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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始早期人类及巨猿年代学研究
‘

程 捷
‘ 、

�

高振纪
�

郑绍华
‘
张兆群

�

刘丽萍
�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

北京 �。 。 。 ��� �
�

教育部岩石圈构造
、

深部过程及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
，

北京 �。 。 ���

�
�

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空间学院
，

北京 ������� �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 。 ��

摘要 产出地层
、

磁性地层学和哺乳动物化石 的对 比研 究表明
，

产 出地层处在极性年表松 山反

极性时的留尼 旺 亚 时到奥都威亚 时之 间
，

早期人类化石 和部分 石器产 出层位 的时代应早于 �
�

��

�
� ，

与巫 山龙骨坡人类化石地点接近
。

关键词 早更新世初期 古人类 巨猿 湖北建始

月恻咙

鄂西地区的巨猿化石相当丰富
，

目前 已发现了

几个地点
，

其 中最为重要 的要数建始 高坪 的龙骨

洞
�

该地点早在 �� 世纪 �� 年代就进行过发掘川
，

除获得巨猿牙齿外
，

还发现了可能属于南方古猿牙

齿仁�〕 ，

或直立人的牙齿比
‘ 〕

�

因此对该地点地层时代

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
�

近年来
，

我们对该地点进

行了古地磁年代学研究
，

基本上勾 画 出古人类化

石
、

巨猿化石和石器产出层位的时代
�

� 古地磁采样及测试

采样剖面位于龙骨洞 的近东洞 口处
，

是该洞穴

一个保存较好
、

厚度较大
、

沉积较连续的剖面
�

该

剖面的沉积物厚约 ��
，

可分为 �� 层
，

主要是一套

粘土
、

亚粘土和亚砂土
，

底部发育一层砂砾层
，

但

砾石较小�图 ��
�

样品是用无磁的专用塑料盒逐层采集
，

采样工具

也是塑料制品
，

这就避免了采样过程的人为污染
�

取

样间距为 ���
，

共采集 �� 块样品�� 组和 �组各 ��

个样
，

其中第 ��
、

��
、

�� 三个样损坏未能测试�
，

其

中在粘土
、

亚粘土中共取了 �� 块
，

钙板取 了 �� 块

样
�

样品测试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的古地磁实验室完成的
，

测试的仪器为超导磁力仪

� � � � � � � � �

深度��

巨目粘土 巨互 亚粘土 巨习砂 唇舅钙板 画
砂砾石

厂丁不门
，�

一 曰 厂不刃川
， 、 ，

一厂赢门一
口 。

厂飞一门古地磁
匕些

一
化石层区到人类化石匕登』石器 曰口最祥置

图 � 高坪龙骨洞地层剖面及古地磁取样

����
�

在测试过程中
，

我们采用了热退磁和交变退磁

两种方法对两组样品进行了测试
，

并对两组样品的测

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

选取可靠的测试结果
�

用热退

磁的方法测试了第一组�� 组��� 个样
，

首先用超导

磁力仪测定样品的天然剩余磁化强度 �����
，

在第

一组的 �� 个 样 中
，

天 然 剩 余磁化 强 度 最 大值 为

�
�

��火 ��一 ����
·

�
一 � ，

最小值为 �
�

��� ��一 � ��
·

�一 ‘ ，

平均值为 �
�

�� � ��一 �
��

·

�一 ‘ �

然后分别 以

�����
一
��

一

��收稿
，
����

一
��

一
��收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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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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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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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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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间隔的退磁温度进行逐步加热和冷

却退磁处理�图 ��
，

并依次测试样品的剩余磁性
�

第二组样品我们采用了交变退磁方法进行测试
�

在第二组样品中
，

天然剩余磁化强度最大值为�
�

�� �

��一 � ��
·

�一 ‘ ，

最小值为 �
�

��� ��一 �
��

·

�一 ‘ ，

平均值为 �
�

�� � ��
一 � ��

·

�一 ， �

交变退磁按 �
，

��
，

���
，

���
，

���
，

���
，

���
，

���
，

���
，

������� 间隔进行逐步退磁处理 �图 ��
，

并依次测试

样品的剩余磁性
�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不难看出
，

对于这两组样品来

说
，

交变退磁方法略好于热退磁方法
�

在第一组的热

退磁测试中
，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

但有些样品即使

温度升到了比较高
，

其剩余磁性仍然退不掉
，

这可能

与样品中含有较高的氢氧化铁有关
�

而交变退磁测试

的结果就比较理想
，

最后我们综合了这两种方法
，

选

用了这两组样品中测试结果最好的样品
，

并采用 ���
�

�
山���� 主矢 量 成分分析 法阁 和 ����������矢 量 图

解��，
�〕对所有样品的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

得出各个样

品的磁倾角和磁偏角�表 ��
，

并进行赤平投影�图 ��
�

守日
·

峨且、澳
月

�

分日
·

侧且、准

��� ��� ��� 哈 ��� ��� ���

��℃ ����

图 � ���号样的热退磁曲线 图 � ���号样的交变退磁曲线

表 � 龙骨洞剖面古地磁测试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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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磁倾角和磁偏角赤平投影

� 极性事件对比与讨论

我们将测试和分析得到的龙骨洞剖面的磁倾角

和磁偏角数据
，

作出该剖面的磁倾角和磁偏角曲线

图�图 ��
，

还是 比较清晰地反映了该剖面的极性变

化
�

由于 ��和 �� 号样 的磁倾角与磁偏角不 和谐
，

因此 目前不能将这两个样划归为正极性事件
，

较为

合理的处理办法是把它们归人到这段的背景极性中

去
，

即作为负极性事件处理
�

同样
，
�号样也只能作

为正极性处理
�

这样一来
，

高坪龙骨洞的极性事件

就可划分为两个正极性事件和两个负极性事件�图 �

���和图 ��
�

现在的关键是龙骨洞古地磁极性柱与标准的磁

性年表如何对 比
�

由于这个古地磁极性柱是缺头少

尾的
，

没有持续到现今
，

是不能把现今作为一个对

比的标准点
，

逆时间向前依次对 比极性事件
�

因此

我们必须在标准的极性年表上找到一个相应的对 比

点�位置�
，

才能进行龙骨洞极性柱的极性事件的对

比
。

通常的方法是在进行古地磁研究时
，

必须做一

些年代测试工作
，

通过测年数据找到相应的对 比点

�位置�
�

但是就 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
，

对于早更新

世这个时段的测年难度较大
，

方法还不够完善
，

因

此要完全通过测年手段来解决时代问题还存在一些

问题
。

为此
，

我们借助于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
，

来

解决对 比点的问题
�

�

容布正极性世��
巨猿洞实测极性柱 标准极性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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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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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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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龙骨洞古地磁柱与标准极性柱对比图

�
内、︶
�

��� ���

磁偏角����

图 � 龙骨洞剖面磁倾角曲线图和龙骨洞

剖面磁偏角 曲线图

��� 磁倾角曲线
�
���磁偏角曲线

龙骨洞的哺乳动物化石相当丰富
，

除剖面的第

�
，
�

，
��

，
��层外

，

其他各层都含化石
，

共有 ��

属
，
��种

�

在 �� 属中
，

绝灭属为 �� 属
，

占总属的

���
�

在 �� 种动物 中
，

可鉴定到种的有 �� 种
，

其

��
�

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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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龙骨坡进行了古地磁和年代学的研究
，

可与极

性年表的留尼旺亚时到奥都威亚时对 比巨�
，‘，，

�叼
�

极性柱及
年代��

�

布

容
�

�

��

钓��勺﹄义电�人。之叭丈。��劲之的

翔、�劲劝︸�之�铂。、劝身
铂勺气

�

的�劝︸之灿�。�﹄叻�劲︸龟讨人灿灵、澎讨身之的

…
石勺、勺之勺
�勺二乱
����六号
。
鲁
、魏�、勺

…
乞毖悯肉
魏飞之勺拙勺

�
卜仍治议妞、�勺�从如心

…
口厂勺乏﹄众一抽︸聋勺夯定�七义之��泛

…
︸

浮劲勺诺��勺补帕众�钓﹄义队七产铝�从口勺补驻�曰附义写

�
孚勺拙��勺
二扮�勺灿、叭�劲��勺户、夯﹄卜
、

…
吓勺井、书�和、勺牡户铝徽�旬入

�

之护、勺义怕铂闪吮勺�之人勺��从工胃勺门

�

�︸��灿�乏勺勺之�、勺之�勺勺气气灿众再口

…
︸叹︸七�幼�甸劲。，盆。�悦、州

�
气灿讨��卜铭灿、�勺�护︵舒︸三老哎含、、洲

�
���
入����气
︺，乙��勺门翻牡门，

夕�勺��
月峙�八曰更���勺二内台�

中现生种为 �种
，

绝灭种达 �� 种
，

它们分别占总种

数的 ���和 ���
�

从绝灭属或绝灭种来看
，

与广西

柳城 巨猿洞 动物群仁�一 ‘ 。
伙分别为 ���和 ��

�

���
、

巫山龙骨坡第一单元沉积动物群�火分别为 ���和

����
、 “

元 谋 人
”
动 物 群 �分 别 为 ��� 和

����仁
，
卜

，‘ 〕 、

北京周 口 店第 ��地 点哪
，‘�习�分别 为

��
�

��和 ��
�

���
、

周 口店太平山东洞动物群�分别

为 ���和 ��
�

����
‘�〕 、

怀柔龙牙洞动物群 �分别为

�。 �和 �。 。 ���川 较为接近
，

最为接近 的动物群是

广西柳城巨猿洞动物群和巫山龙骨坡第一单元沉积

动物群
，

但绝灭 的属种显然较西侯度动物群 �分别

为 ���和 ��。 ��低
�

在这些动物群 中
，

除
“
元谋

人
”
动物群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外川

· ‘ � 、 ‘月 ，

多

数动物群都是早更新世早期
�

在龙骨洞动物群 中发现了不少较原始 的种类
，

这些化石动物基本上都来 自我国早更新世初期的地

层中�图 ��
�

如 ������滋
。 ��， �����

。 一�����
。
在周 口

店第 �� 地 点 和 怀柔 龙 牙 洞 发 现 过
，

它在 ���。
一

�������脚 属中是最原始的
，

其分布时代从上新世晚

期到早更新世初期 �
���������艺�� �������

战
，

��
��

��夕� ������二
� ，

�����
����� ��������

�乞��。 � ，
��乞

�

����
、
��

� 。 ���从��饥�
、 。
试

。 �
等只见于巫山龙骨坡动

物群中
，

而且还表现出原始性
�

��������艺�� �讯��

认论二￡� 也具有其原始性状
，

在华北地 区早更新世

早期还有另一种 �
�

�����
�
����‘，�发现于北京怀柔

龙牙 洞 �
，

这 两 者 有 相 近 之 处
，

进 化水 平 相 当
�

�
况�人����夕� 乙���人夕��二�

，
������艺����� 。人���

，

等也

是早更新世早期的种
，

总体而言
，

来 自龙骨洞的啮

齿类化石
，

绝大部分是 比较古老的种属
，

即使是现

生种
，

其原始性状也较明显
。

在大哺乳动物 中
，

如

�艺�������� ����儿����������
，
����夕������� �艺���

�

��
，

��
�

����
� ���

。 八������
�

等都是早更新世或初期

的分子
�

另外
，

在该动物群中还发现了爪兽
、

乳齿

象
、

剑齿虎等第三纪残存种属
�

根据对动物群性质

的对比分析
，

在时代上龙骨洞动物群略晚于广西柳

城巨猿洞 动物群和巫 山龙骨坡第一单元沉积动物

群
�

从哺乳动物组成来看
，

龙骨洞动物群的时代与

广西柳城巨猿动物群
、

巫山龙骨坡动物群
、

周 口店

第 �� 地点
、

怀柔龙牙洞等最为接近
，
应为早更新

世 的早期
�

广西柳城 巨猿动物群没有测年资料
，

而

�
�

��

局

斯

图 � 龙骨洞主要化石哺乳动物的地史分布

基于上述的对比讨论
，

龙骨洞的古地磁柱与标

准极性年表就可 以进行对 比了
，

在这里我们采用

����� 和 ��
�� 的极性年表脚

，
��〕 �

龙骨洞古地磁柱是

以负极性略占优势的包含 了两个正极性事件和两个

负极性事件
，

若按动物群所显示的时代 以及 目前通

常采纳的第 四纪下 限�松 山反极性时与 ���
�� 正极

性时的分界�
，

龙骨洞 的这段古地磁柱应与磁性年

表的松山反极性时的早期对 比
，

即龙骨洞极性柱的

正极性事件与奥都威亚时和留尼 旺亚时 �对 比是 比

较合适的�图 ��
�

在龙骨洞的古地磁柱上
，

最上面

的正极性事件持续的时间较长
，

可 以与奥都威亚时

对比
，

而下面的正极性事件持续 的时间较短
，

可与

留尼旺亚时对 比�图 ��
�

根据 ����� 等的研究， 一 ��〕 ，

奥都威亚时的年龄为 �
�

��一�
�

�� �
� ，

留尼旺亚时 �

的年龄为 �
�

��一�
�

���
� ，

留尼旺亚时 � 的年龄为

�
�

��一�
，

�� ��
�

这样一来
，

龙骨洞剖面各层的时代

就是�表 ��
�

第 �层到第 �� 层的早于 �
�

�� �
� ，

晚

于 �
�

�� �
� ，
产古人类化石层位 �第 �层�的时代早

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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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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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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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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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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