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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报道了发现于贵州毕节的一枚巨猿牙齿化石 ,介绍了巨猿化石发现的历史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毕节扒

耳岩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贵州毕节巨猿化石的发现 , 填补并扩大了巨猿化石的地史分布范围 , 对研究巨猿演

化及云贵高原地质环境变化等相关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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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 blacki)是我国华南地

区发现的一种超大型古猿 ,是灵长目 (包括现生和

化石种类)中形体最大的动物 ,是人猿超科的一个

重要属种 ,曾被认为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 1]
或者人科

的一个早期成员
[ 2]
。巨猿的演化和绝灭与早期人

类起源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1935年荷兰古生物学

家孔尼华(G. H. R. von Koenigw a ld)首次在香港中药

铺发现步氏巨猿牙齿化石
[ 3]
;1956 ～ 2005年 ,根据

各地民众提供的线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及地方博物馆经多人多次调查和正式发

掘 ,先后在广西大新 、柳城 、武鸣 、巴马 ,湖北建始 ,重

庆巫山等多处第四纪洞穴 、裂隙堆积中发现丰富的

步氏巨猿化石 ,材料包括 3个下颌骨和上千枚牙

齿
[ 2, 4 ～ 11]

。本文报道的是一枚发现于贵州毕节的巨

猿牙齿化石 ,以及与之相关的毕节扒耳岩哺乳动物 。

贵州毕节巨猿化石的首次发现 ,对探讨巨猿及巨猿

动物群的地史分布 、演化 、绝灭 ,及云贵高原第四纪

气候环境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1　毕节巨猿化石的发现过程

1985年 7月 ,许春华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室整理标本时 ,无意中发现一

盒哺乳动物化石 ,其中有 1枚巨猿牙齿 ,即本文的研

究材料 (图 1 - 1),另外还有猩猩(图 1 -2)及其他动

物的牙齿化石 。包裹化石的草纸上写着 “犀 、貘 、

熊 、大熊猫等牙 ,毕节中药材仓库 , 1964 - 10 - 8”。

根据字迹辨认 、核实 ,这些化石是袁振新等人 1964

年 10月从贵州毕节中药材仓库中收购的 。

早在 1964年 10月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的袁振新 、林一璞 、宋国珍等和贵州省

博物馆曹泽田 ,在贵州毕节市中药材仓库调查哺乳

动物化石 ,从中拣选了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牙齿化石 ,

当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巨猿牙齿 ,也没有追踪这些

化石的具体产地 ,但可以推测这些化石均出于毕节

地区范围内 ,而非外地收购辗转而来。由于袁振新

等人后来又转向别的地区普查 ,加上观音洞旧石器

遗址的发现 ,使得毕节的化石材料被暂放一边 ,直到

20年后被重新关注。

在毕节巨猿牙齿被重新发现之前 ,许春华就注

意到毕节地区的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线索 ,并推

测毕节地区可能有巨猿化石。 1983年 ,在距毕节市

西北 7km的扒耳岩 ,当地农民开山炸石时发现动物

化石 。毕节的彭斯尧老师将这一情况写信反映给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希望派人前

去调查 ,并寄来一些动物化石和含化石的堆积 。许

春华从寄来的黄色堆积中 ,修理出大熊猫小种的牙

齿化石(图 1 - 3)。同年 ,贵州省博物馆蔡回阳 、王

新金也得知这一化石点信息 ,前去调查 ,采集到若干

哺乳动物化石 。1984年 5月 ,许春华和蔡回阳根据

彭斯尧提供的化石线索 ,对扒耳岩的化石地点进一

步调查。该地点位于毕节官屯区关口村附近的山坡

上 ,化石埋藏于二叠系灰岩的裂隙堆积。在这次调

查期间 ,又采集到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有貘 、犀 、剑齿

象 、豪猪和鹿等牙齿化石 ,其中有类似于广西柳城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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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毕节巨猿牙齿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

比例尺(scale bar)=10mm

1.巨猿 Gigan topithecus:右上 P4 , 1 a颊侧视 , 1 b冠面视 , 1c近中视　 2.猩猩(未定种)Pongo sp. :左下 M 2 ,冠面视　3.大熊猫小种 A iluropoda

m icrota:左下 M 2 -M 3 ,冠面视　4.和 5.无颈鬃豪猪 Hystrix subcrista ta:4右上 M 2 , 5右上 P4 ,冠面视　 6.剑齿象(未定种)S tegodon sp. :颊齿

齿板 ,冠面视　7.独角犀(未定种)Rh inoceros sp. :右下 M 2 , 冠面视　 8. 貘(未定种)Tap irus sp. :右上 M 2 , 冠面视　 9.牛亚科 (属种未定)

　　　 Bovinae gen et sp. inde.t :右上 I1 ,唇侧视　10.牛亚科(属种未定)Bovinae gen et sp. inde.t :右距骨 ,前视

F ig. 1　Gigan topithecus b lacki and otherm amma l fo ssils from B ijie, Guizhou

猿洞的貘。根据大熊猫和貘的牙齿大小形态 ,许春

华认为这个地点的堆积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 ,并推

测与广西相邻的贵州省可能也有巨猿化石或巨猿动

物群存在
[ 12]
。一年后 ,即 1985年许春华果然发现

了这枚存放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的毕节巨猿牙齿化石 ,证实了贵州省存在巨猿化

石的推断。

2004年 11月 ,根据毕节市化石爱好者赵风普

提供的化石新情况 ,同号文 、赵凌霞再次前往贵州毕

节 ,实地考察了当年许春华 、蔡回阳调查过的扒耳岩

地点 ,并观察了赵风普从该地点采集到的哺乳动物

化石 ,其中确有巨猿牙齿化石 ,从观察到的河猪类 、

小猪及小型貘类等化石来看 ,其组合与早更新世的

巨猿动物群很接近 ,初步判断其时代为早更新世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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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看法一致
[ 12]
。至此 ,巨猿曾经生活于贵州毕

节地区的推断得到进一步确认 。

2　毕节巨猿牙齿

本文记述的是毕节中药材公司收集的巨猿牙齿

化石 ,为 1枚右上第四前臼齿。齿根大部分缺失 ,保

留完整齿冠和少部分齿根 。牙齿轻度磨耗 。舌尖较

颊尖磨蚀重一些而显得圆钝 ,颊尖仅轻度磨耗而显

得锐一些(见图 1 - 1)。根据巨猿牙齿磨耗的分级

标准
[ 2]
,应该属 1级磨耗 ,代表一青年个体 。

咬合面观察:齿冠呈长椭圆形 ,颊舌径大于近中

远中径 ,颊侧和舌侧基本等宽。咬合面中央深的纵

沟将颊舌两尖分隔开 ,颊尖稍高于舌尖 ,颊侧半稍大

于舌侧半 ,颊尖和舌尖的位置稍微偏向近中侧 ,远中

部稍大于近中部 。在颊尖和舌尖相对的斜坡上 ,有

小的沟纹延向中央的纵沟 ,使牙尖分化出数个嵴纹 。

其中近中和远中的嵴纹 ,分别与近中和远中缘的缘

嵴形成前后两个横行的凹陷。

表 1　毕节及其他巨猿化石地点的 P4测量值比较

Tab le 1　M easuremen t and com parison of uppe r P4 o fGigan topithecus black i

地点及标本编号 长 MD /mm 宽 BL /mm 长宽指数 粗壮度 /mm 2

毕节巨猿 12. 8 19. 6 65. 3 250. 9

巫山龙骨坡 [ 9] CV940 - 2

CV940 - 13

14. 7

13. 6

20. 2

20. 1

72. 8

67. 7

296. 9

273. 4

柳城巨猿洞 C区标本 [ 13] (n=47)*
12. 9

(10. 5～ 15. 6)
18. 9

(17. 0 ～ 22. 1)
68. 6

(60. 6 ～ 75. 4)
245. 2

(185. 5 ～ 333. 8)

建始龙骨洞东洞口标本(n=8)*
13. 2

(12. 0～ 14. 6)
20. 9

(16. 7 ～ 23. 5)
63. 4

(59. 1 ～ 74. 9)
277. 3

(208. 8 ～ 343. 1)

建始龙骨洞西支洞 PA1280 -G 12[ 10] 15. 4 24. 7 62. 3 380. 4

武鸣 W 5[ 7] 17. 5 25. 0 70. 0 423. 5

　　*对应的数据为平均值和变异范围;n代表牙齿个数

牙侧面观察:颊面观 ,颊尖前外角稍高于后外

角;近中或远中方向观察 ,牙冠舌侧面倾斜 ,而颊侧

面相对比较陡直 。近中接触面 (与上第三前臼齿接

触 )较大 ,而远中接触面(与上第一臼齿接触 )较小 。

颊侧面和舌侧面釉质在靠近牙颈的一半 ,可以看到

细密的釉质生长线;另外 ,还有 3条平行均匀分布的

带状凹陷 ,即带状釉质发育不全 ,结合牙冠形成时间

及生长线的周期性 ,笔者推测带状釉质发育不全与

气候季节性变化相关 。

牙根大部分缺失 ,仅保留与齿冠相连的牙颈部 。

从牙根的断裂面形态看 ,有动物啃咬的痕迹 ,而非自

然外力作用 ,估计是豪猪类的啮齿动物所为。

牙齿大小测量:毕节巨猿牙齿的长度(近中 -远

中径 MD)为 12. 8mm ,宽度 (颊舌径 BL)为 19.6mm ,

齿冠高 10.6mm , 粗壮度(长宽乘积 )为 250.9mm
2
。

与巫山龙骨坡 、柳城巨猿洞 、建始龙骨洞 、武鸣等地

点的同类标本比较 ,毕节巨猿牙齿的测量数值位于

目前发现的所有巨猿标本的变异范围之内 ,但是属

于尺寸偏小的巨猿牙齿 ,与柳城巨猿洞 、建始龙骨洞

东洞口的小型巨猿牙齿尺寸接近 (表 1),而显著小

于武鸣的巨猿牙齿W 5
[ 7]
和建始龙骨洞西支洞的巨

猿牙齿 PA 1280-G 12
[ 10]
。

巨猿牙齿的大小变异 ,与性别差异有关 。柳城

巨猿洞大量巨猿牙齿的观察测量表明 ,巨猿牙齿大

小有着比较大的变异范围 ,可分为大型和小型两个

类群
[ 2]
,意味着巨猿是一个性别差异非常显著的物

种 ,类似于现代的大猩猩和猩猩 ,雄性显著大于雌

性。另外 ,巨猿牙齿的大小变异 ,可能与时代早晚有

关。早更新世到中更新世巨猿牙齿大小的变异比

较 ,显示步氏巨猿颊齿随时代而增大的演化趋

势
[ 13]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巨猿化石点的时代判定

主要依赖于动物群的面貌 ,目前还没有比较可靠的

测年数据 ,加之晚期巨猿化石很少 ,因此关于巨猿牙

齿变大的演化趋势需要今后更多的材料证实 。从目

前发现的巨猿化石材料看 ,时代较早的巨猿化石点 ,

如柳城巨猿洞 、巫山龙骨坡 , 均没有发现像武鸣巨

猿那样超大的牙齿 ,后者的时代要晚一些
[ 7]
。整体

上看 ,毕节巨猿牙齿偏小 ,一种可能是它属于雌性个

体 ,但其测量值与柳城巨猿的平均值相近 ,因此也有

可能是雄性 ,而其小的尺寸可能与时代较早有关 。

3　毕节扒耳岩哺乳动物化石与巨猿的

时代

　　上述毕节巨猿牙齿的时代是一个问题 ,因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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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确切产地 。但毕节市附近的扒耳岩化石点发现了

巨猿及哺乳动物化石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下面

有必要加以简要介绍 。

毕节一带属于黔西溶洼 -丘峰山原亚区。区内

二叠纪 、三叠纪灰岩出露普遍 ,岩溶发育强烈 ,尤其

是二叠纪灰岩。岩溶形态主要有峰丛 、峰林 、溶洼 、

溶洞 、落水洞和伏流。区内地面海拔大都在 1500 ～

2000m之间。在扒耳岩化石地点附近 ,可看到高度

不同的 4层溶洞 , 洞底海拔高度分别在 1600m ,

1630m , 1645m和 1680m ,高出附近河水面的高度分

别约 10m , 40m , 55m和 60m。以上 4层溶洞中都有

堆积物 。

扒耳岩地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野外地点编号:84007)的海拔高度相当于第

2层溶洞的高度 ,位于毕节县官屯区扒耳岩山坡上

(27°22′12″N , 105°15′16″E),化石堆积分布于二叠

纪灰岩的裂隙中 ,堆积的底部海拔高度约 1630m ,比

附近河水面高约 40m(是目前海拔最高的巨猿化石

点 )。该化石点的堆积厚度约 12m ,比较坚硬 ,上部

的堆积成层状 ,未发现化石;底部黄色坚硬的堆积中

发现化石 , 1983 ～ 1984年采自该地点的化石种类

有:大熊猫小种 (A iluropoda m icrota),无颈鬃豪猪

(Hystrix subcristata), 剑齿象 (未定种 )(S tegodon

sp. ),貘(未定种 )(Tapirus sp. ) ,独角犀 (未定种 )

(Rh inoceros sp. ),牛亚科 (属种未定 )(Bov inae gen

et sp. inde.t )(见图 1 -3 ～ 10)。

大熊猫化石是一残破左下颌 ,保存 M 2 -M 3。

牙齿长 ×宽分别为:M 2:17. 4mm ×16. 4mm;M 3:

14. 5mm ×13. 6mm ,其大小最接近柳城巨猿洞的大

熊猫小种
[ 14]
。豪猪与我国其他地点的无颈鬃豪猪

结构及大小一致
[ 14, 15]

。貘化石因材料不多 ,只能作

为貘属未定种处理 ,但其形态特征及大小肯定不属

于巨貘 (Mega tapirus)
[ 16]
。其他化石较破碎 ,不好做

进一步鉴定 ,也只能作为未定种处理 。

以上化石材料中 ,最能确定时代的是大熊猫小

种 ,该种一般只出现于更新世早期 ,例如柳城巨猿洞

和巫山龙骨坡
[ 9, 14]

。此外 ,其他化石种类也是华南

地区巨猿动物群中的常见分子 ,由此推断毕节扒耳

岩动物群的时代为早更新世。

4　贵州毕节发现巨猿化石的地史意义

巨猿是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属于人猿超科 。一

般来说 ,灵长类动物是森林型动物 ,现生的类人猿生

活于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 。中新世是猿类最繁盛的

时期 ,广泛分布于非洲 、欧洲和亚洲地区
[ 17]
。但到

中新世晚期 ,全球气候环境剧烈变化 ,森林大面积退

缩 ,使得大多数猿类由于对更强的季节性气候和开

阔生态环境的不适应而走向灭绝
[ 18]
。我国云南开

远 、禄丰 、元谋晚中新世地层中有丰富的猿类化石 ,

上新世的猿类化石很少 (可能与调查力度不够有

关),但更新世至少在更新世早期 ,我国南方地区仍

然生活着比较丰富的大型猿类 ,包括巨猿 、猩猩类 ,

但随着更新世气候变化 ,这些猿类最终完全绝迹 。

因此研究这些对环境变化敏感的大型灵长类的地史

分布及演变对复原我国南方晚新近纪和第四纪环境

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

图 2　巨猿化石地点分布图

1.巫山龙骨坡　2.建始龙骨洞　 3. 毕节扒耳岩　 4. 柳城巨猿洞

5.巴马莫弄山　 6. 布兵么会洞　 7. 武鸣拉利山　 8. 大新黑洞

　　　 9.崇左生态公园　 10.越南 Tham Khuyen

F ig. 2　Fossil sites of Gigantopithecus black i

贵州毕节巨猿化石的首次发现 ,在地史分布上

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扩大了巨猿的地理分布范围:

在南北方位上 ,填补了三峡 -鄂西地区 (如建始龙

骨洞 、巫山龙骨坡 )与广西地区之间的巨猿分布空

白;在东西方向上 , 将巨猿分布范围向西扩展 (图

2);从现在海拔高度看 ,所有巨猿化石点中 ,毕节巨

猿化石点的海拔高度最高 ,大约 1600多米 ,其次为

湖北建始龙骨洞 、巫山龙骨坡 ,大约 800m左右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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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巨猿化石点的海拔高度普遍较低 ,均在 600m

以下。另一方面 ,即毕节巨猿化石的时代意义 ,从扒

耳岩的巨猿及哺乳动物化石 ,特别是熊猫化石特征

来看 ,动物群的时代应该在早更新世 ,说明早更新世

的时候贵州毕节地区生活着巨猿 。就目前的资料 ,

早更新世巨猿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 ,而且材料丰富 ,

如广西柳城巨猿洞 ,重庆巫山龙骨坡 ,以及毕节扒耳

岩 。建始龙骨洞的时代要晚一些 ,以前认为属早更

新世晚期
[ 5]
,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认为可能比以前认

为的要早一些
[ 10]
。中更新世巨猿分布范围似乎大

大缩小 ,仅在广西的武鸣 、巴马 、大新和紧邻广西的

越南 Tham Khuyen洞
[ 19]
发现零星的巨猿牙齿 (见图

2)。晚更新世的堆积中没有发现巨猿化石。因此 ,

贵州毕节巨猿化石的发现 ,进一步说明巨猿曾经是

更新世时期华南地区的一个分布比较广泛的物种 。

但从早更新世到中更新世 ,巨猿似乎逐渐走向衰亡 。

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更新世华南地区气候环境变化

的一个反映 。

毕节地区地处云贵高原 ,巨猿及相关动物群的

地史分布和演变对研究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气候

环境变化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不少证据显示 ,青

藏高原在更新世中期有过大幅度隆升
[ 20]
。东亚季

风区上新世 -更新世古气候记录的对比研究
[ 21]
,

显示 1. 2 ～ 0. 6M aB.P.前后发生了明显的气候转型

事件 ,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干旱程度加剧 ,或季节

性加强 。川西高原甘孜黄土磁性地层学及古气候意

义研究 ,指示青藏高原及其周缘地区的环境状况大

约在 115万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干

旱化程度及高原冬季风的明显增强 ,而这些变化与

青藏高原在该时期的快速隆升密切相关
[ 22]
。推测

上述气候环境的显著变化可能会对巨猿的生存和分

布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本文报道的材料看 ,早更新世

巨猿生活于贵州毕节地区 ,意味着当时云贵高原气

候还比较适宜 ,可能其海拔高度还比较低 ,尚未达到

现在的高度 ,其后有相当程度的隆升。这个推测需

要进一步探讨论证。

巨猿生活于什么环境曾经是人类学家非常关注

的问题 ,有认为巨猿生活于开阔的草原环境 ,也有认

为是森林环境 ,巫山龙骨坡 、建始龙骨洞的动物群及

植物孢粉组合指示森林环境
[ 5, 9, 10]

。本文第一作者

最近分析了建始龙骨洞和柳城巨猿洞巨猿牙齿釉质

的稳定性碳同位素比例 ,结果显示巨猿以完全的 C3

植物为食 ,应该是生活于 C3植物占绝对优势的森林

环境。中国黄土高原 7M a连续沉积中的土壤有机

碳同位素分析 ,结果显示在东亚半干旱季风气候区

有 3个明显的 C4植物扩增期 ,时代分别为 2.9 ～

2.7M aB.P. , 1. 3 ～ 0. 9M aB.P. , 0. 6M aB.P. 至今
[ 23]
。

这种 C4植物的扩张是否直接影响到巨猿的生存环

境 ,有待深究。

另外 ,巨猿与早期人类活动有密切相关性 。近

些年 ,我国华南地区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

已取得显著进展。湖北建始龙骨洞又发现了更多的

巨猿牙齿 ,同时发现人类化石和人工制品 ,动物群及

其时代的研究也有大的进展
[ 5, 10, 24]

;重庆巫山龙骨

坡 “人类化石”是人是猿
[ 25, 26]

引起国际关注 ,最近在

龙骨坡又发现巨猿化石与人工石制品共存;广西百

色布兵盆地么会洞发现早更新世人类化石和巨猿及

哺乳动物化石
[ 11]
。虽然学术界对上述这些地点的

人类化石和人工制品的性质还存在疑问 ,研究工作

仍在进行之中 ,但巨猿化石大量地出现于这些地点 ,

它与这些所谓的人类遗存的相互关系 、以及巨猿究

竟是人是猿的问题 ,都值得深入探讨。因此 ,加强巨

猿化石点的调查研究及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是今后

工作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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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oth fossil o f Gigan topithecus black i, according to history reco rd co llec ted from B ijie, Gu izhou w as

identified from the co llection o f Institu te o fV ertebrate Paleonto logy and Paleoanthropo logy, w hich w as acquired from

the Chinese drug store o f B ijie, Gu izhou P rovince in 1964. The too th is a right uppe r fou rth prem olar w ith a w e ll

preserved too th crown and a little part of roo.t The slightly wo rn cusps indicate tha t it be longs to a young

individua.l The leng th, w idth and he ight of the crow n are 12. 8mm , 19. 6mm , and 10. 6mm respective ly. The

too th size coincides w ith the sm all type ofGigantopithecus black i from Liucheng of Guangxi and Jianshi o fH ubei,

and is sm a lle r than tha t o fW um ing's of G uangx.i The sm all size o f B ijie Gigantopithecus too th m ight be due to

either a fem a le ind ividua lw ithin the large r sex dim orphism , or an earlier geo log ical age such as E arly P leistocene.

The geo logica l age is problem atic because the original deposit bearing the too th is unknown. H oweve r, a

nearby fo ssil site, ca lled Ba′eryan, a probab ly contemporaneous site, m igh t provides us som e age info rm ation. It is

a fissure deposit site(27°22′12″N , 105°15′16″E) in lim estone, abou t7km north-w est from B ijie city, 1630m above

sea leve.l Since 1983 , a lo t o f la rge m amm al fossils have been found there, including Ailuropoda m icrota ,

S tegodon , Tapirus, Rhinoceros, Hystrix subcristata et a l. , especia lly new discovered Gigantopithecus black i (no t

described). P re lim inary study on the fauna, particularly the key fossils of A iluropoda m icrota , ind ica tes tha t the

geo logical age o f Bi jie B a′eryan fauna is Ea rly P le istocene, com pa rab le to L iuchengGigantopithecus cave fauna and

W ushan Longgupo Fauna.

B ijie is loca ted at the Yunnan-Guizhou Pla teau on the second geom orphic level in China, south-eastern to

T ibe tan Plateau. The presence o fGigantopithecus black i in B ijie, like ly in E arly P leistocene, represents the m ost

w est site w ith the highest a ltitude am ong all sites of Gigantopithecus blacki. D iscovery o fGigantopithecus black i in

B ijie o fGu izhou b roadens its geog raphic distribution in Ea rly P le istocene, connec ting the north sites(up toW ushan

and Jianshi nea r the Th reeG orges o fChang jiang River) and the sou th sites(dow n to Guangxi Prov ince) togethe r.

TheM idd le P leistocene fossils o f Gigantopithecus a re only lim ited to Guangxi Province. No Late P leistocene

Gigantopithecus fossil is found by far in China. It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w he ther the dram atic uplift o f T ibe tan

P la teau , or Yunnan-Guizhou Pla teau and Three Gorges a rea du ring 1. 2 ～ 0. 6M aB. P. had m ade strong e ffect on

the habitat and survival ofGigan topithecus blacki.

Key words　　Gigan topithecus blacki, B a′eryan m amm al fauna, B ijie of Guizhou, Early P leistoce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