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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福建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出自地层的古人类化石。标本为赡期管人的一枚左下第 

一 臼齿。根据对化石产地的地质、地貌以及伴生哺乳动物化石种类的分析，表明其时代为赡更 

新世晚期。 

一

、 化 石 的 发 现 

1988年5月，由福建省博物馆和市、县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三明地区 

工作时 ，该队洞穴组的范雪春等人在清流县沙芜乡洞 口村狐狸嗣采集到一枚人类牙齿化 

石和若干哺乳动物化石 o同年 12月，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一步 

鉴定 ，确认这枚牙齿是晚期智人的下 臼齿。其间，为了搞清楚化石的地层关系，由笔者组 

成的野外考察组曾赴化石产地狐狸洞作实地考察与试掘日。 复查结果证明：人类化石系 

出自晚更新世灰黄色含细砾砂质土层中。试掘时又采集到包括巨摸在内的若干种哺乳动 

物牙齿化石，为确定人类化石的时代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根据伴生动物的种类和对地 

层的详细观察 ，我们认为清流人类化石所在地层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晚期。 

鉴于化石产出的地点与层位的可靠 ，清流洞口村狐狸洞发现的人类牙齿 ，可以被确认 

为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有地点、有层位的A类化石。由于这一重要发现 ，从而结束 了福建 

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把福建人类活动的历史 向前推进一万多年。 

现将清流狐狸洞地点的地层情况、伴生哺乳动物群及其时代√ 类牙齿的形态分别记 

述如下 。 

1)明溪 县文化馆的张其宝和将乐县博物馆的李盘生同往狐狸洞考察 

2)三明市文化 局、博物馆，永安市文忧局，安砂镇政府，清流县县政府、文化碣、文化馆，沙芜当政府对此收考紊给 

予了大力支持和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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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地貌概况与时代 

产出人类牙齿和哺乳动物化石的狐狸洞，位于清流县沙芜乡洞口村的安砂水库东北 

图 1 狐狸嗣人类化五地点位置图 

The location of che Ft,x Cave 

▲ 化五地点 ( 5II locality) 

岸的陡崖上，其地理坐标为：东经 i17。03 ； 

北纬 26。02 (图 1)o该地正处在武夷山南 

段的东延部分和玳瑁 山的交接区，山高林 

密，地形陡峻，切割强烈，地层分布主要为 

中生代的火山岩和二叠纪 、三叠纪的石灰 

岩系。据已有资料查明 ，福建西部和西南 

部地区的嗣穴比较发育，但主要见之于早 

二叠世、晚二叠世和早三叠世的石灰岩系 

中。前 者鉴于石灰岩质地纯净 ，常常形成 

大而深邃的溶洞；而后两者因石灰岩多含 

碎屑物质 ，故发育的溶洞往往较小而浅。狐 

狸嗣则形成于晚二叠世的泥质灰岩中，故 

洞身稍小。 

狐狸洞的洞1：3朝南，高出邻近河床约80米，比现在安砂水库水面高30米。大约在这 
一 高度上，可见大小各异的溶诵群。狐狸洞穴深 10余米 ，诵内最宽 4米；高不及 5米 ，略 

呈一袋状，其内叉洞不甚发育，且小而浅。从整个嗣穴观察，溶洞早已结束发育和沉积。全 

新世及其以前的堆积物未曾将该洞完全填满，尚有大约 I一2米的空间，因此容易造成近 

期的人工破坏。目前残存于漏内深处的堆积物，其分布面积约 12平方米，出露的剖面层 

次清晰，自上至下可分为 6层(图2)： 

全新统 

@ 灰色粉土层，含有少量细砾或岩屑，层中出土有新五器时代的陶器以及尚未五化的入骨。 厚 

0 2一 1．3米。在五灰华层面凹处堆积的厚度最厚为 0．8米 ； 

——— 整 合～  

@ 五灰华层，淡灰黄色，肢结较好 ，具孔隙，偶含岩块和角砾。厚 0．6—0．8米。 

～ 不 整 合～  

上更新统 

④ 灰黄色角砾层，舟砾多由石灰岩组成，砾径大小不一，最大可达 0．5米，偶见燧石和火山岩碎 

块。肢结物为粉、细砂和钙质，较坚硬。厚 0．7米 ； 

固 灰黄色含细砾砂质土层，其中所含细砾通常不大于 2厘米，磨圆度中等，砾五成份较杂，有五 

灰岩、摧五 火山岩和五英岩等。常夹有灰黄色中 细砂透镜体。缓施层理发育。化五均产自 

此 层。厚 0．6—0．8米 ； 

囝 灰黄色粉土，较巯松，层理清楚，相变较大。厚 。一0．●米； 

@ 钙质舟砾层，淡红黄色，舟砾以五灰岩为主，次为火山岩碎屑，胶结不甚紧密，常见孔隙。未见 

底 ，出露部分太子 1．2米。 

从上述剖面的沉积特征分析，第@层至第@层显然属于流水作用的产物，层理产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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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建清流嗣口村狐强嗣^粪化石产地剖面示意图 

The geologic Jtl scction of the Fox CaYe 

1．灰色粉土 (g~ey siLt soil)； 2-石灰华 (cak-sinteO； 3．角砾 (b cecci~)； 4．灰 

黄色含细砾砂质土 (greyish·yellow sandy mil with fine grave1)； 5．砂 Oand)； 

6．灰黄色粉土 (g reyish·y allow silt~oil)； 7．哺乳动物北石 (mammalian fossil)； 

B．人类化石 (huma~f~sil) 

明这些沉积物是从北向南经叉洞搬运到洞内的。另外从哺乳动物化石的埋藏和保存情况 

看 ，可以确定狐狸洞非人类居址，而是异地埋藏的结果 。 

安砂水库原属九龙溪上游的支流 ，两岸分布着第一级堆积阶地 ，高出河床约 8米，现 

部分已被水所淹没；第二级阶地为侵蚀阶地 ，洞 口村则建于其上。狐狸洞中的堆积物可认 

为是这一侵蚀期的形成物 ，从时代上看应视为相同。 

我国南方山地丘陵洞穴堆积物从更新世早期起至全新世早 、中期止其岩性具有区域 

的普遍性 ，不同时代的堆积物分别简称为“红色堆积”(更新世早期)、“黄色堆积”(更新世 

肆I期)、“灰黄色堆积”(更新世晚期)和“灰色堆积”(全新世旱、中期)(尤玉柱，1988)。从狐 

狸洞中所见及的地层岩性与广西 、广东、云南、江西等地的更新世晚期洞穴堆积物相 比是 

十分类似的。 

狐狸洞第三层灰黄色含细砾砂质土层为难一的含化石层位，除出土一枚人类牙齿化 

石外，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计有华南巨獾 (Megatapirus口 g w)、无颈鬃豪猪 

(Hystrix subcristata)、啮齿类未定种 (Rodeatia)、熊 (Ursus sp．)、野猪(Sus ffrDfd)、鹿 

(Ceruus sp．)等 6种。从这一动物群的面貌看 ，可初步认为是我国华南更新世 晚期大熊 

猫一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黄万渡，1979)，尽管其中尚无大熊猫和剑齿象化石，但相信今后 

对该地点较大规模的发掘可以获得证明。 

根据地质地貌的比较和动物群的分析，我们认为狐狸洞中的地层包括两个不同时代 

的堆积物 ，即第④层至第④层为晚更新世晚期 ；而第@层和第@层则属于全新世。两个不 

同时代地层的分界线倍在石灰华层的下层面上。 

三、人类牙齿的描述 

标本为一枚左下第一臼齿 (图版 I)。该牙齿冠的近中远中径略长于颊舌径 ，近 中远 

中径 10．8毫米 、颊舌径 10．2毫米 ，均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内，现代人该牙的近中远中径为 

，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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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3 清流孤猩洞的 人娄左下第一 臼齿化石 

Fossil human lowe~fi rst molar fr0m the Fox C·vc of Qingl／u 

A-咬台面 (occlusal view)； B．颊面 (buccal view)； c．舌面 (1ingual view) 

9．9—1 2．8毫米、颊舌径为 9．1--1 3毫米(王惠芸 ，1965)。 

齿冠咬合面虽因患龋齿而在近 中半的中部被破坏，但仍可区分出五个齿尖(图 3，A)， 

即颊侧的下原尖 (pr )、下次尖 (by )和下冼小尖 (hld)与舌侧的下后尖 (med)和下 

内尖 (en )o颊侧的原尖最大，下次尖和下次小尖则较小；舌侧尖较颊侧尖为向上突出，其 

中下后尖比下内尖为大。 从齿冠远申半部位可观察到后沟将位于远中部位颊侧的 下 次 

尖、下次小尖与舌侧的下内尖间隔开。齿冠出现化石人类普遍出现或现代人只在下第一 

臼齿有较高出现率的第五尖 (即下次小尖)，且在本例尤为发达 (甚至超过下次尖 的 规 

模 )o 

齿冠的颊面、舌面、近申面、远中面均凸出 ，颊面尤为明显地向外突出，故颊侧尖更偏 

向齿冠近申远申方向的中线位置。 

齿根有二：近中根和远申根各一。远申根根长 8、1毫米 ，近中根下段破损掉 ，只残留 

6毫米长的上段。两根在齿颈部位有一联合部 ，直至颈缴下方 2毫米处才分叉。无论近 

中根或远申根均较扁平 ，颊舌径明显大于近 中远中径。近中根较宽 ，而远 中根较近 申根为 

狭。此外 ，分叉后的两根根尖范围未大过齿冠咬合面的范围，有助于判断该牙不属乳齿。 

鉴于这枚牙齿出自晚更新世地层，牙齿在大小和形态上与现代人的相象，故可确定属 

于晚期智人 (Late Homo sapiens)。 

这枚牙齿的齿冠仅齿尖顶及边缘部分有微弱的磨耗 ，只够得上磨耗级的 I级标准(昊 

汝康等 ，1984)，加之整个牙齿的尺寸较小，可能属于少年个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流这枚人类牙齿同时患有釉质发育不全和龋齿两种牙病。 

该牙息有较为严重的釉质发育不全症。 其表现是齿冠在距咬合面 1—3毫米不等的 

四周有明显的一圈发育不良的横线，在此发育不良线上方的齿冠明显缩小(图 3，B、c)。这 

个病理特征出现在该牙萌出前，是该个体在出生后至 3岁前患有一种严重的疾病而Bl超 

的釉质发育障碍的结果，虽然障碍消失后 ，正常釉质重新形成，但病变部釉柱永远停留在 

遭遇障碍时的发育阶段上，从而留下了不完整发育的釉质o BI起牙齿发育不全的因素很 

多，例如佝偻病就是常见的一个病因(郑麟蕃译，1952)，但本个体罹患的是何疾病 ，只有待 

对标本作组织病理学的分析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推断。 

该牙患有龋齿 ，其部分咬合面的釉质因微生物产酸的脱钙作用而遭到破坏。根据文 

献记载(郑麟蕃译，1952)，龋齿在发育不良的牙齿上比在发育良好的牙齿上进行得更快更 

广泛。清流的这枚牙齿似乎符合这种情形，它的龋蚀面积较大，齿冠下原尖的绝大部分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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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空，形成一个 3．7×5．2毫米之大的龋洞，而且达到牙本质部位。它 已不属早期阶段的 

龋齿邵种表面出现小洞的形式。 该牙的近中面左半部虽有宽达 2．7毫米的釉质缺失，但 

它是后来的其它原因的破损a 

四 、 讨 论 

很长时期 以来 ，福建省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寻找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 ， 

但是由于地处我国大陆东南隅 ，丘陵起伏，植被覆盖较厚 ，加上第四纪地层不甚发育，给旧 

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带来困难。 1987年在东山县城关镇附近采集到一件人类肱骨 残 段 化 

石，经考证，其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但标本可能来自东山附近海域，其具体 

地点无法确定0。 

福建清流狐狸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是在福建省境内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地点和层 

位 的人类化石 ，根据狐狸漏内地层岩性 以及伴生的哺乳动物群 ，可以认为其地质时代 为 

晚更新世晚期 ，估计年代距今一万多年。目前，在狐狸嗣虽只找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 ，材 

料还少 ，但这一发现仍令人十分鼓舞。一方面，对该地点剩余堆积物的发掘 ，有可能找到 

更多的人类化石，另一方面 ，它预示在清流一带或其它地区有可能找到新的旧石器时代地 

点 。 

我们认为，在福建境内寻找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 

是着眼于分布有石灰岩的洞穴，考虑到该区新构造运动比较明显，因此此类洞穴需有一定 

的高度 ，其中含有胶结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世堆积物 ；二是着眼于闽南沿海的更新世洞外堆 

积物。从旧石器地点和古人类分布情况来看 ，华南地区大约在北回归线至北纬 26。之间， 

西起云南，东抵台湾的这一范围内较为集中，而闽南是人类跨越褥峡进人台湾的必经之 

地 。从近年来对福建省境内进行的文物普查和第四纪地层调查情况看来，目前已经掌握 

了一些较有希望的线索。因此，可以说福建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前景是十分良好的。 

本文承沈文龙绘图 ，张杰照相，特此致谢o 

(1989年 3月 22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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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SSIL HUMAN T0OTH FROM QINGLIU．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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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et 

A f05sil human lower first molar was discovered from the Fox Cave at Dongkou village 

of Qingliu county，Fujian Province in 1988．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human fossil was found 

from stratum in the province． The specimen was buried in the bed of greyish-yellow sandy s0i1 

with fine grawl，a deposit of Late Pleistocene． 

Six species of associated mammalian fossil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locality,j e．Meg- 

ata r舯 augustus，Hysrrix cr I口}口，Rodentia，Ursus sp．，Sus fr 口 Cervu~sp．They are the 

members of the “Aituropoda~tegodon fauna”，which is spread in South China during Late 

Pleistocene． From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 of the locality and 

the anal~is of the fauna the age of the fossilife~OUS stratum COUld be the hte part of the Late 

Pleistocerie． 

The human tooth belongs tO a iuvenile jndividu ． The tooth is und cinzu hed from 

modern rglan in size and／norphology． It was considered tO be assigned tO the Late Homo 
“ c 5．Besides，this human tooth surfered from severe dental hypoplasia and caries．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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