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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巢县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和

哺乳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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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才 弟
安徽省地质局区 测队

方 笃 生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

关镇词 人类枕骨 哺乳动物化石 早更新世 中更新世 巢县

内 容 提 要

年在安徽巢县银山发现的化石材料表明
,

该地点下部堆积的时代为早更新世
,

上部堆

积的 时代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的 一 层或稍晚
。

一块人类枕骨化石出自上部堆积 ,

代表一青

年女性个体
,

很可能是属于早期智人的枕骨
。

该地点的动物群具有东洋界和古北界的色彩
。

年 月
,

安徽省巢县银屏区文化站陈先训同志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
,

反映在该区岱山公社岱山大队银 山村采石场发现了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

同年 月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地质局区侧队 短期

参加 共同对这个含化石的地点进行了发掘
。

通过近一个月的工作
,

获得了一块不太完整

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

该化石地点是由安徽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早在 年底在巢县进行地 质 调 查

时发现的
。

安徽省各级政府部门对这次发掘工作曾给予大力支持
,

银屏区文化站陈先训同志 曾

始终协助这次发掘工作
,

本文插图分别由戴嘉生和侯晋封清绘
,

化石照片由王哲夫摄制
,

作者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谢意
。

一
、

地 质 概 况

银山含化石的地点位于安徽省巢湖地区巢县银屏区岱山公社岱 山大 队 银 山 生 产 队

旁
,

巢县一无为县公路的东侧银山山坡上
。

北距巢县城约 公里
,

东北距著名的和县猿人

产地龙潭洞约 公里
,

西北距合肥市约 公里 图
。

地理座标为东径
。 ,

’ ,

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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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的西面和南面为低山丘陵地带
,

鸡毛燕山最高
,

其次为银屏山
,

海拔均达 多

米
。

它的北部和东部为宽阔的平地 河漫摊阶地
。

在银山

东北方向约二公里有一条裕溪河
,

由西北向东南蜿蜒地通

过汇人长江
,

它是巢湖水的出口 通道
。

银山恰处于山区的

东北边缘
,

山地与平原交接的山麓地带 。

银山附近阶地不明显
,

但在裕溪河两岸可见到三级阶

地 图
。

级阶地海拔高约 米
,

主要为堆积阶地
,

下部

为砂砾
,

上部为灰黄色砂土
,

均未胶结
。

级阶地海拔高

约 米
,

主要为堆积阶地
,

下部为砂砾
,

上部为棕黄色棕褐

色粉砂质亚粘土
,

常含有铁锰结核
,

堆积厚约 米
。

银山

、、 火习季季

呀呀呀图 化石地点位置
, ,

由 化石地点

正处在 级阶地的海拔高度范围内
。

级阶地海拔高约 米以上
,

以堆积阶地为主
,

下

部为棕红色或浅棕红色泥质砂砾层
,

上部为棕褐色粉砂质亚粘土
。

心﹄了

林夭开一︸

一一
一’’︸一

,一﹄

格粗刁

北石绝点屠求
叱

盆内

﹃司月

图 裕溪河河谷剖面

萝

,

上石炭统黄龙灰岩和船山灰岩 下二叠统栖霞灰岩

下三叠统殷坑组 阶地 、 断层

银山为一孤立小丘
,

形似馒头
,

顶部平缓
,

海拔高 米左右
,

相对高差约 米
。

它为

顶部有一近南北向的断层通过 图
,

在断层之东出露下三叠统殷坑组砂页岩
,

在断层之

西为上石炭统黄龙组
、

船山组及二叠统栖霞组 均为石灰岩
。

断层附近的灰岩裂隙发育
,

主要方向为北北西一南南东
。

而浅灰色的中厚层黄龙灰岩又易溶解
,

形成大小不等形状不

一的溶洞和裂隙
。

溶洞的延伸方向基本与裂隙的一致
,

它们分布的相对高度是 一

米
。

由于长期的侵蚀和崩塌
,

溶洞顶部的石灰岩都早已不存在
,

而化石就分布在这些溶同

的堆积中
。

二
、

溶 洞 堆 积

银山化石地点溶洞顶部的石灰岩已遭破坏
,

溶洞的外貌残缺不全
。

根据发掘过程中

的观察
,

溶洞群基本呈南北方向延伸
,

宽窄不一
,

高度不等
,

分布高度有高有低
。

溶洞堆 只

的分布总面积约达 平方米
,

但不连续
。

堆积可分五层
,

除顶部一层 第 层 可能是洞

穴破坏以后的堆积外
,

其余皆是胶结坚硬的洞穴堆积 。 现将这次发掘时观察到的堆积

面 由上至下综合简述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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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堆积
,

松散未胶结
。

主要成分为粘土和角砾
。

此层分布于山坡的表面
,

厚度不

一
,

通常为 厘米
。

含有中国欲狗
、

肿骨鹿
、

摸
、

熊和野猪等化石
。

棕红色角砾岩层
,

钙质胶结
。

主要成分为粘土
、

角砾灰岩和砂
。

大砾径为

图 化石地点的地层示意剖面

习

, ,

灰色堆积 棕红色角砾岩

黄色堆积 棕红色堆积
, 浅黄色堆积 臣泪灰岩

由 人化石的位置

厘米
,

小的为 , 厘米
。

厚度不一
,

这次

发掘时见到的最大厚度为 厘米
,

但尚未见底
。

含

有人类枕骨
、

膜和鹿等化石
。

黄色堆积
,

钙质胶结
。

此层胶结程度不一
,

近洞

壁的堆积坚硬
,

远离洞壁者软
。

主要成分为粘土
、

砾石

和角砾
。

砾石成分为灰岩
、

石英岩
、

紫红色砂页岩和黄

色砂页岩
。

大的砾石为 厘米
,

小者为

厘米
。

有的砾石扁平
,

表面有一层风

化壳
。

此层厚 厘米
,

含有桑氏银狗
、

剑齿虎
、

长鼻

三趾马
、

马和犀等化石
。

大约与此层顶部高度相当的局部地方有一层钟乳

石层
,

厚约 厘米
,

可能说明在第三层形成之后有一

个沉积间断
。

棕红色堆积
,

钙质胶结
。

主要成分为粘土
、

砂和

砾石
。

砾石磨圆度不好
,

有的有棱角
,

有的无
。

砾石成分为紫红色泥岩
、

灰岩和黄色砂页

岩
。

与第一层堆积比较
,

此层中的砾石较大
,

大者为 厘米
,

小者为

厘米
。

此层层理清楚
,

化石碎片也呈层状排列
。

厚度不大
,

约 厘米
。

含长鼻三趾

马等 化石
。

浅黄色堆积
,

钙质胶结
。

主要成分为粘土和砂砾
。

砾石小
,

大部分有棱角
。

砾石成

分为棕色泥岩
、

紫红色砂页岩
、

灰岩
、

黄色砂页岩和铁质砂岩
。

大砾径为 厘米
,

小者 厘米
。

此层分布不广
,

仅在一个较深的溶洞底部有发现
,

最大厚度

为 厘米
。

含有石化较深的化石
,

种类有桑氏鼠狗
、

长鼻三趾马
、

马
、

膜
、

犀
、

四棱嵌齿象
、

剑齿象和牛等
。

三
、

哺乳动物化石

银山化石地点的 一 层中
,

都发现了长鼻三趾马化石
,

它们的时代似应相同
。

第二

层 中除发现了人类枕骨化石外
,

还有豹
、

摸
、

猪和鹿等化石
,

但没有找到能确定时代的种

类
。

第一层 中
,

不仅发现了一般常见的更新世 中晚期的化石种类
,

而且还有中国俄狗和肿

骨鹿化石
。

目前
,

我们暂将 一 层划归同一时代
,

它们显然与 一 层的时代不同
。

因

此
,

我们将这个地点的堆积分为两部分
,

即下部堆积
,

包括 一 层 上部堆积
,

包括 一

层
。

在上部堆积中发现的化石
,

已经修复并作了初步鉴定的种类有

哪
刀

人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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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

中国短吻银狗 翻 。 ’叫后 痴 后

豹 几 , 五, 。

马 场
,

膜 ,’
二

犀 址

肿骨鹿 小 户 八, 材

鹿 , ,

猪 ,

牛

羊

在下部堆积 中发现的化石
,

已经修理和作了初步鉴定的种类有

拟豺 婉
,

桑氏短吻桩狗
。 。 ’口“ ’’

巨剑齿虎 , , 。 ,

豹 尸 。

四棱嵌齿象 ‘ “ ,

剑齿象 , 叼。 ,

长鼻三趾马

马 宁

膜 户、,

犀

鹿

根据这个地点发现的化石的初步观察
,

可以得到下列的认识

银山化石地点的第 层堆积中
,

发现有中国银狗和肿骨鹿的化石
,

而没有发现在华北

中更新世动物群中常见的第三纪的残存种类剑齿虎的化石
。

前两种化石存在于许多中更

新世的动物群中
,

如北京猿人和和县猿人地点
。

在北京猿人地点
,

剑齿虎化石仅发现于靠

下部的 一 层中
,

但在上部的 一 层中至今尚未发现
。

因此银山化石地点第 层的

时代大致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 一 层的时代或稍晚
。

与邻近的和县猿人动物群比较
,

相

同种有中国俄狗和肿骨鹿
,

但和县猿人地点的剑齿虎和居氏河狸化石在银山化石地点的

第 层中没有发现 。 因此
,

银山第 层的时代比和县猿人的可能要晚
。

发现人类枕骨化石的第 层
,

可能由于对它发掘时间太短
,

找到的化石种类和数量都

很少
,

更没有能确定时代的种类 。 但它上复第 层
,

因此
,

人类化石的时代似应早于第

层
,

最晚也应大致与第 层的相当 。

银山化石地点的下部堆积中 一
,

有几种第三纪的残余种类
,

如长鼻三趾马
、

剑齿

虎和四棱嵌齿象
。

也有更新世初期特有的种类
,

拟豺和牙齿尺寸较小的摸
。

长鼻三趾马

化石曾发现于河北泥河湾
,

山西西侯度
、

屯留和临漪
,

河南遇池和陕西等地点
。

这些地点

的地层时代都为早更新世 相当于维拉方期
。

在长江以北
,

剑齿虎绝灭于中更新世末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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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现有的记录为早更新世末
。

在华北
,

上新世末嵌齿象就消失了
,

而在华南可能直到

中更新世末才绝灭
。

拟豺和小体型的摸曾发现于广西柳城巨猿洞 早更新世
,

前者也存

在于周 口 店附近第十八地点的堆积中 早更新世
。

此外
,

下部堆积中还有真马化石存在
,

即真马 ““ 和三趾马 户 。 , 共生
。

因此
,

下部堆积的时代推测为早更新世
,

似乎更为合适
。

这个地点 一 层的 化石种类中
,

既有华南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广义的 的成员
,

如摸和剑齿象
,

也有北方早更新世动物群的种类
,

如长鼻三趾马
。

一 层 中
,

同样兼有我

国南北方中更新世动物群的成分
,

如膜和肿骨鹿
。

似乎表 明在那时该地区的动物群就具

有东洋界和古北界的色彩
。

四
、

人 类 化 石

一块不完整的枕骨
,

保存有枕鳞的大部分
。

项平面大致 自下项线以下的部分断失
。

枕

平面较完整
,

仅在靠近人字点的部位有一小块楔形缺损
,

但不严重影响人字点位置的确

定
。

该楔形缺损断面新鲜
,

可看到骨之内
、

外板和板障三部分的厚度大约等厚
。

人字缘完

好
,

锯齿清楚可辨
。

右侧人字缘仍接连有长约 毫米的一小段枕乳缘
,

因而该枕骨的右侧

星点位置尚可确定
。

其左侧枕乳缘虽未保留
,

但与右侧的相比较
,

该枕骨左人字缘的下端

点即相 当于人字缘与枕乳缘的连接点
,

因而该枕骨的左侧星点也易确定
。

该枕骨发育有枕外圆枕
。

枕外圆枕并不水平地横贯于左右星点区之间
,

而是其中央

部向下方弯曲
,

其两翼明显呈弧状上突
。

圆枕并不强烈地突 出于骨表面
,

自枕外隆凸点至

星点的距离内侧半尚可看出圆枕稍作均匀隆起 趋向星点区
,

则 圆枕消失
,

致使枕
、

项平面

的骨面 圆滑过渡
。

圆枕的两翼在趋 向星点区时并不分成上下两支
。

因而
,

该枕骨的枕外

圆枕已显示 出向中部退缩现象
,

但无枕外隆凸形成
。

圆枕的矢向宽度
,

在中部和两翼部无

明显差异
,

为 巧 毫米左右
。

圆枕上沟不显
,

仅在圆枕中部上方有一凹陷呈现
。

该凹陷即

相 当于圆枕上凹
。

上项线不明显
,

故枕外圆枕平滑地过渡到项平面
。

下项线稍显
。

所保

留的项平面表面无明显的凹凸起伏现象
。

枕骨脑面尚可看到有矢状沟和横沟发育 。 虽然右侧横沟在靠近枕内隆突处的骨表面

有一块 巧 毫米左右的破损
,

但枕内隆突的位置仍可估计
。

小脑窝部分未保留
,

无法

比较大脑窝与小脑窝的大小
。

巢县枕骨宽度 一 为 毫米
,

显得相当宽
,

与北京猿人 , 号头骨的相应值

相近 和县猿人枕骨的该测量值也相当大 表
。

巢县枕骨上枕鳞弦长 一 为 毫

米
,

与北京猿人 号头骨的相近 表
。

猿人枕骨的宽度往住很大
,

上枕鳞长度较短 巢

县枕骨也同样如此
。

由于巢县枕骨的不完整
,

目前 尚未测得其枕骨 曲度角的确切数值
,

但从其中矢面轮廓

线来看
,

其枕骨曲度角会远较北京猿人的为大
,

有可能达到早期智人的程度 图
。

巢县枕骨的枕内
、

外隆凸点的距离为 毫米
,

与和县猿人的相同
,

但也与某些早期

智人的相应值接近
。

北京猿人头骨上的该测量值都大于 毫米 表
。

巢县枕骨的厚度
,

如以枕外圆枕中部处的骨壁厚度来看
,

与北京猿人和和县猿人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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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显得较薄 表
。

综合上述
,

巢县枕骨较宽
、

其上枕鳞较短
,

显得与猿人的枕骨相似 但从其枕外圆枕均

形态
、

枕骨弯曲角度
、

枕内外隆凸点的距离以及枕骨骨

壁的厚度等来看
,

显得与北京猿人等的不同
,

而与某些

早期智人的相近
。

当述及这些形态特征的时候
,

我们还不能不考虑

到这块枕骨所代表的个体的年龄和性别问题
,

也就是

说
,

这些接近早期智人的特征是否是由于该个体的年

轻或属于女性所致
。

· , ,

一
丫

一

图
从巢县枕骨的人字缘所呈现出来的锯齿来看

,

该

头骨的人字缝 尚未愈合
。

现代人的人字缝开始愈合的

年龄是 岁
。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推测巢县枕骨所代

表的个体的年龄
,

则不会大于 岁
。

如上所述
,

该枕

巢县枕骨 一 和北京猿人 号
头骨枕部 一 中矢面轮廓图

一

—
月。

” , 亡 亡‘ ,‘了

一
骨的宽度相当大

,

既超过北京猿人年轻个体的相应值
,

也超过现代人成年个体的相应值
。

这样大的尺寸说明了这块枕骨不大可能是代表一个幼童个体
。

一般说来
,

现代人的枕骨

宽度在 岁左右可达到成年人的程度
。

因而
,

这块巢县枕骨很大可能是代表一个青年期

的成年个体
。

巢县枕骨的各肌晴不很发育
,

枕鳞项平面较为平滑而无凹凸起伏现象
,

该枕骨很可能

代表一女性个体
。

如果巢县枕骨是代表一个青年个体而不是一个幼童的话
,

则在估量其形态特征的演

化意义时
,

主要还应排除的是
,

这些特征是否受到两性差异因素的影响
。

枕骨弯曲程度
、

骨壁厚度也许还有枕内外隆凸点距离等
,

在男
、

女性头骨上会有一定

程度的差别
,

但巢县枕骨在弯曲角度和骨壁厚度上既与男性北京猿人的不同也与女性北

京猿人的不同
。

特别是枕外圆枕的形态
,

从北京等地发现的绝大多数猿人枕骨化石材料

来看
,

无论是青年个体的猿人或是壮年个体的猿人
,

男性的或女性的
,

都几乎表现出相对

稳定的格式
。

巢县枕骨的枕外圆枕的退缩现象
,

尤其是类似于圆枕上凹的结构的出现
,

我

们似乎有更多的理由把这块巢县枕骨看成是早期智人的枕骨
。

当然
,

肯定的结论将有待

习

表 集县枕骨与北京猿人
、

和县猿人枕 的测 值比较 单位 毫米

巢巢巢县枕骨骨 北 京 猿 人人 和县猿人人

资资料来源源 本文作者者
,

邱中郎郎 本文作者者 吴汝康、、

等等等等等 , 董兴仁 ,,

枕枕骨宽 一二
。

上上枕鳞弦长 一 斗 礴 斗

枕枕内
、

外隆凸点距离离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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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

五
、

结 论

银山化石地点的堆积物可分为上部和下部
。

根据哺乳动物化石
,

其上部堆积的时

代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的 一 层的时代或稍晚
,

比和县猿人的时代可能要晚 下部堆积

的时代为早更新世
。

银 山化石地点的动物群既有东洋界的成分也有古北界的成分
,

表明在早更新世时
,

该地点动物群就兼有东洋界和古北界的色彩
。

出自上部堆积的人类枕骨化石代表一青年女性个体
。

该枕骨骨壁较薄
、

枕骨曲度

较直立人的为大
、

枕外圆枕不发育和具有类似于圆枕上凹的结构
,

很可能是代表一早期智

人的枕骨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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