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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根据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大熊猫
、

东方剑齿象
、

巨膜等种类推测
,
萍乡市竹山园洞动物化

石的时代为更新世中
、

晚期
,

很可能处于中期和晚期之间
。
和动物化石伴出的一件石片

,

从其

痕迹看
,

应该是人工打击的
。

一九八二年
,

宣风镇京口村的农民在青苔岭竹山园洞内挖陷井捕捉野兽时
,

发现 了一

些动物化石
,

江西省和萍乡市博物馆获悉后派人共同考察了该洞
,

采集了一些化石
。

一九

八三年
,

上述两个单位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文本亨同志又共同调查

了该洞
,

发现了一些化石
,

并认为该洞内堆积物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
。

一九八五年和

一九八六年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陈万勇同志去萍乡时
,

又到该洞进行了发掘
,

找

到了一些化石
,

并认为该洞内堆积的地质时代较早
,

与北京猿人的相当或稍早 3肖一亭 等
,

; 7 6
。

一九 < 又< 又年底
,

江西省和萍乡市博物馆邀请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邱中郎和

许春华共同组队对该洞进行了发掘
‘6 ,

又找到了少量的动物化石和在第五层中找到一件石

制品
。

现将该地点的有关材料记述如下
=

化石地点的地质简况

化石地点为溶洞堆积
,

洞名叫竹山园洞
,

形成于石炭纪灰岩中
。

它位于萍乡市芦溪区

宣风镇南
,

京口村青苔岭一山坡上
,

西距萍乡市约 95 公里 3图 6
。

青苔岭一带在地形上为一小盆地
,

四周较高
,

中间低
,

竹山园洞就位于盆地的边缘
。

在

化石地点的西南方向约一公 里处
,

有一条由西向东流再转折向南的无名小溪
,

竹山园洞高

出小溪河水面约  5 米
。

竹山园洞内充满了堆积
,

从上到下可分为五层 3图  6
=

%

灰黑色砂质土
,

含灰岩
、

砂岩角砾和陶片
,

为近代扰乱过的堆积
,

厚 5
%

8一45 厘米 :

 
%

褐黄色砂质粘土
,

含灰岩
、

铁质砂岩
、

变质岩和灰色砂岩角砾
,

砾径为 5
%

8一 5 厘

∃6 参加 发掘工作的还有萍 乡市博物馆周绍文
、

陈六如
、

刘敏华
、

李妍和刘麦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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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地点的柱状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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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化石零星分布
,

厚 ∀一 ∀
 

;< 米 =

>
,

黄色粉砂质粘土和黄褐色砂质粘土互层
,

含铁质砂岩和灰岩角砾
,

砾径 ?
 

<一 ∀≅ 厘

米
。

其中有一条厚约 4 厘米的黑色砂质粘土层
,

向洞壁延伸
。

化石很少
,

厚 ?
 

Α一 ∀
 

≅ 米 =

≅
 

灰黑色
、

灰 白色和黄色砂质粘土互层
,

受铁锰质浸染
,

含红色砂岩
、

黑色砂页岩和灰

岩角砾
,

化石很少
,

厚 。一 ∀
 

? 米 =

,
 

黄褐色砂质粘土层
,

含黄色砂岩
、

红色砂岩
、

脉石英和灰岩角砾
,

其中有一块灰岩角

砾为 ?
 

≅ # ?
 

∀ ; Β米 !
。

此层有相变
,

在洞 口 及洞外部的堆积中有透镜状的砂砾层分布
,

有

的砾石圆度较好
,

说明是河流相的堆积
。

含零星化石和一件人工打击石片
。

该层厚 2 Χ一

4
 

< 米
,

未见底
。

哺 乳 动 物 化 石

哺乳动物化石来自第 4
、

>
、

≅
、

< 层堆积中
。

就目前所发现的化石种类看
,

它们都没有

明显的时代上的差别
,

因此
,

我们推测它们都是一个时代的
。

化石种类都是华南大熊猫
0

剑齿象动物群中常见的
,

其名单如下
。

蹄蝠 Β Δ ∋户户% & ∋ , Ε % & & Φ
·

!
, ,

虎 Β Φ 7 , ( + , Ε 7 ( ∋ : Ε ∋ 了!

称猴 Β Γ 7 6 7 6 。 & Φ
·

! 东方剑齿象 Β & , , : % Η % , % Ε ∋ , ) ‘7 −∋ &
!

爱氏硕鼠 Β乙
, 口户。Ιϑ 。Κ , , 。ϑ阳‘Λ Ε & ∋ !

‘, 亚洲象 Β Μ Ν印 + 7 & Κ 7 # ∋Κ Ο &
!

华南豪猪 Β万夕& ( Ε ∋ # Λ “占6 Ε ∋ Λ , 7 , 7
! 巨膜 Β Γ , : 7 , 7 户∋ Ε “ < 7 % : “ &( % &

!

大熊猫 ΒΠ ∋−“ Ε % 户% 7 Κ , −7 ) % Ι‘, Ο 6 。
中国犀 Β Θ + ∋ ) 〔, 6 , Ε % Λ & ∋ ) % ) & ∋ &

!

∗% , , 7 −∋ Λ
!

−!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郑绍华先生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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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黑熊 3Φ
Ε Γ“ 8 ΗΙ 2ϑ。‘Κ Λ “ Γ

6

嚣狗 3万夕
Κ ) Λ 2Μ Κ )

6

此外还有龟鳖类 3Ν Ι) ∃# Λ2 Κ
6 骨板碎片

。

野猪 31
二 Γ , Ο Ε # ΔΚ

6

鹿 3Ν
) Ε 。“ = Γ−

·

6

称猴 3Π
Κ Ο Κ Ο Κ Γ −

·

6 3图版 0,

6

材料 左下第三臼齿 3Π
,

6一枚
。

描述 它的前部由 9 个齿尖组成
,

分别为下原尖 3−
Ε Μ 6

、

下后尖 3Θ
)
Μ6

、

下次尖 3ΙΡ Μ6

和下内尖 3
) Λ

Μ6 : 它的后部有相当发育的跟座
,

在跟座的颊侧有一较大的齿尖为下中尖

3Θ
ΓΜ 6 或称下次小尖 3ΙΡ∃Μ 6

。

在下中尖的顶端有一 向前向后延伸不太长且不深的沟
。

在

后跟的舌侧在下内尖和下中尖之间还有一小齿尖
,

为第六尖或称内小尖 3
) Λ∃ Μ 6

。

齿根基

本完好
,

在下原尖和下后尖的下部有一齿根
,

宽度明显大于长度 : 后面几个齿尖的下部有

一齿根
,

较该齿前面的齿根粗壮
。

萍乡的称猴特征和大小与周 口 店第 和 4 地点的硕称猴的相似
。

李文明等3 ;  6认

为江苏莲花洞的红面猴的下第三臼齿也有内附尖
,

在这点上萍乡的标本也与之相似
。

张明

华3 ; 9 6记述了浙江华严洞和河姆渡的红面猴3魏丰等
, 5 6

,

认为它的头骨上的特征可

以与普通称猴相区别 :与硕称猴相比较
,

除了时代上的差别外
,

红面猴与硕称猴似乎相似
。

表 ∃ 称猴第三下臼齿测量比较 3单位 = 毫米 6

∃江西萍乡竹山园洞 Β
周 口店第 地点 Α

Χ Π
Κ Ο Κ Ο Κ Γ

Σ
·

Β Π Κ Ο Κ Ο Κ Ε # ϑ Τ Γ‘“ 8

—
卜望2竺草一

%

Β一上竺竺二燮一6
长 Α  

·

7
·

, Χ
Π

4 、

Χ
Υ

Χ Χ
觅 Χ

7
·

;
Χ

7
·

5
Β

周 口店第 4 地点 】 浙江河姆渡
Π Κ Ο Κ ) Κ

∗ ) 2∃Ι Κ Ε Μ ) !

Ε # ϑ “‘Ε“ Γ
ΓΣ Ο Ο ‘# ‘Κ

Κ ∃
% ,

9

Π Κ Ο Κ Ο Κ

张明华
,

 
。

5一 4
。

4

;
。

ς一

萍乡的标本在大小和特征上与硕称猴和红面猴都相似
,

因为只有一个下第三臼齿
,

材

料太少
,

很难进一步比较作出种的鉴定
。

大熊猫 3( 2∃Τ Ε # Σ# ‘Κ Θ )∃Κ , # ∃# Τ Ο Κ Δ# # ) Κ ∃2Γ
6 3图版 0 , ∃一 9 6

材料 共有 ς 枚完好的上
、

下前臼齿及臼齿
。

特征 牙齿个体较大
,

咬合面珐琅质褶皱多而复杂
。

按照裴文中的研究
,

更新世初期的熊猫牙齿小
,

咬合面珐琅质褶皱简单 : 到了更新世

中
、

晚期
,

熊猫的牙齿及下领骨粗壮
,

咬合面珐琅质褶皱复杂
。

萍乡的熊猫显然属于后者
。

由表  比较可以看到
,

萍乡熊猫的牙齿显然比柳城巨猿洞的小
,

也比高坪巨猿洞的

小
,

仅 Π
=

的最小值达到高坪巨猿洞的最大值
。

很显然
,

萍乡的熊猫化石比柳城巨猿洞的

和高坪巨猿洞的要进步
,

它的地质时代比后两者的要晚
。

据裴文中3 ; 7 6研究
,

广西其他山洞的大熊猫化石应包括更新世中
、

晚期及全新世的

大熊猫化石
。

萍乡的大熊猫化石石化很深
,

其地质时代显然不是全新世
,

应属于更新世

中
、

晚期的大熊猫
。

由表  比较可以看出
,

萍乡大熊猫化石牙齿的大小也在广西其他山洞

大熊猫的牙齿大小变异范围之内
。

萍乡的熊猫化石大小与黔西观音洞的相近
。

黔西观音洞的文化遗物的地质时代为更

6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郑绍华先生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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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中期 3李炎贤等
,

; ς 6
,

但也有人认为要晚一些 3原思训等
,

; ς: 韩德芬等
, ; 6

。

东方剑齿象 31
, ) Ζ # Ψ 。 Λ # Ε 2) Λ ΗΚ ∃2Γ

6 3图版 0 , ; 6

材料 右上第三乳齿 3[ Π
4

6 一枚
,

左上第二臼齿 3Π !6 一枚
。

描述 第三乳齿咬合面呈长方形
,

前窄后宽
,

第二
、

三齿脊间的齿谷的宽度收缩变窄
。

该乳齿有 8 上齿脊
,

前 四个齿脊已磨耗一部分 : 第二齿脊明显地分为内外两部分
,

中沟

明显 :后跟座小
。

该乳齿长 ς
%

4ς 厘米
,

宽 9
%

98 厘米
,

最后一个未磨耗的齿脊高为  
%

4 厘米
。

上第二臼齿基本完好
,

侧面视咬合面向下凸
。

第三齿谷间保留有一部分白奎质
。

第

9
、

8
、

ς
、

7 和 ; 齿谷间充满了白奎质
。

该臼齿有 ∃ < 4 十 ∴  < 4 个齿脊
,

前四个齿脊已有

磨耗
,

其余的皆未磨耗
,

前面齿脊未分为左右两部分
。

臼齿长   
%

7 厘米
,

宽
%

7 厘米
。

巨膜 3Π
) Ζ Κ , Κ − 2Ε Τ Γ 。“Ζ 。 : Η “Γ

6 3图版 0 , 8一 7 6

材料 完整的下前臼齿及臼齿共 7 枚
。

特征 牙齿个体较大
。

裴文中3 ς 8 6在研究我国华南第四纪哺乳动物群时
,

注意到了膜的大小变化
,

他认为

更新世初期
,

膜的牙齿尺寸较小
,

到了更新世中期它的尺寸特别大
,

到了更新世晚期
,

尺寸

又变小
,

与早更新世的膜相比较
,

萍乡的标本显然大得多
。

与高坪巨猿洞的中国膜比较
,

萍乡的膜也显得大一些
。

与万县盐井沟的巨膜比较
,

萍 乡的膜与之相近 3表 4 6
。

文 化 遗 物

石片一件3图版 0,

叭图 4 6
,

由硅质岩砾石打制而成
,

长
、

宽
、

厚为 ς
%

9
、

5
、

4
%

厘米 : 台

面是打击的
,

石片角为 ; 。 : 背面近端右侧有一个小疤
,

其余部分为原砾石面 : 破裂面不

甚平滑
,

打击泡
、

同心波都尚清晰 :半锥体因受石料质地影响不显著 :远端刃缘上若干剥落

碎屑痕迹
,

可能是经使用而产生的
。

这件具有人工性质的石片是 ; ; 年发掘找到的唯一

的一件石制品
。

廊%

产 一 ? 、 “
,

0
, ,

二
0

% ’
·

三夕少
昌盆奋山、 % ‘产

Υ Υ , <

图 4 硅质岩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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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和等 = 江西萍乡竹山园洞 的哺乳类化石和石制品

表 4 簇的牙齿测盆比较3单位 = 毫米 6

江西 萍乡竹山园洞

Π ) 君Κ Η Κ Σ2Ε Τ 了 Κ Τ Ζ Τ ‘Η “Γ

本文作者

湖 北建始巨猿洞

∗ Κ ΣΔΕ Τ ‘ Γ 2Λ 口粉 ‘2了

许春华等 , 7 9

四川万县盐井沟

Π ) Ζ Κ Η Κ Σ2Ε Τ ‘ Κ Τ Ζ Τ Γ Η Τ ‘

Ν # ∃ϑ ) Ε Η ) Η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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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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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关于竹山园洞大熊猫
、

剑齿象等动物化石的时代
,

最初肖一亭
、

彭云秋认为是更新世

中期
,

后来文本亨认为是更新世晚期
,

而陈万勇则认为时代较早
,

起码不会晚于更新世中

期 3与北京猿人同时代或稍早 63肖一亭等
, ; 7 6

。

本文作者根据动物化石中既无第三纪

的残余种类
,

又无早
、

中更新世的典型种类
,

而大多是中
、

晚更新世常见的
,

因而推测其时

代可能处于更新世中期到晚期之间
。

江西地区旧石器材料发现不多
,

六十年代在乐平涌山岩发现几件
,

其中一件有明显的

人工打击痕迹
,

被认为是属于更新世 中期3黄万波等
, ς 4 6或更新世晚期 3张森水

, ; 夕6

的文化遗物 : ; ; ? ; 年在安义发现 95 多件
,

其外貌与广西右江
、

湖南澄水
、

安徽水阳

江发现的旧石器相似
,

被认为是属于更新世晚期的遗物3李超荣等
,

6 : 再就是本文报

道的一件
。

这件石制品除了具有一些人工特征外
,

再无其他特征可与邻近地点的做比较
。

它的重要性在于为在萍乡地区继续寻找 旧石器材料提供了线索
。

本文承张杰同志照相
,

刘增同志绘制石片图
,

特此致谢
。

3一 年 Γ 月  5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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