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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桂林酝皮岩洞穴古人类遗址的文化层堆积物和钙华板系统采样进 行 抱 粉 分析 研
,

分析了当时的植被演替和气候变化
、

古人类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层和钙华板形成的地质时究代

概 况

颤皮岩洞穴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漓江之西
、

岩溶峰林平原的一座孤山 —独山的西

南麓
,

距市中心约 公里
。

当地平原面高程 米
,

洞 口 相对高程 米
。

岩洞发育于泥

盆系融县组灰岩中
。

洞 口朝向南西
,

高 米
,

宽 米
,

向东北方向呈半弧形状 延 伸 约

多米
。

洞内文化层堆积东南侧厚
,

西北侧

薄
,

岩性为褐
、

棕褐
、

棕黄色砂质粘土
、

钙质

胶结
。

经考古发掘
,

获得了古人类和各种

动物骨骼
、

陶片
、

骨器
、

石料以及大量瓣鳃

类和腹足类动物化石
。

文化层之上覆盖着

厚约 一 厘米钙华板
,

致使下部文化层

中的遗骨
、

遗物保存得十分完好
,

成为我国

南方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
。

作者于 和 年在洞内文化层

堆积物的
、 、

探方坑即
、

和 地点以及钙华板即 地点分别采样

作抱粉分析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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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粉分析结果

经抱粉分析发现在 地点堆 积 物和

地点的钙华板剖面中富含抱粉
,

而在

图 洞穴及采样点平面分布示意图
洞穴平面图据翁金桃

,

,

灰岩 钙华板 文化层堆积 采

样点 文化层探方坑

和 地点的堆积物中含抱粉较少
,

而
一

且类型也较少
,

经初步鉴定共计有 斗个科
、

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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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现将各采样点剖面的抱粉组合特征分述如下

剖面

位于 探方坑北侧的崩塌层下
,

出露厚度 厘米
,

采样 块
,

样品含抱粉较少
,

总

数 粒
,

以旅类抱子为主 粒
,

其中凤尾蔽属 尸‘ , 粒和水龙骨科

粒
,

其他尚见有很少量凤
‘

蔽属 , 阴 、

里 白属 户 、

铁线

蔗科 和海金沙科
。

木本植物花粉以松属 , “ 占多

数
,

有 一 粒
。

柳属
、

桦属 刀 , 和栋属 “ 。 “ 等只个别出现
。

草本植物

花粉见寥属 夕 “ 。 和十字花科 各 粒
。

环纹藻
、

苔鲜 和菌类 抱子有少量出现
。

剖面

位于 探方坑东南侧坑壁
,

出露厚度 米
,

共采样 块
,

经抱粉鉴定剖面顶部 号

样含抱粉较多 粒
,

但成份单调
,

其余样品含抱粉均较少 一 粒
。

在剖面中
、

下

部以旅类抱子为主
,

其中又以凤尾藤属和水龙骨科 占多数
,

最多分别有 粒和 粒
,

其他

蔽类抱子有金粉蔽属 仰 ‘, 、

鳞盖旅属 印
、

石松属
,

户
、

卷

柏属 。沙 。 和里白属等个别出现
。

木本植物花粉以扁担杆属 份
。即 含量最

高 粒
,

主要集中于剖面顶部 号样
,

其他还见有松属
、

大戟科
、

血

桐属
、

山麻杆属 ,
·

、

木兰科
、

枫香属 王叮

、

枫杨属 ‘ 夕 、

山核桃属 夕 、

桦属
、

椽属 夕 “ 、

栋属
、

榆

属 。 、

朴属 和蔷薇科 等少量出现
。

草本植物花粉以山妈

蝗属 。 。口 “ 、 为主 粒
,

也主要集中于顶部 号样
,

其他还见有少量禾本 科
、

篙属 切 、

毛莫科
、

莎草科
、

寥

属 “ , 口 ”“ 和唇形科 等
。

环纹藻
、

苔醉和菌类抱子仍见少量出现
。

韶 剖面

位于 探方坑北侧坑壁
,

可见厚度 米
,

共采抱粉样 块 见图
,

每块样品均

富含抱粉
,

最多 粒
,

最少 粒
。

根据抱粉类型和含量在剖面纵向上的变化情况 自下

而上又可划分出两个抱粉组合带

第一抱粉组合带 一 号样

主要特征 抱粉组合中以旅类抱子为主
,

占抱粉总数的 一 并
,

木本植物

花粉居次
,

占 一 务
,

草本植物花粉占 一巧 外
。

木本植物花粉中
,

针叶植

物花粉含量较低
,

其中以松属占大多数
,

最高含量为 多
,

其他还有罗汉松属 尸口 。‘ 。

、

柏科 等少量出现
,

阔叶植物花粉含量较高
,

占木本花粉的 一

石并
,

以山核桃属
、

栋属
、

榆属
、

朴属
、

蜡瓣花属 , 和大戟科为主
,

其中尤以

山核桃属数量较多
,

占木本花粉的 一 关
。

其次尚有杨梅属 ‘ 。 、

棕桐科
、

木兰科
、

枫杨属
、

桦属
、

棒属
、

恺木属 , “ 、

鹅耳枷属 , , 、

枫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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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

水丝梨属 夕 、

棒属 友。 , 、

木犀属 阴 。 , “ 、

冬青属
、

苏铁属 夕 、

山矾属 。户
、

五加科
、

山黄皮属
。 、

马鞭草科
、

芸香科
、

马鞍树属 左
、

龙船花
属 口 。 和蔷薇科 等

。

草本植物花粉以禾本科为主
,

占草本花粉的

一 多
,

其次是篙属
、

菊科
、

毛蓖科
、

唇形科
、

寥科
、

十字花科
、

伞形科
、

胡椒属
、

豆科
、

苦芭苔科
、

金丝桃属 夕户 。。 、

尊麻属
、

爵床属
, 、

玄参科
、

葛蒲属 “ 等
。

水生植物花粉有狐尾

藻属 刃坛。 和紫萍庸 对 。 。 斗 蔗类植物抱子以凤尾旅属为主
,

占藤

类抱子的 一 务
,

其次是水龙骨科
、

铁线蔽科
、

金粉旅属
、

凤丫蔽属
、

里白属
、

金毛狗

属 “ 、

鳞盖旅属
、

卷柏属
、

石松属
、

秒锣科
、

海金沙科
、

蹄盖蔽科
、

金星蔗科 和膜旅科 等
。

有大量环纹藻
、

苔醉和菌类抱子出现
。

第二抱粉组合带 一 号样

主要特征 蔽类抱子仍居优势
,

占抱粉总数的 一 多
,

木本植物 花 粉 占

一
·

多
,

草本植物花粉占 一 务
。

木本植物花粉中
,

针叶树松属较上一
组合带增多

,

最高含量为 多
,

其他还见有油杉属 “斤。 、

罗汉松科

等少量出现
。

阔叶植物花粉有所减少
,

占木本花粉的 一 务
,

其中山核桃

属已 由 一 外 减少到 一 务
,

金缕梅科 和桦 科

也有所减少
、

榆科 。 、

木兰科和杨梅属 厂 ‘ 。 数量略增
,

其他花粉

如鹅耳柄属 “ 、

枫杨属
、

棕涧科
、

栋属
、

栗属
、

朴属
、

大

戟科
、

桑科
、

夹竹桃科
、

漆树科
、

械树属
、

卫矛科
、

冬青属
、

桃金娘科
、

无患子科
、

乌柏属 “ 。
、

山麻杆属 , 、

醉鱼草属 二 ‘ 和蔷薇科等

也比较多见
。

草本植物花粉仍以禾本科 为多
,

占草本花粉 的 一

多
,

其他有篙属 ‘ 、

苦芭苔科
、

豆科
、

唇

形科
、

毛莫科
、

伞形科
、

石竹科
、

首蒲属 和

爵床属 “ 等
。

水生植物花粉有睡莲属 , 。户
、

萍蓬草属 户
、

香

蒲属 了 。 和狐尾藻属 刃佃。 。

藤类抱子仍以凤尾旅属为主
,

占蔽类

抱子的 一 多
,

其余成份与上一组合带基本相似
。 , 仍有相当多的环纹藻

、

苔鲜

和菌类抱子出现
。

钙华板剖面

位于洞内东北侧
,

共采样 块
,

均富含抱粉
,

最多 粒
,

最少 粒 见图
。

主要特征 旅类抱子居优势
, ,

占抱粉总数的 一 多
,

木本植物花粉次之
,

占

一
·

多
,

草本植物花粉占 一 多
。

木本植物花粉中
,

针叶植物花粉沿剖面

自下而上逐渐增多
,

其中以松属为主
,

最高含量可达木本花粉的
,

其他见有柏科

和三尖杉 户 , , 等个别出现
。

阔叶植物花粉 占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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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地点剖面抱粉图式
一

剖面的岩性符号代表砂质粘土 , 一 为抱粉样品号

花粉的 一 多
,

较 剖面有所减少
,

以栋属
、

拷属 , , 、

栗属
、

木兰科
、

棕桐科
、

桑科‘大戟科
、

山麻杆属
、

芸香科
、

蔷薇科和糠科 花粉较多见
。

草

本植物花粉数量不多
,

都是常见的一些分子
,

如禾本科
、

唇形科
、

苦芭苔科
、

篙属
、

毛莫科
、

豆科
、

首蒲属和莎草科 等
。

水生植物花粉有睡莲属
、

水鳖科
。 和雨久花科

。

旅类抱子以水龙骨科和里 白属为主
,

分别占

剖剖面面

乳
一

一一一一书引引引
一一一日刹刹刹
一一一 屯
一一一

】】】

洲洲洲

牲牲牲牲书书书
卜卜卜一一多之之之

卜、、、
〔卜、

寒寒寒寒寒寒

能
。

翻
钓

木本 草本 截类

花粉 花粉 抱子

松属 栩邓 水龙骨科 里白属
力

图 地点剖面抱粉图
一

剖面的岩性符号代表钙华板 , 一 为抱粉样品号

截类抱子的 一 多 和 一 肠
,

其次是凤尾旅属
、

凤丫旅属
、

铁线旅科
、

金粉旅

属
、

鳞盖蔽属和垂穗石松 ‘口 佃。 。。二
。。 等

。

环纹藻有少量出现
,

苔醉和菌类

抱子已基本消失 图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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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古植被和古气候

根据上述几个剖面抱粉组合反映的植被特征
,

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的植被演替和气

候变化阶段

疏林植被阶段

见于 和 剖面所述
,

此时植被的主要成份是松属
、

栋属
、

枫杨属
、

枫香属
、

山核桃

属
、

榆属
、

朴属
、

柳属
、

木兰科和蔷薇科等针阔叶植物
,

但数量不多
,

可能零星分布在低山丘

陵和平原地
,

组成了疏林景观
。

喜温凉的棒属
、

桦属等落叶阔叶植物可能零星分布在较高

的一些 山地
,

在 山坡和平原有少量禾本科
、

篙属等草本植物生长
,

在 阴蔽潮湿处生长了凤

尾蔗属和水龙骨科 占多数的蔽类植物 以 剖面和 剖面中
、

下部出现的植被成分来

看
,

阔叶植物数量很少
,

而且多属温带落叶阔叶类型
,

如棒属
、

桦属
、

栋属
、

柳属
、

榆属
、

朴属

等
。

亚热带成分只见个别落叶阔叶植物 山核桃属和枫杨属
。

这些阔叶类植物在当前该区

野生植物中已不复存在
,

而 目前生长在该区的野生植物多属于一些亚热带
、

热带的落叶阔

叶和常绿阔叶类
。

这说明当时气温较今 日要稍偏低
。

而 剖面上部植被除含有上述一

些温带成分外
,

亚热带
、

热带成分增多了
,

如枫香属
、

枫杨属
、

山核桃属
、

木兰科
、

大戟科
、

血

桐属
、

山麻杆属
、

扁担杆属和山蚂蝗属等
。

反映的气温较 剖面和 剖面中
、

下部要高
。

该两地的
’

℃ 测年分别为 士 和 士 年
,

这进一步说明在全新世早期 该

区植被为疏林
,

气温较现今偏低的事实
。

阔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阶段

见 剖面两个抱粉组合带
。

阔叶植物在森林木本层中始终占优势
,

其中以胡桃科
、

山毛禅科
、

大戟科
、

榆科和金缕梅科 的

树种占主要
,

最高可达 多
,

棒属和桦属最高仅 占 多
,

以剖面底部出现较多
。

针叶

树松属在整个剖面上 占有一定数量
,

但以剖面上部为多
。

以抱粉类型看
,

无论在木本
、

草

本
,

乃至旅类植物中都含有相当数量的热带
、

亚热带成分
。

由此说明
,

该剖面形成时期
,

遗

址附近的植被面貌是以暖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的落叶阔叶和常绿阔叶植物为主
,

并掺人松

属等针叶植物组成的针阔叶混交林景观
,

此时遗址周围森林茂密
、

灌木丛生
,

藤本植物缠

绕于林间
,

林下阴湿
,

从而为蔽类植物
,

、

苔醉植物和菌类植物的大量繁殖提供了良好环境
。

在 山坡和林缘生长了各种生态的草本植物
,

水塘洼地生长了多种湿生和水生植物以及大

量喜温暖的环纹藻藻类植物
,

此时遗址附近呈现出一片草木繁茂
、

郁郁葱葱的宜人景色
,

气候暖热潮湿
,

反映了亚热带气候特征
。

在该剖面形成后期
,

植被成份发生了一些变化
,

即此时林中阔叶成份减少了
,

针叶树松增加了
,

可能预示着气候有变干的趋势
。

针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阶段

见于 时 钙华板剖面
。

此时植物成份已起变化
,

针叶植物松明显增多
,

阔叶植物无论

是数量还是类型都已明显减少
,

许多种属甚至完全消失
,

以阔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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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以针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所取代
。

此时林下蔗类植物仍较繁盛
,

但主要成

份已发生变化
,

曾在前一阶段 占重要位置的凤尾旅属和金粉蔽属 已退居次要地位
,

而代之

以水龙骨科和里 白属占居优势
,

一些热带
、

亚热带雨林成份如膜旅科
、

秒锣科
、

海金沙科
、

金毛狗属等已大大减少
二

有的甚至完全消失
。

山坡和林缘继续有多种生态的草本植物生

长
,

但 已不如前繁盛
,

水塘洼地仍有水生植物和环纹藻藻类植物生长
,

但环纹藻的数量已

较前大大减少
,

在前一阶段常见的苔醉和菌类植物此时已完全消失
。

说明这一时期的森

林远不如前期茂密
、

气候也不如前暖热潮湿
,

呈现变千的趋势
,

促使松属等比较适应干旱

条件生长的树种大量繁殖
,

而一些喜湿润气候条件的阔叶植物逐渐减少
,

当然后期人为的

砍伐破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由上述可见
,

颤皮岩从文化层堆积到钙华板形成这一过程
,

该区植被发生了明显的演

替变化
,

即由疏林
一
阔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

一
针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

。

相应

的气候变化是温湿偏凉
一
暖热潮湿

一
温暖稍干

。

四
、

地质时代讨论

甄皮岩遗址地处我国低纬度
、

低海拔地区
,

第四纪冰期气候相对来说影响较小
,

但据

作者对桂林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的抱粉分析结果看
,

在一定程度上该区仍然受到末次冰期

降温的影响
,

反映在这一时期针叶树松属大量出现
,

有时竟高达 多 以上
,

并有一定数量

的油杉属
、

铁杉属 乃“ 。 和桦科植物出现
,

云杉属 “ 。 、

冷杉属 。 也见少

量
,

与其比较
,

颤皮岩几个剖面的抱粉组合面貌则迥然不同
,

含有较多暖温带
、

亚热带和热

带成份
,

显示气侯比较温暖
,

具有冰后期的气候特征
。

如前所述
,

剖面和 剖面中
、

下部抱粉组合反映的古气候是一个较现今气温稍

低
,

但较该区晚更新世晚期的气温要高的气候环境
,

剖面上部抱粉组合显示的气温较

中
、

下部要高
,

但其植被成份仍显得比较单调
,

推测与中
、

下部是属于同一时期的先后堆

积
,

时代均属于早全新世
。

由蔽类抱子出现较多的特点看
,

该区气候显得比较湿润
,

这和

我国北方等地区全新世早期干凉气侯是有一些差异的
。

从 剖面采样点处测得陶片的

热发光年龄为 士 年 王维 达
, 斗 ,

螺 狮 壳 的
’‘

年 龄 为 士 年
、

士 年和 士 年
、

兽骨 士 ,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

即可证明其时代是属于早全新世
。

剖面无 “ 测年资料
,

但在该剖面附近测得螺狮壳

的 “ 年龄为 士 一 士 年
,

木炭 士 巧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编著
, 。

剖面的抱粉组合面貌与 和 剖面有较大差异
,

显然不是同一时

期形成的
,

其形成时间要晚于 和 剖面
,

该剖面尚缺乏具体的 “ 测年资料
,

但是
,

根

据 剖面抱粉组合面貌与近洞口 探方坑堆积物中的抱粉组合面貌完全一致
,

另外

从堆积物的颜色看
,

和 剖面为褐一棕褐色
,

胎 剖面为棕黄色
,

与 探方坑堆积

物颜色相似
,

两地相距仅约 斗 米
,

因此它们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
,

而近洞 口 堆积物的形

成时间较 和 剖面要晚 图
,

推测 剖面的形成时代应属于早全新世晚期一中全

新世早期
,

从 探方坑内测得陶片的热发光年龄为 士 一 士 年 王维达
,

可以说朋。 剖面之上的堆积物已被挖掉
,

故缺乏反映这一阶段古植被和古气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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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了丫丫万

匡目 嗓翔 仁三国

图 斗 文化层和钙华板形成理想剖面图

灰岩 钙华板 文化层堆积

的资料
。

叭 钙华板剖面抱粉组合显示的古气候较 剖面稍干
,

而且剖面上部抱粉组合

与平原区表层土抱粉组合很相似
,

二者均是以松属
、

水龙骨科和里 白属 占优势
,

阔叶植物

较少为特征的抱粉组合 据作者对桂林平原地区表层土的抱粉分析资料
,

因此
,

钙华板的

形成时代应属中全新世晚期一晚全新世
。

从钙华板的
‘
℃测年为 土 一 士

年
,

因“ 死碳 ”影响
,

实际年龄要比该测年小 一 千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实

验室
、

北京大学 “ 实验室
,

即 可证明
。

由此可见
,

颤皮岩从文化层堆积到钙华板形成
,

整个过程是经历了全新世早
、

中
、

晚三

个漫长地质历史阶段
。

综上分析可见
,

全新世早期该洞穴即为古人穴居生活的重要场所
,

虽然几遭洪水漫

灌
,

但只形成部分堆积
,

古人仍可在内继续生活居住
,

到了早全新世晚期和中全新世早期
,

由于当时气候变得暖热潮湿
,

雨量充沛
,

特大洪水时有发生
,

从而造成洞穴大量堆积
,

以致

最后将洞穴完全堵塞
,

原穴居在洞内的古人只好迁徙他地而留下这个至今保存完好的历

史遗址
。

甄皮岩陈列馆李志伟等同志和桂林市园林管理局熊松同志在抱粉采样和为本文提供

资料方面给予了大力帮助
,

在此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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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属 泣 泽属 左。 , , 。 榆属 、 ,‘

枫杨属 , ·

胡桃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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