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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古猿化石地点的鱼化石

刘 宪 亭
5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曰自抽 关键词 鲤 7 咽喉齿 7 分布起源 7晚中新世 7 禄丰

内 容 提 要

心口 /
在禄丰古猿化石产地采获许多鲤的咽喉齿化石

,

由形态特征看
,

相近于现代广泛分布的鲤

5匀钾坛
“, 81 9:;

3 ∗; < <
/

6的咽喉齿
,

当代表其早期记录
。

现今云南一带生存有多种鲤
,
可能为其

繁衍的后代
,
且相当繁盛

。

这一发现为鲤属 582 钾份。6 起源于亚洲提供了化石依据
。

月曰 / 如

近些年在云南禄丰石灰坝古猿化石地点的系统发掘中
,

获得不少鱼化石
,

尤其在使用

筛选法过程中
,

搜集的微小化石更多些
,

其中有大量鱼的咽喉齿及一些鱼骨
。

据采集者面

告
,

在这个发掘地点的各层中
,

除第一层 5上层6外
,

几乎在所有层中都有鱼的咽喉齿分布
,

尤其在中部更为丰富
。

化石保存情况 鱼化右保存在砂层
、

粘土层及褐煤层中
。

各层成岩不佳
,

在发掘过程

中很易松散
,

所以其中的鱼体也就分散了
。

甚至咽喉齿与咽骨也分离开了
,

故在这批标本

中
, 大多呈单个牙齿保存 7 其中极少数咽喉齿尚连接着少许咽骨

,

偶尔也有带两个咽喉齿
山

的咽骨残体
。

尽管标本如此支离破碎
,

由保存状态判断
,

它们是未经搬运
,

就地埋藏下来

的
。

标本记述与鉴定 在为数众多的咽喉齿中
,

其形状比较单一 大体均呈臼齿状
,

只是

在齿冠形状
、

咀嚼面轮廓和其上的沟纹方面有些差异
。

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  

/

齿形

圆钝
,

咀嚼面稍隆起
,

光滑
,

在近中心部更有一小突尖 5图  
,

# 6 7
/

典型的臼齿状
,

咀嚼面

平
,

布有沟纹
。

咀嚼面的轮廓有长椭圆形
、

椭圆形和圆形的
,

其上的沟续数 目是依其生长
在咽骨的部位5属于那一列的 6不同而郁」5图 >

,

? , 8 ,

≅ 6
。

Α
从牙齿特征看

,

归于鲤属 58 2钾动“

口是无疑的
。

上述第一类型牙齿为鲤的第一列5主

列6第一个咽喉齿5图 >, # 63 第二类型牙齿
,

依其形状及大小
,

分别为
铡

的第二5图 ’
,

”6

和第三 5图 >, 8 6个咽喉齿以及第二列的咽喉齿 5图 > , ≅ 6
,

第三列的咽喉齿因太小
,

很少采

到
。

鲤的齿式一般为左右咽骨上各三列
,

左右对称排列
,

呈现  
/

 
/

Β二拼
/

 齿式
。

除咽喉齿外
,

还有一些脊椎骨和鳍刺
。

鳍刺虽为残断者
,

但鳍刺的后缘保存有清楚的

锯齿
,

有的还保留着近端关节 5图 6
。

单个的脊椎骨虽然神经弧
、

血管弧已残缺
,

但能显

示出鲤的椎体性状
。

综合上述标本的特征
,

古猿化石地点的鱼类残骸不但为鲤属
,

且都是同一种者
。

由于

缺少带咽喉齿的完好下咽骨
,

在种的鉴定上似乎依据不足
,

然由已知各点
,

可认为它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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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云南地区就有 ! 个种和 斗个亚种 5伍献文
,  4 Χ Χ6

,

且有的就是该地区特有种类
。

禄

丰地区中新世晚期地层中大量鲤化石的发现
,

证明鲤在我国早有分布
,

历史悠久
。

禄丰一带位处李氏区划的华西大区的川西亚区的东部
,

又临近华南大区的怒澜亚区

与珠江亚区的邻接地带
,

为长江上游诸河川的交汇处
。

皆知河川的变迁给鱼类的分布以

直接影响
,

然造山运动
,

地壳变迁是水系改变的主因
,

故今 日的区划与过去自有出人
,

然综

观今昔
,

全说明鲤是这一地带的土著鱼类
,

谅是事实
。

早在西瓦古猿
、

腊玛古猿在该地带

活动时
,

水域中就有鲤鱼繁生了
。

从鲤属的地史记录看
,

在欧亚大陆虽均为中新世
,

而确切有咽喉齿为代表的中新世化

石地点不多
,

如日本列岛中新统中产有 Δ2:9;
”Ε , 81 ,

户 ∗; <<
/

化石 5友田淑郎等
,  4 Χ Β 6

。

禄丰的鲤咽喉齿化石在数量上可称首位了
。

以上诸事实联系起来
,

笔者认为鲤属起源于

亚洲5东亚6是有依据的
,

而且是其繁衍中心
。

沉积环境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的鲤咽喉齿化石均不大
。

以主列第二个咽喉 齿 为 例
,

绝大多数的齿冠最大长径在
/

∀一Β
/

∀ 毫米范围
,

只极少数略大些
,

但也未超过 Φ 毫米
。

由

此可知它们所代表的鱼
,

个体不大
。

鲤为杂食性
、

造应性强
、

生长较速的喜温热的淡水鱼

类
,

在沉积层中有如此众多的鲤
,

还有很多啮齿类的牙齿
,

两栖类的肢骨等
,

表明当时该地

带不但广布水系
,

而且间有陆地
,

树木丛生
,

为上述各类动物的良好活动栖居场所
。

水域

依季节而有变化消涨
,

或 因水量锐减
,

或被淤积所埋而死亡
,

形成属种单一的化石鲤塘
,

成

层可观的褐煤
。

反映出丘陵
,

沼泽
,

小溪的星罗棋布景观
,

气候也较湿热
。

尹尸

本工作承现代鱼类学家褚新洛
,

周伟
,

李思忠诸同志热心帮助7 陈玲同志绘制插图
,

著

者在此一并致谢
。

5 4百∀ 年 Γ 月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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