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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汤山的早期人类的地质时代相当于中更新世晚期 ，距今 12．7—5O万年 。该动物群是一 

个单调的北方型动物群，生活在寒冷期，相当于探海氧同位素的等1o阶段，距今 33—37万年。 

郫县的古人类与蓝田的公王岭动物群同时，为早更新世 ，距今 100—140万年 。它们生活在温暖 

期 ，相当于欧洲的 Waa|ian暖期 。与元谋人共生的元谋动物群 (相当于元谋组的第四段)包括 

许多典型的北方型动物．如复齿鼠兔，泥河湾剑齿虎、窟、羚羊等，故它们生活在寒冷期，也 

属早更新世 ，距今 140—190万年 

关键词 更新世，南京汤山，猿人遗址，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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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地质时代 

1993年 3月，南京汤山早期人类的头骨化石出土 了．这项发现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 

遍关注。与它一起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的数量相当丰富，但种类却十分单调。迄今为止，仅 

发现 15个种类 (穆西南等，1993；徐钦琦等，1993)。与我国南方几个猿人遗址相比较，其 

种类的数目仍很少。如元谋猿人遗址，哺乳动物至少包括 29个种类 (指元谋组第四段) 

(林一朴等，1978‘钱方等，1991)。在和县猿人遗址，哺乳动物则有 47个种类。而在郧县 

猿人遗址，哺乳动物也已达23个种类 (计宏祥，1998)。科学家一般认为，在化石数量众 

多的前提下，种类的贫乏往往反映当时生活环境的恶劣。但是自然界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更何况还有人类因素的参与，所以上述说法只能提供参考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南京汤山 

位于长江以南，在动物地理上属东洋界；但汤山的15个种类却几乎完全是周口店北京猿人 

动物群中常见的成员。所以有人称 “它是一个单调的北方型的动物群”。典型的北方型动物 

群出现在长江以南的事实表明，它 。应当生活在一个影响很大的寒冷期或冰期之中 。 

根据汤山动物群的性质，它应当与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相当。根据生物地层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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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过去的 670万年内，世界上曾发生过 11次生物的进化事件。美国古生物学家雷佩宁 

在 1987年曾把这些事件从老到新分别编为事件 1一l】，它们分别发生在距今 570，480，425， 

370，320，260，190，100，50，12．7，1．1万年前。据各国古生物学家研究，这些生物进 

化事件发生的时间，大体上是全球 同时的。上述数据并不是单纯的生物地层学的研究成果 ， 

而是包括多种测年数据的 ，反映高层次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按照周 口店北 

京猿人动物群及汤山动物群的各个成员的性质 ，它们应当出现在事件 9与事件 10之间，即 

距今 1 2．7 5O万年 

现在有一些科学家从事多种绝对年龄的测定工作，这是一种进步的、可喜的现象。但 

是在现阶段 ，各位科学家所测得的结果 ，往往常有比较大的出入。不仅国内如此，国外也 

是这样。其中有些数据被古生物学家比较普遍地接受了，有些数据却难以被古生物学家所 

接受。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 。 

以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和汤山动物群为例，中国的古生物学家之所以认为它们应出 

现在距今 1 2．7—50万年 ，并不完全根据中国的情况 ，生物是全球性的，生物的进化大体上 

是全球同时的。所以我们也充分地考虑了欧洲、北美等地哺乳动物进化的情况。如上所述 ， 

这些数据并不完全来 自于生物地层学的研究成果 ，也来 自于欧洲、北美等地的各种 同位素 

年龄的测定的结果 。最近有些科学家所测得的周 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和汤山动物群的年龄 

超过 50万年。对于这些数据，尽管我们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还是主张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 

因为科学并没有走到尽头 ，它还在发展之中，所以应当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让 

各种意见能充分地发表出来。我们希望每位科学家既要相信 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更要充分 

地尊重其他学者的不同的意见。 

在距今 1 2．7—50万年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曾出现过 3个完整的冰川旋 回，6个氧同位 

素阶段 即对应于 3个温暖期 (或间冰期 ，相当于氧 同位素的第 7、9、11阶段 )和 3个寒 

冷期 (或冰期，相当于第 6、8、10阶段)(表 1)(徐钦琦 ，1991)。 

在上述 3次寒冷期中，第 6阶段乃是最冷的，被李吉均等 (1 991)称之为倒数第二次 

冰 期 (李吉均等 ，1991)，相当于欧洲阿尔卑期地区的 Riss冰期或北欧的 Warthe冰期 。在 

剐接触汤山动物群时，我们曾根据其所反映的鲜明的寒冷气候的特征，把它的地质时代与 

第 6阶段相对比 (徐钦琦等，1993)。 

然而问题还须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在中国南方 ，古人类的遗址很多。例如安徽的和 

县、巢县，它们都与汤山相距很近，属同一个动物地理分区。张荣祖 (1979)称它为东部 

丘陵平原亚区。据科学家研究，和县猿人的地质时代相当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 3—4层， 

即北京猿人时代的晚期，相当于氧同位素的第 8阶段 (徐钦琦，1 984)。而巢县的古人类化 

石比和县猿人更进步，所以其地质时代也稍晚。换言之，巢县人属于早期智人 (许春华等， 

1984，1986)，其地质时代相当于氧同位素的第 7阶段 (徐钦琦，1991，第 51、59页)。 

据古人类学家研究 ，在地理位置上，南京与和县相距甚近 ，而与周 口店相距甚远。然 

而在头骨形态上，南京汤山发现的这具头骨却与北京猿人的相近程度远大于其 与和县猿人 

的相近程度 (穆西南等，1 993)。这项事实表明，南京汤山的早期人类的地质时代似乎更接 

近于北京猿人的时代 (距今 24—50万年)，而不大可能晚于和县猿人的第 8阶段 (距今 24 

28万年)，更不大可能晚于巢县的早期智人的第 7阶段 。换句话说，南京汤山的早期人类的 

地质时代可能 比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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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示起 、止及延续时同。 

n 的 D为 Dong的缩号 ； ．的 x为 Xia的鳍号 ．i代表氧同位素阶段 (据镣钦琦，1991) 

天文气候学的研究结果表 明，在过去的 73万年内，各氧同位素阶段的全球平均温度与 

北半球冬半球所获得的太阳辐射量 (Di)呈正的相关关系 (徐钦琦 ，1991)。氧 同位素第 6 

阶段的D6的值是相当小的，为458．o9(表 1)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会显得十分寒冷， 

被称之为倒数第二次冰期 ，或 Riss冰期，或 Warthe冰期 从汤 山动物群所反映的鲜明的 

寒冷气候看，其地质时代与第6阶段有相似的一面。但第6阶段晚于巢县早期智人的第7阶 

段，上述对 比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第 8阶段的D8为 459．07，它显然比D6大得多。因此 

第 8阶段虽属寒冷期 ，但它乃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寒冷期。古生物证据是支持天文气候学的 

研究结果的。因为和县动物群是一个南方型和北方型动物混生的动物群。这样的动物群在 

长江北岸出现 ，恰好反映了温和的寒冷期气候 (徐钦琦，1984)。鉴于汤山动物群是一个典 

型的北方型动物群 ，因此它与和县动物群截然不同，故其地质时代与第 8阶段 (即和县猿 

人的时代)相对比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在距今 12．7—5O万年期间，除去第 6、8阶段外， 

在寒冷期中只有第 1O阶段了。表 1表明，第 1O阶段的 D10为 458．8o，它的值 比末次冰期 

的 D2—4(458．84)更小些，故第 10阶段的气候应 比末次冰期更冷些。在末次冰期，北方 

型动物已经出现在长江以南的江苏漂水和浙江的余杭地区 (徐钦琦 ，1986，1992)。所以， 

在比末次冰期更冷的第 1O阶段 ，在南京汤山一带有可能出现典型的北方型动物群。 

综合考虑南京汤山早期人类头骨化石的特征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性质 以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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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时代的环境乃是相当寒冷的，应属于影响较大的寒冷期 ，当时南京汤山的气候可能类 

似于今 日北京周口店一带的气候。它可能相当于氧同位素的第 1o阶段，距今 33—37万年 。 

2 郧县猿人的生活环境与地质时代 

在湖北与河南已发现猿人遗址 4处 其中最重要的是郧县曲远河 口的遗址 ，它位于长 

江以北，处于长江的支流——汉水的中游上段 (计宏祥，1998)。除了猿人的头骨化石外 ， 

该遗址共出土哺乳动物化石 23个种类，如桑氏鬣狗、裴氏猫、大熊猫、云南马、中国旗 、 

巨骥、小猪、黑鹿等等。它们具有南北动物群的色彩。计宏祥 (1998)认为，该动物群的 

地质时代与公王岭动物群相同。 

目前国际上普遍把距今 78万年作为早、中更新世的分界。据磁性地层学研究，蓝田公 

王岭动物群的地质时代为距今 115万年。据古生物学家估计，它距今 1oo一140万年 (徐钦 

琦，1989)。所以蓝田公王岭动物群的地质时代应属早更新世 。既然郧县动物群的地质时代 

与公王岭动物群相同，故它也应属早更新世，距今 1oo一14o万年 

据古生物学家和古气候学家研究，在距今 1oo一140万年期间，欧美等地呈现暖期气候， 

被称之为 Waalian warm period(Repenning，1984) 蓝田公王岭动物群和郧县动物群的性 

质也恰好反映了暖期的特征。因为两地的纬度均处在北纬 32。一35 之间，在动物地理 区划 

上，这两个地点均属于古北界与东洋界的边缘地带。但是在这两个地方的早更新世动物群 

中，却存在着许多典型的南方动物群的成员 ，如大熊猫 、剑齿象、中国旗、中国犀、黑鹿、 

水鹿、水牛、金丝猴 、豪猪等等，它们反映了鲜明的南方动物群的色彩。所以它们生活的 

时代应当是一个暖期 ，很可能相当于欧洲的 Waalian暖期。 

在郧县梅铺龙骨洞，也曾发现过三颗猿人的牙齿化石 据古生物学家研究，那里共发 

现哺乳动物 21个种类 ，如桑氏鬣狗 、嵌齿象、小猪等等 (许春华，1978)。其地质时代和 

生活环境很可能与蓝田公王岭动物群、郧县曲远河口动物群相同 

此外，在湖北郧西、河南的南召等地，虽然也曾发现过猿人的牙齿化石 (吴汝康等 ， 

1989)，但鉴于材料较少，这里不作进一步的讨论。 

总之，郧县猿人的地质时代可能距今 1oo一140万年 ，大体上与蓝 田公王岭 的蓝田猿人 

同时。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当暖和，很可能相当于欧洲的 Waalian暖期。 

3 元谋猿人的生活环境 

元谋猿人的牙齿化石是钱方等在 1965年 5月 1日发现的。1973年胡承志将它命名为 

元谋直立人 (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即元谋猿人。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对元谋地区的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林一朴等 (1978)对元谋猿人遗址的哺乳动 

物群做了一次很好的总结 。林--tt"等认为，在元谋猿人遗址 ，元谋组地层厚达 700米 ，可 

划分为 4段，28层。元谋猿人化石产于第 25层，属第 4段。据林一朴等研究，元谋组第 4 

段共出土哺乳动物 29个种类，时代为早更新世。据地质学家对元谋组的磁性地层学研究， 

元谋猿人产于松山期的奥尔都维事件，距今约170万年。1983年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 

认为，元谋猿人的地质时代不是早更新世，而是中更新世{元谋猿人距今的年代不是 1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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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是 50—60万年。此后 ，钱方等在元谋地区反复地做了多年的工作。最后还是坚持原 

来的主张 ，即元谋猿人距今 170万年 ，属早更新世 ；元谋组第 4段距今 130—187万年 (林 
一 朴等 ，1978；刘东生、丁梦林 ，1983；钱方、周国兴 ，1991)。 

我们认为，仅仅采用磁性地层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应该参考其它的证据，特别是生物 

地层学的证据 。从林一朴等 (1978)提供的化石名单看，与元谋猿人共生的许多种类的地 

史分布是从上新世到早更新世；而不是中更新世 ，如复齿鼠兔、泥河湾剑齿虎、始柱角鹿、 

鹿后麂、湖麂、细麂、枝角鹿、山西轴鹿、粗面轴鹿、水鹿、鹿、羚羊等等。它们广泛地 

分布在我国北方的山西、河南、河北、陕西、青海、内蒙等地的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地层 

中。这一大批典型的北方型动物在云南元谋地区的出现 ，一方面表明，元谋猿人或元谋组 

第 4段的地质时代应属早更新世，距今年代很可能是 14O—l 9O万年。另一方面还表明，元 

谋猿人生活的时代应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寒冷期，从而引起这一大批北方型动物的向南迁徙 。 

据 Baekman et ．(1983)，Shackleton et ．(1 984)研究，在奥尔都维事件，特别在 

距今 160万年的前后，全球各地的平均气温曾出现过下降的迹象。所以，元谋猿人或元谋 

组第 4段的时代距今约 l40—190万年，他们很可能生活在距今 160万年前后的寒冷期之 

中。许多学者把这一冷期的出现视作更新世的开始。 

4 简短的结论 

1．中国南方有许多古人类遗址，如元谋、郧县、南京、和县、巢县等等。 

2．在这些遗址中，时代最早的是云南的元谋猿人遗址，其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 ，距今 

约 14o—l 90万年。他们生活的时代属寒冷期，从而引起一大批北方型动物南迁到云南的元 

谋。很多学者把这一距今 160万年左右的寒冷期作为早更新世的开始。 

3．其后是湖北的郧县猿人遗址，其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 ，距今约 100— 140万年 ，大体 

上与陕西的蓝田公王岭的蓝 田猿人遗址同时。他们的生活环境相 当暖和 ，很可能相当于欧 

洲的 Waalian暖期 。 

4．中更新世的遗址以江苏、安徽居多。南京汤山早期人类可能距今 12．7—50万年，其 

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晚期 。它属于影响较大的寒冷期或冰期，也许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 

的第 1O阶段 。 

5．安徽和县猿人遗址距今约 24—28万年，相当于氧同位素的第 8阶段。虽然它也属寒 

冷期 ，然而却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寒冷期。故与和县猿人共生的既有北方型动物 ，也有南方 

型动物。 

8．安徽的巢县人属于早期智人，距今约2O万年，相当于氧同位素的第 7阶段。这是一 

个相当暖和的温暖期 。 

7．广东的马坝人也属于早期智人，但其地质时代比巢县人稍晚，距今约 l5万年，相当 

于氧同位素的第 8阶段 ，有人称它为倒数第二次冰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北京猿人动物 

群中的某些分子已南侵到广东的南岭地区。 

8．在更新世期间，世界上气候变迁的最显著、最醒目的特征是寒冷期 (或冰期)和温 

暖期 (或间冰期)的频繁地、反复地交替出现，其平均周期约 9一l0万年 。当寒冷期降临 

时，北方型动物向南侵入 ；而当温暖期到来时，则表现为南方型动物的向北扩散。远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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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步步地进化着，最后演变为当今世界上的万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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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lNG ENVIRoNM ENT oF 日伽 E EREC了1US FRoM  

TANGSHAN，NANJING AND oTHER SITES 

XU 0inqi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Academia Sinica，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aleoanthropological sites in South China，such as Yuanmou，Yunxi 

an，Nanjing，Hexian，Chaoxian，etc． 

The date of the fossil hominid crania from Tangshan，Nanjing，and the Tangshan fau— 

na corresponds to the late stage of the Peking Man fauna in Zhoukoudian．i．e．the Middle 

Pleistocene(0·127— 0．5M a)．The Tangshan fauna is a monotonous one of northern type． 

because all the 15 species found in T angshan are also members of the Peking M an fauna． 

So the Tangshan fauna must have been living during a period which corresponding to the 

cold stage and might be at oxygen isotope stage 10(0．33— 0．37 Ma)．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hominid skulls from Yunxian，Hubei，and the Yunxian fauna  

can be correlated with the Gongwangling fauna， i．e． the Early Pleistocene (1．0— 1．4 

Ma)．A1l the 23 species found in Yunxian are southern elements of China．s0 it is a fauna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type．Both the Yunxian and Gongwangling fauna must have been 

living during a warm stage， corresponding to the W aalian warm stage in Europe． 

The Yuanmou site is the oldest one among the palco anthropological sites in China． 

The Yuanmou fauna (i．e． the Fourth Member of the Yuanmou Formation)includes 29 

species． M any of them are the northern mammals， such as Ochotonoides complicidens， 

M egantereon nihozvanensis， Eostyloceros， M etacervulus capreolinus， M untiacus lacustrfs， 

Paracervulus attenuatus，Cervavitus，Axis shansius，A．rugosus，Rusa，Procapreolus，Gazella， 

etc．They were living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Ea rly Pleistocene and the Pliocene．So the 

age of the Yuanmou fauna corresponds to the Ea rly Pleistocene(1．4— 1．90 Ma)and must 

have been living in a cold stage．Many scientists argued that this cold stage(at about 1．6 

Ma)represents the beginning ofthe Pleistocene(Backman eta1．，1983；Shackletonet a1．，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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