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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河北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东北约 ��� � 处的马圈沟发现一新的哺乳动物

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层
，

共采获 ��� 多件哺乳动物化石和 �件旧石器
�

经研究有化石 ��

种
，

其中���������哪
�
��

�������
，
�������� ���������和 ��

���� �����等的存在为年代的确

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

据哺乳动物化石对比分析
，

旧石器的年代早于 �
�

��� ��
，

可能达

�������
，

这是华北最早人类活动证据
，

当时人类生活于温带干旱稀树草原环境
�

关键词 人类遗物 生存环境 早更新世 泥河湾

河北泥河湾盆地以盛产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闻名于世
�

作为国家
“
九五

”
攀登专项的内

容之一
，

我们于 ���� 年 �月在泥河湾盆地马圈沟取土筛洗小哺乳动物化石时
，

获得 �件较为

特殊的隧石
，

经室内鉴定实为人工制品
�

� 地层剖面

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层位于桑干河南岸著名小长梁遗址东北约 ��� � 处

的马圈沟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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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年发现的
“
马圈沟遗址

”
处于同

一个剖面但层位低 ���图 ��
�

因沟的两侧很陡
，

我们顺沟往沟顶逐层所测的地层厚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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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泥河湾马圈沟遗址位置图�据文献口�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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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泥河湾马圈沟地质剖面图

粘土��
�

粉砂质粘土��
�

粘土质粉砂��
�

粉砂
、

细砂��
�

砾石 ��
�

钙板层�条带���
�

哺乳动物化石��
�

旧石器

从上往下实测剖面如下
�

�� 浅褐色与浅灰绿色粉砂质粘土组成 �个旋回
，

底部为 ��
�� 厚的钙板层

�� 浅褐色粘土质粉砂

�� 浅黄绿
、

浅灰色粉砂质粘土
，

钙质胶结
，

坚硬

�� 浅褐色粘土质粉砂
，

中间夹一条浅黄绿色 ���� 厚的粉砂

�� 灰色夹褐色粘土质粉砂
，

上部波状层理发育�相当于
“
半山遗址

’ ，

文化层川�

�� 褐黄色细砂
、

粉砂

巧 砾石层
，

砾石主要由 ���一���� 不等的角砾组成
，

砂质充填

�� 黄绿色粘土
，

约 ����
，

向上渐变为浅褐黄色粘土
，

发育水平层理

�� 浅褐色粉砂质粘土
，

下部钙质含量较高

�� 浅褐色粉砂
，

水平层理发育

� 浅褐黄色与暗灰色粉砂质粘土互层

�� 灰黄绿色粉砂质粘土
，

水平层理发育

� 浅褐黄色粉砂夹含钙质较高的条带
，

条带 ���� 厚
，

水平层理发育

� 浅褐黄色粉砂
，

水平层理发育
� 灰绿色粉砂质粘土

，

含螺类
、

哺乳类化石和石器�
“
马圈沟遗址

”
文化层�

� 灰绿色粉砂质粘土

� 灰绿色粉砂夹黄色粉砂条带
，

水平层理发育

� 灰绿色粉砂质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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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色粉砂质粘土
，

水平层理发育 ����

暗灰色粘土 ���司�� �

浅褐黄色粉砂透镜体
，

底部有角砾
，

含螺类
、

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
，

未见底 ���司�� �

依地层对比
，

产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层相当于
“
泥河湾层

”
下部

�

� 哺乳动物化石

在化石层约取土 ���� �� 进行筛洗
，

从中挑出小哺乳动物残破上下领 �� 件
、

单个牙齿 ���

枚
，

取土过程中还采获 �件大哺乳动物化石
�

经鉴定小哺乳动物化石有的霸科晌霸属 ����
� ��

�

�残破上领 �件
、

下领 �件
、
�枚牙齿�

，

猜科刺猜属 ��������� ��
�

�����
，

鼠兔科小鼠兔 ��������

����� �残破下领 �件
、
�枚牙齿�

、

复齿拟鼠兔 ��人��������� ��

���������� ��枚牙齿�
，

跳鼠科

五趾跳鼠属 ��������� ��
�

���
’
�

，

松鼠科黄鼠属 ��
�

��叩���
�� �� ����

，
���

或 ���
，

仓鼠科仓

鼠亚科毛足鼠属 尸�����
“ � ��

�

�残破下领 �件
、

�� 枚臼齿�
，

酚鼠科丁氏杨氏尉鼠 ������ �����

����， ����和上励鼠属� ������人
���� ��

�

����
�
�

，

砰科甘肃克罗麦鼠 ����‘ ���，， ����������

��
�，

��，

� ‘ 和 �，
各 一枚�

、

异费鼠 八��叩人
����，，��������� �残破下领 �件

、
���枚臼齿�

、

中

华模鼠 �������� �儿����������枚臼齿�
、

原兔尾鼠 ����������尸��印
����������残破下领 �件

、

��枚臼齿�
，

鼠科巢鼠属 �������� ��
�

���枚臼齿�
、

泥河湾 日进鼠 ��������娜
� ��人��������

�残破上领 �件
、

下领 �件
、

�� 枚臼齿�� 大哺乳动物化石有犬科犬属 ����
���

�

�股骨 �件�
，

犬

科�属种未定��
������ ���

�

����
�

�����
�

��枚前臼齿�
，

真象科猛码象属 ��������� ��
�

���，�
，

马科三趾马属 万卿
����� ��

�

��枚下颊齿�
，

鹿科秀丽鹿 ������ ��
�

���
�

�
�

������� ��件残破下

领�
，

犀类 ���叩
��������� ���

�

����
�

�����
�

��件小多角骨�
�

� �日石器

旧石器是在筛洗小哺乳动物化石时发现的
，

共 �件
�

��� 石核 毛坯为灰黄色隧石石块
，

器身保留约 ���的天然面
�

沿三个面遗有 �个不同形

态的石片疤
，

石片疤痕长�宽分别为 ���耐����
，
���而���

，

��������
，

���耐����和

�� ��八 ���
，

台面角 ��、 ���
�

现外形三棱状
，

通体很像未剥片的楔状石核
�

标本长 �� ��，
宽 ����

，

厚 ����
，

重 �
�

���图 �����
�

���石核 毛坯为淡灰色隧石
，

保留约 巧�的天然面
�

现外形多棱状
，

打制台面
，

台面角

��
“ ，

在台面上有两长疤明显向后倾斜
�

台面周边打下 �个石片
，

两个三角形石片阴痕长�宽分

别为 �� �而�� �� 和 � ���� ��
，

两个似长方形石片阴痕长�宽分别为 �� ����� �� 和

��������
�

标本长 ����
，

宽 ����
，

厚 ����
，

重 �
，

���图 �����
�

���石片 肉红色隧石
�

打击点和半锥体不清
，

可见放射线
，

石片左侧上端有一小疤
，

石

片的背面为棱状的自然面
，

石片角 ��
�

�

标本长 �� ��
，

宽 �� ��
，

厚 ���
，

重 ���

���单凸刃刮削器 毛坯为肉红色隧石断片
，

上部基本无修理痕迹
，

左侧腹向加工制成凸

刃
，

下端有向背面修理痕迹
，

单层修疤
，

修疤短宽
，

宽 �
�

���
�

���
，

长 ��� ��
�

刃缘曲折
，

刃

缘长 ����
，

刃角 ��
�

���
�

�

器物长 ��
�

���
，

宽 ��
�

���
，

厚 ���
，

重 �
�

���图 �����
�

���单凸刃刮削器 由近方形隧石石片制成
，

器身留有一半的天然面
�

主要向背面修理
，

部分向腹面修理
，

单层修疤
，

刃长 ���
，

刃角 ���
�

标本长 ���
，

宽 ���
，

厚 �
�

，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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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只有 �件石制品
，

然从这 �件中可以看出它们均是隧石质
、

小型
、

石器加工简单
、

形状

不规则
，

�件中有 �件留有自然面
，

这些与邻近小长梁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吻合
，

应属同一文

化传统���
�

图 � 泥河湾马圈沟新文化层中的石制品

���
，

���石核 ���� 单凸刃刮削器

� 时代

从化石组成结构上看
，

马圈沟新文化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桑干河北岸泥河湾村一带所

产的狭义的泥河湾动物群极为相似
，

同样存在刺猾 �������
“ � ��

� ，

复齿拟鼠兔 ������������

��

呷��������
，

五趾跳 鼠 ��������� ��
� ，

� 氏杨 氏黔 鼠 ������ �����
，

中华模 鼠 ��������

���������
，

三趾马 万呷
����� ��

�

和秀丽鹿 ������ 沂
�

���
�

�
�

�������� 中华模 鼠 ��������

�人������、 的典型地点即是北岸的下沙沟村�，�， 马圈沟所产 刀。 ������ 动�
������ �图 ����

，

����的 �
，

大小和冠面形态与典型地点一致
，

说明演化水平相当
�

邱占祥���将狭义泥河湾动物群与欧洲维

拉方期动物群对比后认为时代约为 �
�

��������
，

这为新文化层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

作为亚洲的土著
，

就鼠类进化速度快
，

具有重要的地层学意义
�

马圈沟的盼鼠类既有有根

的�����������
，

也包含无根的 ������ �����
�

据研究
，

����������� 的最晚代表可以延续到大柴期

���������
，

�����
，

而 �����。 �����一直被视为中国早更新世泥河湾期的标准化石
，

判断其最

早出现时间约在 �
�

� �������
�

有根和无根黔鼠同时存在说明马圈沟新文化层的时代位于大柴

期和泥河湾期的交界处
，

约 �
�

������

砰鼠类地理分布广
，

其可辨别形态变化的进化速率要 比已知的其他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类

群快得多
，

因而能为陆相沉积细分提供准确的年代
�

最近 � ��
来北半球陆相沉积最准确的对

比几乎全部依靠������
。 ����

、 和它的后裔各属种���
�

马圈沟新文化层中������
。 ����、 的大量存

在
，

为年代的确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

�����������
、 不同种间的区别主要在于 �

，
和 �，的冠面形态

，

其发展趋势是
���

下前边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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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变长变复杂
，

齿质空间由开敞趋于封闭
�

据此
，

���������设置 �，
的测量参数和比率����，

丑�哟
，

将 ���叩人
���脚

�
分为 �

�

��������� 和 �
�

夕�����������两个前后演化关系的种
，

依马圈沟

�� 枚 �，
测量所得的参数并计算出比率 ��� 平均值 �� �和 ��� 平均值 ��

�

�
，

它们均落在 ��

��������� 的范围内�图 ����
，

����
�

我国青海贵南沙沟产 �
�

�������口�，

其时代被认为属于狭义的泥河湾期
，

相

当于欧洲 ���盯��� 早期���
�

甘肃灵台文王

沟 ����� 地 点 剖 面 中 原 定 为 ��

夕����������� 的标本
，

经重新观察比较应

是 �
�

���������
，

该种 出现于该剖面的

����洲��
��

层
，

对应于古地磁极性柱 的

年代晚于 ������� 正极性事件
，

止于

������� 正极性事件的顶部
，

约为 �
�

�司
�

�

���������
�

在我国
，

�“�����口��� 还有另一个较

八
�

��������� 原 始 的 种 ���叩�
����夕�

����� 。 一

�����。 ，

产 于北京周 口 店十八地

点���
、

山东淄博孙家山第一地点�‘�� 、

甘肃

灵台文王沟��‘�和北京黄坎龙牙洞����
�

文

王沟的�
�

�����。 一
�“ ���。

分布于 ����� 地点

剖面的 �������
，

对应于古地磁极性柱

的年代为从松山期初始至 �������正极性

事件止
，

约 �
�

����
�

�������川
�

������ 等�‘’�指出
，
���叩�

���哪
� 在欧

亚和北美扩散是一次重大的事件
，

几乎

彝滩
﹀

彝爵
·

︹黝拳异毋驴斤
︺

匕
�

—�一口

图 � 刀������� �人������� 和 ���即人
������ ��������� 臼齿

冠面视

���
，

���刀
�

动�
����������左下臼齿

，

���右上臼齿����
，

����
�

�������������左下臼齿
，

���右上臼齿

是同时发生的
，

故可以进行准确的年代对比
�

在欧洲
，

��������
口��、 的最早代表是 �

�

���������
，

其典型地点是匈牙利南部的 ������
一

�
�

该地点所产化石除出现无根的 �
�

��������� 外均呈现

����������期的面貌
，

故 ������将其放在 ����
������ 晚期�，�

�

也有人认为无根的 �
�

��������。 在

欧洲的首次出现应视为�������� 的开始���
�

而较进步的种类�
�

�����������、 无疑是欧洲 ��������

期的典型分子
�

罗马尼亚的 ������一 ��作为欧洲产 �
�

�������爪
。 �� 的典型地点

，

其时代被认为是

�������� 早期
，

而不是 �������� 期最早的动物群
�

������
一

仪 比 ������
一

�早
，

而且这个地点也产
�

�

�������。 �����’��
�

关于 ������
一

��的时代
，

有人估计相当于 �������正极性事件结束时期��〕， 也

就是说 �
�

������������在欧洲出现的时间可能早于 ������� 正极性事件的结束
�

最新测年数据

显示
，
�������正极性事件结束时间为 �

�

������� ‘” �， 因而较为原始的 人����人
������ ���������

肯定早于 �
�

�����
�

现已证明
，
���叩�

����夕� 介������� 在欧洲陆相沉积中可以追索到 �������

正极性事件的开始���
，

而最新测定的 ������� 正极性事件开始时间约 �
�

�� �����
’��

�

上述比较

分析均证明
，

泥河湾盆地马圈沟新文化层的年代应早于 �
�

�����， 有可能达 �
�

������

�� 郑绍华先生告知
，

文献���图 �所示 ��������
口��� 的时代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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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河湾早更新世早期人类遗物和环境

� 早期人类生存环境

马圈沟新发现的产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的地层
，

其岩性为浅褐色粉砂透镜体
，

含淡水

螺类化石
，

底部有角砾�见图 ��
，

显示具有一定水动力条件的沉积环境
�

从哺乳动物化石的保

存状况来看
，

我们采集到的秀丽鹿的残破下领
、

三趾马的下臼齿
、

犬属的股骨远端
、

犀类的小

多角骨等长度小于 � 。� 的大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均没有搬运磨损痕迹
，

更不用说大的猛码象臼

齿标本
�

小哺乳动物化石中的 �� 件残破上下领也看不出磨损的痕迹
�

化石中只有一件 ��� 长

的长骨骨片
，

其一端具有磨光面
，

而另一端和两侧边则为断裂时的自然面
，

不像是自然搬运磨

损造成的
，

有可能是人类所为
�

覆盖在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层之上的为发育水平层理的暗

灰色粘土和灰绿色粉砂质粘土
�

这些说明研究区当时经历了局部冲刷
、

短距离搬运
、

水体上升

并迅速埋藏的过程
，

那时人类就生活于湖滨或河漫滩地带
�

哺乳动物化石中存在鼠兔科
、

跳鼠科
、

尉鼠科等古北界特有的科和主要分布于古北界的

刺渭亚科
、

仓鼠亚科
、

评科
，

未见东洋界特有或主要分布于旧大陆热带
一

亚热带的竹鼠科
、

豪

猪科
、

灵猫科和猿类等�’��， 显示了古北界�或华北�温带动物组合特征
�

小哺乳动物化石中有 �个现生属
、

�个现生属祖先和 �个绝灭的属
�

据研究
，
�������� 进

化为 ����������
，

���������� 演变成现生 的 乙������
，

��������夕� 进化为 ���叩�
����夕�

，

���叩入
����夕�演变成现生的材�

������
，

�����������的后裔为��
�胡����

，

故可以应用现生属类比

分析其生态环境
�

现生的 ��������
，

���������
，
尸���叩

��，

��
�毕����

，

������� 和营地栖的

��
�
��������� 都是生活于干早草原

、

半荒漠环境的动物范’��
�

占标本数量高达 ��
�

��的优势种

������������
，

更能反映当时的环境
�

从其后裔 �������� 的生态看
，

绝大多数种类喜栖于沼泽

地
、

荒地及荒漠化的草原
，

善游泳和潜水�‘�〕 有人认为
，

现生的 �������� ���������� ���� “ ���

是 ���叩人
���哪

� 的直接后裔
，

而 材������� ���
����夕����������现已退缩至青藏高原

，

栖息于山

间盆地
、

阶地
、

湖泊和河流沿岸的草原
、

草甸
、

沼泽草甸或盐生草甸等湿润地段����
�

�����，

石��������和��
����夕�则可生活于森林

、

草原
、

灌丛等不同的生境
�

绝灭的 ������������
，

������

和 �������口

��
�，

从其分布范围和共生的化石组合来看
，

也生活于草原环境
�

大哺乳动物化石

中的马为草原动物�犬和鹿为广栖性动物�早更新世象类和犀类属种多
、

分布广
，

一般生活于

有水源的林间开阔地带
，

不像现生种那样
，

退缩至热带并处于濒危状态
�

可见
，

泥河湾早于

�
，

�����的人类生活于温带干早稀树草原
、

局部有沼泽或河湖的环境中
�

� 意义

学术界多数认为
，

小长梁旧石器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
，

距今 �
�

���左右
�

最近 ���

等����利用古地磁测定推算出其年代为 �
�

�� ����� ���� 年发现的
“
马圈沟遗址

” ，

其层位较小长

梁遗址低 �� ��� ’〕， 而我们发现的新文化层则比
“
马圈沟遗址

”
还要低 ���

����年汤英俊等����报道了同属
“
泥河湾层

’ ，

的河北省蔚县东窑子头大南沟约 �
�

� ���� 的

一件旧石器
，

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否定
�

重要的原因是有人质疑石器是孤件
，

且是地表采集而

不是地层中产出����
�

据我们野外考察
，

假设石器是在地层中采获的话
，

其层位应是
“
泥河湾层

”

底部
，

属洪积相
�

此外
，

对东窑子头大南沟剖面未做古地磁测年
，

将石器年代定为 ������的

推测
，

即所谓
“

东窑子头组的上界应在 �������留����� 的分界线上
，

年代应为 �
�

�� ����， 而

底界相当于 ����� 亚时的底界
，

约 �
�

�� ����’’ ����的依据不足
�

我们在略低于
“
东窑子头组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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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层位中采集不少小哺乳动物化石
，

其时代和欧洲的���如
��期相当

，

年代晚于 �
�

���������
�

因此
，

地层较
“
马圈沟遗址

”
低 ��及年代早于 �

�

���的马圈沟新文化层
，

显然是泥河湾盆

地乃至华北地区目前已知层位确切
、

年代最早并含有丰富哺乳动物化石的旧石器文化层
�

该文

化层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早期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

同时
，

泥河湾如此之早的

人类却生活于温带干早稀树草原环境
，

而且与年代较晚的小长梁
、

东谷沱
、

许家窑等遗址中

哺乳动物化石反映的生态环境也大体一致
，

而与非洲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不同
，

这

就为今后对泥河湾盆地进行古人类旧石器及早期人类生存背景研究提出了难以回避的问题
�

致谢 本工作得到首席科学家邱 占祥教授的大力支持
，

郑绍华研究员提供化石对比标

本并作有益讨论
，

张森水研究员审阅石器 内容
，

沈文龙绘 图
，

王新天参加部分野外工作
，

在此

一并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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