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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人类化石层位与黄土一深海

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

刘 东 生 丁 梦 林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国家地展局地质研究所

关镇词 早期人类化石层位 年代 时代顺序

内 容 提 要

本文试从古人类化石层位在黄土剖面中的序列位置
,

结合黄土剖面磁性地层学研究成果
,

对比黄土
一
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与氧同位素期

。
列 出中国 已发现的第四纪最早的人类化石是

公王岭蓝田猿人
,

距今年代为 一 万年
。
北京猿人的生活时期 北京猿人润穴堆积 一

层 可能为距今 一 万年
。

元谋猿人
,
陈家窝蓝田猿人与早期北京猿人时代相当

,

和县猿

人与晚期北京猿人时代相当
,

大荔人和丁村人与最后期的北京猿人时代相当
。

我国早期人类化石除洞穴堆积外大都发现于黄土地层或黄土层下面的河流
、

河湖相

沉积物中
,

如陕西蓝田公王岭蓝田猿人和陈家窝蓝田猿人就是在厚层原生黄土地层 中发

现的 陕西大荔大荔人和 山西襄扮丁村人
,

则是在黄土之下的河湖相沉积层中发现的
。

著

名的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虽然是产出于洞穴堆积中
,

实际上其古地理环境也还是

在中国北方广大的黄土区域黄土边缘地区
。

这为从 中国已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在黄土地

层中的系统位置或其相应的层位
,

对比黄土
一

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与氧同位素期
,

进而判

断和确定中国早期古人类化石的年代序列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
。

著者等根据前人研究

的结果试图对此作一尝试
。

一
、

黄土剖面的古气候旋回

中国黄土不仅分布面积 广
、

厚度大
,

而且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区成为连续的第四纪堆

积
,

记录了大约 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
。

以近年来研究较详细和作为中国黄土地层的标准剖面
—

洛川黄土剖面为标尺
,

黄

土地层厚达 米
,

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早更新世午城黄土
,

厚 米
,

以中部发育的一
层厚约 米的灰黄色粗粉砂层为界 称下粉砂层

,

上部黄土与古土坡相间
,

共发育 , 层古

土壤
,

下部为夹有多达 层的古土壤及钙结核层 中更新世离石黄土
,

厚约 米
,

黄土
与古土坡相间

,

共发育 层古土壤
,

其中第 层古土壤为三层古土坡的组合 即一般所指

的红三条
。

离石黄土底部为厚 米的粗粉砂层 称上粉砂层 晚更新世马兰黄上
,

厚约 米
,

上部发育有一层黑庐土为全新世产物
。

自下粉砂层往上
,

黄土层中黄土与古土壤 自上而下
,

据卢演涛
、

安芷生 可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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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层黄土
,

第 层黄土 玩……第 层黄土 , 下粉砂层 第一层古土壤
,

第 层

古土壤 ’’
·

…第 层古土壤 最上面的黑沪土

上述黄土层 中第 层古土壤
, ,

上粉砂层 场
,

和下粉砂层 , 是黄土层中的重要标志

层
,

也是对比和划分黄土地层的重要标志
。

根据黄土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
、

古土坡
、

矿物组分及化学成分等标志
,

作成洛川剖面

的古气候波动曲线
,

反映了有节奏的温湿一干冷的气候波动
,

由顶部的黑沪土
。
至下粉

砂层 , ,

记录了大约 个明显的温湿一干冷的气侯旋回 刘东生等
,  。

二
、

黄土剖面与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

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海洋地质和深海取样技术的发展
,

特别是由于对太平洋和大西

洋深海第四纪沉积物进行氧同位素比值 。 
‘ 测定和古地磁以及其他同位素年代学

方法测定
,

毗 ! 和 两 已经建立了近 万年来详细的气候波动曲线
。

阁
二
剖面
已 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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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洛川黄上剖面古气候旋回与深海沉积古气候曲线对比
 , 五

 ,
一  

阐明了至少从 万年以来
,

地球上曾有过九次冰体的增加和减少
,

气候冷暖的旋回
,

并且

对于每个旋回的时间长短和其强弱的幅度都有所了解
。

这一工作从太平洋
、

大西洋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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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

海沉积物中都得到了验证
,

说明它是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记录
。

因此将陆相地层与深海沉

积物进行对比
,

有力地推进了第四纪研究的深人并得到很好的结果
,

 
、 。

 年作者等曾进行了洛川黄土剖面与深海沉积物古气候旋回对比的初步尝试 刘

东生等
, 。

为了使黄土剖面与深海沉积物的气候曲线进一步对比
,

刘东生与
。
合

作
,

对洛川黄土剖面进行了详细的古地磁地层学研究
,

发现黄土剖面记录了相当完整的极

性变化序列
,

布容正向期和松山反向期的界线位于自地表向下 ” 米的位置
,

即第 层

埋藏土 部位 哈拉米洛事件位于 一 米之间
,

奥杜韦事件位于 的一 米范

围内
。

靠近 米有两个样品为正极性
,

可能相当于留尼汪事件
。

松山期和高斯期的界缆

可能位于 米
,

即午城黄土底部和晚上新世红色粘土的顶部
, 。

洛川黄土剖面从布容期到现在
,

出现 层古土壤及顶部的黑沪土组成 丢个气候旋回

一
。

深海沉积 一 钻孔
,

据古地磁和氧同位素测定结果
,

从布容期到现在刘

出了九个旋回 旋回 一
,

最顶部的旋回 实际上是半个旋回
。

两者从布容期到现在出

现的旋回次数相同
,

并且各个旋回的时间长短和强弱的幅度也是可以对比的
。

根据这一

结果
,

可以看到黄土剖面各个旋回在氧同位素阶段上的年龄 图
。

此外洛川剖面黄土记录的古气候旋回与欧洲黄土序列的气候旋回颇相一致
,

也证明

这样的对比是十分可能的 与刘的讨论
。

三
、

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层位在黄土剖面中的位置

公王岭蓝田猿人剖面 图 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村
,

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产于

剖面上部黄土地层中 张玉萍等
, 。

将该剖面与洛川黄土剖面对比分析发现

含蓝 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第 层淡黄色粉砂质土
,

为该剖面黄土层中唯一的一层

粉沙性土层
,

连同其上下层的黄土共同组成一层厚 米的黄土
,

按其岩性和厚度特征均

标志似相当洛川黄土剖面的上粉砂层 第 层黄土 图
。

含蓝田猿人化石的第 层以下的两层古土壤相当 和 。,

第 层以上的 五 层 占

土壤相当于
,

和
、, , ,

第 巧一 层之间的剥蚀面可能代表
,

由于剥蚀面的存

在
‘缺失

。

如果这样的对比可行
,

则公王岭蓝 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层位在黄土剖 面 系列 中 的

第 层黄土
,

上粉砂层
,

黄土古气侯旋回
,

古地磁极性剖面的布容 松山界面往下一

点的位置 相当于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
,

氧同位素 一 期
,

其年龄估计为距今 一

万年
。

四
、

陈家窝蓝田猿人化石层位在黄土剖面中的位置

该剖面位于公王岭剖面以西约 公里
,

蓝田猿人化石产于厚 米黄土层 的 下 部

此工作 系地质部陕西水文二队取样
,

经瑞士联邦高工地质所许靖华教授安排在高工地球物理所 古地磁实脸室
进行

,

并得到地质部葛同明 同志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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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东生等: 中国早期人类化石层位与黄土
一
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

(见图 2)
。

该剖面与洛川黄土剖面对比
,

相 当于洛川剖面的离石黄土
。

第 12 一8 层为密集的三

层埋藏土组成一层总厚 3
.
3 米的埋藏土组合

,

相当黄土系列的 S
, ; 往下的第 7 层(厚

‘

4.
2 米

的黄土)相当 玩
,

第 4
、

6 层(埋藏土)组合相当于 s
‘,

第 2 层(埋藏土)相当于 场;往上的埋成

土分别对应为 5
.、

5
3 、

s
: o

蓝田猿人化石即产于 S
‘ ,

黄土旋回 vi
,

根据黄土剖面与深海沉积古气候旋沮的对比
,

相当于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 v n 与氧同位素 14 一15 期
,

其年龄估计为距今 50一59 万年。

五
、

北京猿人化石层位相当于黄土剖面中的地层位置

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产于北京周 口店第一地点的洞穴堆积中
,

洞穴堆积由上而下分

为 13 层 (黄万波
,

1 9 6 0
)

。

北京猿人化石
,

产于除第 7 层以外的 1‘11 层中
。

13 层以下为底砾石层
,

1 9 7 8 一1980 年开挖探井揭露深度约六米(未到底 )
,

按原发捆

层序划分到 14 一17 层(杨子赓等
,

1 9 8 1
)

。

洞穴堆积的古地磁测量结果
,

第 1一13 层为市

容正向极性期
,

1 斗一17 层为松山反向极性期
。

洞穴堆积 3一10 层进行的裂变径迹
、

铀系
、

氨基酸
、

热发光等方法的年龄测定
,

其综合年龄为 23 一杨 万年
。

根据钱方等 (1980 )所作北京猿人洞穴堆积的古地磁测量结果和年龄测定数据
,

作昔

曾将其与洛川黄土剖面对比
,

周 口店洞穴堆积第 13 层可以同黄土系列的 Ss (第 8 层古上

坡)和布容期与松山期的界线两者对比
,

第 10 层 (裂变径 0
.
46 百万年) (郭士伦等

,
1 9 助)

与 S
,

( 第 5 层古土壤)和氧同位素第 13 期对比
,

第 斗层 (。
.
29 百万年) 与 s

:
(第 3 层古上

坡)和氧同位素第 9 期对比
,

第 2 层与 熟 (第 2 层古土壤)和氧同位素第 7 期对比
。

对比黄土
一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与氧同位素期

,

北京猿人化石层位 (周 口店洞穴堆只

1一11 层)
,

相当于黄土旋回 n 一vi
,

深海旋回 111 一v n 与氧同位素 6一巧 期
,

距今年代古

计为 12
.
8一” 万年

。

. ‘

/ 、 、 大荔人化石层位在黄土剖面中的位置

据王永众等 19夕8 年在陕西省大荔县甜水沟发现的大荔人化石
,

剖面位于洛河三级价

地
。

该剖面第 1一2 层
,

后来西北大学地质系薛祥煦
、

赵聚发等同志发现有原脊象
、

三门

马
、

丽牛等化石
,

时代属早更新世三门组(吴新智等
,

1 9 7 9
)

。

剖面上部的 8一9 层组为一古土坡
一

黄土系列
,

相当于黄土旋回 I
,

由第 3一7 层为一

沉积旋回
,

相当于黄土旋回n (图 z-) 与深海沉积旋回 m
,

氧同位素 6一7期
,

年龄值为距今
12.8一25 万年

。

值得提出讨论的是
,

山西襄汾丁村发现丁村人化石的剖面
,

据原作者裴文中等(195 8)

的观察
,

丁村剖面位于汾河三级阶段地上
,

底部出露的也是三门组地层
,

含丁村人化石及
脊推动物化石的层位为剖面下部的砂及砾石层

,

剖面上部为夹有一层微红色埋藏的黄土。

从丁村剖面地貌位置和地层结构来看
,

和大荔是可以对比的
,

即剖面上部的一组黄土
一

里

藏土系列相 当于黄土旋回 I
,

剖面中部为一套砾石
一

砂粘土的沉积旋回
,

含丁村人化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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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化石的地层
,

相当于黄土旋回 n 与深海旋回 m
,

氧同位素 6一7 期
,

年龄值为距

今 12
.
8一25 万年

,

与大荔人的时代相同
。

如果按吴新智
、

尤玉柱 (198 2)对大荔剖面的观察和作者等(1964 )对丁村剖面的观察
,

这两个剖面上部的黄土层中都有两层黄土
一
埋藏土系列

。

若此
,

则大荔人(丁村人)化石层

位在黄土剖面中的位置似乎更要往下
,

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七
、

结 论 与 讨 论

1.根据中国早期古人类化石在黄土剖面中的序列位置和对比黄土一

深海沉积物 古 气

候旋回与氧同位素期
,

初步认为公王岭蓝田猿人位于黄土旋回 Ix (第 9 层黄土 肠 中)
,

相

当于深海旋回 X 与氧同位素 20 一21 期
,

距今年代为 73 一80 万年
。

陈家窝蓝田 猿人位于

黄土旋回vi (第 6 层埋藏土 S
‘

中 )
,

相当于深海旋回 vi l与氧同位素 14 一巧 期
,

距今年代

为 50一59 万年
。

北京猿人相当于黄土旋回 n一v l
,

和深海旋回 m 一v n 与氧同位素 6一

巧 期
,

距今年代为 12
.
8一59 万年

。

陕西大荔人化石(包括丁村人)位于黄土旋回 n
,

相当

于深海旋回 111 与氧同位素 6一7 期
,

距今年代为 12
.
8一25 万年

。

2

.

根据对云南元谋猿人化石层位及古地磁
”
测量结果的重新分析研究

,

元谋猿人化

石层位于布容正向期底部
,

其时代为距今 50 一60 万年(刘东生等
,

1 9 8 3
)

。

黄万波等(1982)

对安徽和县猿人化石地层时代的研究
,

认为属 中更新世中期 ; 吴汝康等 (1982 ) 从猿人化

石的研究
,

认为从形态上推测
,

和县猿人的生活时期或许和较晚的北京猿人(化石埋藏在

较高层位的北京猿人)相 当
。

至此
,

我们对中国已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化石的时代顺序总结

为 : 公王岭蓝田猿人一元谋猿人一北京猿人 (陈家窝蓝田猿人一和县猿人) 一大荔人(丁

村人)
。

公王岭蓝田猿人为我国 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
。

3

.

关于北京猿人及其动物群的时代
,

根据对北京猿人洞穴 堆 积 (第 1一11 层 )与 黄

土
一

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和氧同位素期的对比
,

相当于氧同位素 6一巧 期
,

距今 59 一 12
.
8

万年
,

这与同位素年代测定的综合年龄 23 一46 万年(第 3一 10 层 )以及徐钦琦等(19 82 )根

据动物群的性质及其地层学资料
,

认为周口店洞动物群的时代(第 l一10 层 )相当于深海

氧同位素 8一12 期的结果还是比较一致 并可以相互补充的
。

4

.

对蓝 田地区两个蓝田猿人化石地层时代的对比
,

由认为这两个地点的动物群时代

比较接近
,

同属中更新世早期 (周明镇
,

1 9
65 )

,

到比较趋向于这两个地点的动物群有明显

的先后
,

即公王岭动物群早于陈家窝动物群 (计宏祥
,

1 9 8 0
)

。

从这两个剖面与洛川黄土

剖面的对比来看
,

公王岭动物群的层位(剖面中第 9 层)为洛川黄土剖面中的第 9 层黄土

(L
,
)

,

即上粉砂层 ;陈家窝动物群的层位(剖面中第 6一12 层)为洛川黄土剖面的第 , 层古

土壤至第 6 层古土壤;因此作者等考虑前者属中更新世早期
,

后者属中更新世中期
,

可能

是比较合适的
。

据程国良等 (1978 )和马醒华等(1978)对蓝田地区两个蓝田猿人化石剖面进行的古地

磁测量
,

在陈家窝剖面含蓝 田猿人化石层位都是位于布容正向期的早期阶段
,

前者认为其

l) 对此工作钱方
、

程国良等同志作了开创性的古地进研究
,

著者等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
, 结合其他人对古脊推动

物化石和古人类的研究提出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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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海沉积古气侯旋回的对比

时代为 53 万年
,

后者估计其时代为 65 万年
,

与上述结果相一致
。

公王岭剖面的古地磁测

量结果
,

马醒华等认为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层在松山期的顶部
,

估计年代为 75 一80 万年
,

这与上述结果一致
。

程国良等认为
,

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层位在贾拉米洛事件的下面
,

年

代为 98 万年
,

同时也明确提出贾拉米洛事件在剖面上只有一个取样点
,

还需要进一步工

作验证
。

徐钦琦等 (19 82)在讨论陈家窝动物群与深海沉积对比时
,

强调指出陈家窝动物群的

时代应早于周 口店动物群
,

认为陈家窝动物群(剖面中红三条以下的第 6 一 7 层)
,

相当于

深海沉积氧同位素 16 一17 阶段
。

但是根据张玉萍等(1978)对陈家窝剖面的描述
,

第 6 层

以上的红三条中仍有化石 ; 周明镇等(1965)记述中指出大部分标本产于三条相距甚近的

棕红色古土壤层上下
。

因此
,

陈家窝动物群与周 口店动物群早期部分是可以对比的
,

陈家

窝蓝田猿人的生活时代相当于北京猿人的早期阶段
。

5

.

关于丁村人及其动物群的时代
,

一直有认为属中更新世晚期和属晚更新世两种看

法
。

1 9 7 8 年陕西大荔人化石发现后
,

吴新智等 (19 79 ) 和徐钦琦等 (1982) 根据动物群的

研究
,

认为大荔动物群的时代应为中更新世晚期
,

晚于周口店动物群
,

而早于丁村动物群
。

徐钦琦等还进一步指出大荔动物群相当于深海钻孔氧同位素第 6一7 阶段
,

而丁村动物群

相当于第 5阶段
。

从地质观察来看
,

这两个剖面都为黄河中游支流的三级阶地
,

剖面地层

结构完全相似
。

含化石层位都为剖面下部的一套河流相砂粘土一砂一砂砾石堆积
,

其上

部分别为含有 1一2 层埋藏土的黄土和下部为下更新统三门组地层所限
。

因此
,

根据这两

个剖面地层可以对比
,

大荔动物群实际上应当是丁村动物群的补充
,

大荔人及其动物群和

丁村人及其动物群的时代同为中更新世晚期
,

相 当于黄土旋迥 n
,

或深海旋回 m 与氧同

位素 6一 7 期
,

也相当于北京猿人及其动物群的最后阶段
。

6

.

从目前我国更新统地层的研究来看
,

更新统底界位于上
、

下泥河湾组之间或午城

黄土的底界
,

古地磁测量结果位于松山/高斯界面上
,

约 24 0 万年
。

中一下更新统界线
,

从周 口 店洞穴堆积和洛川黄土剖面的古地磁地层学研究位于布容/松山界面(离石黄土一

午城黄土界线 )
,

约 73 万年
。

中一上更新统的界线约为 12
.
8 万年或更晚一些 (洛川剖面

李虎侯所测石英热释光结果大约为 9一11 万年)
。

根据这一结果
,

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层

位及其动物群为午城黄土的最顶部
,

其动物群也有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
。

但是
,

考虑到古

地磁的界线并非一定与生物地层和岩石地层的界线绝对地完全吻合
。

因此一般把公王岭

蓝田猿人和公王岭动物群放在中更新世早期也是可以的 (胡长康等
,

1 9 7 8
)

。

若此
,

我国到

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化石还主要限于中更新世时期(吴汝康
,

1 9 6 6

,

1 9 8 2
)

。

最后
,

我们仅将以上讨论概括如下表
,

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
。

作者等首先感谢文中所

提到文献的作者们
,

是他们的研究为写出本文创造了条件
。

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引起人们

注意利用我国发育较好的黄土地层序列和其中的古人类化石层位
,

有可能将我国古人类

的出现的序列排出
。

这样
,

再根据已有的古地磁地层学年代和参考氧同位素表就可能做

出我国早期古人类化石的年表
。

这样一个年表将有助于深人研究古人类的历史及其环境

的演化
。

希望今后在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能在这方面做出更为精确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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