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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心理
和身体素质的洞穴科考

在不同的区域进行古生物科考调

查会有不同的特色，广西喀斯特地貌区

域洞穴科考的特色大约可以概括为攀山

钻洞，即攀陡峭的山，钻错综复杂的洞。

“体力好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得

有胆量，不能害怕。还要学习洞穴探险

的相关技术，尤其是单绳技术，了解如

何利用绳索在洞穴中上下。”张颖奇表

示，并不是所有人到了科考现场都能

直接开始做调查，必须得经过一定训

练，有了洞穴探险的基础知识，才能参

与调查。

在南方喀斯特地区爬山，和我们通

常理解的爬山不太一样。在山脚时，需

要穿越茂密的植被，有时还要在有刺的

荆棘中开出一条路。再往上，许多洞穴

附近却又没有植被了，只剩下近乎垂直

的岩壁。为了能到达这些位于山体险

要处的洞穴，张颖奇研究团队的科研人

员常常借助登山绳，在悬崖峭壁间攀

爬，体验“命悬一线”的感觉。

顺利到了洞穴中，也不是在地面上

随意搜寻就能发现化石。洞穴内一般

很黑，配备头灯是必需的，而且许多洞

穴内部结构错综复杂，就像三维大迷

宫，除了斜坡、转弯，还可能出现直上直

下的通道，需要借助特殊的洞穴探险装

备和技术向下降落或向上攀爬。

“我们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必

须按照规程操作，如果违反就可能会出

危险。当然，不管准备得再充分，技术

储备再完备，在野外还是常常遇到意想

不到的情况。”张颖奇回忆，尤其是某些

需要在崖壁上横移的时刻，并非专业洞

穴探险人员的他，常常会进退两难，加

之有时天气炎热，贴在崖壁行走时可能

会大汗淋漓，甚至无法保持思维清醒，

“好多时候都这样，但基本上都克服过

来了。”

在多年的洞穴科考中，张颖奇研究

团队也逐渐摸索并总结出适用于广西

喀斯特峰林峰丛地貌的“崖壁洞穴调查

方法”，使得研究团队可以高效且系统

地开展洞穴调查、评估和发掘工作。

为何要在高处洞穴
寻找古猿化石？

在张颖奇研究团队的研究中，步氏

巨猿的化石点都出现在广西洞穴里，是

因为它们曾经都生活在这里吗？答案

却并非如此。张颖奇表示，洞穴并不是

巨猿的栖息场所，而它们的化石会出现

在洞穴深处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流水搬

运作用。

在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洞穴形成

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季节性流水。洞穴

外如土这样的碎屑性堆积物会在水流

的作用下夹杂着动物牙齿、骨骼等进入

洞内。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部

分就会保存成化石。

此外，在寻找步氏巨猿化石时，张

颖奇研究团队往往会选择位置较高、常

人难以到达的崖壁洞穴开展工作。这

一方面是为了能找到人为破坏更小的

洞穴，另一方面则能提升找到巨猿化石

的概率。

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

农业生产等需要，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

地区的农民会到洞穴中挖硝土，对许多

低矮洞穴中的化石造成了较为严重的

破坏。

而按照一般规律，在广西崇左地

区，洞穴位置越高，其年代就越久远，

“年代老，意味着步氏巨猿种群数量也

比较大，不像它快到绝灭的时候，种群

数量已萎缩了。所以在高的地方去找，

找到步氏巨猿化石的概率会更大。”

寻找化石的探洞之旅
仍在继续

截至今年，张颖奇研究团队在广西

崇左地区的洞穴中寻觅步氏巨猿化石

线索已接近10年。当下，团队获得的

步氏巨猿化石已经让学界明晰了步氏

巨猿的灭绝原因，不过张颖奇表示，团队

对步氏巨猿化石的寻找工作还将继续。

因为从步氏巨猿最开始被发现的

时间点至今的80余年间，科学家们仅

找到了它们的一些牙齿以及4个不完

整的下颌骨，这意味着远古巨猿还有许

多有待揭晓的谜团。“比如它们完整的

下颌长什么样？颅骨有哪些特征？颅

后骨骼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完全不知

道。”因此，只有通过科研人员不断寻找

发现以前未找到过的化石材料，才有可

能进一步地了解步氏巨猿。

这并不是一项容易取得的进展，且

不说洞穴科考工作的艰辛，采访中张颖

奇曾坦言，步氏巨猿新化石的发现是可

遇不可求的，或许要耗费一生的时间去

寻找。但对传承巨猿科考工作的使命

感，让他有坚持找下去的动力。

1956年，广西第一次发现原位埋藏

的步氏巨猿化石时，就是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在进行研究，随后这项工作一直延续至

今，跨越了数十年、几代人，“我的老师

也是做相关工作，这个事情总得传承下

去，因为它是科学界、古人类学界的一

个谜，总得有人去继续工作，破解谜

题。可以说，这个工作已经刻进了我们

的骨子里。”张颖奇说。

幸而，经过多年的摸索，张颖奇认

为不论是在对步氏巨猿的调查方法还是

调查思路上，研究团队的相关工作都已

进入了良性循环，“在我们的调查中，能够

找到的步氏巨猿化石点越来越多，希望

将来有一天能找到它们的突破性材料。”

洞穴中仍有许多化石
静待研究

张颖奇研究团队在广西喀斯特地

貌洞穴中调查挖掘时，常发现的基本为

牙齿化石，“通常，我们在挖掘一个洞穴

时，找到的全部都是牙，其中食草类动

物的牙齿偏多。比如发掘了1000个牙

齿，可能其中800个都是它们的。”

对于“牙齿大丰收”，科学家目前推

测是由于牙齿为动物身体里最坚硬且

致密的组织之一，就算在洞穴堆积过程

中随着水流移动，也不易因为磕碰挤压

破碎，最终才能形成化石。而骨骼则相

较牙齿脆弱，在水流的搬运过程中容易

受损，且保存过程中还会受到豪猪等啮

齿类动物的啃咬，难以形成化石。

不过凡事也有例外，在谈到科考趣

事时，张颖奇回忆，在以前的科考中遇

到过一些化石埋藏情况非常好的洞穴，

“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特异埋藏，里面

保存的化石非常好，出乎意料地精美，

和之前找到的化石种类完全不一样。”

他介绍，在这些洞穴中，并没有常

见的食草动物牙齿，都是各类食肉动物

的头和骨骼。这些骨骼的所属者大到

大熊猫、熊、豹，小到灵猫、黄鼠狼都有，

构成非常丰富，而且头骨和下颌还都处

于咬合在一起的状态。

对于这样的惊喜收获，张颖奇表

示，还没有开展具体的研究，“等研究工

作开展起来了，可能就会有更多更有意

思的事情可以向大家披露。”虽然张颖

奇研究团队一直在寻找步氏巨猿，但其

实他们并非仅研究步氏巨猿，探究古人

类、哺乳动物中某些重要门类的演化，

也在他们的工作范畴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供图

如何在岩壁洞穴中寻觅古生物化石？

在洞穴中找到的化石。 洞穴内发掘场景。

巨猿生活场景复原图。

广西崇左地区奇异的喀斯特地貌每年都会吸引许多游人前往参观，而在崎岖秀丽的山峦岩壁洞穴中，还
藏着千万年前古生物的秘密，等待着科研人员去发掘研究。

近10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颖奇和团队成员就扎根广西崇左，在喀斯特地貌
的洞穴间展开“地毯式”调查工作，挑选了22处洞穴化石地点进行系统性样品采集，并和国内外合作研究者一起基
于这些样品进行分析，一步步揭秘了史上体型最大灵长类动物——步氏巨猿的生活细节乃至灭绝原因。

洞穴探险是一项具有专业要求的风险运动，而并非专业“探洞”选手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又为何要“飞檐走壁”
地在洞穴间开展古生物调查工作？近日，张颖奇分享了团队考验心理和身体素质的洞穴科考工作经历，以及团队
未来的科研计划。

科研人员借助登山绳在悬崖峭壁间攀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