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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么会洞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 形态上与非洲南方古猿牙齿存在差别而与中国境内的直立人牙齿
比较接近, 可暂定为直立人(Homo erectus). 共生的哺乳动物群中存在巨猿、爪兽、小猪、裴氏猪和小种
大熊猫等华南早更新世巨猿动物群的代表性成员, 明确显示么会洞人类化石的时代为早更新世. 同时, 
么会洞动物群的总体面貌与 2 Ma 的巫山龙骨坡动物群相似, 表明两者的年代相近. 目前, 亚洲发现的
早更新世人类化石不如非洲的多, 而且在层位、年代和分类位置等方面仍有诸多争议. 此种状况显然不
利于探讨至今仍未有满意答案的人类起源与进化之谜. 现在, 么会洞所提供的层位清楚、时代可靠和特
征明显的人类化石无疑有助于改善上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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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 由于众多非洲早期人类
化石和石器材料的发现 , 很多人相信非洲是早期人
类起源和扩散的中心. 但事实上, 有关早期人类起源
这一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科学问题迄今依然未得

到很好的解决. 正如 70 多年前一些西方学者提出: 
“亚洲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巨大舞台, 是最古老的
人类工业巨大的扩散中心 . 要想弄清诸如人类起源
这样的复杂问题 , 离开亚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 
于是, 人们又将目光重新投向亚洲. 还有人重提上世
纪 40年代由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力倡的、与“非
洲中心”假说相左的人类“多地区起源假说(the mul-
tiregional hypothesis)”[2]. 近年来亚洲的多项发现在
年代上接近非洲的一些早期人类化石和旧石器 . 本
文报道的广西布兵盆地么会洞出土的早更新世人类

化石就是这些发现中最新的一项.  

1  遗址的地质、地理背景与发现经过 

布兵盆地东距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县城约 12 km, 
是百色盆地的一个小型附属盆地. 它发育于二叠、三
叠纪石灰岩岩层 , 长约 16 km, 宽约 2 km. 一条
NW-SE走向、高约 100 m的狭长地垒将它与百色盆
地隔开 . 小盆地的西北和东南部各有一条小河从山
区地下流出, 向北穿过盆地, 继而切开地垒后汇入纵
贯百色盆地的右江(图 1).  

布兵盆地内地势平缓, 海拔高度多在 130 m左右, 
略高于相邻的百色盆地 . 它的南部和西部发育石灰

岩喀斯特峰林, 一些小型孤峰残留于盆地之内. 峰林
中至少发育 7 层水平溶洞. 最低的第 1 层海拔高 120 
m 左右, 目前仍在发育之中; 最高的第 7 层海拔高
250 m (高出盆地约 130 m) . 么会洞位于盆地东南边
缘的一座峰林的半山腰 (E107°00.13′, N23°34.891′), 
为第 6 层溶洞. 它的洞口底板海拔 215 m, 高出当地
河床 65 m. 洞口向东, 洞厅宽敞, 长约 50 m, 宽 2 ~ 6 
m, 高 5 ~ 10 m(图 2). 洞穴内局部发育钟乳石, 洞壁
上有巨大的浪蚀凹坑, 指示当时地下河自西向东流.  

2001 年 3 月, 我们在布兵盆地进行洞穴调查时
发现么会洞的堆积层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而
且从中采集到 1枚硕大的人类牙齿化石. 该洞虽然于
近代曾被当地人挖过, 但至今仍保留部分原生堆积, 
且地层剖面相当完整. 2002 年 10 月至 12 月和 2003
年 11 月, 我们对该洞进行两次发掘, 又发现一批动
物化石和少量石制品, 其中包含本文报道的另 1枚人
类牙齿化石.  

发掘工作按堆积层保存情况自东向西分为 A, B
和 C 三个区. 在 B区布一个 1.4 m×1 m探方, 按每
5 cm一个水平层下发掘; 在 A区布四个 2 m×2 m探
方(A0 ~ A3), 按每 10 cm 一个水平层向下发掘; 在 C
区布一个 2 m×2 m探方(C1), 按每 20 cm一个水平层
向下发掘. 在含化石较多的 A区和 B区, 所有挖出来
的堆积物分层运到山下小河边用水筛洗(筛孔径 35
目), 以收回发掘中遗漏的和不易在发掘现场识别的
小哺乳动物等化石. 在含化石较少的 C 区则每层选
筛约 50 kg堆积物, 以达到同样目的.  

洞内堆积物分层自上而下可分为(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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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么会洞地理位置及平面图 
 

(5) 浅灰、乳白色钙板, 顶部发育大石笋, 底部
含石制品, 厚 5 ~ 35 cm;  

(4) 深褐色含砂质黏土、角砾层, 未见化石, 厚
约 60 cm;  

(3) 深褐色砂质黏土层, 偶见灰岩角砾, 含丰富的 

 
 

图 2  么会洞地层剖面图 
 
哺乳动物化石, 人类牙齿化石即出自此层, 厚 210 cm;  

(2) 浅褐色黏土和砂质黏土, 含少量小哺乳动物
化石, 厚约 400 cm;  

(1) 深褐色砂层, 具斜层理, 厚 20 ~ 40 cm.  

2  人类化石和巨猿化石 

人类化石材料为一枚完整的右下 M2(编号 : 
MH0001, 图 3(a) ~ (e)), 采自 B方第 3层下部(发掘标
高−1.6 m); 一枚残破的左上 M1~2(编号: MH0018, 图
3(f)), 从扰乱堆积物中选出. 

MH0001  牙齿乳白色, 硕大, 齿根粗壮. 除牙
根末端被啮齿类动物啃咬而缺失外 , 牙齿其余部分
保存完好. 咬合面轻微磨耗, 齿尖及其相对位置清楚. 
近中面中部有较大的椭圆形的齿间磨耗面 ;  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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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么会洞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巨猿化石和石制品 
(a) ~ (f), 人类化石, MH0001右M2: (a) 咬合面; (b) 近中面; (c) 远中面; (d) 颊侧面; (e) 舌侧面; (f) MH0018左M1-2, 咬合面; (g) ~(j) 

巨猿化石: (g) 左 P3; (h) 左 M1~2; (i) 左 M1~2; (j) 左 M3; (k) ~(l) 石制品 
 

 

 
 

图 4  广西布兵盆地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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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靠近舌侧上方有一个小的椭圆形齿间磨耗面 , 
被颊侧下方的另一小椭圆形磨耗面切割 . 根据牙齿
的形态、齿间磨耗面形状和相对位置判断, 标本为下
颌右侧第二臼齿的可能性较大.  

齿冠近方形, 宽大于长, 近中至远中径(MD)15.3 
mm, 颊舌径 (BL)16.1 mm, 长宽指数 [(MD/BL)×
100]95. 前宽大于后宽, 下原尖膨大, 下后尖明显高
出齿冠面上其余齿尖. 齿冠近中面较平, 远中面、舌
面和颊面突隆. 咬合面具有 5 个齿尖, 从大到小分别
为下原尖、下后尖、下次尖、下内尖和下次小尖. 分
隔齿尖的沟为“Y”字型 , 齿尖排列为典型的“森林古
猿型”. 分隔齿间的沟纹较浅 , 结构简单 . 发育有近
中根和远中根, 两根向下、向远中方向倾斜. 近中根
的近中面发育纵行宽浅沟 , 在近根尖处分颊侧根尖
和舌侧根尖 . 近中根之颊舌径显著大于远中根的颊
舌径, 分别为 14.5和 10.8 mm.  

MH0018  牙齿红褐色, 硕大. 仅保存齿冠沿中
轴的颊侧半部, 舌侧部分缺失. 齿根大部分缺失, 仅
部分残留于基部. 从残余部分观察, 齿冠近菱形. 近
中-远中径(MD)14.3 mm. 前尖和后尖保存完整 , 齿
尖高度相似. 齿冠颊面较突隆, 远、近中面陡直. 近
中接触面大, 并靠近颊侧; 远中接触面较小, 距颊侧
稍远. 后尖大于前尖, 前尖与次尖分离, 后尖与原尖
相连. 颊面沟平直, 较浅, 延伸至齿冠 1/3处消失. 二
齿尖平缓且光滑, 不发育褶皱, 向齿冠中央收缩.  

考虑 MH0001保存完整, 以之为例进行比较.  
MH0001 尺寸虽然在猩猩牙齿的变异范围之内, 

但从咬合面的齿间沟纹简单, 不发育褶皱, 而猩猩牙
齿的咬合面却发育丰富的褶皱. 该标本近方形, 猩猩
的 M2呈狭长形, 二者长宽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不太可能属于猩猩化石.  

MH0001 的近中-远中径和颊舌径在南方古猿非
洲种(MD = 14.3 ~ 17.8 mm, BL = 12.7 ~ 16.2 mm)、粗
壮种(MD = 14.8 ~ 18.2 mm, BL = 12.8 ~ 16.2 mm)和
鲍氏种(MD = 16.4 ~ 20.0 mm, BL = 15.8 ~ 18.6 mm)
的大小变异范围之内. 但长宽指数却超出了上述 3种
南方古猿的范围(分别为 103 ~ 118、102 ~ 117和 104 ~ 
118)[3]. 与南方古猿阿法种比较, MH0001标本的大小
也超出了其变异范围(MD = 12.1 ~ 15.4 mm, BL = 
12.1 ~ 15.2 mm), 虽然长宽指数落入其变异范围(93 ~ 
118)[3] . 然而, 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非洲
以外的地区存在南方古猿化石. 因此, MH0001 标本

可能难于归入南方古猿的范畴.  
与中国直立人比较, MH0001标本的近中-远中径

和颊舌径虽然超出周口店(MD = 11.3 ~ 13.2 mm, BL 
= 11.1 ~ 13.0 mm)、和县(MD = 12.6 mm, BL = 13.0 
mm)及蓝田(MD = 13.3 mm, BL = 13.3 mm)直立人, 
但长宽指数却与周口店(99 ~ 115)、和县(97)和蓝田
(100)直立人非常接近[4~6]. 在形态特征方面, MH0001
齿尖排列呈“森林古猿型”、齿间沟吻简单、齿冠近方
形, 颊、舌和远中面突隆以及二齿根向远中方向倾斜
等细节特征见于周口店直立人[4], 只是原尖很大且强
烈向颊侧方向延伸而有所区别 . 么会洞人类化石的
尺寸显著大于周口店、和县与蓝田标本, 很可能是代
表直立人的一种早期类型.  

与湖北建始新近发现的人类化石(下颌右侧第一
臼齿 PA1277: MD = 14.6 mm, BL = 13.6 mm)相比, 
MH0001 尺寸较大 , 齿冠相对较低, 长宽指数不同, 
齿冠颊舌径大于近中-远中径而与之不同[7]. 因此, 二
地点标本存在差异 . 但么会洞和建始的人类牙齿化
石均较周口店为大, 年代也应早于周口店.  

MH0001 的比较结果显示其与中国直立人最为
接近.  

巨猿化石材料: 均为牙齿化石(图 3(g) ~ (j)), 共
12件, 包括: 1枚右下犬齿(C)、3枚左上第 1前臼齿
(P3)、1枚右上第 1 ~ 2臼齿(M1-2)、1枚左上第 3臼齿
(M3)、3枚左下第 1 ~ 2臼齿(M1-2)、1枚右下第 1 ~ 2
臼齿(M1-2)和 2枚左下第 3臼齿(M3). 上述化石的形态
特征与中国其他巨猿化石地点的标本相似 , 应归入
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 blacki). 牙齿尺寸大小与
早更新世广西柳城巨猿洞[8]和重庆巫山龙骨坡[9]的标
本相近, 小于其他中更新世地点的标本.  

3  石制品 

么会洞出土的石制品共 8件. 其中 2件分别由洞
口处的顶盖堆积和 A 区的 A2 探方地层之中发掘所得, 
另外 6件则采自 C区被扰乱的堆积物. 以石英为原料
的 2件、砂岩 6件.  

8件标本包括 3件用石片打制的薄刃斧(cleaver), 
2件分别用卵石、石片打制的手镐(pick), 以及 3件石
片(图 3). 上述 5 件工具有 4 件采用硬锤交互打击方
法加工. 余下 1件薄刃斧则用硬锤由石片毛坯的背面
向腹面部分右侧边缘和远端缘加工.  

么会洞发现的石制品表明洞穴存在早期人类的

活动. 人类不太可能在洞穴处于地下的时期进入, 只
有当地壳抬升至一定高度、洞穴露出地面之后,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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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选择洞穴作为活动场所. 因此, 么会洞内人
类活动的时代应该晚于洞穴堆积形成的时代 . 么会
洞石制品的加工方法与百色盆地旧石器 [10]具有相似

的性质, 暗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相对密切的关系, 这
对进一步研究百色盆地旧石器的相关科学问题提供

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4  哺乳动物化石 
么会洞发现的哺乳动物群包括 : 猕猴 (Macaca 

sp.)、长尾巨鼠(Leopoldamys sp.)、白腹鼠(Niviventer 
sp.)、狨鼠(Hapalomys sp.)、猪尾鼠(Typhlomys sp.)、华
南豪猪(Hystrix subcristata)、硕豪猪(Hystrix magna)、
豺 Cuon (Cyon) sp.、小种大熊猫(Ailuropoda microta)、
中国黑熊(Ursus thibetanus)、獾科(Mustelidae)、德氏
猫(Felis teilhardi)、剑齿象未定种(Stegodon sp.)、小
猪(Sus xiaozhu)、裴氏猪(Sus peii)、鹿科(Cervidae)、
牛科(Bovidae). 另有 16 枚高等灵长类牙齿化石, 从
形态特征判断可归入人猿超科, 详细分类位置待定.  

从动物群的面貌分析 , 么会洞发现的小种大熊
猫、爪蹄兽、裴氏猪和小猪等均为柳城巨猿动物群组

合中[11]的典型分子, 也与重庆巫山龙骨坡[9]动物群相

似. 么会洞的小种大熊猫牙齿化石的尺寸也较小, 代
表早更新世的一种早期类型. 因此, 么会洞动物群的
时代应该接近上述二地点.  

5  初步结论 
么会洞出土具有浓郁的华南早更新世巨猿动物

群色彩的动物化石为断定遗址的时代提供了坚实的
生物地层学基础 . 考虑到么会洞动物群总体面貌与
柳城巨猿洞和巫山龙骨坡两个动物群十分接近 , 根
据古地磁研究和电子自旋共振法(ESR)测定, 巫山龙
骨坡遗址年代大约为 2 Ma[9], 么会洞人类化石很可
能成为亚洲迄今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之一 . 
当然 , 这种推断还有待于下一步对么会洞遗址本身
的年代学研究.  

目前, 非洲以外尚未发现可靠的南方古猿化石, 而
么会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又具有较多的中国直立人的
性质. 在获得更多的材料之前, 本文作者建议暂时将
其归入直立人(Homo erectus). 迄今为止, 东亚南部和
东南亚发现的产早更新世人类化石的遗址有爪哇的
莫佐克托(Mojokerto)[12]、中国的元谋 [13]、巫山龙骨
坡[9]和建始[7]等几处, 所提供的材料还不算多. 而且, 
上述遗址的人类化石的层位、年代和分类地位等在学
术界仍颇多争议 . 此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人类起源和
进化研究. 现在, 么会洞所提供的层位清楚、时代可

靠和特征明显的人类化石无疑有助于改善上述状况.  
近年 , 位于长江下游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发现

了时代(根据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判断)可能处于早更
新世开端的人类制品[14]、华北泥河湾盆地发现 1.66 
Ma 的人类活动证据[15]. 有理由相信: 随着亚洲更多
新材料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 , 一幅符合本来面目
的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画卷将会展现于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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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祥院士和邓成龙博士对本研究给予鼓励和支持, 在此一并
致谢. 本项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40163001)、
国家文物局抢救性发掘项目、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

程”专项资金(2001216)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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