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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1993年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发现了2具人类头骨化石－－－南京1号头骨和南京2号头骨。这2具头骨
化石先后经过两次研究都被认为是属于直立人。近几年来�对南京人类头骨化石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涉及的
内容可归纳为：1） 对南京2号头骨作了复位和复原、进行了重新鉴定。对南京1号头骨作了颅容量计算；2） 对南
京1号头骨作了更广泛的比较�对比标本包括周口店直立人头骨、印尼Sangiran 17直立人头骨、肯尼亚 KNM-ER
3733头骨和东非Bodo 头骨；3） 对南京1号头骨的适应性特征－－－鼻梁高耸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
1） 南京2号头骨应属于早期智人而不是直立人。南京1号头骨的颅容量�经计算�为871ml 。该颅容量与周口店
3号头骨的相当�二者年代也应相近（周口店3号头骨的年代为57．8万年） ；2） 南京1号头骨显示出地区性的形态
特征�提示了中国人群南北两大类型的形态差别早在南京直立人生活时期已显出端倪。南京1号头骨及和县头骨
可能代表一类中国南方的直立人群�其形态与以周口店直立人为代表的中国北方直立人群有些不同。南京1号头
骨在脑颅上显示出较多的与KNM-ER3733头骨相近的特征�但在面颅上二者相差较大�提示了直立人某些成员在
至少1Ma 期间脑颅形态保持稳定。南京1号头骨与Bodo 头骨的比较结果与“ 中心和边缘” 假说的推测相符合�在
东亚这个＂边缘地区＂�现代人群的面颅测量性特征可追溯到直立人群那里；3） 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是适应性特
征�是对寒冷或（和）干燥气候适应的结果�并不意味着“ 西方血统” 。

关键词　南京1号头骨　南京2号头骨　直立人　早期智人　地区性变异　形态稳定　“ 中心和边缘” 假说
　对气候的适应

　　1993年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发现了2具人类头
骨化石�被分别命名为南京1号头骨和南京2号头
骨。南京1号头骨是“ 挖土农民在葫芦洞南侧下方
的小洞内挖掘时” 发现的（南京市博物馆、北京大学
考古学系汤山考古发掘队�1996）；南京2号头骨是
当地民工“ 在葫芦洞大洞与小洞之间的巷道沉积中”
发现的（南京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汤山考古
发掘队�1996）。1996年�出版了《南京人化石地点》
一书�该书作者把南京1号头骨和南京2号头骨都
鉴定为直立人的头骨（南京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
学系汤山考古发掘队�1996）。2002年�由吴汝康、
李星学、吴新智、穆西南编辑�出版了《南京直立人》
一书�该书对人类头骨化石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认
为“ 南京1号头骨在分类学上应视为与北京直立人
有相同的分类位置”（吴汝康等�2002）�“ 南京2号头

骨从形态上属于比较进步的直立人” （吴汝康等�
2002）。对南京人类头骨化石的这些研究�着重于对
这两具头骨化石的分类地位的鉴定�未作广泛的比
较和分析。

自2002年以来�对南京人类头骨化石的研究未
曾中断�研究涉及的内容可归纳为：1） 对南京2号
头骨作了复位和复原、进行了重新鉴定。对南京1
号头骨作了颅容量计算；2）对南京1号头骨作了更
广泛的比较�对比标本包括周口店直立人头骨、印尼
Sangiran 17直立人头骨、肯尼亚KNM-ER 3733头
骨和东非Bodo 头骨；3） 对南京1号头骨的适应性
特征－－－鼻梁高耸进行了论证。这些研究使我们对
南京人类头骨化石�特别是对南京直立人与其他直
立人的头骨形态上的异同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有
助于对东亚地区的人类演化历史的更深入的认识。



1　南京1号头骨和南京2号头骨分别
代表直立人和早期智人

　　2003年�张银运和刘武对南京1号头骨的颅容
量用公式进行了推算�得出推算值为871ml �与周口
店直立人3号头骨的相当。据此�张银运和刘武认
为南京1号头骨的年代应与周口店直立人3号头骨
的年代（57．8万年） 相近�南京1号头骨的年代为
58－62万年的测定数据是可信的（ 张银运、刘武�
2003）。

南京2号头骨虽然经过1996年和2002年两次
研究�但都被鉴定为直立人的头骨�只不过一次认为
是“ 直立人” 头骨�另一次认为是“ 比较进步的直立
人” 头骨。

南京2号头骨不完整�主要是由部分额骨、顶
骨、枕骨组成�且断裂、变形�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

难。2006年�张银运和刘武对南京2号头骨进行了
复位�尽量使这个头盖骨恢复到本来的形状（张银
运、刘武�2006）（插图1）。结果表明�该头骨的左侧
顶骨较为完整�顶骨面积为113．5cm2。该顶骨面积
值超出直立人的相应值（83．3－109．5cm2） �与Pe-
tral ona 头骨的相应值（112．9cm2） 很接近。复位之
后的枕骨的上枕鳞长宽指数为50．1�大于我国已知
的直立人的相应值（31．7－45．7）�示其枕鳞相对宽
度较直立人的为小�与柳江化石智人头骨的很相近。
南京2号头骨的额骨缺失部分可以用周口店12号
头骨标本相应的部分来补足（当然�这些复位和复原
工作都是用模型来做的�并不动用化石标本） 。参考
周口店标本来复原南京2号头骨�并不意味把南京
2号头骨复原成周口店标本的样子�而是试图揭示�
即使参考直立人头骨的尺寸、外形来复原南京2号
头骨的缺失部分会有什么结果。

插图1　复原后的南京2号头骨（引自张银运、刘武�2006�图2）
The reconst r uct ed craniu m of Nanji ng 2（Aft er Zhang and Liu �2006�fig ．2）

A．顶面观；B．前面观；C．右侧面观；D．左侧面观。
A．Superior vie w ；B．Front al vie w ；C．Right vie w ；D．Left vie w ．

　　在复原后的南京2号头骨上测得耳上颅高值为 107．2mm�据 此 值 依 公 式 计 算 出 颅 容 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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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4ml �示南京2号头骨的颅容量比周口店、和
县、蓝田、南京1号这些直立人的都大�比大荔早期
智人的（1120ml） 也大。南京2号头骨的这一颅容
量推算值表明�即使参考周口店标本来复原�南京2
号头骨的颅容量也会比我国已知的直立人颅容量

要大。
南京2号头骨之所以曾被认为是直立人�还因

为该头骨具有若干所谓的直立人形态特征。其实�
这些所谓的直立人形态特征在早期智人头骨上也可

以看到�例如�角圆枕、枕骨枕平面与项平面呈角状
过渡、头骨骨壁较厚等。而且�南京2号头骨的颞骨
颞鳞顶缘形状从顶骨的鳞状关节面来推测应该是呈

上突的弧状而不是呈平直状�与直立人的不同。其
枕内隆突点与枕外隆突点的距离为20mm�比和县
和周口店直立人的小�与早期智人Spy 2的相同。
其头骨枕面轮廓线也与直立人的不同。

因此�把南京2号头骨鉴定为直立人头骨尚无
可靠的证据�而该头骨复位之后显示出早期智人的
特征�有理由把南京2号头骨看成是代表早期智人
而不是直立人。这样�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实际上已
发现两种化石人类：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分别以南京
1号头骨和南京2号头骨为代表。

2　南京直立人显示出地区性形态特征
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可分为南北两大地区类

型。这两大类群的形成历史可追溯到全新世的新石
器时代�甚至更新世晚期。南京直立人头骨的发现
使我们有可能将其与北方的周口店直立人头骨作比

较�以考察在直立人生活时期中国南北人群之间究
竟有无体质上的差异。比较结果表明�南京1号头
骨与周口店直立人头骨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形态特

征�表现在：低颅、长颅、宽颅的头型样式；低的颅盖；
颅骨最大宽位于乳突上嵴水平；具有上颌沟；发育有
眶上圆枕；额骨、顶骨、枕骨3者以额骨为最长�顶骨
为最短；额骨低平、后倾；枕骨矢向曲度大；枕骨圆枕
发育、上枕鳞比下枕鳞短；枕内、外隆突距离大；顶骨
发育有角圆枕；头骨骨壁较厚。这些特征几乎全是
直立人共有的特征�表明南京1号头骨是属于直立
人。但南京1号头骨有不同于周口店头骨的特征�
如浅的眶上圆枕上沟、不呈发髻状的枕骨水平轮廓、
较短的面部、特宽的鼻型、接近低眶型的眶型。南京
1号头骨的这些不同于周口店头骨的特征�却与南
方的和县直立人头骨以及爪哇直立人头骨的相近�

提示了中国人群南北两大类型的形态差别可能早在

南京直立人生活时期已显出端倪（ 张银运、刘武�
2002；Liu et al ．�2005）。

为探讨直立人面颅形态方面的变异情况�2005
年张银运、刘武把南京1号头骨与周口店11号头
骨、印尼Sangiran 17头骨作了比较研究（张银运、刘
武�2005）。比较结果表明�南京1号头骨的面颅形
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周口店11号头骨的相近。
这些相近的形态包括整个面颅尺寸较小、眶下区呈
扁平状、上部颜面较扁平、眶上圆枕较纤细、中眶型
的眶型、眶缘下外角呈钝角形、发育有颧切迹、上颌
骨颧突基部位置较高。南京1号头骨在另外一些面
颅形态上显示出与Sangiran 17头骨的相近。这些
相近的形态包括：呈宽上面型的面型、眶上圆枕的内
侧部较外侧部稍靠前、眶上圆枕下缘呈水平状、眶上
圆枕上沟稍浅、鼻梁发育有中矢锐嵴、鼻梁横向较隆
起、颧骨下缘明显外展、颧结节相对位置偏向外侧
方、颧骨最大高值较大。也正是在这些形态上南京
1号头骨的面颅显示出与周口店11号头骨的不同。
南京直立人面颅兼具周口店直立人11号头骨和印
尼直立人Sangiran 17头骨的形态特征。从南京直
立人的面颅形态也可以推测我国南方与北方直立人

群之间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地理变

异�其中某些形态特征可能反映特征的梯度变异现
象。南京1号头骨及和县头骨很可能代表一类中国
南方的直立人群�其体质形态与以周口店直立人为
代表的中国北方直立人群有些不同。

2007年�张银运、刘武对南京1号头骨与
KNM-ER3733头骨作了形态学上的比较（张银运、
刘武�2007）（插图2）。KNM-ER 3733头骨化石是
在1975年于肯尼亚发现的�其年代为距今1．78Ma 。
有人曾注意到在肯尼亚发现的这具人类头骨化石与

周口店直立人的在脑颅形态上很相近�但二者在年
代上相差大约1Ma �故认为直立人形态在这1Ma 期
间是稳定的。南京1号头骨和KNM-ER3733头骨
都具有脑颅和面颅�都属于成年女性�二者年代相差
大约1Ma �因此�南京1号头骨是目前所知的可以
用来检验这一说法的唯一化石材料。形态上的比较
表明�这两具头骨的脑颅虽然在眶上圆枕上沟的发
育程度、眶后收缩程度、额骨横向隆起程度、角圆枕
和乳后突的发育与否、枕骨形状以及骨壁厚度的表
现上有所差异�但有更多的形态特征显示出相近。
这些相近表现在脑颅的长、宽、高值；颅容量；脑颅的
低矮性；脑颅最大宽的位置；额骨、顶骨、枕骨之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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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值的比例；眶上圆枕的纤细；顶骨的大小和矢向扁
平性；颞线位置和颞鳞顶缘的形状；枕鳞的低宽形
状；上枕鳞与下枕鳞之间的转折形状和比例；枕骨圆
枕和枕骨圆枕上沟的发育程度等方面。两具头骨的
面颅虽然有同属突颌型的面角、皆发育有鼻骨间嵴、
两鼻骨组成的上部宽度与下部宽度皆差别很大�但
有更多的形态特征显示出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面
型、颜面上部扁平度、眶形和眶型、上颌额突外侧面
的朝向、鼻骨横向隆起程度、鼻梁外突程度、鼻型、颧
骨下缘外展程度、颊高值、颧上颌下缘的形状、上颌

颧突基部的位置以及颧结节的位置等方面。
因此�南京1号头骨和 KNM-ER 3733头骨之

间�在脑颅上显示出较多的相近特点�但在面颅上显
示出较多的相异特点。脑颅上的相近特点多具有分
类学上的鉴定价值�支持把 KNM-ER 3733头骨鉴
定为“ 直立人” 的观点�也提示了南京1号头骨的脑
颅似乎保持着1Ma 前“ 祖先” 形态。如果认为直立
人某些成员的形态在这1Ma 期间保持稳定的话�则
这种稳定的形态主要表现在脑颅而不是面颅上。

插图2　KNM-ER 3733头骨（ A）和南京1号头骨（B）（引自张银运、刘武�2007�图3）
The crania of KNM-ER 3733（A） and Nanjing 1（B）（Aft er Zhang and Liu �2007�fig ．3）

插图3　南京1号头骨（ A）和Bodo（B）头骨的比较（引自张银运、刘武�2008�图1）
Morphol ogical co mparison bet ween t he crania of Nanji ng 1（A） and Bodo （B） （ Aft er Zhang and Liu �2008�fig ．1）

　　为检验“ 中心和边缘” 假说�2008年张银运、刘
武把南京1号头骨和东非的Bodo 头骨作了比较
（张银运、刘武�2008）（插图3）。“ 中心和边缘” 假说
认为非洲是人类演化的中心地区�东亚等地区是边
缘地区。在边缘地区�人群的地区性形态特征出现
较早�可上溯到直立人生活时期；在中心地区�人群
的地区性形态特征出现较晚。Bodo 人类头骨化石
和南京1号人类头骨化石分别出自中心地区和边缘
地区�二者年代都是距今60万年左右�二者都保留

有面颅。因此�Bodo 人类头骨化石和南京1号人类
头骨化石是检测“ 中心和边缘” 假说的最合适的材
料。对南京1号和Bodo 头骨的比较结果表明：1）
二者面颅测量性特征上的差别远大于这两个相应地

区现代人群之间的差别�提示了人类的地区性体质
形态差别早在60万年前就很明显；2）东亚的南京1
号人类头骨和东非的 Bodo 人类头骨尽管同样古
老�但各自与当地区的现代人群的面颅上的差异情
况并不一致。Bodo 头骨与东非现代人群显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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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南京1号头骨与东亚现代人群显得较相近。
这种相近�提示了在东亚这个“ 边缘地区” �现代人群
的面颅测量性特征可追溯到以南京1号头骨为代表
的远古人类那里�而在“ 中心地区” �现代人群的面颅
测量性特征还很难与以Bodo 为代表的远古人群相
联系。该项研究结果与“ 中心和边缘” 假说的推测相
符合。

3　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并不意味
“ 西方血统”

　　南京直立人头骨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鼻梁
外突�达到“ 高耸” 级别。现代亚洲人鼻梁多不高�现
代欧洲人多为高鼻梁。因而�有人认为南京直立人
的高鼻梁是由于有西方血统�就是说�是由于与来自
西方的远古移民杂交的结果（吴新智、尚虹�2007；吴
新智�2008）。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为“ 西方血统”
说。

2004年�张银运和刘武等对南京直立人的高耸
鼻梁的成因提出“ 气候适应” 说。他们对世界各地的
化石人类的鼻骨�特别是对南京直立人生存时期和
这一时期之前的化石人类的鼻梁耸起情况作了一番

调查�发现南京直立人无论是生活在距今33－50万
年或是距今58－62万年�当时在欧洲、非洲和西亚
都未出现具有“ 高耸” 级别鼻梁的化石人类（ 表Ⅰ）。
因此�所谓的南京直立人的西方血统其实并无化石
证据（张银运等�2004）。

从人鼻的功能来说�人鼻具有对吸入空气的加
温和加湿功能�鼻梁高耸�有利这种功能的发挥。对
现代人类的调查资料也表明�生活在寒冷和（或）干
燥地区的人�鼻梁往往比生活在温暖和（或）潮湿地
区的人要高。南京直立人的高耸鼻梁可以被认为是
对寒冷和（或）干燥气候适应的结果。

在中国的人类头骨化石中�保存完整鼻骨的并
不多。在这些不多的标本中除南京直立人头骨外�
涞水化石人类、很大可能还有郧县化石人类也有高
耸的鼻梁。估计在中国古人类中�高耸鼻梁的个体
不会罕见。具有高耸鼻梁的东方人群和西方人群不
一定意味着有血统关系�可以是血缘上不相近但在
各自谱系上都有过对某种气候的适应历史。

南京直立人生活在冰期。在南京直立人生活时
期之前的早更新世�南京地区气候干燥。因此�无论
是在南京直立人生活时期或之前�都具备形成高耸
鼻梁这一适应性特征的外界条件。

表Ⅰ　化石人类鼻梁外突程度及其年代（引自张银运等�
2004�表2）

The gradation for projecti ng nasal roof of fossil hominids and
their age（After Zhang et al ．�2004�table 1）
头骨标本 鼻梁外突级别 化石年代（万年）
非洲

ER-3733
Bodo
Kabwe
欧洲

Arago-21
Petral ona
At apuerca-5
Krapina-3

Saccopast ore-1
Gibralt er
Mlade ？-1

Cro-Magnon-1
亚洲

Dmanisi �D2700
Sangiran-17
郧县9002
Qafzeh-6
Shanidar-5
柳江

涞水

山顶洞101
山顶洞102
山顶洞103

低矮

中等

低矮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高耸

高耸

低矮

中等

高耸

中等

高耸

低矮

高耸

低矮

中等

中等

178
60
20

20－40
15－25
30
13

12．2－12．9
4．5－7
3．2
2

175
100－170
58．1
9

3－3．5
6．7
6

2．7－3．4
2．7－3．4
2．7－3．4

　　“ 西方血统” 说者提出质疑：因纽特人（旧称爱斯
基摩人）生活在北极寒冷地区�其鼻梁为何不高？
　　“ 气候适应” 说者的答疑：因纽特人虽然鼻梁并
不高耸�但其上颌窦缩小而有明显扩大的鼻腔和鼻
道�代表人鼻对寒冷气候适应的另一种方式。人鼻
对气候的适应不只是鼻梁高耸唯一一种方式�鼻梁
高耸是对寒冷气候的适应�但不能认为对寒冷气候
适应者皆鼻梁高耸。

“ 西方血统” 说者提出质疑：为何有些化石人类
的鼻梁并不与其生存时期的气候相吻合？即高鼻梁
者为何生活在温暖环境、低鼻梁者为何生活在寒冷
环境？

“ 气候适应” 说者的答疑：高耸鼻梁这一特征一
旦成为遗传特征�就代代相传�不会马上改变。即使
气候改变了�这个特征会仍然保持。如果某化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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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鼻梁不与其生存时期的气候相吻合�则只是表
明这个遗传特征没有马上改变而已。

对南京直立人高耸鼻梁的成因的讨论�目前仍
在进行之中�短期内不会结束。

4　展　望
1） 人类化石的发现往往引导人们在化石发现

地区去寻找更多的化石。过去�我们曾在华北、西南
等地花很大的力量去寻找人类化石�很少顾及我国
的东南地区。现在�在南京地区发现有直立人化石�
也发现有早期智人化石。在离南京不远的和县发现
有直立人化石�巢湖市发现有早期智人化石。这些
化石的发现提示了南京及其邻近地区是寻找人类化

石的充满希望的地区�只要投入适当的力量并加强
宣传�很有可能将有重大发现。

2） 目前�我们对远古人类的地区性变异的原因
尚了解不多、不深。南京直立人头骨具有面颅�是了
解远古人类面部形态特征的少有的化石材料。南京
早期智人头骨化石进一步的复原�将会提供有价值
的信息。对这些人类化石的进一步的研究�结合古
环境和古气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可能揭示人类地
区性变异的细节和原因。

3） 对南京直立人高耸鼻梁的研究�虽然是针对
高耸鼻梁这一特征�但涉及人类形态与环境的关系。
对人类形态与环境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将为探讨人类

形态特征的成因开辟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也可为
探讨远古人群之间基因交流可能性和程度提供有价

值的证据�包括正面的证据和反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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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anjing 1�Nanjing 2�Homo erect us �early Homo sapiens �geographic variation �morphological st abilit y �
“Center and Edge” hypot hesis �cli matic adapt ation

Abstract

T wo crania �Nanji ng 1and Nanji ng 2�were
f ound in a cave near Nanji ng i n 1993�and ref erred
t o as Homo erect us ．In recent years �t he dist or-
tional Nanji ng 2was rest ored �t he Nanji ng 1was
co mpared �and t he highly projecti ng nasal bones �
an unusual f eat ure of Nanji ng 1�were explai ned ．
The Nanji ng 2is an inco mplet e cal vari um�and pre-
serves cracked fr ont al �pariet al �and occipit al
bones only ．The rest ored cal vari um present s lar ger
pariet al bones �a relativel y narr o w upper scale of
occipit al bone and a probable lar ger cranial capaci-
t y �and reveals affi nities wit h earl y Homo sapiens
rat her t han Homo erect us ．The co mparisons of
Nanji ng 1wit h Zhoukoudian �Sangiran 17�KUM-
ER3733and Bodo indicat e t hat ：1）A cert ai n level
of regional variati on can be observed ；2） The si mi-
larit y bet ween Nanji ng 1and KUM-ER 3733in

most f eat ures of cal varia suggest s an anat o mical
st abilit y of so me members of Homo erect us i n cal-
varia morphology over a span of at least a milli on
years ；3）The facial measure ment s of Nanji ng 1and
Bodo confir m t he prediction of t he “ Cent er and
Edge” hypot hesis �which e mphasizes t hat at t he
periphery �so me of t he f eat ures t hat mar ked mod-
ern geographic variati on appear i n Homo erect us
and were maint ai ned f or very l ong ti me periods ．
An observation discl oses t hat highly projecti ng na-
sal bones have not been f ound in t he crania fr o m
Africa �Europe �and West Asia duri ng t he ti me of
Nanji ng Homo erect us or earlier ti me ．Theref ore �
t he nasal f eat ure of Nanji ng 1cannot be used as ev-
idence of west er n affi nities ．It is accept able t hat
t he high projection of nasal bones is a f eat ure of
adapt ation t o cli mat e ．Furt her more �t he capacit y
of Nanji ng 1was calculat ed t o be 871ml �which is
co mparable t o t hat of Zhoukoudian 3and support s
t he dat e 580－620KaBP f or Nanji 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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