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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广西柳江 县土博公社发现一洞穴
,

地层中含有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
。

其时代初步

定为更新世晚期
。

人类化石仅是牙齿九枚
,

根据其形态特征
,

这些材料的系统地位似应与柳江

人相当
,

分类上可 归属晚期智人
。

年代后期
,

在柳江县通天岩旁发现了完整的“ 柳江人刀的头骨和一些体骨
,

研究表

明
,

它代表正在形成中的黄色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 吴汝 康
, 。

但是多年来
,

在这个

地区没有其他材料发现
。

年 月
,

广西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野外队
,

根

据柳州市博物馆提供的线索
,

在考察柳江县土博公社境内的山洞时 ‘ ,

从地层中采得古人类

牙齿五枚
,

连同当地群众以往从该洞中挖得的人类牙齿四枚幼 ,

共计获得九枚古人类牙齿
。

与人类化石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定数量的哺乳动物 化石
,

由化石种类等情况判断
,

时 代

应属更新世晚期
。

本文对上述材料作一初步的报道和研究
。

一
、

洞 穴 和 堆 积

出土人类牙齿化石的山洞
,

名叫咐前洞
。

它位于咐前山的东北角
。

地处柳江县土博

公社四案大队
。

地点 编号 的地理位置在柳江县的西北部
,

距县城约 公里
,

距

通天岩山的“ 柳江人”化石地点三十余公里 图
。

咐前山的 山形走向 一
,

有几个山峰相连
,

其最高峰高约 余米 海拔
。

在

其东侧有一孤峰状的山寨山对峙
。

在岩溶发育史上
,

这一带可能属于柳江河流以西的峰

丛地形
。

咐前洞洞 口 底面高出山脚下的地面 米左右
,

洞 口 海拔约 米
。

洞穴的围岩为薄

层灰岩
,

可能属泥盆纪
。

洞口 北向
,

宽大
,

东南方向人内
,

成为厅室
,

后折向西南方向
,

洞室

柳州地区文化局胡志相同志和柳江县文化局韦文权同志参加野外调查
。

从柳江县医药公 司药材仓军中挑选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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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窄
,

转而以大致约
“

进人洞里
,

洞室再度开阔
。

现在可见洞身长度大约在 一

米左右 图
。

洞内通道基本上依灰岩产状溶蚀而成
。

灰岩倾向
,

倾角在
。

以内
,

故洞室大

体上成宽阔
、

平坦状向内伸展
,

但又几经曲折
,

可能是因为同时受到了岩层节理的控制
。

洞

内石钟乳类沉积发育
。

石钟乳
、

石荀及其连合体常堵塞洞室的一部分
,

使洞室一些地方变

窄
。

洞内的石钟乳类沉积可能非一个时代或同一时期生成的
。

洞底的堆积物主要为黄色微红的粘土
,

质细
,

富粘结性
,

含水份多者
,

粘性更强
,

风干

时呈龟裂
。

堆积层岩性变化不大
,

基本上不易分出明显的层次
。

化石即包裹于粘土之 中
。

洞内现存的堆积物主要分布于离洞 口 较远的 通道的洞室内
,

此处 已靠近现能见

到的洞穴顶端一带
。

洞内化石 包括人类牙齿 即从这里挖得
。

在洞 内西南通道的一侧
,

暴露 出一个较深的陷阱
,

穿过洞底碳酸钙硬板
,

硬板以下也有少量堆积和钟乳石类沉淀
,

这种情况
,

在华南洞穴中常能见到
。

二
、

人类牙齿化石

上内侧门齿 编号
, ,

牙齿仅留有牙冠
,

牙根尚未长成
,

属尚未萌出的

恒齿
,

是一个不到 岁的儿童
。

根据其近中缘较直
,

近切角近乎成一直角
,

远切角较为圆

钝之特点
,

应属左上内侧门齿
。

牙冠极为完整
,

切缘无磨耗
,

有三个乳突状突起
。

近中远中径相对于唇舌径显得较

大
,

所以牙冠看上去很宽但很薄
,

很容易误认为是乳齿
。

齿冠唇面较平
,

有不明显的纵向

细条状隆起
。

两侧缘稍微增厚且向舌面 内卷
,

舌窝明显
,

使该门齿明显地呈铲形
。

舌面无

舌结节
,

但似乎有很不明显的指状突的结构 图版
。

牙冠的近中远中径为 毫米
,

唇舌径为 毫米
,

齿冠高为 毫米
。

现代中国人

这三个数据分别为 一 毫米
,

一 毫米及 一 毫米 王

惠芸
, 。

由于该牙齿还尚未发育完成
,

釉质还薄
,

其尺寸也就显得较小
。

上第一日齿 共四枚
,

编号 一 ,

编号
,

是一枚左侧上臼

齿
,

齿冠保存完整
,

咬合面尚未磨耗
,

齿根尚未长成
,

估计与上内侧门齿一样
,

可能属 岁

不足的儿童个体
。

咬合面约呈菱形
,

次尖发育较好
,

可能为第一上臼齿
。

齿冠的咬合面有四个尖
,

前尖和后尖由一颊侧延至咬合面的横沟相隔
。

原尖和后尖

相连结
,

齿尖的大小以原尖为最大
,

前尖次之
,

后尖比前尖稍小些
,

次尖最小 图版
, , 。

咬合面上有颊侧脊
、

舌侧脊
、

近中脊
、

远中脊四条缘脊
。

原尖
、

前尖和后尖的斜面上均

有一条较大的附脊
,

在其两侧各有一条副脊
,

特别有趣的是在原尖和后尖之间有一短粗的

纵向的脊相连
,

这情况与郧县猿人一枚左上第一 臼齿十分相似
。

另外
,

在近中半有一 形

沟
,

远中半有一横沟
。

在原尖的舌面有一卡氏尖
。

图版
,

齿冠底部无齿带
。

这枚牙齿

在纹饰上与北京猿人
、

郧县猿人
、

桐梓猿人等的上臼齿很相似
,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

首

先是尺寸上要比猿人的小得多 表 其次是原尖的比例增大
,

以致原尖与前尖的分界线

移向颊侧
,

而猿人的则以牙冠中线为界 再则是直立人无卡氏尖
,

有的仅偶尔出现一点状

的坑 最后
,

很重要的差异是猿人一般在齿冠基部四周
,

尤其是颊面基底留有齿带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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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上臼齿却没有
。

因此
,

基本上还是呈现代人类型的性状
。

· · ,
·

, · ,

三枚牙齿均属右上第一臼齿
,

牙冠的磨

耗程度也差不多
,

齿冠已部分磨去
,

齿质几乎全暴露
,

估计属 岁以上的老年个体
。

前丙

者留有牙根
,

后者已大部不保留
。

齿根短而细弱
。

跳齿根舌枝稍偏离颊侧

而指向舌侧
,

但偏离的程度远不如直立人
,

的舌枝与颊枝相向弯曲
,

与现弋

人相同
。

的近中面齿颈处有龋齿洞
。

从表 可见
,

咐前上第一臼齿的尺寸小于北京猿人的平均值
,

与尼人和现代中国 人为

平均值较为接近
,

从变异范围来看
,

似与现代人更为接近
。

表 上第一日齿测 比较 单位 毫米

土土土博 北京猿人人 长阳人人 尼 人人 现代中国 人人

资资料来源源 本 文 作 者者
,,

贾兰坡坡 ,,

王惠芸芸
了了 丁

齿齿齿 高高 丁
。

丁

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 一

长长长长 丁丁 丁丁
。 。 。 。 。

一 丁 一 斗 一

宽宽宽宽
。 。 。

一 了 一 一

齿齿齿 长长长 卜
。

吕
。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一

宽宽宽宽宽
。 。

〔〔〔〔〔〔〔〔 一

高高高高高 嘴嘴

一 一

注 圆括号内数字示变异范围 方括号内数字示参考值
。

上第二臼齿 编号
,

齿冠已大部磨去
,

齿质全部暴露
,

也属老年个体
,

呆

留的一部分牙冠轮廓呈椭圆形
,

远中面又无接触区
,

故从外形上似乎很像第三 臼齿
,

但

牙根各单枝分离的程度来判断不可能属第三臼齿
,

另一方面牙冠的近中颊侧角有缺损
,

肝

以该标本应属右上第二臼齿
。

牙冠因磨损严重
,

各齿尖 已无法辨别
。

牙根各个单枝都较细弱
,

尤其远中颊枝为最知

且短
。

舌枝偏离颊枝也不远
,

故标本属现代人类型 。 牙冠近中面有龋齿洞
。

上第三 齿 编号
,

齿冠和齿根都保留
,

牙冠咬合面轻微磨耗
,

估计是

廿多岁的青年个体
。

齿冠有四个尖围成长方形的咬合面
,

但近中远中径小于颊舌径
,

舌面

中部较圆突
,

远中面无接触区
,

由此可确定为第三臼齿
。

咬合面的原尖和后尖相连结
,

前尖与次尖被这两个尖隔开
,

因此无真正的纵沟
,

除次

尖外
,

其余三个尖的斜坡上均有一附脊
,

其两侧各有一小脊
。
无前凹和后凹 图版

, 。

牙齿的尺寸明显小于北京猿人和尼人 表
,

尤其是牙根比北京猿人短得多
,

而各项

值接近现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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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上第三曰齿测 比较 单位 毫米

土土土 博博 北京猿人人 尼 人人 现代中国人人

资资料来源源 本文作者者
,, ,, 王 惠 芸芸

丁

齿齿齿 长长
。 。

夕

冠冠冠冠冠 丁一 斗 一 丁 一

宽宽宽宽 斗
。

丁
斗一 一 斗一

齿齿 很 高高
。

一 一

注 括号内数字示变异范围
。

齿颈明显收缩
,

齿根比较细弱且合并成一根
,

偏向远中侧
。

下日齿 编号
,

牙齿仅保存牙冠
,

牙根尚未长成
,

属尚未发育完成的牙

齿
,

估计是约 岁不足的儿童
。

这是一枚右侧第一下臼齿
。

齿冠的近中面较平
,

远中面较圆钝
,

颊面偏向舌侧
,

近中

径明显大于远中径
,

使咬合面略呈梯形
。

咬合面有五个尖
,

下后尖与下次尖相接
,

把下原

尖和下内尖相隔开
,

属 型
。

五个尖中以下次小尖为最小
,

其余各尖大小近似
,

下次小

尖偏向颊侧
。

每尖斜面有一主脊
,

在其一侧或两侧有若干副脊
,

纹饰式样复杂
。

三角座宽

度与跟座的宽度相近
,

但长度小于跟座
,

齿冠基部无齿带 图版
, 。

牙齿的尺寸明显小于 二化京猿人和尼人
,

与云南西畴人和现代中国人的相接近 表
。

表 下第一曰齿齿冠测 比较 单位 毫米

北北京猿人人 尼 人人 西畴人人 土 博博
一 孟孟 吕

资资料来晾晾 ,, , ,,

陈黔 ” 以储储 王惠芸芸
丁丁 丁

‘

齿齿齿 长长
。 。 。

冠冠冠冠 一 斗 一 一 匀匀

宽宽宽宽 吕吕

一 〕一 丁 一一一 一 〕夕夕

注 括号内数字示变异范围
。

从牙 齿的年龄判断
、

尺寸和颜色来分析
, 二 , ,

可能属同一个体
。

左下第二乳日齿 编号
,

齿冠保留完整
,

有轻微磨耗
,

齿根 已部分缺失
。

齿冠的远中面无接触区
,

表明第一臼齿 恒齿 还尚未萌出
,

因此估计属不足 岁的儿童
。

齿冠颊面上部偏向舌侧
,

而中下部隆起
,

有二深沟向上延至咬合面
,

把下原尖与下次

尖
,

下次尖与下次小尖分隔开
。

舌面也有沟延至咬合面把下后尖与下内尖分开
。

近中面

较为平直
,

远中面稍为隆起
,

齿冠基部无齿带
。

齿冠咬合面有五个尖
,

属
“

十字 ”型
,

以下内尖为最大
,

其次是下后尖
,

然后是下原尖和

下次尖
,

最小的是下次小尖
。

跟座长度和赛度都大干三角座的长度和宽度
。

这一点与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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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猿人很相似 图版
, , 。

齿冠的尺寸小于北京猿人
,

浙川猿人
,

也小于西畴人
,

与现代中国人接近 表 钓

从保留的牙根可见
,

其近中
、

远中两枝在齿颈部明显收缩
。

表 下第二乳曰齿齿冠洲 比较 单位 毫米

土土土 博博 渐川川 北 京 猿 人人 西叻人人 现代中国人人
,

男男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资资料来源源 本文作者者 吴汝康等等 转引自吴汝康等等 陈德珍等等 王惠芸芸

齿齿齿 高高 斗 丁

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

长长长长 了了
。 。 。

宽宽宽宽 洲

注嗯 括号内数字示参考值
。

三
、

哺乳动物化石

咐前洞发现的一定数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保存较差
,

多为单个牙齿
,

不少牙齿的牙根上

有被豪猪啃咬的痕迹
。

哺乳动物与人类牙齿都 出自于黄色粘土中
。

现将哺乳动物群名算

列出如下

啮齿 目

华南豪猪 刀夕, , , , ,
·

、“‘

竹鼠
,

、 , 了
·

灵长 目

猩猩 ” “
·

弥猴

食肉目

中国熊 ‘为 , 了

大熊猫巴氏亚种 才 “ 户 , 。 , 。。 ,

猪灌 , , 后

最后握狗 , , , 入 ‘

爪哇豺 。 , ‘ ,

虎 。加

长鼻目 璐

剑齿象 ,馆 “
·

奇蹄 目

巨摸 , 杯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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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廿住

中国犀 尺 二‘ ”‘ ’

偶蹄 目 汕
野猪

·

鹿 。 , , ,

虎 。。 ,

羊类 , ‘

牛类 夕

上述哺乳动物化石以鹿类
、

猪类居多
,

猪的大小变异很大
。

这些成员是华南“ 大熊

猫一剑齿象刀动物群 中常见的 图版

四
、

讨 论

柳江咐前洞
,

是迄今我国华南发现古人类单个牙齿较多的一个地点
。

这些牙齿至

少代表了老
、

少五个不同的个体
。

从牙齿的形态特征和尺寸来看
,

虽然有个别牙齿咬合面

纹饰复杂
,

但更多的是呈现出进步性状
,

它的系统地位似应和广西柳江人相当
,

在分类上

无疑地可归属于晚期智人 , , 乒 , 。

我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有牙病的不多
,

蓝田猿人有牙周病
,

桐梓猿人和许家窑人

有斑釉病 氟牙症
,

龋病却 尚未有报道
。 因此

,

土博标本鹅病则是最早记录
。

与人类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种
,

其中绝灭种有 种
,

占 务
,

其余均为

现生种
,

在其组成成员中没有早更新世的特有种类
,

如大熊猫小种
、

桑氏该狗
、

先东方剑齿

象
、

中国摸等
,

也没有像桐梓岩灰洞的硕豪猪
,

所以该动物群应属晚更新世
。

广西仍不失为我国更新世化石人类及猿类材料的一个主要 出土地区
。

经过 一

年代的搜寻和发现以后
,

看来
,

目前广西洞穴中尚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此类标本
,

特别是堆

积物保存尚多的地点
,

预期会有新的较重要的发现
,

可能进 一步证明更新世广西优越的 自

然环境适合古人类和猿类的生存
。

本文插图由戴嘉生同志清绘
、

图版由王哲夫同志摄制
。

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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