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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偶蹄目化石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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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云南
,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经 次发掘
,

偶蹄目化石与哺乳类其他目一样
,

不仅材料增多
,

而

且发现了新的属
、

种
。

经初步研究
,

由已记述的 种增加到 个种类
,

其中一部分是与华北

时代相当于保德期的动物群有密切关系的属
、

种
,

另一部分是与南亚印
、

巴次大陆中西瓦立克

动物群有亲缘关系的类型
,

其地质时代为中新世晚期
,

相当于欧洲陆相地层哺乳动物分期的

土洛里
。

一
、

系统分类简述

偶蹄目

猪科

猪兽 声如 “ ,
·

这里记述的标本基本上都是单个牙齿
,

材料包括
,

左
、

右各 枚
,

甜 枚
,
’

枚
, ,

左
、

右各 枚
,

枚
。

同一个体的下齿列 件
,

左
、

右各有 一
,

的轮廓呈不等边四边形
,

前部较宽后部收缩
,

主尖由四个近乎相等的圆锥形尖组

成
,

中间谷部有明显的中央尖
,

内侧谷部有显著的小瘤
,

跟座尖退化或小
,

常 由一个稍大的

靠内侧的尖或几个小尖组成
,

前齿带和外侧齿带发育
,

内侧齿带缺乏或不明显
。 ,

为四

方形
,

齿尖和内侧谷部的小瘤均相似于
, ,

但外齿带不及 发育
,

仅存在于后外面尖的

外侧并与后齿带连结
。

的前
、

后
、

内侧均有发育的齿带
。 咭 的后

、

外面尖的外侧齿

带弱
。

的后
、

外面尖具有发育的齿带
,

内侧齿带明显
。

下齿列在发现时带有少许槽朽的下颇骨
,

但难已保存
,

故仅留下左
、

右 一
, 。

的

主尖高
,

由两个并排的
,

近于同等发育的尖组成
,

下臼齿已经磨蚀
,

显现出具有较开阔的谷

部
。

就以上标本的
,

内齿带不发育看
,

它们相似于南亚印
、

巴次大陆西瓦立克动物群中

的 八 而不同于
‘, ,

以我国山东山旺发现的 尸 的

砰 比较
,

不难看出
,

山旺的
,

的结构较禄丰的牙齿要简单得多
,

而 尸 妙

 
,

图
,

也同样具有简单的齿尖
。

禄丰标本属小型猪兽
,

但个体较 山

旺的 尸 耐 大
,

齿尖上次级褶皱明显
,

暂归属于 人抓
“。 ,

但也不同于 动  !

。
而

“ “ ,

它的时代也比山旺的
。
碗

。 。 ,
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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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猪兽 声方 五

仅牙齿 枚
,

其中 枚保存不完全
。

左 枚
,

牙齿比较大
,

过去曾根据这枚牙齿订

名为
“ ,

后期的发掘仅获得相似的 枚
,

的前半部
。

枚牙齿的齿尖

上可见轻度的磨蚀
,

下原尖向前
,

内侧伸出一脊达下前尖前方
,

下前尖高
,

其后臂有一深

沟
,

中央尖低并与下次尖连结
,

齿带在前
、

内
、

外角均可见
,

跟座大
。

牙齿具比较光滑的釉

质层
,

以上特征与在南京六合发现的古猪兽牙齿比较最为接近
。 “二 属常见于欧

洲
,

有三个种
,

动 ,
是该属中的一种

。

据研究 毕治国等
,

”
,

南京六合动

物群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
,

禄丰动物群的时代相对较晚
。

禄丰脊齿猪 加

在 年发现的一个破碎的下领骨带几个颊齿
、

犬齿的研究报告中
,

已将此下领骨

订名为 可 。。行 韩德芬
,  ,

后期的发掘又发现此类化石的牙齿 枚
,

加上  

年发现的 枚牙齿共计下领骨 件
,

单个牙齿 枚
。

单个牙齿中有 枚包括 枚仅保

存后面主尖的破碎牙齿
,

枚
, ,

左
、

右各 枚
。

枚
,

牙齿前宽后窄
,

前排齿尖直立并以低的脊连结
,

原尖又以一低的斜脊连结后

尖
,

后排主尖小
,

彼此靠近
,

磨蚀后亦成横脊
,

前齿带发育
,

后齿带弱
。

枚
,

的主要特征

是一致的
,

但大小和细微结构上还有区别
,

现暂归于同种
,

有待今后对 枚 之间存在的

差别作进一步对比
。

已研究的下领骨上的臼齿均已磨蚀较深
,

单个的下臼齿大多未磨蚀

或轻度磨蚀
,

与已磨蚀的牙齿比较
,

齿尖明显高而尖
,

谷部深而开阔
,

齿尖基部连结的部分

很浅
,

故牙齿极易破碎为前
、

后两部分
。

肠户 动 耀了
属是印度一巴基斯坦新第三纪特有的小型猪类

。

此类化石在我国首次

发现于禄丰古猿化石地点
,

以禄丰的下领骨上保存的前臼齿和臼齿测量数据与 二’’’

比较
,

禄丰标本的前臼齿略长
。

河猪 “ 。

标本除几件齿列外
,

皆为单个牙齿
。

材料计有 上齿列 件
,

件保存着
峪

一
, ,

另

件有 一
,

其中耐 内侧 个齿尖缺失
。

下齿列 件保存着 一
。

单个牙齿

有
, , 枚

, ,

枚
, ‘

枚
, ,

枚 内侧跟座缺失
,

仅留痕迹
, ,

枚
,

上犬齿 枚
,

,

枚
, 。

枚
, 。

枚
,

下犬齿 枚
,

门齿数枚
。

以上标本是禄丰河猪属中的大型猪类
。

下犬齿为 。 类型
。

上门齿粗大呈圆

筒状
。

颊齿的结构相似于古印度河猪  。动 、 ,  !  
, ,

但禄丰标本的个体略小
,

前臼齿的长度相对也比较短
。

禄丰河猪与华北上新世似猪兽河猪 尸 人夕口动树厉刁。
,

在很多方面可以进行比较
,

诸如
, 、

外侧齿尖的谷部有发育的小结节
,

上

臼齿具不完全齿带
,

下臼齿外侧谷部也具小结节
,

但相对要弱一些
。

的外侧后面尖也

具齿带
。

在 马 中有 枚牙齿的主尖完全相似于  厉介
, ,

但另 枚 马 主尖排列的

情况还不完全相同
,

甚至有些相似于 。 冲人 乃 “
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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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猪 而

材料有上领骨 件
,

下颇骨 件
。

件上领骨中 件带 一
, ,

另 件带 一 飞

下颇骨中 件左下领骨分别带有 一
、 。

一
,

右下领骨 件均带有 一
,

其中

件 缺失
。

单个牙齿有
‘
枚

,

其他牙齿 多枚
。

禄丰河猪中个体最小的一类
,
只 的主尖趋向于一个尖

。

下臼齿齿尖褶皱简单
,

呱 的

跟座基本上是一个尖
, ‘
较小

。 , 包括上颇骨上的和 枚单个 都具有简单的跟座
,

其中的单个砂曾被订名为 尸 乃。。 。
痴

,
祁国琴

, , 尸 , ’, “
发现于西瓦立

克那格里带
,

据 氏 记述
,

它的 的跟座退化
。

从
,

的这一特点看
,

禄丰的标

本与 尸  !二,
是一致的

,

但是
,

从禄丰材料的下颊齿看
,

还具有特色
,

如前臼齿的大小
,

与
,

的长
、

宽比例以及 齿尖上的一些特征与 尸 ,
 、

,
还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

。

河猪 尸 吕 s p
.
3

材料有下领骨 2 件
,

上齿列 1 件
。

不完整下领骨中 1 件带门齿 4 枚
,

左犬齿完整及

P ,

一 M
:,
右侧犬齿上端缺失

,

颊齿有 R
、

几一M
3。 另 1 件下领骨残块左

、

右两侧均带 M
:、

M
3 。

上齿列 1 件保存 M
Z、

M

, 。

单个牙齿 10 余枚
。

标本在 D 剖面 1 至 6 层中均有发现
,

过去的简报中均未提到此类化石
。

它的体型略

大于 P ota o oc 乃oor“ , s p
.

2
。

可区别于 Po匆, o e 人oe;u ; sp
.
2 的特征有以下几方面

:

1
.
P ,

具有双齿根;

2
.
PZ、 P

3 、
P
;

和 M : 的长度均约相等;

3
.
M ,

有宽阔的谷部和发育的跟座
,

M
‘

较
、

短粗
,

有明显的跟座;

4
.
P4 的主尖更接近于禄丰的体型大的河猪 (尸ot

a m oc ho , “ ,
sP

.
1

)

。

依其大小
、

形态

部分标本可与云南开远的 尸
.
Pa l似lu , 比较(张玉萍

,
1 9 7 4

)

。

猪科属
、

种未定 su idae g en
. et sp ·

i
n

d

e
t

仅单个牙齿 2 枚
。

M
‘

1 枚为未磨蚀牙齿
,

前排齿尖褶皱很浅而简单
,

后两个主尖呈

典型的圆锥形齿尖
,

其上几无褶皱
,

中央尖几乎与次尖高度相等
。

M
2

1 枚相似于 M
‘

但较

大
,

有开阔的谷部
。

Ml 和 M
Z
均有跟座尖

,

但前
、

后齿带几乎缺乏
,

M

Z

的体型相当于禄丰

河猪 Po ta o oc ho 。
“;

sP

.
1

,

但牙齿相当简单不可能与禄丰猪科其它材料比较
。

目前还未找

到恰当的对比材料
,

暂不定属
、

种
。

眼鹿科 Tr
a
gu nd

ae

丘齿眼鹿 D orca b
u o e sp

.

此类标本较少
,

1 9 8
1 年发掘获得一件不完整下领骨和几枚单个牙齿外

,

后来的发掘

仅采得几枚牙齿
。

下领骨的前部和上升支均已损坏
,

左
、

右两侧均带 D 从一M
Z。

单个牙

齿有 D M 3i 枚
,

D
M4

i 枚
,

M

:
4 枚

,

从 4 枚
,

P
3

1 枚
,

p
‘
2 枚

,

M

Z
i 枚

,

M

, 斗枚
。

上臼齿和下臼齿的唇面和舌面尖均为典型的锥形
,

当归于丘齿麒鹿D or 必旅* (Pi lgr im

19 15 ) 而不是羚露鹿 Do rca
幼。

ha

n 。
D
口

rca 赫二 主要发现于印度
、

巴基斯坦西瓦立克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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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在我国第一次发现于早更新世早期的广西柳城巨猿洞动物群(韩德芬
,

1 9 7 4
)

。

以禄

丰的标本与西瓦立克那格里带的 D
.
o gr it’ 和广西的 D

.
li “动印ge 。。 H an 比较

。

除体型

上有一些差别外
,

齿尖上的褶曲和底柱的发育程度上都可以区别
。

此外
,

禄丰 D or ca b“。

的 2 枚 P
‘

在大小和形态方面还存在着细微的不同
。

羚眼鹿(新种)
Do
rea th e rio m 叩

. nov.

材料有下领骨 6 件
,

它们是
:

左下颇骨带 P
Z
一M

3;

右下领骨带 pZ一M
, 、

M

3
;

左下领骨带门齿 1 枚和 P
Z
一M

, ,

右侧下颇骨残块
,

带不完整的 M ,

和 M 3以及完整的

M Z, 左
、

右两件下颇骨可能属同一个体
:

左下领骨带 P
3
一M

3;

右下领骨带 M ,

一M
3;

下前臼齿
、

臼齿 16 枚
,

? M
2

1 枚
。

羚键鹿 (D or ca 动。l’u 。) 这一属曾在过去的报道中提到
,
但这里所指的是一类很小的

,

大小与禄丰发现的寮 (Mo
、加

了
) 和现代爪哇键鹿相近的小型解鹿

。

禄丰小型羚麒鹿也与

印度
、

巴基斯坦的那格里羚露鹿大小一致
,

但臼齿的形态上与 D
.
、g rii 不完全相同

,

诸如

下原尖后支不分出第二支
,

上臼齿内齿带缺乏等
。
D or ca 动。俪m 属在亚洲

、

非洲(w hit w
ort h

,

1 9 5 8
) 均有化石记录

,

但后一地区所发现的材料时代稍早
,

禄丰羚解鹿在一般形态特征方

面与 D
.
0 9爪 接近

,

但两者又存在着差别
。

禄丰标本在大小和形态上也有别于江苏泅洪

下草湾中中新世动物群中的 D or ca ,肠 ,
.iu m sP

.

( 李传夔等
,

1 9 8 3
)

。

鹿科 C ervid ae

察 几肠se入u s 印
.

计有破碎上颇骨 3 件
,

1 件带 P
Z
一M

3; 1件带 P3一M
3; 另 1 件带 M Z、 M

3 。

下领骨总

共有 43 件但大多不完整
,

其中最完整的 1 件的左侧带 P
Z、

P4 一城; 右侧带 P ,

一M
3。
单个

牙齿有上臼齿 13 枚
,

下门齿 3 枚
,

几 2 枚
,

P
;

2 枚
,

下 臼齿 l夕枚
。

房是小型无角鹿类
,

我国已知的两种晚第三纪赓即原赓 (M
.
Pri , 、洲s) 和古磨 (M

.

gr 朋而。。)
,

主要发现于内蒙二登特地层
,

就禄丰的察的材料看
,

不论体型大小或形态方

面均可与之比较
。

禄丰标本中
,

上领骨上的臼齿最接近 M
.
g、nd 。洲, ,

但单个上臼齿

却与已记述的古寮在细微的特征上有所不同
,

下臼齿无古鹿褶而不同于 原 磨 (sch los se
r,

1 9 2 4
)

。

分叉角魔 庆
eroeeros sp.

角 2 件
,

1 件为完整标本
,

另 1 件仅保存角柄和眉枝及部分主枝
。

分叉角虎为大型魔

类
。

禄丰的完整角标本
,

在角柄
、

角节和主枝的形态和体型大小方面无异于北方上新世已

知的分叉角鹿 (Zd an
sk y

,

1 9 3 7
)

,

不同之处主要是在眉枝上
。

不完整角不论在眉枝的形

态
,

主枝的横切面的形状方面均与完整角所具有的特征不一致
。

鉴于标本尚未全部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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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

后一标本是否属于变态
,

还不能肯定
。

可暂归于 。介
roc
cr “ ,

属的单个牙齿有 5 枚
,

牙齿大小较禄丰的后虎属 (M 山ce
r似lu ,

)

的牙齿大
,

P
今

有明显的内齿带
。

上臼齿低冠
,

具内齿带和底柱
,

前附尖和中附尖发育
。

下

臼齿具微弱的古鹿褶
。

后魔属 脸Iacc o ul
“ , 的角化石有多件

,

依其形态特征
,

至少可分为 3 种类型
。

I

似简单后魔 A ‘ta e e r口。f.
e
f
. s

i m p le x

基本完整的角 2 件
,

1 件主枝的顶端和角柄缺失
,

另 1 件的主枝顶端微有损坏
,

角柄

保存不完全
。

两件角的主枝横切面均呈扁圆形
,

主枝较直
,

顶端微向后弯曲
,

在角节的内

侧
,

相当于眉枝的位置有腻腻的腻包
。

依以上特征
,

禄丰两件角标本基本上与山西上新世的简单后虎的特征符合
。

因此
,

在

过去的报道中
,

将其中一件缺失角柄的角订为简单后魔相似种 材以“比。“l附 。
f

.

si o Pl cx
。

但是
,

另一件具长角柄的角却难以把它归属于简单后 魔
。

因 为
,

据记述 (T eil ha rd de

Cha rdi
n et al

.,
1 9 3 7

)

,

简单后虎具有短的角柄
。

禄丰的标本之一具长角柄与此特征不符
,

鉴于主枝特征比较一致
,

暂归于一种
,

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时再定
。

后魔(新种 1) 几几ta
oe ro u坛

a
印
. n ov. 1

有 2 件比较完整的角作为此新种的典型标本
。

个体较大
,

主枝长度约相当简单后晓

的一倍
,

主枝较直
,

顶端向后弯曲
,

主枝横切面为扁圆形
,

眉枝非常短
,

角表面有深的沟和

棱
。

在我国北方发现的后魔中无一种与禄丰此类标本相近的种可以对比
。

这里暂订为新

种
,

以区别于已知的和禄丰的其他后魔
。

口匕卜
后魔(新种 2) 匆讼ta ee

ro u
la
s
印
. n ov . 2

角 5 件
。

其中成年角 1 件
,

幼年角 斗件
。

成年角较幼年角大
,

其主枝长度与简单后虎的主枝接近
。

角基本上不分叉
。

角基部

由近圆形和扁圆形两部分组成
,

近圆形的部分向上微扭转成为角的主枝
,

但顶端缺失
,

扁

平部分在角的长度约 1/2 的位置渐成微凹斜面与主枝合并为一体
,

但不形成独立的眉枝
。

角表面有粗或细的棱和沟
。

幼年角很小
,

形态上与成年角基本相似
,

仅细微部分略有不

同
。

新种在角的内侧面为扁平部分
,

从角节部升起
,

在相当高的位置消失这一特点与过去

鉴定为 Mc
, a c e r , u

l
u , a z , e洲a扭 ,

(
T

e i l h
a
rd d

e C h
a
记in et

a
l
.,

1 9 3 7
) 的角有相似之处

,

但显

然不同于简单后虎
。

可归于后房属的牙齿
,

个体较分叉后房小接近于虎 (M
“

, icu 力
。

P
‘

的内齿带不明

显
。

上臼齿齿冠较低
,

前附尖和中附尖较发育
,

前尖外肋较突出
,

而后尖外壁平或外肋弱
,

原尖的新月形后支上有一褶 曲指向唇侧
,

时有内齿带出现
,

其大小和形态接近 尸ro ca 户。ol us

Ru ti m ey er i 属
。

下 臼齿具古鹿褶但相当弱
。

似矮小魔 衬血n t抽eo
ef
.
二
naa Tei场ard et T ra ssa er t

完整角 1 件
。

体型很小
。

主枝直
,

眉枝在角节上位置较高处分叉
,

且相当短
。

主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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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棱和沟
,

后外
,

后内侧面表面光滑
,

角柄几乎与主枝等长
,

额蜡发育
。

这一角标本十分

完整
,

依其大小和形态特征
,

相似于矮小魔 (M
.
似, 劝

。

侣
魔(新种) 对吐nt ia c uB sP

. n
ov
.

计有角标本 20 余件
,

其中 3 件比较完整
,

19 件分别保留着主枝
,

主枝带不完整角柄
,

完整眉枝和部分主枝
,

不完整角柄等
。

比较完整的角均有长的角柄
,

其长度在各个体上不完全相同
,

额晴发育
,

主枝微微向

内弯曲
,

顶端向后弯曲
,

各段横切面均近似圆形
,

眉枝较长
,

在角节上较低的位置分叉并与

主枝所呈的夹角为锐角
,

角表面的沟和棱明显
。

我国上新世至更新世时期内
,

曾发现多种房化石
,

不论在主枝或角柄的形态
,

大小方

面均可与已知的魔进行比较
,

但 尚无相似种
。

这里暂订新种
,

有待今后作进一步对比
。

魔 衬吐n tia e ua
sp
.
1

2 件较完整角标本仅主枝顶端缺失
,

角柄未保存
。

主枝的横切面为圆形或接近圆形
,

微弯曲
,

最具有特点的是眉枝相当长
,

与主枝间所呈的夹角小
。

在我国
,

虎化石中只有汾

河魔 (M
.
fe动oe 。行 C ho w ) 具有长的眉枝

,

并与主枝呈双分叉状
。

仅从角的形态上看
,

禄

丰标本可与汾河魔比较
,

但汾河魔个体相当大
,

禄丰标本个体小
,

两者还不能作直接对比
。

魔 月扣。ti o
e
ua

s p
.
2

吕

J

角 5 件
,

其中 3 件成年角
,

2 件幼年角
。

角柄均未保存
,

主枝部分大多保存不完全
,

或

主枝顶端缺失或眉枝失落不等
。

角小
,

主枝基本上为圆筒状
,

上部明显向内侧扭转
,

尖端

向内
、

向后弯曲
,

眉枝和主枝分叉处的下前方和后方均有一明显小凹面
。

角的某些特征与

魔属晚期类型似有联系
。

魔化石在新第三纪广为分布于欧
、

亚大陆
,

我国曾发现多种
。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虎化

石比较丰富
,

角的形态
、

大小变化较大
,

初步观察大多不同于我国已知的虎属各种
,

但仍缺

乏欧洲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材料对比
。

可归于浇属的牙齿基本上与更新世甚至现代虎无特别明显的区别
。

不同种之间的分

类还需进一步对比
。

鹿科属
、

种未定 C ervi dae , n . et 。p
.
in d

e t l

不完整角 2 件
,

l 件有大部份眉枝和主枝下端
,

角节大部份完好
,

角柄仅存很短一段
。

几乎成圆筒状
,

眉枝较长
,

在环节上较高位置分叉
。

另 1件标本有不完整主枝
,

眉枝

鹿科属
、

种未定 C er朽d a e 邵n
. et sp . ind et Z

M 。
1 枚

,

牙齿很小
,

其长度约 8
.
3毫米

,

下原尖有古鹿褶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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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一-

-.~.~.口, 尸~ . ~ . ~ . .
一一一

一一
---一

- 一牛科 B ovidae

楔羚 Se le
nop ort ax 。

P.

决len ap or ta
x
属是禄丰古猿化石地点最常见的动物化石

,

初步清理出来的标本有头骨

2 件
,

带双角心
,

头后部 1件
,

完整和比较完整的角心 17 件
,

破碎角心数十件
,

下颇骨 10

余件
,

牙齿未计其数
。

头骨 1 件
,

保存部分额骨
、

顶骨
、

颅底
、

完整的枕骸和双角心
,

另 1件头骨为头后部
。

两

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压而有些变形
。

额骨较宽
,

颗晴在较完整的头骨上明显可见
,

角心受

压几乎完全下塌到并靠近头骨
,

角心顶端缺失
,

基部正中有棱突起并缓缓向外扭转
,

后棱

突起不及前面的发育
。

头后部基本保存完整
,

颗岭强
,

人字峭亦相当发育
。

第 3 件头骨带

双角心
,

左侧较完整
,

右侧上端缺失
,

角和头骨大部份压扁
,

顶骨呈微凸状
,

颖晴部分可见
。

3 件头骨的大部分特征是一致的
,

但枕骨的高度
,

头后部较宽或较窄
,

角心的后棱发育程

度还不完全相同
。

在第 1 层发现的几件角心较第 2一6 层的角心粗壮
,

横切面有变圆的趋势
。

以上材料中的部分角心曾在过去的报告中订名为转角羊 (A丽los Pi o sP
.
)

,

据 Pi lgr im

(1937 )的记述并对比禄丰的标本
,

应改正为 & l
。

加Po rta
x 。
初步观察和测量所得的印象是

,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的 Sc lc n叩州ax 的牙齿齿冠不及印度
、

巴基斯坦西瓦立克动物群的 5
.

。xi ll ar 汤: 的齿冠高
,

但是这仅仅是初步的
、

少数牙齿的对比
,

最后的结论还要等待全部材

料
,

特别是臼齿测量之后才能作正确的比较
。

牛科属
、

种未定 B ovi dae ge n
. et sp . in d et

臣乙

1 件破碎头骨
,

保存部分额骨
,

部分角心
。

个体较 交肠
,

ap or
t
ax 小

。

角心呈圆筒状
。

侧

面观
,

角心直而微向后凹人
,

中心处有一浅沟清晰可见
,

向上渐偏向外侧
,

角基部后内侧

左
、

右均有一明显凹面
。

因标本保存不佳
,

且表面又被腐蚀
,

进一步的鉴定暂有困难
。

二
、

几点初步认识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的偶蹄 目化石经初步研究
,

共有 4 科 10 属 18 种和 4 个属
、

种未订

的种类
,

它们在该地点 D 剖面的数量(目前标本清理数)和分布见表 1
。

偶蹄 目中数量最多的是楔羚 (& lo ap
口

rta x)

,

最少的是古猪兽 H yo tho iu o cf
.
Pa lac 口-

动oe 。 , 仅一个半牙齿
。

各门类的化石分布
,

在 1981 年的野外发掘记录表中
,

第 1 层仅 10

余种哺乳动物类化石(吴汝康等
,

1 9 8 1
)o

1 9
83 年的发掘包括使用筛洗法寻找小哺乳类化

石所获得的总数也远不及第 2一6 层出现的化石种类多
,

而偶蹄 目化石在第 1 层中目前仅

发现 斗属 5 种
,

即 丘 齿麒 鹿 (D
~

去“二)
、

房 。了
“ 。
瘫

‘。) 河 猪 (尸old o
ocb
oe , 了

) 楔羚

(命le
。

卿rIa 劝
。
5 个种之中有两个种的牙齿和角与第 2一6 层中的同类动物比较

,

显示出一

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

加上小哺乳动物中个别类型在第 2一6 层中没有 出现
,

以及第 1 层与

以下各层之间成因类型不同
,

第 1 层与第 2 层间存在着一 面明显的侵蚀面
,

这似乎表 明动

物组合与其依附的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

值得注意的是
,

第 1 层的堆积厚度仅相 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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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操丰古孩化石地点 D 剖面偶蹄 目的分类单元以及在各

层的分布
、

标本数初步统计

分类单元
taX0nO 】刀 I C U 刀I t弓

猪科 Su idae

猪兽 H 夕o t人‘r i “哪 , p
·

古猪兽 万
. ef

.
户a l。。o 动

0‘尹“才

禄丰脊齿猪 L . lu fong‘n 万s

河猪 potom oc人。。 , “ 了 s p
·

l

河猪 尸o ta二o c h o o ru s sp
·

2

河猪 pot。二 o c人。。 , “ s , p
·

3

猪科属
、

种未定 Su id ae gen
·

e t s
p

·

i

n

d

e t

解鹿科 T ragu lid ae

丘齿麒鹿 D oroab “”‘ s p
·

羚麒鹿(新种) D
o , 。a t

h
‘犷

i
“
m

sp
·

鹿科 C ervidae

磨 M o了c 人“ 5 s p
·

分叉角鹿 D i亡 r o c 亡r u 了 s p
·

简单后虎 M otoe , 即ul“ , e
f

.
s
i m 夕lox

后魔(新种) M
, t o c 。, , u

l
u ‘ s p

·

n o v

·

l

后魔(新种) 材
。t。。 , , , “

l
u , s p

·

n o v

·

2

矮小壳 M u , t 矛‘e u 了 c
f

·

” ‘”“‘

虎(新种) M
u , t i

‘c u ‘ sp
·

n o v

魔 M u , t i
‘e , “ s p

.
l

虎 M u 。多萝。c u ‘ , p
·

2

鹿科属
、

种未定 C ervid ae gen
·

e t s
p

·

i

n

d

e t

l

,

2

牛科 B ovidae

楔羚 501‘ , o 户o rt‘x s p
·

牛科属
、

种未定 B ovid ae gen
·

e t s
p

·

i

n

d

e t

分 布
}

标本数
.

一一一

{肖计⋯逻岁
一

二

⋯
三

⋯二⋯
、

⋯
、

⋯二⋯{⋯
一

⋯⋯⋯一⋯{
二

⋯⋯⋯
⋯⋯丁⋯二⋯、⋯

二

⋯
2
⋯

{土⋯
一⋯一

⋯⋯⋯
巧

⋯
*
标本数(包括牙齿

、

颁骨
、

角
、

头骨)均以 1件计数
。

它下面的第 2一6 层堆积的总合的 1/7 左右(第 1 层最厚为 1
.
5 米

,

最薄仅 0
.
5 米)

,

动物种

类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

尽管目前的初步研究还不能得 出最后的结论
,

但这一变化仍然是十

分明显
。

目前
,

偶蹄目化石能订到属的有 10 个
,

属一级水平的种类主要可与南亚印
、

巴次大陆

西瓦立克那格里(包括道克派珊 D ho k Pa
then) 动物群和我国北方保德期动物群比较

,

少数

种数也可与欧洲 v all es ian 期个别种类对比
。

现将有代表性的几属作一比较(表 2)
。

由表 2 可见
,

脊齿猪和楔羚两属在我国新第三纪地层系第一次出现
。

禄丰偶蹄 目有

5属与中西瓦立克共有
,

5 属是华北上新世常见和特有的种类
。

因此
,

就偶蹄 目的成员的

主要性质看
,

它与以上两个动物群均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

订到种一级水平的种类有 7 个
,

新种 5 个
。

它们多是与上述动物群有着密切关系的

类型
。

而康 (M
o, c人u s)

,

分叉角魔 (刀i
croceru s

)
,

河猪 (p
ota o oc人oer“ ,

) 中的大型种类似乎

可能就是华北保德期动物群的成员在禄丰动物群中再现
。

楔羚 (Se 肠1io Po 1’t ax ) 材料较多
,

是禄丰古猿生活时期相当繁盛的一类动物
。

据 Pi !gr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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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裸丰
、

中西瓦立克
、

二全特俩蹄目属一级种类对比

禄禄禄 丰丰 中西瓦立克克 二 登 特特
LLLLL u fen ggg M

。

S i w
a

l i kkk 五tte m
teee

脊脊齿猪 L o户h o c为o or u sssssssss

河河猪 P ot‘。o e h o o ru sssssssss

丘丘齿暇鹿 D orc 动
“
。。。。。

羚羚族鹿 刀。 , e o t h
, 犷
i
“ ,,,,,

磨磨 对。, c方u ,,,,,

分分叉角虎 刀ic, o c e , u :::::::::

后后虎 M
, t o c

er
, “

1
0 555555555

魔魔 材u , 多io c “,,,,,

楔楔羚 s
olon o户o rt。丫丫丫丫丫

的绝对年代测定表所示 (1937)
,

Sc
le

o
ap or ta

x 生活在 7. 4一5
.
3 百万年之间

。

如果说这一数

据对我们具有参考价值
,

再结合这类动物在早或晚于禄丰古猿动物群时代的地层中均未

出现这一点来看
,

它本身在说明时代和生物发展过程问题上都具有某种意义
。

偶蹄 目中还缺乏中西瓦立克和华北保德期动物群的长颈鹿类和鹿类等
,

这就说明禄

丰动物群的生态环境与上述动物群之间所存在的差别仍然是十分明显
。

就已记述的种类看
,

基本上是一些森林
、

林栖
、

森林边缘灌木生活的热带和亚热带动

物
,

这一点与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发现的古猿以及小灵长类动物的生态环境相符合
。

这一

地点还发现有不少三趾马化石
,

说明附近有一定开阔的草地
。

此外
,

许多完整的软体动物

的外壳和堆积 中局部成层的残留碎壳
,

众多的小的鱼类咽喉齿
,

又反映了古猿生活时期附

近有一定面积的水域
。

可以推测
,

古猿生活时期的生态环境不仅适合古猿等哺乳类动物

栖息
、

繁殖
,

也有利于各种其它门类动物的生存
。

因此
,

这一地点具有如此密集
,

丰富的化

石
。

(
1 9 8 4 年 10 月 5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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