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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田东县祥周公社定模洞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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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田东定模洞的堆积层中
,

发现了一枚人牙化石和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
,

其时代初步定为

更新世晚期
。

这是桂西人类化石的一个新地点
。

广西百色地区的右江两岸
,

多处发现过人类打制的石器遗存
,
但古人类的材料

,

迄今

所知甚少
。

原 田东新洲右江矿务局下属的长岭矿曾祥旺同志
,

利用工余时间
,

在矿区附近进行考

古调查
,

搜集了有关资料
。

 ! ∀ ; 年  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广西博

物馆组成的野外队
,

在右江矿务局的大力支持下
,

前往曾祥旺同志报告的地点
,

田东县祥

周公社模范大队定模山定模洞工作
 9 。

在定模洞的土层内
,

野外队采得人类牙齿一枚: 同时对洞穴的有关情况
,

以及含化石

的地层堆积等
,

进行了观察研究
,

初步取得了一些认识
。

一
、

洞 穴 和 堆 积

定模洞8古脊椎所野外地点编号
< ∀ ; ; = ! 9 在定模山最北面的一个山峰脚下

。

定模山

位于右江南岸一个 ∋ >
一

1? 向的山间谷地8当地人称为
“
奔

”
9中

,

北距田阳县治扩村约三

公里余
。

此一带山头多为石炭
一
二选纪灰岩组成

,

山峰孤立相隔
,

地面平坦伸展
,

为峰林地

貌
。

定模洞洞口 已接近峰林谷地的平面
,

海拔约  ; 米
。

洞 口基本向东
,

人洞后
,

洞室主要

分为南
、

北两支
。

北支洞化石含量丰富
,

动物的单个牙齿和碎骨常富集成层
。

化石层胶结坚硬
,

由棕黄

色砂质土组成
,

含有土球或金星状的方解石结晶细粒
。

≅ ; 年代后期
,

当地群众寻找磷肥
,

在此支洞挖掘
,

由此得知定模洞出产哺乳动物化石
。

出土的化石属典型的
“大熊猫

一

剑齿

象
Α ,

动物群中的种类
。

 9 曾祥旺同志参加了野外考察
。

广西医学院方宗枯教授及朱芳武和魏博源二位同志一同去野外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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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西田东定模洞位置图 , ∗ % 6 ‘Β∗ Χ ∗ Δ Ε ΒΧ Φ Γ ∗

图 定模洞平面示意图 ΗΙ ϑ , % Κ Λ 36 ”ϑ ∗ Δ Ε ΒΧ Φ Γ ∗ “6 , ϑ

南支洞 出产人牙化石
,

其地点在南支洞的尽头处
,

离定模洞洞 口约达 ∀# 米
。

在此含

人牙的洞室中
,

可以观察到洞内地层堆积的延续和变化的大体情况
。

在人牙洞室洞壁的较高处
,

残留着一层突出的悬空的炭酸钙结晶硬板层 :从其所在高

度来看
,

它大致相当于遍布定模洞南
、

北两个支洞堆积物顶上部的炭酸钙层
。

由于挖掘磷

肥原料时的破坏
,

此层已不连续
,

但在洞内的一些通道上
,

仍留下痕迹可寻
。

它可以看作

是定模洞早期堆积终止的标志
。

在人牙洞室的洞底
,

另外沉淀了一层炭酸钙薄层
,

地质时

代应较新
,

似将其下面的堆积层封闭起来
。

在局部地方
,

受洞顶石钟乳滴水
,

此硬层上又

生成了近代的炭酸钙沉淀物
。

洞底硬层 同样遭挖磷肥时破坏
,

形成凹坑
,

暴露 出土状堆

积
,

人牙化石即出自此层位
。

从挖掘剖面上看
,

堆积物可分为两层
<
上层为褐黄色胶结松

散的砂质粘土
,

含人牙化石和大部分化石
,

厚在 ;
4

# 米以内 : 下层为显块状暗紫红色粘土
,

其裂缝中有铁
、

锰质黑色物质附着
,

此层化石含量很少
,

现未达其底部
。

上述两层炭酸钙之间的堆积物
,

可能是被自然力量冲蚀而去
。

由洞内沉积相互关系

的分析和出土的动物化石来判断
,

人牙化石的时代
,

大致可以确定为更新世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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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牙 化 石

外观黄白色
,

石化程度不佳
,

有机质含量似较多
,

故显得质轻
,

不甚坚硬
。

但此牙除了

是由地层内原地挖出的这一事实外
,

其牙根已

被啮齿类咬啃
,

仅留下基部
,

而成为楔状
,

断

口非新鲜面 :其出土地点已达洞里的尽头
,

此处

洞室低矮
,

闷热
,

一般不适于较大型啮齿类动物

居住 :此牙为一上颇齿 : 考虑这些情况
,

它可能

不是在现代由动物带人洞内经过咬啃的 : 但由

上文所述可见
,

也不能排除它的时代与定模洞

早期堆积非同一时代
。

此牙为右侧 5 工或 5 互。

牙冠各尖基本磨

平
,

咬合面成为中间凹人的光滑面
,

大约在其中

心处
,

有一小条形空洞
,

穿人釉质层
,

可能为生

前牙病造成
。

各齿尖界线已不能清楚分开
,

但

大致可见原尖范围最大
。

舌侧两尖处
,

磨成小

的凹坑
,

同现代人牙
。

此牙代表一成年个体
。

牙

亿一才“

图 定模洞人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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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遭近中
、

远中方向咬啃外
,

舌侧牙根表面尚见啮齿类细小咬痕
。

此牙性质与现代人牙者相同
。

测量 <
长8近中

、

远中径 9
,

 ;
4

= 毫米
,

宽8颊舌径9
,
  

4

。

毫米
。

三
、

哺乳动物化石

多得之于北支洞
,

南支洞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与之相同
,

故一并列出如下
。

 
4

有时代鉴定意义的绝灭或绝迹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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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模洞出土的人牙化石
,

是右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材料 : 它表示

与“
柳江人

”大致同一时代的古人类曾经生活于右江两岸 : 因此
,

对于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探

寻旧石器时代文化及其地层
,

和开展古人类工作
,

都是有帮助的
。

定模洞与我国南方的山洞
,

例如贵州黔西观音洞
、 “
马坝人

”洞穴
, “

柳江人
”洞穴

,

在人

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保存方式上
,

有某些相似之处
,

即这两种科学材料尚未在 同一地点发

现
。

虽然
,

近年来在华南的一些洞穴地点
,

例如桂林宝积岩
,

特别是在贵州省的若干洞穴
,

已经发现文化遗物和人类材料共存的情况 : 但如果比之于华北的一些更新世人类化石伴

生文化遗物的地点
,

则后者的古人类材料往往完好得多了 : 相反
,

从一般来说
,

北方的河湖

相地层
,

较之于南方洞穴堆积的环境
,

对于人类遗骸保存下来
,

可能更为不利
。

另外
,

在华

北
,

工作较多的含有人类化石的地点
,

几乎都共存有石器 : 这些矛盾似乎促使我们
,

要加紧

对华南更新世人类进行全面调查和综合研究
。

戴嘉生同志为本文绘制插图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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