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发现的重大突破——“河南许昌古人类头骨化石专家

研讨会”纪要

“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 年 1 月 11

日，河南省文物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河

南许昌古人类头骨化石专家研讨会”，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

先生等与会专家，听取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占扬研究员对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

古人类头骨化石发掘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北京大学周力平教授关于许昌古人类头骨化

石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认真仔细地观察了发掘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及伴出的石器

和动物化石标本，并就今后的发掘工作、多学科研究和遗址的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研讨。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

著名古人类学家）：

河南以前在南召发现过牙齿化石，之后好多年没有新发现了，这次发现很重要，

可喜可贺。今天看了完整的顶骨，信息更丰富了。这里的骨器很吸引人，不像有些地

方的骨器，许昌的骨器是真做出来的骨器。周力平今天的报告非常实事求是，是非常

科学的一个报告，透明度非常高。年代相当关键，因为这个化石本身的形态就是有些

敏感的。年代还得用多种方法来做，年代是什么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剖面里面，

新、旧石器在中国，至少在这个地区是如何过渡的，这一点很关键。地下埋藏是不可

再生的，希望今后大规模工作要“慢工出细活”。刚才大家多学科的探讨，有些地方

是一致的，有些是矛盾的，这是好事，能够促进我们再做深入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好。

通过各个学科独立的研究，将来能够达成一致就比较好了。有关现代人起源的问题，

这个时段是比较敏感的。按照现在 DNA 的研究，大量的研究报告显示，现代人的起源

都集中在 6 万年前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的年代比较早，早到 8-10 万年。如果年代晚

一点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就要多了。因此，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中

国新、旧石器的过渡，同样也在全世界现代人类的起源、东亚现代人类的起源研究上

作出了贡献。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古人类学家）：

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可以从潜在科学价值、考古学意义等以下几个方面来谈：首先，

这个遗址可能蕴藏着现代人类起源的重要信息和材料。我们注重年代研究，因为这个

年代是现代人类起源的关键时段，是中国特别缺少材料的阶段。下一阶段的研究取决

头盖骨的复原情况以及以后更多标本的发现情况，能够提供更多的人类体质特征的信

息，这可能为我们研究中国乃至东亚现代人类起源提供关键点和关键材料。从石器来

看，石器体现出本土旧石器文化的传统特征，主要一个特点还是盘状石核的交互剥片，

没有西方典型的预制石核和勒瓦勒洼技术，对东亚现代人类的本土起源可能提供强有

力的证据。这是很好的建立区域文化序列的机会，因为这个遗址多层位而且堆积连续。

从石器来看，没有石叶和细石叶，说明至少不会晚于 3、4万年。还有一点，对于这

个遗址而言，新、旧石器的过渡问题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另外，通过这个遗址发掘

可望建立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典范，这个典范主要体现在精细性和完整性，同时也



体现在能够很好地推出重要成果，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几个建议：多学科交叉

和协作需要提前到遗址发掘这个环节中；遗址要持续发掘。此外，这个遗址的发掘目

前已经做得很好，当然可能还有改进的空间，还能够做的更加精细，如小哺乳水洗、

微结构信息、埋藏学的信息等。这个遗址的区域性很大，未来发掘布方要进行战略规

划。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遗址，所以我也在这里提请地方政府和国家能够从政策、资

金、人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另外，建议不要急于发表材料，不要急功近利，争取

能够推出很坚实的研究成果。关于保护方面，建议申报省保、国保单位，这个遗址也

完全符合标准，而且目前也有这种迫切性。

周力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年代学家）：

我是 2007 年 12 月 30 日接到高星所长的电话，说河南送来许昌灵井古人类头骨

及头骨周围的土样，让我们做好准备，并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个初步的光释光测年的

结果。我们很兴奋，而且也感到压力很大。2008 年 1 月 2 日，我们在古脊所标本馆

的修复现场见到头骨化石土层上下的层位变化，上部土样为灰绿色粉沙，较松软；下

面是灰黄色的粉沙，较硬。我们在头骨化石周围剩下的土样的一侧取了一长宽 20×

20 厘米，高 65 厘米的柱状样品，拿到北大做测年工作。可以说，这是我们实验室第

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多的实验工作。从取得的材料来看，沉积物这个材料用

光释光的方法是非常可靠的。灵井的样品中，石英和长石颗粒在实验室显示的信号是

非常强的。我们通过很短的工作，得出的初步年龄估计值是 8-10 万年。

黄万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哺乳动物学家）：

目前鉴定出来的主要动物有啮齿目、食肉目、长鼻目、奇蹄目和偶蹄目，缺乏食

虫目、翼手目、兔形目和灵长目。此外，18 种动物中主要是草食动物和杂食动物，

食肉动物很少。还有就是颅后骨骼很多，头骨比较少，骨骼大都破碎，而且很多地方

有清楚的砸痕。绝灭种超过 40％，灵猫为典型南方型，其他都是北方型。灵井遗址

的生态环境与现在比较一致，都是比较平坦的。灵猫的地理区系对古气候研究有关系。

从多个绝灭种的出现判断，年代不可能晚于 5万年，田园洞没有典型绝灭种，它的时

代已经提到了 4、5万年，因此许昌灵井遗址至少应该是晚更新世的早期。如果从灵

猫的出现这个事件来看，有可能是 8-10 万年之间。从地貌和生物群角度来看，灵井

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广泛，因此值得加大力度开展工作，估计不止是人头骨，也许还有

更多，甚至肢骨的发现。

祁国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哺乳动物学家）：

梅氏犀出现不是太晚，灵井轴鹿的时代也不会太晚。周力平的测年结果比较可信，

与动物群的结果比较一致。此外建议：多做一些区域地质的工作；另外，多做一些沉

积物的沉积类型和沉积环境的工作。将来这个遗址如果有人类、有石器、有骨器，有

埋藏学、有沉积学、有年代学、有哺乳动物学，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定是非常好的成

果。哺乳动物化石方面，是不是找一些第四纪小哺乳的专家，除了大的，还有那些需

要在放大镜、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应考虑水洗、筛选，这样可能会增加许多种类，

而且小哺乳在环境方面比大哺乳更为灵敏。另外，在埋藏学研究方面可以做得更广泛

一些，在发掘工作现场还有许多东西应该去做。当然，灵井的发掘做得已经非常细致，



资料掌握、信息搜集做得非常全面。

张银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人类学家）：

15 年没有这样的发现了。第一、这里材料确实很丰富，也感谢河南文物部门工

作做得很细致。与“南京人”发现不同，这次是系统发掘，有层位、有记录。第二、

人的形态与环境、活动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的面就比较广了，不仅是体质特点

的描述。第三、年代结果还是比较可信的。10 万年的材料很关键，具体到东亚地区，

这一阶段到底如何目前还不清楚。第四、这个遗址的地点、地理位置很关键。古人类

的地区变异状况如何？亚洲和欧洲、华北和华南都有什么不一样？第五、可以进行比

较可信的复原。我估计，把小的头骨碎块拼合起来，可以相信能够复原出似乎完整一

点的头盖骨，获取的信息将会更多、更可靠。我们可以得到年龄、性别等多方面的信

息，可以得到更高的可信度。展望今后工作，调查范围再大一点，应该会有新的发现，

我对那个地区比较有信心，前景比较乐观。

刘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人类学家）：

受领导派遣，我和赵忠义高级工程师、张双权副研究员三人一起去现场帮助提取

化石，并且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一些头骨碎块。关于遗址的其他发现，年代、环境、石

器、骨器等也都很重要。至于人类化石的重要性，吴老师、张老师等都讲了很多，非

常重要。之后的研究可以做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骨骼包括右侧的顶骨、

两块眼眶的部分、枕骨部分、乳突的部位等，所有这些头骨没有重复，都是不同的部

位。此外，发现头骨的位置很局限，不超过 2平方米的分布范围，而且都在同一层，

因此不排除代表一个个体的可能性。因此，利用现有技术可能复原出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完整的头盖骨。这样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内外部结构、大脑结构、血管结构、

头骨厚度都能够提取。这样和其他不同时代、地区的标本进行对比，我们能够探讨许

多科学问题。距今 10 万年左右这样的材料国内不是很多，对现代人群的出现、形成

非常重要。这个时期对于现代人出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周围还有很多堆积，以后

有机会继续发掘再找，有可能发现颅底部位、颞骨、颌骨部位还有牙齿等。继续作，

能够作很多工作，能够发现更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很重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包括

重要的石器、骨器、埋藏学的信息等，这些信息的研究与头骨研究相结合，可能揭示

出当时人类在生存、人类行为以及环境方面的重要信息。我想今后多学科的研究很重

要。

夏正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古地质环境学家）：

这个时间是第四纪末次间冰期，也是东西方古人类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阶段，因

此对于第四纪和古人类研究都非常重要。围绕一个大遗址进行周边环境的研究，以前

国内做的比较少。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关系、环境和人类文化的关系，这些都非常重要，

也必须搞清楚。当时是不是草原环境，光看动物群或者孢粉还不够，因为这个时候是

末次间冰期，是很暖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北亚热带。北亚热带出现一个草原环境

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另外，这个地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貌部位？古人类到底是在

怎样的一种地貌部位上活动？建议把环境学的工作做得更深入一些，把它和整个全球

环境变化，把当时古人类活动和环境的关系搞清楚，这样遗址的价值就更高了。



王幼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学家）：

听到灵井发现古人类化石很激动。因为这些年来，大家比较有意识地进行旧石器

时代考古工作，一个比较关注的重点就是晚更新世早期前后与现代人出现有关材料的

发现。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阶段的文化材料，更希望找到这个阶段的人类化石材料，

这样才能够解决古人类学界和史前考古学界最关心的一个学术问题，就是中国和东亚

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所以首先对长期坚持工作，做了重要发现的河南同行表示祝贺。

其实说到古人类化石还有文化的情况，好多先生都说了，不一定越老越关键，也不是

说越晚越不好，正好这个阶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个发

现是非常关键的。除了古人类化石以外，文化的发现也很重要。从刚才的介绍以及已

经发表的材料来看，文化的发现很关键，石器、骨制品这些材料对于人类行为的演化

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动物化石发现的种类很多，也做了初步的研究，这些发

现对于当时的环境、古人类的狩猎行为也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从这些方面综合

起来看，许昌灵井的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有这样重要的发现不是偶然的，与长

期的坚持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许昌灵井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同步的。2005 年做的

工作，现在已经发表了许多成果，包括《人类学学报》的两篇，动物化石、石器都已

经做了初步的研究。我有一些希望和建议。这个发现非常重要，材料非常丰富，希望

这个遗址今后的综合研究能够很好地开展起来。综合研究的开展可能需要多学科的配

合，除了考古的同行，还有古人类学家、环境方面、年代方面的专家都要介入进来，

这样才能够把这批珍贵材料的价值完全地发挥出来。

李超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

作为考古工作者很高兴。我在河南工作过，也曾经参观过许昌灵井遗址，当时就

觉得很重要。现在发现人类化石就更重要，有很多研究信息。目前河南发现的遗址可

能达到近百处，但是像这个遗址材料很丰富、信息非常多的遗址很少见，所以非常重

要。建议：骨制品、石制品研究方面进行一些拼合方面的工作，这样进一步了解石器、

骨器的打制技术，了解人类的行为活动。上文化层是不是注重一下属于新、旧石器过

渡的问题，因为以前这个遗址定为中石器时代，所有应注意一下新、旧石器过渡的问

题，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然后看看下文化层南北文化过渡的问题，以前，河南的

旧石器工作发现确实有一些南北过渡的因素，所以下文化层注意一下南北过渡问题。

还有一点，这个遗址非常重要，通过遗址综合研究，应该尽量地保护下来，建立遗址

公园，复原古人类生活，进行科普教育。

闫亚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考古处处长）：

今天参加会议的全是专家和研究人员，我对发掘者和专家科学严谨认真的学风非

常感动。我们现在坐在一起，先把问题研究清楚，这反映了我们的治学态度非常科学。

先生们讲的很多意见都很好，我非常赞同。我有三个想法：第一、下一步后续的工作

任务还很重，要加强综合研究。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学对我们考古来说是比较特殊的

一门学问，专业性非常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我们的国家队，它有很强的

科研能力，在前期和河南合作得非常好，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我希望下一步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技术支持、引导，包括课题研究上给予更多的支持，然后



还要开展更广泛的多学科的研究工作。第二，刚才吴先生的讲话非常重要，我们从现

阶段的认识来看，它对现代人类的起源非常重要。这个遗址从我们管理部门来说，就

是应该加强遗址的保护工作。我觉得前期的保护、管理、研究都要做扎实，包括“四

有”档案，为将来顺利通过国保单位、更上一个保护层次做一些基础工作。第三、我

还要讲一下宣传管理。前一段我们做得比较好，没有随便向外发消息。下一阶段，河

南省文物局、省考古所还有古脊椎研究所是不是作一个宣传方案。最后表个态，国家

文物局将继续关注支持这项很重要的考古发现，尽我们的所能推进这项工作。

孙英民（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研究员）：

今天，年终岁末最忙的时候，国家文物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

北京大学的多位专家，特别是我们德高望重的吴老先生能够亲自到会，来研讨许昌古

人类头骨化石及灵井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出土情况，刚才各位专家都谈了非常好的意见

和建议，我们会把各位专家的意见认真地整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加以贯彻。许昌

灵井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是河南在古人类、旧石器考古方面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突破。

以往我们在新石器、夏商周等历史年代考古上做的工作较多，但在旧石器、古人类考

古研究方面上，和其他兄弟省相比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为了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认真

地筛选了很多点，感到灵井这个地方有希望，特别是这几年水位下降，给工作创造了

条件。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每到关键时候都得到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同志们全力的支持，在最近阶段，北京大学又作了全力的

合作，这项成绩的取得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得

到更多专家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将把许昌灵井做为长期工作点，来把

河南的旧石器工作整个带起来。同时也期望北京大学、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为河南培养

更多的人才。

张琳（河南省许昌市文物局局长）：

我是这次古人类头骨化石出土地——河南许昌的代表。首先，受我们市长的委托，

我代表许昌市人民政府和许昌市文物局向为许昌灵井遗址发掘和古人类头骨化石发

现、研究、论证付出心血的各位专家老师、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

刚才，各位专家老师对许昌灵井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充分的、科学严谨的论证，

对许昌古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给予了高度重视。许昌能为我国人类起源的研究做出一

些贡献，我们也感到高兴、自豪和欣慰。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作为出土地人

民政府和文物部门，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了，保护的任务也更重了。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宣传工作，提高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保护文物的法律意识，为文物保护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我们还将尽快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根据各位专家老师及上级领导的意见，在

河南省文物局、省考古所的具体指导下，认真做好灵井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与

新农村建设和村镇规划结合，严禁在遗址周围擅自建房等行为，做好遗址本体和周围

环境的保护工作，为下一步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展示预留足够的空间；在对许昌古人类

遗址进一步发掘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做好协调配合工作，提供更好的

工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