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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龙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

王 令 红 李 毅
7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8

关链词 头盖骨 9 晚期智人 9 过渡类型

内 容 提 要

黄龙人头盖骨是  ! : ∀ 年在陕西省黄龙县徐家坟山的南坡挖到的
。

它出土于黄土层与红

色土的交界处
,

从地层上看
,

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
。

该头盖骨保留了额骨和顶骨部分
。

从颅弯隆起程度
、

眶上区和颗区发育程度以及额鳞倾

斜程度来判断
,
它属于晚期智人阶段

。
与晚期智人一般特征相比

,
它的矢状脊较突出

,
头骨骨

壁较厚
,

额结节较不发育
,

前因点位置较靠后
。

黄龙人头盖骨上现代特征和较原始特征的混合

表明它代表了晚期智人中的一种过渡性的类型
。

 ! 6 ; 年年底
,

陕西省黄龙县霍英同志寄来人类头骨化石碎块和一段鹿角化石
,

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郑绍华
、

李毅二同志随即专程去该县进行实地考察
。

此化石是由公社社员赵明福同志  ! 夕∀ 年修水库时采得的
。

化石出土在黄龙县东莲

花山下
、

尧门河水库坝址北侧的徐家坟山南坡 7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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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化石地点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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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龙人产地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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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层 描 述

剖面为修水库时人工挖掘而暴露 7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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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自上而下为 ϑ

5ϑ 次生黄土层 质地很细
,
色灰黄

,

富含小钙质结核
,

具有顺坡向层理
,

为次生黄土堆积物
。

在表

面发现有古钱和陶片 9此层底部与下覆红色土层交界处发现有人头盖骨和斑鹿 7Α Ι/ Ι’Χ 石
了 Η+

·

8 角化石
。

厚 Κ 米

.5 ϑ 红色上层 色暗
、

下部质密并含有大量钙质结核
,

而上部缺少砂墓
,

却含有大量中
、

细砂
,

质松
、

含有呈片状
、

不规则的条痕
,

可能为古植物根系腐烂后留下的网格体
。

厚 Κ 米

川 ϑ 碎屑岩层 为灰绿色页岩7绝大部分已风化为粘土质8及灰绿色砂岩构成
,

大小参杂
,

大者直径

为 斗一∀ 米
,

小的仅几厘米
,

大小均无磨圆
,

似为坡积或冰川
、

泥流所致
。

厚 米

不
—

整—
一合

33ϑ 紫红色粘土 质地坚硬
、

颜色暗红
,

含有细粒基岩及螺
、

蜗牛和极其零星的脊推动物化石碎片 9
4

表

面观察似有层理
,

但不清晰
。

这种堆积在附近没有出露
。

厚 6 米

3 ϑ 基岩 灰绿色页岩夹砂岩
,

其中含油质页岩
,
这种基岩构成该县附近的山体

。

这一套堆积物在水库附近的出露中没能找到相应的层位
。 ( 层中只发现有极其零星

的脊椎动物化石碎片
,

而    
、

.2 层中却任何痕迹都没有
,

产人头骨和鹿角化石点的附近也

没有发现任何化石
。

这样
,

无疑给确定地层的时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

单从地层 卜看
,

产

人类头盖骨和鹿角化石的层位可能是更新世晚期
。

二
、

黄龙人头盖骨

该头盖骨 7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号
ϑ +∃ 6 8保留了额骨和顶骨部分

。

额

骨为大部完整的额鳞和左眶上部外侧一半
,

根据此二部的自然延伸
,

可基本可信地复原整

个额骨
。

顶骨包括左
、

右顶骨前三分之二
。

从骨壁较厚
、

额部后倾
、

眶缘圆钝等特征上
,

可判断该化石属男性个体
。

该头骨保存

的冠状缝
、

矢状缝在颅内已完全愈合
,

而在颅外面只是局部开始愈合
。

从颅外看
,

头骨断

裂处有相当部分沿着冠状缝
。

而在颅内面的断裂线不能看作是冠状缝
,

这是以
Λ Λ

卜描述的

骨缝愈合状况的很好证明
。

据此
,

此头骨可能属于年龄在 #; 岁以上的中年个体
。

从颅弯隆起程度
、

眶上区和颖区发育程度以及额鳞倾斜程度来判断
,

该头盖骨明显

属于晚期智人阶段
。

但是
,

与晚期智人一般特征相比
,

该头盖骨表现了一系列较原始的性

质
。

以下就这些方面进行具体描述
ϑ

矢状脊 在该头盖骨所保存的矢状缝和额骨中线处隆起成矢状脊
,

并成斜坡逐渐过

渡到两侧
。

我国的人类化石中蓝田人
、

北京人
、

马坝人
、

资阳人和山顶洞人  ;# 号头骨均

有此结构
。

矢状脊在现代黄种人中较多见
。

因此
,

矢状脊的存在表明黄龙人 与黄种人起

源有关的种族性质
。

头骨厚度 该头骨的额骨和顶骨各部的厚度一般都较大
,

尤以在中央矢状面
Λ

,的厚

度为大
。

如额鳞中央处厚达  ;
4

# 毫米
,

这个尺寸仅小于北京人 . 号头骨的  #
4

; 毫米和 Μ 3

号头骨的   
4

。毫米
,

大于其他所有用以对比的头骨 9 顶骨前自点附近厚达  
4

∀ 毫米
,

也

大于所有用以比较的头骨
。

这些项 目之所以如此厚
,

其原因除去头骨本身普遍较厚外
,

还有矢状脊的发育
、

颅骨内面与矢状脊相对应的骨脊特别发育而其间又缺乏 明显的矢状

沟
。 9 “, ‘



期 王令红等 ϑ 陕西黄龙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

表  头盖骨厚度测Ι 7单位 ϑ 毫米 8

额额额 骨骨 顶 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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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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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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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888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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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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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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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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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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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888888888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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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ΚΚΚ

马马 坝 人人 6
。

ΟΟΟ Κ
4

丁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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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 !
4

;;;

中中中中中央
4

ΚΚΚ 7吴汝康
,
 ! ∀ ! 888 7吴茂霖

,
 ! 6 ; 888

黄黄 龙 人人 :
4

;;;  ;
4

###
4

一 6
。

ΟΟΟ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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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中央 Κ
4

;;;;;;;

现现代人
Θ
7依 Γ

≅ ? Ι1Δ ,

 乡∀ ! 888 ∀
。

6一 Κ
4

#####  一 ∀
。

∀∀∀
。

;一∀
4

;;;

Θ Γ ≅? Ι1 Δ 的人类学教科书  !  斗,  ! 6
、

 ! , ! 几个版本所取项目都是额结节厚度
,

而不是额鳞中央厚度
。

但

Π
/1Χ / Δ ? / 1% Β ! # 年引用 Γ ≅ ? Ι1Δ 的现代人资料时

, 误以为后者
。

额部倾斜 与现代人相比
,

晚期智人的额部一般较为倾斜
,

黄龙人表现同样的倾斜
。

与此倾斜有关的是额结节的发育情况
。

因为黄龙人额骨通过眼眶中线的矢状剖面是完整

的
,

于是
,

我们使用这个剖面来比较黄龙人与有关化石头骨
。

其困难是法兰克福平面无法

确定
,

眉间点
4

7> 8 只是复原出来的
,

头骨复原上甚至还没有枕外隆突点 718
。

尽管如此
,

我

们发现黄龙标本中央矢状剖面的趋势与山顶洞  ; 号头骨接近
。

于是
,

根据山顶洞  ; 

头骨 >一 1线的位置
,

黄龙人头骨的 >一1线得以确定
。

这是 目前我们所能做到的确定这个

残破头骨的 >一1线方向并使之能与其他头骨相比较的最好估计
。

把被比较头骨的 >一 1基

线放在相同的水平上
,

画出通过眼眶 中线 7这样也就通过了额结节8 的额骨的剖面图7图

# 8
,

也可以比较不同头骨的额结节的发育情况
。

我们看到
ϑ  

4

马坝人额结节隆起不显
,

黄

龙人
、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依次变得显著 9
4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额结节在眉脊往上较低位
,

争”
尹

。峥
Ρ

州如 乙叼 砂兮八公 门 方响妙呵戍勿

图 # 通过眼眶中线的矢状剖面7> 一1线代表通过 > , 1 点的平面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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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龙人额结节处较高位7图 箭头所示8
。

此外
,

>一 1方向确定后
,

黄龙人的施瓦勃额角

7Σ一>一18 可量得为 ∀ # “ 。

前自点的位里 前囱点在前后方向
Λ

,的位置
,

通常以前自点投影在眉间点与颅后点

连线上的位置产生的前自位指数表示
。

直观上看
,

黄龙人额骨在矢状方 向上是相当长的
,

而整个头骨头型无疑很圆
,

如果化石保存足够多使能产生这个指数的话
,

我们相信
,

这个

指数一定能够反映前囱点相当靠后
。

需要说 明一下
,

位置靠后的前囱点与以角度所表现

的额部倾斜程度大也是有关的
。

此外
,

额骨眶后宽度的缩狭程度很大
,

脑膜 中动脉压迹较粗
、

额骨内面中线处保留的

隆起痕迹说明额脊比较发育
。

这些特征也表明黄龙人的原始性质
。

扭

三
、

讨 论

 
4

黄龙头骨的面骨完全不存
,

因此除去矢状脊所能表现的种族性质以外
,

不可能详细

讨论其种族问题
。

从额骨和顶骨所表现的矢状脊发育
、

骨壁较厚
、

前额隆起较弱
、

前卤点

位置靠后等特征来看
,

显得比山顶洞人和柳江人更为原始
。

4

黄龙人头骨额部隆起没有充分达到一般晚期智人的水平
,

而眉脊则与后者一样减

弱
。

西德汉堡附近 ( ≅Β Δ ΚΕ/ ?Η ≅Δ Χ 地方发现的约 # Κ
,

;; ; 年前的额骨的倾斜程度犹如一般西

欧尼人类型
,

但眶上区的形态则主要显示了解剖上现代类型的化石人 7相当于晚期智人 8

的特征 ϑ 不具连续的眉脊
,

只有眶上部的两侧眉弓
,

二眉弓在眉间区被隔开
,

其外侧与扁

平的眶上三角分得很清
。

Υ? 盆Φ/
ϑ

7  ! 6  8 认为 ( ≅Β Δ Χ Ε/?
Η≅Δ Χ 额骨是西欧尼人与现代人类

型人类的中间类型
“

第一个具体的标志物
” 。

据此可以推断
,

黄龙头骨或者代表了晚期智人中一种过渡性的类型
,

或者代表了一种

混杂的类型
。

但就亚洲而论
,

由于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晚期智人同任何类型的早期智人共

存过
,

黄龙人不象是混杂类型
,

而更可能是过渡类型
。

黄龙头盖骨某些原始特征的存在对

于研究亚洲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的过渡提供了一个方面的线索
。

本文插图由陈培同志清绘
、

图版由杜治同志摄制
。

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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