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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谋人化石地质时代的讨论

刘东生 丁 梦林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关镇词 元谋人 年代 中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根据对元谋组 广义 的岩石地层 , 古生物地层和磁性地层的重新认识
,

确认由广义的元

谋组建立上新统沙沟组 、下更新统元谋组 狭义 和中更新统上那蚌组的划分
。

元谋人化石产出在上那蚌组
, 时代为中更新世 ,

处在古地磁极性柱的布容正向期的底部
,

其时代应不超过 万年
,

即可能为距今 一 万年
。

元谋人 , 。功 户。 ,

。瀚
, 夕。 。 , “ , , 钻 系胡承志根据 年 月

日
,

在云南元谋上那蚌西北
, “ 元谋组 ”上段发现的两颗牙齿化石所订 胡承志

, 。

对元谋人化石的地质时代一直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

一种看法认为元谋人化石产 自

下更新统元谋组上部地层
,

其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 胡承志
, ,

根据古地磁测量

结果
,

确定元谋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 士 百万年 李普等
,

和 一 百万

年 程国良等
,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元谋人化石的层位为中更新统上那蚌组地层
,

元

谋人的地质时代和蓝田猿人
,

北京猿人都同为中更新世时期的古人类化石 尤 玉 柱 等
,

黄万波等
,

张玉萍等
,

吴汝康
, 。 。

问题的焦点
,

实际上还是对元谋组地层认识的差异
,

因此我们首先对元谋组地层略作

讨论
。

元谋组作为代表我国西南地区更新世初期河湖相堆积的一个标准地层
,

早在 一

年 发现经 定名为云南马 宁 “ ,“ , 等化石

后
,

就已有论及
。

此后又经过进一步的工作而得到确认
,

并和北方泥河湾组相对比
,

受到

普遍引用 裴文中
,

工 。

有关元谋组地层认识的发展
,

首先是周明镇 研究了采 自元谋沙沟褐煤层中的

法氏大水獭 动 产 , ,

提 出含大水獭化石的层位相当于印度中西瓦立

克上部的道克派珊层
,

其时代为上新世晚期
,

并将其从元谋组划分出来

周明镇
, 。

此后
,

尤玉柱等 夕 正式将含大水獭化石的地层从元谋组 为讨论方

便
,

可称广义元谋组 下部划分出来
,

命名为沙沟组
。

同时又根据岩性特征和元谋上那蚌

村一带
,

在发现元谋人化石的元谋组 广义 上部
,

发现具有华南中
、

晚更新世代表性化石
口 ’ , ,

而将广义的元谋组上部划分出中更新统上那蚌组 尤玉柱等
,

尤

玉柱等
, 。

自此广义的元谋组已被进一步划分为上新统沙沟组
,

下更新统元谋组 狭

义 和中更新统上那蚌组三组地层
,

各组地层的岩性
,

古生物化石
,

厚度及对比关系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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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钱方等对元谋盆地第四纪冰期及元谋组 广义 地层的研究
,

认为元谋组 广

义 属元谋间冰期堆积
,

由下至上共分四段 层 包括上述的沙沟组
,

狭义的元谋组和上

那蚌组
,

总厚为 米
,

为早更新世地层
。

钱方等在文中指 出
, “ 尤玉柱等所划分的沙沟

组
,

就是元谋组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下部 ”。

同时还指出尤玉柱等所命名的上那蚌组
,

即第

四段
,

与其下的岩层之间
, “ 在野外找不 出它们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或剥蚀面 ” ,

以及第四段

中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 “ 有不少第三纪残留种和第四纪初期的成分 ”。

对元谋组 广义

第四段另建上那蚌组提出了不同看法
。

李普等和程国良等根据钱方等的元谋组 广义 的分段分层剖面进行古地磁测量
,

表

明元谋组 广义 的古地磁极性序列记录了高斯和松山世及其中的事件
,

从而认为元谋组

广义 形成时代界线在 一 百万年 李普等
, ,

或 一 百万年
,

程国良
,

,

提 出把第四纪下限划在高斯期的马莫斯事件附近
,

年龄值为 百万年左右
。

对于

元谋人化石产出层的第四段 层
,

李普等认为元谋人化石层位的年代为 夕 士 百万

年
,

即吉尔莎事件 一 百万年 范围内 程国良等认为元谋人化石层位恰好介于吉

尔莎事件和奥杜威事件之间
,

年代为 一 百万年 。 两者极性事件年龄数值的不同
,

是 由于前者依据 极性年表 后者虽也依据 极性年表
,

但

对吉尔莎
、

奥杜威
、

留尼汪事件则按 和 极性年表校正的结果
。

磁性

地层学的研究结果与钱方等对元谋组 广义 的时代划分相一致
,

为元谋人化石的年代提

供了唯一的依据
。

因而得到较普遍的引用
。

但磁性地层学的结果与生物地层学的研究之

间尚存在矛盾难以解决
。

由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对元谋人化石地层时代不同的认识并非由于元谋人化石产

自不同地层层位所引起
。

元谋人化石产 出自 “ 元谋组 ” 上段
,

即广义的元谋组第四段

层
,

也即相当于此段的上那蚌组地层之中
,

这是没有不同意见的
。

所不同的只是
,

有根据

古生物
,

岩石地层的研究
,

将产出元谋人化石的广义元谋组第四段
,

另建中更新统上那蚌

组
,

元谋人化石时代为中更新世
。

但也有根据古生物和古地磁测量结果
,

坚持认为广义的

元谋组第四段中
,

尚含有不少第三纪残留种和第四纪早期的化石
,

应为早更新世地层 钱

方等
,

林一璞等
, 。

以下我们主要就元谋组 广义 地层的划分
,

及古生物和古地磁的研究结果对元谋人

化石的地质时代作几点讨论
。

进一步检视林一璞等对元谋组 广义 元谋动物群的全部化石名单
,

全部化石包括

第一段至第四段各层中
,

自 年以来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

因此未包括周明镇

年研究的应属上新世的法氏大水獭化石
。

化石名单计约 个种类
,

能订到种的有 种
,

其中绝灭种有 种
,

绝灭种的比例为 多 林一璞等
, 夕 。

按李普等 夕 的统计
,

实际上能订到种的 种
,

再加上绝灭属的另 个未定种
,

共 种动物中
,

绝灭的有

种
,

占 多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第三
、

四段中绝灭种比例明显的不协调
,

即第三段中发现的哺乳

动物化石中
,

能订到种的有 种
,

绝灭种为 种
,

占 多
,

现生种 种
,

占 多
。

而第

四段中的绝灭种据李炎贤统计林一璞的资料为 多
,

现生种为 多
。

这显然要比第三段

中绝灭种比例高得多
,

也比林一璞和李普等统计的元谋动物群第一
、

二
、

三
、

四段的总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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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种比例要高
。

此外
,

李炎贤在分析元谋动物群的全部化石名单后
,

对元谋动物群提出可分为两个

层
,

早期 包括第一段和第二段发现者
,

其地质时代似可划为晚上新世 晚期 包括第三段

和第四段发现者
,

以马的出现为标志
,

其时代则可划为早更新世
。

同时也对第三
、

四段哺

乳动物化石的下列两点提出疑义 在第三段中没有第三纪残留种类
,

没有绝灭属

在第四段则反而有较多的第三纪残留种类和有绝灭属 李炎贤
, 。

对于元谋组 广义 第三段和第四段哺乳动物化石
,

在绝灭种比例
,

绝灭种属的反常出

现
,

这种明显不符合生物发展规律
,

上下不协调的异常现象
,

特别是在同一地点的连续剖

面上出现就更难以解释
。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
,

第四段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混人有来自其

以下层位中的化石
。

对这种解释最有力的支持
,

是上述有关
“ 元谋组 ” 地层的大多数研究

者
,

都曾提及的元谋盆地强烈的新构造活动
,

特别是明显的断裂活动使地层关系复杂化
。

据钱方等报道
,

元谋盆地东侧受近南北向东山大断裂控制
,

元谋组沉积后
,

发生

一次强烈的地壳变动
,

称
“
元谋运动 ” ,

使东山侏罗纪红层向西逆掩在元谋组地层之上
,

断

裂附近元谋组发生剧烈变形
,

地层甚至近直立 钱方等
, 。

尤玉柱等也提到
, “ 上那蚌组 系指沿东山山麓地带断续分布的一套以砾石

层为主的河流相沉积
。

这套岩层过去曾被误为 “ 元谋组 ” 的底部砾石层
,

根据产状和接触

关系应晚于元谋组 ”。 “ 上那蚌组因受元谋东山大断裂的影响
,

地层略有倾斜
,

多羽状小断

层
,

在大断裂西缘局部产生牵引褶曲
,

岩层产状有的可达
“

倾角 尤玉柱等
, 。

从地层分布来看
,

元谋组第四段
,

或上那蚌组
,

则正是沿东山断裂西缘分布
,

其化石也

主要发现在接近东山断裂的大那鸟
,

上那蚌至牛肩包一带 。 因此
,

由于构造变动
,

使得第

四段和其以下的
,

甚至第一
、

二段岩层直接成断层接触
,

以致有可能在这一带发现于一
、

二

段中的化石都被列为第四段中的化石
,

而造成第四段中
,

第三纪残留种或第四纪初期的成

分和其下的第三段相比反而又趋增多的现象 已经在第三段中不复出现的绝灭种属又复

出现和绝灭种比例呈现异常
。

如果这一解释是确实的话
,

那么尤玉柱等所列举的上那蚌组 即第四段 发现的化石

名单
,

倒是比较可靠
,

其中的大部分化石
,

和我国典型中更新世周 口 店
、

盐井沟动物群十分

接近 尤玉柱等
, 。

重要的是这也和胡承志 年发表的和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

物化石名单相符合
。

从确定元谋组为早更新世地层的重要依据 —
云南马化石 —来看

,

现在经详细

的采集证明
,

云南马主要产自元谋组 广义 的第三
、

四段
,

而没有在第一
、

二段地层中出

现
。

这表明
,

如果我们仍以云南马的 出现作为早更新世的开始
,

也应把元谋组 广义 第

一
、

二段
,

或是其大部分划入晚上新世
。

因此从广义的元谋组下段划分出沙沟组是恰当

的
。

更为有趣的是
,

和云南马同时代的一种主要生活在北方的大型马类 —三门马
,

过去

也曾经被认为是早更新世泥河湾组 或三门组 的标准化石
,

现在的发现证明三门马化石

也主要产 自泥河湾组上部 或三门组上部
,

而在泥河湾组下部或三门组下部 或游河组

则未发现有三门马化石 薛祥煦
, 。

因此以泥河湾组上下部的界线作为更新统与上

新统分界
,

和元谋盆地元谋组 狭义 和沙沟组的划分相符合
。

这个界线在泥河湾组和元

谋组 广义 的古地磁极性柱上恰都位于松山 高斯界面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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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关于云南马的延伸时代
,

裴文中 和尤玉柱等 也都有论及
,

云南马

这种较原始的真马
,

于早更新世开始 出现
,

其延续繁衍时间较长
,

如湖北西部中更新世地

层也有发现
,

直至更新世晚期才绝灭
。

这也十分类似北方的三门马
,

最早三门马一般也被

认为是早更新世标准化石
,

后来在周 口 店和蓝田中更新世地层都还有发现
。

因此
,

从云南

马的延续时间来看
,

以在元谋组 广义 第四段
,

即含元谋人化石的上那蚌组中发现有云南

马化石为根据而认为含元谋人化石的上那蚌组为早更新世
,

并不是十分可信的
。

相反
,

根据岩石地层
,

以含元谋人化石的元谋组 广义 第四段 中
,

虽有延续时间较长

的云南马的继续存在
,

但开始有南方中更新世常见的代表性化石即东方剑齿象的 出现
,

其

动物群与含蓝田猿人的公王岭动物群大部可以对比
,

且表现进步
。

因此
,

把第四段 由元谋

组上部划分 出来
,

另建中更新统上那蚌组
,

元谋人的时代应为中更新世
,

则更为符合实际
。

占地磁极性年表
一 ,

国口国

古地磁极性年表
,

元谋剖面磁性地层

程等
,

李等
,

‘

。 。 ·
。

一吕昌孕 一。

国卜一芝

二二几
月 , 晌 , , 口 月

声户 州口‘ 月 叫内 口口 口

· 大
‘ ’

,

,‘今‘

的
, , 曰 ‘ 口

口 甲 , , 勺 口 月口 如

‘‘ 州 户电 口 , 勺

一
月叫‘ 司 ‘ 目 口 户门 口如 ‘

元谋人化石层位

月 , 勺 , 门抽

一
国, , 卜 国
国
闷
卜 叫

图 元谋剖面磁性地层与国际通用磁性年表的对比一
一

据

李普等 夕 和程国良等 夕夕 资料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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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与吴汝康对元谋人化石的进一步研究
,

认为元谋人化石和北京人
、

蓝田人同属中更新

世的意见相符合 吴汝康
, 。

根据上述古生物地层的分析结果
,

我们试图重新解释李普等 和程国良等

对元谋剖面的磁性地层的划分对比 图
。

由图 可以看出
,

原作者在磁性地层划分对比时
,

由于未能考虑古生物地层的划分结

果
,

都以剖面地层极性序列上面的第 个正极性段 程国 良等
,

” 或第
、

两个正极

性段与图左的 极性年表中的吉尔莎事件相对比 以上面的第 个正极性

段 程国良等
,

或第
、

两个正极性段与极性年表中的奥尔杜威事件相比
,

而确定

出元谋人化石层位处在极性年表中的吉尔莎和奥尔杜威事件范围
。

比较一下两个原作者对元谋剖面地层极性序列与极性年表的对比
,

有两点值得指出

其一
,

程国良等 的第
、

个正极性段
,

在相当于李普等
「

的第
、

个正极性

段的地层位置
,

前者则认为其对应于极性年表的留尼汪事件 和
,

后者则将其合并对应

于奥尔杜威事件 其二
,

在李普等的第 牛 个正极性段以下还有三个较短的正极性段
,

没有

和极性年表中相应的事件相对应
,

这三个较短的正极性段在程国良等的剖面相应的地层

层位位置上则不存在
。

由此
,

我们根据原作者的元谋剖面地层极性序列 重 新 与 等 夕

极性年代表对比如图 右
。

李普等 和程国良等 的两个元谋剖面
,

其地层极

性序列中的松山 高斯界面在地层位置上比较一致 参见图
,

其下界的极性段可对应到

极性年表 中的吉尔伯特反向期的科奇蒂事件 。

松山 高斯界面以上
,

原李普等的三个较短的正极性段可分别对应极性年表中的留尼

汪事件 和
,

和尚有疑问的 “ ’’
,

由于这几个正向段比较短 , 在程国良等的地层极性序列

中未测定出或未记录到是极有可能的
。

这样李普等的元谋剖面地层极性序列上面 的 第

一 正极段
,

和程国良等的元谋剖面地层极性序列上面的第 一 正极性段
,

可以完全相

对应
,

其地层层位也相一致 。
其第 个正向段对应年表 中的奥尔杜威事件

,

第 个正向

段对应年表中的哈拉米罗事件
,

在第
、

两个正向段之间的时间距也是比较长
,

这和年表

中的时间距较长的比率相符合
,

且在程国良等的地层极性序列上第 个正向段也是较第

个正向段的时间要长
,

也和年表中的奥尔杜威事件较哈拉米罗事件的时间距要长相符

合
。

其第
、

两个正向段在程国良的地层极性序列上都比较长
,

且间隔较短
,

几乎为相连

的一个长正向段
,

因此我们把它看作一个连续的正向段
,

与年表中的布容正向期相对比
。

只是在李普等的地层极性序列上
,

上面的第一个正向段以上又有较长的反向
,

这主要是由

于增加了剖面顶部第 一 层的两块标本的测量数据
,

而这两块标本的采样间距是剖面

中采样间距最大的
,

采样间距都在 多米
,

因此这两块标本可能并不代表磁场变化的真

实情况
。

一

因此根据重新检视元谋剖面的古地磁研究结果
,

我们发现两点事实
,

其一是在元谋剖

面的古地磁极性柱上
,

松山 高斯的界面可能位于元谋组 广义 第二段中间的 层和

层的层位附近 参见图
。 这个界线也大体正是钱方等所指出的

, “ 尤玉柱等所划分的沙

沟组
,

就是元谋组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下部的位置 ” ,

即狭义的元谋组和沙沟组的分界钱
。因

此
,

如果按照一般较普遍采用的以松山 高斯界面
,

作为更新统与上新统界线的话
,

恰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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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盆地狭义的元谋组和沙沟组的界线相吻合
。

这样磁性地层就与岩石地层把沙沟组划

为上新世晚期的结果相一致
,

也和近来欧洲对更新统 上新统界线一般多划在早维拉方期

和中维拉方期之间的意见相符合 等
, 。

此外
,

在元谋剖面的古地磁极性柱上
,

另一个较明显的事实是
,

即 由第二段上部 层

至第三段 层
,

主要为厚近 米的反向极性期
,

至 层顶部往上
,

即第四段
,

则主要为

厚约百余米的正向极性段
,

两者显示大的转向十分明显
。

这样看来
,

如果把第三段 层

顶部往上
,

即第四段的正向极性段认为是布容正极性期则显得更为合理
。

若此
,

则整个元

谋剖面的古地磁测量结果的解释就和以前大不相同
,

含元谋人化石的层位就不是位在松

山期的吉尔莎。事件
,

或吉尔莎事件和奥尔杜威事件之间
,

其年代也不应是 士 百万

年或 一 斗百万年
。

元谋人的年代
,

根据元谋人化石层位在布容期底部的事实
,

可以

确定为不应超过 万年
,

即可能为距今 一 万年或更晚一些
。

这样也就使磁性地层

与古生物
、

岩石地层把第四段划分出来建立中更新统上那蚌组的结果相符合
。

再有一点值得提 出来讨论的
,

就是仅仅用古地磁方法确定元谋人年代依据是不充

分的
。

大家都知道
,

古地磁方法
,

主要是根据地磁场倒转理论
,

即全球范围内地磁极性变化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同时性
,

因此以地磁极性变化历史为代表的地磁极性时期的建立
,

为

利用古地磁方法对比和划分地层
,

特别是对大区域乃至全球范围不同沉积相和类型的第

四纪地层对比
,

开创了新的途径和可用的标尺
。

必须指出的是
,

地磁极性年代表的年龄值
,

则是 由一些典型剖面的同位素 如钾一氢

法 年龄数据得来的极性时限标度年龄
,

而不是古地磁方法本身测定的年龄值
。

这也如同

一般通用的地质时代年表的年龄数值所代表的年龄界限一样
,

也还随着新的同位素年龄

数据的增加
,

而不断补充和完善
。

因此
,

古地磁方法并不能直接测定岩层的年龄
。

所以
,

我们过去所引用的元谋人用古地磁方法
“ 测定 ”

年代为 士 百万年
,

或 一 百万

年法是不严格的
。

实际上我们所使用的古地磁方法
,

只是根据所测岩石极性处在极性年代表上的极性

序列位置的办法来断定其年代
。

如何使得所测地层岩石极性序列准确对应极性年代表上的极性位置 除了测量标本

要有足够的密度
,

以保证不致有极性遗漏外
,

通常是要根据以下三点来作为完善所测剖面

和极性年代表的对比

连续的沉积剖面
,

且以由现代向逆的连续沉积剖面
,

如现代平原沉积区
,

深海沉

积区
、

黄土堆积区等的连续剖面
,

得以使所测剖面有 由上至下的完整极性序列和极性时间

表的对比

同位素年龄数据的配合
,

得以完善极性世和极性事件的准确对比

古生物化石的时代
,

借以使得极性世的对比大体上准确
。

元谋剖面
,

如有人认为的只是更新世早期
,

或者如有些研究者认为的
,

只是从上新世

晚期到中更新世的连续剖面
,

而缺失第四纪晚期的沉积
。

这样
,

元谋剖面不是从上新世直

对吉尔莎事件的古地磁地层学间题在此不作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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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代的连续沉积剖面
。

因此不具有由现代向逆的由上至下的完整的地磁极性记录来和

地磁极性年代表的极性序列的一一对比
。

同时
,

目前也还没有同位素年龄测定数据来配

合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认为把元谋剖面的古地磁和古生物化石的时代
,

郎古生物
,

岩石

地层的划分和时代结合起来
,

互相配合
,

来完善地层极性序列和极性年代表的对比可能更

为符合 目前的实际
,

这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所着重强调的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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