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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l00081)

摘要：近40年来，笔者运用了如下方法对元谋人的时代做了进一步研究：①对

元谋人年代的测定，采用了古地磁地层法、裂变径迹法、EsR法和氨基酸法；②从

元谋动物群来确定元谋人时代；③从元谋地区地貌角度来讨论元谋人时代；④从新

构造运动来讨论元谋人时代；⑤从元谋盆地第四纪地层来确定元谋人时代；⑥从元

谋人牙齿，胫骨来讨论元谋人时代。最后得出元谋人时代为早更新世，距今170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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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云南元谋盆地第四纪研究已有80年历史，元谋人发现距今40年。自1926年冬到1927

年春，美国自然博物馆纳尔逊在元谋盆地，龙街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始，科学家对元谋盆

地哺乳动物群先后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o。

1965年地矿部地质科学院钱方、赵国光、浦庆余和王德山等四人，到元谋盆地对“元谋

层”进行了研究，实测了元谋组剖面，在采集化石时发现了二颗浅灰白色的，石化程度很深

的原始人类一对门齿化石~“。经中国地质博物馆胡承志教授初步鉴定认为基本形态可与北京

人同类牙齿相比较，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故被定为直立人种中的一个种，以发现这一

化石产地元谋县命名，定名为直立人元谋种(舶m(＆mn眈r∞w)e—tw"m—mwm括)，简

称元谋直立人或“元谋人”，元谋猿人”1。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更新世古人类化石。

1元谋人年代的研究

对元谋人年代的测定，笔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地质行业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联合资助

下，在对“元谋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研究课题中，采用了古地磁地层法，裂变经迹法，电

子自旋共振法和氨基酸法等四种方法进行了研究。由于发现的元谋人化石极少，不可能用元

谋人化石标本直接测年，所以采用了间接测年的方法，即用磁性柱的对比，对元谋组地层进

行系统的磁性地层研究，得出含元谋人化石层位的年代，即元谋人年代。另一种方法，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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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元谋人地层中的其它哺乳动物化石或矿物进行测年，再通过上，下层位厚度沉积时间校正

后，得出元谋人年代。同时又采用其它方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果的可信度。

1．1磁性地层研究

元谋组磁性地层研究开始于1973年，当时国内外均没有对河湖相地层，进行磁性地层

研究先例。作为探索性研究，首先由钱方、浦庆余在老鸦塘一牛肩包元谋组中采集了十几块

样品，带回北京，在地质力学所十三陵古地磁实验室，由李普，马醒华进行测试。测试结果

表明，更新世湖相地层有明显的磁极性变化，可以进行磁性地层研究。1974年，钱方，马

醒华和邢历生，再次到元谋系统地采元谋组古地磁样。1976年，首次用古地磁方法测出元

谋人年代为170±10万年”1。1985年，作者重新对元谋组第四段系统采样时，布置了33个

采样点““。1991年再次布置了采样点178个，对样品进行磁清洗。同时清洗方式又进行了

改进，由在交变磁场中磁清洗，改为系统热退磁。样品测量由无定向磁力仪，改为英国

DIGIcO磁通门磁力仪，或英国(Minispin)旋转磁力仪测定，少数标本在北京大学地球物理

系的超导磁力仪上测定。所测结果验证了1976年得出的元谋人年代的结果。同时，与程国

良”⋯和江能人““得出的元谋人生存年代基本一致。

根据当时极性年表，得出了元谋组地层大致为距今1．33～3．40Ma间的沉积，历时200

多万年。元谋组各段的年代为：第四段为距今133～187万年(为奥都维事件底部)；第三段

为距今187～250万年(为松山～高斯界线)；第二段为250～300万年(相当于凯纳事件底

部)；第一段为300一340万年(大致在高斯世底部或吉尔伯特顶部)，含元谋组化石层位

(在元谋组第二十五层中)，位于松山世中的吉尔萨事件和奥尔都维事件间。据此，元谋人的

年代应介于这两个事件的上，下年限之间，在当时极性表上为距今167～187万年，所以元

谋人的年代，在167～187万年之间。过去将元谋人年代定为170±10万年(当时极性年表为

16l～179万年)，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张宗祜、罗宝信等““对元谋盆地中南面，茂易一马头山剖面(厚597．4m)，相当元谋组

的地层和牛肩包元谋组第四段剖面也进行了系统的磁性地层研究，得出元谋人的年代也在奥

尔都维事件附近，与上述的结果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用古地磁方法对元谋人年代的研究，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单位、采用不同的

测试仪器，但是得出的结果却非常一致，说明了元谋人年代，确定在距今170±10万年是完

全正确的。

1．2裂变径迹测年【FTD)

利用元谋盆地元谋组中的石膏晶体所记录的u238自发裂变径迹测定地质年代，是研究

元谋组年代的一种新手段。裂变径迹测年由兰州大学的张虎才和陈怀录教授“21完成，首次

对元谋组用裂变径迹法测定年代，样品为石膏晶体，分别采自元谋盆地三个地点及元谋组不

同的层位中。其中有：①白泥湾元谋东山断裂带西侧元谋组第四段中部附近；②大坡箐沟元

谋组第三段15层底部的白色砂层中；③沙沟村西南，元谋组第一，第二段(即前人称为的

沙沟组)，灰黑色泥岩，泥炭层中，在该剖面的上部和中部取二块石膏晶体样，二块样品间

距约15m。此外，在其它一些地方也采集了一些样品。

由于样品本身含u量低，给测试带来了困难，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有的样品测试了几

次，得出了七述四个样品中的五个石膏晶体裂变径迹测年数据。

经上述过程统计出样品各自的自发裂变径迹密度和诱发裂变径迹密度后，用下列公式进

行年代和误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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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年代)=1，V‘p，∥。，。占。中。e

自泥湾元谋组第四段样品中的自发裂变径迹密度为1．35-102(条／cm2)，诱发裂变径迹

密度为69300条，cm2，代入公式后得出该样品年代为172±17万年。这～数据也印证了用古

地磁方法测定出元谋人年代为170±10万年是正确的。大坡箐沟元谋组第三段第十五层中两

块石膏晶体，分别测出年代为192±19万年和2IO±20万年。在沙沟村西南剖面，上部石膏

晶体裂变径迹年代为259±25万年，中部标本年代为297±28万年。

1．3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

电子自旋共振(EsR)用于测年已有三十年历史，而用来测定哺乳动物牙齿化石起步较

晚，实例更少。用来测试的样品为一颗鹿牙珐琅，鹿牙出自元谋组第四段第26层中部(编

号为87006)，高出产元谋人牙齿化石层位约25m。EsR测年是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原思训和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邢如莲等人“21完成的。在实验室中对标本进行清洗，制备并在电

子自旋共振仪上测EsR谱和有关数据，同时通过分析样品及样品出土部位周围物质中的放

射性物质含量等分析数据，最后得出鹿牙珐琅的EsR年龄为距今131万年。考虑到元谋人牙

齿层位比鹿牙化石层位要低20多米，所以元谋人年代推测大于140万年，比鹿牙要早。这

一结果与古地磁，裂变径迹测年数据相比略小。而且EsR法鹿牙化石测年是在试验阶段，

所以笔者认为这一结果，对于元谋人年代为距今170±lO万年的数据是可以接受的。黄培

华“41也用EsR法对元谋人年代进行测定，得出元谋人年代为150～160万年。

1．4氨基酸测年

用氨基酸外消旋测年法，对“元谋人”所在地层中伴生的动物化石进行了测定。研究的

标本采自元谋组第四段含“元谋人”层位的第二十五层及其上的第二十六层，为鹿牙化石，

标本编号为87003，和猪牙化石，标本编号为87004。

标本氨基酸测年由国土资源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吴佩珠“21完成，所测标本经处理后，

在美国HP5890A型气相色谱仪及HP3392A型积分仪上测定，并进行年龄计算，最后得出元

谋组中鹿牙化石年龄，大约距今154万年。其结果与用古地磁测年结果相近。历年不同的测

定者，用不同的方法，对元谋人年代测定的数据参见表l。

虽然近年来已将松山世奥尔都维事件和吉尔萨事件合在一起，其年代定为距今176～191

万年，但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将元谋人年代定为距今170±10万年是合理的，并且有科学

依据。

2从元谋动物群确定元谋人年代

过去，笔者将元谋动物群的范围包括元谋组一至四段化石种类，化石分布在约673．6m

厚的地层中，时代定为早更新世，年代为距今3．4一1．31Ma之间。随着野外工作的深入开

展，在元谋组下部第一，二段中找到了更多的化石，如低冠竹鼠，法氏大水獭，进步脊棱齿

象，类象剑齿象等，于是将元谋组下部动物群(沙沟动物群)与上部动物群(元谋动物群)

分开。其分界线大致在高斯与松山界线附近，距今约260万年(新年表)。本文所论元谋动

物群即为元谋组第三，四段动物化石，主要依据林一朴和潘悦容等”“提供的化石名单进行

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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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元谋人年代

Tablel Yuamou Man’s age

年代测定者 测定时间 测定方法 元谋组第四段层位 年代(万年)

李普等 1976 古地磁 第25层 170±10

程国良等 1977 古地磁 第25层

粱其中等 1989 古地磁 第25层 167一175

钱方 1991 古地磁 第25层 167—187

李虎才等 1991 裂变径迹 第四段

原思训等 1991 ESR 第25层 >140

吴佩珠 199l 氨基酸 第25层 153

张宗祜等 1994 古地磁 第25层 162～19l

黄培华等 1998 ESR 第25层 150—160

元谋动物群

灵长目：元谋人(三fD，加eM￡w州。n聊“洲如)

兔形目：复齿鼠兔(Oc^oto聊ides compz赴池w)

啮齿且：竹鼠(鼢抽叫s 8p．)，田鼠(胁crof”印．)，水(A兀，洳f0 8p．)，毫猪(胁。t血，

sH6cr￡盯d￡o)o

食肉目：元谋狼(cⅡ砒，一n—ww括)，鸡骨山狐(’mⅫ矿．以琥w^owwi)，化石小灵
猫(Ⅵ钾丌证“n mⅡk钾邶括加站i风)，桑氏鬣狗(月如ew z池mi)，鬣狗(毋珊舳8p．)，泥河湾剑

齿虎(ME弘me旭oH c，．nib训。珊邶如)，虎(PⅡmkm￡培慨)，豹(|pⅡ砒Bm印rd淞)，猎豹
(qM池n坤5p．)，猫(n船sp．)。

长鼻目：类象剑齿象(&卿如n e却^。moi如5)，剑齿象(s‘昭odon 8p．)。

奇蹄目：云南马(功u珊州肌Ⅱ聊琊括)，爪蹄兽(他咖m^e打um 8p．)，中国犀(融i，舢瑚
si聊w厶)，犀(融打加cer。5 sp．)

偶蹄目：野猪(s¨sc吲缸)，猪(s瑚8p．)，龙川始柱角鹿(勘n—Dce瑚fo，郴矗H口n盯醛蠡)，

狍后麂(^f锄。㈣幽，∞pM‰w)，细麂(忍ⅢeM协“∞m￡w)，湖麂(A缸Ⅲi㈣船“廊)，
最后枝角鹿(＆M唧叫以‘imw)，粗面轴鹿(血拈c，．几q扣s螂)，山西轴鹿(血如矶。珊￡w)，云

南水鹿(冠啪∽肌衄e船如)，水鹿(R啪sp．)，斯氏鹿(cen】淞(R瑚o)s协hi)，鹿(＆坤螂

叩．)，纤细原始狍(PmcⅡp聊z淞眦删如)，牛(舶s 8p．)，牛(咸60s 8p．)，羚羊(‰池
8p．)。

元谋动物群有如下特点：

(1)动物群中的第三纪残余种较多，有泥河湾剑齿虎，爪蹄兽，狍后麂，细麂，湖麂，

龙川始柱角鹿，最后枝角鹿，纤细原始狍。这些残余种，均出土于元谋组第四段，含元谋人

化石的第25层及其上的26，27层中，并且在38种哺乳动物中，绝灭种占92％。

(2)动物群中有早更新世的代表种：元谋狼，桑氏鬣狗，类象剑齿象，山西轴鹿，粗面

轴鹿

熊猫

云南水鹿，云南马。其中云南马数量最多，是过去用于确定元谋组时代的标准化石。

3)在动物群中，缺少中国南方中更新世，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典型种类，如大

貘，中国熊，猩猩和猕猴等。

4)元谋的鹿类中至少有始柱角鹿，狍后麂，细麂，湖麂，最后枝角鹿等个体较小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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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山西轴鹿，水鹿等7种能与上新世早更新世的山西榆社组的鹿类化石作比较。在一些鹿

类的上，下臼齿上残留有新第三纪鹿类臼齿上的古鹿褶，也有类似爪哇早更新世的斯氏鹿和

轴鹿。

(5)除云南马外，长鼻类如类象剑齿象，也能够与缅甸上伊洛瓦底的象类相对比。

根据上述元谋动物群的特点，完全可以确定元谋动物群时代为早更新世。其中，元谋动

物群中的鹿类等与北方山西榆社动物群中的第1I带(张村组)和第1II带(楼则峪组)极为

相似，可以认为元谋动物群的时代是早更新世的早、中期，所以元谋人的时代也应定为早更

新世的早、中期；但是考虑到含元谋人化石在元谋组第四段第二十五层中，其时代定为早更

新世的中期更为合适，这与前人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3从元谋地区地貌角度来讨论元谋人时代

元谋盆地周围被山地环绕，形成一个封闭的山间盆地。盆地周边的古夷平面是属于云南

高原古夷平面的一部分，其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地质时期。自喜马拉雅运动第一幕后，从

始新世一中新世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夷平面，在夷平面上发育了古风化壳和峰林，石林等岩

溶地貌。该夷平面的总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自喜马拉雅运动第二幕后，随着青藏

高原的隆升，古夷平面也开始大面积抬升成为高原面。

由于云南古夷平面的抬升受青藏高原断块差异运动影响具有掀升性，所以这一山顶夷平

面也是自北西向南东倾斜，呈阶梯状下降：藏北地区为5000m，滇北德钦、川西理塘为

4500m，宁蒗为3500m，昆明、武定、元谋和大姚为2600m左右。同时，夷平面下的山麓地

带局部有剥夷面分布。元谋盆地周围为中山，东以东山为屏，最高峰大营盘山高2835 9m，

东山一般峰顶海拔为2600～2700m，组成了本区最高一级夷平面。这级夷平面断陷到元谋盆

地中或为1300m左右的基岩岗丘。此外，在元谋盆地东、西两侧的山坡上，还存在有三级剥

夷面。

本区夷平面和剥夷面的高度和数目，与盆地中的新近纪晚期盆地中的沉积有关。即被断

陷到元谋盆地内的夷平面上，沉积物时代，将不会早于中新世。

元谋盆地周围被山地环绕，形成一个山问盆地。龙川江自北向南，由2600多米的云南

高原面上强烈下切，形成一系列峡谷，嶂谷，急滩，总高差达1000m以上，到元谋尹地附近

流人盆地。龙川江注入盆地后，水流蜿蜒曲折，在盆地北端穿过朱布一鱼洗峡谷和蜻蛉河汇

合后流入金沙江。通过对元谋盆地中龙川江河谷地貌研究得知，龙川江是条叠置河。在盆地

中河谷和沟谷的下切，最先从元谋组开始，组成龙川江河床底的是元谋组。龙川江在元谋盆

地内发育有六级阶地，其中最高阶地(即第六级阶地)，在龙川江茂易～凤仪村峡谷段东侧

的牛王山和茂易山上最典型。阶地海拔为1310～1340m，高出江面250～280m，为基座阶地。

中更新统牛王山组不整合在元谋组或昆阳群大理岩之上。

在牛王山上，牛王山组下部砾石层厚1～2m。砾石成分以石英岩，石英砂岩为主，还有

砂岩，花岗岩，大理岩，片岩等。砂岩砾石已全部风化，石英岩和石英砂岩风化较深，说明

其时代较早。砾石呈扁平或次圆状，磨圆较好。粒径一般为5—15cm，大的有30cm。茂易山

上的砾石粒径较大，一般为30～50cm，且磨圆好，散布在1340m的阶地面上，是典型的河

床急流相堆积。牛王山组上部为紫红色粉砂土层。在盆地北面德大附近的龙川江支流永定河

东侧，也有相当于牛王山组的六级阶地堆积物，下部为紫红色砾石层，厚为2～6 5m，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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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褐红色亚粘土层，厚为1．5m。在牛王山组顶部常可见到发育了厚约1m左右的紫红色红土

层风化壳。该层红土风化壳的时代不会晚于中更新世。

从地貌上研究，结合阶地堆积物和红土风化壳的特征，龙川江第六级阶地形成时代，为

中更新世早期，阶地的部分基座为元谋组地层，所以可以推论，元谋组的时代不会晚于中更

新世，也不会早于中新世早期，同时考虑到在元谋组以下还有几百米厚的中一上新世小河组

沉积，所以将元谋组的时代定在早更新世，而元谋人的时代为早更新世中期。

4从新构造运动来讨论元谋人的年代

元谋盆地在新构造运动期间有过多期运动。自中新世来，上新世初盆地开始断陷接受沉

积后，在距今4．00 Ma B．P．前后又发生了一次构造运动，造成了上新世小河组地层和元谋

组之间的不整合，有的地方表现为沉积间断形成鲜红色的古风化壳。如在老雅塘中的上新世

龙川组上部的古风化壳厚达7．2m。在这次新构造运动后，元谋盆地继续发生断陷，不过断

陷的中心由西逐渐向东移动，形成了元谋组l～4段厚673．6m的一套以河湖相为主的连续沉

积。

元谋盆地中早更新世元谋组沉积结束后不久，在云南元谋和四川西昌等地区发生了一次

强烈的地壳运动，笔者命名为元谋运动“6。元谋运动主要表现为元谋东山断层复活抬升，

并发生左旋压扭滑动构造，使东山中生代红层逆推到元谋组上，元谋组发生倾斜，褶皱和断

裂。据区域地层对比和磁性地层研究，元谋运动发生的时间应在元谋组，昔格达组(距今约

3lo～200万年)沉积以后，在四川西昌大箐梁子组(距今约120～40万年)⋯。，理塘甲洼组

(距今约120～43万年)之前“⋯，大约为距今130±10万年。元谋运动不仅在云南，四川表

现强烈，在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和陕西等地也有强烈反映，它可能相当任纪舜等““称

为的晚喜马拉雅旋回的喜马拉雅运动第三幕(距今150±50万年)。元谋运动后，元谋盆地

中还发生过多次抬升，中、晚更新世地层变形、断裂和不整台等构造运动，但这与元谋组的

时代关系不大。

元谋组地层的形成时间，是在元谋盆地中新世末发生断层，到元谋运动结束之间。这二

次构造运动的时代大致为距今400万年左右和130±10万年。所以元谋组的时代应当在这二

次构造运动之间。元谋人的层位是位于元谋组第四段的下部，如按这二次构造运动时间相隔

270万年估算，那么元谋组每段沉积时间约为67万年，则元谋组第四段年代应距今为197～

130万年。所以将元谋人的年代，推理和解释在距今170±lo万年是合理的，亦是正确的。

5从元谋盆地第四纪地层及元谋组沉积特征来确定元谋人时

代

在元谋盆地厚约1000多米的各种成因的第四纪堆积中(表2)，可直接看到有三期不同

时代的冰碛物不整合地复盖在元谋组上面。它们是：马头山冰期的紫红色泥砾层，中山冰期

的深红色泥砾层和东山冰期的红棕色冰碛层。这三次冰期可与中国东部的鄱阳冰期、大姑冰

期和庐山冰期对比。在元谋盆地北面龙街附近金沙江畔，还堆积有一套厚约5m龙街粉砂

层，对龙街粉砂层自上向下37．8m处，深灰色粉砂质粘土，用全有机质作“c年龄测定，为

28580±年。另外，在43．6m和52．1m处的灰黑色粘土层，采得”c年龄样各一块，经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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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其年龄已超过测定范围(大于4万年)。据沉积速率推测，龙街

组沉积时间，大约为距今102000～10200 a B．P．，地质时代属更新世晚期，相当大理冰期至

大理一庐山问冰期。一般认为鄱阳冰期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大姑冰期和庐山冰期为中更新

世；大理冰期属晚更新世晚期，所以元谋组形成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晚期。考虑到元谋人

出土于元谋组上部的第四段中，元谋人的年代定在早更新世中期应该较为合适。

表2元谋盆地第四纪地层表

Table 2 The“st of QuatemaIy strad驴蛳eal time协ble in Y啪姗u B鹅in

极性表 年代 诛期一’。 人类及 哺乳
时代 (万年) 地 层 文化遗迹 动物群

波性期 极性事件 ，，。7间冰期

全
高漫滩、洪积文化

新 0 3 2I_ 层，一级阶地黄、红棕 冰后期 太m子文化

鸯荔磊
世

色风化壳．金抄江砾石
层等

拉 尚
1．2

—3 O 大理诛期 旧石器晚期 小米地

晚
布 龙街组

四家村文化 动物群
晚 —— 7弘

布扣克 -l 0 O 棕红色铁质风化壳 彖山大理 旧石器更 中
问淋期

新 龙川江T，砂砾层

世
——

一20

旦 容
东山组 东山冰期

—— —— 琵琶D —30

更 月龙组 。，’。 月龙问冰期 旧石器早班
一40 的后一阶段由

晚 ，，’’砖红色铁 月龙村文化

，一’ 质风化壳

更 —— 60

中 —73
中山组 中山冰期

新 —— 80一

新 松
贸拉米洛

一90

_|ft 旦 —97 牛王山组
100-

马头山冰期

L 30i10一

日石器早期

吉尔萨 一167
第4段 元谋降温期 i落自物#

世 170·
元 元谨^文化

奥尔都维 187一
山 肋0一

留尼旺 -20l 谋 第3段

新 ·214 元谨间冰瓤

x事件 —250 组

世 第2段
凯纳 —292 沙自动物群
马莫斯 300一

-3l 5 第1段 温凉

r340 、、 群n也铁质H化壳
士

上
口

呵奇拦
一380

、、、 龙川组
尔 努瓦尼克 ·420 ^猿趣#化石

新
西杜夫加尔 —447

伯
世 斯维拉 —500 小河组

、

特
5 4 4

元谋组地层厚673．6m，不整合或假整合在含元谋古猿的上新世一中更新世地层之上。

这一套河湖相地层已经半成岩，形成这样厚的地层没有足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一般认为湖

相地层的沉积速率是lO～l 0(Jc耐ka，若按这个数字推算，元谋组的形成需要67—670万年，

所以元谋组的时代定为早更新世较合适。

此外，在元谋组上堆积的不同时期沉积物上面，发育有三个不同时代的风化壳；砖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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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质风化壳，棕红色铁质风化壳和黄棕色风化壳，其时代分别为中更新世，晚更新世和全新

世。同时，元谋组也组成了龙川江1～6级阶地的基座，阶地的形成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综上所述，从元谋盆地第四纪地层及元谋组沉积特征的研究，也可确定元谋人的时代为

早更新世。

6从元谋人牙齿和胫骨的研究来讨论元谋人时代

通过元谋人门齿化石的研究“⋯，得出元谋人上内侧门齿形态的特点：

(1)这两颗牙齿化石可能代表一个青年男性个体。

(2)牙齿粗硕，齿冠尤甚。

(3)齿冠唇面较平扁。

(4)底结节发达，呈含丘状隆起，占舌面的1，2，其游离缘分出三条分离的指状突，近

中侧一条构成中脊，居面中央。

(5)舌面具发达的铲形舌窝，且为正中脊分隔为左右两半舌面内面多釉质褶皱，两侧缘

脊明显皱起，远中缘脊较发达，其内缘与底结节之间因有小切迹间断而不相接续。

(6)齿根颈部横切面呈椭圆形，唇一舌方面较扁，两侧颈线有较大的弯曲度，近中侧的

弯曲明显大于远中侧。

将元谋人门牙与北京人、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南猿及更新世的人形超科，上内侧门齿

形态对比和研究，表明了元谋人上内侧门齿基本是直立人型的，是我国南方乞今已发现的早

期类型直立人代表。

胡承志”o在研究元谋人指出，元谋人的上，中门齿，在尺寸，齿冠基部肿厚程度，底结

节强烈凸起，指状突与缘嵴及明显的铲形舌窝等特点上与北京人相近，故他们多属于直立人

类型。因而将元谋人定为直立人种的一个新亚种。元谋人上中门齿形态上与北京人的不同

处，如标本唇面较平扁，甚至出现小的低陷区；元谋人的远中缘嵴较北京人为发达，且内缘

与底结节不直接相续，而为一小切迹所间断等。这反映了他们的原始性和可能具有较多接近

猿类和南猿类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可能具有从纤细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

周国兴⋯o在对元谋人上中门齿与南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对比研究后，认为他们既

有区别，亦有相近之处，总之差异较大。他们相似之处想必来自推测中的人与猿的共同祖

先。不同之处反映了元谋人较南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更进步，基本是直立人类型，时代

较新。

对元谋出土的元谋人胫骨化石，经周国兴⋯1研究，有如下形态特点：①胫骨明显为扁

胫型；②骨干前缘明显圆钝，s型弯曲极弱；③有浅显的骨间接；④内缘中部1，3段处，内

面与后面相接呈直角转折；⑤骨干后面有明显的腓肠肌隆起，胭线发育，且有纵脊隆起，将

骨干后面分为内外两半，内半侧骨面窄而外半侧宽；⑥骨干的骨壁较厚，髓腔相对较小。

将该段胫骨与非洲奥尔都维峡谷南猿，图尔卡纳湖东岸“能人型”标本(ER一1481)

和现代人胫骨比较，元谋人胫骨带有较多的接近能人的原始特点，而元谋人胫骨与现代人有

明显区别。

对元谋人牙齿及胫骨研究的成果，表明了元谋人要比北京人时代早。他比较接近能人，但

是还是直立人，时代比能人略晚。所以元谋人时代，应介于北京人与能人之间，属于早更新

世。通过综合研究，将元谋人时代定为早更新世，年代为距今170±10万年是有科学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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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GE OF THE YUANMoU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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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ast 40 years，the author has funher studied the 89e，livi“g environment and clIlture

of the Yuanrnou M柚．‘胁e study 0f Yuanmou Man’s 89e has been ca盯ied out by： (1)the

paleom89netostrat培raphic method， 6ssion-tmck dating(胛D)， elec呐n 8pin res蚰ance(EsR) 柚d

a嘶noacid analysis， (2)the YuaIlmou fauna， (3)th8 geomorphology in t11e Yuanmou aIea， (4)

neotectonic movement，(5)the Quatem8ry stmtigraphy 0f the Yuanmou basin，a口d(6)the teetIl and

tibia 0f tlle YuanⅡ∞u Man．ne study at 1as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Yuanmou Man’s age is eady

Pleistocene，-170 MaB．P．．

Key words： Yuanmou Man；age deter“nation； chmnostmt培mphy；geomorphochronolo盯；

neotecton；c move瑚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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