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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现的安徽和县猿人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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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 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人的五枚牙齿化石
、

额骨眶上部残片及顶骨残 片一

块
。

研究表明
,
大多数形态特征与北京猿人非常相似

,

但也有较北京猿人进步的特征 和县猿

人无疑地属直立人 。 。 ““ , ,

和县猿人的门齿与元谋猿人的门齿
,

在形态特征上存在较

大的差别
。

年
,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邱中郎
、

黄万波
、

郑绍华
、

陈士

航
、

彭春
、

长绍武
、

潘传瑜
、

吴茂霖
,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方笃生
,

安徽省博物馆王彦祥及和县

文化馆叶永相组成的野外队
,

对安徽省和县龙潭洞又进行了一次发掘
。

获得人类化石七

件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

年发现的人类化石
,

除一枚上内侧门齿外
,

都与 年发现的标本重复
。

吴汝康

等  对以前发现的头骨及下领骨等化石进行了研究
,

本文只是对 年发现的人类

化石作些观察和比较
。

一
、

牙齿的描述和比较

上内侧门齿 标本编号为  。

根据其外侧缘下延到切割缘处成一稍向外突的弧

线
,

内侧缘与切缘约成直角
。

因此该标本应属右上内侧门齿
。

牙冠基本完整
,

仅切缘的远中角处有一小块釉质缺损
。
切缘已轻微磨耗

,

由近中部至

远中部稍稍斜向颈部
,

牙齿硕大
、

粗壮
,

估计属一个男性个体
。

该门齿 明显地呈铲形
,

切缘很宽
,

齿冠的两侧缘显著增厚
,

而且向舌面内卷
,

远中缘更

为明显
。

齿冠唇面
,

在纵横方向都明显隆起
,

在纵向上有三条粗壮的条状突起
。

齿冠舌面底部

有很发育的圆隆的底结节
。

两侧缘上延与底结节汇合
,

远中侧高于近中侧
,

在舌面中央为

一凹面
,

但没有元谋猿人那样明显
。

底结节斜向舌窝方向
。

在舌结节游离缘
,

可以明显地

看出长短不等的四条指状突
,

下延而终止于中央低凹 图
, 、 、 、 ,

图版
, 。

齿根极为粗壮
,

成圆锥状
,

由齿颈向根尖逐渐变细
,

齿根的两侧各有一条宽而浅的垂

直沟
,

而北京猿人在远中侧偶然出现一条非常浅的沟
。
在颈部

,

齿冠和齿根直接相连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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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面  

图 右上内侧门齿

近中面 舌面  

, ,

远中面

 ,

无收缩
,

齿冠和齿根的交界线在唇面和舌面大致处在同一水平上
。

齿冠长 毫米
,

宽 毫米
,

大于所有直立人的最大值
,

只有元谋猿人长 , 毫米
,

和它稍接近 表
。

南方古猿的底结节很不发育
。

尼人类型的上内侧门齿一般都较粗

壮
,

其唇舌径与其近中远中径相比
,

要比和县标本大
,

因而相对来说尼人的底结节更发育
。

现代人的上内侧门齿与和县猿人
、

尼人类型不同
,

显得十分细小
,

虽然偶然也有底结节
,

但

远不如尼人
,

猿人那样发育
。

上臼齿 共二枚
。

编号 是一枚左侧上臼齿
,

齿冠的近中远中径约等于颊舌

径
,

近中颊侧角和远中舌侧角都较圆钝
,

故咬合面略呈正方形
,

次尖发育良好
,

可能属第一

臼齿
。

齿冠咬合面齿质已部分暴露
,

原尖部分已扩大成一片
,

因而齿冠很低
。

颊面和舌面

均有一垂直沟
,

由齿颈延至咬合面
,

这与北京猿人相似
,

南方古猿则延至齿冠中部
。

在近中颊侧基部仅留有齿带痕迹
,

远不如北京猿人那样明显
,

而爪哇猿人 号没有

明显齿带
。

齿根仅留有舌侧枝
,

颊侧双枝已断失
,

仅保留近 中颊枝的部分基部
,

舌枝为单

枝
,

极为粗壮
,

与颊枝分离跨度较大
,

而不弯曲
,

这一点明显与现代人不同
。

从残留的齿根

可以看出齿髓腔呈牛齿型
。

标本的测量比较见表
。

无论是近中远中径或颊舌径与北京猿人
、

爪哇猿人
、

浙川猿

人
、

郧县猿人较为接近
。

与尼人相比
,

除个别外
,

比绝大多数尼人大
,

更是大大超出现代

人
。

编号  是一枚仅保留有齿冠的右上第二臼齿
,

齿冠近中面和颊面底部也 已 缺

损
。

颊舌径大于近 中远 中径
,

咬合面约呈长方形
。

齿冠颊面和舌面像 一样
,

有一垂

直沟
。

齿冠咬合面已被磨平
,

前尖已露一小齿质点
,

其余部分齿质均未暴露
。

各主尖间的

沟已不很清楚
,

但可见到前尖和后尖间由一条横沟相隔
,

原尖和次尖之间有一斜沟相隔
。

在近中半有一 形沟
,

此沟在咬合面与横沟相交
,

无真正的纵沟
。

前尖
、

原尖
、

后尖的斜面

上均有一条粗圆的主晴
,

在主峭两侧有两条小的副晴
,

并有次沟同主晴分开 图
,

图版
,

。

以上形态特征与北京猿人极为相似
。

近中面和颊面底部缺损
,

已看不到齿带
,

但在舌

面和远中面有比较清楚的齿带
。

齿冠近中远中径是 毫米
,

颊舌径是 毫米 表
,

其近中远中径与和县
、



期 吴茂霖 年发现的安徽和县猿人化石

飞飞 韦林 。。 八八 八八
画画画画 踵 次次

、 甲 , 、、 阅
,

乃

开开开开 川 洲洲
、 口〕 尸州州

, 叫 、 们们

笔笔笔笔笔
、

, 洲 ,

一一 户叫 、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飞飞飞飞飞 八八 八八
,,,,, , 闷 , 闷 、、 自 心二

二 、 钾州州 ,
叫

州 亡二 七甲

,,,,, 叫 、 夕尸州州
、

尹尹

长长长 飞飞 乡 卜卜 八八
吸吸吸吸 霉

巳巳
, ‘叫 翻厂 、 二二 , 、 翻 月产、、

心心心心心
七们 侧 〕 廿、、

勺 以 乃乃 护闷 ,
宁宁

甲甲甲甲甲 叫 、 护一川川川

飞飞飞飞飞 八八 八八
约 二 , 习习 侧二 〕 弓二二二

自 亡闷 二二 二 朽 勺勺

,,,,, 叫 宜、、 ,

宁宁 卜刀 、 、、

,,,,, 叫 、‘ 碑, 叫叫 , 州 、“ , 叫叫

了了
一一

长长长 芝芝
、、、 以〕〕

巴巴巴巴 随耳彰织织织、、口口口口口 闪闪
,,,,,, 州州

曰曰 ,

丫丫才才吠吠吠 层层 淤淤淤淤
铂铂铂铂铂铂铂铂 洲 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尺猫猫猫 荟荟 城 巳巳

淞淞淞淞 取取
宁宁 二二

健健健健健甲,, ,
宁宁

,,,,, 叫叫 , 州州

吠吠吠 昌昌 一一

峰峰峰峰 霭 。。
、心心 勺勺

当当当当 娜 蕊蕊匕匕匕匕 然 洲洲 自自
曰曰 司司

岑岑岑岑岑 八八
卜卜卜卜卜 刀

, 州 七们们
八八

卜卜卜卜卜刁户闷 户闷闷 坟、 叼二 卜
,,

灼 们 七护匀匀
甲甲甲甲甲甲目叫 , 闷 侧闷闷

一一

缀缀缀 全孚孚 扣扣
甘、、 、、

嘟嘟嘟嘟 华华 成成
勺

屏屏屏屏屏屏屏屏 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例

一
,

、、

僻僻 一一 闷闷
岛岛岛岛岛

七甲 皿、、

勺勺勺二二二 户闷闷 戒戒曰曰曰 自自自自自

岁岁岁 巴巴巴巴巴
一一一歇 叫 叫叫

门门
邂

‘二二
阳阳阳 哟哟 赵 输 双双 成成 子子
盆盆盆乏乏乏乏乏
‘‘ 昵昵昵昵

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钟
然然然 艇 昆昆

于于
二二

车车车 众众 赵 公公公公
、、

叹叹叹叹护护护闷闷闷闷闷
书书书了 、、、、、

’’

一 芝
一‘’

写 一一 高高

鼠鼠雌璐 蛋
赵赵赵 撇 欲欲欲欲
咪 “ … 一 一一

婿婿婿 芝芝 锡 卜卜 八八 八八
于于殴殴殴 彭 象象

、 卜 户闷闷 二、 卜刃
,
十十

盏盏」」」 然 州州州 卜刁卜 】 门门

勺勺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飞飞飞飞飞 一乙一
、 碑碑

八八 八八
、、、、、、

三
、

、 三、、、

卜卜卜卜卜卜刁
, 州 七们们

忿忿忿 ‘

… …
一已一 ………

一乙

毛毛毛 岁岁

拿邑邑
八八 八八

刀,,,,,,,,,,,,,,,,,,,,,,,,,,,,,,,,,,,,,,,,,,,厅 咬沪翻 户闷叮、、 , 厂、 弓甲翻皿、、

璐璐璐璐璐
、夕夕 ,八八

扣扣扣扣扣 久久
、习 二〕 匀匀

加加加加加
勺 心二 二匀匀

、

心
,

习 ”叫叫

气气气气气 、 二二二

,, 挂
之之 鸳鸳

生坦
一

生二二
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兴

邓邓邓邓 ,,

八枷兴划哥

形娜晨召喇镇匆骊田日屏城级月形

兴懈划哥

邵娜鱿演仁匆尽公叫

工形

。

图架眯韶肠补搽仁中职
。

田契眯俐岭划撅仗中吧

长长长 巾协 。。
产 、、

二互互互互画画画 硕 次次 闷闷闷闷闷

丹丹丹 川 州州
、口

沪 州州州州州

笔笔笔笔 必

曰曰曰曰
七子子子子子

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长长长 膜 。。

舀舀 里里 二二 里里
址址址 概 浙 象象象象象象
霉霉霉 咪 洲洲洲洲洲洲

吠吠吠
〕〕

丁丁丁丁袋袋袋
翻翻 丙丙丙丙丙

奋奋奋 皿 白 闪闪

斌斌斌
夏套途途

犷、、、、、

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函

代代代代
尹门、、

吼 匕 一 一 一一

层层层层
气卜 钾叫叫 。

叫叫叫叫

侧侧侧侧
翔翔翔翔 乙乙乙乙乙
帜帜帜帜帜帜帜帜

攫遥蓦蓦渺渺渺渺 价 卜

长长 吠吠吠
厦厦厦厦

卜卜

二 呈 ,, 一一

篇篇篇 息 台 累累
、、 盯、、 】了、、 】了、、

翩翩翩 甲 兮 一一一 仁仁仁仁仁 ,

口口 月、、

目 闪 一一

城城照照 二二 、、 爷爷爷爷爷
斤 、厌

,,
口

,
‘ 产口、、、、、

刀刀 ‘ 口二二
曰 矛,, 二二二二二

,,卜 二丰鑫鑫

声 二二 。兰兰兰兰兰
下下、 」」

,,,,,

健健 价价价
子子子子子

。
、

岁
哪哪 拭 舰舰

、目洲 卜 心哟哟

习叮倒倒 认 比比 度、、、、、

,,,, 叫叫叫叫叫

传传 将 一一可 冬冬    

嘛嘛 吠吠 遥
七们们们们

鼠鼠 溅溅 赵 钟 双双双双双双
一一”

”

一一既 一一 一一

扮扮 吠吠 书匀 。。。。。。

甘 」傅傅 肠 合合合合合合
,《气,,

粗 一一

据据据
叭

‘叫‘叫卜

遏 ,,,,
、

漪漪 口、、 赵 争 发发发发发发吞吞』』
甲 州州州州州州州

,, 叮、、、、、、、

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

钊钊钊钊 咪 一 一二二 一 一 一一
’

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岔

泵
’

三鸯鸯 卜 侧侧 只 ,,
之之之之 云 二二二二二二

阅阅阅
,,

, 感感感感感感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

艺艺艺艺艺 叹 }}}}
岭

}}}}
叫 一一} 丈丈

亡亡亡门门门门门门门

玄玄玄玄玄
仁二二 二

}}}万万芍芍{ 。。
卜卜卜JJJJJ

尸叫叫叫叫叫

OOOOOOOOO 〕〕〕〕〕

澎澎澎澎澎 。
}}}】。

}}}}
。

}}}}
000

,,,
~ 日日日日日日日

}}}

逞逞 增增 从 一一匕止止
‘

}}}
汉汉

帐帐帐帐 任任 必必 任任 出出
哀哀哀哀 旧湘湘

dnnn
旧山山

Unnn

忿忿忿忿‘ 】凿凿 任甲 l ;发发
牛牛牛牛刹 lll ,曰 } 以理‘‘

牛牛牛牛牛侧 .



人 类 学 学 报 2 卷

夕 以f ‘况
‘

甲

一一J

图 2 右上第二臼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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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川猿人
、

郧县猿人相接近
,

而超过北京猿人平均值
,

接近最大值
,

它的颊舌径大于 PA

833 、北京猿人
、

浙川猿人及郧县猿人
,

接近爪哇猿人
。

与尼人相比
,

无论是近中远中径或

颊舌径
,

除个别以外
,

一般地都大于尼人的数值
,

当然也大大超出现代人的数值
。

下臼齿 共有二枚
,

编号 PA 83 8 是一枚较完整的左下第二臼齿
,

但齿冠咬合面各齿

尖已被磨平
,

齿质点已出露
。

虽然咬合面磨损
,

但还能辨别存在五个尖
,

下后尖与下次尖相接
,

把下原尖和下内尖

相隔开
,

属 Y S 型
。

近中径明显大于远中径
,

使咬合面略呈梯形
,

三角座长度和宽度与跟

座的长度和宽度约相等
,

颊面留有齿带的痕迹
。

齿根极为粗壮
,

前后二齿根在颊侧将近有 1/2 已合并
,

舌侧有 1/3 合并
。

前枝与后枝

不同
,

前枝较短但较宽(图 3
, 。、

b

、 c 、

d

、
e ,

图版I
,

D
)

。

前枝末端分叉
,

后枝末端则为单独

的一尖端
,

前枝的前面 中部及后枝的中部都有一浅沟
,

但前枝的沟较后枝的沟更为宽阔
。

¾

夕 夕 / ‘虎
‘

一
.~~--习

“
·

咬合面 ;

L eft M
Z a.

图 3 左下第二臼齿

b
.
远中面; c. 近中面 ; d. 颊面; e. 舌面

oeelusal surfaee; b
.
distal surfaee; c

.
m esial surface;

d
.
bueca l surfaee; e

.
lingual surface

编号 83 9 也是一枚左下第二 臼齿
,

仅保留牙冠 (远中面釉质部分缺失)
。

牙冠已被磨

平
,

原尖和后尖齿质点已出露
,

但还可见有五个尖
,

属 Y S 型
。

五个尖的大小排列不像其

他猿人以下原尖或下后尖最大
,

下次小尖最小
,

而是各尖大小近似
,

这是由于下后尖大大

退化
,

以致使牙冠近中面向舌侧方向后斜 (图版 I
,

E
)

。

三角座长度和宽度明显大于跟座
,

这与北京猿人相似
。

近中面
、

颊面
、

舌面的颈部均有齿带
,

虽然远中面釉质部分缺失
,

但从

保留的部分来看
,

也有齿带
。

P A 8 3 8

、

P A
83

9 这两枚牙齿的长和宽与和县 PA 834(2 ) 相接近 (表 3)
,

而超过北京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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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尼人的最大值
,

落人南方古猿的范围之内
。

P A 8
39 是一枚形状变异较大的牙齿

。

表 3 下第二臼齿齿冠测t 比较(单位: 毫米 )

南南南方古猿猿 浙川猿人人 北京猿人人 爪哇猿人人 和县猿人人 长长 尼 人人 现 代代
非非非洲种种 P A 5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阳阳阳 中国人人

pppppppppppppA 834 (2 ))) p 八只飞只只 p 八只飞qqq 人人人人!!!!!!!!!!!!!!!!!!---一一 一一一一一

资资料来源源 W
olP offff 吴汝康等等 魏敦瑞瑞 R ob insonnn 吴汝康等等 本文作者者 贾兰坡坡 W

olPoffff 王惠芸芸
1111197 111 19 8222 193777 195666 19822222 195777 197111 196555

齿齿齿 长长 巧
.
3444 1 1

。

777 1 2

.

666 1 3

.

2
* 巾巾

1 3
。

333 1 3

.

666 1 4

.

333 8

.

333 1 1

.

7 888 1 0

.

777

冠冠冠冠 (14
.
30一一一 (11

.
3一一一一一一一 (9

.
50一一 (8

.
5一一

11111116
.
80)
***** 13

·

2

)))))))))))))

1 3

·

7 0

)))

1 2

·

9
)))

宽宽宽宽 14
.
2999 1 1

.
444 12

。

333 1 2

.

888 1 3

.

666 1 3

.

999 1 3

。

444 1 0

。

666 1 1

.

1 888 1 0

。

444

(((((((
1 3

.

2 0 一一一 (11
.
1一一一一一一一 (9

·

9 0 一一 (8
·

7 一一
巧巧巧巧
.
30))))) 13

.
0))))))))))))) 12

·

6 0
)))

1 2

·

3
)))

*

括号内数字示变异范围
。

* * 爪哇猿人数字为平均值
。

二
、

额骨眶上部的描述和比较

额骨眶上部一块
,

编号 PA 84 o
,

仅保留右侧眶上圆枕及其延续的一小部分额鳞
,

内侧

从眉间中央断裂
,

保留额骨鼻根部
,

在眶间区的下部还可见到一较小的筛窦上壁
。

化石表

面有局部的骨质剥落现象
。

眶上圆枕极为发达
,

它的内侧部厚为 13 毫米
,

中部厚为 16 毫米
,

外侧约为 12 毫米(已

有破损)
。

和县猿人 PA 830 右侧眶上圆枕内侧段为 18 毫米
,

中段为 17 毫米
,

外侧为 13 毫

米
,

左侧的内侧段为 19 毫米
,

中段 16 毫米
,

外侧 12 毫米(吴汝康等
,

1 9 8 2
)

。

两者相比较
,

前者不如后者厚
,

但前者的最厚段是中段
,

而后者和北京猿人相似
,

是内侧段最厚
。

眉间

部上缘略向下
。

眶后区虽已缺失
,

但似乎还可见眶后收缩远不如北京猿人
。

眶上圆枕和额鳞之间存在眉脊上沟
,

此沟与和县 PA 83 0 头骨标本相同
,

而远不 如

北京猿人那样明显
。

爪哇猿人的眶上圆枕和额鳞之间没有分明界线
,

几乎是直接地过渡

(w eide nr ei ch
,

1 9 4 3
)

。

这是爪哇猿人与北京猿人很重要的差别
,

而蓝田猿人情形与爪哇猿

人较为相似
,

所以和县猿人这一性状是介于两者之间 (图版 I
,

F
)

。

和县猿人和北京猿人等一样有眶上切迹
,

而不是眶上孔
。

三
、

顶 骨

编号 PA 84 1 ,

是一块长约 钊 毫米
,

宽约 60 毫米的右侧顶骨残片
。

保留有顶结节和

颗线后段的一小部分
。

化石表面光滑
,

没有剥落现象
,

颜色也比 PA 830
、

P A 8
40 深一些

,

这是由于其他的人类化石均出自于遗址的西部
,

仅这块顶骨出自东部
。

虽然东部地处较

高
,

土的颜色也比西部较深
,

但从层位来看还是属同一层
—

黄褐色粘质砂土
。

顶骨骨壁较厚
,

顶结节处的厚度约 11
.
0 毫米

,

北京猿人变异范围是 5
.
0一16

.
0毫米

,

尼

人是 6
.
0一11

.
0 毫米 (W

eidenreieh
,

1 9 4 3
)

,

和县猿人落人北京猿人的变异范围
,

达到尼人

的上限
。

颖线似乎较为粗壮
,

但向后逐渐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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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198 1年出土的和县猿人的牙齿 、

额骨眶上部和顶骨有以下的特征
:

1
.
上内侧门齿特别粗壮

,

尺寸大于所有的直立人
。

呈铲形
,

舌面底结节非常发育
,

舌

结节游离缘分出几条指状突
,

并终止于该面中凹
,

这些形态特征与北京猿人
、

郧县猿人及

早期智人(桐梓人)相同
,

而与元谋猿人有明显区别
。

2

.

上臼齿颊面和舌面均有一垂直沟
,

由齿颈延至咬合面
。

无真正的纵沟
,

各齿尖均有

一条粗圆主晴
,

在主 晴两侧有两条小的副峪
,

这些性状与北京猿人相同
。

3

.

下臼齿是 5 尖型
,

即森林古猿型
。

三角座的宽度明显大于跟座
,

而尼人则多数是跟

座比三角座宽
。

下臼齿的尺寸落入南方古猿变异范围
,

而大于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
。

有

齿带
。

斗
.
眶上圆枕发达

,

与额鳞之间有眶上沟
,

但远不如北京猿人那样明显
。

爪哇猿人眶上

沟很不明显
。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和县人类化石无疑地属直立人 (H
口。 。 。ec tu s)

。

铲形门齿较常见于黄色人种中
。

昊新智等 (1978) 根据各时期的化石材料为证据
,

认

为 :
“

从马坝人
、

桐梓人
、

丁村人和长阳人的化石材料
,

无论在地质时代
、

形态特征上或分

布地区上看
,

都不能否认他们是我国早一时期古人类的继续和发展
,

已表现出黄色人种的

若干形态特征
” 。

这里作者所指的早一时期的古人类无疑地是指直立人
。

我们同意这一

看法
,

就铲形门齿来说
,

我国发现的北京猿人
、

郧县猿人和这次发现的和县猿人门齿都是

铲形门齿
,

形态特征基本相似
,

在以后的桐梓人
、

丁村人
、

山顶洞人及柳江人等都继承了这

一性状
。

和县猿人门齿在形态上与元谋猿人有明显区别
,

元谋猿人门齿齿冠两侧缘向两侧分

歧较大
,

中间的指状突延至切缘
,

而其余的直立人均不是这种情况
。

相反
,

元谋猿人这种

原始的形态特征
,

我们在猿类中常见到
。

本文图版上照片为本所王哲夫同志所摄
,

由沈文龙同志绘插图
,

在此表示感谢
。

(
1 9 8 2 年 7月 24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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