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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研究入选2010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摘　要　早期现代人的出现及演化一直是国

际古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点。根据可靠的年代
数据�早期现代人在东亚的出现时间在4万年
前左右。由于多数在东亚发现的更新世晚期
人类化石的年代不确定�学术界对在东亚地
区是否存在距今4—10万年前的具有现代人
类解剖特征的早期现代人有争论。本文的研
究报道了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的一

件11万年前的人类下颌骨和两枚牙齿化石。
形态分析显示这件下颌骨已经呈现一些现代

人的典型特征�包括较明显的颏三角、联合结
节、中央脊、颏前窝、联合部前面弯曲、下颌联
合倾角超过90°等�但这些特征的表现程度很
弱。另一方面�崇左下颌还具有一些相对原
始的特征�包括下颌体比较粗壮及较明显的
下横圆枕。与迄今发现的早期现代人相比�
崇左下颌比较原始�呈现出原始与进步特征
镶嵌特点 （ｍｏｓａｉｃ）�在形态上似乎代表一种古
老型智人与早期现代人之间的过渡类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崇左下颌骨的年代及形
态特点提示早期现代人在东亚的出现时间可

以追溯到10万年前�比以往的认识至少要提
早6万年。早期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形成过

程中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演化。
关键词：现代人起源　早期现代人　智人洞　人类
化石　古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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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东亚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近20多年来�现代人起源一直是国际古人类学
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1�2］。现代人的祖先究竟是出自
非洲？还是在不同的地区独立演化、融合而来的？
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出自非洲说 ”和 “多地区进化
说 ”�更是争议的焦点。一系列新的化石发现和研究
形成当今最流行的观点�即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可能
在距今16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经过在非洲地区的当
地扩散后�向欧亚地区迁徙�成为欧亚地区现代人的
祖先 ［3�4］。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东亚古人类具有若
干共同的头骨和牙齿形态特征�其中一些特征还呈
现演化上的连续性和镶嵌性。基于这些证据�吴新
智提出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学说来解释中国古人类
演化 ［5�6］。根据这一学说�中国境内的早期现代人主
要起源于当地的古老人类。时至今日�国际古人类
学界对早期现代人在东亚的出现时间�以及东亚现
代人起源于非洲或起源于当地古老人类的争论仍在

进行中。长期以来�由于在东亚地区发现的早期现
代人化石的年代大多较晚或年代不能确定�使得 “多
地区进化说 ”缺乏更直接的化石证据。解决这一争
议的关键之一是能否寻找到年代更早的已经具有现

代人基本解剖特征的早期现代人化石。
　　过去的数十年里�在东亚大陆多处地点发现了
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及相关的人类活动遗存。在这
些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中�只有少数地点具有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进展

2011·1·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　12　　　

较准确的年代数据。而多数化石地点或者人类化石
的出土地层不清楚�或没有经过可靠的绝对年代测
定。2003年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的人类
化石的年代经过对人骨化石直接测定所得出的数据

为3．9—4．2万年前�被认为是东亚地区最古老的早
期现代人 ［7］。此外�近年的一些化石发现和年代研
究表明在中国可能存在距今5—10万的古人类�如
在湖北郧西黄龙洞发现的7枚人类牙齿化石的年代
测定为4．4—10．3万 ［8］。从这些化石发现和年代测
定看�迄今在中国发现的具有比较可靠测年数据的
地点的年代都在5万年以内�其中以田园洞的年代
最为可靠。在一些被认为 5—10万年的人类化石
中�只有黄龙洞人类化石所在的地层清楚。目前黄
龙洞的测年数据范围较大�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准
确测定其年代。基于上述情况�在中国寻找时代更
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对于解决整个东亚地区现代人

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2008年在广西崇左木榄
山发现的人类下颌骨为学术界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

重要的数据资料 ［9�10］。

图1　发现人类化石的智人洞所在的木榄山

二、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人类
化石的发现：地层与年代

　　2004年以来�由本文作者之一金昌柱领导的野
外考察队�对广西崇左地区的众多洞穴进行了大规
模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多处化石地点�出土了大量
的古人类活动以及巨猿和其它动物化石。2007年
11月�考察队在崇左木榄山发现了一处含有哺乳动
物化石的洞穴堆积�采集到两枚人牙和若干哺乳动
物化石；2008年5月�金昌柱在该洞穴的试掘中发现
了一件古人类下颌骨前部残段�以及大量共生的哺

乳动物化石�此洞被命名为智人洞。
　　木榄山智人洞古人类遗址距广西崇左生态公园

（世界濒危珍稀动物白头叶猴主要栖息地 ）西北约2
ｋｍ�位于崇左罗白乡木榄山村东边木榄山西南坡�
地理坐标为：22°17′13．6″Ｎ�107°30′45．1″Ｅ。木榄
山高323ｍ�谷底海拔高度约为145ｍ�合江由西向
东环绕木榄山缓缓向东流去。木榄山发育有多层溶
洞�依垂直分布可分为6层。最令人关注的是第4
层�海拔180ｍ左右。广西崇左地区自第四纪以来�
经常处于上升状态�形成不同高度的夷平面、阶地和
多层溶洞�故一般是洞穴越高�时代越早。智人洞
天然洞口朝南�洞口处顶板海拔高度为179ｍ�高出
当地河床约 34ｍ。洞穴平面分布近南北向�长
33．4ｍ�东西宽13．7ｍ�洞穴内底板与洞顶之间最大
高差约为5ｍ�形态为一单体式厅堂洞穴。智人洞古
人类遗址洞穴堆积由两套不同地质时期的地层单元

组成：其剖面分别称为智人洞 Ａ地层剖面 （可能为
中更新世 ）和Ｂ地层剖面 （晚更新世 ）。上部堆积单
元为智人洞原生堆积�下部堆积单元是原生堆积被
溶蚀后重新堆积的地层�是产出人类化石的主要
层位。
　　智人洞经数次发掘�现已发现和采集到大量的
脊椎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哺乳动物有55种�分
属于8目、25科、44属。与其它时代比较确切地点
的动物群相比�智人洞与人类化石共生的动物群应
为晚更新世早期 （或中更新世晚期 ）。为了进一步验
证�我们采用230Ｔｈ／234Ｕ不平衡铀系法对智人洞出土
人类化石的地层进行了年代测定。年代测试样品采
自在人类化石层之上的钙板层和与人类化石层大致

同一水平高度的钙板层。两个样品在美国明尼苏达
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同位素实验室进行了铀钍的

化学分离和质谱测定。结果显示�两个样品的年代
分别为距今10万年前和距今11．3万年前。测定结
果与生物地层学的研究较为一致。钙板层样品ＭＬ-
6Ｂ与人类化石层相连�即同生层。因此�根据地层
对比、动物群分析以及230Ｔｈ／234Ｕ不平衡铀系法同位
素年代测定�智人洞古人类的生存年代在10—11．3
万年前。

三、智人洞人类化石
　　在智人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共3件：一件下颌骨
残段和两枚牙齿 （图2）。下颌骨 （编号：ＰＡ1520）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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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完整的下颌联合部以及相邻接的两侧部分下颌

体 （相当于下颌骨前部 ）。两枚牙齿 （编号：ＰＡ1521
和ＰＡ1522）均为下颌臼齿。其中编号为ＰＡ1521的
牙齿附着有少量齿槽骨�为右侧下颌第三臼齿�整个
牙齿保存完整；编号为 ＰＡ1522为下颌右侧第二或
第三臼齿。ＰＡ1522齿冠远中半部分被龋齿病变侵
蚀缺失�留下一个很大的空洞病灶�波及远中齿根与
齿冠交界部分。除此之外�整个牙齿保存完整。根
据两枚牙齿磨耗及对接情况�他们彼此属于不同的
个体。其中一枚牙齿与下颌骨可能属于同一个体。
根据牙齿磨耗、齿根发育以及颌骨齿槽情况判断�发
现的人类化石可能是一个已经成年的年轻个体。我
们采用形态观测、激光扫描、几何形态测量分析等方
法对智人洞人类化石进行了研究�并与世界范围内
更新世中期 （大约距今50万年 ）以来的化石人类 （直
立人、古老型智人、尼安德特人、早期现代人 ）以及近
代和现代人类进行了对比。

图2　广西崇左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
的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

（Ａ下颌骨前面；Ｂ下颌骨左侧面；Ｃ下颌骨上面；Ｄ下颌联合中部
激光扫描断面；Ｅ和Ｆ两枚牙齿的颊侧面和近中面 ）

　　智人洞人类牙齿尺寸较小。两枚牙齿的齿冠颊
舌径、近中-远中径遗迹齿冠面积均位于现代人变异
范围之内。牙齿咬合面有5个齿尖�无前凹和中央
三角脊结构。齿根分叉位置较高�髓腔偏大的牛型
齿 （ｔａｕｒｏｄｏｎｔ）结构不明显。在欧亚地区�这些特征表
现多见于早期现代人 ［11］。

　　智人洞人类下颌骨与时代接近的更新世晚期人

类相比�显得略小。形态特征呈现进步与古老并存
的镶嵌混合特点。对比研究显示：智人洞人类下颌
骨已经出现一系列现代人类的衍生特征�如突起的
联合结节、明显的颏窝、中等发育的侧突起、近乎垂
直的下颌联合部、明显的下颌联合断面曲度等；同
时�还保留有粗壮的下颌联合舌面以及粗壮的下颌
体等相对原始的特征�使其与古老型人类相似。这
些特征说明智人洞人类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早期现代

人�处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的过渡阶段。上
述研究研究结果已发表在2010年11月9日 ＰＮＡＳ
［107（45）：19201—19206］上 ［10］。

四、智人洞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的意义
　　距今10万年的智人洞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
提供了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出现最早的证据�比这
一地区已知的早期现代人年代至少提早了6万年。
智人洞人类化石具有的古老和现代特征并存的镶嵌

混合特点�提示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存
在一定程度的演化连续性。此外�早期现代人很可
能与古老型智人在欧亚地区并存了数万年。这一系
列重要研究发现�使古人类学界对智人洞人类化石
的演化地位及早期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与演化

等理论问题�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早期现代人在东
亚出现的时间或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起源过程至少

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有可能表明非洲不是现代人
的唯一起源地。
　　除智人洞外�近年还在湖北郧西县黄龙洞发现
了距今大约4．4—10万年前的具有现代人特征的人
类牙齿化石�也表明早期现代人很可能在10万年前
在中国就已经出现。迄今在东亚地区 （尤其是中国 ）
已经发现了具有一系列共同形态特征的相当丰富的

古人类化石及其它有关材料�表明中国古人类的进
化是连续的。而智人洞和黄龙洞人类化石的年代和
所具有的过渡性形态特征为东亚地区现代人主要起

源于当地古老型人类的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发现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进

化提供了新的中间环节。非洲克拉西斯河口 （Ｋｌａ-
ｓｉｅｓ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出土的下颌骨常被当作支持现代人
出自非洲说的重要化石证据�智人洞古人类下颌的
形态和时代与之都很相近�甚至可能稍早。因此�我
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不只非洲经历过从古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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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向现代型人类的进化过程�在东亚也曾经经历
过。智人洞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为中国古人
类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的假说增添了新的硬证据�
也对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对现代人只起源于非洲的 “替代说 ”提出了进一
步的质疑。

参考文献

［1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ＡＲ．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ｔｒｅ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ｓ．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2005�48：33—59

［2］ＴｒｉｎｋａｕｓＥ．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ｙ�2005�34：207—230

［3］ＷｈｉｔｅＴ�ＡｓｆａｗＢ�ＤｅＧｕｓｔａＤ�ｅｔａｌ．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
ｆｒｏｍＭｉｄｄｌｅＡｗａｓｈ�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ａｔｕｒｅ�2003�423：742—747

［4］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Ｉ�ＢｒｏｗｎＦＨ�ＦｌｅａｇｌｅＪ．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ｇ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ｓｆｒｏｍＫｉｂｉｓｈ�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ａｔｕｒｅ�2005�433：
733—736

［5］ＷｕＸ．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ｖｉｅｗｅｄｆｒｏｍｃｒａｎｉｏ-ｄ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ｔｅ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Ａｃｔａ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1998�17：276—282

［6］Ｓｃｈｗａｒｔｚ1Ｊ�ＩａｎＴａｔｔｅｒｓａｌｌＩ．Ｆｏｓｓｉ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2010�53：94—121

［7］ＳｈａｎｇＨ�Ｔｏ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Ａ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ｆｒｏｍ
ＴｉａｎｙｕａｎＣａｖｅ�Ｚｈｏｕｋｏｕｄ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ＰＮＡＳ�2007�104：6575—
6578

［8］ＬｉｕＷｕ�ＷｕＸｉａｎｚｈｕ�ＰｅｉＳｈｕｗｅｎ�ｅｔａｌ．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ａｖｅ：Ａ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ｈｕｍａｎ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ｔｅｉｎ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2010�211：29—41

［9］金昌柱�潘文石�张颖奇�等．广西崇左江州木榄山智人洞古人
类遗址及其地质时代．科学通报�2009�4（19）：2828—2856

［10］ＬｉｕＷｕ�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ｆｒｏｍ
Ｚｈｉｒｅｎｄｏｎｇ�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ＥａｓｔＡ-
ｓｉａ．ＰＮＡＳ�2010�107（45）：19201—19206

［11］ＴｒｉｎｋａｕｓＥ．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ｙ�2005�34：207—230

100000ＹｅａｒＯｌｄＦｏｓｓｉｌ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
ｆｒｏｍＺｈｉｒｅｎＣａｖ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Ｗｕ�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ＷｕＸｉｎｚｈｉ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100044

　　Ｔｈｅ2007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ｕｍａｎ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ｗｏｍｏｌａｒｓａｎｄａｎ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ａｔＺｈｉｒｅｎｄｏｎｇ
（ＺｈｉｒｅｎＣａｖ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ｕ-
ｍａｎ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ａｓｉａ．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ｒｅｓｅ-
ｃｕｒｅｌｙｄ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ｅｒｉｅｓｏｎ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ｆｌｏｗｓｔｏｎｅｓａｎｄａ
ｒｉ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ａｕｎ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
ｃｅｎｅ�＞100ｋｙａ．Ａｓｓｕｃｈｔｈｅｙａｒｅ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ｐｒｅｄａｔｅｂｙ＞60�000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ｋｎｏｗ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ｒｅ-
ｍａ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Ｚｈｉｒｅｎｄｏｎｇ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ｉｎｐａｒｔｉ-
ｃ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ｓｙｍｐｈｙ-
ｓｅ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ｔｕｂｅｒｓｙｍｐｈｙｓｅｏ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ｓｓａｅ�ｍｏｄｅｓ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ｕｂｅ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ｈｙｓｉｓ；ｉｔｉ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ａｎｙｋｎｏｗｎｌａｔ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ｈｕｍａｎ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Ｙｅｔ�ｉｔａｌｓｏｅｘｈｉｂｉｔｓａｌｉｎｇｕａｌ
ｓｙｍｐｈｙｓｅ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ｒｐｕｓ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ｈａｔｐｌａｃｅ

ｉｔｃｌｏｓｅｔｏｌａｔｅｒ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ｒｃｈａｉｃｈｕｍａｎｓ．Ｔｈｅａｇｅ
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Ｚｈｉｒｅｎｄｏ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ｓｕｐ-
ｐｏｒｔａ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ｆｏ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ｗｉｔｈ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ｗｉｔｈｇｅｎｅｆｌｏｗ．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ｈｕ-
ｍａｎ；Ｚｈｉｒｅｎｃａｖｅ；ｈｕｍａｎｆｏｓｓｉｌ；ｐａｌｅｏ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