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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直立人 中更新世

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山东省沂源县骑子鞍山出土的一件人类头盖骨残片和七枚牙齿化石
。

它们的

形态特征与北京猿人相似 ,

在分类系统上应属直立人 , 与人类化石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性质与

周 口 店动物群相同
,

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 。

年 月山东省沂源县文物普查小组 在土门镇骑子鞍山的一处裂隙堆积中发现

了一件人类头盖骨残片和一些动物化石
。

同年
‘

月山东省文化局组织的发掘队幻在该处

发掘
,

并对附近的两处堆积物进行了清理
,

分别编号为第一
、

二
、

三地点
。

这次工作获得猿

人牙齿 枚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

年 , 月山东省文化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
,

再次进行发掘
。

这次工作除继

续发掘第一
、

二
、

三地点以外
,

还新开了第四一八地点
。

除获得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进一

步弄清地层堆积以外
,

还在第三地点又发现了两枚猿人牙齿化石
。

、

在发掘期间
,

省
、

地区各级领导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

县文化局和五五零四部队给予

具体帮助
。

头盖骨残片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夏墓少口李功卓同 志

复原
。

张银运同志热心地提供有关人类化石的参考标本
。

北京大学考古系吕文渊同志拍

摄标本
,

马洪藻同志绘制沂源猿人化石产地位置图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地层堆积和时代

北是骑子鞍山位于山东省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村西北约 公里处 图
,

东经 ’
,

纬
” ’

。

山体由奥陶纪石灰岩构成
,

岩层向北西方向倾斜
。

倾角在 “
一

“

之间
,

参加工作的同志有沂源县图
一

书馆的张文明
、

杨雷
、

柴向荣和徐淑彬等
。

发掘队由山东省考古所吴文祺 , 省博物馆孟振亚
、

冀丹红和沂源县图书馆张文明
、

杨雷
、

徐淑彬等同志组成
。

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吕遵愕
、

李平生
、

黄蕴平
、
学生夏竞峰

、

水涛
、

关学军 山东省博物馆

孟振亚
、

张生 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奕丰实
。



人 类 学 学 报

一平缓的单斜低山
,

海拔 米
。

茨峪河在山的东面流人膛螂河
,

向东南注入沂水
。

发

现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的第一
、

第二和第三地点位于骑子鞍山的东山根
,

高出茨峪河床

一 米的公路西侧
,

分布在 米长的距离之内
。

这三个地点的原始地貌由于修筑公

路已被破坏
,

堆积物向东延伸并压在公路之下
。

六淄博

蛇

河

玉库 坷

图 沂源猿人化石产地位置示意图

第一地点 现存的洞口 是修路取石开出的
,

高
· 、

宽 一 米
。

堆积向西和向北延

伸
。

整个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 , 层 图
, 。

褐色粉砂质粘土
,

质地疏松
,

厚 ,一 米
。

棕红色粘土
,

胶结坚硬
,

含少量不规则状的钙质结核
,

厚 一 。 米
。

红褐色粉砂质粘土
,

致密坚硬
。

含人类头盖骨
,

枚牙齿化石
·

和
·

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厚 巧一 米
。

棕红色粉砂质粘土
,

含石灰岩角砾
、

石英块和火成岩碎块
,

顶部有一厚 厘米的钙

板层
,

含有少量哺乳动物化石
。

厚 一 米
。

, 杂色粗砂层
。

上部为黑褐色砂层
,

含有少量的砾石和零星的哺乳动物化石
,

中部
有一薄层钙板

,

其下为棕红色砂层
,

含大量的砾石
,

磨圆度较好
。

岩性有花岗岩
、

石英及火

成岩
。

整个砂层向南倾斜
,

层理清晰
。

出露厚度 一 米
。

第二地点在第一地点南 米处
,

其堆积情况和第一地点相似
,

哺乳动物化石也产 良

棕红色砂质粘土和红褐色砂质粘土中
。

第三地点位于第二地点南 米
,

是一个南北长 米
,

东西宽 一 米的裂隙
。

堆积 自上而下分为 层 图
, 。

,

褐色粉砂质粘土
,

疏松
,

厚 巧一 米
。

棕黄色粘土
,

坚硬
,

内含细小的金色云母碎屑
,

厚 一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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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第一
、

三地点剖面图

。

第一地点剖面图 第三地点剖面图

’

棕褐色砂质粘土
,

胶结较紧
,

含少量结核和角砾及锰斑
。

出土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

石和 枚人类牙齿化石
、 、 乏 、 、

和
,

厚

米
。

棕色粘土层
。

质细
,

含云母碎屑和少量动物化石
,

厚 米
。

褐黄色砂土
,

含结核和粗砂
,

以石英砂粒为主
,

磨圆度很差
。

该层与裂隙西壁胶结

在一起
,

极坚硬
,

出露厚度 米
。

第一
、

二
、

三地点堆积的岩性特征一致
,

层位可以对 比
,

只是各地点层位的厚度和颜色

稍有差异
。

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都出在红褐色一棕红色砂质粘土层中
。

动物的种属

也相同
。

因而它们应属同一时期的堆积
。

这三个地点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保存均不好 。 以单个牙齿为主
,

还有一些残破的上

下领骨和大量的肢骨残块
。

动物的种属有 硕称猴 。‘ 。‘ 。 口 , 。
、

大河狸
、 。

, , , 二 , 、

棕熊
、

黑熊 , 、

鼠狗 , 、

变异狼 。 , 。 , 。 、

虎 。 , 。 梅氏犀 , 了 及
、

三门

马 叮“ , , 、

李氏野猪 及互。 、

肿骨鹿
、 , 户 ,

“ 、

斑鹿 , 和牛 丑。 , , 等 种 图版
,

一
。

其中材料比较

丰富和重要的种属有棕熊
、

三门马
、

李氏野猪和肺骨鹿
。

棕熊 一件保存较好的左侧下领骨和 枚单个牙齿
。

下领骨的测量数据与周 口 店

第 地点的棕熊相似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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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棕熊下领骨测 与比较 单位 毫米

测 量 项 目 沂 源 标 本 周口店第 地点
,

‘
前下领高

后下领高

一 , 长
‘ 长 宽

长 宽

长 宽

长 宽

。

。

。

· ·

一
·

。

三门马 单个颊齿 枚和一枚左下门齿
,

一件保存较完整的右侧掌骨
。

下颊齿双叶

均呈圆环形
,

属于古马型
,

其特征和大小均在周 口 店第 地点三门马的变异范围之内 表
。

农 三门马下颊齿测 与比较 单位 毫米

介介嗬嗬
第二前臼齿齿 第一日齿齿 第三臼齿齿

长长长长 宽宽 长长 宽宽 长 ,, 宽宽

沂沂 源源 斗斗
。 。

略 一 一

周周口 店第 地点点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刘后一 , 呼

· ·

斗
· ·

表 李氏野猪上第三臼齿长度统计比较 单位 毫米

烹黔
地 “

刀“ 川 卜、嘱

沂 源 周口 店第 地点
,

统计数据

极差

平均值 又

标准差

·

一
。

。

一
·

。

表 肿骨鹿下领骨的测 与比较 单位 毫米

淤淤淤
沂 源源 周口 店第 地点

,

三
。

, 中叶处舌舌
。 。

呼
。 。

斗
。 。

侧侧下领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中叶处下下 夕
。

幸
。 。 。

呼
。

领领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

厚厚度指数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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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野猪 两件残破的下领骨和 余枚单个牙齿
。

其中有 枚上第三臼齿
。 它们

的尺寸较大
,

其长度大于周 口 店第一地点李氏野猪同类牙齿的平均值 表
。

肿骨鹿 件残鹿角片和上
、

下颇残块 件
。

角片均属主枝的残断部分
。

下颇骨在

第三臼齿处横断面几乎为圆形
,

其测量数据均可与周 口 店第 地点的肿骨鹿比较 表
。

沂源动物群的性质与华北周 口 店动物群十分相似
, 二者均有相同的种属

,

而且上述一

些典型种属的特征与测量数据都可以进行对比
。

因此
,

沂源动物群的时代与周 口店动物

群相当
,

属于中更新世
。

二
、

人 类 化 石

人类化石计有头骨残片一块
,

额骨眶上部两块和牙齿七颗
。

头骨残片发现于第一地

点
,

额骨眶上部是从第一地点采集的碎骨中捡出来的
,

牙齿是两次发掘所得
,

分别出于第

一和第三地点
。

头盖骨残片

头盖骨残片
,

工 发现时已被挤压变形
,

部分骨骼的表面骨质剥落
。

化石

呈浅棕黄色
,

局部有铁锰的浸染
。

头盖骨残片包括大部分左右侧顶骨和小部分额骨和枕骨
,

复原成一个不完整的头盖

部分 图版
, 。

颅盖内面骨面平滑
,

骨缝全都愈合
。

因矢状缝处骨骼破损
,

不见矢状沟 ‘“

’’
,

骨面上与脑回
、

脑 沟相对应的压迹和脑膜动脉及其分支的压迹都不清晰
,

仅在

左侧顶骨后部可见脑膜中动脉后支 顶支 压迹一段
。

颅盖外面冠状缝简单
,

有愈合的趋势。 矢状缝只保存和人字缝相接的一小段
,

缝线也

较简单
。

人字缝清晰较复杂 图版
, 。

由骨缝愈合的程度看
,

该头骨应代表一成年个

体
。

由于部分骨骼残缺和骨表面剥落
,

矢状岭不明显
,

只是在前囱点前后处可略见一小段

暗状隆起
。

顶骨两侧颗线不明显 。 骨壁较厚
,

前冈点处厚 毫米
,

接近北京猿人的上限值

一 毫米
, ,

大于许家窑人 号顶骨
·

毫米 吴茂霖等
,

。 和马坝人 毫米 吴汝康等
, 。

左侧星点附近厚 毫米
,

和北京猿人头骨

片同一部位相近

额骨眶上部 一 左右侧各一块
。

是左侧的
,

保存了

几乎完整的眶上圆枕和蝶骨大翼前上方的颗窝一部分 图版
, 。

眶上圆枕内侧由与

眶内壁相接处向眉间斜着断缺
,

外侧尚见颧突之粗糙面 。

此段长度为 毫米
,

稍大子北

京猿人一号头盖骨 同一部位 毫米之距离
。

眶上圆枕十分发育
,

其左右宽度和上下厚度都大
,

近眉间部的上缘略向下弯
,

有左右

相连的趋势
。

内侧段厚 毫米
,

中段厚 毫米
,

外侧段厚 毫米 表 , 。

由表 可看出沂源标本左侧眶上圆枕厚度接近北京猿人的平均厚度
,

和北京猿人

据北京猿人模型测量 , 其前自点厚 一 。难米 , 星点附近厚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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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沂源猿人
、

北京猿人
、

和县猿人 眶上回枕厚度比较表 单位 毫米

右 眶 左 眶

外侧段 中 段 内侧段 内侧段 中 段 外侧段

目,呢矛︺,

⋯
户内乙‘︸‘,‘‘且,山,几,几,且沂源猿人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

和县猿人

和县猿人

一

。

。

。

。

改

。

‘

’

。

。

。

北京猿人数据由模型测量所得
。

和县猿人 。 数据依吴汝康等 , 。

和县猿人 数据依吴

茂霖等 , 一,
。

号头盖骨标本更为相近
。

和县猿人 标本眶上圆枕是外侧段较薄
,

内侧段最厚
,

而

沂源猿人的却正相反是内侧段较薄
,

外侧段最厚
。

北京猿人则是两者都存在
。

沂源标本不

见眶上孔
,

而是眶上切迹
,

和北京猿人与和县猿人相同
。

由保存的部分额骨观察额骨似不

很隆起而显得较低平
。

眉峭上 沟明显
,

近北京猿人而远于和县猿人
,

更不同于爪哇猿人

记 , 。

眶后区虽有缺失
,

但可略见眶后收缩程度接近于北京猿人
,

或介

于北京猿人和和县猿人之间
,

远比大荔人明显 吴新智
, 。‘

由保存的部分眶上壁看
,

其弧度较缓
,

因而显得眶上壁向上至眉峭上沟的距离较大
,

厚 毫米
,

和北京猿人同一部位的厚度相同或相近
,

而和县猿人这一部位的厚度为 毫

米
,

这种差异是由于和县猿人眉晴上沟较浅所致
。

表 沂源猿人牙齿测 表 单位 毫米

标标 本 编 号号

齿齿 冠冠 长长
· · ·

。
· · ·

宽宽宽宽
。 。 。 。

。 。 。 。 。

斗
。 。

高高高高 颊面面
。 。 。 。 。

舌舌舌舌面面
。 。 。 。 。 。 。

齿齿 根根 长长
。 。 。

宽宽宽宽
。 。 。

高高高高 颊侧侧侧
。 。

舌舌舌舌侧侧侧
。 。

齿齿 颈颈 长
’’ , 。 。 。 。 。

宽宽宽宽
。 。 。 。 。

近近中面面
。

斗斗
。 。

远远中面面
· 。 。 。

为了对比的方便 , 本文采用 和 两种测量方法
。

括号内为后一种方法测量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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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 毫米 比较
,

除齿冠长度稍小些以外
,

齿冠宽度和齿根的尺寸都比浙川的标本为

大 吴汝康等
, 。

由标本的形态和尺寸考虑 应属直立人范畴
。

右上第一前臼齿 图
,

图版
, 。

除舌面根稍残以外
,

其它部分

保存完好
。

齿冠和齿根都大而粗壮
,

齿冠宽度远大于长度
。

咬合面纹脊清晰
,

纵沟明显
,

颊尖比舌尖稍大且高
。

纵沟未到达近中面和远中面
,

而是和起 自近颊角和远颊角的发育

沟相连
,

使颊侧部分的两条侧晴组成一个翼状面
,

因此不见近中沟和远中沟
。

这个特征和

北京猿人 号标本一致
, 。

颊尖的主峭明显
,

其中轴线将主峭分成
前后两个三角形的近颊斜坡和远颊斜坡

。

主晴延至纵沟而止并分离出四条副晴
。

颊尖的

近颊角和远颊角各自向近中和远中方向延伸
,

主晴的顶端强烈向颊侧突出
。

因此 从咬合

面看颊尖不象现代人那样为圆弧形
,

而呈折角形
。

舌尖圆钝
,

其位置微偏于近中侧
。

舌尖的主岭因磨耗较平
,

故近舌和远舌两个斜坡不

明显 。 主晴延到纵沟处分离出兰条副晴并与颊尖的四条副靖相接
。

边缘岭厚且明显
。

近

颊角较远颊角靠近牙休的长轴
,

由此可以准确地确定该牙齿的位置
。

在显微镜下观察
,

咬合面上有许多大小不等
,

深浅各异的不同形状的小坑和沟
,

尤其

是颊
、

舌两尖的尖部和远颊缘峭处
,

坑沟更为明显
,

显然是和粗糙食物有关
。

齿冠的颊面较舌面稍宽
。

颊面釉质向上延伸的范围大于舌面
。

颈缘基部处突起扩展

成一明显的三角形隆起
,

其尖端与颊尖并为一体
。

隆起的两侧各有一浅沟
,

前沟比后沟明

显
。

两沟皆以侧岭为界
,

两靖下延分别组成近中颊角和远中颊角
。

但前晴较后晴明显
。

在

齿冠基部 毫米处有一和颈缘平行微弱的晴
,

因此显得齿冠基部特别隆起
。

三角形隆起

和侧晴应为齿带的遗迹
。

齿冠舌面成球形隆起
,

表面圆滑
。

在颈缘 向下 毫米处和颈缘平行也有一微弱的

棱晴
,

该晴至近中和远中面消失
。

近中面不平
,

齿冠基部凹陷和齿根的近中长形凹相沟通
。

牙颈曲度明显
,

为 毫米
,

相 当于现代人中等类型 王惠芸
, 。

接触面 由近颊角向舌侧根倾斜
,

呈长椭圆形
,

长

毫米
,

宽 毫米
。

接触面中部低凹
,

说明该个体的右上犬齿的远中面较圆突
。

远中面较平
,

牙颈曲度和近中面相同
。

接触面呈椭圆形
,

由远颊角向舌侧根倾斜
,

长
,

、

宽 毫米
。

接触面平整
,

说明该个体的右上第二前臼齿的近中面也是平的
。

齿根大而粗壮 ,在根的中间处分出颊
、

舌侧根各一个
。

颊侧根保存完整
、

粗壮而直
,

根

尖向舌侧收缩
。

中部横断面呈圆角矩形
,

在近中面和舌侧面各有一顺齿根长轴的纵沟
。

这
两条纵沟是颊侧根由两个变为一个的遗迹

,

这种特征和北京猿人 号标本相似
, , 。

舌侧根较颊侧根稍细弱
,

在发掘前已由根尖 处断缺
。

横断面在颊舌方向呈椭圆

形 根径分别为 和 毫米
,

齿根的断面可见直径不足 毫米的圆形根管孔
。

由保存

的齿根观察
,

齿根向舌侧倾斜
,

但其根尖是否向颊侧收缩
,

因该部残缺不能得知
。

左上第一前臼齿
·

图
,

图版
, 。

齿冠保存完整
,

齿根在发

掘前即残缺
。

齿冠的特征和上述的右上第一前臼齿
,

除颊
、

舌尖上副峭稍有区别外
,

其余

类人猿的上第一前臼齿的齿根通常有三个 , 颊侧两个 , 舌侧一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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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都很一致
。

它的颊尖和舌尖的主蜡各分离出四条副蜡
,

在纵沟处彼此相交
。

近颊角

处的颊面釉质大部分被腐蚀而剥落
。

从保存的齿根看
,

其特征和右上第一前臼齿也十分

一致
。

左上第一前臼齿的特征
,

无论在齿冠的大小
,

咬合面的形状和其细部特征
、

磨耗程度

还是在齿根所保留的特征以及整个牙齿石化的程度和颜色
,

都和上述的右上第一前臼齿

一致
,

因此它们应该是属于同一个个仁肠

左上第二前臼齿 图
,

图版
, 。

齿冠保存完好
,

齿根缺失 。

牙齿的尺寸较左上第一前臼齿 为大
,

从咬合面看
,

颊舌径远大于近中远中

径
,

略呈圆角长方形
。

咬合面特征和左上第一前臼齿基本相同
,

有差异的是颊尖主晴较
窄

, 向纵沟延伸分离出两个明显的副晴
。

纵沟较短
,

远没有达到远
、

近胎缘岭
。

舌尖较平

圆
,

主婿分离出四条副蜡
。

颊面的三角隆起不及左上第一前臼齿明显
,

但基部十分圆突
。

近颊角处的颊面釉质

也有部分被腐蚀成皱纹状
。

舌面圆隆光滑
,

以齿冠颈 和齿冠中 相交处最为圆钝
,

由此向下至舌尖处逐渐收缩 。

近中面和远中面都是平的
,

和上第一前臼齿近中面是凹的不 同
。

近中
、

远中面上的

接触面底部也是平的
,

两个接触面的下缘都达到咬合面
。

齿颈线曲度不如第一前臼齿大
。

颊侧根由齿冠基部断掉
,

舌侧根尚保留了颈部
。

横断面呈扁椭圆形
。

两个齿根的齿

腔相连通
,

呈扁椭圆形
,

其颊舌径 毫米
,

近中远中径近 毫米
。

左上第二前臼齿的大小
、

牙齿特征
、

磨耗程度及石化程度和颜色
,

和上述的右上第一

前臼齿 和左上第一前臼齿 都很一致
。

而且左上第一前臼齿

的远中面与左上第二前臼齿的近中面之接触面也很吻合
,

故可以认为同属于一个个休 。

左上第二前臼齿
‘

图
,

图版
, 。

保存完整
,

只是磨耗较重
,

咬合面已平
,

但纹理约略可见
,

其特征和 一致
。

齿冠边缘磨耗
,

釉质洁白环绕

齿冠一周
,

厚 一 毫米
。

齿颈处稍收缩
,

但收缩程度不及第一前臼齿
。

齿颈线曲度很

小
,

近中面几乎是水平的
。

远中面的长形下 凹较近中面深
。

齿根一个
,

由颊舌双根融合而成
,

系双根管
,

较扁
,

在齿根处分叉
,

颊侧根比舌侧根稍

长并向舌侧收缩
。

从颊面和舌面观
,

齿根中部向远中侧弯曲
。

据 。 。一

止 对人类牙齿演化的比较分析
,

他认为 自南方古猿到智人在更新世

时前臼齿和臼齿的尺寸一直在减少
,

而尼人的牙齿则居中等大小 。
沂源标本齿冠的尺寸

和北京猿人 齿冠长 一
、

宽 一 毫米
,

接近而大于智人
,

更大于现代人 齿冠长 一
、

宽 一 毫米 王惠芸
, 。

据形态判断
,

其特征

也和北京猿人相似而较智人复杂 。 现代人这枚牙齿变小
,

咬合面光滑
,

纹理简单
,

副峭消

失
,

无齿带
。

齿根由基部到尖端逐渐缩小
,

远没有沂源标本的粗大宽阔
。

因此
,

这枚前臼

齿在尺寸和形态细节上都具有猿人的特征 。

上臼齿 图
,

图版
, 。

齿冠保存完整
,

齿根只有舌侧枝的一

部分
,

颊侧枝已断失
。

齿冠宽大于长 长
、

宽 毫米
,

有一定程度的磨耗
,

各齿尖间的沟晴清晰
。

由

于前尖向近中和颊侧方向强烈隆突
,

故咬合面呈斜方形
,

而不是长方形 ” ,

可与北京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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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郧县 标本对比
。

前尖和原尖比后尖和次尖稍高
,

以原尖为

最大
,

后尖次之
,

前尖稍小于后尖
,

次尖最小
,

和北京猿人及郧县标本一致
。

咬合面上的颊
、

舌侧峭和近中
、

远中晴清楚
。

前尖和后尖以颊侧 沟相隔
,

该沟通过颊

侧峭达颊面中部而止 次尖以远舌沟
、

斜沟和后尖及原尖相分
。

舌侧沟很短
,

未越过舌侧

峭
。

除次尖以外
,

其它齿尖的晴均可见
。

由于前尖和后尖磨耗较轻
,

故两齿尖上的峭尤为

明显
。

后尖的主晴和原尖的远中侧婿斜着相连组成较发达的斜峭
。

从颊面看
,

前尖比后尖强烈突出
,

两尖以浅的颊沟为界
。

颊沟起 自咬合面上延达齿冠

的中部即止
。

这种情况和南方古猿
、

北京猿人
、 、

及郧县的

标本相同
,

而和浙川 , 不同
。

据研究 昊汝康等
,

朋 浙川标本的颊沟由

齿颈线延达至咬合面
,

后尖的颊面前部即在颊沟远中方向 一 毫米处有一稍弯曲的浅

构
,

两沟 ’呈微曲的晴状隆起
。

据 描述
,

在北京猿人 。 标本右

上第二臼齿的颊面也有这种构造
,

把它看成是齿带的指示物
。

在颊面和近

中面相交处
,

平齐于咬合面突出一小棱尖
,

很象上述的前臼齿同一部位的构造
,

因而使近

中颊角尖锐
。

郧县 标本也有这种特征
。

前尖颊面近齿冠基部处
,

有齿带的遗迹
,

但由于这个部位的釉质被腐蚀
,

齿带不很清楚
。

颊面釉质的中部向齿根延伸呈中间突出

的弧形
,

和浙川 标本相近
。

舌面圆钝光滑
,

不见舌沟和北京猿人相同而不 同于郧县 标本
。

近中面微凹
,

远中面圆突
,

与南方古猿
、

有的北京猿人以及浙川的标本相似
。

齿根只保留舌侧枝
,

从保留的部分看它明显地向舌侧倾斜
。

根据牙齿大小
,

形态特征和咬合面磨损程度以及化石色质观察
,

这颗牙齿和

创从 以及 诸前臼齿似为同一个体
。

沂源 标本尺寸近于浙川 和 长
、

宽 毫米和长
、

宽 毫米
,

吴汝康等
, ,

和爪哇猿人的平均数 〔长 一 毫米
、

宽

一 毫米
, , ,

大于长阳人 长 一 、

宽 毫米 贾兰

坡
,

和尼人的平均值 长
、

宽 毫米
, , ,

更大于现代中国人

工长 一 毫米
、

宽 一 毫米 王惠芸办 。

沂源上第一臼齿的形态特征和郧县
、

浙川
、

和县的标本都有不 同程度的相似
,

但更多

的特征和北京猿人更为接近
,

甚至于有的标本完全可以对比
。

和尼人同一颗牙齿相比
,

无

论在尺寸上或形态特征上都有明显的区别
。

因而
,

沂源 标本可归人北京猿

人系统
。

下臼齿 右侧第一或第二臼齿
,

齿冠完整
,

齿根只保存近中面颈的一部分

图
,

图版
,

咬合面磨耗较重
,

下原尖
、

下后尖的一部分和近中峭大部暴露出齿质并连成片
。

咬合

面较平
,

纹理尚可见
。

齿冠长 毫米
、

宽 毫米
,

呈方形
。

认为

北京猿人方形的小型臼齿可能属于女性个体
,

沂源标本尺寸较小
,

可与北京猿人

记 认为北京猿人的上臼齿有两种形状 , 即长方形和斜方形
。

前者的两个转角稍直 , 舌侧则为圆

角 后者前尖向近中和颊侧方向强烈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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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冠长 毫米
、

宽 毫米
,

可能也是一女性
,

代表另外一个体
。

齿尖共 个
,

各尖排列 比较清楚
,

以下后尖最大
,

依次为下原尖
、

下次尖
、

下内尖和下

次小尖
。

这种情况和北京猿人 下内尖大于下次尖 和和县 各尖大小近似 都

不相同
。

咬合面较平
,

但能看出下后尖和下内尖分别稍高于下原尖和下次尖
。

三角座

和跟座 长宽约相等
,

和北京猿人及和县 标本三角座的宽

度和长度明显大于跟座不同
,

而与和县
、

浙川 标本相同
。

由于下原尖
、

下

后尖和近中岭都部分磨耗齿质点相连
,

故三角区不明显
。

颊面的釉质较舌面的厚
,

和北京猿人同
。

颊面圆隆
。

下原尖和下次尖齿尖明显向舌

侧收缩
,

显得靠颈缘处尤为 圆隆
。

’

在颊面与远中面接合处
,

于齿冠中部突出一小的棱晴直

达咬合面构成下次小尖的一部分
。

由于中央点隙偏向舌侧和小棱峭的存在
,

故显得下次

小尖较大
。

在颊沟与 远颊沟中间近基部
,

有一横的棱峭
,

是齿带遗痕
。

舌面较平直
,

无舌沟
,

和北京猿人不 同
。

由下内尖基部起
,

有一弱的横晴向近中方向

延伸到下后尖基部转而向上与下后尖合并
,

故齿带不甚发育
。

近中面的接触面大而深
,

已进人三角区
,

远中面较平
。

齿根虽大部断失
,

但从保留的部分看
,

近侧根的颈部明显向远中方向倾斜
。

颈部齿根

不收缩
,

即冠和根粗大程度一致
,

和 描述的第 种类型相似
。

沂源猿人的眶上圆枕粗厚程度和形态特征以及眉晴上沟的形状和内侧段最薄
,

外侧

段最厚等特征看
,

沂源猿人与和县猿人有明显差异
,

而和北京猿人十分相近
,

似乎暗示着

沂源猿人和北京猿人有较密切的关系
。

全部牙齿的形态特征都和北京猿人相似和相同
。

在尺寸上
,

沂源猿人的前臼齿和上

第一臼齿的宽度远大于其长度
。

这种情况
,

在我国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中是很少见的
。

中国医科大学 口 腔医学院的张裕珠教授对沂源猿人的牙齿进行了病理学的研究
。

认

为全部牙齿都很健壮
,

没有发现龋齿和其病灶的存在
。

这种情况和国内已发现的旧石器

时代的人类牙齿化石
,

除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安图人 姜鹏
,

以外
,

都不见龋齿的病理

性状相同
,

其原因与少吃含淀粉食物有关
。

对全部沂源人化石材料的分析研究
,

认为他和北京猿人的关系较为密切
。

尽管我们

把他称为“沂源猿人 ” ,

但不具有系统分类上亚种的含义
。

四
、

结 论

沂源县骑子鞍山产人化石的第一
、

二
、

三地点堆积物的岩性特征可同华北中更新世

的离石黄土对比。与人化石伴生的哺乳动物种属多是华北周 口 店动物群的成员
。

因而沂源

猿人的地质时代应属中更新世
。

沂源动物群代表温暖湿润的气侯和森林
一草原 的 环 境

,

对于研究华北动物群的分布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

沂源猿人全部化石材料包括一块头盖骨残片
、

两块额骨眶上部和 颗牙齿
。

他们

代表了至少两个成年个体
。

沂源猿人的头盖骨残片 包括额骨眶上部 和牙齿的形态具有直立人的很 多典型特

征
,

在分类上可归属直立人 口 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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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的标本和直立人比较
,

在形态上和北京猿人很相似
,

其系统地位应和北京猿人相

当 。 因此
,

目前没有必要给沂源猿人另立一新的亚种
。

鲁中南是多山地区
,

灰岩发育
,

洞穴很多
,

是远古人类生活的好地方
,

沂源猿人的发

现为在这一地区寻找更多的古人类化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沂源县位于北京
、

和县和营口 三角地带的中心
,

沂源猿人的发现为研究这一地区古人

类的分布和演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

乡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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