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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的萨拉乌苏组下部原生地层于 1980年出土一件人类肩胛骨化石, 文中对其
进行详细研究. 肩胛骨所在地层的年代范围, 用TL方法测定为(70.9±6.2)~(124.9±15.8)ka BP, 该地层
中较下部的一个层位, 用碳同位素法(14C)测定的年代为(35.34±2) ka BP; 铀系法(230Th)测定的年代为
(44±7)~(63±3) ka BP; 红外释光法(IRSL) 测定的年代为(61~68) ka BP. 在对这件人类肩胛骨化石的形
态学特征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得出如下结论: 萨拉乌苏肩胛骨多数特征与各阶段早晚期现代人比
较一致, 同时兼具少量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这可能提示萨拉乌苏人类具有同尼安德特人相同或相近的
上肢运动习惯. 同时也可能体现了中国晚更新世人类与欧亚地区同时代及较早较晚各阶段人类之间的
联系. 

关键词  萨拉乌苏  更新世晚期  肩胛骨  人类化石 

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人类牙

齿化石是中国以至东亚大陆第一次确认的旧石器时

代的人类化石 [1,2]. 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石
制品与水洞沟发现的一样 , 是中国最早被发现和研
究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 [3]. 萨拉乌苏遗址
(37°10′59″N, 108°10′58″E)[4](图 1)位于鄂尔多斯高原
的东南角, 具有中国北方晚更新世的标准地层. 

萨拉乌苏遗址的最早发现源于德日进和桑志华

于 1922~1923 年的地质考察. 当时, 他们发现了内蒙
古乌审旗的旧石器地点并采集到一枚未成年人牙化

石[2]. 此后, 该地区相继发现了种类更加繁多的一些
人类化石[5~9]. 对萨拉乌苏遗址丰富的人类化石的研
究能为阐明中国晚更新世人类的演化地位及系统关

系提供依据, 同时能够对现代人起源理论有所贡献.   
尽管如此 , 但该遗址的人类化石研究因为其出

土层位及时代的不清而受到限制. 70年代末, 董光荣
等在萨拉乌苏发现了 4 件原生层位的人类化石并随
后做了研究报道 [10], 使该地区的人类化石研究有了
突破性进展.  

本文的这件肩胛骨标本为董光荣与卫奇发现的

又一件原生于萨拉乌苏层位的人类化石 . 这件肩胛
骨化石编号为s-11, 于 1980 年发现于萨拉乌苏米浪
沟湾, 相对河床高度为 15 m, 处于萨拉乌苏组下部, 
综合地质剖面参见董光荣等 [10]文章. 萨拉乌苏组下
部 , 曾出土过大量的人类化石、旧石器时代文化遗
物、大部分动物化石及一些骨器和碳屑, 在地质年代
上应属于更新世晚期[11].  

近年来 , 一些学者对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做了
大量研究 . 其中出产丰富的人类化石的萨拉乌苏组
的年代 , 用TL方法测定为(70.9±6.2)~(124.9±15.8) 
ka BP[13]. 该地层中较下部的一个层位 , 用铀系法
(230Th)测定这个地层中的哺乳动物牙齿的年代为(44
±7)~(63±3) ka BP[14]; 用碳同位素法(14C)测定的年
代为(35.34±2) ka BP[15]; 用红外释光法(IRSL) 测定
的年代为(61~68) ka BP[16]. 因此, 该肩胛骨时代上早
于山顶洞人, 属于中国晚更新世早期或中期.  

人类肩胛骨化石不很多见 , 由于肩胛骨的冈上
窝和冈下窝比较脆弱 , 比较完整的人类肩胛骨化石
更加少见 . 中国除了最近在田园洞发现的晚更新世
人类肩胛骨外[11], 没有更多的可供进行比较的标本,
迄今还没有关于中国肩胛骨化石的比较详细的研究

报道.   
s-11号肩胛骨呈浅的黄褐色, 有一定程度的石化

(图 2). 该标本为右侧肩胛骨的大部分, 具体说, 肩胛
骨外侧缘和内侧缘除接近上角和下角的小段略有破

损外基本完整, 肩峰基本上缺失, 喙突前部有一 27×
12 mm 大小的基本向前的断面, 断面前部分缺失.肩
胛冈除内侧端外保存完好, 长约 81 mm. 冈上窝全部
断失 , 冈下窝大部分保留 ,中央有一菱形的骨缺损 , 
高和宽分别为 42 和 22 mm. 关节盂除了其后下部有
一边长约为 10 mm 的三角形缺损外, 基本上完整保
存.萨拉乌苏肩胛骨保存较完整, 能够提供较多的信
息用于形态学比较与研究. 

这件肩胛骨尺寸较小 , 能测量的数据与现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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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本的相应值相符, 根据肩胛骨的
脊柱缘等处的骨骺都已与肩胛骨体愈

合的状况, 此骨应属于大于 17岁的个
体, 也可能属于一成年女性个体.   

 
图 1  萨拉乌苏遗址位置图(据董光荣等[10]; 黄慰文等[12]) 

1  形态长 

s-11 号肩胛骨的肩胛冈内侧端虽
稍有破损 ,但可以估测肩胛骨的形态
长约为 88 mm. 肩胛骨的形态长是指
关节盂中心至肩胛冈长轴与脊柱缘交

点的直线距离. 从表 1可见, s-11肩胛
骨的形态长比列举的多数人类肩胛骨

短, 位于现代人的范围内.  
中国现代女性肩胛骨的平均形态

长比日本人的大. 萨拉乌苏 s-11 号标
本的形态长比日本港川人Ⅰ号(男性)
的形态长短得多. 但由于没有可测量
形态长的较完整的女性港川人标本保

存下来 ,目前无法进行萨拉乌苏和港
川人女性之间的对比. 

考虑到性别的差异 , 中国和日本现代人男女性
的形态长性差平均都约为 9 mm, 日本新石器时代人
类的男女性差为 5 mm. 考虑到新石器时代数据的例
数太少 , 在根据尼安德特人和欧亚晚旧石器时代人
的男性肩胛骨数据推测其女性肩胛骨的形态长的时 

 
图 2  萨拉乌苏遗址人类肩胛骨化石 

(a)前面; (b)外侧面: 关节盂; (c)后面; (d)外侧面: 腋缘 

候 , 我们参照了现代人的性差数据而没有参照新石
器时代人的数据.按此进行比较的结果是, 萨拉乌苏
女性肩胛骨的形态长与欧亚晚旧石器时代人相近 , 
比尼安德特人短. 

将s-11号肩胛骨的下角进行复原后, 可以测得其
冈下窝高约为 102 mm, 与形态长的比约为 113, 与现
代人的相应值(112±1.1 mm, N=31)[17]接近 ,低于La 
Ferrassie 1的相应数据(123.5 mm)[17]. 

总之, 从肩胛骨形态长看, 萨拉乌苏 s-11号标本  
 
表 1  萨拉乌苏肩胛骨的形态长与对比(单位: mm) 

 形态长 例数 性别 
萨拉乌苏 s-11(本文) 88 1 女 
Shanidar 1,2,3,4[17] 110~116 4 男 

La Ferrassie[17] 121.5 1 男 
Krapina 125,127,130,132[17] 100~115 4 ? 

Dolni Vestonic 13,14,15,16[18] 92~108 4 男 
港川Ⅰ[19] 100 1 男 

日本新石器时代[19] 98.8 4 男 
日本新石器时代[19] 93.8 5 女 

现代人[17] 83.9~102.9 22  
中国现代人[20] 103.2 326 男 
中国现代人[20] 94.29 264 女 
日本现代人[19] 98.8±5.53 30 男 
日本现代人[19] 89.9±4.17 20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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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现代人及晚近现代人相近 , 而与尼安德特人
不同. 

2  腋缘 
萨拉乌苏人类肩胛骨化石盂下结节的轮廓较清

楚. 结节上部较宽, 向下变窄与腋缘的背嵴相续. 
一些人类古生物学家对晚旧石器时代人类肩胛

骨腋缘的形状进行过大量的研究 [19,21]. 人类肩胛骨
腋缘的嵴和沟的形状在不同时代的古人类群体中具

有不同的特点 . 尼安德特人肩胛骨的腋缘以背沟型
为主,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以双沟型为主, 而现代人
中以腹沟型为主[21].  

萨拉乌苏 s-11 号为腹沟型, 与多数现代人的相近. 
日本港川人的肩胛骨腋缘表现为双沟型 . 其中

在腋缘上半的背沟在男性个体MI号标本上表现的很
清楚, 女性个体MIII号标本上表现的不很明显.这是
一种典型尼安德特人类型和现代人类型的过渡型[19].
萨拉乌苏s-11 号腹沟型的肩胛骨腋缘提示该标本在
该特征上与多数晚近现代人类一致 . 在这一点上萨
拉乌苏人类没有表现出与港川人的较相近的状况. 

腋 缘 的 形 态 似 乎 与 个 体 的 粗 壮 度 有 关 . 
Trinkaus[21]认为, 尼安德特人的背沟加大了负责外旋
肱骨的小圆肌附着的面积 . 尼安德特人经常会有上
臂的较强程度的向下用力运动 , 表现为其所有的肱
骨内收肌使肱骨强烈内旋, 这时, 发达的小圆肌可以
帮助维持肩部的旋转稳定性. 萨拉乌苏s-11号的肩胛
骨腋缘类型提示小圆肌可能不特别发达 , 他们可能
不象尼安德特人那样经常有强烈的上臂内收动作,以
至于不必用发达的小圆肌来拮抗以保持肩部关节的

平衡和稳定.  

3  腋冈角 
从表 2 可见, 尼人的腋冈角较大, Skhul 与中国

现代人此角较小. s-11号肩胛骨的腋冈角约为 50°. 考
虑性差后进行各组对比的结果为, 萨拉乌苏的 s-11
号肩胛骨的腋冈角远低于尼人的相应值 , 与现代人
及 Skhul人相近. 

尼安德特人的腋冈角较大 , 增大了冈下窝和肩
胛下窝的表面积 . 这些增大的表面积供肩胛下肌和
冈下肌等附着 , 因此尼安德特人这些肌肉组织呈增
生状态[17]. 萨拉乌苏肩胛骨不具有这样的特征. 

4  关节盂 
s-11 号肩胛骨关节盂的下后部虽有少许磨损缺 

表 2  萨拉乌苏 s-11号肩胛骨腋冈角与对比(单位: 度) 
 腋冈角 标准差 例数 性别 

萨拉乌苏 s-11(本文) 50  1 女 
Shanidar 1[17] 67  1 男 
Shanidar 3[17] 60  1 男 
Tabun C1[17] 55  1 男？ 
欧洲尼人[17] 56.7 1.5 6  
Skhul 4[17] 52  1 男 
Skhul 5[17] 51  1 男 
现代人[17] 40.5~47.8  16  

中国现代人[20] 52.28  244 男 
中国现代人[20] 50.65  206 女 
中国现代人[22] 51.33 0.24 337 男 
中国现代人[22] 50.03 0.28 163 女 

 
失, 但仍可对其形态进行观测. 

s-11 关节盂腹侧未见明显的下部突起及上部的
切迹,腹侧和背侧缘呈均匀而陡直的向外突出状, 只
在腹侧缘距最上点 1/5 处有一微弱的小凹, 似乎为腹
缘上部切迹的痕迹 . 其形态与作者观察的多数现代
人标本不同 , 整个盂关节面的轮廓与尼安德特人相
似, 但不及后者粗壮.  

从表 3可见, 与尼安德特人、Qafzeh早期现代人、
欧洲晚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欧洲晚旧石器时代晚期

人类、日本晚更新世人类、日本新石器时代人类及各

组现代人的同性别人或人群相比较, s-11关节盂的长
度值除了与 Qafzeh 早期现代人和欧洲晚旧石器时代 

 
表 3 关节盂长(单位: mm) 

 关节盂长 标准差 例数 性别 
萨拉乌苏 s-11(本文) 33  1 女 

尼人[23] 32.7~42.5  7 男 
 30.5~33.1  2 女 

Qafzeh 8[23] 40.4  1 男 
Qafzeh 9[23] 36  1 女 

欧洲晚旧石器时代早期[23] 29.5~42.3  17 男 
 33.2~38  6 女 

欧洲晚旧石器时代晚期[23] 35.0~39.5  10 男 
 32.0~34.0  8 女 

港川Ⅰ[19] 38  1 男 
港川Ⅲ[19] 33  1 女 

日本新石器时代[19] 37.3 1.80 13 男 
 31.6 2.94 15 女 

现代人[24]a) 33.9 3.1 99  
中国现代人[20] 33.7  384 男 

 33.48  308 女 
中国现代人[22] 37.84 0.16 328 男 

 33.64 0.2 159 女 
中国现代人(本文) 34.6 1.7 65  
日本现代人[19] 35.1 1.80 30 男 

 31.6 2.28 20 女 
a) 指欧美和美洲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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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类有所不同外, 与其他各组没有明显的差别.   
关节盂的宽度比较见表 4. 在与关节盂的长度同

样的对比组的比较中, s-11关节盂的宽度值与同为女
性的的欧洲晚旧石器时代早、晚期人类和多数现代组

不同 . 其宽度值比中国解剖学会体质调查组报道的
中国现代人女性人群相应平均值小近 10 个标准差. 
s-11 关节盂比多数现代人及欧洲晚旧石器时代人群
窄. 

表 4  关节盂宽(单位: mm) 
 关节盂宽 标准差 例数 性别 

萨拉乌苏 s-11(本文) 22.3  1 女 
尼人[23] 21.8~30  8 男 

 21~21.6  2 女 
欧洲晚旧石器时代早期[23] 21~29  17 男 

 22.6~27  6 女 
欧洲晚旧石器时代晚期[23] 24.2~28.9  8 男 

 21.7~25.3  8 女 
港川Ⅰ[19] 26  1 男 
港川Ⅲ[19] 22  1 女 

日本新石器时代[19] 26.2 1.34 12 男 
 21.9 2.19 16 女 

现代人[24]a) 24.9 2.2 99  
中国现代人[20] 26.83  384 男 

 23.65  308 女 
中国现代人[22] 27.6 0.12 328 男 

 23.75 0.14 159 女 
中国现代人(本文) 25.3 1.4 65  
日本现代人[19] 24.8 1.61 30 男 

 21.1 1.21 20 女 
a) 同表 3 

 
s-11 关节盂的长宽指数(表 5)是萨拉乌苏肩胛骨

的形态中最具特色的. 在这个指数方面,日本三组比
大多数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除 Obercassel 外)和中
国现代人都低, 却与尼安德特人相近. 萨拉乌苏肩胛
骨的该特征与尼安德特人和三组日本人相似 , 却与
早期和晚期现代人包括中国现代人不同. 其中, 萨拉
乌苏比中国解剖学会体质调查组报道的中国现代人

至少低 6个标准差. 这些不同可能提示了萨拉乌苏肩
胛骨在这个特征方面与尼安德特人和日本三组在功

能或基因上比与中国现代人更接近 . 由于样本的有
限, 这也可能只是个体变异偶然所致, 需要更多的材
料来证实. 

与现代人相比, 尼安德特人有较长, 较窄, 较浅
的关节盂. 有研究者认为, 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在这
方面的不同提示了两个人群之间习惯性肩关节前后

运动程度的不同 . 这可能与他们的工具使用尤其是 

表 5  关节盂长宽指数 

 长宽指数 标准差 例数 性别 

萨拉乌苏 s-11(本文) 67.5  1 女 
尼人[24] 67.5 4.0 6 男 

 65.4  2 女 
Dolni Vestonic[18] 70.5~75.3  5 男 

 84.3  1 女 
Taforalt[25] 81(72.5~88.6)  24 男 

Predmosti[23] 72.7 3.5 6 男 
 71.1~77.1  4 女 

Obercassel[25] 64  1 男 
港川I[19] 68.4  1 男 
港川III[19] 66.7  1 女 

日本新石器时代[19] 70.5 1.87 11 男 
 69.3 4.2 15 女 

现代人[24]a) 73.1 3.4 46 男 
 73.8 3.7 50 女 

中国现代人[20] 74.41 0.6 84 男 
 72.81 0.64 58 女 

中国现代人[22] 72.56 0.36 337 男 
 70.06 0.41 163 女 

中国现代人(本文) 73.3 2.5 65  
日本现代人[19] 70.7 2.89 30 男 

 67.1 4.85 20 女 
a) 同表 3 

 
和使用与投掷和抛掷相联系的工具方面的差异有关
[24]. 这样的特征的形成背景在于功能抑或在于遗传
的差异, 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 因此就关节盂(面)的
长宽指数来看 , 萨拉乌苏肩胛骨有尼安德特人样关
节盂 , 既可能提示该个体属于经常具有尼安德特人
样的肩关节前后运动程度的群体 , 也可能反映萨拉
乌苏人与尼人在这方面有基因的交流.  

将萨拉乌苏人类肩胛骨与新发现的周口店附近

的田园洞发现的晚更新世人类肩胛骨化石进行对比

后发现 , 田园洞肩胛骨的关节盂特征与现代人更加
一致, 这点与萨拉乌苏有所不同. 其腋缘特征与萨拉
乌苏一样也具有现代人性质.  

在其他欧亚晚旧石器时代标本中 , 日本港川人
Ⅲ号肩胛骨与萨拉乌苏的最接近 . 这主要体现在肩
胛骨关节盂的长度和宽度的数值及二者形成的指数

和形态长上 . 但在腋缘的形态上萨拉乌苏肩胛骨不
具有港川人的双沟型. 

总之, 萨拉乌苏肩胛骨总体上看不很粗壮, 具有
多数各阶段现代人的特征 . 但在关节盂长宽指数上
表现有尼安德特人的特点. 结合地层及形态, 萨拉乌
苏肩胛骨应属于中国晚更新世人类. 

萨拉乌苏的肩胛骨既具有较现代的性质又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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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特人样特征, 这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 探明其他
萨拉乌苏人类化石的明确年代及综合萨拉乌苏其他

人类化石的特征 , 将有助于阐明萨拉乌苏化石人类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系统位置及与其他古人类的关

系.  
由于在中国少数更新世人类头骨上观察到发髻

状结构 , 颧骨额蝶突外侧面比较朝向外侧等欧洲尼
安德特世系中的常见特征 , 并且考虑到水洞沟文化
中有显明的莫斯特文化的影响, 吴新智[26]曾指出“无
论在体质特征上还是在古文化上都可在中国晚期智

人阶段看到外来的影响.” 本文观察到的萨拉乌苏肩
胛骨关节盂的相对宽度可能也属于此类现象 , 进而
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26]的假说增添了

新的证据.萨拉乌苏这件标本出土的地点与水洞沟直
线距离不足 250 km, 将水洞沟文化的特殊性质和萨
拉乌苏肩胛骨的这一特征联系起来考虑是很令人深

思的.   

5  结论 
萨拉乌苏肩胛骨混合了现代人、欧亚晚旧石器时

代人类、Skhul 早期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类的不同特
征.肩胛骨的形态长、腋缘的形状和腋冈角特征与早
期和晚期现代人一致, 不同于尼安德特人. 关节盂的
宽度及其长宽指数与尼安德特人及日本三组的相近,
与日本三组以外的早期和晚期的各组现代人群不同.
这可能提示萨拉乌苏与日本三组一样 , 和尼安德特
人的人群有相似的上肢运动习惯或人群间存在少量

基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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