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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昭通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郑 良
云 南 省 博 物 馆

日 ‘ 关镇词 智人 牙齿

洲户

内 容 提 要

在云南昭通过山洞发现的一枚人类左下第二白齿化石
,

其形态和尺寸与智人类型的下臼

齿最为接近 同时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剑齿象
、

犀
、

摸等五种 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
。

 年 月
,

昭通市文化馆在文物普查时
,

在过山洞找到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其中有

人类牙齿一枚
。

随后
,

笔者前往实地查看了洞穴环境和堆积物
。

过山洞的人类化石是滇东北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

对滇东北地区的第四纪洞穴堆积

的了解不晰进一步开展本区古人类化石的调查和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

一 洞穴环境和堆积

尹

过山洞位于昭通城北约 巧 公里
,

属昭通市新田公社唐房大队第二生产队 图
。

洞

穴发现于公鸡山的二迭纪灰岩层中
。

洞口高程为海拔 米左右
。

高出南面约 公里的

金沙江支流利济河水面约 。米
。

公鸡山为昭通盆地北缘的低矮山梁
,

高出盆地内耕地约

多米
。

公鸡山南边为上新世堆积
,

呈平缓的山坡
,

再往南即为盆地内的第四纪堆积
。

洞口高约 米
,

宽约 米
,

开口于东北方
。

人洞后为长约 夕米的缓缓上升坡
,

以后是

长约 米的水平段
,

宽 一 米
,

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即出自此段堆积中
。

洞 口和一

个成为一条小溪流的地下通道的洞穴相通
,

高出此地下通道约 米
。

洞口边为倒塌的岩

厦
,

普查队调查时
,

发现原岩厦下有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
。

洞内堆积仅局部残留
。

从洞壁残存堆积物断面可看出原堆积可分为五层
,

自上而下

为

‘

尸肠
第一层 近代扰乱层

,

内有瓷片
、

太炭等
,
厚约 厘米

。

第二层 石灰华盖板层
,

厚约 一 厘米
。

第三层 红褐色砂质粘土层
,

内有石灰岩角砾石
,

厚约 相 厘米
。

第四层 红色粘土层
,
上覆薄层石灰华

,

厚约 厘米
。

第五层 黄褐色砂质粘土层
,

胶结较硬
,

喃乳动物和人类化石即出自此层中
,

其中杂有枚状炭屑
,

顶

部覆薄层石灰华
,

厚约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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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面沟纹仍能辨认
,

排列为 型
。

近中有一个小的前凹和垂直沟相连
。

垂直沟偏

向舌侧
,

在远中部分为二条斜沟包围次小尖
。

舌沟较短
,

为 字型柄枝
。

颊侧沟和舌侧沟

前后错开
,

使原尖和内尖不互相接触
,

颊侧沟较偏向近中
。

由于 型近中枝和柄枝错开不

多
,

使结构很接近十字型
。

齿冠前宽略大于后宽
。

三角座部亦略大于跟座部
。

综观之
,

该牙齿齿冠尺寸较大
,

咬合面沟纹为 型
,

但很接近十字型 有六个齿尖
,

以

原尖为最大
,

颊侧半大于舌侧半 齿冠基部略显隆凸
,

颊侧胜过舌侧 三角座略大于跟座
。

我们认为
,

昭通人类牙齿有某些原始特征
,

同时具有较多的接近现代人的进步特征
,

应属于智人的牙齿
。

三
、

结 论

昭通人类牙齿化石是智人的下臼齿
。

该地点 目前得到的哺乳类化石数量较少
,

但其

中的东方剑齿象
、

中国犀等为中晚更新世常见种类
。

结合洞穴环境和堆积以及人类牙齿

化石形态来分析
,

其时代为更新世无疑
。

昭通地区过去发现的哺乳动物很多
,

但有确切层位的更新世洞穴动物群还未见报道
。

这个地点的发现将有助于本区第四纪洞穴堆积物的对比
。

 斗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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