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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地层学和年代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萨拉乌苏河地区的地层划分愈加仔细;原含萨拉乌苏动物群的

地层现在被划分为下部的萨拉乌苏组和上部的城川组。相应地,过去的萨拉乌苏动物群也被划分为萨拉乌苏动物

群和城川动物群;而萨拉乌苏动物群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下部组合和上部组合, 下部组合含王氏水牛和诺氏古菱齿

象化石, 与欧洲的末次间冰期对应;上部组合以野驴和披毛犀为主, 与末次冰期第一阶段对应。但对萨拉乌苏河地

区晚更新世动物群中有些属种的分类命名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 有些甚至存在错误认识。关于萨拉乌苏动物群

是否含有肿骨大角鹿的问题, 争论持续了近 20年。最新研究表明, 在萨拉乌苏组中发现的两件有肿厚现象的大角

鹿下颌骨, 应当归入河套中国大角鹿 (Sinomegacerosordosianus) ,而非肿骨大角鹿。因为, 下颌骨肿厚是大角鹿类所

有种的共有特征。过去很多文献中提到萨拉乌苏动物群中有 “蒙古鹿”,经笔者核对, 该名称最早被用于 “大角鹿蒙

古变种” (Cervusmegacerosvar.mongoliae)和 “蒙古马鹿” (Cervusmongoliae) ;但这两个名称后来均被弃置不用。关

于萨拉乌苏动物群中的恰克图转角羚羊,后来曾有人将其转入许家窑扭角羚, 经笔者研究,认为萨拉乌苏河地区的

转角羚羊应保持原有名称,即恰克图转角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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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5年,笔者有幸参加了 “萨拉乌苏河地区

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 ”课题, 在笔者所

承担的哺乳动物群研究过程中, 发现萨拉乌苏动物

群中有些属种在分类命名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有些

问题是由于对早期文献的不正确理解所造成,而另

一些则可能是由于化石材料的匮乏和分类工作的随

意性造成。本文将简要介绍萨拉乌苏河地区晚第四

纪生物地层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并就有关属种的分

类命名问题进行重点讨论 。

1　萨拉乌苏河地区更新世晚期动物
群划分新方案

　　从 20世纪 20年代至今, 几代科学工作者对萨

拉乌苏河流域的地层及哺乳动物化石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
[ 1 ～ 9]

,至今已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共计

45个属种 (含未定属种 ), 包括 33种哺乳类 (表 1)

和 12种鸟类 。近年来,随着地层学和年代学工作的

深入开展, 对萨拉乌苏河地区地层划分愈加仔细;

原含萨拉乌苏动物群的地层被划分为下部的萨拉乌

苏组和上部的城川组, 并且进一步将其与顶部全新

统的大沟湾组区分开来 (见表 1) 。萨拉乌苏组与城

川组,不仅在地质时代上早 、晚有别,在岩石地层方

面也各具特点,在脊椎动物化石方面更是明显不同;

相应地又将过去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划分为萨拉乌苏

动物群和城川动物群
[ 6, 7]

;进而萨拉乌苏动物群又

被进一步划分为上 、下两个组合:下部组合含王氏

水牛和诺氏古菱齿象 (以下简称 “诺氏象” )化石, 与

欧洲末次间冰期对应;上部组合以野驴和披毛犀为

主,与末次冰期第一阶段对应 。

野外工作表明,萨拉乌苏地区哺乳动物群在地

层中分布规律如下:无论从个体数量和生物种类来

说,下部的萨拉乌苏组都很丰富,而上部的城川组则

显得比较贫乏 。鸵鸟虽然在下面的萨拉乌苏组中的

旧石器时代古遗址面就已出现,但数量更多 、出现更

频繁的还是上部的城川组。绝灭动物中的诺氏古菱

齿象 、王氏水牛 、恰克图转角羚羊 、河套中国大角鹿

(以下简称 “河套大角鹿 ”)等仅见于下部萨拉乌苏

组,而在上部的城川组中并未见到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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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萨拉乌苏河地区萨拉乌苏组 、城川组 、大沟湾组中哺乳动物修订名单

Table1　RevisedfaunallistsforthestratigraphicFormationsofSalawusu, Chengchuan, andDagouwan

化石 (Taxa)
萨拉乌苏组

( SalawusuFr.)
城川组

( ChengchuanFr.)
大沟湾组

( DagouwanFr.)

刺猬 (未定种 ) Erinaceussp. + 　

麝掘鼹 ScaptochirusmoschatusMilne-Edwards, 1867 + 　

翼手目 (属种未定 ) 　Chiropteragenetspindet. + 　

野兔 (未定种 ) Lepussp. + 　

鼠兔 (未定种 ) Ochotonasp. + 　

达乌尔黄鼠 SpermophilusdauricusBrandt, 1843

=蒙古黄鼠 Citellusmongolicus
+ 　

五趾跳鼠 Allactagasibirica( Milne-Edwards, 1867) + 　

索氏三趾跳鼠 DipussagittaThomas, 1908 + 　

子午沙鼠 Merionesmeridianus( Pallas, 1773 ) + 　

中华始鼢鼠 Eospalaxfontanieri　 ( Milne-Edwards, 1867) + + -

黄始兔尾鼠 Eolagurusluteus(Eversmann, 1840 ) + 　

长爪鼹鼠平　PrometheomysschaposchnikowiSatunin, 1901 + 　

根田鼠 Microtusoeconomus( Pallas, 1776 ) =Microtuscf.ratticeps + 　

布氏毛足鼠 Lasiopodomysbrandti( Radde, 1861) + 　

黑线仓鼠 Cricetulusbarabensis(Pallas, 1773) + sp.

虎 PantheratigrisLinnaeus, 1758 + 　

狼 CanislupusLinnaeus, 1758 + 　

狗獾 MelesmelesLinnaeus, 1758 + 　

最后斑鬣狗 Crocutaultima( Matsumoto, 1915 ) + 　

诺氏古菱齿象 PalaeoloxodonnaumanniMakiyama, 1924 + 　

普氏野马 (相似种 ) Equuscf.przewalskiiPaliakov, 1881 + sp.

野驴 EquushemionusPallas, 1775 + + sp.

披毛犀 CoelodontaantiquitatisBlumenbach, 1807 + +

野猪 SusscrofaLinnaeus, 1758 + 　

诺氏驼 CamelusknoblochiNehring, 1901 + sp.

赤鹿 CervuselaphusLinnaeus, 1758 + sp.

河套中国大角鹿 SinomegacerosordosianusYoung, 1932 + 　

普氏羚羊 Procapraprzewalskii( Bǜchner, 1891) + 　

鹅喉羚 GazellasubgutturosaGǜldenstaedt, 1780 + sp.

恰克图转角羚羊 SpiroceruskiakhtensisPavlow, 1910 + 　

盘羊 Ovisammon( Linnaeus, 1758 ) + 　

王氏水牛 BubaluswansjockiBouleetal., 1928 + 　

原始牛 BosprimigeniusBojanus, 1827 + + Bovidaeindet.

姑且不论以上划分在地层规范方面是否可行,

关键是要看重新划分后萨拉乌苏动物群的面貌是否

有所变化。李保生等
[ 6]
认为萨拉乌苏河地区的上

更新统分为萨拉乌苏组和城川组是必要的, 原来属

于萨拉乌苏动物群的 46种脊椎动物 (应当是 45种:

笔者注 )可以认为是上更新统下部萨拉乌苏组所含

的真正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成员, 其中 33种哺乳动物

组成了典型的萨拉乌苏哺乳动物群;至于上更新统

上部城川组所含化石, 则与典型的萨拉乌苏动物群

不同, 其组成以喜干冷的种类占优势, 缺少诺氏象 、

恰克图转角羚羊 、王氏水牛 、河套大角鹿, 城川组中

的动物群被命名为城川动物群 。由此看来, 重新划

分后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在组成方面仍然保持其原有

面貌 。

尽管在萨拉乌苏河地区哺乳动物群的生物地层

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上述成果, 但对该动物群中有

关属种的分类命名目前仍存在一些争议和未决问

题。基于新近发现的材料和最新研究进展, 本文将

对有关属种的分类鉴定提出如下讨论及修订 。

2　对萨拉乌苏动物群中有关属种分

类命名问题的修订与讨论

2.1 　诺氏古菱齿象 ( Palaeoloxodon naumanni

Makiyama, 1924)

　　萨拉乌苏遗址的象化石很少, 1922年发现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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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年个体的几件头后骨骼及 1件第三臼齿;1923

年发现 3件标本,包括臼齿齿板 、枕髁及肩胛骨碎片

各 1件
[ 1]

。这些标本只有 m3具鉴定价值, 当时被

定为纳玛象相似种 ( Elephascf.namadicus) 。 m3只

带 7个齿板,它与猛犸象有以下 3点不同:牙齿冠

面较狭窄 、齿板指突刚开始磨耗后形成 3段 (较长

的中段及两侧的孤岛 ) 、齿板冠面磨耗到一定程度

时会出现菱形图案
[ 1]

。从带 7个齿板的 m3长度为

75mm来推算,其齿脊频率应当为 9,该数值远远大

于纳玛象的,而与猛犸象 、亚洲象及诺氏象的较为接

近,此外,其齿板宽度也比纳玛象的小很多 。后来汪

宇平
[ 2]
又在杨四沟湾发现象的遗骸, 其中 1件门齿

并不十分弯曲,说明萨拉乌苏的象也不属于猛犸象 。

总之, 早先发现于萨拉乌苏的象化石归入诺氏象较

为合适 。但近些年新发现的 1件象的幼年下颌骨并

带有 dm4,该牙齿在冠面宽度及齿脊频率等方面,都

明显大于诺氏象的;在下颌骨形态 、牙齿宽度及齿

脊频率等方面, 更接近真猛犸象。以前在萨拉乌苏

地区尚未发现过猛犸象;因此, 这件幼年下颌骨的

归属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2.2 　普氏野马 ( EquusprzewalskiiPaliakov,

1881) 与野驴 ( EquushemionusPallas,

1775)

　　在更新世北方动物群中,马科动物是主要成员

之一, 但要对其进行准确鉴定却并非易事;仅东北

地区就鉴定出 6种之多
[ 10]

。但北方晚更新世地层

中最常出现的只有两种, 即普氏野马与野驴;萨拉

乌苏遗址中,绝大多数材料被鉴定为野驴,只有几件

标本被订为普氏野马相似种,这难免会引起人们对

鉴定工作提出质疑, 现就普氏野马与野驴的区分问

题讨论如下 。

通常在化石材料中, 以牙齿为主 。马类牙齿的

鉴定, 上颊齿的主要依据原尖指数,下颊齿主要依据

双叶结构类型, 即下后尖与下后附尖之间的凹陷

( linguaflexid)的形状。

关于在下颊齿的双叶结构类型, 野马和普通马的

特征明显,一般为 U形,而野驴的变异范围却较大,可

Ⅴ形也可 U形。但有人提出该项指标也不可靠,因为

它会随个体发育阶段及地理分布而变化
[ 11]

。

原尖指数 (原尖长 /齿全长 ×100)有时也不是

很准确, 例如在胡长康等
[ 10]
和邓涛等

[ 12]
的数据就

有很大出入;此外, 在同一个体中, 从 M1, M2到

M3,原尖指数也是有变化的, 笼统地讲原尖指数是

没有意义的 。研究结果表明,普氏野马原尖指数从

P2到 M2逐渐增大;而野驴的从 P2到 P4逐渐增

大, M1的变小, M2和 M3又逐渐增大
[ 13]

。

此外,区分野马和野驴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马刺,一般认为, 野马有马刺,野驴无或很不发育,

尽管在萨拉乌苏的野驴化石中, 上颊齿总有马刺存

在,但相当的弱
[ 1]

。 Eisenmann
[ 13]
通过大量统计后,

得出如下结论:几乎所有的现生马科动物都或多或

少地存在马刺,只是出现的几率不同而已。除非洲

野驴 ( Equusafricanus) (应当是 Equusasinus种的一

个亚种:笔者注 )之外, 其他所有种的前臼齿出现马

刺的几率都比臼齿的低 。野驴和羌驴臼齿中出现马

刺的几率最低,分别是 6%和 4%。但马刺在前臼齿

和臼齿中的发育程度有别, 野驴有 25%的前臼齿具

有马刺,而臼齿中只有 6%。

Eisenmann
[ 13]
曾经对现生和化石真马的头骨及

牙齿进行了系统研究, 其结果表明腭长 /锄骨长

( longueurpalais/vomer)比值和锄骨指数 ( indice

vomérien)是区分野驴和野马的可靠指标,野驴的这

两项指标都明显大于野马的 。此外,野驴还具有上

枕嵴 ( supra-occipital)较窄 、从腭骨到锄骨及后鼻孔

的距离较短 、面部较短而高 、锄骨较长及掌骨较窄细

等特征
[ 10, 14]

。

萨拉乌苏的野驴头骨明显比普氏野马要小, 甚

至比现生野驴还小;野驴化石在鉴定上应当是可靠

的。萨拉乌苏组中的马科动物以野驴为主, 并且材

料较为完整, 包括 1件头骨带完整的骨架 (现陈列

于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 、2件头骨带主要头后骨

骼 、若干颌骨及零散牙齿和大量附肢骨
[ 1]

;而普氏

野马材料却很少 ( 1件第二趾节骨 、1件枢椎 、5节颈

椎 、左右侧桡尺骨各 1对及 1件残破胫骨 ), 并且普

氏野马的鉴定还不能十分肯定, 目前只做相似种来

处理 ( Equuscf.przewalskii)
[ 1, 4]

。

2.3 　 披 毛 犀 (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Blumenbach, 1807)

　　萨拉乌苏是我国出产披毛犀化石最丰富的地点

之一,不仅有完整头骨发现, 并且有几乎完整的骨

架。最早发现的头骨和骨架至今仍陈列于法国国家

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西方的教科书中也常看见将萨

拉乌苏的披毛犀作为范例。在我国已正式命名的披

毛犀种和亚种有 4个
[ 15]

。我国的披毛犀在很早就

出现了明显分化,发现于早更新世泥河湾和甘肃临

夏的 化石 被归 入 泥河 湾 披毛 犀 ( Coelodonta

nihowanensis)
[ 16]

,而山西西侯度早更新世的披毛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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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归入典型披毛犀, 但作为一个新的亚种处

理
[ 17]

。泥河湾披毛犀明显具有原始特征,而西侯度

的披毛犀已经和晚期的类型很接近。关于萨拉乌苏

披毛犀的分类及进化水平问题,姜鹏
[ 18]
认为其与披

毛犀吉林亚种 (Coelodontaantiquitatischilnesis)很相

似 。除此之外,同号文
[ 15]
也曾将萨拉乌苏的披毛犀

与山西披毛犀 (Coelodontaantiquitatisshansius)及吉

林披毛犀做了简单比较, 认为它们在形态特征方面

有不少相似之处 。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 将其归

入典型披毛犀 ( Coelodontaantiquitatis)是合理的 。

至于萨拉乌苏的披毛犀究竟处于哪个进化阶段和归

入哪个亚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图 1　恰克图转角羚羊残破头骨带角心

( a)前视 ( anteriorview)　 ( b)后视 ( posteriorview)　 ( c)侧视 ( lateralview)

Fig.1　FragmentedskullwithhorncoresofSpiroceruskiakhtensis

2.4　诺氏驼 (CamelusknoblochiNehring, 1901)

　　过去在我国,将早 、中更新世的骆驼化石都归入

巨副骆驼 ( Paracamelusgigas), 该种主要出现于华

北地区的榆社
[ 19]

、泥河湾
[ 20]
和周口店

[ 21]
等地, 最

南分布到河南渑池
[ 22]

。需要说明的是,河南的标本

最丰富 。副骆驼在我国出现的最早时间是高庄期

(底界大约 5.3Ma)
[ 23]

。尽管萨拉乌苏的骆驼化石

大小与副骆驼相近, 但最初却被归入诺氏驼

( CamelusknoblochiNehring, 1901)
[ 1]

。关于这个种

有两件事情需要澄清:一是有关该种的创立人, 笔

者发现至少有 3种提法, 有认为是 Nehring, 1901

的
[ 22, 24]

;有认为是 Brandt的
[ 1]

;也有认为是

Poliakov的
[ 25, 26]

。尽管 Poliakov确实曾经研究过

Camelusknoblochi的材料, 并且命名其为 Camelus

volgensis,但该文章一直未发表,至于 Brandt的文章,

至今未查到。因此, 在目前最新文献中将 Nehring

作为该种的命名人
[ 24]

。其次是种名的词源及中文

译名, Knobloch是一个俄罗斯商人的名字,他为提供

和保护化石做出了一定贡献
[ 24]

;由此看来,将其种

名翻译为 “诺氏驼 ”比较合适, 这样不仅切合原义,

并且避免用 “双峰骆驼 ”一词 (见文献 [ 26]及恐龙

网 )而与现代双峰驼 ( Camelusferus或 Camelus

bactrianus)混淆。在我国, 诺氏驼所依据的标本都

很零碎,仅以体形较大而区别于现生双峰驼 。 Boule

等
[ 1]
认为巨副驼可能是诺氏驼的祖先,因为它们曾

经生活在相同地区, 并且它们个体大小也很接近

(但 Camelusknoblochi体形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骆

驼
[ 24]

), 两者的前臼齿都很退化。诺氏驼模式地点

是在伏尔加河地区,其地质时代是中更新世,并且在

东欧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化石点也是中更新世, 在晚

更新世已经绝灭;而在乌拉尔地区和中国北方, 其

时代为晚更新世
[ 24]

。笔者认为, 诺氏驼应当算是萨

拉乌苏动物群中最具古老色彩的分子。现生的双峰

驼在晚更新世时就应当开始出现;但我国至今未发

现全新世之前的现生种骆驼的化石记录 。

2.5　恰克图转角羚羊 ( Spirocerus kiakhtensis

Pavlow, 1910)

　　该种最初被 Pavlow( 1910)作为山羊属下的一

个新变种, 即 Caprafalconerivar.kiakhtensis(转引

自 Boule等
[ 1]

) ( Kiakhta是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一

个镇子的名称:本文笔者注 ) 。后来 Boule等
[ 1]
在

研究萨拉乌苏的同类标本时, 提出此类动物并非山

羊, 从 而 另 建 立 一 新 属———转 角 羚 羊 属

( Spirocerus) ,并且将萨拉乌苏的材料归入恰克图转

角羚羊种 。再后来,萨拉乌苏的转角羚羊又被归入

“许家窑扭角羊 ” ( Spirocerushsuchiayaocus)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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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态特征和许家窑扭角羊相近, 不象典型的恰

克图扭角羊角心那样粗大并且骤然变细 ”
[ 27]

。从外

贝加尔地区的恰克图转角羚羊角心标本来看

(图 1) ,并没有 “骤然变细 ”的现象 。前人之所以得

出上述结论,也不排除观察角度不同的缘故。

此外,仅从角心大小作为分类依据,似乎有一定

问题。有人认为洞角类的角会终生持续生长,一般

而言, 越是年老的个体,其角心越强壮 。从角心长度

看, “许家窑扭角羊”的为 160mm
[ 27]

,而萨拉乌苏恰

克图转角羚羊的为 205mm
[ 1]

。这样看来, 萨拉乌苏

的转角羚羊与许家窑的似乎有较大差异。至于国内

报道的其他恰克图转角羚羊角心, 其长度也各有不

同,河北迁安的长 216mm
[ 28]

,甘肃庆阳的长 260mm

(从化石图版测得 )
[ 29]

。在国外的标本, 保存最好的

是乌兰乌德的角心及头后骨骼, 该角的长度是

264mm(角尖稍破损 ) (笔者委托 Erbajeva教授测

得 ) 。以上数据说明同一种内角心大小的变异是相

当宽泛的。

我国已报道的恰克图转角羚羊只有角心化石,

尚未辨认出其头后骨骼;目前对这类绝灭动物的认

识仍十分有限。因此,其分类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 。

Sokolov( 1961)曾认为裴氏转角羚羊是恰克图转角

羚羊的后出同物异名 (转引自 Kahlke, 1999 )
[ 30]

。

Kahlke甚至提出如下划分方案:将地层时代早的 、

有两条旋转棱 、角心细长的一类归入 Spirocerus

kiakhtensispeii;而时代较晚的 、角心较短而粗壮的

归入 Spiroceruskiakhtensiskiakhtensis
[ 30]

。由此看来,

萨拉乌苏的转角羚羊仍然保持其最初命名较为合

理 。

Sokolov
[ 31]
研究了发现于离乌兰乌德 15km的

谢连格河上游左岸的妥洛沟山麓的较完整的角心及

与之关联的部分头后骨骼 (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编号:26077) ,认为恰克图转角羚羊肱骨短, 掌骨很

短而宽,而前臂骨和指骨, 特别是第二指骨细长 。它

是一种大而笨的动物, 腿较短;有着羚羊式的头和

角以及麝牛式的体格 。笔者有幸看到该标本头骨部

分的模型 (见图 1), 经观察,笔者认为萨拉乌苏的转

角羚羊标本与恰克图转角羚羊无明显差异, 应当保

留原作者的鉴定 。

2.6　蒙古鹿 (Cervusmongoliae)

　　在有些作者所罗列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名单中,

总能看到 “蒙古鹿 ”,这主要是源于 Boule等 ( 1928)

的专著
[ 1]

;当时,在原著中 “蒙古鹿”代表两类鹿科

动物, 其一是河套大角鹿的早期名称 ( Cervus

megacerosHartvar.mongoliae) (讨论见后文 );另一

个是 Cervusmongoliae
[ 1]

, 该种后来被 Teilhardde

Chardin和 Leroy
[ 32]
并入加拿大马鹿 (C.canadensis),

成为加拿大马鹿蒙古亚种 ( Cervus( Canadensis)

mongoliaeGaudry, 1872), 但该名称而今已被弃置不

用。因此, “蒙古鹿 ”这一种名在萨拉乌苏动物群名

单中是个无效名称,应予以去除。

2.7 　 河 套 中 国 大 角 鹿 ( Sinomegaceros

ordosianusYoung, 1932)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我国大角鹿的分类命名

问题 。目前, 我国流行的观点是将所有以前归入

Megaloceros属 的 种 类 都 归入 中 国 大 角 鹿 属

( SinomegacerosDietrich, 1933 )
[ 33]

。中国大角鹿与

欧洲大角鹿的主要区别在于眉枝的强烈扩展, 几乎

与头骨矢状面垂直 (肿骨大角鹿 )或平行 (河套大角

鹿 );而欧洲大角鹿的眉枝却十分退化 。此外,中国

大角鹿的角展开长度远不如欧洲大角鹿的大, 后者

两角尖之间的水平距离可达 3 ～ 4m。

萨拉乌苏地区的大角鹿化石先后有 3种名称:

大角鹿蒙古变种 ( Cervusmegacerosvar.mongoliae

Boule etal., 1928 )
[ 1]

、 河 套 大 角 鹿 ( Cervus

( Euryceros) ordosianusYoung, 1932)
[ 21]
和肿骨大角

鹿 (Megalocerospachyosteus)
[ 34]

。目前大家认可的该

种学名应当是河套中国大角鹿 。

关于河套大角鹿, 种名最早由 Young提出
[ 21]

,

但当时并未给出本种的定义。后来 Teilhardde

Chardin和 Pei
[ 35]
明确勾画出了该种的如下特征:

“两角之间间距较大 、眉枝沿矢状面伸展 、掌状部分

几乎沿头的冠面延伸 、主枝的圆柱部分较长并且成

S形弯曲 、下颌骨是否肿厚尚不能确定”。

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关于河套大角鹿下颌骨

的资料,裴文中
[ 36]
认为, 有些下颌骨材料可能被误

归到了赤鹿。但从目前对大角鹿的认识来说, 这种

可能性不会存在,因为这大角鹿类的最大特征之一

就是其肿厚的下颌骨,与马鹿的完全不同。

长期以来,大家都一致认为萨拉乌苏组的大角

鹿只有一种, 那就是河套大角鹿 。但在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董光荣和他的课题组成员在内蒙古萨拉

乌苏河刘家沟湾高出河床 40余米的灰绿色粉砂层

(相当于狭义萨拉乌苏组的顶部 )中发现一件有肿

厚现象的大角鹿下颌骨
[ 37]

。由于过去在国内尚未

在萨拉乌苏层中发现过类似下颌骨,因此,该发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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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引人注目 。许春华
[ 34]
和卫奇

[ 38]
先后对此进行了

报道;其中许春华
[ 34]
认为该标本属于肿骨大角鹿,

并以此为依据,对撒拉乌苏层的年代提出质疑,但并

没有给出最后结论 。就笔者对该标本的观察 、测量

和比较 (另文发表 ) ,认为该标本应当属于河套大角

鹿,而非肿骨大角鹿。由此来看,萨拉乌苏的大角鹿

仍然只有一种,即河套大角鹿。

3　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性质

经过修订后,萨拉乌苏河流域的萨拉乌苏动物

群化石名单如表 1。

萨拉乌苏组中的动物有不少在中更新世就已出

现,例如古菱齿象 、赤鹿等;在晚更新世出现的种类

也不少,例如狼 、最后斑鬣狗 、普氏野马 、野驴及原始

牛等
[ 39]

;只有河套大角鹿和王氏水牛是首次在萨

拉乌苏发现而命名的, 此后再也没在其他地点发现

过更早的化石记录;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成员主要是

我国北方地区晚更新世地层中常见种类。

萨拉乌苏动物群是代表晚更新世早期的里斯 -

玉木间冰期 (或称伊姆间冰期 ) 、分布于黄土高原及

荒漠环境的动物群, 其组成以适应干草原环境的有

蹄类为主,例如披毛犀 、野驴 、转角羚羊及其他羚羊

等;含一定数量荒漠型动物, 例如跳鼠 、骆驼 、鹅喉

羚及鸵鸟等;含一定量的喜暖湿动物,例如大象和

水牛等,但缺乏华北地区动物群中常见的东洋界分

子,例如猕猴 、豪猪 、猎豹及额鼻角犀等;不含东北

地区晚更新世中 -晚期有关动物群中所特有的寒冷

型动物,例如棕熊 、洞熊 、猞猁 、猛犸象 、驯鹿 、驼鹿及

野牛等 。

关于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时代问题尚存争议,有

人认为是晚更新世早期, 即早于 7万年
[ 6]

, 另有人

认为是晚更新世中期
[ 7, 40]

。

关于萨拉乌苏组与马兰黄土的时代及所反映的古

环境问题,新的观点认为马兰黄土为晚更新世堆积,而

萨拉乌苏组可能延伸到中更新世;所以说马兰黄土只

能与萨拉乌苏组的一部分相当,两者并非简单的 “同期

异相”或 “异期异相”关系
[ 41]

。最新观点认为马兰黄土

与萨拉乌苏组是上下叠覆 、而与城川组风成沙则为同

期异相
[ 42]

。萨拉乌苏组的时代 ( 140 ～ 70ka)
[ 8]
与末次

间冰期对应
[ 42]

。以上地质资料与动物群组成所反映

的时代及古环境特征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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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SOFSOMETAXAOFTHESALAWUSUFAUNA

FROM SJARA-OSSO-GOLAREA, NEIMONGOL, CHINA

TongHaowen
①②

　　LiHong
③
　　XieJunyi

④

(① InstituteofVertebratePaleontologyand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044;

②LaboratoryofHumanEvolutionandEnvironmentalDynamics,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100044;

　　　　　③　N　eiMengolMuseum, Hohhot010020;④GansuInstituteofArchaeology, Lanzhou730050 )

Abstract

AllthemammalianfossilsfromtheLatePleistocenebedsofSjara-Osso-Golareahadbeenregardedasaunique

faunaforquitealongtime.Alongwiththeprogressinstratigraphyandchronology, thefaunahasbeendividedinto

smallunits.CurrentlytheSalawusuFaunaisdividedintotwoassemblages;theloweronecontainsBubalusand

Palaeoloxodon, whichrepresentwarmclimateoftheRiss-Wǜrminterglacial, whiletheupperoneismainlycomposed

ofCoelodontaandEquus, whichcoincideswiththeWǜrmI-IIandtheirinterstadial.

WhetherornotSinomegacerospachyosteusexistedinthefaunahasbeendebatedfortwodecades.Therecent

studyshowsthatthetwomandibleswiththickenedmandibularbodyshouldbeasignedtoSinomegacerosordosianus

insteadofSinomegacerospachyosteusbecausethethickeningofmandibularbodyisauniquecharacterforallspecies

oftheTribeMegacerini.

Insomepreviouspublications, thefaunallistoftheSalawusuFaunacontainsthespeciesnameCervus

mongoliae.Itisaninvalidnameas1) thematerialwasfromotherlocalityratherthanSjara-Osso-Goland2) the

namewasregardedasajuniorsynonymofCervuselaphus.

ThenameofSpiroceruskiakhtensisintheSalawusuFaunawasreplacedwithSpirocerushsuchiayaocusbysome

authorsinthepastdecades.Throughthestudybythepresentauthors, itseemsthatthespeciesSpirocerus

hsuchiayaocus, whichwasbasedononepoorlypreservedhorncoreonly, isnotquitereliable.Theantelopewith

spiralhornsinSalawusuFaunashouldbemaintainedwithinthespeciesSpiroceruskiakhtensis.

CurrentlytheSalawusuFaunacontains33 mammalianspecies, includingundeterminablespeciesandtaxa.

Keywords　　LatePleistocene, SalawusuFauna, commentsand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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