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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洛南人牙化石及其地质时代
‘’

薛 祥 煦
8西北大学地质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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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陕西省洛南县洛河左岸洞穴中
,

发现一古人类上臼齿
,

其特点与郧县人牙化石很相似
。

与人牙化石共存的有大熊猫和摸
。

后二者比华南洞穴中常见的同类化石明显小
,
比广西柳城

巨猿洞中的小型者要大
。

从化石特点分析
,
洛南人牙化石及其所在沉积层的时代为中更新世

早期8也有早更新世晚期的可能 9
。

我国古人类化石丰富
,

4

广泛分布在华北
、

华南各地
。

近些年来
,

在秦岭山中也有不少

新发现和研究报道
。

作者在陕西商洛地区作新生代古生物地层工作过程 中
,

洛南县东河村的农民曾送给

几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

其中意义较大
,

值得重视的是一枚人牙化石 8下称洛南人 9
,

大熊猫及摸的牙齿各一枚
。

这些化石是当地群众在其村后坡地边灰岩洞穴中挖得的 8图

 9
。

目月 , 岩

图 ∃

;硬到“ 石 ,

洛南人牙化石产地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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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石 记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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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化石

一颗右上第一臼齿 8编号
Η ∀∀ − Α Ι Ι ∃ 9 8图版 / ,

图 ∃ 9
。

牙根全部断失
,

牙冠保存完

好
。

各主要齿尖都有磨 耗痕迹
。

前尖斜面上的中央有一较深的椭圆形小洞
,

颜色褐黑
,

估

 9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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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该人活着时有轻微牙痛
。

牙的近中远中径为 ∃ #
4

� 毫米 :颊舌径在近中侧为 ∃ ϑ
4

� 毫米
、

远中侧 ∃#
4

� 毫米
。

从咬合面看
,

牙齿近 中颊侧角向前突出
,

而远中舌侧角较圆钝
,

整个牙面呈圆菱形
。

牙的近中远中侧冠壁上皆有一横长方形与其前后牙相接的凹面
。

次尖及后尖后侧壁的租

质层遭腐蚀
,

失去其油脂光泽
,

其上并有许多被腐蚀后形成的蠕虫状小沟及小坑
。

原尖较大
,

被磨耗得较低平
。

前尖比后尖略大
,

高度相近 : 比原尖略小而稍高
。

前尖

与后尖由一条横沟相隔
,

该沟在牙的后侧壁上从冠顶向下延到齿颈部
,

但从中部向下该沟

逐渐变浅变弱
。

原尖和前尖在牙前端中部相连成一小脊
。

后尖顶部有一椭圆形小深坑
,

一条较低圆的脊从尖顶向原尖方向下斜
,

和原尖 的脊呈

前后一内外方向相连
。

这样
,

一条形似马鞍的脊把前尖和次尖分别隔在其前外和后内丙

侧
。

次尖较小
,

但底部所 占位置较宽
,

它以一斜沟和原尖
、

后尖分离
,

该斜沟在舌侧转而向

下
,

沿舌侧冠壁下延到近齿颈部
。

同样
,

从中部起
,

裂沟变浅而弱
。

各齿尖彼此相向的斜面部分别有 ∃一ϑ 条小隆脊
,

有的由于磨耗已变得较低平
,

只存

原尖
、

后尖上的清楚
。

#
4

大熊猫 8% > Φ Κ 3
Λ3 血

ΕΛ
4

9

一个左上第一臼齿 8编号 Η ∀∀ − Α Ι Ι # 9
。

除小部分齿带破损外
,

保存相当完好
。

釉质

层遭腐蚀的痕迹较其他两类化石的轻微
。

已经过磨用
,

在咬合面各齿尖上都有小片磨耗

光面
。

牙长
Η # ϑ

4

ϑ 毫米 : 牙宽 Η #7
4

6 毫米
。

除牙齿的尺寸较小外
,

其他特征与一般大熊猫的相同
。

ϑ
4

摸 8了运Λ 亩Κ Φ , Ε Λ
4

9

一个右下颊齿 8可能为 Μ
Η

或 Μ
Ν

98编号
Η

∀∀ − ΑΙ Ι ϑ 9
。

牙根断损
,

冠部除前脊及前跟

座遭损坏外
,

保存也很完好
。

后尖外侧大部分釉质被腐蚀
,

可见许多蠕虫状小沟
。

其特征

与华南第四纪地层中常见的摸化石的一致
,

只是在尺寸上较小8见表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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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化石意义及其时代

本文述及的标本
,

虽然数量和种类都很少
,

但确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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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类化石的存在
,

说明第四纪的某个时期
,

该地区曾有古人类居住过
,

在我国

古人类分布图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地点
。

如将之与有关人化石同一牙齿的大小相比 8见

表 #

ΜΜΜ
   

洛南人人 和县猿人人 郧县猿人人 北京猿人人 爪哇猿人人 现代 中国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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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9
,

可以看出
,

洛南人化石比现代人的大
,

也比北京猿人 Μ
‘

的平均值大
,

而与和县猿

人
、

郧县猿人或爪哇猿人的相近
。

从牙齿构造特点看
,

洛南人牙的颊
、

舌两侧壁均有一垂

直沟
,

与北京猿人的特点相似 : 咬合面呈菱形
,

具较明显的近中颊侧角
,

在各齿尖顶向齿中

心倾斜的面上皆有一至几条脊
,

原尖一后尖脊明显等这些特征
,

几乎与郧县猿人牙化石的

特征完全一致
。

无齿带这一点则与和县猿人或郧县猿人 皆不相同
。

除现代人外
,

上述借作

对比用的人类化石
,

皆属早期智人
—

直立人类
。

根据对比
,

洛南人牙代表的化石人也属

直立人范畴
,

可称之为洛南猿人
。

北京猿人的时代为中更新世中一晚期 8胡长康
, ∃ 6 ∀ 6 9:

和县猿人的时代可与之对比8吴茂霖
,

∃ 6 Υ ϑ 9: 郧县猿人的时代可能比北京猿人的要早 8吴

汝康等
, ∃ 6 Υ Ι 9: 根据牙化石构造特点及对比

,

洛南 猿人的时代无疑为中更新世
,

且很 可能

为中更新世早期8或稍早 9
。

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点是
,

大熊猫和摸化石的存在
。

它们在确定化石层的时

代
、

动物群的对比及古气候环境的分析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

这两类化石都是华南第

四纪动物群中常见的成员
,

它们的主要特征从第四纪早期到晚期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

化
,

但在个体大小上却有早期者体型小
,

中
、

晚期者体型增大
,

现代者又稍变小的变化趋

势
。

反映到牙齿上也是这样8王将克
,

∃6 ∀ � 9
。

洛南大熊猫 (/ 的尺寸 8长 #ϑ
4

ϑ
、

宽 #7
4

6 毫

米 9比更新世中
、

晚期常见的 左
4

3 & Η 。3 。“了 ς!? 3Α > 同样牙齿的大小8一般长在 #� 一 # 6
,

宽

在 #Υ
4

�一ϑ∃
4

7 毫米之间9 明显要小 : 而与早更新世中
、

晚期的 汪
4

Ι
4

了。二! > ,
8一 般 长

# ∃
4

Υ一# 7
4

∃
,

宽 # #
4

Υ一 # ∀
4

7毫米 9
,

或现代种 %
4

。 。 ! Α 3  & “ ,
8一般长 # #

4

�一 # �
4

#
,

宽 # 7
4

∃一

# 6
4

�9 的大小相当
。

洛南大熊猫牙 化石石化程度深
,

且与直立人类牙齿和同样小型的摸牙

8以及 已经卖掉的大量其他 化石 9共存
,

综合分析各种因素
,

洛南大熊猫牙化石应属体型明

显增大以前的早期小型类型
。

综合人类及动物化石的特点推断
,

洛南猿人及其所在沉积层的地质时代很可能是中

更新世早期8或稍早 9
。

直立人类化石在秦岭山区的分布
,

就 目前所知
,

洛南是其最西的一

个点
。

除陕西蓝田公王岭化石点外
,

洛南恐怕要算大熊猫和摸化石的分布相当靠北的一

个点了
。

可以想到
,

当时洛南地区的气候环境要比今天的温暖湿润得多
。

尽管前述三枚牙化石是来 自农民之手
,

但  9 该村不 大
,

挖化石仅在很短一段时间
,

众

人 皆知
,

来 自当地群众的情况介绍
,

异口 同声 : # 9作者亲 自作过多次实地考察
,

该村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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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被发现的洞穴 : ϑ 9三颗牙化石上都附有相同的灰黄 色钙质砂土
,

化石保存特点一

样
,

部分釉质层被腐蚀呈沟纹
。

因此
,

作者认为这些化石确实就是来自村后坡上的洞欠

中
,

其产地和层位可以说是清楚的
,

可信的
。

产出化石的洞穴又被砂土填满
。

整个洞口 是一近乎直立
、

宽不足一米的裂隙
。

该词

发育在寒武纪三川组灰岩层中
,

地层北倾
,

倾角 �7 度
。

现在洞 口距河床高差约 7Ι 米
。

本文照片由李立宏同志拍摄
,

插图由孙双才同志绘制
,

作者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

8∃ 6 Υ � 年 � 月 ∃ �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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