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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荔人化石层位上限年龄的地质学证据

尹功明① 刘 武③②①
华杰赵陈

�①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

北京 �������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

西安

������� 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年春刘顺堂在陕西大荔县段家乡解放村东的甜水沟发现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头骨化石
，

属早期

智人中较古老的类型
，

代表一个新的亚种—智人大荔亚种����
口 �
������

������
�
���

，

俗称大荔人���
。

这

一发现填补了我国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缺
。

据铀系年龄
，

大荔人的时限为 �
�

��一 �������
�

川��
。

����

年春我们考察了大荔人头骨化石地点及附近的地质地貌
，

对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给予特别的注意
。

在地貌

上
，

化石地点位于洛河左岸合阳黄土源的段家梁
。

段家梁附近发育有两级黄土台地
。

第 �台地由洛河第

�级阶地及上覆黄土一古土壤序列两部分构成
。

洛河第 �级阶地的层序自下而上为
�

��淡黄色粗砂砾石层
，
�����

，

未见底
，

具交错层理
�
��钙质胶结

的砂砾石层
，
�一 ����

，

其顶部出现明显的侵蚀面 ���总体灰白色砾石层
，

含少量紫红色和黄色的砾石
，

����
，

砾径以 �
�

�一���为主
，

圆状一次圆状
，

分选性好
，

属河床相沉积
，

层内含大量贝壳
、

石器
、

骨化石
，

是

大荔人化石的产出层位
���淡黄色中细砂层

，
����

，

具交错层理
，

属河床相 ���亮黄棕色中粗砂
，

含少量泥

质团块和角砾
，
�����

，

局部见崩塌结构
，

往上颗粒变细
，

属漫滩和边滩相 ���浊黄色细砂一粉砂
，
�����

，

层理发育
，

往上渐变为粉砂质粘土
，

颜色也成棕色
，

属漫滩相
。

上覆黄土一古土壤序列从下至上为
�

���
�
古

土壤组合
，

由两层亮棕色古土壤夹 ����厚的黄土组成
，

其中
，

上层古土壤厚 �����
，

见白色碳酸盐淀积层

和明显的钙质结核
，

下层古土壤厚约 ����
，

见白色菌丝体
，

但未见明显的钙质结核
，

此层古土壤的母质可

分成两部分
，

顶部为风成黄土
，

底部为漫滩相的粉砂质粘土
，

颗粒略粗于黄土高原和本剖面其它古土壤的

颗粒
，

并显薄层理
，

与下伏地层在颜色和颗粒大小上呈渐变过渡关系
����

�
黄土

，
����瓜 淡黄色粉砂

，

块

状结构
，

无层理
，

根系
、

垂直节理发育
，

质地均匀疏松
，

其中含两层各约 ����厚的浅棕色弱发育古土壤
�
��

��古土壤
，
�����

，

见亮棕色的淋溶层和淀积层 �����
，
黄土

，
�����

，

淡黄色粉砂
，

块状结构
，

无层理
，

根系
、

垂直节理发育
，

质地均匀疏松
����扰动耕作层

，
�����

。

在气候地层上
，

黄土高原的 ��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 �相 当
，

其下限年龄约�������
�

�
�

���
。

大荔人化石

出露在 ��之下约 �� 处的冲积层
。

因此
，

其产出地层的上限年龄应老于 �
�

�����
�

�
� 。

参 考 文 献

吴新智
�

陕西大荔县发现的早期智人古老类型的一个完好头骨
�

中国科学
，
����

，

�� ���
����一���

陈铁梅
，

原思训
，

高世君
�

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

序列
�

人类学学报
，
����

，

����
�
���一���

刘东生等编译
�

第四纪环境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

�

���一 ���

第一作者简介
�

尹功明 男 犯岁 副研究员 第四纪年代学专业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
���������资助项 目

����一��一��收稿
，
����一��一��收修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