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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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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关于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与争论围绕“非洲起源”和“多地区进

化”两个对立学说不断深入，其研究关注点逐渐聚焦到与现代人起源与演化规律密切相关的４方面

细节和过程：（１）早期现代人的出现；（２）完全现代类型人类的出现与扩散；（３）现代人出现与演化

过程中的健康与生存适应活动；（４）欧亚地区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近１０年，中国古人类学界在

以上４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发掘和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和认识，本文对这

些研究进展做了简要回顾。

［关键词］　 现代人起源；人类化石；形态特征；基因交流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以 来，关 于 现 代 人 起 源 的 争 论

一直占据着古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形成了“非

洲起源”和“多地区进化”两个对立的学 说。基 于 分

子生物学和化石年代两方面的证 据，古 人 类 学 界 主

流观点认为现代人首先出现在非 洲，然 后 向 欧 洲 和

亚洲迁徙，取代当地古老人类，成为欧亚地区现代人

的祖先［１，２］。就 东 亚 地 区（尤 其 是 中 国）而 言，支 持

“多地区进化”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中国古人类具有若

干共同的化石形态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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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学 者 提 出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来解释中国古人类 演 化，认 为

中国境内的现代人主要起源于当 地 的 古 老 人 类，但

与其他地区古人类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３，４］。

近１０年，在非洲、欧洲和亚 洲 发 现 了 一 批 与 现 代 人

起源有关的人类化石，相关研究也 取 得 了 许 多 重 要

进展，主要体现在对现代人起源与 演 化 规 律 和 细 节

过程的关注，并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
（１）早 期 现 代 人 的 出 现。早 期 现 代 人（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是 指 已 经 具 有 现 代 人 基 本 解 剖 特

征，同时保留部分原始特征的古人类，属于古人类向

现代人演化的过渡类型。阐明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出

现和演化规律是确定一个地区现 代 人 起 源 的 关 键。

早期现代人在世界各地出现时间 不 尽 一 致，从 距 今

１６—２０万年的中更新世晚期，一直到距今５万年以

内的晚更新世晚期［５，６］。

（２）完全现代类型人类的出现与扩散。完全现

代类型人类（ｆｕｌ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是指骨骼和牙齿

形态特征完全位于现生人类变异范围的人类。以往

对现代人起源研究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早期现代人

的出现时间，而对古人类何时演 化 到 与 我 们 现 生 人

类一样的状态或阶段并不清楚。２０１５年，Ｎａｔａｒｅ报

道在以 色 列 Ｍａｎｏｔ洞 穴 地 点 发 现 的５．５万 年 前 人

类头盖骨化石，几乎所有特征都 位 于 现 生 人 类 变 异

范围，被认为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完全现代类型人类，

并可能是欧洲现代人的祖先［７］。这一研究引发了古

人类学界对以往不是很清楚的完全现代类型人类何

时出现以及可能的扩散路线的关注。
（３）现代人出现与演化过程中的健康与生存适

应活动。古人类化石除保存骨骼和牙齿外表及内部

形态或结构信息外，很多情况下 还 保 留 当 时 人 类 健

康状况、疾病、生存活动留下的各种痕迹。研究显示

早期现代人出现及演化主要发生在中更新世晚期到

晚更新世早期，这一时段人类健 康 状 况 和 生 存 适 应

活动非常复杂多样。这个时期人类健康和生存适应

活动很可 能 对 现 代 人 形 成 及 演 化 产 生 一 定 程 度 的

影响［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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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欧亚地区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化石形

态及遗传学研究发现，在更新世中、晚期欧洲与亚洲

的古人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但由于对

多数化石特征的人群属性及可能的影响机制还不清

楚，古人类学界对更新世晚期欧亚 地 区 古 人 类 之 间

基因交流争议较大［１０—１２］。
近年来，中国古 人 类 学 界 在 上 述 领 域 开 展 了 多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 列 新 的 发 现 和 认 识。这 些

研究含括对古人类化石、石器、动物群、年代、遗址环

境等多方面的研究，限于篇幅及作者的专业背景，本
文将仅就古人类化石方面研究进展做简要的回顾。

１　近年在中国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

自上世纪初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更新世晚期

人类化石以来，迄 今 已 经 在 中 国４０多 处 地 点 发 现

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但由于多 数 地 点 的 年 代 不

确定，加之相关研究对从古老型智 人 向 早 期 现 代 人

演化过渡的形态证据缺乏足够的 关 注，古 人 类 学 界

对早 期 现 代 人 在 中 国 的 出 现 时 间 及 演 化 并 不 清

楚［１３—１４］。作为现代人起源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中国

寻找具有可靠年代数据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并确认其

最早 出 现 时 间 一 直 是 中 国 古 人 类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内容。

２００３年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了３４件人

类化石（图１Ａ）。通过对伴生哺乳动物 化 石 组 成 的

分析以及对一件人类股骨提取的样品进行的质谱加

速器１４Ｃ测定，人 类 化 石 的 年 代 被 确 定 为４．２—３．９
万年前，这是首次对中国更新世晚 期 人 类 化 石 进 行

的准确年代测定［１５］。田园洞人类化石包括下颌骨、
牙齿、肩胛骨、脊椎骨、肢骨等，记载了较多的形态信

息。研究发现田园洞人类化石已经具有一些现代人

类的衍生性特征，包括发育明显的 下 颌 联 合 结 节 及

侧窝、近 乎 垂 直 的 下 颌 联 合 前 部（下 颌 联 合 倾 角＝
９６°）、欠发育的下颌侧结节等。基于这些研究发现，
田园洞人类化石曾被认为是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早

期现代人。田园洞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标志着中

国古人类学界开始在准确的年代框架下探讨早期现

代人在中国的出现［１６］。

２００４年发现的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经过３次

发掘发现了７枚人类 牙 齿 化 石（图１Ｂ）。分 别 采 用

铀系法和ＥＳＲ法对与人类化石同一层位提取的洞

穴次生碳酸钙和动物化石样品进行的年代测定结果

显示人类化石的年代在７—１０万年前［１７，１８］。黄龙洞

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总体特点是 牙 齿 结 构 简 单，常

图１　近年在中国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

Ａ．田园洞人骨架；Ｂ．黄 龙 洞 人 牙 齿；Ｃ．智 人 洞 人

下颌骨和牙齿。

见于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牙齿形态特征（如 门 齿 舌 面

结节、指状突、齿 带；臼 齿 咬 合 面 的 附 加 脊、沟、复 杂

皱纹等）在黄龙洞牙齿都没有出现。相反，黄龙洞牙

齿在这些方面表现相对较纤细。黄龙洞人类与现代

人牙齿形态特征的差别主要在上颌前部 牙 齿（侧 门

齿及犬齿），体现在黄龙洞前部牙齿较为粗壮。这种

差别可能代表了黄龙洞牙齿仍保留一些相对原始的

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黄龙洞上颌中门齿呈现的明显

发育的双铲形特征是常见于东亚现代人的特征。黄

龙洞人类 牙 齿 各 项 尺 寸 都 在 现 代 中 国 人 的 变 异 范

围，其中多数数据与现 代 中 国 人 的 平 均 值 接 近。尽

管如此，仍有一些黄龙洞牙齿的 测 量 数 据 及 尺 寸 比

例呈现 出 与 更 新 世 晚 期 人 类 相 似 的 特 点。总 体 上

看，多数黄龙洞人类牙齿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相似，但
在某些方 面 仍 然 呈 现 一 些 不 同 于 现 代 人 的 表 现 特

点，可以确定为早期现代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

一件古人类下颌 骨 前 部 残 段，二 枚 牙 齿（图１Ｃ），以

及大量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智人洞与人

类化石共生的动物群为晚更新世早期（或 中 更 新 世

晚期）。采用２３０　Ｔｈ－２３４　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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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人 洞 古 人 类 的

生存年代在１０—１１．３万年前。对智人洞人类化石

的研究［１９］发现，智人洞人类牙齿尺寸较小。两枚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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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的齿冠颊舌 径、近 中—远 中 径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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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腔偏大的牛型齿结构不明显。这些特征表现多见于

早期现代人。智人洞人类下颌骨形态特征呈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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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较明显的颏三角、突起的联合结节、中央脊、
明显的颏窝、中等发育的侧突起、近乎垂直的下颌联

合部（下颌联合倾角＝９１°）、明显的下颌联合断面曲

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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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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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早期 现 代 人。此 外，对 贵 州 盘 县

大洞中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发现一些可

能与早期现代人出现有关的形态 特 征，提 示 东 亚 大

陆某些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可能已经呈现向早期现代

人演 化 过 渡 的 趋 势［２０］。黄 龙 洞、智 人 洞 等 大 约１０
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以及盘县大洞人类

化石的研究揭示早期现代人１０万 年 前 在 中 国 某 些

地区就已经出现，而古老型智人向早期现代人演化

过渡的时间可能更早［１６］。

２　完全现代类型人类在中国的 出 现———道

县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

　　尽管田园洞、黄龙洞和智人洞 人 类 化 石 的 发 现

和研究证实早期现代人大约１０万 年 前 在 中 国 就 已

经出现，但对于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进一步演化，尤
其是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在中国的出现时间以

及现代人在中国的迁徙扩散还不清楚。最近在湖南

道县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相关研究为解决

这一问题带来希望。

２０１０年９月，本文作者根据以往化石线索前往

道县福岩洞考察，发现该洞穴富含化石地层堆积，具
有较大的发掘潜力。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本文作者领导

的研 究 团 队 对 该 洞 穴 进 行３次 正 式 发 掘 和 多 次 探

查，共发现４７枚人类牙齿（图２）和大量的哺乳动物

化石。我们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对道县福岩

洞洞穴地质、动物群、年代及人类化石开展了多方面

的研究［２１］。福 岩 洞 地 层 清 晰，可 以 明 确 划 分 为 四

层，地层在整个洞穴延伸连接并可直接对比，人类化

石及动物化石均发现于 第 二 层。在 整 个 发 掘 期 间，

我们对出土人类化石区域的地层顺序进行了细致勘

察，确定人类化石及动 物 化 石 埋 藏 后 未 受 扰 动。我

们系统采集了测年样本，分别采用２３０　Ｔｈ－２３４　Ｕ不平衡

铀系法和质谱加速器１４　Ｃ方法对地层和化石样品进

行了年代测定。同时采用古地磁方法确认了化石原

地埋藏。铀系测年结果 表 明，人 类 化 石 的 埋 藏 年 代

在８—１２万年前。化石样本的ＡＭＳ１４Ｃ测试结果和

动物群组成呈现晚更新世早期 的 特 点，进 一 步 支 持

铀系测年的结果。

对道县人类牙齿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特征都与

现代人非常接近。总体 上 看，道 县 人 类 牙 齿 尺 寸 较

小，位于现代智人变异 范 围。道 县 牙 齿 尺 寸 小 于 其

他非洲和亚洲更新世晚期人类，而 与 欧 洲 更 新 世 晚

期人类及现代人类牙齿长大小接近。在形态特征方

面，道县牙齿齿冠和齿根都呈现 出 现 代 智 人 的 典 型

特征，具有简单的咬合面、颊面（唇面）形态结构以及

短而纤细的齿根。

许 家 窑、黄 龙 洞、以 及 西 亚 Ｑａｆｚｅｈ 和 欧 洲

ＤｏｌｎｉＶｅｓｔｏｎｉｃｅ等 更 新 世 晚 期 人 类 犬 齿、前 臼 齿 和

臼齿经常出现齿冠基底隆起、颊侧纵沟等形态特征。
而这些特征在道县人牙齿均未 出 现，使 得 道 县 人 牙

齿特征与更新世晚期中、后段人类，甚至现代人类更

为接近。道县人前臼齿和臼齿轮廓形状及齿尖大小

比例也与现代人接近，而与多数 早 期 现 代 人 以 及 欧

洲尼安德特人明显不 同。例 如，道 县 上 颌 第 一 臼 齿

齿冠轮廓形状呈典型现代人的 大 致 方 形，而 与 尼 安

德特人的偏菱形轮廓，以及亚洲 直 立 人 颊 舌 方 向 较

大的轮廓形状不同。道县上颌第一臼齿相对齿尖面

积以及齿尖夹角区（ｐｏｌｙｇｏｎ）面积与现代人接近，仅

图２　道县福岩洞部分人类牙齿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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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分 别 相 差０．６％ 和１．１％。相 比 之 下，在 西 亚

Ｑａｆｚｅｈ地点发 现 的 早 期 现 代 上 颌 第 一 臼 齿 这 些 特

征表现较原始，与现代智 人 相 差 较 大。根 据 上 述 这

些牙齿特征表现，说明道县人类牙 齿 已 经 具 有 完 全

现代形态（ｆｕｌ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比黄龙洞、智

人洞等早期现代人更为进步，呈现 出 一 系 列 现 代 人

特征，与更新世末期人类以及现生人类相似，在形态

上可以明确归入现代智人。道县人类化石研究成果

的科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代表东亚地区最早的现代人。最近在以色

列 Ｍａｎｏｔ洞 穴 地 点 发 现 的５．５万 年 前 的 头 盖 骨 化

石已经呈现现代人类的特征引发了学术界对完全现

代类型人类在世界各地区何时出现的关注［７］。迄今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现的年代确定早于４．５万年

前，保存状态良好，并且可以根据形态特征明确归入

现代智人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非常少。在华北田

园洞、南亚尼阿洞和澳大利亚蒙哥 湖 发 现 的 呈 现 现

代人特征的人 类 化 石 的 年 代 都 在４—５万 年 前。在

广西智人洞发现的１１万年前人类化石较破碎，并且

还保留有一些相对原始的特征，因 此 难 以 将 其 归 入

现代类型人类。迄今为止，国 内 古 人 类 界 对 中 国 早

期现代人向现代类型人类的演化 过 程 还 不 了 解，几

乎没有开展过专门研究。对于中国古人类在形态特

征上何时、何地演化到与现生人类一样的程度，古人

类学界还不清楚。道县人类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以可

靠的地层年代数据和详实的化石形态特征提供了迄

今最早的 现 代 类 型 人 类 在 华 南 地 区 出 现 的 化 石 证

据：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至少８万 年 前 在 华 南

局部地区已经出现，填补了以往缺 乏 的 现 代 类 型 人

类在东亚地区最早出现时间和地理分布的空白。根

据现有的化石证据，最早的现代类 型 人 类 在 西 亚 和

欧洲出现的时间在４．５—５万年前［２２—２５］。对道县人

类化石的年代和形态研究显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特

征的人类在东亚大陆的出现时间比欧洲和西亚要早

至少３．５—７．５万年。
（２）挑战了非洲早期现代人６万年前进入中国

的观点。尽管一系列化石 发 现、分 子 生 物 学 以 及 年

代证据使 得 许 多 学 者 相 信 最 早 的 现 代 人 起 源 于 非

洲，但对于非洲早期现代人向欧洲 和 亚 洲 扩 散 的 具

体时间和路线有不同认 识。最 近，一 些 学 者 基 于 现

代非洲人群线粒体ＤＮＡ、相关考古发现以及化石形

态特征的分析，提出非洲早期现代 人 大 约６万 年 前

经过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扩散路线（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ｏｕｔｅ）
进入南亚 和 东 亚 大 陆［２６—２８］。按 照 上 述 关 于 非 洲 早

期现代人向亚洲扩散的研究，支 持 现 代 人 起 源 于 非

洲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现代人６万年前经过南线扩散

到东亚，进入中国，因而在中国没有早于６万年前的

现代人。随着黄龙洞、智人洞等年代在大约１０万年

前的具有现代人形态的人类化 石 的 发 现，可 以 确 定

早期现代人至少１０万 年 前 在 中 国 就 已 经 出 现。而

道县人类化石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具有完全现代形态

的人类这一时期已经现身华南局部地区。这些化石

以可靠的年代和详实的形态特征使得东亚不存在早

于６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的观点难以成立。

图３　中国主要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

（３）华南是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近

年对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

就是确认 的 早 期 现 代 人 化 石 地 点（如 智 人 洞、黄 龙

洞、土博、陆那洞）以及呈现向早 期 现 代 人 演 化 过 渡

趋势的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地点（如盘县 大 洞），大 多

位于华南地区［２９］（图３）。最近发现的现代类型人类

化石地点道县，以及柳 江、资 阳、丽 江 等 地 点 也 都 位

于华南地区。相比之下，在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

代表的晚 更 新 世 早 期 人 类 仍 保 留 较 原 始 的 化 石 形

态，其演化尚 未 进 入 早 期 现 代 人 阶 段，年 代 较 晚 的

山顶洞人也保留较多 的 原 始 特 征。因 此，至 少 在 大

约１０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早期，南方人类较同时期北

方人类与现生人类更为接近，在 演 化 上 比 北 方 人 类

更早进入现代人阶段。华南很可能是东亚地区现代

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 现 代 人 以 及 完 全 现

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 南 地 区 出 现，然 后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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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扩散。对道县人类化石研究发现对于探讨

现代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但本文作者也意识到对这一现象解释需要未来

更多化石发现和研究证据的支持。

３　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过程中的健康

与生存适应活动

　　作为古人类骨骼和牙齿形态与结构信息的承载

体，古人类化石除保存了骨骼和牙 齿 外 表 及 内 部 形

态或结构信息外，很多情况下还能 够 保 留 当 时 人 类

健康状况及生存适应活动在骨骼或牙齿上留下的各

种痕迹。随着对现代人起 源 细 节 过 程 研 究 的 深 入，
一些研究注意到在早期现代人出 现 及 演 化 过 程 中，
除呈现明显的骨骼和牙齿形态特 征 变 化 外，这 一 时

段人类具有较高出现率的创伤、病理、先天畸形［８，９］。
通过对这些痕迹的研究，可以从另 外 的 侧 面 揭 示 古

人类健康、环境、食 物、生 存 活 动 等 方 面 的 信 息。化

石证据显示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及演化主要发

生在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近１０年，本文

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古人类化石上保留的健康与生

存适应活动的各种证据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

３．１　马坝人头骨创伤痕迹分析与暴力行为

发生在古人类之间的暴力行为往往与人类为争

夺领地、食物、配偶等相关，可 以 提 供 当 时 人 类 生 存

竞争压力方面的信息。以 往 由 于 化 石 标 本、研 究 手

段及认识水平的限制，国内古人类 学 界 没 有 开 展 过

这方面的研 究。最 近，本 文 作 者 采 用ＣＴ扫 描 手 段

对马坝人和许家窑人头骨表面痕迹及骨壁结构的分

析发现呈现在马坝人和许家窑人头骨表面的痕迹都

是生前受到外力造成创伤愈合后形成的［３０—３１］。

１９５８年发现 于 广 东 的 马 坝 人 头 骨 化 石 是 华 南

地区最完整的中更新世晚期人类 化 石，年 代 测 定 大

约１３万年前。自发现以来，马坝人化石在东亚地区

古人类演化研究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坝人

头骨眼眶形状被认为是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

的证据［１３，１４］。马坝人化石发现后，曾经有学 者 注 意

到其右侧额骨表面有一个凹陷的 痕 迹，但 没 有 进 行

过深入的研究。本文作者通过形态观测、ＣＴ扫描和

病理分析发现马坝人右侧额骨的 痕 迹 表 面 粗 糙，呈

现波纹状隆起的细脊。痕迹对应的颅骨内面呈凸出

状。在痕迹周边可见有明 显 的 伤 后 愈 合 迹 象，包 括

颅骨外板和板障区域明显增厚等。与相关标本和数

据的对比，马坝人头骨的痕迹符合 局 部 受 到 钝 性 物

体打击的表现，可能是受到局部钝 性 力 量 冲 击 造 成

的外伤愈合后所致。根 据 外 伤 痕 迹 的 形 态 和 部 位，
这种痕迹很可能是当时人类之 间 暴 力 行 为 的 结 果。
同时，马坝人头骨外伤痕迹的愈 合 显 示 了 当 时 人 类

在受到严重暴力伤害后的长时间生存能力（图４Ａ）。
我们对许家窑三件头骨化石化石表面痕迹的分析证

实这些痕迹同样是生前受到外力打击所致。

３．２　生长发育异常及先天畸形

对世界范围古 人 类 化 石 的 研 究 发 现，更 新 世 晚

期古人类具有较高出现率的生长发育异常导致的疾

病，如骨膜炎、牙釉质发育不全、人字缝先天闭合、腰
椎脊柱后凸畸形、成年个体前囟区不愈合、先天股骨

畸形、关节松弛 症、巨 颅 症、骶 和 骨 盆 不 对 称 等。这

些异常有些对人体危害较轻，还 有 一 些 对 人 体 健 康

有严重影响。这些异常 虽 然 在 现 代 人 群 中 出 现，但

通常出现率非常低，有些甚至极其罕见，造成各种先

天发育异常和疾病的原因可能与更新世人群内部遗

传密切，人口不稳定有关。小群体、高密度近亲交配

的结果是人口出现高比例的先天异常或疾病。各种

先天缺陷和疾病即便不致命，也 会 造 成 人 群 健 康 水

平、生存竞争能力、平均 寿 命 的 降 低，最 终 导 致 人 群

灭绝消失或被外来群体替代。

图４　古人类之间的暴力行为、生长发育异常及与

尼安德特人相似性状的化石证据

Ａ．马坝头骨创伤痕迹；Ｂ．许家窑人先天扩大顶孔；

Ｃ．３Ｄ虚拟复原的许家窑人颞骨内部的内耳迷路。

最近，本文 作 者 对１１万 年 前 许 家 窑 人 头 骨 化

石的研究发现，许家窑人１１号化石顶骨后方有一个

直径２ｃｍ左右的异常穿孔，穿孔边缘处外板光滑转

向内板，无受伤愈合迹象，穿孔后方的矢状缝斜行偏

向右侧顶骨，颅内面加宽的上矢 窦 静 脉 压 迹 延 伸 到

巨顶孔后缘。研究显示，穿 孔 为 先 天 形 成 的 穿 过 矢

状缝的单巨顶孔，个体血管系统可能异常，此缺陷虽

然没有导致个体死亡，但是有可 能 导 致 次 生 的 神 经

系统 异 常。巨 顶 孔 在 现 代 人 群 的 出 现 率 仅 为１／

２５　０００，孔直径１０ｍｍ左右。许家窑１１号标本是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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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为止发现 的 更 新 世 古 人 类 唯 一 例 巨 顶 孔 病 例［３２］

（图４Ｂ）。在许家窑人 头 骨 化 石 上 发 现 如 此 罕 见 的

巨顶孔先天畸形对于研究当时人类演化以及可能存

在人群绝灭（或被替代）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马坝人和许家窑人头骨化石上发现的创伤痕

迹和先天畸形表明，中国更新世中、晚期人类生存压

力和竞争异常激烈，不排除这些创 伤 痕 迹 是 当 地 居

民与入侵者发生冲突而导致的结果。根据现有的资

料可以推测，生活在东亚大陆更新 世 晚 期 的 某 些 人

群由 于 近 亲 繁 殖 或 激 烈 的 生 存 竞 争 最 终 灭 绝 消

失了。

３．３　古人类牙齿使用痕迹及生存活动分析

古人类牙齿除 承 担 咀 嚼 功 能 外，有 时 还 被 用 于

其他用途，如啃咬、叼 衔、剔 牙、牙 齿 修 饰 等，在 牙 齿

表面造成一些使用痕迹。通过对这些使用痕迹的分

析可以获取当时人类食物结构、生 存 环 境 及 一 些 特

殊行为方面的信息。作者对黄龙洞人类牙齿的研究

发现其前部牙齿切缘局部有粗糙 面，在 齿 冠 咬 合 面

及附近呈现出许多釉质表面破损、崩裂［３３］。进一步

分析发现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表面具有釉质破损与

崩裂、齿冠唇面破损、齿间邻接面沟三种类型的使用

痕迹。根据这些牙齿使用 痕 迹 的 分 布 和 表 现 特 点，
推测生活在黄龙洞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经常使用前部

牙齿从事啃咬、叼衔、或剥离坚韧的食物或非食物物

品等活动，并可能将前部牙齿作为工具使用；齿间邻

接面沟提示当时人类经常从事剔牙活动。结合已经

在黄龙洞发现的其他人类活动证 据，认 为 当 时 人 类

可能从事狩猎活动，食物构成中包 含 有 较 多 的 肉 类

及粗纤维植物。

３．４　病理现象

田园洞和智人 洞 是 近１０年 来 在 中 国 发 现 的 最

为重要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对这些化石的研究除揭

示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的形态 信 息 外，还 发 现 了

一些反映 当 时 人 类 健 康 状 况 的 病 理 现 象［３４—３５］。对

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该个体生前患有颈椎炎

和指关节炎、肌腱和韧带骨化、牙齿 生 前 缺 失（右 侧

下颌中门 齿—左 侧 第 三 前 臼 齿）、牙 齿 釉 质 发 育 不

全、齿槽变化与牙骨质增 生 病 变 等。对 智 人 洞 人 类

化石病理现象的研究显示智人洞三件人类化石上都

呈现有明显的病变。附带有部分齿槽的下颌第三臼

齿齿槽骨明显萎缩，生前患有牙周炎；单个的下颌第

二（或第三）臼齿呈现非常明显的龋齿病灶和次生的

牙骨质增生；而智人洞下颌骨双侧 前 臼 齿 位 置 呈 现

对称性根尖周炎。智人洞发现的人类龋齿是目前我

国乃至东亚地区报道的最早的龋病病例。
从我们近年开展的相关研究看，病理、创伤、各

种生存活动，以及生长发育异常 等 现 象 在 中 国 中 更

新世晚期以及晚更新世人类较 为 常 见，为 研 究 现 代

人在中国起源与演化提供了重 要 的 信 息，已 经 成 为

近年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证据显示早期现代人在中国

形成与演化的过程似乎经历复 杂 的 生 存 适 应 活 动，
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由于迄今开展的研究还比较

局限，对相关研究发现在早期现 代 人 出 现 与 演 化 上

的确切作用还未阐明。

４　现代中国人演化过程中与欧洲古人类的

基因交流

　　中国古人类演化过程中是否与欧洲 古 人 类（尤

其是尼安德特人）发生过基因交流在古 人 类 学 界 一

直存在争议。根据对一些中国古人类化石特征的分

析，吴新智认为一些中国更新世中、晚期人类化石上

呈现有尼安德特人特征，其中包 括 南 京 直 立 人 高 耸

的鼻梁、出现在丽江人头骨枕部的发髻状隆起、鼻额

缝位置高以及卡氏尖、马坝人圆形眼眶、柳江人和穿

洞人枕部的发髻状隆起、资阳人 鼻 额 缝 上 凸 呈 拱 形

等［３，４］。对于这些特征表现是 否 真 正 是 与 欧 洲 尼 安

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国内古人类学界的相关专

题论证研究还不多，但对其中一些特征的欧洲古人

类属性存在争议。近年，本 文 作 者 围 绕 这 一 问 题 开

展了探索性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４．１　发现东亚古代人类具有“尼人内耳迷路模式”
的化石证据

　　内耳 迷 路 是 埋 藏 在 颞 骨 内 面 的 结 构，由 半 规

管、前庭和耳蜗三部分 组 成。以 往 研 究 发 现 尼 安 德

特人半规管的大小、比例及其角 度 上 表 现 出 一 系 列

不同于其他人类成员的特殊形态，这种形态的内耳

迷路在其 他 更 新 世 古 人 类 及 全 新 世 人 群 中 极 其 罕

见，因而被称为“尼人内耳迷路模式”［３６］。

以往对于中国古人类内耳迷路形态没有人做过

研究。最近，本 文 作 者 采 用 高 分 辨 率 工 业ＣＴ技 术

扫描并复原了出更新世早—中期蓝田直立人与和县

直立人、更新世晚期许家窑早期 智 人 和 柳 江 早 期 现

代人以及现代中国人的内耳迷路形态。与世界各地

更新世和全新世人类内耳迷路的形态特征的对比分

析，发现中国更新世古人类内耳迷路的形态呈现出

两种类型：蓝田人、和县人和柳江人内耳迷路的形态

同现代人基本一致，许家窑人内 耳 迷 路 的 形 态 与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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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特人极其相 似，表 现 为 典 型 的“尼 人 内 耳 迷 路

模式”（图４Ｃ）。以 往 对 许 家 窑 颞 骨 外 表 形 态 的 研

究并发现尼人的 衍 生 性 状，但 本 项 研 究 提 示“尼 人

内耳 迷 路 模 式”或 许 并 非 尼 安 德 特 人 特 有 的

特征［３７］。

４．２　发现发现东亚更新世中、晚期人类鼻骨基底断

面形态

　　早期研究发现，鼻骨底部断面 形 态 在 不 同 古 人

类成员的表现不尽一致。阶梯状的内鼻底在尼安德

特人中的出 现 率 较 高（８０％），远 远 高 于 其 他“非—
尼安德特人”的 更 新 世 人 类（１５％—５０％）及 现 代 人

群（１０％—２０％）的出现率，因而被认为是尼安德特

人自近裔性状。本文作者采用ＣＴ和激光扫描对比

分析东亚更新世中、晚期人类鼻腔基底断面形态，发
现阶梯状鼻腔基底断面在早期现代人和中更新世晚

期人类居多数，否认了这一特征为 尼 安 德 特 人 标 志

性特征的观点［３８］。由于开展的研究还很局限，目前

对古人类鼻底形态在演化分类上的确切价值还不确

定。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阶梯状内鼻底

并不是尼安德特人独有的特征，未 来 有 必 要 对 性 状

功能上的意义做进一步的研究。

４．３　发现许家窑人下颌骨呈现的可疑尼安德特人

特征

　　通过对１１万年前许家窑人下 颌 骨 形 态 特 征 的

研究发现：在所观测的６项特征中 有２项 特 征 呈 现

较原始的特点；２项 特 征 的 表 现 特 点 与 尼 安 德 特 人

相似；另外２项特征的表现特点一 个 在 尼 安 德 特 人

出现率非常低，另１个则 在 现 代 人 非 常 普 遍。提 示

许家窑人 下 颌 骨 形 态 呈 现 出 复 杂 的 镶 嵌 型 表 现 特

点，或 许 与 更 新 世 晚 期 东 亚 人 类 变 异 有 关［３９］，但 根

据目前的发现还难以确定是否存在与尼安德特人基

因交流。

４．４　分析了中国更新世中、晚期人类牙齿形态

近年，本文作者 的 研 究 团 队 对 部 分 中 国 更 新 世

中、晚期人类（智人洞、黄龙洞、盘县大洞、和县、许家

窑、道 县、沂 源）牙 齿 形 态 开 展 了 系 列 专 题 研

究［１７，１９，２０—２１，４０，４２］。但这些研究并未发现中国更新世

中、晚期 人 类 牙 齿 具 有 尼 安 德 特 人 特 异 性 的 衍 生

特征。
从迄今开展的研究及发现看，我们对以往学术

界提出的一些尼安德特人特征在中国古人类化石的

出现情况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发现 其 中 一 些 可 能 与

尼安德特人有关的特征，但对这些 特 征 的 确 切 意 义

还无法确定，还需要深入 研 究。确 切 或 可 信 度 较 高

尼安德特人化石形态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上的证据还

不多，可以说目前对中国更新世中、晚期人类与欧洲

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基因交流情况还不清楚，论证更

新世中、晚期中国古人类与尼安 德 特 人 之 间 是 否 存

在基因交流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

５　未来展望

近１０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在现代中国人起源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进 展，新 发 现 了 一 批

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对早期现代 人 及 完 全 现 代 类 型

人类在中国的出现和 扩 散 获 得 了 新 的 认 识。同 时，

在中国早期现代人出现过程中的健康和生存适应活

动以及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方面也开展了一

些研究。但目前对现代人在中国出现及演化规律还

不清楚，古人类学界对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时间、

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或起源于当地古老人类的争

论仍在进行中。作者认 为，目 前 掌 握 的 关 键 时 段 化

石证据还不够充分，未来需要进 一 步 寻 找 与 现 代 人

在中国出现相 关 的 化 石 证 据；对 中 更 新 世 晚 期—晚

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化石特征及演化变异进行深入研

究；针对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 及 演 化 过 程 中 是 否

存在与欧洲古人类的基因交流 的 争 论，开 展 更 为 细

致深入的化 石 特 征 对 比 及 古ＤＮＡ研 究；澄 清 健 康

和生存适应活动的化石证据在中国早期现代人出现

与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一些人类化石特征表现

特点在年代方面呈现相当程度 的 重 叠 或 缺 乏 规 律，

加之在很多情况下人类化石保 存 状 态 欠 佳，丧 失 了

关键特征信息，仅仅依靠人类化 石 提 供 的 信 息 还 不

足以全面准确理解人 类 演 化 规 律。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建立在细致的地层和化石埋藏研究基础上的准确年

代框架对于阐明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的规律将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致谢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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