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 26卷 � 第 4期

2006年 7月

第 � 四 � 纪 � 研 � 究
QUATERNARY � SC IENCES

Vo .l 26, No. 4

Ju ly, 2006

文章编号 � � 1001- 7410( 2006) 04- 514- 08

鄂西 -三峡地区的古人类资源及相关研究进展
*

刘 � 武
�
� 高 � 星

�
� 裴树文

�
� 武仙竹

 
� 黄万波

�

(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 10004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 � 430077 )

摘要 � � 自 20世纪 50年代发现长阳人化石以来,迄今在鄂西 -三峡地区已经发现了至少 10处古人类化石地点,

时代跨越了整个更新世时期,尤其以更新世中、晚期人类化石最为丰富。除人类化石外, 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大量

的古人类制作的石器、骨器、艺术品、装饰品等人类活动遗存, 以及与古人类伴生的动物化石。近年的野外发掘及

实验室研究证明鄂西 -三峡地区更新世中期以来一直是古人类生存与繁衍昌盛的区域, 该地区丰富的古人类资源

对研究与中国古人类演化有关的一系列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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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前沿
问题

� � 尽管近年在非洲的古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已经

将人类的历史延长到接近 7M aB�P. [ 1 ]
, 但在欧亚地

区,更新世仍然是人类演化的重要时期。迄今在中国

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相关的活动证据的年代都

在更新世。在整个更新世,全球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

类的起源、演化、文化发展及行为模式的调整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成为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以及

第四纪地质学关注的焦点。研究更新世人类演化、迁

徙及行为模式的演变过程,对深入了解生态环境对人

类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研究工作的更加深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学术

界对更新世人类演化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关

学者对更新世人类演化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并引发了争论
[ 2~ 7]
。这些研究和争论与东亚地区 (尤

其是中国 )古人类起源与演化密切相关。

1�1� 中国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

20世纪 90年代以前, 直立人化石的发现主要

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点,包括印度尼西亚爪哇、中

国周口店、元谋、蓝田、和县,以及坦桑尼亚的奥杜威

峡谷和肯尼亚特卡纳湖地区。多年来学术界普遍认

为直立人在大约 2�0 ~ 1�8M aB�P. 出现在非洲, 然

后在大约 1�0M aB�P.以内离开非洲,向欧亚地区扩

散。近 10年来在欧亚地区发现了一批年代较早的

直立人化石, 如在格鲁吉亚 Dman isi地点发现的

1�7M aB�P.的人类化石 [ 2, 3]
。此外, 年代测定技术的

改进使得一些直立人地点获得了更为准确的年代数

据,其中对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化石地点的
40
Ar /

39
A r年 代 测 定 结果 显 示 其 年 代 可 早 到

1�8M aB�P.
[ 2]
。新的发现和年代数据表明亚洲直立

人的生存与非洲直立人年代接近,直立人走出非洲

的时间要比原来认为的早。

学术界对于中国最早直立人的生存年代一直存

在争议。尽管提出过元谋直立人和蓝田直立人的年

代早于 1�0M aB�P. , 但一直未能得到广泛承认 [ 8]
。

近年国内学术界在确定直立人抵达亚洲大陆 (或中

国 )的年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朱日祥等
[ 9, 10]
对河北泥河湾小长梁和马圈沟旧石

器地点的古地磁年代测定, 使得这两个地点的年代

分别被确定为 1�36M aB�P. 和 1�66M aB�P.。这可
能是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证据。此外, 近年

在中国还发现了一系列时代接近 2�0M aB�P. 或更
早的人类化石或活动线索,如在湖北建始、广西百色

等地发现的分类地位不确定的人类牙齿化石, 以及

在安徽繁昌发现的据认为早至 2�4M aB. P. 的人工

石器等
[ 11~ 14]

。由于这些新发现的人类化石形态特

征与其他中国直立人有许多差别, 加之时代较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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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这些化石不属于直立人,而是更早的人属成员,

或中国直立人独立演化可能性的讨论。此外,中国

直立人地区差异及时代变化与非洲直立人的关系等

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 15]
。

1�2� 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智人起源

近 20年来,现代智人起源与扩散一直是国际古

人类学研究与争论的热点
[ 16 ]
。一些学者根据化石

特征、年代测定及遗传学研究提出世界各地的现代

人都是非洲早期现代人入侵世界各地, 取代了当地

的直立人或早期智人而形成的。根据这一现代人的

!非洲起源说 ∀,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是来自非洲

的人类的后代
[ 17]
。与此相对,另外一些学者支持基

于人类化石证据的 !多地区起源说 ∀,强调同一地区
古人类与现代人类之间的祖先 - 后代关系

[ 6]
。更

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及相关的活动遗存在研究现代人

起源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近百处更新世晚期古人类

地点,其中含人类化石的地点有 30余处。国内学者

根据对这些人类化石、石器及其他人类活动遗迹的研

究总结了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体质特征及文化发展

模式,认为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具有了现代蒙古人种

的主要特点,在石器技术上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 符

合中国境内人类连续演化的观点,据此提出了中国古

人类演化的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的学说 [ 18]
。

1�3� 更新世晚期人类文化发展与行为模式的差异

更新世晚期人类除在体质特征方面与现代人类

日趋接近外,在文化发展水平与行为模式方面明显

进步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区域性特征
[ 5, 19 ]
。这一时期

人类可以采用复杂的石叶技术制作精美的石器。骨

器、角器和狩猎工具 (如鱼叉、矛头 )在发现的工具

比例中明显增加, 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增加。

此外, 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

出现早期文明、艺术与宗教的萌芽。在这一时期人

类活动遗址中经常发现有装饰品、艺术品、祭祀及丧

葬活动的证据,如在周口店山顶洞及宁夏水洞沟等

遗址发现有大量的装饰品、骨针及丧葬习俗

等
[ 20, 21 ]

。此外,在水洞沟遗址还发现有与欧洲更新

世晚期人类制作工艺相似的石叶石器。有学者将这

些工具作为中国与欧洲更新世晚期人类文化交流及

迁移的证据
[ 22]
。这些文化遗存在研究更新世晚期

人类智能与技术发展、人群迁移及相互关系、现代文

明与艺术的起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时对现

代人类起源研究中化石材料的残缺和不足起到重要

的补充作用。近年来, 随着对现代智人起源研究与

争论的深入,学术界对更新世晚期不同地区人类文

化发展与行为特征的差异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 尤

其是不同区域艺术、宗教及早期文明的起源的过程

和动因。

1�4� 人类体质特征及行为模式演化的环境因素

根据对迄今发现的人类化石、人类制作使用的

工具、生存遗址及环境的研究, 在 0�2M aB. P. 的晚

更新世中期开始, 人类演化速度呈加快的趋势
[ 7]
。

这一时期的人类在世界各地大多已从直立人演化为

早期智人 (在欧洲及西亚地区为尼安德特人 )。与

前一阶段的直立人相比,这一时期人类的体质特征、

文化发展水平及行为模式呈现出明显不同的表现方

式。直立人的一些标志性形态特征,如颅骨矢状脊、

角圆枕、枕圆枕、显著的眼上结构逐渐减弱, 而代之

以颅容量增加、颅骨形态特征更为现代。在文化发

展水平方面,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制作使用更为复杂

的石器、骨器, 狩猎能力加强。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

了埋葬祭祀死者等习俗。这些变化在更新世晚期表

现尤其明显。除人类体质特征与全新世人类日趋接

近、能够制作使用精美的工具及装饰品外,此时还出

现了早期艺术与宗教的萌芽。近 20年来,不断有学

者提出更新世晚期人类体质特征、文化发展及行为

模式的迅速变化,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别与当时的环

境变化密切相关,更新世中、晚期全球范围内的环境

变化及其区域间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人类演化的重要

因素
[ 23, 24 ]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成为近年国

际古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点。

国内学术界围绕上述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关键问

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 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起

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成果。但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大

多相对分散、独立, 主要是对某单一地点材料的描

述,尤其缺乏对整个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特征、行为

模式及环境背景的多学科综合性分析的系统研究,

也缺乏与非洲、欧洲同期材料的对比。此外,迄今发

现的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大多破碎, 能够提供

重要信息的完整化石还较少, 尤其缺乏距今 10~ 5

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而这一阶段化石对于论证中国

更新世晚期人类来源、演化及现代中国人起源是非

常关键的。目前许多重要的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地

点还缺乏准确的年代数据, 使得学术界无法在一个

准确和完整的年代框架内探讨这一重要的学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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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研究上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年来

国内学术界一直未能发现并确定一个能够提供中国

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全方位信息的区域和集中一

批相对连续和系统的化石和相关研究材料。

2� 鄂西 -三峡地区的古人类学资源

鄂西 -三峡地区是从湖北省西北至西南部南北

延伸 500多公里的狭长区域, 向西跨越目前属于重

庆市的长江三峡地区。该区很早就被认为是古人类

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开展旧石器

时代考古调查最早的地区。美国传教士埃德加 ( J.

H. Edgar) 从 1913年就开始在三峡采集石制品。

1935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

德日进 ( P. Te ilhard de Chardin) 等也在该区域采集

过史前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 20世纪 50年

代,在湖北省长阳县发现了早期智人上颌骨及牙齿

化石; 70年代以来, 在鄂西 - 三峡地区的多处地点

发现了古人类化石, 包括郧县梅铺龙骨洞和郧西白

龙洞的牙齿化石、在建始发现的曾被认为是南方古

猿的三枚牙齿化石
[ 20, 25]

; 80年代在郧县学堂梁子发

现了著名的郧县直立人头骨化石和石器
[ 26]

; 1985

年以来,黄万波等在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人科

化石和石制品,年代被测定为 2�0M aB. P.,引起国际

学术界的争议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 27, 28]

; 90年

代,三峡工程的启动为本区古人类发现和旧石器时

代考古带来契机,迄今已在库区长江两岸发现旧石

器遗存及有关地点 69处, 其中重要地点 22处。

2000年以来,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古人

类化石和活动地点, 其中包括: 1) 在巫山迷宫洞发

现的两件更新世晚期人类顶骨化石; 2) 在奉节兴隆

洞发现了距今大约 10万年的人类牙齿化石、早期艺

术品; 3) 在建始龙骨洞发现了 3枚人类牙齿化石,

初步研究显示可能属于不同于周口店直立人的早期

人属成员, 与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 !魁人 ∀接近; 4)

在巫山官渡区雷坪洞发现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

5) 在郧西黄龙洞发现的晚更新世人类牙齿化石 5

枚、石器和丰富的动物化石。此外,近年本文作者为

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对三峡地区进行旧石器调查过程

中发现了 17个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活动遗址,出

土了一批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

这些人类化石及相关的活动地点都位于鄂西 -

三峡区域内 (图 1), 表明该区域在更新世以来一直

有人类活动, 在更新世中、晚期人类活动的遗存尤

为集中、丰富, 是一个跨越更新世中 -晚期富含古

图 1� 鄂西 -三峡及其周边地区发现

古人类化石的地点 (引自文献 [ 16] )

F ig. 1� H um an fossil sites in and aroundW estH ube i

and the Three Gorges reg ion

人类资源的地区。尤其近年发现的几处地点 (如湖

北郧西黄龙洞和重庆奉节兴隆洞等 )都属于大型洞

穴遗址, 规模大, 沉积厚, 地层完整, 遗存丰富, 具

有重大研究潜力和成果前景, 进一步的发掘发现更

重要、更完整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及相关研究材料

的可能性很大。这一地区蕴藏的丰富古人类资源对

于研究探讨中国及整个东亚地区更新世中、晚期人

类演化无疑是一处理想的工作基地。此外, 尽管学

术界对在巫山龙骨坡发现的下颌骨和牙齿的分类地

位还存在争议
[ 28]

, 但根据迄今在鄂西 - 三峡地区

发现的丰富古人类化石资源包括有属于更新世早期

的湖北建始地点等情况分析, 在这一地区极有可能

蕴藏着时代接近 2�0M aB�P. 的古人类化石,这些化

石资源对于研究论证中国直立人的起源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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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年在鄂西 -三峡地区发现的古人

类化石地点及开展的一些工作

3�1� 鄂西 -三峡地区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

迄今已经在鄂西 -三峡地区发现了 10处古人

类化石地点。除长阳、郧县梅铺、郧西白龙洞、巫山

龙骨坡和郧县曲远河口发现于 20世纪 50~ 80年代

外,另外 5处地点都是近年发现的。这些新发现的

古人类化石地点极大地丰富了鄂西 -三峡地区的古

人类资源,初步研究显示在这些地点发现的古人类

化石、人类制作的工具、动物化石、地层及环境信息

对于研究一系列与中国古人类起源与演化有关的关

键学术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此简要介绍这

5处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

( 1)建始龙骨洞遗址

1975年考古队员在湖北省建始县境内的龙骨

洞发现了 3枚牙齿化石, 当时将其鉴定为南方古

猿
[ 28]
。但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 29]
。 1999 ~

2000年在同一地点再次发现 3枚牙齿化石, 同时也

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制作的石器和骨器, 以及包括巨

猿在内的大量动物化石。初步研究显示这 3枚牙齿

化石可能属于不同于周口店直立人的早期人属成

员,与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 !魁人 ∀接近 [ 11]
。 2004

年,在同一地点附近的杨家坡洞又发现了 2枚有待

鉴定的人类牙齿化石
1)
。对这一地点古地磁和动物

群的分析显示含 !魁人 ∀和巨猿化石的地层时代是

大约 2�15 ~ 1�95M aB�P. 之间。目前学术界对于
!魁人∀属于直立人的一种早期类型,还是属于不同

于直立人的一个单独分类单元尚未取得一致的意

见,因而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直立人起源、变异或

演化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 2)巫山迷宫洞遗址

1999~ 2000年本文作者之一黄万波在重庆市

巫山县境内的迷宫洞调查时发现了两件人类顶骨化

石。经初步研究确定为晚期智人
[ 30]
。

( 3)奉节兴隆洞遗址

兴隆洞位于长江南岸的重庆市奉节县云雾区。

2001年春, 黄万波等在奉节县境内考察洞穴时, 在

兴隆洞堆积地层下部砂质粘土发现了 1枚人类下颌

臼齿化石及许多哺乳动物化石, 其中有两枚剑齿象

门齿, 在清理该门齿表面的砂土时发现了若干人工

刻划痕迹
[ 30]
。在 2002 ~ 2004年的发掘中, 在发现

剑齿象门齿附近的地层里又发现了 3枚智人牙齿化

石和石哨、石鸮、石制动物形象等艺术品以及石器和

丰富的动物化石。兴隆洞的堆积十分丰富,是一处很

有研究价值的洞穴遗址。初步研究及年代测定显示

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古人类

大约生活在 10万年前,发现的艺术品可能是目前为

止世界范围内发现最早的人类原始艺术作品
[ 31]
。

( 4)巫山雷坪洞遗址

雷坪洞位于巫山山脉北坡的三峡谷地, 属于重

庆市巫山县官渡区,当地人又称之为大石洞。 2004

年,当地村民在雷坪洞挖砂采石,从砂砾层里挖出一

具人类头骨化石, 由于保存不当, 后被观赏人群打

碎。现保留有 1块枕骨和左、右侧颞骨的乳突部分。

是年 10月下旬,本文作者之一武仙竹得知情况后,

随即前往雷坪洞调查, 并从含头骨化石的堆积地层

中发现 1枚上门齿。接着又在同一层位的砂质土里

找到 1段股骨、顶骨残片,几段人的肢骨及 1块残破

的儿童额骨,几件石器和 1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地

质年代属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
[ 16]
。雷坪

洞的原生堆积还保存 300多平方米,具有很好的工

作前景。

( 5)郧西黄龙洞遗址

黄龙洞位于湖北省郧西县香口镇。该洞穴巨

大,纵深数百米、高数十米 (见封面图版 )。洞穴原

始堆积物深厚,各层堆积物结构简单,自然分层比较

清楚,古人类遗迹丰富。2004年 5月, 为配合高速

公路建设进行的文物调查中, 在湖北省郧西县黄龙

洞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 同年 6 ~ 8月和 11~ 12月

两次试掘中, 共有 5枚人类牙齿化石、20余件石制

品和大量动物化石被发掘出土。初步动物群分析、

石制品研究和年代测定显示这是一处更新世晚期古

人类遗址
[ 32 ]

,分析显示人类化石特征与晚期智人相

似,石器兼具中国南、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 动物

化石显示更新世中、晚期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特

征并反映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环境。对与人类化

石同生层位的大型动物牙齿化石进行铀系和 ESR

法定年,其年龄分别为距今 9�4万年和 4�4万年, 而

采自此洞中与人类化石同生层的石笋铀系年龄为距

今 10�3万年。从测年可靠性和动植物化石分析, 古

人类的时代介于距今 10�3~ 4�4万年之间, 有可能

为距今 10万年左右。这是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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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10~ 5万年、解剖结构具有现代人特征的人类

化石, 对研究中国古人类演化和现代中国人起源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2� 相关研究工作及认识

迄今在鄂西 -三峡地区的丰富古人类化石及相

关材料的发现已经证实这一地区自更新世以来就有

人类活动,尤其在更新世中、晚期是古人类繁衍与生

息的区域。到目前为止,在鄂西 -三峡地区开展的

工作主要对这些新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做了初期发

掘;对发现的人类化石、石器、骨器、动物化石做了鉴

定分类和初步的分析; 同时做了一些年代和环境测

试分析
[ 11, 28, 30~ 36]

。通过这些工作, 对迄今在鄂西 -

三峡地区发现的古人类研究资源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目前的研究发现和积累已经为论证若干与中国

古人类演化有关的关键性学术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

值的信息,在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3�2�1� 现代中国人起源
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更新世晚期人类遗址大多在

距今 5万年以内,接近 1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非常

稀少, 且年代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而,在

中国境内是否存在距今 10万年左右或更早的解剖

结构上的现代人还是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这

一问题的存在已成为制约现代中国人起源于当地古

老人类的 !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说 ∀的瓶颈。迄今

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重要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如山

顶洞人、资阳人、穿洞人、河套人的生存年代都在 5

万年以内。虽然柳江人的年代曾被定为距今 6�7万
年

[ 37]
,但由于发现化石的地层不确定,学术界对其

年代数据一直存在争论。近年偶有报道在中国境内

发现 10万年前或更早的人类化石
[ 38]

, 但这些地点

及年代的可靠性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近年

在鄂西 -三峡地区发现的郧西黄龙洞、奉节兴隆洞、

巫山雷坪洞和迷宫洞遗址的年代都可能在距今 10

万年左右,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人类化石证

据。根据目前的发现及初步的研究, 可以认为,至少

在 10万年前具有现代人形态特征的古人类已经生

活在鄂西 -三峡地区。而这一地区更新世以来的环

境特点显示其气候和动植物资源适合古人类生活和

繁衍。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望在现代中国人起

源领域取得突破。

3�2�2� 更新世中期中国古人类演化
更新世中期是直立人向古老型智人转变的关键

时期。从目前在鄂西 -三峡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的时代范围看,更新世中、晚期是古人类在这一地区

繁衍的昌盛时期。迄今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更新世中

期古人类化石 (如郧县直立人头骨化石、长阳上颌

骨及牙齿化石 )已经引发了国际古人类学界对这一

时期人类分类及演化的争议, 如有人提出将非洲和

欧洲的中更新世人类归入人属海德堡种 (H omo

heidelbergensis) ,并认为海德堡人很可能是在非洲形

成后向欧洲扩散并成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的祖

先
[ 7]
。中国更新世中期的郧县直立人、大荔人、金

牛山人等也被归入海德堡人
[ 39]

, 而以周口店为代表

的东亚直立人则被排除了作为后期人类祖先的可

能,被置于人类演化旁支的位置
[ 7, 39 ]
。因而在鄂

西 -三峡地区发现的更新世中期古人类化石及相关

研究材料对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国

内学术界对这一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相关材料

的研究已经针对这些问题开展了有益的探讨
[ 33, 40]

。

3�2�3� 人类行为及文化发展
除古人类化石外, 在鄂西 - 三峡地区发现了更

多的古人类制作使用的石器、骨器、创造的艺术品及

其他活动遗存。这些材料蕴涵着大量的人类文化发

展、行为模式、生存环境、迁徙流动等方面的信息。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探讨一系列与中国古人类演

化有关的科学问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近年

来,对这些丰富的鄂西 -三峡地区古人类文化遗存

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 34~ 36]

, 揭示了更新世中、晚期

以来人类在这一地区的行为模式、文化发展、早期艺

术创造等信息。其中在奉节兴隆洞发现的早期艺术

品及象牙上的刻痕为揭示东亚地区古人类文化发展

水平及早期艺术起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初步的研究显示东亚地区最早的人类艺术萌芽可能

产生在三峡地区
[ 31]
。

3�2�4� 环境变化对人类演化的影响
探讨生活环境及其变化对人类演化的影响在古

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受到了日益增多的关

注。近年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 但

还很不深入,引起学术界特别注意的成果还不多见。

其原因一方面是缺乏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合作研

究,另一方面与未能选择确定一个能够提供更新世

以来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古

生物学及环境科学全面信息的工作区域也有很大的

关系。鄂西 -三峡地区丰富的古人类学资源为研究

环境变化对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

的工作区域。最近我们已经开始对鄂西 -三峡地区

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地点的环境延聘进行测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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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开展相关的研究。

3�2�5� 早期人类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
关于最早的人类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及其分类地

位一直未能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一研究领

域也成为过去 20年来古人类学界的关注点。从目

前的发现及研究积累看,相关的信息还比较零碎,短

期内不大可能取得认识上的突破。在鄂西 -三峡地

区发现的巫山龙骨坡和建始龙骨洞的时代都比较

早,有关学者对发现的化石提出了可能属于早期人

属成员、!魁人 ∀、早期直立人及猿类的多种可能
性

[ 11, 27, 28 ]
。我们认为鄂西 - 三峡地区的古人类资

源在探讨早期人类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方面也将发

挥重要的作用。

4� 存在问题及未来工作

由于以往研究及认识水平的局限, 以及研究经

费的限制,国内学术界对鄂西 -三峡地区古人类演

化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主要包括: 1) 尽管这一地

区蕴藏着丰富的古人类资源, 迄今尚未对整个鄂

西 -三峡地区古人类化石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全面

的调查。已经开展的一些野外发掘工作分散,缺乏

整体协调及系统规模。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一地区

的古人类资源已经出现人为盗掘破坏的迹象; 2) 对

发现的人类化石缺乏细致系统的研究, 对有些化石

在分类上还有争议; 3) 缺乏在时间序列上对这一地

区古人类演化规律的研究; 4) 缺乏对更新世中期以

来该地区古人类文化发展及行为特征的综合研究;

5) 对该地区古人类在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

起源与演化上的作用还不清楚; 对近期在三峡地区

发现的原始艺术作品及在郧西黄龙洞发现的更新世

晚期人类化石在人类早期艺术起源及现代中国人起

源上的价值尚未做深入研究; 6)尤为重要的是, 缺

乏对该地区人类化石、文化遗存、环境变迁和年代学

多学科交叉、系统的研究。

鉴于鄂西 -三峡地区蕴藏的丰富古人类资源及

重要科学价值,在这一地区已有较好工作基础和积

累,我们计划未来在这一地区开展一系列系统的野

外调查、发掘及相关的地质环境与年代测试工作,摸

清这一区域古人类起源分布情况并力争发现一批具

有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化石材料。在此基础上,对与

中国更新世中、晚期人类演化有关的问题开展系统

的研究,力图在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中

国人起源、早期艺术起源及鄂西 -三峡在东亚地区

古人类演化上的地位等问题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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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though a series of new discoveries in A fr ica have ex tended hum an h istory to about 7M aB�P., in Eurasia,

P le istocene is st ill the key period for human evolution. For the past decade, the research advances in the

P le istocene human evolution have attracted pa leoanthropo log ists to some ho t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1) the orig in

and evo lution o fH omo erectus; 2 ) human evolution and modern human orig in in Late P le istocene; 3) cu ltura l

deve lopment and behav ior patterns of Late P le istocene humans; 4) environmenta l influences on b io log ical features

and behav ior patterns of humans. A ll these research f ie lds are closely re lated to human evo lution in East Asia,

espec ially in China. For the past decades paleoan thropo log ists in Ch ina have made fragm ent ach ievements in those

research f ie lds, ma inly focusing on descriptions o f some sites but w ithout much systematic and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es and a fossil gap during the period o f 100~ 50kaB�P. hasn�t been bridged ye.t A region prov iding a who le

set of informat ion of human history duringM iddle to Late P le istocene has been for years looked for in Ch ina.

W estHubei and the Three Go rges reg ion is a narrow reg ion. Since the f irst discovery o f human max illa

fragment in Changyang in 1957, at least 10 human fossil sites have been found in th is reg ion, including the famous

Yunx ianH omo erectus and the Longgupo sites. B esides human fossil sites, more than 30 sites w ith stone artifacts

and o ther ev idence show ing hum an act iv it ies have also been located. Since 2000, our field surveys have d iscovered

4 new Late P leistocene human fossil sites. Pre lim inary excavations in these sites have ind icated that all the four

sites have no t only human fossils, bu t a lso stone artifacts andm ammal fossils unearthed. Among the four sites, the

Huang long Cave and the X ing long C ave are more importan.t The Huanglong C ave is located at Yunx i County,

northw est o fHube i Prov ince. During our test excavation at theHuang long Cave in 2004, 5 human teeth, 20 stone

too ls and nearly 2000mamm al fossils have been discovered. Prelim inary ana lysis and dating (U �series and ESR )

have ind icated that the age of the human teeth is around 100kaB�P. A t the X inglong Cave, besides 4 human teeth,

stone art ifacts, ivory eng rav ings and other cultural remains have also been d iscovered. B iostrat igraphic analysis and

uranium series dat ing have shown tha t the age o f the cavew as about 100kaB�P.
F ie ld excavations and labo ratory stud ies have ind icated that since M idd le Pleistocene W est Hubei and the

Three Gorges reg ion has been resided by human beings. The rich pa leoanthropo log ica l resources in th is reg ion w ill

play important ro le in resolv ing some key prob lem s of human evo lu tion in China.

Key words� � human evolution, hum an fossi,l P le istocene, W estHube i and the Three Gorges reg 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