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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瓶皮岩洞穴遗址古植物初探

阳 吉 昌 熊 松
( 桂林断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 ) ( 桂林市园林局 )

引 言

既皮岩洞穴遗址
,

位于北纬25
0

17
尹 ,

东

经 110
0

17
/ 。

在桂林市南郊
,

距市中心 约 九

公里
,

桂林去阳朔公路的右侧
,

独山的西南

麓
。
1 9 6 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队和桂林市

文管会联合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
,

直至 1 973

年 6月中旬开始了试掘清理工作
。

甄皮岩洞穴遗址内函丰富
,

出土的原始

社会的遗迹
、

遗物具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
,

是目前华南地区一处典型的原始文化遗址
。

根据碳一 14 和热释光的测定
. ,
该遗址 距 今

已有九千多年
,

是中国考古学上称为石器时

代早期的洞穴遗址
。

由于遗址内出土的遗迹
、

遗 物 比 较丰

富
,

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文化 提供 了 新颖

的资料 , 又由于洞穴堆积中包含有甚为完整

的葬式特殊人骨化石和丰富的东洋界中国亚

区的动物群以及大量的水生 动 物 化 石
,
故

此
,

又成为考察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等自然

科学的良好基地
。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洞穴内

的土壤
,

大约在 400 平方米内集中小范 围 内

取样
,

经过详细的抱粉分析后
,

发现堆积层

内的野生植物非常之多
,

经初步 分析 共 有

18 1个科
、

属或种
。

这在目前洞穴遗址 中是

十分罕见的
。

这样丰富的发现
,

无疑为地质学上的第

四纪全新世初期
,

桂林地区的古植物
、

古地

理和古气侯以及岩溶
、

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

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

倘若进一步结合现在该

地区植物的分布情况
,

作全面古今资料的对

比研究
,

那么
,

无论对环境保护或是探索人

类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历史关系等问题
,

都会

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
,
我们根据抱粉分析” ,

作些初步古植物的探讨
,

供学术界参考
。

洞 穴 的 构 造

洞穴发育于泥盆系融县组灰岩中
,

岩层

产状 3 5 / s E C 2 2
。 ,

洞口南偏 西
,

高 5米
-

宽 12 米
,

向东北方向呈半弧形 状 延 伸 约 15

米
。

洞内文化层堆积东南侧厚
,

西北侧薄
,

自下而上分三层堆积
。

在第三文化层中
,

挖

掘出大量古人类和各种动物骨骼
、

陶片
、

骨

器
、

石器
、

石料以及大盘瓣绍类和腹足类化

石
。

根据碳一 14 和热释光法测定
,

其年代距

今约 8
,
000 一 10 , 000 年

,

系属全新世界早 期

的遗物
。

土性为棕揭色
、

棕黄色粘土
、

钙质

胶结
。

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约 10 一 80 公分

.
碳一卜是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碳一 14 实验室和 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一 14 实脸室测定
.

热释 光 是 由

上海博物馆化验室测定
.

碳一 14 的样品物质是 木 炭末
、

兽骨
、

殊丝壳
、

蚌壳等
;
热释光物质是出土 陶 片

.

两 个

测定结果接近
。

碳一 1 4选用了十三个样
,

在钙华板下30 厘

米左右的木炭末
、

兽骨
、

螺丝壳的碳测定为7
.

“ 。土 ,l 。年

一 9
.

扣 O士 2 5。年
。

在 钙华板 幼厘 米至 2 5 0厘 米层 为

xo
.

o o g土 1 0̀ 年并一1
.

0 5 5土 2 5 0年之 i可
,

囚此实际年代距今

已有 9
,

0 00 多年
。

“ 桂林市欲皮岩洞穴遗址的泡粉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刘金陵同志与地质部岩溶研 究所

工丽娟和龚京宝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

进行分析鉴定
.

在此

特表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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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钙华板
,

其沉积年代为 3
,

37 0士 90 一 6 ,

60 0

士 1 5 0年
,

系属全新世中期沉积
。

抱粉分析结果科
、

属
、

种统计表

抱粉分析的情况

在洞内西侧厚度为 2
.

5米的第三文 化 层

堆积物中和洞内东北侧的钙华板中自下而上

地取样进行抱粉分析
。

深度 0
.

9一 2
.

5米层 的土壤堆积中分析出

的抱粉数以威抱子占优 势
、

为 总 量 的 56 一

6 7
.

1%
。

其 中凤尾蔽科
、

金粉藏属
、

里白属
、

水龙骨科数量最多
。

木本植物花粉数占 1 9
.

6

一 3 1
.

3%
,

以阔叶树花粉占优势
,

主要树种

以山核桃属
、

乌柏属
、

山麻杆属
、

榆科
、

山

毛样科为主 ; 针叶树花粉不多
。

草本植物花

粉数占10 一 14 %
,

以禾本科为主
,

其次为篙

属
、

菊科
、

毛食科等
。

深度为 。一。
.

9米的土层中
,

仍以蔽类抱

子数占优势
,

为 4 5
.

9一 6 6
.

8%
。

木本占 2 2
.

3

一 37
.

4 %
,

草本占 10
.

9一 1 6
。

7%
,

其抱粉类

型基本与下层相似
,

只在数量上有所增减
,

如山核桃有减少
。

蔷薇科
、

木兰科
、

杨梅科

等则有增加 ( 数量不大 )
。

针叶树 ( 以松为

主 ) 由原来 7
.

9一 3 5
.

4%增加到 2 7
.

3一 4 0% `

另外还出现少量罗汉松和油杉花粉
。

钙华板层的泡粉数仍然是蔽类饱子占优

势
、

为 6 4
.

1一 6 7
.

5% ,
木本为 1 7

.

7一 2 3
.

3% ,

草本为 9
.

2一 18
.

2%
。

这一沉积层仍是 以 热

带
、

亚热带植物为主
,

并有温带成分的针阔

叶混交林
,

但林中阔叶成分减少了
,

针叶松

的数量增加了
,

大量蔗类和少量草本仍组成

林下和林边地被层
,

水塘洼地仍有水生植物

和大量藻类植物生长
。

}科 数 {属 数 { 种 数

厥 类 植 物 } 15
一

10 一 2

裸 子 植 物 { 6 { 5 } l

一 { 一木本 } 38 ! 48 ’ 7

被 {双子 叶植物
` ”
一 }

-

一
’ -

{ 一草本 ! 20 一 15

{ { 木本 { 1
:

、 …单
子日于植“ {草本 …

9

一
物 !

、
.

! j 一
一 合 计 } } CS { 6 7 7

一立一二品匕迎止三匕三
表中统计数字是在分析中有的只能分析出科的数

,

有

的分析出属的则加上科数
,

有的分析出种的则归于属及科

的统计中
。

从地形上推测当时洞穴先民活动的范围

约在以洞穴为中心的 1 5 0 0亩地内
,

这样的面

积有这么丰富的植物是很可贵的
,

与我市近

邻花坪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面积 20 万亩
,

经

调查有18 6个科 ; 我区南亚热带原始森 林 保

护区的鼻岗岩溶森林保护区面积 15 万亩
,

植

物有 1 72 个科 ; 马来半岛广大的石灰岩 山 地

的植物才是 12 6个科
,

这就不难看出当时 洞

穴植物的丰富程度了
。

广西桂林甄皮岩植物名录

( 根据泡粉分析 )

( 一 ) P t e r i d o P hy t a 旅类植物门

L y e o P o d i a e e a e

L y e o P o d i u m

L y e o P o d i u m

L y e o P o d i u m

石松

S e l a g i n e l l a e e a e

石松科

石松属

C e r n U ll l l l 垂穗石松

c a s u a r i n o i d e s 石子藤

卷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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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g i o p t e r i d a e e a e莲座截科

Ly s o d i a e e a e海金沙科

Gl e i。 h e n i a e e a e里白科

i He r i o p t e r i s里白属

n i e r a n o p t e r i s芒其属

Hy m e n o p h y l l a e e a e膜截科

n e n n s t a e d t i :c a :a碗蔗科

Mi e r o l e p i a
.

鳞盖蔽属

n i c k s o n i a e e a e蚌壳蔽科

Ci b o t i u m金毛狗属

P t e r夕 d a e e a e凤尾蔽科

P t e r i d i u m获属

s i n。 p t e r s d a e e a e中国蔗科

o n y c hi u m金粉蔗属 :

x Ae u r i t o p t e r i s粉背蔗属

Ad i a n t a e e a e铁线获科
Gy m n o s r a m m a e e a e裸子蔗科

Gy m n o p t e r i s金毛裸蔽属

e o n i o g r a m m。 凤 Y蔗属
T h e l y p t e r i d a e e a e金星蔽科

c y a t h e a e o a e秒锣科

P o xy p o d i a e e a e水龙骨科

(二 )Gy m n o sP e r m a e裸子植价

c y e a d a e o a e苏铁科

c y e a s苏铁属

e i n k g o a e e a。 银杏科

Gi n k g o银杏属

P i n a o e a e松科

P i n u s松属

Ke t e l e e r i a油杉属

Cu p r e s s a e e a e柏科

P o d o e a r p a e e a e罗汉松科 (竹柏科 )

e e p h a zo t a x a e e a e三尖杉科 (粗极 科 )

Ce p h a l o t a x u s三尖杉属

c e p h a l o t a x u s f o r t u n e i三尖杉

(三 A )n g i o sP e r m a e被子植物

(^ )D I Co t y l e d o n e a。 双子叶植物

(a
)^ r e丫。 h l直 m y d o a心 原始花被亚纲

P i p e r a o e a e
·

胡椒科
P s p e r胡椒属

Sa l i e a e e a e杨柳科
Sal i x柳属

Myr ic ac ea e杨梅科
,

M yr ic a
杨梅属

J u g x a n d a e e a e 胡桃科

J u s l a n s 胡桃属
P t e r o e a r y a

枫杨属 一

e a r y a 山核桃属

B e t u l a e e a e 桦木科

B et ul a
桦木属

c ar iP n us 鹅耳橱属
c or y l u 。 捺属

尸
-

A ln u s
恺木属

`

F a g a e e a e 山毛样科

F a g u s 山毛样属

C a s t a n e a 栗属

C a s t a n o p i s 拷属

Q u e r e u s 栋属

U l m a e e a e
榆科

C e l t i s 朴属

U I m u s 榆属

M
o r a e e a e 桑科

U r t i e a e e a e 尊麻科

U r t i e a 尊麻属
L o r a n t h a e e a 。 桑寄生科

p o l y g o n a e e a e 馨科

c h e n o p o d i a e e a e 葬科

A m a r a n t h a e e a e 览科

N y m p h a e a e e a e 睡莲科

N y m p h a e a 睡莲属

N u p h a r 萍蓬草属

R 。 n u n e u 一a e e a e 毛蓑科

T h a l i e t r u m 唐松草属

L a r d i乞a b a l a e e a e 木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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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n o f r a n e h e t i a 串果藤属

S i n o f r a n e h e t i a e h i n e n s i s

串果藤

A k e b i a 木通属

B e r b e r i d a e e a e 小孽科

N a n d i n a 南天竺属

N a n d i n a d o m e s t i e a 南天竺

M a g n o l i a e e a e 木兰科

D r o s e r a c e o e 茅膏菜科

D r o s e r a 茅膏菜属

H a m a m e l i d a e e a e 金缕梅科

H a m a m e l i s 金缕梅属

S y c o p s i s 水丝梨属

L i q u id a m b a r 枫香属

L i q u i d a m b a r f o r m o s a n a 枫香

C o r y l o p s i s 腊瓣花属

R o s a c e a e
蔷薇科

R u b u S 悬钩子属
s p i r a e a 绣线菊属

L e g u m i n o s a e 豆科

c a r a g a n a 锦鸡儿属

B o w r i n g i a 饱氏槐属

B o w r i n g i a e a l l i e a r P a 藤槐

c r o t a l a r i a 野百合属

C a s s i a 决明属

R u t a c e a e 芸香科

S i m a r u b a c e a e 苦木科

B r u c e a
鸦胆子属

M e l i a e e a e 糠科
p o l y g a l a c e a e 远志科

p o l y g a l a 远志属

E u p h o r b i a e e a e 大戟科

s a p i u m 乌柏属

A l c h o r n e a 山麻杆属

M “ c a r a n s a 血桐属

E u p h o r b j a 大戟属

C e l a s t r a e e a e 卫矛科

I c a c i n a e e a e 茶茱黄科

P l a t e a

A e e r a e e a e

肖榄属

械树科

A ce r
械树属

S a P i n d a c e a e

R h a m n a e e a e

无患子科

鼠李科

T i l i a e e a e 锻树科
s t e r e u l i a e e a e 梧桐科

P t e r o s p e r m u n 翅子树属

P t e r o s P e r m u n l a n e e a e f o l i u m

翅子树

A e t i n i d i a e e a e 称猴桃科

A e t i n i d i a 称猴桃属

G u t t i f e r a e 藤黄科

H y p e r i e u m 金丝桃属

L y t h r a e e a e 千屈菜科

L y t h r u m 千屈菜属

M y r t a e e a e 桃金娘科

H a l o r a s i d a e e a e 小二仙草科

H a l o r a s i s 小二仙草属

A r a l i a e e a e 五加科
U m b e l l i f e r a e 伞形科

C o r n a e e a 。 山茱黄科

e o r n u s 卑来木属

( b ) S y m p e t a l a e 合瓣花亚纲

E r i e a e e a e 杜鹃花科

M y r s i n a e e a e 紫金牛科

S y m p l o e a c e a e 山矾科

S y m p l o e o s 山矾属
、

o l e a e e a e 木犀科
o s m a n t h u s 木犀属

f r a x i n u s
白腊属

几飞
a n i a e e a e 马钱科

B u d d l e i a 醉鱼草属

A p o e y n a e e a e 夹竹桃科

A n o d e n d r o n 神葛属 ( 鳝藤属 )

A n o d e n d r o n a f f i n e 鳝藤

V e : b e n a e e a e 马鞭草科

P r e m n a 豆腐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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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加 n g ia 钟木属

T s o o n g i a a x i l l a r i f l o r a 钟木

L ab ia t够 唇形科

s o r o p h u xa r i
a e e叱 玄参科

p e d i c u l a r i s 马先篙属

G e s n ` t i a` e a e 苦首苔科

A aC nt 抽 ce ae 爵床科

J u , t i e i a 爵床属

p l a n t a多i n a e e a亡 车前草科

R u b i a e e a e 茜草科
’ `

R u b ia 茜草属

W “ n d l a n d i a 木锦树属

R a n d i a 山黄皮属

c a p r i f o l i a e e a e 忍冬科

S a m b u o u s 接骨木属

v i b u r n u m 荚蓬属

c u e u r b i t a e e a e 葫芦科

C o m加 s i t a e 菊科

A r t e m i s i a 篙属

( B ) M o n o e o t y l e d o n e a e 单子叶植物纲

T y p h a e郡 c 香蒲科

T y pha 香蒲属

H y d r o e h a r i t a ce a。 水鳖科

G r a m i n e a e 禾本科

yC
p e r a e e a e

一

莎草科

p a l m a e
棕搁科

rA ac ae
。
天南星科

A co ur
s
瞥浦属

L “ m n a c e a e 浮萍
、

科

S p i r o d e l a 紫萍属

p o n t e d e r i a e e a e 雨久花科

L i l i a e e a e 百合科

I r i d a e e a e 莺尾科

I r i s 莺尾属

结合洞穴的古动物群化石对植物推探

洞穴遗址内出土的动物化 石 有
:
亚 洲象

、

秀丽漓江鹿
、

水牛
、

猪
、

魔
、

梅花鹿
、

猴
、

苏门羚
、

水鹿
、

豹
、

猫
、

椰子猫
、

食蟹檬
、

小灵猫
、

大灵猫
、

中华竹鼠
、

豪猪
、

揭家佩
、

板

齿鼠
、

猪猫
、

狗猫
、

貉
、

狐
。

鱼类有鲤
、

鳝
、

龟
、 、

鳖
、

水鱼
、

鸟类
、

雁
、

鸭
。

软体动物有蚌

科
、

规科 ( 河规
、

中国圆田螺 )
。

动物群中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热带
、

亚热带的现生种类
,

生活于现代的东洋界区系之内
。

有的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 ( 如鹿类和竹鼠 )
,

有的更偏于南方
,

而且更接近于热带的气侯环

境
,

( 如椰子猫
、

板齿鼠 )
。

象的化石出现
,

也可推测当时森林覆盖的 情 况
。

猴 子
、

小 灵

猫
、

椰子猫等都是森林动物
。

鹿和梅花鹿在遗址中占优势
。

鹿栖生于丘陵
、

山地密林及其周

围地风 梅花鹿常在森林的边沿和山区草地活动
。

但化石中没有马
,

说明没有较为开阔的草

原
。

遗址中的鱼类和软体动物的存在
,

说明遗址附近有相当面积的水域
。

小 结

根据以上抱粉
、

动物化石的分析
,

结合社会调查推断
: 一万年以前

、

这里是一片高大的

常绿和落叶阔叶乔木与少量针叶树混生的杂木多层混交密林
,

正因为有这一条件
,

林下才会

出现蔗类植物抱粉占优势
。

山坡林边则生有不同生态的草本植物如高属
_

等
。

由 于 林 多
、

林

茂
,

因此含蓄水量也多
,

这里低地和山谷水位也高
、

因此有首蒲属
、

雨久花科
、

睡莲属
、

萍

蓬草属
、

香蒲属
、 ’

水鳖科
、

紫萍属等水生植物
。

还有热带雨林分子
,
如膜戴科

、

秒锣科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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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狗属
、

海金沙科
、

里白属
、

凤尾蔗科等
。

热带亚热带植物有银杏属
、

木兰科
、

棕桐科
、

桑

科
、

山毛棒属
、

杨梅属
、

金缕梅属
、

山黄皮属
、

山矾属
、

腊瓣花属
、

卫矛科
、

苦芭苔科
、

爵

床属等
。

推测 当时在 ;甘民未进入该遗址前
,

这里是一个较完整的
,

没有人为破坏或只有很少破坏

的原始热带雨林
,

是较为稳定的生态环境
。

当时的人以野生动植物为生活食料
,

当一地方的

资源稀少时便转入另一地方
。

这 里有茂密的森林
,

因此动植物非常丰富
,

又有相当面积的水

域
,

是先民的生活理想场所
。

因此当时先 民进入该遗址
,
并定居下来

。

由于当时人的活动
、

采集
、

砍伐
、

烧山
、

狩猎等
,

大片森林被破坏
,

小气候随之变化
、

地下水位下降
,

造成遗址

附近水塘佳地的面积缩小
,

有的甚至可能干涸
,

这使得生活在水中的大量瓣鳃
、

腹足动物暴

露出来而被当时人类拾来在洞中食用
,

并将其外壳遗弃于洞穴内
,

因此形成剖面上这一阶段

瓣鳃腹足类化石的大量富集
。

以后动植物资源减少
,
难以维持先民的生活需要

,
他们便迁徙

他处而留下这个遗址
。

再由于人 口增加
、

附近先民破坏森林的波及
、

野火… …等原因
、

乔木

逐步消失而以灌木草本替代
,

又由于历代对森林的更大破坏
,

以至现在这一带地段仅有二十

多种灌木和草本 ( 移来种植的除外 )
,

水源缺乏
,

土壤贫膺
,

已是无林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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