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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东江流域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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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在南岭以南的广东东江流域河源地区东源县上莞镇的碧寿洞中发现较丰富的古哺乳动物牙齿

化石。经鉴定为６个目５属５种，称之为碧寿动物群。根据碧寿动物群指示的古生态、化石层位、热释光测试结果

和生物地层对比初步认为，该动物群与西江流域的罗沙岩动物群一样，都属于晚更新世时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

物群，生活在 ＭＩＳ５ａ时的间冰期，但罗沙岩动物群的时代略早，为（７９．０±１５）ｋａＢＰ，而碧寿动物群则存在于末次

冰期／末次间冰期之交的 ＭＩＳ５ａ之末叶。此动物群为广东东江流域历年首现，代表了当时的热带北缘森林草原的

自然环境。

关键词：岭南东江流域；碧寿哺乳动物化石；古生态；地质时代

　　作者之一在２０００年夏季考察南岭以南（以下简

称岭南）的第四纪地层时，有幸在广东河源地区东源

县境内溶洞堆积层中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这些

化石经鉴定为６个目５属５种，称之为“碧寿动物

群”。嗣后，我们又对含化石层位进行了确定和热释

光年龄测定。现根据碧寿溶洞的动物化石材料并结

合层位年代对此作一讨论。

１　碧寿溶洞地质特征

碧寿溶洞位于东源县东北上莞镇西南约３．５ｋｍ

处，大致在东江支流新丰江船塘河近源头处（图１）。

海拔约３００ｍ，地理座标为１１４°５９′３２″Ｅ，２４°０４′１０″

Ｎ。附近有公路与２０５国道及京九铁路相连。

溶洞所在山麓较之现代侵蚀基准面抬高约

１００ｍ，发育下石炭统大塘阶石磴子组—中上石炭统

壶天群灰色厚层结晶灰岩，下部见贵州珊瑚等。溶

洞多有分叉，总体为 ＮＷ 和 ＮＮＥ走向。溶洞中发

育地下河以及石钟乳、石笋等。洞内含一套属晚更

新世的土状堆积和砾石层。地层自上而下为（图

２）：

ＢＳ１、黄色粘土质粉砂。较松软，哺乳类化石多

产于此层５０ｃｍ以下的土层，越向下，土层愈红，化

石在近下伏砾石层的界面处较丰。该层近顶部的热

释光（ＴＬ）年龄测试结果为６０．３０±４．８０ｋａ。厚６０

～１００ｃｍ。

ＢＳ２、具桔红色粘土和钙质略胶结的砾石层。

可见花斑状的红色粘土透镜体。砾石成份以灰岩、

砂岩为主，多为次棱～棱角状，砾径２～１５ｃｍ不等。

厚５０～１５０ｃｍ。

ＢＳ３、半胶结砾石层。覆于洞底基岩之上，钙质

半胶结。砾石成分以灰岩为主，尚见板岩、千枚岩、

砂岩、花岗岩、红色砂砾岩等碎屑，多呈次圆，偶见浑

圆状，砾径１０～２５ｃｍ不等。厚１５０～２５０ｃｍ。

～～～～～～不整合面～～～～～～

ＢＳ４、下石炭统大塘阶石磴子组—中上石炭统

壶天群灰色厚层结晶灰岩。洞底出露厚度５０～１２０

ｃｍ。

在上述“ＢＳ１”层中所发现的化石多为动物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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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碧寿洞和本文中涉及的临江地层剖面位置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ＢｉｓｈｏｕＣａｖｅａｎｄＬｉｎｊｉａｎｇ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１—北回归线；２—省界；３—城镇；４—碧寿洞位置；

５—本文中涉及的临江地层剖面位置

１—Ｔｒｏｐｉｃ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ｖｉｃｅｓ；

３—ｃｉｔｙｏｒｔｏｗｎ；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ｓｈｏｕＣａｖｅ；５—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图２　碧寿洞晚更新世地层及含哺乳动物化石位置

Ｆｉｇ．２　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ＢｉｓｈｏｕＣａｖｅａｎｄ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ｍｍａｌｆｏｓｓｉｌｓ

ＢＳ１—黄色粘土质粉砂；ＢＳ２—具桔红色粘土和钙质略胶结的角

砾层；ＢＳ３—钙质半胶结砾石层；ＢＳ４—下石炭统大塘阶石磴子

组—中上石炭统壶天群灰色结晶灰岩；□—热释光样品；○×—哺

乳动物化石

ＢＳ１—Ｙｅｌｌｏｗ ｃｌａｙｅｙ ｓｉｌｔ； ＢＳ２—ｂｒｅｃｃｉａｔｅｄ ｌａｙｅｒ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ｃ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ａｃａｒａｔｃｌａｙ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ＢＳ３—ｇｒａｖｅｌｌａｙｅｒ

ｐａｒｔｌｙ ｃ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ＢＳ４—ｇｒｅｙｉｓｈ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ｉｄｅｎｇｚ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Ｄａｔａｎｇ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ＨｕｔｉａｎＧｒｏｕｐ；

□—ＴＬａ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ｏｆｍａｍｍａｌｆｏｓｓｉｌｓ

齿，并伴有部分肢骨化石碎片。该层与之下伏岩性

差别比较明显。前者与后面将涉及到的东江流域第

Ⅰ阶地的黄色土状沉积物颇为接近，后者即ＢＳ２中

的花斑状红色粘土透镜体与裸露在该地地表和东江

流域第Ⅰ阶地黄色土状沉积物之下的红色或花斑红

色粘土，也即所谓“网纹红土”相似。该溶洞的整个

层序也很类同于北江流域的英德和曲江一带的洞穴

堆积（黄万波，１９６３；张韦，黄有含，１９９７）。

２　动物化石特征分析

经兰州大学地质系谷祖刚教授鉴定，该地化石

隶属于６目５属５种（图版Ⅰ），名单如下：

灵长目，１７５８：猕猴 犕犪犮犪犮犪ｓｐ．，１７９９

啮齿目，１８２１：豪猪（无颈鬃豪猪）犎狔狊狋狉犻狓犮犳

狊狌犫犮狉犻狊狋犪狋犪Ｓｗｉｎｈｏｅ，１８７０

食肉目，１８２１：斑鬣狗犆狉狅犮狌狋犪ｓｐ．，１８２８

大熊 猫 洞 穴 亚 种 犃犻犾狌狉狅狆狅犱犪 犿犲犾犪狀狅犾犲狌犮犪

犳狅狏犲犪犾犻狊Ｍａｔｔｈｅｗｅｔ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２３

长鼻目，１８１１：亚洲象犈犾犲狆犺犪狊ｓｐ．，１７５８

东方剑齿象犛狋犲犵狅犱狅狀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Ｏｗｅｎ，１８７０

奇蹄目，１８４８：犀 （中国犀）犚犺犻狀狅犮犲狉狅狊ｓｐ．，

１７５８：

偶蹄目，１８４８：水鹿犚狌狊犪ｓｐ．，１７５８

水牛犅狌犫犪犾狌狊犫狌犫犪犾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野猪犛狌狊狊犮狉狅犳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动物化石中以偶蹄目齿数量居多，次为奇蹄目

及长鼻目的散齿，大熊猫臼齿亦较多见。这些哺乳

动物化石可以在华南地区广称的大熊猫－剑齿象动

物群主要成员名单中均可见到。能鉴定到种的有５

个，即 洞 穴 大 熊 猫 （犃犻犾狌狉狅狆狅犱犪 犿犲犾犪狀狅犾犲狌犮犪

犳狅狏犲犪犾犻狊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ｅ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东 方 剑 齿 象

（犛狋犲犵狅犱狅狀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Ｏｗｅｎ）、水牛（犅．犫狌犫犪犾犻狊）、无

颈鬃豪猪（犎狔狊狋狉犻狓ｃｆ狊狌犫犮狉犻狊狋犪狋犪Ｓｗｉｎｈｏｅ），野猪

（犛狌狊狊犮狉狅犳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它们多在中更新世已出

现，并可以延长到晚更新世晚期甚至全新世以来（金

志伟，１９９８）。

猕猴（犕犪犮犪犮犪ｓｐ．），齿冠可见４个齿尖及一横

脊，形 状 方 圆 大 小 等 与 安 氏 猕 猴 （犕犪犮犪犮犪

犪狀犱犲狉狊狊狅狀犻）接近。但齿冠与齿痕长度比大于１比

３，似接近古猿类。安氏猕猴多见于华北华南早—中

更新世。

水牛出现数量较多，与洞中发现不少可能是草

食类的较大肢骨有关。一般华南此种多见于中更新

世，在马坝洞与黄岩洞也有犅狌犫犪犾犻狊出现，但两地仅

能够确切到属。犅．犫狌犾犪犾犻狊（水牛种水牛）是不多见

者，本洞水牛臼齿保存甚为特征。

东方 剑 齿 象，虽 未 见 较 完 整 的 整 个 臼 齿

（Ｍ１－３）。但分散的齿脊板不少，齿脊乳突发达，为

大量白垩质覆盖。这与在英德望埠洞穴中与数枚完

整的纳玛古象（犘犪犾犪犲狅犾狅狓狅犱狅狀狀犪犿犪犱犻犮狌狊）共生的

６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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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剑齿象分散齿脊板保存状况类同（黄万波，

１９７９），因为后者臼齿齿脊板底部间隔较大，齿脊较

高，而易于崩解所致。碧寿洞保存数量超过望埠洞

（张韦，黄有含，１９９７）。

大熊猫洞穴亚种虽未见带齿的颌骨，但 Ｍ１－２齿

出现不少，均具十分完整美观齿带，与黄岩洞出土可

比美，齿形多呈似椭圆形、不规则梯形，齿尖齿带显

现也清晰。与大熊猫洞穴亚种非常一致。

中国犀（犚犺犻狀狅犲犲狉狅狊ｓｐ．）齿数亦不少，大小均

见，普见为齿冠的前后肋，前肋稍强，后肋弱，小刺及

前刺不太显，但前肋弯曲成矩形与黄岩洞所见的中

国犀颇相似（犚．狊犻狀犲狀狊犻狊），黄岩洞亦多以散齿保存

（宋方义，张镇洪，１９９１）。

洞中出现不多的肉食类裂齿、犬齿。其中较大

者定为斑鬣狗（犆狉狅犮狌狋犪ｓｐ．），裂齿跟座较小，并有

成刀刃状犬齿共生。按裂齿形前后叶均大而低，与

最后斑鬣狗近似。后者多见于华南各省中～晚更新

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１９７９；宋

方义，张镇洪 ，１９９１）。

３　碧寿动物群所反映的古生态与地质

时代

　　碧寿动物群是近年在岭南发现的一个代表东江

流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其成员中有适应潮

湿炎热气候的体形较大的动物种类，如水牛、水鹿

（犚狌狊犪ｓｐ．）及犀牛，它们是林栖性及近水草地带草

食性或杂食性动物。也有适应暖湿稍凉爽气候的大

熊猫、豪猪等。还有喜于干燥温凉环境的鬣狗，野猪

等。亚洲象（犈犾犲狆犺犪狊ｓｐ．）多出现在更新世中晚期

（周明镇，张玉萍，１９７４），代表了更具湿热的气候特

征，其现生种是热带雨林标志动物。

按化石出现数量来看，碧寿动物群以林栖、水草

地草食类动物居多，如水牛、水鹿、猕猴、象等。次为

杂食性动物，如野猪、大熊猫、犀牛。肉食性及腐食

性相对较少如鬣狗、犬等。如果以之与西江、北江的

食肉类动物作一比较，则显东江流域此类动物比例

较低。食肉类动物在西江黄岩洞见有９个属种、在

北江马坝洞见５个，而东江碧寿洞仅有斑鬣狗和大

熊猫了。这可能是由于供食肉类生物链的食料较缺

乏的缘故。

通过对碧寿动物群的上述分析，推测当时这些

动物生活在一种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森林草原环境背

景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尽管碧寿动物群之一的豪猪

能够适应暖湿偏凉气候，但在现生动物地理区系中

被划分为典型的东洋界分子（张荣祖，１９９９）。而最

近对周口店田园洞的无颈鬃豪猪化石研究（同号文，

２００５），亦认为其代表了一种温暖的气候。

碧寿动物群成员在北江流域马坝洞（袁复礼，杜

恒俭，１９８４）和西江流域黄岩洞（宋方义，张镇洪，

１９９１）动物化石（分别为１３和２４个属种）名单中均

可见到。后两者按年代测试结果则差不多在相同的

时间，其铀系年龄分别为１２９ｋａ（原思训等，１９８６）和

１３６ｋａ（刘尚仁等，２００２）。若将碧寿洞与马坝洞动物

群的绝灭动物属种数量作一比较，便可知后者的相

对年代显然比前者要早：马坝洞动物化石绝灭种占

５５．５０％，而碧寿洞者仅为２０％。这就是说，碧寿动

物群是在１２９ｋａＢＰ的马坝动物群之后。根据碧

寿洞化石位置处于ＴＬ年龄为６０．３０±４．８０ｋａ的层

位之下、并接近含花斑状红土条带的砾石层层面（见

图２）这一事实，作者认为碧寿动物群最迟也不会晚

于６０ｋａＢＰ。那么，从１２９～６０ｋａＢＰ这样一个漫

长的地质时代，该动物群又当属其间的哪一个“时

刻”？回答这一问题，或许从我们在邻区的工作结果

中能够寻找某种答案。近年我们对碧寿洞以南数十

公里的临江镇以北的东江左岸Ⅰ级阶地地层（大致

在２３°３４′Ｎ，１１４°３８′Ｅ）进行了初步观察与研究。该

地出露近５ｍ的黄棕色土层之近顶部的ＴＬ年龄为

９．５０±０．８０ｋａ，其下伏地层是与上白垩统南雄组砂

岩呈角度不整合的类似于网纹红土的风化强烈的花

斑状红土。黄棕色土与花斑红土界面的ＴＬ年龄为

７１．４０±６．６０ｋａ。如果按岩性界线，这一年龄似乎置

在碧寿洞的ＢＳ１与ＢＳ２之间比较合适。也就是说，

碧寿洞的ＢＳ１与ＢＳ２分别与临江剖面的黄棕色土

和下伏的花斑状红土相当。虽然，ＢＳ２主要为岩石

碎屑，但其中的透镜体和胶结物之一的物质却是花

斑状红土。如果这种对比正确，则碧寿动物群的化

石所处的 ＢＳ１／ＢＳ２界面之上的层位年龄应该＞

６０ｋａＢＰ而接近于７１．４０±６．６０ｋａ。然而，如果考

虑到这一地层界面年龄的误差并参考碧寿动物群指

示的古生态以及当今普遍认同的末次冰期／末次间

冰期的时间界限，我们更倾向于将ＢＳ１／ＢＳ２的时间

置在７３ｋａＢＰ以前。这是因为，碧寿动物群毕竟在

总体上反映了以温暖湿润的至少是亚热带气候为特

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的成员组合，是一种间冰

期亚热带生态环境（张镇洪，２００１）的象征。在全球

范围内，除了较早时ＳＰＥＣＭＡＰ曲线（Ｍａｒｔｉｎｓｏｎ，

Ｄ．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７）显示的末次冰期／末次间冰期

的时限在７３ｋａＢＰ外，后来陆续在格陵兰、北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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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西 太 平 洋 等 地 （ＧＲＩ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１９９３；Ｗ

Ｄａｎｓｇａａｒｄ，１９９３；ＢｒａｄｄｏｃｋＫ．Ｌｉｎｓｌｅｙ，１９９６）发现

的这个时间界限差不多都在这一年龄上下。而在我

国沙漠（ＬｉＢａｏ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和黄土地区

（ＦｏｒｍａｎＳｔｅｖｅｎＬ．，１９９１；刘嘉麒等，１９９４）及至南

海南部（陈木宏等，２０００）由末次间冰期向末次冰期

气候突变的时间也与这一年龄相差无几。因此，如

果认定碧寿动物群是间冰期的产物，将ＢＳ１／ＢＳ２的

时间界限置在７３ｋａＢＰ、将此动物群的生活时代置

在≥７３ｋａＢＰ也许是一个合意的选择。有意义的

是，在广东封开罗沙岩遗址褐黄色粘土层中产出的

铀系年代为７９．０±１５ｋａＢＰ动物化石（刘尚仁等，

２００２），其同样反映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气候

性质，而碧寿动物群的化石差不多在罗沙岩遗址化

石名单中都能够找到（只是在长鼻目中碧寿动物群

没有纳玛象，而罗沙岩遗址缺少亚洲象）。尽管罗沙

岩和碧寿洞这两个动物群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但

时间间隔颇短，甚至可以看作是相同时代的动物群。

这一时代，恰恰与西太平洋岩芯和格陵兰冰芯的

（ＧＲＩ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１９９３；Ｂｒａｄｄｏｃｋ Ｋ．Ｌｉｎｓｌｅｙ，

１９９６）８７～７３ｋａＢＰ的 ＭＩＳ５ａ相吻合。

当然，相比较而言，罗沙岩动物群更为丰富，除

长鼻目外的其它动物属种都明显较碧寿动物群要

多。不仅如此，前者还具有较多的食虫目、翼手目化

石，而后者缺失。这可能揭示出 ＭＩＳ５ａ的７９ｋａＢＰ

时，岭南地区气候湿热，罗沙岩为代表的大熊猫—剑

齿象动物群鼎盛，但到了 ＭＩＳ５ａ之末时，受末次冰

期即将来到的气候环境影响，逐渐演化为以碧寿洞

化石为代表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了。不言而

喻，碧寿动物群是岭南地区末次冰期／末次间冰期的

一个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据此，我们更倾向的

认为当时的气候应该较今日该地地处的南亚热带环

境更加温暖，气候带应该具有与之现在的热带北缘

环境相似。我们也据此复原了 ＭＩＳ５ａ之末期碧寿

洞及邻近区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生活情景

（图版Ⅱ，其中ＬＩＰ示末次间冰期），由此可以看出

地质时代的那个瞬间—末次冰期即将来临前夕的岭

南热带森林草原景观。重建的这一自然带景观与一

些学者根据华南红土风化壳地球化学特征等推断的

末次间冰期２２°～２４°Ｎ是热带与亚热带界线（黄镇

国等，１９９６）的看法差不多一致。

迄今已经在岭南这一广阔的低山丘陵地区数十

处地点发现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但

可惜的是，除了几个地点的研究较详外，目前绝大多

数化石产地的生物地层及其与古环境关系的研究还

无法与按 ＭＩＳ划分的中国地层表（刘东生等，２０００）

进行确切对比。本文将碧寿动物群作为大熊猫—剑

齿象动物群置在末次间冰期的 ＭＩＳ５ａ之末，其实不

过是抛砖引玉，期望岭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能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进展。

４　结论

（１）岭南广东东江流域河源地区东源县上莞镇

碧寿洞中发现的古哺乳动物化石为６个目５属５

种，称之为碧寿动物群。此动物群为广东东江流域

历年首现。

（２）碧寿动物群与西江流域的罗沙岩动物群

（７９．０±１５ｋａＢＰ）一样，都属于晚更新世时期的大

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生活在 ＭＩＳ５ａ时的间冰期，

只是碧寿动物群时代略晚，存在于末次冰期／末次间

冰期之交的 ＭＩＳ５ａ之末叶；可能是受到末次冰期气

候前兆的影响，这一动物群所指示的古生态虽属较

今更为温暖的热带森林草原，但却更加接近于一些

学者认为的华南末次间冰期热带与亚热带之界线，

故其代表了当时的热带北缘的自然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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