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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清流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尤 玉 柱 董 兴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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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福建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出自地层的古人类化石
。

标本为晚期智人的一枚左下第

一臼齿
。

根据对化石产地的地质
、

地貌以及伴生哺乳动物化石种类的分析
,

表明其时代为晚更

新世晚期
。

、

化 石 的 发现

 ! 年 ∀ 月
,

由福建省博物馆和市
、

县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三明地区

工作时
,

该队洞穴组的范雪春等人在清流县沙芜乡河口村狐狸洞采集到一枚人类牙齿化

石和若干哺乳动物化石  8 。

同年  : 月
,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樵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一步

鉴定
,

确认这枚牙齿是晚期智人的下臼齿
。

其间
,

为了搞清楚化石的地层关系
,

由笔者组

成的野外考察组曾赴化石产地狐狸洞作实地考察与试掘幻 。

复查结果证明
;
人类化石系

出 自晚更新世灰黄色含细砾砂质土层中
。

试掘时又采集到包括巨摸在内的若干种哺乳动

物牙齿化石
,

为确定人类化石的时代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

根据伴生动物的种类和对地

层的详细观察
,

我们认为清流人类化石所在地层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晚期
。

鉴于化石产出的地点与层位的可靠
,

清流洞 口村狐狸洞发现的人类牙齿
,

可 以被确认

为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有地点
、

有层位的人类化石
。

由于这一重要发现
,

从而结束了福建

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

把福建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一万多年
。

现将清流狐狸洞地点的地层情况
、

伴生哺乳动物群及其时代
、

人类牙齿的形态分别记

述如下
。

&8 明溪县文化馆的张其宝和将乐县博物馆的李金生同往狐狸洞考察
。

: 8 三明市文化局
、

博物馆
,

永安市文化局
,
安砂镇政府

,

清流县县政府
、

文化局
、

文化馆
,

沙芜乡政府对此次考察给

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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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质地貌概况与时代

产出人类牙齿和哺乳动物化石的狐狸洞
,

位于清流县沙芜乡洞 口村的安砂水库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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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狐狸洞人类化石地点位置图

( ) & ∗+ & , − 沁. + / − ) & 0+ 1 2 , 3 &

▲ 化石地点 ! /+ 4 4 5 ∗ ∗+# , ∗5‘6 7

狐狸洞的洞 口朝南
,

高出邻近河床约

岸的陡崖上
,

其地理坐标为
8 东经 ∋ ∋9 “

∃:
, ;

北纬 < = ∃ ∃ <
‘

!图 ∋ 7
。

该地正处在武夷 山南

段的东延部分和砒瑙 山的交接区
,

山高林

密
,

地形陡峻
,

切割强烈
,

地层分布主要为

中生代的火山岩和二叠纪
、

三叠纪的石灰

岩系
。

据已有资料查明
,

福建西部和西南

部地区的洞穴比较发育
,

但主要见之于早

二叠世
、

晚二叠世和早三叠世的石灰岩系

中
。

前者鉴于石灰岩质地纯净
,

常常形成

大而深邃的溶洞 ; 而后两者因石灰岩多含

碎屑物质
,

故发育的溶洞往往较小而浅
。

狐

狸洞则形成于晚二叠世的泥质灰岩中
,

故

洞身稍小
。

> ∃ 米
,

比现在安砂水库水面高 :∃ 米
。

大约在这

一高度上
,

可见大小各异的溶洞群
。

狐狸洞穴深 ∋∃ 余米
,

洞内最宽 斗米 ;高不及 ? 米
,

略

呈一袋状
,

其内叉洞不甚发育
,

且小而浅
。

从整个洞穴观察
,

溶洞早已结束发育和沉积
。

全

新世及其以前的堆积物未曾将该洞完全填满
,

尚有大约 ∗一 < 米的空间
,

因此容易造成近

期的人工破坏
。

目前残存于洞内深处的堆积物
,

其分布面积约 ∋< 平方米
,

出露的剖面层

次清晰
,

自
≅

上至下可分为 = 层 !图 < 7 8

全新统

灰色粉土层
,

含有少量细砾或岩屑
,
层中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及尚未石化的人骨

。

厚

。  一 ! ∀ 米
。

在石灰华层面凹处堆积的厚度最厚为 。 # 米 ∃

一
不 整 合

一石灰华层
,

淡灰黄色
,
胶结较好

,

具孔隙
,

偶含岩块和角砾
。

厚 % &一。 # 米
。

一
不 整 合

—上更新统

∋ 灰黄色角砾层
,

角砾多由石灰岩组成
,

砾径大小不一
,

最大可达 。 ( 米
,

偶见隧石和火山岩碎

块
。
胶结物为粉

、

细砂和钙质
,

较坚硬
。

厚 % ) 米 ∃

∗ 灰黄色含细砾砂质土层
,

其中所含细砾通常不大于  厘米
,

磨圆度中等
,

砾石成份较杂
,

有石

灰岩
、

迷石
、

火山岩和石英岩等
。

常夹有灰黄色中
、

细砂透镜体
。

缓流层理发育
。
化石均产自

此层
。

厚 。 &一。 # 米 ∃

+ 灰黄色粉土
,

较疏松
,

层理清楚
,

相变较大
。

厚 。一% , 米 ∃

− 钙质角砾层
,

淡红黄色
,
角砾以石灰岩为主

,

次为火山岩碎屑
,
胶结不甚紧密

,

常见孔隙
。
未见

底
,

出露部分大于 !  米
。

从上述剖面的沉积特征分析
,

第− 层至第∋层显然属于流水作用的产物
,

层理产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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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福建清流洞 口村狐狸洞人类化石产地剖面示意图

, ≅ + 6 + % &% 』6 Α+ Β & # + + ΧΔ% Ε % Δ Χ≅ +

Φ%
Γ Η Β Ι +

# Α&Χ ; ϑ   89 二;
)

石灰华 7
Κ Β &Κ ·# ΑΕ , + Λ

89
)

角砾 7Μ
Λ“Κ Κ ΑΒ 8 9

色含细砾砂质土 76 Λ + Ν Α#卜Ν “&80% Ο # Β Ε Π

灰黄色粉土 76 Λ + Ν Α#≅
·Ν + &&% Ο “Α&Χ ∀ ϑ   8

Ν ∀ϑ   Ο Α‘≅ ΔΑΕ + 6 Λ Β Ι + &8 9 Θ ∀
)

砂

>
)

灰

7
# Β % Π 8 9

9 ?
)

哺乳动物化石 7Ρ Β Ρ Ρ Β &ΑΒ Ε Δ%# # Α&8 9

)

人类化石 7≅5 Ρ Β Ε Δ%# #Α&8

明这些沉积物是从北向南经叉洞搬运到洞 内的
。

另外从哺乳动物化石的埋藏和保存情况

看
,

可以确定狐狸洞非人类居址
,

而是异地埋藏的结果
。

安砂水库原属九龙溪上游的支流
,

两岸分布着第一级堆积阶地
,

高出河床约 米
,

现

部分已被水所淹没 9第二级阶地为侵蚀阶地
,

洞 口村则建于其上
。

狐狸洞中的堆积物可认

为是这一侵蚀期的形成物
,

从时代上看应视为相同
。

我国南方山地丘陵洞穴堆积物从 更新世早期起至全新世早
、

中期止其岩性具有 区域

的普遍性
,

不同时代的堆积物分别简称为
“

红色堆积气更新世早期 8
、 “
黄 色堆积

”

7更新世

中期 8
、“
灰黄色堆积

”
7更新世晚期8和

“
灰色堆积

”
7全新世早

、

中期 87尤玉柱
,  ! 8

。

从狐

狸洞中所见及的地层岩性与广西
、

广东
、

云南
、

江西等地的更新世晚期洞穴堆积物相比是

十分类似的
。

·

狐狸洞第三层灰黄色含细砾砂质土层为唯一的含化石层位
,

除出土一枚人类牙齿化

石外
,

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计有华南巨摸 7Σ
+
6Β

, Β/Α Λ。 。6 % Χ。 8
、

无颈鬃豪猪

7− Ν# Χ Λ ΑΓ ; “Μ Κ Λ Α# , Β , Β
8

、

啮齿类未定种 7.
% Π + Ε ΧΑΒ 8

、

熊 7Τ
Λ , 5 # #Υ

)

8
、

野猪7#
, ; , ‘ 9 % Δ。8

、

鹿

7Κ。四
; #/

)

8 等 ς 种
。

从这一动物群的面貌看
,

可初步认为是我国华南更新世晚期大熊

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分7黄万波
,  ! ? ! 8

,

尽管其中尚无大熊猫和剑齿象化石
,

但相信今后

对该地点较大规模的发掘可以获得证明
。

根据地质地貌的比较和动物群的分析
,

我们认为狐狸洞中的地层包括两个不同时代

的堆积物
,

即第− 层至第∋层为晚更新世晚期 ∃而第 层和第 层则属于全新世
。

两个不

同时代地层的分界线恰在石灰华层的下层面上
。

三
、

人类牙齿的描述

标本为一枚左下第一臼齿 .图版 %
。

该牙齿冠的近中远中径略长于颊舌径
,

近中远

中径 !% # 毫米
、

颊舌径 !%  毫米
,

均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内
,

现代人该牙的近中远中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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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空
,

形成一个
)

? Γ ∀
)

: 毫米之大的龋洞
,

而且达到牙本质部位
。

它 已不属早期阶段的

龋齿那种表面 出现小洞的形式
。

该牙的近 中面左半部虽有宽达 :
)

? 毫米的釉质缺失
,

但

它是后来的其它原因的破损
。

四
、

讨 论

很长时期 以来
,

福建省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寻找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
,

但是由于地处我国大陆东南隅
,

丘陵起伏
,

植被覆盖较厚
,

加上第四纪地层不甚发育
,

给旧

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带来困难
。  ! ? 年在东山县城关镇附近 采集到一件人类脓骨残段 化

石
,

经考证
,

其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
,

但标本可能来自东山附近海域
,

其具体

地点无法确定 8 。

福建清流狐狸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

是在福建省境内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地点和层

位的人类化石
,

根据狐狸洞内地层岩性 以及伴生的哺乳动物群
,

可以认为其地质时代为

晚更新世晚期
,

估计年代距今一万多年
。

目前
,

在狐狸洞虽只找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
,

材

料还少
,

但这一发现仍令人十分鼓舞
。

一方面
,
对该地点剩余堆积物的发掘

,

有可能找到

更多的人类化石
,

另一方面
,

它预示在清流一带或其它地区有可能找到新的旧石器时代地

点
。

我们认为
,

在福建境内寻找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 一

是着眼于分布有石灰岩的洞穴
,

考虑到该区新构造运动比较明显
,

因此此类洞穴需有一定

的高度
,

其中含有胶结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世堆积物 9二是着眼于闽南沿海的更新世洞外堆

积物
。

从旧石器地点和古人类分布情况来看
,

华南地区大约在北回归线至北纬 :ς
。

之间
,

西起云南
,

东抵台湾的这一范围内较为集中
,

而闽南是人类跨越海峡进入台湾的必经之

地
。

从近年来对福建省境内进行的文物普查和第四纪地层调查情况看来
,

目前已经掌握

了一些较有希望的线索
。

因此
,

可以说福建省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前景是十分良好的
。

本文承沈文龙绘图
,

张杰照相
,

特此致谢
。

7 ! ! 年 月 :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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