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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广西柳城巨猿洞是迄今我国所发现的含爪兽化石最丰富的第四纪化石点
。

该化石点

的爪兽上颊齿原尖强壮
,

呈圆锥状 ;次尖发育
,

呈新月形 ;原脊完全退失 ; m 3 齿带更发育 ; 可归

人我国第四纪较常见的中国黄昏爪兽 (刀公尸
e

or ther iu m is ne ns 。
)
。

但柳城巨猿洞的标本明显比

我国其他第四纪地点的爪兽较小
,

尤其是比早更新世晚期的代表小很多
。

在形态特征方面
,

柳城巨猿洞的爪兽与重庆巫山的最为接近
,

而与安徽繁昌及湖北建始的差异较大 ; 但在牙齿

的宽 /长比值方面
,

却与安徽繁昌的最为接近
。

我国已发现的爪兽化石以单个牙齿为主
,

在分

类鉴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

通过牙齿测量的点散布图
,

可以有效地检验对零散爪兽牙齿齿序

的鉴别是否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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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城巨猿洞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柳城县楞寨山 ( 109
“

1 5
’

E
,

24
“

40
`

N )
,

该地点以

出产丰富的巨猿化石而著称
,

在此地点曾发现 3 具下领骨和上千枚牙齿 (吴汝康
,

19 62 ) ;

其次
,

柳城巨猿洞动物群也种类丰富
,

是我国南方早更新世动物群的典型代表
。

柳城巨猿洞的发掘工作是在 19 57
一 19 63 年进行的

,

先后持续了 7 年 (裴文中
,

1 9 65 )
。

有关巨猿洞 动物群的研究
,

肉食类
、

长鼻类
、

啮齿类 (裴文中
,

19 87 )
、

偶蹄类 (韩德芬
,

19 8 7 )
、

马科 (裴文中
,

19 6 1) 及部分膜类 ( oT gn
,

2 0 05 )都已先后发表
。

而绝大多数奇蹄类

的研究工作尚未完成
。

奇蹄类化石的研究
,

本来已经由李有恒先生初步完成
,

但其手稿却

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
。

直到 目前为止
,

柳城巨猿洞的大部分奇蹄类化石尚未发表
。

鉴于

该化石地点的重要性
,

尤其是其中的爪兽类材料
,

是迄今我国诸多化石点中最丰富的
,

很

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研究
。

我国第四纪的爪兽化石最早由 o w en ( 18 70 )记述
,

命名为 hC al o ht ier
u m is

~
。 。

这也

是我国有关爪兽的最早记录
。

后来又先后将其修订为 6 配川人ier
u m is 、 sn e 和 八乞 ,ot r i名h e ir

-

um
、

ine ns 。 (详见 co lbe rt
,

19 35 )
。

由于化石发现十分零散
,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我国第四纪的

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 4 0 3 72 0巧 )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

。

收稿日期
: 2 00 6 一

03
一 06

DOI : 10. 19615 /j . cnki . 1000 -3118. 2006. 04. 006



古 脊 椎 动 物 学 报44 卷

爪兽类化石都被统统归人这一个种
。

但最近邱占祥 (20 2 ( ) )在研究山西天镇的爪兽化石

时
,

建立了一个新属— 黄昏爪兽属 (从胡
e or the ir u m )

,

并认为我国上新世晚期和第四纪的

爪兽化石大多都应归人该新属
,

而不应归人印度西瓦里克的奈王爪兽属 (八飞
3 ot 滚 he ir u m )

。

近些年
,

先后在重庆巫山 (黄万波
、

方其仁
,

19 9 1 )
、

安徽繁昌 (同号文
、

邱占祥
,

待刊 )
、

湖北建始 (同号文
,

20 04 )和甘肃龙担 (邱占祥等
,

20 04 )也发现了一些爪兽化石
,

但这些化

石材料都很零碎
。

关于柳城巨猿洞的爪兽化石
,

李有恒先生在 19 7 9 年的
“

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五

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摘要汇编
”

(未正式出版 )中曾提出建立一个新种的初步设想
。

经过笔

者研究
,

发现柳城巨猿洞的材料确实与我国其他地点的有所不同
,

但尚未达到另立新种的

程度 ;本文将柳城巨猿洞的爪兽仍然归人中国黄昏爪兽 (价胡
e or ht ier

u m is en sn 。
)

。

测盘方法及描述术语 牙齿测

量方法见图 1
。

描述术语参照 O w en

( 18 7 0 ) ; C o o m b s
( 19 7 8 ) ; Z a p fe

图 1 颊齿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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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中线之后部分 ) ;前内叶 (
a n ti n te r n a l lo b e

)
=

( 19 7 9 )及邱占祥 ( 2 0 0 2 ) ( 图 2
、

3 )
。

o w e n
( 1 5 7 0 )所采用的如下术语现

在大部分已摈弃
,

但澄清早先的术

语与现在所采用 的术语之对应关系

是很有必要 的
。

例如
,

前叶 ( an et `
-

o : fo b e
)
二
外脊前半部 ( 中附尖隆凸

中线之前部分 ) : 后外叶 ( p o s t e x te r -

an l fo b e
)

=
外脊后半部 ( 中附尖隆

前 (原 )脊 ;后内叶 ( p o s t i n t e r n a l l o b e
)

= 后

脊 ;在下颊齿中
,

以前有用前叶 ( for
n t l o b e )和后叶 (

r e a r l o b e ) ( F a l e o n e r ,

1 8 6 5 )
,

与之对

应
,

本文分别采用下三角座 ( itr g on 记 ) 和下跟座 ( alt on id )
。

有 些术语还可继续使用
,

例

如
,

中谷 (
e e n t r a l v a l le y ) ;外脊前尖 凹槽 ( i n d e n t o f p a r a e o n e

) ; 小窝 ( fo s s a
) ;裂缝 ( if s -

s u r e ) ;乳突状原尖 ( m a m m i ll o i d e o n e ) ; 中附尖隆突 ( b u l g e o f m e s o s t y l e
) ; 前附尖隆突

( 。 o n v e x i ty 。 : b u lg e o f p a r a s ty l e
) : 齿带 (

e i n g u l u m )
。

关于

爪兽类的齿冠类 型
,

早在 19 07 年 Os bo rn 就认为是丘形
一
脊形

一
新月形齿 ( b u n o 一

lo p h o 一 s e l e n o d o n t )
。

但上
、

下牙

齿 是 有 差 异 的
,

上 牙 为丘 形
一
新 月形 齿 ( b un os el en 。 -

d o n t )
,

下牙为丘 形
一
脊形齿 ( b u n o l o p h o d o n t )

。

但实际

上
,

下牙的丘形结构并不明显
,

主要是脊形齿
,

包括下前

脊 ( p a r a l o p h i d )
、

下 原脊 ( p or to l o p h i d )
、

下 后脊 ( m e ta l o -

p h id )和下次脊 ( h y p o lo p h id )
。

但在有些文献中
,

将爪兽

的齿冠类型只定为丘形
一
新月形齿或丘形

一
脊形齿

,

这
曰朴且下被八而的 图 2 中国黄昏爪兽 4P 冠面结构
~ “ 、 、

~
’

“ 一 ~
” “

,

及有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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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黄昏爪兽臼齿冠面结构及有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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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描述

哺乳纲 C l a ss M a m m a l i a L i n n a e us
,

18 7 5

奇蹄 目 O r d e r P e r i ss o d a c t y l a O w e n ,

1 84 8

爪兽科 aF m Uy C h a l i c o t h e ir id a e iG u
,

1 8 7 2

爪兽亚科 Sub fa m i l y C h a il e o t h e成an
e G iil

,

1 8 7 2

黄昏爪兽属 G e n us H 七pS e or ht
e

iur m Q i u ,

2 0 0 2

属型种 从胡
e or t h e ir u m s i n e sn e ( O w e n ,

18 7 0 )
。

属征 (依照邱占祥
,

2 0 02
,

稍做补充 )低冠型 中等大小的爪兽
,

稍小于 Ch al ic ot h er iu m

的有些种
。

门齿
、

犬齿和第一前臼齿全部退失 ;第二至第四前臼齿强烈退缩
,

不臼齿化 ;上

臼齿冠面结构为丘形一新月形
,

臼齿方形
,

宽大于长
,

外脊内缘伸达或超过牙齿矢中线
,

原

尖大
,

孤锥状
,

无原小尖和原脊
。

下领联合部向前急剧收缩
,

后缘伸达 产 前
、

后端之间
,

水平

枝粗厚
,

向后不特别变高
,

p Z 一
衅 之长短于 心 者

,

下臼齿后齿带很发育
,

m 3 者特别宽大
。

分布 上新世一早更新世晚期
,

中国
。

中国黄昏爪兽价毕
e or ht e ir u m s in e n s e

( o w e n ,

1 8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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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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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占祥
,

F, P
.

3 1 7
一

3 2 5

正型标本 l 右 M 3 ( B
.

M
.

N o
.

4 19 3 4 )
。

归入标本 l 左上臼齿列带 M I 一 M 3 ( VJ PP V 5 7 7 8
.

1) 和 29 枚单个牙齿 (见表 l )
。

地点及层位 广西柳城社冲村楞寨山 ;更新世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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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描述 个体比其他地点的 从邵
〕 e ro th rie

u m is ne 。 。
稍小

。

上 臼齿次尖发育
,

为新月

形 ;前附尖发育 ;后窝小 ; M 3 冠面轮廓梯形
,

前宽后窄
,

外壁明显斜向后内方 ;后尖后端特

别退缩
,

原尖强大 ;上颊齿有较大的宽 / 长比值 ; 内齿带几乎消失 ; m 3 后齿带很宽大
。

表 1 巨猿洞爪兽化石清单

T a b l e 1 M a et d ia s an d d i m e
ins ons Of H亡sP eor ht ier

u m s in en
s e

for m Giga
n t op 沥 e e u s C a v e ( m m

上上牙 U pp e : t e e t hhh 下牙 l 刀 w e r t
eet hhh

野野外号 馆藏号 类型 长
x
宽宽 野外号 馆藏号 类型 长

x
宽宽

FFFi e ld No
.

C a t al 。邵 e N o
.

E l e m e n t 晚 n gt h x 硒 d t hhh F i e ld N o
.

C at 目。 g l le N o
.

E l e m e n t 晚gnt h x w id t hhh

555 704
.

6 3 V 5 77 8
,

10 ir g ll t D P4 23
.

6 x 26
.

333 5 7以 28 V 5 77 8
.

30 ir gh t d闪 18
.

5 x 9
.

666

5557 04
.

C V 5 7 78
.

11 ir gh
t D P4 22

.

8 x 25
.

555 5 704
.

C V 5 77 8
.

2 6 ir gh t d沪 2 6
.

1 x 17
.

]]]

555 7 04
.

C V 5 7 78
.

12 l e ft P4 19
.

6 x 24
.

666 5 7以 13 V 5 77 8
.

24 l e ft m l 25
.

2 x l4
.

888

555 7《) 4
.

C V 5 77 8
.

9 l e ft M I 26
.

5 x 27
.

222 5 704 14 V 57 7 8
,

2 5 ir g h t m l 28 x 19
.

111

VVV 5 77 8
.

7 left M l ? x 3 2
.

444 5 704 18 V 57 7 8
.

3 1 lefl 户 1 5
.

s x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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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 , ` 、 、 , 二 , , 。 。
ir g h t M I

。 。 ,
.

, , `̀
5 7 04 16 V 5 77 8

.

33 left 户 16
.

7 x l Z
.

III
5557 04

·

C V 57 7 8
·

8 厂石三
`

一 29
·

3 x 3 2
·

““ 5 704
.

C V 5 77 8
.

3 2 l e ft 3P 16
.

g x l l
.

888

3335 V 5 7 78
.

5 l e ft 氏12 4()
x 4 2

.

666 5 704 17 V 57 7 8
.

29 l e ft 醉 18
.

3 x l 2
.

555

555 704
.

1 V 5 77 8
.

2 l e ft M Z 36
.

l x 36
.

888 5 704 2 1 V 57 7 8
.

2 7 ir hg t 砂 2 3
.

3 x l 6
.

lll

555 7汉
.

C V 5 77 8
.

6 ir g h t MZ 37
.

5 x 39
.

lll 3 8 V 57 7 8
.

34 l e ft m l 2 5
.

8 x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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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7以
.

A V 5 77 8 1 Ie ft M l ~ M 333 5 704 20 V 57 7 8
.

2 8 r ihg t 砂 18
.

6 x l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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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704
.

C V 5 77 8
.

3 l e fl M 3 3 6
.

7 x 3888 5 7以
.

E V 57 7 8
.

19 l e ft n己 39
.

2 x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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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V 5 77 8
.

4 ir g h t M 3 3 7
.

l x 4 1
.

888 57 04
.

A V 57 78
.

17 l e ft n门 3 8
.

9 x 2000

333 3 V 57 7 8
.

13 l e ft M 3 4 3
.

5 x 4 7
.

555 37 V 5 7 78
.

35 印 3 ? x 2 4
.

555

555557以
.

C V 5 7 78
.

2 1 le ft 1113 4 0
.

2 x 23
.

555

555557 04
.

C 2 3 V 5 7 78
.

23 ir hg t
m3 36

.

5 x lg
.

555

555557 04
.

C 24 V 5 7 78
.

22 left
n口 3 4

.

5 x 19
.

555

D p l4 共 2 件标本 (图 4 A 一 B )
。

除齿根外
,

牙冠部分保存十分完好
,

中度磨蚀
。

低冠
,

冠面宽度略大于长度
,

颊侧长度大于唇侧
。

前尖及后尖位于冠面矢中线上 ;原尖圆锥状
,

紧

靠舌侧
,

舌侧面陡 ;次尖不发育
。

前附尖和中附尖特别发育 ;后附尖无 ;前附尖
、

前尖和原尖

几乎等间隔地分布在一条斜线上 ;前小尖退失 ;前附尖与后附尖之间的凹陷
,

即外脊前尖凹

槽深
。

牙冠磨蚀面位于外脊的舌侧面及后脊的前侧面
。

外脊呈 W 形
,

外脊两叶大小几乎相

等 ;后脊萎缩
。

原尖与次尖之间谷部为 U 形 ;后窝较开阔
。

在中谷中无任何小刺状构造
。

前

齿带较发育 ; 后齿带和外齿带完全退失
。

珐琅质层较薄
。

宽 /长比值为 1 11% 一 1 12 %
。

4P 共 l 件标本 (图 4 C )
。

保存十分完好
,

只在后尖处稍有磨蚀
。

宽度远大于长度
。

冠面结构较为简单
。

前尖和原尖发育
,

尤其是原尖
,

呈强壮的圆锥状
,

后尖较弱
,

前附尖明

显
。

外脊发育
,

其颊侧表面平坦
,

无前尖凹槽 ; 原脊完全退失 ; 后脊低而窄
,

与原尖相连
。

前
、

后齿带十分发育 ;后齿带延伸到后外拐角处
。

3 个齿根
。

宽/ 长比值为 12 6 %
。

M l 共 4 件标本 (图 4 D 一 E )
。

其中一枚较完整
,

另两枚稍有破损
,

还有一枚磨蚀强

烈
。

低冠
,

冠面宽略大于长
,

颊侧长度大于唇侧
。

前尖及后尖位于冠面矢中线上 ;原尖强

壮
,

呈圆锥状
,

紧靠舌侧
,

舌侧面更陡
,

颊侧面斜坡状 ; 后尖和次尖发育
。

前附尖和中附尖

特别发育 ; 后附尖弱 ;前尖凹槽中等深
,

但较窄
。

牙冠磨蚀面位于外脊的舌侧面及后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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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侧面
。

外脊呈 W 形
,

外脊前后两叶大小几乎相等 ;后脊萎缩
。

原尖与次尖之间谷部为

U 形 ;后窝较开阔
。

在中谷中无任何小刺状构造
。

前齿带较发育
,

其上有乳突状突起 ;在

后窝处有局部平台状结构
,

在后外拐角处有微弱齿带
。

宽 / 长比值为 or 3%
。

M Z 共 4 件标本 (图 4 F 一 )I
。

3 枚单个牙齿
,

1 枚在齿列中
。

磨蚀程度有浅
、

中和深

3 种
。

主要特征类似于 M l
,

但外脊的后半叶更萎缩 ;低冠
,

方形齿
。

前尖明显倾向舌侧
,

前尖和后尖位于冠面矢中线稍偏舌侧 ;前
、

后尖高于原尖和次尖 ;原尖圆锥状 ;次尖发育
,

为新月形 ;前附尖和中附尖特别发育
。

中附尖处的外壁强烈膨大
,

后附尖几乎无
。

牙冠磨

蚀面位于后尖之前的外脊舌侧面
。

外脊呈不对称的 W 形 ;前尖凹槽中等深
,

但较 M l 的开

阔
。

原脊完全退失
。

在未深度磨蚀之前
,

在后脊前侧可观察到微弱的前刺 ( c or ch et )
。

原

尖与次尖之间谷部为 U 形
。

前齿带发育
,

有乳突
,

整体呈棱状
,

在其后形成一窄的深槽 ; 此

外
,

在后外拐角处有微弱齿带
。

宽 /长 比值为 or Z% 一 107 %
。

M 3 共 4 件标本 (图 4 G
,

J
一

)L
。

3 枚单个牙齿
,

1 枚在齿列中
。

磨蚀程度有浅
、

中和

深 3 种
。

牙齿前宽后窄
,

前
、

后缘接近平行 ;外脊的后半叶很萎缩
。

原尖强壮
,

呈孤锥形
,

内壁接近陡直
,

其余三面倾斜
,

颊侧面倾斜最缓 ;次尖欠发育
,

比原尖稍低
,

呈新月形
。

前

附尖比中附尖发育
。

在个别标本上 ( V 5 7 7 8
.

1 3 )
,

可观察到未完全退失的原小尖
。

外脊呈

不对称的 W 形
,

外脊两 叶大小差异较大
,

前半叶明显大于后半叶
,

后半叶向舌侧倾斜强

烈 ;前尖凹槽较浅
,

但很宽阔
。

原脊完全退失 ;后脊和次尖强烈萎缩
,

在未深度磨蚀之前
,

在后脊上可观察到前刺
。

内中谷位于牙齿横中线稍后
,

并且很开阔
,

在人 口处形成一小的

平台
。

前齿带很发育
,

后齿带微弱
。

宽 / 长比值为 104 % 一 109 % (表 2 )
。

M Z 与 M 3 比较 M Z 的齿尖连线 (前附尖
一
原尖

一
次尖

一
中附尖连线 )呈平行四边

形
,

即前附尖
一
原尖连线和中附尖

一
次尖连线几乎等长 ;而 M 3 的却为梯形

,

即前附尖
-

原尖连线明显 比中附尖
一
次尖连线要长 (图 5 ) ;此外

,

在 M 3 中
,

前尖凹槽较浅但很宽阔
。

d 3P 共 1件标本 ( 图 6 A )
。

齿冠破损
,

只有下前尖保存 ;齿根完好
。

下前尖和下前脊

发育
。

具前
、

后齿带
。

前谷入 口呈 V 形
。

珐琅质层很薄
。

齿根细长
。

d叫 共 1件标本 ( 图 6 G )
。

低齿冠
。

下前尖和下前脊极度萎缩
。

下原尖
、

下后尖
、

下

次尖和下 内尖很发育 ;下齿尖向舌侧强烈倾斜
。

下跟座发育
。

后齿带很发育
。

珐琅质层

很薄
。

闪 共 3 件标本 (图 6 B ~ C )
。

柳城巨猿洞 的 p 3 退化不强烈
,

仍然有明显的两叶结

构
,

但后谷 ( po st er io r va lle y )较浅
。

在磨蚀前
,

前叶上 的齿尖明显高于后 叶上的
。

下后尖

最发育 ;下前尖和下内尖最弱
。

下前脊和下原脊组成新月形半圆
。

下后脊很直
,

与下次脊

之夹角近直角 ;下次脊很短
。

前谷和后谷都很浅
。

前
、

后齿带微弱
。

两个齿根
。

4P 共 3 件标本 (图 6 D 一 E )
。

分别处于轻度
、

中度和深度磨蚀阶段
。

特征与 p 3 很相

似
,

但下前尖更萎缩
,

前
、

后谷更大
。

前齿带明显
,

后齿带微弱
,

在外谷 ( ex et m al s y cn h en )

底部有微弱的外齿带
。

两个齿根
。

p 3 和 砂 都很小
,

磨蚀已很深
,

磨蚀后下三角座长于下跟座
,

p 3 的下三角座和下跟座

一样宽
,

而 4P 的下跟座比下三角座稍宽
。

齿带不发育
。

m l 共 3 件标本 (图 6 F
,

H 一 I )
。

分别处于轻度
、

中度和深度磨蚀阶段
。

与前臼齿不

同的是前谷更发育
。

除下前尖更萎缩外
,

其他 4 个下齿尖近乎同等发育
。

下跟座比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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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黄昏爪兽上颊齿
,

冠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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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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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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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黄昏爪兽
,

上第二与第三臼齿冠面形状比较

F i g
.

5 eH sP eor
th e ir u m s i n e ns e , e o m a Pir s o n

b
e t w e e n

M Z a n d M 3 i
n o e e

l
u s a

l
s h a p e

角座宽
。

前
、

后谷更大
。

外谷更深
。

前齿带微弱
,

后齿带发育
,

无内
、

外齿带
。

宽 / 长 比值

为 58
.

7 % 一 6 8
.

2 %
。

两个齿根
。

m2 共 l 件标本 (图 6 J )
。

下次脊和下内尖处破损
。

轻度磨蚀
。

下后尖发育
。

前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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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开阔
。

下跟座 比下三角座宽
。

外谷很深
。

前齿带微弱
,

后齿带非常发育
,

呈棚架状位于

牙齿整个后缘
,

自内端缓缓地斜向外下方延伸
,

无内
、

外齿带
。

宽 /长比值为 56
.

5 %
。

m3 共 5 件标本 (图 6 K 一 M )
。

分别处于轻度
、

中度和深度磨蚀阶段
。

下后尖与下内

尖很发育
。

前
、

后谷近乎同等大小
。

下原脊与下次脊平行
。

外谷很深
。

下跟座 比下三角

座稍窄
。

后齿带非常发育
,

呈棚架状位于牙齿整个后缘
,

自内端缓缓地斜向外下方延伸 ;

后齿带很可能是由下次小尖退化而成的 ;后齿带不如山西天镇及安徽繁昌的发育 ;前齿带

中等发育
,

无内
、

外齿带
。

宽 / 长比值为 56
.

4 % 一
58 % (表 2 )

。

图 6 中国黄昏爪兽下颊齿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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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颊齿中
,

各相邻齿尖之间的连线组成一个倒立的 W 图案 ( 以舌侧为底 )
,

下前臼

齿中
,

为不对称的 W 形
,

在下臼齿中
,

逐渐变得对称起来
。

表 2 第三上
、

下臼齿宽 /长比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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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较与讨论

3
.

1关于 e Hs Pe ro the ir“ m 牙齿的讨论

在马科
、

膜科和犀科动物中
,

总是难以将 3P 与 4P
、

M l 与 M Z 区分开来
。

而与此不同

的是
,

爪兽类化石的情况却是 M I 明显比其他臼齿小
,

而 M Z 和 M 3 在大小方面却很接近
。

由于对比材料的缺乏
,

尤其是缺乏较完整的颊齿齿列
,

过去在爪兽化石鉴定中
,

难免

存在一些小的偏差
。

例如湖北建始的爪兽化石中 (同号文
,

2 0( 抖 )
,

原定为 D 4P ( V 13 5 89
.

4)

的有可能是 M I
。

在重庆巫山的爪兽化石鉴定中 (黄万波
、

方其仁
,

19 9 1 )
,

原定为 八飞3 ot irt h
-

e r i u m s p
.

的 D 3P ( CV
.

9 4 8 ;图版 X V I
,

3 )应该是 7h尸iusr 的 ;其中一个归人 M 3 ( C V
.

9 4 8
.

7 ;

图版 X VI
,

9) 的牙齿可能是 M Z
,

因为它的后尖仍然很大 (邱占祥
,

2 0 02 )
。

从特征和测量

数据等方面看
,

原定为 D 4P ( CV
.

94 7
.

;1 图版 X VI
,

2) 的可能为 D邢
,

原定为 m l ( C V
.

9 48
.

;3

图版 X vi
,

6) 的
,

可能属于 m Z
。

云南元谋小河的 aM
c or ht ier

“ m y au
n

7ozI ue o is
,

原定为 p Z 的

Y V 08 04 号标本 (高峰等
,

19 9 7 )
,

似乎应当是 p 3 或 衅
,

至少可以肯定不是 p Z
。

这些有鉴

定疑问和在图 8 中表现异样的标本
,

将在表 3 中用问号标记
。

爪兽类化石的贫乏及无相应的现生类型可供对比
,

是造成爪兽类化石鉴定工作容易

出错的主要原因
。

但在欧洲
,

曾发现过一些较为完整的领骨和齿列材料
,

例如 C h al ic 戊 h。
-

ir “ m g ar dne
,

我们可以将其牙齿的形态变化规律及大小的变化范围作为参照
,

来进一步检

验我们的鉴定工作是否正确
。

在印度西瓦立克也发现过较完整齿列 (图 7 )
。

从图 8 中的

圈线可以看出
,

hc ial co t he ir u m g ar n de 在上
、

下 臼齿中
,

M Z 与 M 3 尺寸的分布范围十分接

近
,

甚至有少许重叠
,

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宽/ 长 比值方面 ; 而 M l 却表现得较为明显
,

与 M Z 甚至与 M 3 只在长度方面有少量重叠
,

但与后两者在宽度方面并无重叠
。

在下臼齿

中
,

m l 与 m2 无论在长度还是在宽度方面都无重叠
。

我国陕南镇安发现的爪兽化石带有

完整上颊齿列 (李晓晨
、

邓凯
,

2 0 03 )
,

其上的 M Z 与 M 3 只在宽度方面有差异
,

两者的宽

度和长度都是我国已发现爪兽化石的最大值
,

尤其是 M Z
,

其大小甚至超过 了其他地点

M 3 的变化范围
。

由此看来
,

仅从大小来区分 M Z 和 M 3 是有困难的
。

尽管镇安的 M Z 和

M 3 测量值最大
,

但其 M l 却并未进人 M Z 和 M 3 的范围
,

从而说明 M l 在大小上还是比较

容易与 M Z 和 M 3 区分的
。

我国更新世爪兽单个牙齿的点散布图也基本符合上述规律
,

但

也存在一些疑问
,

例如
,

4P 的宽度和 M l 的度量变化范围过大
,

尤其是 M l
,

不仅与 M Z
,

甚

至与 M 3 的分布范围有多次重叠
。

泥河湾
、

建始
、

巫山及公王岭等地点的被鉴定为 M l 的

标本都有可能是 M Z 或 M 3
,

因为这些牙齿在图 8 中所处的位置与相邻牙齿的很不协调
。

至于 M 3 与 M Z
、

m 3 与 m Z 有多处重叠的问题 ( 图 8 )
,

通过与上述完整齿列 的对比
,

可以认

为它是一种正常现象
,

但也不完全排除是由鉴定工作的偏差所造成的可能性
。

乳齿的判别 在爪兽中
,

乳齿是较容易鉴别的
,

其特征主要表现在珐琅质层较薄
,

齿

冠较低
。

在乳颊齿中
,

各个牙齿也较容易区分
,

D PZ 形态特殊
,

不同于其他牙齿 ;此外
,

在

大小方面
,

从 D PZ
、

D 3P 到 D 4P
,

其尺寸急剧增大
。

甘肃天祝松山的乳颊齿列 (郑绍华
,

19 8 2 )是迄今我国发现的相对较完整 的乳齿材料
,

尽管深度磨蚀
,

但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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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齿的判别 上前臼齿一般未 臼齿化
,

易于鉴别 ; 上臼齿主要从前后叶 (以中附尖
-

中谷连线为界 )所占的比例
、

后侧面的齿间压痕及相邻主尖连线所构成的几何图形等方面

来判断
。

从 M l 到 M Z 再到 M 3
,

前半叶所占的比例逐渐变小 ;齿尖连线由平行四边形变为

梯形 ( 图 5 ) ;在 M 3 中
,

前尖凹槽较浅但很宽阔
,

并且在后侧面无齿间压痕
。

此外
,

M Z 与

M 3 的宽 / 长比值有差异
,

一般而言
,

M 3 的宽 /长 比值更大 (图 8 )
。

在下齿列中
,

从 p Z 到 m 3
,

其大小逐渐增大 ;这在山西天镇和陕西镇安的较完整下齿

列材料中得到很好验证
。

从形态学上
,

户 为单齿根
,

p 3 的双叶结构尚未完全显现
,

妙 双

叶结构初显雏形
,

但前半叶 (即下三角座 )仍很不发育
。

从 m l 到 m2 再到 m 3
,

前半叶的比

重在逐渐增大
。

m2 和 m 3 的大小很接近
,

但两者在宽/ 长 比值方面有明显差异
,

与上 臼齿

中的情况相反
,

一般是 m2 的宽 / 长比值更大
,

至少在 hC ial co the ir u m g ar
n de 中的情况如此

(图 8 )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在同一个体中
,

从 2P 到 M 3
,

其尺寸是逐渐增加的
,

但在不同个体

之间
,

同一解剖部位的牙齿
,

其大小差异很大
,

例如在柳城的材料中
,

同样是 M 3
,

其中一个

的大小只有另一个的 82
.

8 %
。

因此
,

在用测量数据来确定牙齿的解剖部位时一定要 和形

态特征综合考虑
。

3
.

2 关于价毕
刃勿跳刃月“ m 和 八奄`勿碗几

旧万“ m 及 〔先` icI
o

ht
e ir u m 之间的关系

我国第四纪 的爪兽化石 归属
,

先后有多次变动
,

最初是被归人 C ha il co t he ir u m 属

( O w e n ,

18 7 0 ) ;后来被归人 Ci cr o ht e ir u m 属 ( H o l l a n d a n d P e te r s o n ,

19 14 ; M a t t h e w
,

19 2 9 :

C o l b e rt
,

19 34 ) ;再后来
,

又被归人 刀此`o ir t h e r i u m 属
,

因为后来人们认识到 Ne
s t o r i th e r i u m 这

一属名并非先前所认为的是建立在错误的模式标本之上 ( 刀此ot irt he ir u m 属是 K au p 于 18 5 9

年建立的
,

有段时间
,

有人认为该属最初所依据的标本是犀 牛而非爪兽
,

于是 Hd an d 和

eP et sr on 于 19 14 年重新为印度西瓦立克的爪兽建立了新的属名 iC cr ot he ir u m )
。

其实早在

19 04 年 aP lm
e r
就已将 hC al ico ht ier

u m is va le ns 。
定为 八俪ot r i th e ir u m 属的模式种了

。

因此
,

该

属名应当是有效的
,

而后来所建的 iC cr ot he ir u m 属可视为 刀此 t or it he ir u m 的晚出异名而被废

弃 ( C o lb e rt
,

19 3 5 ; C o lb e rt a n d H o o ij e r ,

19 5 3 )
。

C o lb e rt a n d H o o ij e r ( 1 9 5 3 )认为 Ne
s ro r i t h e -

r i u m 比 C h a l ic o : h e r iu m 小
,

上颊齿的原脊萎缩或缺失 ;下颊齿的前半叶 ( p r o t o s e l e n i d : t h e a n -

t e ir o r w in g o f t h e a n t e ir o r e r e s e e n t ) ( M a t th e w
,

19 2 9 ) 发育
。

X u e a n d C o o m b s ( 19 8 5 ) 及

C o o m b s ( 19 5 9 )指出户奄
s r o ir r人e r i u m 与 hC

a l i e o t h e r i u m 属的最大区别在于所有门齿及上臼

齿的原脊和原小尖退失
。

X u e a n d C o o m b s
( 19 8 5 )和 C o o m b 、 ( 19 8 9 )曾对 八乞` ot r it h e ir u m 属是否有与 hC

a l ic o ht e -

ir u m 属分开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

因为前者所具有的一些进步性状
,

在后者的某些种中也

具备
,

例如 C ha ilc of he ir u m 属下一些种的下 门齿已经或正在退失 价龟
5 : or i th er iu m 属的原脊

及原小尖退失
,

但 hC al ic ot he ir u m 属下 的一些种的原脊也强烈萎缩
,

尽管原小尖还继续存

在
,

例如 e h a l ie o th e r i u m 9 0 1幼“ 5 1和 hC
a l ie o th e ir u m s a l in u m

。

因此
,

关于这两个属之间的关

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尽管如此
,

目前的分类方案中
,

Ne
st or i t h er iu m 这一属名仍然保留

。

八龟3 ot irt he ir u m 属的最好齿列材料是 aF lco en r ( 18 68 )所研究的来自印度西瓦立克的西瓦奈

王爪兽协龟
s to r it h e r i u m s动a le n s e

) (图 7 )
,

该种也是 Ne
s to r i ht e r i u m 属 的属型种

。

柳城巨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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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无疑和 八龟3 to irt eh ir u m 属也有相似之处
。

这主要表现在原小尖几乎完全退失和牙齿

尺寸较小等方面
。

我国第四纪的爪兽类化石
,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被归人 八龟￡ot irt he ir “ m 属
,

长期

以来
,

大家都认为该属下包括两个种
: .N 励 al e ns 。 和 .N 、 ine ns 。 。

但由于材料贫乏
,

这两个

种之间一直未做过全面对比
。

oB in S e t al
.

( 19 95 )首次提出了这两个种的差异
,

他们认为

N
.

励
a le ns 。 M 3 外脊的后半叶和牙冠矢状面中度斜交

,

而 .N s ien sn 。 M 3 外脊的后半叶倾斜

更强烈
,

几乎与牙冠矢状面近于垂直
。

不过
,

这只是两者之间差异的一个方面
。

最近
,

邱

占祥基于山西天镇的更新世早期的爪兽类材料
,

另立一新属— 黄 昏爪兽 (从胡
e or t he

-

ir “ m )
,

将我国上新世晚期和更新世的爪兽类统归其中
,

并将原来的中国奈王爪兽 ( 刀此 t。
-

irt he iur m 、
ine ns 。 )作为属型种 (邱占样

,

2 0 02 )
。

价胡
e or the ir “ m 的特征符合爪兽亚科的总体

特征
,

尽管与 Ne
st or it he ir “ m 属较为接近

,

但也存在明显差别
,

主要是 刀此 ot irt he ir u m 仍保留

有下犬齿
、

舌侧齿尖 (原尖和次尖 )不够强壮
、

原尖的圆锥状特征不如 价明
e or ht ier

u m 的典

型 ;前
、

后尖更靠近舌侧 ;个体较小 ;这些都是更原始的特征
。

其次
,

其牙冠前
、

后宽度差异

不是很大
,

前
、

后齿带发育为平台状
。

.N ivs
a le 。 。

的 M 3 尺寸明显较小
,

其冠面轮廓接近方

形
,

后尖仍然较大
,

其外壁主要面向外方
,

所 以外壁 的后端在牙齿矢中线之外
。

此外
,

.N

is o le sn 。
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 M l 好像与前臼齿更相似

,

其原尖与后脊之间的中谷仍然

封闭
,

即原尖与后脊相连
,

并且齿冠长度明显 比别的属种的要小 (见图 7 )
,

而我国第四纪

爪兽的 M l 齿冠结构与 M Z 的已很相似
。

邱占祥 ( 2 0 02 )曾列出了两者牙齿及齿骨 至少在

5 个方面有明显区别
。

总之
,

我国第四纪的爪兽类与印度西瓦里克的 N
.

、 iva le ns 。
存在明

显差异
。

图 7 西瓦奈王爪兽左上颊齿列

Fig
.

7 Vj 已s t o r i t h
e ir u m 5 1呱 l

e川 e , u p P e r
l
e ft e

h
e e

k t o o th
r o w for m S iw a

l ik
,

I
n

d i a

( Aft
e r

F
a

l
e o n e r a n

d C
a u t l

e y
,

1 8 4 7 )

3
.

3 和中国其他地区 价毕
e or ht e

iur m 化石的比较

与 eH sP e or ht e

iur m S 忍n e n s叮 ( O w e n )正型标本 ( B
.

M
.

N o
.

4 1 9 3 4 )及模式产地其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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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O w e n ( 1 8 7 0 )基于一个产地不明的右上第三臼齿建立了 hC
a l ie o t h e ir u m 、 i n e ns 。 。

e o l
-

b e rt a n d H o o
ij

e r
( 19 5 3 )将其归人 八他s r o ir rh e r i u m 属

,

认为 Ne
s to ir t h e r i u m 比 C h a l ie o r h e r i u m 小

,

上颊齿中原脊萎缩或缺失 ;下颊齿的新月形齿尖发育
。

并将该种进一步定义为
:
上臼齿的

原脊完全退失 ;有发育的后齿带 ;后附尖强烈萎缩 ;原尖更接近圆锥形
。

最近
,

该种又被归

人一个新属— eH sP e or the ir u m (邱占祥
,

2 0 02 )
。

柳城巨猿洞的标本
,

其 M 3 的内齿带不如

正型标本的发育
。

第一件归人 八触s r o r i th e r i u m 、 i n e。 。
的标本是 四川盐井沟的一个 m 3

,

是 M a t t h e w a n d

Gr an ge r ( 19 2 3 )记述的
。

该标本明显比巨猿洞的要大
。

过去认为盐井沟动物群为中更新

世
,

即盐井沟的爪兽代表世界上此类动物 的最晚记录 ;但目前已将其归到早更新世晚期

(童永生等
,

19 9 5 )
。

与安徽繁昌材料比较 繁昌标本的 M 3 前端显著更宽
,

后尖明显小于前尖 ;次尖和后

脊强烈萎缩
。

与安徽繁昌的材料相比
,

柳城巨猿洞的均较小
,

尤其是 m ;3 此外
,

柳城的 M 3

次尖及后脊比繁昌的更发育
。

值得注意 的是
,

繁 昌的上
、

下 M 3 在同类中均是宽 / 长 比值

较大的
,

并且下领骨不如从冬尸
e or t he ir u m is ne 。 。

的粗壮
,

故将繁昌的爪兽另立一新种 ( 同号

文
、

邱占祥
,

待刊 )
。

与巫山材料比较 目前所知
,

巫山的爪兽化石是我国单一地点中较为丰富的
,

最初被

定名为 刀此 ot irt h e ir u m s i n e
sn

e
(黄万波

,

19 9 1 )
,

后来被归人 瓜毕
` or ht e ir u m (邱占祥

,

2 0 0 2 )
。

化石共有 15 枚单个牙齿
。

柳城巨猿洞的牙齿与巫山的最为接近
,

主要表现在上颊齿的次

尖都很发育
,

但柳城标本的后窝较小
。

巫山的 M 3 是 目前已报道的材料中宽 / 长比值最小

的 (表 2 )
。

与湖北建始材料比较 最近几年
,

在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也发现了数件爪兽单个牙

齿化石 (同号文
,

2 0 0 4 )
。

但建始的上臼齿次尖很不发育
。

建始的 D 4P 在点散布图 (图 8)

上落人 Cha icl ot he ir u m g ar dn
。
的 M l 范围内

,

而 M l 又落人 M Z 的范围
,

因此
,

这两件标本的

鉴定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

与山西天镇材料比较 天镇的 价胡
e or the ir “ m s ine ns 。

材料包括下领水平支中段
,

带左

p Z 一 m 3 和右 p 3 一 m l
,

同一个体右上领残段带部分 M Z 和完整的 M 3
。

与之相比
,

柳城巨猿

洞的 3P 退化不强烈
,

仍然有明显的两叶结构 ; 而天镇的 p 3 明显退化
,

下原尖与下后尖几

乎合二为一
,

其他齿尖不发育
。

此外
,

柳城 巨猿洞的 m 3 明显 比天镇的要小
,

并且齿带发

育也差
。

与陕西镇安材料 比较 陕西镇安材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好的第四纪爪兽材料 ;不

仅有较完整的上颊齿列
,

而且有较完整的下领骨带完整 的颊齿列 (李晓晨
、

邓凯
,

2 0 03 )
。

该批材料的最大特征是前臼齿列更加退化
,

其下前臼齿长度甚至小于 n2r 长度 ;而臼齿十

分强大
,

其上
、

下臼齿的测量数据都为我国第四纪同类的最大值 (见图 8 ;表 3 ) ;其次
,

前尖

和后尖向舌侧强烈倾斜
,

齿带也很发育 ; 此外
,

m 3 下次小尖也十分发育
。

除下次小尖外
,

其余特征都是进化的特征
,

其时代也确实较晚
,

为早更新世晚期 (李晓晨
、

邓凯
,

2 0 03 )
。

与泥河湾材料比较 19 3 0 年 T e i lh a r d d e C h a r d i n 和 P i v e t e a u
记述了少量采自泥河湾

的 Ne
st or it he ir u m (当时定为 iC cr ot h er iu m sP

.

)的材料
,

包括一段上领的前部和两个指节

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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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柳城巨猿洞价印
e用ht e ri u m s ni en es 牙齿测 l 及与有关地点的对比

T a bl e 3 D e n o d m eas
u er 皿比

o f He Ps e or ht e ri u m nsi
e n s e 介o m L i u c be ng

,

a r ed 戒ht o th e r c h al i e o th e er s脚 c i es m m

测量项 「}

D im e n s io n s

价即卿 ht elr
u m s认 en se

广西柳城

L i u e h e n g

湖北建始

J ia n s h i l ’

D P Z

重庆巫 山
W妇s h an Z’

14 2

14
、

5

山西天镇

iT a n z h e
n3

,

四川盐井沟

物司in
韶

o u 4 ,

陕西镇安

Z h en
,

朗 5 )

入他国to r i rk e r “ J m

is va le 即s e

西瓦立克
S iwa l ik 6 )

202l
D P 3

2 2名~ 2 3
.

6 ? 2 9 ? 17

D P 4 ? 2 7

rl 2 8

? ] 6 2
2 5乃 ~ 2 6 3

P 2

12
.

5

14
.

7

伟J4
目月吕1

15名 2 0

P 3
19 8 2 0

.

6

19 石

2 4
.

6

18 6

2 9
.

6

1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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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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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氏 L

宽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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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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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3 6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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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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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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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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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
.

8

M 2
4 3

.

2 5 2
.

6 4 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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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7 ~4 3
.

5 4 4 4 2 4 9 3 36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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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4 6

l 2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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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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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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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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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l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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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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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3

1 5石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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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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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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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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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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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H u an g a n d F a n g ( 19 9 1 ) ; 3 ) Qi u ( 20 0 2 ) ; 4 ) O w e n ( 187 0 ) ; 5 ) L i an d D e n g ( 2 X() 3 ) ; 6 ) M e a
-

p lat e b y F al e o n e r an d C a u t l e y ( 184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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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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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p fe
,

19 79 ) 椭圆圈代表大爪兽的有关牙齿分布范围

T e ilh a r d d e C h a司 i n a n d P iv e te a u
( 19 3 0 )提出

,

在我国三门期
,

存在两种不同的爪兽类

动物
,

一种是高冠的
,

另一种是低冠的
。

他们将低冠的归人 ic cr ot he ir u m (
二

Nes
ot irt he

-

ir “ m )属
,

而将高冠的作为爪兽科未定属种处理
。

后来
,

这些高冠的
“

爪兽类
”

被归到了蹄

兔类 (童永生
、

黄万波
,

19 7 4 )
。

关于泥河湾的爪兽牙齿化石
,

T e ilh a dr d e C h a r d i n a n d P iv e te au ( 19 3 0 )最初将其定为

ic cor ht ier
u m S p

. ,

原文只提到第一件臼齿和第二件臼齿
,

但本文笔者认为它们不一定是指

M l 和 M Z
,

从长
一
宽数据分布图看 ( 图 8 )

,

泥河湾的两枚臼齿应当分别是 M Z 和 M 3
,

但其

宽度明显比其他地点相应牙齿的要大
。

除上述地点外
,

在我国北方还发现另外一些爪兽化石地点
,

例如山西临椅 (汤英俊等
,

19 83 )
,

也是更新世早期 ;陕西蓝田公王岭曾发现有爪兽化石 (胡长康
、

齐陶
,

19 78 )
,

这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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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目前我国北方爪兽类分布的最高层位
,

可能与南方盐并沟的爪兽化石层位相当
。

总之
,

在形态特征方面
,

柳城巨猿洞的爪兽与重庆巫山的最为接近
,

而与安徽繁昌及

湖北建始的差异较大 ;但在牙齿的宽 / 长比值方面
,

却与安徽繁昌的最为接近
。

此外
,

巨猿

洞的标本也显示 出一些较古老的特征
,

例如
,

个体较小
、

原小尖与前刺未彻底退失等
。

3
.

4 我国新生代晚期爪兽动物的演化

爪兽是一类进化缓慢
、

较为保守的动物
,

其牙齿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一

是齿冠较低
,

比真犀科动物的齿冠低很多 ;二是上颊齿中前臼齿未臼齿化
,

这与晚新生代

的其他奇蹄类动物完全不同 ;三是其特殊的齿冠结构
,

上颊齿为丘形
一
新月形齿

,

外侧齿

尖为新月形 ( er es ce nt ic )
,

而原尖则为丘形 ( bun de on t )
,

与现生奇蹄类动物的脊形齿差异较

大
。

但爪兽类动物也有相对较为进步的特征
,

例如其前臼齿列强烈退化
,

整个下前臼齿列

的长度小于 m 3 甚至 rn2 的长度
。

爪兽是比较古老的动物
,

一般在新近纪末都绝灭了
,

惟独我国的爪兽延续到了早更新

世晚期
。

爪兽应当是第四纪哺乳动物群中渊源最深远 的动物之一
,

与其结构相似的动物

主要繁盛于古近纪
,

其家族的历史贯穿了整个第三纪 ( oB isr is ak
,

19 45 )
。

在过去很长时期内
,

我国新近纪的爪兽化石只发现于北方地 区 (胡长康
,

19 59 )
,

后来

在云南元谋发现了上新世爪兽 (宗冠福
,

19 9 1 )
,

该地点的地质时代后来被厘定为晚中新世

(郑良
、

张云翔
,

2 0 06 )
。

但进人第四纪后
,

我国的爪兽化石主要发现于南方早更新世地层

中
。

关于我国南方第四纪爪兽的起源
,

有两种可能
:
其一是从我国北方迁徙去的 ;其二是

从印度次大陆迁徙来的
,

因为印度的西瓦里克动物群也曾出现过爪兽
。

从动物群整体分

析
,

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可能性不大
。

因为前文已提到华南地区发现的爪兽化石与西瓦里

克的 Ne st or it he ir “ m is 、 le 。 。
牙齿形态差异较大 ;其次

,

该种出现的时代与我国的价胡
e or t h

-

er iu m 基本同时
,

两者不大可能有祖
一
裔关系 ; 西瓦里克的 hC al ico t he ir um as il an m 明显比我

国的有关属种要小
。

此外
,

从整个动物群来讲
,

华南动物群在起源上与南亚地区的西瓦里

克动物群也并没有太多联系
,

而是与我国北方动物群及华南当地早期动物群关系密切
。

因为在华南更新世动物群中
,

主要成员与南亚地区有本质区别
,

南亚地区新生代晚期常见

的河马
、

长颈鹿等动物至今在华南没有发现可靠记录
。

而华南地区第四纪常见的猩猩
、

大

熊猫
、

真膜类等在南亚地区缺失
。

X u e a n d Co o m b s
( 一9 5 5 )认为

,

以
a l i e o : h e ir u m b二 i or s t廊 是亚洲中中新世地层中出现的

较特异的一个种
,

由于其过早地出现了一些进化特征
,

例如吻部的极度缩短及下领骨齿虚

甚至下犬齿的缺失等
,

从而没有留下后代
。

相反
,

hC al ic ot he ir u m go ldj 泌 is 和 hC
.

w dn ue sn is

倒有可能是 八龟s ot irt he ir u m 的祖先
。

但对此
,

oB in s e t al
.

( 19 95 ) 却提出了正好相反 的意

见
。

hC
.

二“ d ue ns is 发现于我国甘肃省武都县龙家沟上中新统
,

材料只有下领骨和下齿列 ;

从大小而言
,

与 价胡
e or the ir u m 属的也很接近

,

但其牙齿的齿带更发育
,

下牙的宽 / 长比值

更小
。

从下牙的测量数据来看
,

第四纪的从胡
e or the ir “ m 似乎与 hC

.

b二 iosr t isr 更接近 (见

表 2
、

4 )
。

总体而言
,

我国第四纪的爪兽类动物应当与我国本土的有关种类有亲缘关系
,

尤其是

新近纪的有关属种
。

X u e an d C oo m b s
( 19 8 5) 也认为我国第四纪的爪兽应当是由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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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al ic ot he ir u m 属下的某个种通过线系方式演化而来的
。

在牙齿特征及大小方面
,

从明er
-

o ht e ir “ m 属的确与我国新近纪的爪兽 ( hC al ico ht ier
“ m )最为接近

,

至于具体到哪个种
,

现在

还缺乏充分的化石证据
。

有关新近纪爪兽类的分类争议颇多
,

几个种的归属在 aM
c or t he ir u m 和 hC al ico the ir “ m

两个属之间反复变更 ;让人不解的是
,

目前归人
J

U d c or ht ier
u m 属的种类

,

其大小普遍 比

C h a l ie o th e r i u m 属下 的种还要小 (有关测量数据见 W a n g a n d W a n g
,

2 0 0 1 )
。

B o n i s e t a l
.

( 19 95 ) 认为过去归到 c ha ilc ot he ir u m 属下的种
,

并非单一的支系 ( d ad e )
,

而其中有些种应

当分别归人
z
甘d c or ht ier

“ m 和 八碗 ot r it人e ir u m 属
。

在我国
,

过去被归入 用触`
olr he ir u m 属的 .M

b二 i or s t r is 种
,

现在被归人 C h a l ie o t h e r i u m 属 ( W a n g a n d W a n g
,

2 0 0 1 )
。

我国爪兽的本土演

化说
,

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上新世地层中爪兽亚科化石记录的缺乏
。

过去很长时期
,

我国

上新世的爪兽化石都被归到了裂爪兽亚科 ( S hc i oz the iir an e)
,

例如发现于山西霍县安乐上

新世地层 (后来被划为晚中新世 ) 中的安乐黄河兽 ( uH
a
gn ho t he ir u m a n lu n召e。 。

) (童永生

等
,

19 75 ) ;过去被归人该亚科的还有后裂爪兽 ( oP
s
sct h iso t he ir “ m )

,

该属后来被归并到了蹄

兔目 (童永生
、

黄万波
,

1 9 74 ;邱占祥等
,

2 00 2 )
。

在头骨结构和牙齿特征方面
,

裂爪兽亚科

与爪兽亚科有明显不同
。

至于上新世的爪兽亚科 ( C ha h co tha iir an
e )化石

,

过去曾报道过几处
,

例如甘肃天祝和

云南小河
,

但这些地点的时代后来又都被划到了晚中新世 (邱占祥
、

邱铸鼎
,

199 仇 童永生

等
,

19 95 ; 郑良
、

张云翔
,

20 06 )
。

甘肃天祝松山材料包括一较完整 的左上乳齿系 ( D咒
-

D科 )和 2 枚恒齿碎片
,

在分类上被定为 C h a l ie o r h e r i u m s p
.

(郑绍华
,

1 9 8 2 )
。

该批材料在大

小方面和第四纪爪兽很接近
,

甚至稍微大些
,

其 D 4P 就比柳城的大
,

但 D 3P 却小于湖北建

始的 ;在恒齿中
,

原尖和次尖都不如第四纪 月已甲 e or t he ir u m 属的发育
。

后来在云南元谋盆

地的小河动物群中又发现了爪兽化石
,

但化石材料只有 1 件 ( 4P 或 m l )
,

起先是被归人沙

里姆巨爪兽 ( aM
c or the ir u m 、 al inu m ) (宗冠福等

,

19 9 1 )
,

后来又提出一新种名称— 元谋巨

爪兽 ( aM
c or ht ier

u m yu an onz ue sn is) (宗冠福
,

19 9 1 )
,

但当时并未指定正型标本
,

也未给出新

种的特征及与有关属种的比较
。

后来该新种却被有关研究所采用 (高峰
、

马波
,

19 97 ) ;

有趣的是高峰等人也将该种名作为新种来对待
,

并指定了正型标本和定义 了其特征
。

按

照国际动物命名法则
,

该种名的有效性应当从 19 97 年算起
。

其实高峰等人研究的也是同

一地点的材料
,

即元谋盆地小河村 8 8 01 地点
。

但这次报道的材料更加丰富
,

包括 1 件残

破下领骨带 m2
一

m3 及其他 11 件单个牙齿 ( 4P
一 M Z

,

p Z 一
4P

,

m 3 )
。

该种的主要特点在

于上颊齿的原尖不够发育
,

原脊未完全退失 ;下颊齿的下后附尖仍然较明显
,

m 3 的后齿带

不发育 ;从而说明小河的元谋巨爪兽明显比第四纪的同类要原始
。

就目前的生物地层划分
,

在我国上新世地层中尚未发现爪兽亚科的化石
。

由此看来
,

想要在我国上新世地层中找到第四纪 价邵
〕e or t he ir u m 属的祖先确非易事

。

在新近纪爪兽的演化序列中
,

表现出如下趋势
:
吻部变短

、

下门齿退失
、

前臼齿列变

短
、

下领骨水平支后部变深 (或高 )
、

下颊齿的下跟座比下三角座长
、

齿带更发育
、

下后附

尖与下后尖融合
、

下前脊与下原脊及下后脊与下 次脊之间的夹角均呈 V 形 ( W an g an d

W a n g
,

2 0 0 1 )
。

在第四纪爪兽中
,

早期种类个体较小
,

最晚期的都较大
,

且越到晚期
,

其前臼齿列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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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
,

前臼齿列长与臼齿列长之比值就更小
。

关于柳城巨猿洞爪兽类个体较小的现象
,

究

竟是由于不同种类还是由于同一种类的不同演化阶段的缘故
,

现在尚不能定论 ;但可以肯

定的是
,

该地点的很多种类
,

都比其他地点的同类要小
。

这可能意味着柳城巨猿洞动物群

的时代比其他早更新世地点的要稍早一些
,

柳城巨猿洞是华南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

辐射中心
。

表 4 H e甲 e or ht e
iur m s in en se 下牙测量及与有关地点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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