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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龙骨坡人类门齿的归属 问题

王 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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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可能为 晚期智 人的右上外

侧门齿
、

后期混 人了巫 山龙骨坡洞穴沉积之 中
。

关键词 巫山
,

门齿
,

晚期智人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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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的下领骨
,

一为单一门齿
,

是黄万波等 年代在四川省巫山龙骨坡洞穴堆

积 中发现 的
,

最 初被顾玉氓等归为直立人
,

订一亚种  !  ! 。

其中

年发现的门齿被定为上内侧门齿
,

未说明是左侧还是右侧 顾玉抿等
, 。

年黄万波等在 《 》 上发表文章
,

认为巫 山人 比亚洲直立人还要原始
,

其

时代
,

和形态 与东 非最古 老的人 属 能人
、

匠 人

夕 类 似
,

其 石 器 工 艺 也 和 奥 杜 韦 技 术 相 似

飞
, 。

这 篇文 章在 人类学界 引起 了不少争议  
, ,

, ,

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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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齿被黄万波等定

为右上外侧门齿
,

但未说明由内侧改为外侧的理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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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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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牙齿不 会有这么 古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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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领残

片不 是人的
,

可 能是 中等大 小的猩 猩的一个种
,

几
,

 

等则认为门齿 虽然是 人类 的
,

但根据铲形态 与齿冠指数还不足 以

定 种 下 领 可能 是 人猿 超 科 的
,

与门齿 不 属 同一 类
,

。

同时 《 》 上发表 了黄万波等 对 等的应答文章
,

坚持下领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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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并将其与门齿一起归为非洲以外最早的人类
召 , 。

本文仅就门齿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对其归属发表一些看法
。

形态与数据分 析

是外侧 门齿不是 内侧门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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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等
, 。

按

照上外侧门齿的鉴定规范
,

此齿应定为右上外侧门齿
。

从形态上看更可能属于晚期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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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甲记

有明显区别 吴汝康
,

王惠云
, ,

 
, 。

顾玉 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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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氓等
, 。

所 以

说
,

巫 山门齿从形态结构上看类似一个晚期智人 口

 的牙齿
。

 齿冠指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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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变异范围之 内
。 , 。

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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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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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汝康
,

和 现代人 平均

值  
,

王 惠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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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属上外侧门齿的齿冠指数范围

 !   

能能人 “从   一  

直直立人
、

,

乃一
,

早早期智人 E arly H
.sa尸ie n、、

7 7 8一141
.
999

晚晚期智人 L ate H
. sa尸ie 。、、

7 3

,

2 一188
.
999

齿冠指数范围: 能人数据见 T o bias (19 91)
,

其余见 w o lpo ff (19 71)

2. 4 概率分析也表明属于晚期智人的可能性较大

顾玉 现等 1991 年发表的 测量数据为
,

近 中远 中径 (M D ) 8
.
12 rn们。 ,

唇舌径 (L L )

7
.
O Zm m

,

黄万波等 1995 年补充 T 齿冠高度 10
.
3m m

。

W

o
l P

o
ff 曾发表 了 一系P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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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ol pQ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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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川
,

笔者根据其中的 I’ 与 I’ 的资料
,

对巫 山 门齿进行溯源分析
。

(
l

) 若为 l’
‘

(
2

) 若为 一2

A
.

M D 落在直立人 范围中的概 率为 O% A
.
M D 落在直立人范围 中的概率为 59 %

L L 落在直立 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0% L L 落在直立人范围 中的概率为 0%

B
.
M D 落在早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7% B

.
M D 落在早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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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M D 落在晚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9% C

.
M D 落在晚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17 %

L L 落在晚期智人范围中的概率为 25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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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a to m ieally m od ern m 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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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老性 (约 200 万年
,

早更新世 ) (刘椿等
,

1 9 9 1 : H
ua

n
g

e t a

l

. ,

1 9 9 5 ) 相协调 呢? 后 期

混人 也许是一个答案
。

黄万波等对巫 山龙骨坡洞穴进行研究后
,

认 为这是一 个垂 直型溶

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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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壁再度侵蚀溶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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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洞 壁 岩性 以粘 土成 份 为主
,

并 富含化 石
”

( 黄万 波等
,

1

99
1 )

。

Ci oc ho

n

(
1

99 5)
也认为动物可 以不小心 从垂直的通道或

‘

烟 囱
’

坠落到洞 穴里
。

而

巫 山门齿正 是出 自于 靠近 南侧洞壁的粘土之 中 (黄万波等
,

1 9 9 1 )

。

因此巫 山 的这个门齿

不是不可 能坠落 人或被流水或其它力量带进早期的洞 穴堆积物的裂隙之 中
,

被发掘的青年

民工 误认为是出 白早期的堆积
。

这种后期混人 的现象在 占生 物研究中不是不 常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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