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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钟乳石样的铀系年龄
,

提出了华南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贵州黔西观音洞的年代

界限 6 & 组堆积小于 斗万年 6 7 组第 8 层小于 2 万年 6 7 组第 9一 : 层 2一 9 万年
,

如地层研究

能证明 7组堆积物的一致性
,

其年代应可限制在 3 一 万年之间
。

本文数据不支持地层古生

物研究关于观音洞 &
、

7 二组堆积分属中更新世中
、

早期的假设
,

但证实了 7 组堆积的下部应属

中更新世的晚期
,
为含嵌齿象科的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迄今最晚的地史记录
。

观音洞以其丰

富的内涵
,

有可能成为我国南方跨越旧石器时代早
、

中
,
晚期文化的代表

。

一
、

遗 址 简 介

观音洞位于黔西县城南约  2 公里的沙井乡井山村
。

; 9 年冬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联合野外考察队
,

在这里找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

石和旧石器
。

观音洞的发现是贵州史前考古零的突破
,

也是在我国南方找到的旧石器时代大型遗

址的首例
。

经先后四次较为系统的发掘
,

共出土石制品三千余件
,

哺乳动物化石  8 种
。

该

遗址不但材料丰富
,

且文化形态独树一帜
。

裴文中等5 ; , 4在试掘报告中指出
,

观音洞属
“

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
” 。

李炎贤
、

文本亨5 < : 4建议将

其命名为
“

观音洞文化
” ,

并认为 = “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

观音

洞的材料具有和北京人遗址的材料同等重要的价值
”。

该遗址在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研

究中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

由此可见一斑
。

裴文中等 5 ; , 4基于堆积物被一层较厚的钟乳石层封盖及动物化石证据
,

认为观音

洞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或晚期
。

李炎贤
、

文本亨 5 < :4认为观音洞 7 组出土的为含

第三纪残留种类及古老种类的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
, & 组为缺乏古老种的大熊猫

一

剑齿

象动物群
。 “
观音洞 7 组的时代可能略早于北京人的时代

,

观音洞& 组的时代大致和北京

人的时代相当
” 。

原思训等5 : ; 4测定了观音洞骨化石的铀系年龄
,

第  一 :层堆积的年代范围为 2
∃

<一

贵州省科委基金资助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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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年
。

据此已越出中更新世
,

与地层古生物研究的结论相去甚远
。

李炎贤5 : 4认

为这些数据
“
毕竟是有矛盾的数据

,

还要多做工作
,

才能取得可以令人信服的结果
” 。

并坚

持认为
= “从属和属以上阶元考虑

,

观音洞 7 组完全可以划为中更新世早一阶段
”。

韩德

芬
、

许春华 5 : 4引述了上述定年结果
,

并考虑到嵌齿象的地史分布不见于晚更新世
,

将

观音洞动物群放在跨越中
、

晚更新世的位置
。

鉴于观音洞遗址对人类文化进化史研究的

重要性
,

该遗址
“可以令人信服

”

的同位素年代的测定
,

因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与我国南方大多数洞穴遗址一样
,

观音洞内也有钟乳石类碳酸岩发育
。

具明确层位

意义
、

纯净致密的钟乳石样是测定铀系年代的理想材料 5沈冠军
,

4
。

本文将报道基于

钟乳石样铀系定年的观音洞堆积物的年代界限
。

二
、

地 层 与 样 品

观音洞洞 口 海拔标高约 9 2 3 米
,

高出毗邻的溶蚀洼地约 2 米
。

东西向的主洞长约

, ∀ 米
,

西洞 口 内约 82 米处有一向南的支洞
,

长约 巧 米
,

其末端又发展为东西向的小洞
。

主洞东端有一
“

大厅
” ,

由此向北又伸出一长约 83 米的支洞
,

其末端有一小洞口 。

图 # 为

该洞的平面示意图
,

该图并给出了本文讨论的  个钟乳石样及  个骨化石样的平 面 位

置
。 >

图 # 观音洞定年样品位置平面图

?≅ Α Β #∋ Β ∀ ? ΧΔ Χ∀ Ε ΧΕ Β #≅ Ε ∋ ΦΧΓ Η Ι ∋

观音洞堆积物纵
、

横向变化较大
。

李炎贤等 5 < :
、

:; 4 描述了西洞 口 内外的堆积

物
,

与裴文中等 5 ; 24描述的位于西洞口 内侧的剖面 相比较
,

各层厚度及堆积物性状不

尽相同
,

似表明了即使在洞口 内外数米方圆的范围内
,

堆积物亦无很好的一致性
。

但如比

较裴文中等描述的位于主洞的剖面
、

 ≅
、

 ϑ
,

可发现这三个剖面自钙板往下的五个堆积

层性状基本相同
。

据此李炎贤5 : 4关于西洞口 剖面可代表洞内堆积的判断应是基本正

确的
。

本文西洞口 内外剖面采用李炎贤等的层位划分
。

其余剖面沿用裴文中等的命名
,

但依李炎贤等将堆积物分为 &
、

7
、

Κ 三组
,

并用到表面的距离描述样品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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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洞口 的右上方5面向洞内
,

下同4
,

有一从洞顶下悬
、

水平位置与第  堆积层相当
、

有红土叠压印记的石钟乳
。

首次分析的 Λ Μ Ν 一 一

为其下端
,

所得结果表明样品纯度不

够
。

我们再次前往采样时
,

仔细观察了此石钟乳
,

发现其诸多
“
年轮

”

纯度有差异
,

其中结

晶最好的一层被取为 Λ Μ Ν 一 一  。

西洞 口 内左侧堆积物已被基本挖完
。

Λ Μ Ν 一

 为残留于洞壁的少许堆积物上的钙板
,

其水平位置与划为第 9 层的钙板相当
。

该处洞壁不是基岩
,

而是厚度不详的石慢
,

Λ Μ Ν Ο

 取于被钙板下堆积物 5相当于第 9 层4 叠压的石慢
。

在该处回填土中我们重开了一探

槽
,

挖到距表面 8 米 5相当于第 : 层 4 的深度
,

未能找到裴文中等记述的剖面 的底层钙

板
,

但发现一从洞壁长出的石笋
,

取为 Λ Μ Ν 一 8 。 洞口 内右侧尚有一剖面保存
,

该处堆积

物被一层纯度很差的钙板封盖
,

在距表面  
∃

8 米 5可能相当于第六层 4处
,

发现一已被严重

风化的钙板层
,

有一从钙板中长出的高 8
∃

2 厘米的圆盘状小石笋
,

其中心部分未被明显风

化
,

取为 ΛΜ Ν 一 < 。 在剖面内侧堆积物的表面
,

有一崩落的大块钟乳石
,

于此取样为 Λ Μ Ν Ο

9 。 ΛΜ 7 一 9 取于剖面内侧第 ; 层
,

为犀牙化石
。

西洞口 内外样品的剖面位置于图  中示

意给出
。

剖面  ≅ 的保存状态 良好
。

该剖面旁的
“石柱

” ,

实际是一个下端已被堆积物掩埋 的硕

大石钟乳
,

与之对应的石笋只约 3 厘米高
,

从略低于表层钙板的堆积物上长出
,

石笋与石

钟乳之间界面明显
,

Λ Μ Ν 一2 取于此石笋
。

我们在该探坑距表面  
∃

 及  
∃

9 米处的堆 积

物中
,

发现二个崩落的新生碳酸岩生成物
,

分别取为 ΛΜ Ν
一
;
、

8 。 在 9
∃

 米深处
,

发现一从

粗砂砾石层中长出的石笋
,

很可能就是裴文中等划为该剖面第 层的那个石 笋
,

取 为

Λ Μ Ν 一

 3
。

Λ Μ 7 一 8 取于距表面 #
,

8 米处
,

为未知大动物的肢骨化石
。

剖面  ≅ 样品的位置

在图 8 中示意给出
。

在即将进人大厅的主洞右侧
,

也有一形如石柱的大型石钟乳
,

Λ Μ Κ
一

3 为与之对应

的石笋中较纯净致密的一个生长层
。

在大厅内剖面 8 的底部
,

可看到一横卧的长约  米

的新生碳酸岩生成物
。

经核查
,

为一从洞顶掉下的石钟乳
。

据 当年参加发掘的曹泽田回

8 9

黔篡毓
首悴 8

图  剖面 5西洞口 图 8 剖面  ≅ 样品位置图 图 9 剖面 8 样品位置图

内外 4样品位置图

/ ≅ Α ,# ∋ , ∀ ?ΧΔ Χ∀ Ε

ΧΕ / ∋ ∋ ΔΧ∀ Ε #

/ ≅ Α ,# ∋ , ∀ ? ΧΔ Χ∀ Ε

ΧΕ / ∋ ∋ ΔΧ ∀ Ε Π≅

/ ≅ Α , #∋ , ∀ ?ΧΔΧ ∀ Ε

ΧΕ / ∋ ∋ Δ Χ∀ 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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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

此物原在堆积层中
,

发掘过程中未曾搬动
。

Λ Μ Ν
一

  取于其根部最外层
。

大厅剖面样

品的位置在图 9 中示意给出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个钟乳石样及  个骨化石样的分析结果列于附表
。

需指出的是
,

观音洞多数钟乳

石样铀含量及
’8 Θ

( ΡΣ
’89 Τ 值均较低

,

碎屑物质的干扰相对变得重要
。

我们采集的样品中
,

约半数或因剔选不出足够纯的部分未分析
,

或因测得的
’犯( Ρ Σ

’8 ( Ρ 值太低5Υ 匀而未列

人本文数据表
。

表中数据的
 加( ΡΣ  8 ( Ρ 值也多小于  3

,

因此需作初始
’8

3( Ρ 校正
。

设

5
 , ( 州

’犯( Ρ 4
。

ς 一  ,

校正后的结果也在附表中给出
。

综合考虑 Λ Μ Ν 一 、

  纯度不同

的二部分的分析结果
,

本文数据讨论均取用按 5 83 (州
’8

Ω( Ρ 4
。

ς 的修正值
。

Λ Μ Κ 一

应先于 & 组堆积形成
。

该样二次分析所取的样品纯度不同
,

但都表明 & 组

堆积应是很年轻的
。

其中较纯的 Λ Μ Ν
一 一  经初始

 83 ( Ρ 校正后的结果为约 9 万年
,

此

值应能较可靠地代表观音洞 & 组堆积物的年代下限
。

Λ Μ Ν 一  约为 2 万年
,

西洞口 内外

原有能说明 &
、

7 二组堆积物叠压关系的剖面
,

因此该样应可代表 & 组及 7 组第 8 层的年

代下限
。

考虑到第 8 层 83 一 ;3 厘米厚堆积物的形成需相当年月及 &
、

7 二组堆积物间

尚有一剥蚀面
,

此结果支持上述 & 组堆积小于 9 万年的结论
。

ΛΜ ∋ 一  59
∃

万年4
、

Λ Μ Ν
一2 5 

∃

< 万年4及 Λ Μ Ν
一 3 5 3  万年4 分别代表了主 洞

不同地段 7 组第 9 层的年代上限
。

Λ Μ Κ 一 3 的结果表明
,

观音洞堆积物至少有一部分是

大于 3 万年的
。

如地层研究能证明 7 组堆积的一致性
,

此值应可代表所有 7 组自第 9 层

以下堆积物的年代上限
。

但考虑到 Λ Μ Ν 一

3 距西洞 口有约 93 米之远及堆积物的一致性

欠佳
,

似不能排除西洞口 内外有 2一 3 万年间堆积物的可能
。

Λ Μ Ν一  8 5 ;
∃

3 士弓法万年4和 Λ Μ Ν 一

 3 5  
∃

士妻=>万年4 分别代表了西洞 口 及剖面  ≅

处 7 组堆积物的年代下限
。

这二个样品的结果在 士坛 误差范围内吻合
。

为验证样品的

封闭性
,

我们平行测定了 Λ Μ Ν
一

 3 的
’ < ( Ρ 年龄

,

二种铀系年龄在 士 ,
误差范围内一

致
,

表明该样的铀系年代应有较高的可信度
。

据裴文中等 5 ; 2 4
,

位于南支洞 口 的剖面

 ϑ 的 7 、
Ν 组堆积物交界处也有石笋发育5该剖面已被奎塞

,

我们 曾在该处重新掏开剖面
,

但未能找到石笋或其它可用来测年的样品4
。

观音洞 Ν 组多为粗沙砾石流水相堆积物
,

在

7
、

Ν 二组堆积物界面附近生长的石笋
,

指示了溶洞由水洞变成旱洞
、

之后方可能成为人类

栖息地的年代
。

Λ Μ Κ 一  3
、

 8 二样结果的平均值为约  9 万年
,

据此人类在观音洞居住的

年代不早于中更新世的晚期
。

Λ Μ ∋ 一
; 5ς  < 万年 4

、

Λ Μ Ν 一 8 5 :
∃

< 士 #夕万年 4 位于剖面 Π ≅ 处 7 组堆积的最低层

位
。

崩落的新生碳酸岩应可代表该处堆积物的年代下限
。

Λ Μ Κ 一 ; 与 Λ Μ Κ 一  3
、

 8 的结果

在误差范围内一致
,

进一步证明 7 组堆积不可能是中更新世早期的
。

根据 Λ Μ Ν 一

8 的结

果
,

剖面  ≅ 处 7 组堆积物的年代下限为约 万年
。

如地层研究能证明主洞 7 组底界的

一致性
,

此值应可代表整个 7 组堆积的年代下限
。

代表大厅堆积年代下限的 Λ Μ Ν一

 Ω 为约 8
∃

: 万年
,

这与按原有地层划分的期望值大

不相符
。

Λ Μ Ν
一

  纯度颇高
、

结晶良好
。

我们的工作积累表明
,

如此钟乳石样其铀系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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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被大幅度地年轻化
,

且该样二次分析的结果一致
,

可排除偶然误差干扰的可能
。

在

现场考察的过程中
,

我们注意到大厅内堆积属
“褐色堆积

” ,

与属
“

黄色堆积
”

5曹泽田
,

: , 4 的主洞 7 组堆积的性状不同
,

因此二者很可能不是同期生成的
。

另据裴文 中 等

5 ; 2 4
, “

此剖面与洞壁之间
,

有一粘土泥墙插人
,

可能是后来填人的
” 。

此粘土泥墙已不

复存在
,

使现场层位复核不再可能
。

但我们认为大厅堆积更可能的沉积顺序为 = 主 洞形

成 7 组堆积物时
,

大厅仍是一个深坑
,

只形成了附于洞壁的
“

粘土泥墙
”。

在距今不到 8
∃

:

万年前
,

北支洞 口 在一次使洞顶急剧坍塌的地质事件中形成
,

堆积物才由此随水流冲人
。

据此大厅 内应至少有一部分堆积物与西洞口 外的 & 组同时
。

该处的动物化石和石器都 曾

被划在 7 组讨论
,

Λ Μ Ν 一

  的结果提示了分层分剖面对观音洞材料进行再研究的必要
。

Λ Μ Ν一

 二次分析结果平均值为约 9
∃

2 万年
,

此值可代表 7 组第 9 层的年代下 限
。

Λ Μ Ν 一 < 应能代表第 ; 堆积层的生成年代
,

该样二次分析的结果为约 : 万年
,

这是观音洞

存在中更新世堆积物的有力证据
。

这二个样品的结果与上述 7 组堆积物二种可能的年代

界限 52一 9 或 3 一 万年 4均不矛盾
。

ΛΜ Ν 一 9 的结果表明在 82 万年以前
,

观音洞洞顶

已有石钟乳发育
。

采于西洞口第 ; 层的骨化石样 ΛΜ 7 一9 二种铀系年龄分别为 <
∃

8 士 3
∃

8 和 <
∃

; 士若汤万

年
,

二法结果在 士 #。 的误差范围内一致
。

该样结果与原思训等取自第 2 层 的 7 β χ : 3 ; :

5:
∃

9 士 3
∃

2 万年4和 7 β χ : #∀ ; < 5<
∃

; 士 3
∃

9 万年 4相吻合
。

但与 7β :  3 ; 5 3
∃

9 士 3
∃

; 万年 4

相比
,

差异有显著性
,

且与地层顺序矛盾
。

Λ Μ 7 一8 的
 83 ( Ρ 和

’ < ( Ρ 年龄分别为 <
∃

< 土

3
∃

9 和 3
∃

3 士找万年
,

二者差异不到
’

士  ≅
,

仅此似 尚不足以否定样品的封闭性
。

该样位于

剖面  ≅ 第 8 层 5按裴文中等4
,

应与西洞口第 , 层 5按李炎贤等4大致相当
,

其结果也在原

思训等第 2 层样品的年代范围内
。

原思训等5 : ; 4根据骨化石的铀系年代
,

指出了观音洞堆积物的同位素年代与地层

古生物相对年代可能有较大差异
,

应可引为这类物质铀系年代成功应用的实例
。

观音洞

多数骨化石样的定年结果在钟乳石样的年代界限内
,

因此二者是基本相容的
。

但也有些

分歧
,

如取自第  层的 7β χ : #Θ/。 为 2
∃

< 士 3
∃

8 万年
,

与本文 & 组堆积物小于 9 万年相比
,

绝对值相差虽不大
,

但此差异已有统计学意义
。

根据本文结果
,

观音洞 & 组堆积物已进人

Ν 法的测年范围
,

上述分歧可望得到这一经典方法的检验
。

采 自第 ; 层的石笋样 Λ Μ Ν 一<

5: 万年4与第 : 层骨化石样 7 β χ :  3 8 5
∃

2 万年4 相矛盾
。

我们在桐梓岩灰洞 5沈冠

军
、

金林红
, ≅

4
、

周口店第一地点 5沈冠军
、

金林红
,

ϑ 4等地遇到过类似的矛盾
。

基

于钟乳石铀系年龄的可信度相对较高这一认识 5沈冠军
, :< 4

,

我们倾向于认为 7 β χ

:  3 8 可能被某种复杂的风化机制年轻化了
,

其二法一致的铀系年龄不能代表观音洞 7

组堆积物的年代下限
。

综上所述
,

观音洞 & 组堆积物小于约 9 万年
,

因此已进人晚更新世晚期
,

其文化应属

旧石器时代晚期
。 7 组第 8 层小于 2 万年

, 7 组第 9 层为 2 5或 3 4一 9 ∃2 万年
,

其文化

有可能是旧石器文化中期的
。 7 组第 ;一 : 层为 : 一  9 5或 4万年

,

因此应属中更新世

晚期
,

其文化可划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

上述结果不支持地层古生物研究关于观音洞 &
、

7

二组堆积分属中更新世中
、

早期的假设
,

但同时表明 7 组下部堆积应属中更新世晚期
,

这

将是含嵌齿象科等古老种类的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迄今最晚的地史记录
。

观音洞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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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内涵
,

有可能成为我国南方横跨旧石器时代早
、

中
、

晚期文化的代表
,

在人类文化进

化史的研究中再现其重要性
。

通过已有的研究
,

已基本勾勒出了观音洞堆积物的年代界限
。

但因未能采集到足够

多的层位意义明确而又适于测年的样品
,

并限于课题的规模
,

本研究留下了一些尚待澄清

的疑点
。

如对 7 组堆积物暂给出了二个可能的年代界限
,

有待今后沉积顺序的系统研究

或采到更能说明问题的样品后再作结论
。

比较肯定地支持观音洞有中更新世堆积物的
,

现只 Λ Μ Κ 一< 一个样
,

此证据也有待加强
。

主洞内尚有较多的 7 组堆积物保存
。

如能组

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根据已有年代数据提供的线索
,

仔细研究各堆积层间的相互关系
,

并在清理剖面或新的发掘过程中
,

注意采集层位意义明确
、

纯净致密的钟乳石样
,

应能进

一步确立这一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位置
。

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曹泽田参加采样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

现场考察得到黔西县

文管所的协助
,

贵大化学系 3 届毕业生李东贵
、

届毕业生陈先一参加部分工作
,

于此一

并致谢
。

5 年 ; 月 9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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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3 卷 9 期沈冠军等
《
北京猿人遗址年代上限再研究

》
一文中第  <2 页表  中3

∃

3 耳应为 3
∃

3 8 , 9 6 第

 < ;页第 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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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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