 月 : ,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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