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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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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巫山人类门齿的归属问题。根据形态及数据分析 

倒门齿 后期混^了巫山龙骨坡洞穴沉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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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 占}·6 
它可 能为晚期智人的右上外 

最近，巫山的两件被认为属于人类的化石引起了很多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两件化石， 

一 为带 PrM 的下颌骨，一为单一门齿，是黄万波等 80年代在四川省巫山龙骨坡洞穴堆 

积 中发现的，最初被顾玉珉等归为直立人，订一亚种 (Homo erectus wushanensis)。其中 

1986年发现的门齿被定为上内侧门齿，未说明是左侧还是右侧 C颐玉珉等，1991)。 

1995年黄万波等在 《Naturc》上发表文章，认为巫山人 比亚洲直立人还要原始，其 

时代 (I．96_I．78myr，ESR)和形态 与东非最古老的人属 (能人 Homo hab 匠人 

Homo ergaster)类 似 ，其 石 器 工 艺 也 和 奥 杜 韦 技 术 (Oldowan technology) 相 似 

(Huang et a1．。1995)。这篇文章在 人类学 界引起 了不 少争议 (Ciochon，1995；Culotta， 

1995；Wolpoff，1996；Schwaltz eta1．，1996；Huang eta1．，1996)。因为如果它的归属与时代 

得到证实的话，将对东亚直立人来源与分布等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门齿被黄万渡等定 

为右上外侧 门齿 ，但未说明由内倒改为外侧的理 由 (Huang etaL。1995)． 

Ciochon根据巫山人的性状、石器及伴生动物的时代，也认为它可暂定为能人 

(Ciochon，1995)。但有些人类学家对所谓的巫山人类鉴定与归属表示怀疑．如 Rightmire 

认为牙齿不会有这么古老 (Culotta，1995)。Wolpoff则认为．上外侧门齿很小，埋藏出 

处不清楚，其解剖学特征使人联想到晚更新世或较近代的生活于南方的中国人群；下颁残 

片不是人的，可能是 中等大小的猩猩的一个种 (Cll1otta，1995；Wolpo几 1996，P．482)． 

Schwartz等则认为门齿虽然是人类 (Hominid)的，但根据铲形态与齿冠指数还不足以 

定 种；下 颔可能 是人 猿超 科 (Homindid) 的， 与门齿 不属 同一类 (Schwartz et a1．， 

1996)。同时 <<Nature))上发表了黄万渡等对 Schwartz等 的应答文章，坚持下颌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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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将其与门齿一起归为非洲以外最早的人类 (Huanget a1．，1996)。 

本文仅就门齿进行 了一些研究并对其归属发表一些看法。 

2 形态 与数据分析 

2．1是外侧门齿不是内侧门逝 

从门齿的唇面看，右侧缘与切缘所形成的切角比左侧者圆钝 (顾玉珉等．1991)．按 

照上外侧门齿的鉴定规范．此齿应定为右上外侧门齿， 

2．2从形态上看更可能属于晚期智人 

门齿的近中缘脊和远中缘脊均凸显，每条脊的宽度与铲形凹的宽度大致相等，使铲形 

凹显得深且狭窄 铲形凹中间仅具一微弱指状脊 唇面圆而光滑。此门齿的结构显得非常 

简单，与现代人上外侧门齿非常相似．而与具宽大铲形凹(相对于近中，远中脊而言)及在 

唇面上具多条显著指状脊的能人，匠人、直立人，甚至与早期智人 (EarlyHomo聊  n 

有明显区别 (吴汝康．1958；王惠云，1965；Tobias，1991；Weidenreich，1937)。顾玉珉 

等也提到巫山人类化石在近中、远中脊、舌侧基部结节以及齿冠中部和切缘的长度等方面 

与北京人等中更新世化石相异，而舌侧结节和现代人倒有些相似 (顾玉珉等，l991)。所以 

说．巫山九齿从形态结构上看类似一个晚期智人 (Late日omo sataens)的牙齿， 

2．3齿冠指数 

在 l996年的答辩文章中，黄万波等将门齿定为能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的齿冠指数 

落在能人的 I 的变异范围之内 (Huang eta1．，l996)。从表 l可以看出，上外侧门齿的齿 

冠指数在人类历 史的各个阶段中均有较大的变异范围，而且 各个阶段之间又均有大幅度的 

重叠 ，很不具有 阶段特异性 。巫山门齿 的齿冠指数 (1l5．7)虽然在能人的变异范围之 

中，但同时也在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变异范围之中．只是不在直立人的范围内。有趣的 

是．巫山门齿的齿冠指数却与早期智人丁村人 (116．7，吴汝康，195 和现代人 (平均 

值 109．4，王惠云。1965)较近 由此看来．齿冠指数并不具有特别的指向性，所以也不 

能排除为智人的可能性。 

表 1 人属上外棚门齿的齿冠指数范置 

The Ranges ofHominid Crown Index~ ofUpper Latem| r 

能人 H habg／s 96 3一 I27 0 

直立人 H．erectus 85 O—10I．2 

早期智人 Early H．sapiens 77 8一I4I．9 

晚期智人 Late H．硎 n 73．2一 I88．9 

齿 指数范围：能人数据见Tobias(1991)，其余见Wolpoff(1971) 

2．4 I孽I率分析也表明属于晚期智人的可能性较太 

顾 玉珉等 1991年发表的测量数据为．近 中远中径 (MD)8．12mm．唇舌径 (LL) 

7．02ram，黄万渡等 1995年补充 了齿冠 高度 10．3ram。Wolpoff曾发表 了一系列的直立 

人、早期智人 (尼人)和晚期智人 (智人)的牙 齿测量数据及分布频率 (Wolpoi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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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笔者根据其中的 J 与 r的资料，对巫 山门齿进行溯源分析。 

(1)若为 I (2)若为 l 

A．MD 落在直立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0％ A．MD 落在直立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59％ 

LL落在直立人范围， 的概率为 0％ LL落在直立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0％ 

B．MD 落在早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7％ B．MD 落在早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25％ 

LL落在早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0％ LL落在早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6％ 

C．MD落在晚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9％ C．MD落在晚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17％ 

LL落在晚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25％ LL落在晚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28％ 
_ ， 

● 

从概率上来看，倘若考虑此门齿为外侧门齿，则基本上不必考虑属于直立人的可能 

性，最可能属于 晚期智人。若其为外侧门齿则为直立人的可能性极小，而晚期智人的可能 

性比为早期智人 的可能性更大。 

3 结 语 

对巫山门齿的形态及齿冠数据的综合分析表明，巫山门齿最可能为晚期智人所有，即 

为解剖学上的现代人 (anatpmically modern man)的右上外侧门齿。 

如果本文的判断正确的话，又怎样将牙齿的现代性与其赋存的巫 山龙骨坡洞穴沉积 的 

古老性 (约 200万年，早更新世)(刘椿等，199l；Huang el a1．，1995)相协调呢?后期 

混入也许足一个答案。黄万波等对巫山龙骨坡i同穴进行研究后，认为这是一个垂直型溶 

嗣，而且认 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 在 (洞穴中部的)砾石层形成后．由于地表水或地 

下水沿南北两侧洞壁冉度侵蚀溶蚀，形成一定的空隙，同时流水搬运一些淤泥质及动物骨 

骼堆积其 中，以至靠南北二 侧i同壁岩性 以牯土成份 为主，并 富含化石 (黄五波等 ， 

1991)。Ciochon(t995)也认为动物可以不小心从 垂直的通道 或‘烟囱 ’坠落到嗣 穴里。而 

巫山门齿正是出自于靠近南劁洞壁的牯土之中 (黄万波等，l99t)。因此巫山．的这个门齿 

不足不可能坠落人或被流水或其它力量带进早期的洞穴堆积物的裂踩之中，被发掘的青年 ’ 

民工谋认为是出 自早期的堆积 。这种后期混人的现象在古生物研究中不是不常见的 

盛谢：本文是在我的导师吴汝康院士，吴新智研究员的悉心塔导下完成的。在此谨致 ·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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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MENT OF LONGGUPO CAVE HOM INID 

INC 0R FR0M W1JSHAN 

Wang Qian 

(Institute ofVertebratePaleontologyandPaleoamhropoMgy．AcademiaS~niea,口 帅 口 100044) 

The paper recently give．by Huang Wanpo et a1 (1995)on the Longgupo Caw Early 

Homo from Wushan has evoked much oontrove~sy．The tooth 6r鼬 idmtifiod as an llpl~  

medianincisor(Gu et a1．．1991)isactuallya right upperlateralone．Itsgracile structurewitha 

narl~w and deep shovelling and a smoothlabial surface differs
．

markedlyfrom that ofHomo 

habilis．H．ergaster,H．erectus，or evenEarlyHomo s8piem．but resembles closelytothatofLate 

Hom o sa~ens．Judgingfrom thcmeasurement distribution ofthe genusHomogeneralized by 

M ．H．Wolpolrill 1971．theW usbanincisorwithMD8．12nanandLL7．02mm fallsintothee．．ate． 

goryofLate Hom o sapiensimteadofearlier stages ofHom o．Thus it s蚴 sto belongtoLa te 

Homo sapiens andprobablyhadbeenbrought byflowingwaterorotherforcesintothe s懈 of 

the comparatively old Longgupo Cave deposits of Wushan and mixed with the Lot~$upo 

fauna． 

Key words Wus ban，Inc~or，Late Homo sap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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