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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徽繁昌孙村镇癫痢山人字洞发现的摸化石
,

是迄今我国所报道的更新世早期此类材料中相对

丰富和保存最完整的
,

不仅有部分头骨和完整上
、

下齿列
,

而且有大多数头后骨骼
.

这批材料对了解我

国更新世早期摸类的形态特征及演化水平有着参照样板的作用
.

在形态特征方面
,

这批材料与我国早

更新世的山原摸 (五 u , iur 、 sa ny au ne sn i s) 最接近
,

可归入该种
.

繁 昌材料对区分早更新世摸类与现生马来

摸 (丑切 ir us in id cu s) 提供 了更充分的依据
.

就 目前发现的材料而言
,

山原摸与中国摸 (五之尸i ru
: is ne ns i s) 仅

局限于早更新世
,

而华南巨摸 (Me
g a

atP iur : a ug us tus )生存于中
、

晚更新世
.

在起源方面
,

巨摸与我国早

更新世摸类的关系比与马来摸的关系更为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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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繁昌县孙村镇癫痢山人字洞
,

自 19 98 年

正式发掘 以来
,

先后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

最有

意义的是发现了高等灵长类原黄拂 (P or cy no
c eP h o lus )

及较完整的哺乳动物骨架
,

如剑齿虎
、

摸等
.

从化石组

合看
,

安徽繁昌化石点很可能为距今 2 4~2 M a
之间 11]

.

膜类是我国华南地 区大熊猫
一

剑齿象动物群的主

要成员之一
,

距今 .0 01 M
a
前后在我国消失

.

由于受

材料限制
,

大半个世纪以来
,

我 国第四纪膜类的分类

与演化问题一直缺乏专门而系统 的研究
,

尤其是 中

国膜
、

华南巨膜与现生马来膜之间的关系过去一直

不很清楚
.

1 化石材料及特征简述

L l 化石材料

化石材料主要属于两个个体
: V 12 5 7 6 为成年个

体
,

材料有完整的上
、

下领骨
,

前领骨及所有恒颊齿
.

V 12 5 7 8 是幼年个体
,

头骨较为零碎
,

有较完整左下

领骨
、

右上领骨主体部分
、

上枕骨
、

右下领骨残段等 ;

头后骨骼大部分保存
,

包括中轴骨
、

肩脚骨
、

肋骨及

肢骨等
.

此外
,

还有一些代表其他个体的齿骨残段和

单个牙齿
.

W WW
.

S C IC h i n a
.

C O m

1
.

2 头骨及下领骨特征

在头部材料中
,

有较完整前领骨
、

下领的吻端及

完整的上
、

下颊齿齿列
,

其他部位的骨骼有零星的碎

片
,

例如上枕骨
、

颖骨颧突
、

下领裸
、

下领冠状突
、

鼻骨
、

顶骨等
.

头骨测量数据见表 1
.

在上枕骨的残

块上
,

两条近平行的颜峪保存完好
,

其最 窄处 为

13 m m
,

该上枕骨残块有可能与头后骨骼代表同一幼

年个体 ; 但现生马来摸幼年个体 (I v P P 5 35 )的颖峪宽

为 24 m m
,

亚成年个体 ( IV P P 1 3 2 6 ) 的为 3 7 m m
.

鼻

骨为尖桃形
,

前端稍微下弯 ; 较薄 ( 11 m m ;) 由于前

后端均损失
,

中缝处长度应大于 7 0 m m
.

眶下孔在眼

眶之前约 30 m m
,

与 P Z和 P 3
之间的界线居于同一垂

直线 仁
.

前领骨侧向压扁
,

门齿孔 的前缘无法观察

到 ; 两支分岔状的前领骨上升突镶人上领骨中
,

其后

端与 P ’ 的中部在同一垂直线上
.

颧弓前缘与 M
3 的前

缘在 同一垂直线上
.

眶前缘位置与 P 4 的中部居于同

一垂直线上
.

上领骨在犬齿与 P ’
之间明显收缩

.

下领水平枝粗壮
,

底缘成两端翘起的弧形 ; 颊侧

凸圆
,

舌侧平直 ; 颇孔位置与 P : 的前缘在同一垂直

线上
.

垂直支破损
,

下领裸粗壮
,

关节面平滑
.

下领

联合上凹槽深
,

远端加宽不明显
.

1 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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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头骨及下领骨可测量部位的测量数据 (m m )及比较

T` a ny u a ne ns i s 丁 i n di e u s M e g a ra Pi r“ 5

测量项 目
繁 昌

( V1 5 7 2 6)

I V1 P P3 2 6a 封刀u s 犷扮s

万县盐井沟

C o ] be r te ta l
,

19 5 3

58665610060

鼻骨宽

颖岭最窄处宽

上前臼齿齿系 长

上臼齿齿系长

上颊 齿齿列 长

上 P] 与犬丈匆之间的齿隙长

下前臼齿齿系长

下臼齿齿系长

下颊齿齿系长

下 P Z 与犬 i勺之间的齿隙长

下领高中2

前 )

下领高 ( P
4

后 )

下领联合长

下领联合远端宽

> 7 6

13

8 5

7 9

16 4

4 7

7 0~ 7 3

8 5

15 5

5 0

5 2

6 3

9 3

4 5

;; 10 8 ~ 1】9

8 9 ~ 10 1

5 2

7 4 9 】~ 9 7

10 4 ~ 1 11

L 3 牙齿

上门齿
:
较小

,

I ’ 与 护舌侧具有发育的舌结节 (图

1
,

图版 I
一

3
,

附本刊后
,

下同 )
,

门齿之间无齿隙
.

1 ’

比 12 稍大 上门齿均几乎近于垂直生长
,

齿冠比齿根

宽很多
,

在齿冠舌侧远中侧有一浅的凹槽
,

这是上门

齿定向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

冠面近等腰三角形
,

唇

缘为底边
,

稍向唇侧凸出
.

齿根横向很扁
,

前后向宽
.

13

犬齿化
,

呈圆锥状
,

与下犬齿咬合
,

磨蚀面在内后侧
.

上犬齿
: 强烈萎缩

,

与 I ,
之间有约 10 m m 的齿

隙
,

紧靠前领骨与上领骨缝合线的上领骨一侧
.

呈舌

侧扁平
,

唇侧凸圆的锥形 (图 1
,

图版 I
一

3)
.

乳颊齿
:
乳齿最明显的特征是 D P ’ 和 D P :

都比对

应的恒齿大
.

其他乳齿与恒齿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尺

寸较小
,

齿冠较低
,

珐琅质层较薄等方面
.

上乳颊齿

的化石材料有 D P ` ,

D P , 和 D p 4
.

上前臼齿
:
除 lP 外

,

其他前臼齿 的横宽都明显

比长大
,

尤其是 P 3 和 P 4 ,

而臼齿的总体长宽差异不

是太大
.

前臼齿外脊明显 比臼齿的发育
,

前尖和后尖

也比 臼齿 的发育
,

原脊的宽度大于后脊或二者大小

接近
,

而所有的上 臼齿
,

其后脊总是 比原脊短
,

即臼

齿的前部比后部宽
.

前臼齿中谷人 口处的位置较高
,

臼齿的中谷更开阔
.

前附尖不如臼齿的显著
.

上臼齿
:
整体外形上

,

一般是横宽大于前后长
,

但不如前臼齿那样明显
,

M ’ 明显较小
.

在结构上 M
’ ,

M
Z和 M

,
很相似

,

原脊强大 ; 与前臼齿相比
,

外脊萎

缩
,

前
、

后尖外移
,

更靠颊侧 ; 原尖
、

次尖及前附尖

更发育 ; H oo ij
e rl Z ,认为前附尖是由齿带在前外拐角处

r 8 18

}

( d )

图 l 繁昌的山原摸与现生马来摸吻部 比较 (未按比例尺 )

(a )和 ( b ) 山原摸
二 (a ) 下领

,

( b ) 上须 : (
e )和( d ) 马来摸

: (e ) 下领
,

( d ) 上领

形成的 ; 前齿带明显
,

后齿带微弱
,

从 M ’ ,

M
Z到 M

3 ,

中谷依次由 v 形变为 U 形
.

3 个齿根
,

唇侧 l 个
,

颊

侧 2 个
.

下门齿
: 下门齿与犬齿成

“

齿梳状
”
(d e n t a l c o m b )

,

向正前方近水平生长
.

下门齿为凿形 (hc i s e卜l ik e)
,

舌

侧为光滑的斜坡状
.

11
最大

,

12
次之

,

13强烈萎缩
.

齿根

也是横向很扁
,

前后 向宽
.

下门齿的齿冠磨蚀面
,

一

般是远中侧比近中侧强烈
,

这是下门齿定向的一个

重要参考指标 (图 1
,

图版 I
一

4 .)

下犬齿 : 强大
,

齿根 比齿冠粗大
.

与 I :
之间无齿

隙
.

与护咬合
,

磨蚀面在前侧 (图 1
,

图版 I
一

4)
.

下乳颊齿
: 下乳颊齿的材料较少

,

有 D P Z ,

D P 3和

D P 4
.

下前臼齿
: 一般是后部宽度较大

,

但下三角座更

发育 ; 下前臼齿的中谷主要向舌侧开口
.

除 P : 和 M 3

外
,

所有下颊齿的下次脊与下后脊总是平行
.

下臼齿
: M , 明显比 M :

较小
,

甚至比 P 4还小 ; 在

结构上 M , ,

M : 和 M
, 很相似

,

均为矩形
,

但前宽大于

后宽 ; 两条横脊同等发育
,

下次脊比下后脊稍低 ; M :

的下次脊稍有萎缩并变斜
.

下 臼齿的中谷向舌侧及

W WW
.

S C IC h ln a
.

C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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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颊齿 的舌侧 向尖部倾斜 (马来摸的一般 为垂直 )
.

上臼齿的原脊和后脊与中轴线斜交
.

上颊齿的中谷

相对较开阔
.

下次小尖发育
.

2. 2 与巨摸比较

除在印尼的爪哇和中南半岛有零星报道外 12」
,

巨

膜几乎成为我国南方第四纪特有 的动物
.

尽管目前

缺乏可供对 比的巨摸头后骨骼的测量数据
,

但从牙

齿及齿列对比
,

繁昌材料与巨摸极其接近
,

尤其是两

者上臼齿均有小刺状构造
,

下臼齿具有下次小尖
,

但

繁昌材料明显小于 巨摸 (图 4)
.

我国早更新世摸类与

巨膜的演化关系
,

还有待深人研究
.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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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山原摸
、

马来膜及华南巨膜等上颊齿长度 (a) 及前部

宽度 (b )比较 (单位 : m m )

.2 3 与现生马来膜及其相近化石的比较

就本文的研究
,

首先在个体大小方面
,

繁昌的山

原膜与现生马来摸极其接近
,

或稍小 (表 1)
,

二者在

上颊齿的前后长度方面差异不 大
,

但在上颊齿的前

端宽度上却有较明显区别
,

山原膜的明显较大 (图 4)
.

其次是吻部
,

繁昌材料下领联合较短
、

较窄和远端不

变宽
,

且门齿之间及下门齿与犬齿之间无齿隙 (图 1)
.

繁 昌材料的第 1 上前臼齿为亚三角形
,

内齿带更发

育
,

而马来膜的为卵圆形或亚三角形
,

几乎无内齿带
.

繁 昌材料的前领骨为浑圆状
,

而马来摸的较扁平
.

繁

昌材料的犬齿及第 3上门齿均为近圆锥状
,

而马来膜

的却为扁锥状
.

繁昌材料的颊齿相对较低冠
、

舌侧向

尖部倾斜强烈
,

而马来摸的较高冠
,

且舌侧近于垂直
.

繁 昌材料 的颊齿外齿带及后齿带不发育 ; 而马来膜

的臼齿有发育的后齿 带
,

且一直 向内上方延伸到次

尖处
.

繁昌材料下颊齿的下原脊未完全退失
,

而是从

下后脊的前侧向前内侧延伸
,

与下后脊的舌侧的包

卷部分形成一个漏斗状的 凹陷 ; 而马来膜的下原脊

基本完全齿带化
.

繁昌材料下颊齿的下次小尖较明

显
,

而现生马来膜的基本完全退失
.

繁昌材料头后骨

骼的关节头一般较马来摸的小
,

尤其是股骨头要小

很多
.

在坐骨方面
,

二者相差较大
,

山原摸的坐骨结

节较明显
,

而现生马来摸的坐骨结节向耻骨联合方

向延伸
,

成浑 圆状
.

.2 4 与以往报道的晚新生代摸类材料比较

我国第 四纪 的摸类化石
,

最早由 o w en lsl 研究
,

并订立一新种— 中国膜 (五U , i r u 、 s i n e n s i s )
,

但 由于

所依据 的化石材料主要是零散的牙齿
,

且产地不确

定
,

因此
,

这一 种名 的有效性 长期受到后 人质疑
.

oH
o
ij er l2] 认为 中国膜与马来摸之 间的差异 不存在

,

中国摸 的材料可 以归人马来摸
,

但只能作为马来膜

种内的一个亚种
,

即 aPT
i r u s in d i c u s s i n e n s is ( O w e n ,

1 5 7 0 )
.

而到了 一9 5 3 年
,

e o l b e r t 等人 !“ l却彻底否定了

天切 i ru
, ; in en 、 is 这一种名

,

认为它就是马来摸的同物

异名
.

但多年来
,

国内学者却一直沿用中国膜这一种

名
.

19 91 年
,

黄万波等人 7l[ 依据四川巫山 (现归重庆市)

的材料建立 了山原膜伍 u , i r u 、 : a n夕u a n e n s i s )
.

此 外
,

我国早更新世产膜类化石较多的地点还有广西的柳

城和柳州
,

但由于研究成果至今未发表
,

难以进行对

比讨论 近年来
,

由于攀登项 目的带动
,

在安徽繁昌

和湖北建始又相继发现了大量摸类化石
.

本 文仅就

繁昌材料与 O w en 订立的中国摸
、

巫山的山原摸及建

始的材料之间的关系做一 比较讨论
.

o w en 当年订立 中国膜这一种名时
,

主要是和现

生马来摸进行对 比的
,

他认为中国摸 上颊齿 的后齿

带是水平延伸到后脊舌侧的基部
,

而不是像马来膜

那样
,

向上延伸到次尖处 ; 颊齿的横宽 /齿长 比率较

大 ; 下颊齿的下原脊较明显等 151
.

繁昌的材料与早期

报道的材料有一致的地方
,

但在牙齿大小
、

齿带发育

程度及前附尖的特征等方面差异较大 ; 建始的材料

更符合 中国摸的特征
,

其大小介于第 四纪早期膜类

与巨摸之间 (图 4)
.

巫 山是我 国目前除繁 昌之外含膜类化石较丰富

18 20 WW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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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更新世化石点
,

不仅有数量可观的零散牙齿发

现
,

且有残破的上
、

下领骨材料
,

黄万波等依此建立

了山原膜川
.

繁昌材料与巫山的相 比
,

牙齿特征及尺

寸很接近
,

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

大小接近
、

上颊齿

的前附尖不如 中国膜的宽扁
、

上颊齿的外齿带不发

育
、

P I 的内齿尖不发育或缺失等方面
.

但两者也有

微小差异
,

如巫山材料个体稍小
、

前附尖和小刺状构

造更发育
、

上颊齿的中谷不如繁昌的开阔
、

下颊齿 的

下原脊更发育等
.

总之
,

在山原摸与中国摸之间
,

繁

昌材料与巫山的更为接近
,

应归人山原摸种内
.

在演化水平上 (主要是依据个体大小及 1P 内齿

尖的发育程度 )
,

繁昌和巫山的膜类代表我国更新世

早期的类型 ; 以建始材料为代表的中国摸稍晚
,

代表

第四纪早期摸类与华南巨膜之间的一种过渡类型 8[]
.

在我 国晚第三纪 的膜类化石中
,

与第四纪的最

为接近者是 z da
n s
ky 9[] 所报道的山西武乡上新世的材

料
,

而与其他新近纪的材料差异较大{ ’ o
,

” 1
.

致谢 参加野外采集工作的有金昌柱
、

郑龙亭
、

徐钦琦
、

和汪 发志等 ; 在研究过程中
,

邱 占祥教授直接指导
,

提供

了部分文献目录及文献和现生摸类的对比照片
,

并多次修

改文稿 ; 郑绍华教授提供部分建始的摸类对比标本 ; 黄万

波教授提供巫 山对比标本 ; 金 昌柱教授提供方便 ; 法国里

昂第一 大学 G u 6 ir n 博 士提供部分文献 目录 ; 德 国的 C

H er it e : 博士提供有关文献 ; 作者在此对各位表示诚挚谢

意
.

本工作受国家
“

九五
”

攀登专项基金 (P D 9 80 01 )资助
.

2

3

4

5

6

7

8

9

l O

1 l

参 考 文 献

金昌柱
,

郑龙亭
,

董为
,

等
.

安徽繁昌早更新世人字洞古人类活

动遗址及其哺乳动物群
.

人类学学报
,

2 0 00
,

l 9( 3)
: 184

一 198

H o o ij e r D A
、

o n fo s s i l a n d p r e h i s t o r i e r e m a i n s o f aT p i r “ 5 fr o m

J a v a
,

S u m a t r a a n d C h i n a
.

2 0 0 1 M e d e d M u s L e i de n
,

19 4 7
,

27 :

2 5 3 ~ 2 9 9

A lb r ig h t L B
.

N e w g e n u s o f t a P i r ( M a m m a l i a :
aT Pi r id a e ) f r o nr t h e

A r ik a r e e a n (E a r l i e s t M i o e e n e ) o f t h e
eT

x a s e o a s t a l P ] a i n
.

J o u r

Ve
r t e b r P a le o n t o l

,

19 9 8
,

1 8 ( l ) : 2 0 0 ~ 2 17

5 im P s o n G G
.

N o t e s o n P l e i s t o e e n e a n d r e c e n t t a P i r s
.

B u l l A m e r

M u s N a t H i s t
,

19 4 5
,

8 6 ( a r r i e l e Z ) : 3 3 一 8 2

O w e n R
.

O n fo s s i l r e m a i n s o f m a m m a ] 5 fo u n d i n C h i n a
.

Q
u a r t

J o u r G e o l S o e L o n d o n
,

】8 7 0
,

2 6 : 4 17~ 4 3 4

C o lb e r t E H
,

H o o i j e r D A
.

P l e i s t o e e n e m a m m a l s fr o m t h e

1i m e s t o n e if s s u r e s o f S z e c h u a n
,

C h i n a
.

B u l l A m e r M u s N a t H i s t
,

19 5 3
,

10 2 ( 1 ) : 1~ 1 34

黄万 波
,

方其仁
.

巫 山猿人遗址
.

北 京 : 海洋出版社
,

19 9 1
.

l 一2 29

同号文
.

中国第四纪摸类的来源与系统演化问题
.

见 : 邓涛
,

王

元
,

主编
.

第八届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论文集
.

北京 : 海洋

出版社
,

2 0 O l( 出版中 )

Z d a n s k y O E守u u s u n d a n d e r e P e r i s s o d a e t y l a
.

p a l S i n Se r C
,

19 3 5
,

9 ( F
a s e

.

5 ) : 1 1~ 1 6

时墨庄
,

关键
,

潘润群
,

等
.

云南昭通晚第二 纪褐煤层哺乳动物

化石
.

北京 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
,

1 98 1
、

(l :1) 1一 15

邱占祥
,

阎德发
,

孙博
.

记山东山旺膜类一新属
.

古脊椎动物学

报
,

19 9 1
,

2 9 ( 2 )
: 1 19 ~ 13 5

( 2 0 0 1
一

0 6
一

1一收稿
,

2 0 0一 0 8
一

10 收修改稿

西班牙通道形成于赫塘期
:
双壳类化石证据

沙金庚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南京 Z l 0 0 0 8
.

E
一

m a i l : J g s h a @ n i g p a s 刁 e
.

e n )

摘要 通过对侏罗纪扩散能力较强的海扇类双壳类分布历史的追溯发现
: 双壳类 C hl a

my
、

( C hl “
四 s)

v a lo n i e n s is (D
e fr a n e e )

,

aC 呷
to n e e r e s ( aC 呷

r o n e e t e s ) a u r i t u s ( v o n S c h l o th e im )和 hC la四
s ( C h l a哪

s
)

te xt 口 ir 。 v( on cs hl o ht ie m )最早诞生于欧洲西部三叠纪末瑞替期或侏罗纪最早期赫塘期初
,

紧接着于赫塘

期或稍晚时代通过西班牙通道扩散到了古太平洋东岸 这一研究结果
,

证 明了西班牙陆表海海路早至

赫塘期或更早期就已沿着泛大陆解体的破裂带形成
,

并从此沟通了西特提斯与古东太平洋
,

为特提斯

和古太平洋生物群的互相迁移和交流提供了通道
.

关键词 西班牙通道 形成 赫塘期

侏罗纪期 间
,

随着 自三叠纪就已开始的泛大陆 太平洋变窄 l ’ ,21 和全球海平面的持续上升 31[ ` ’ ,

沿着北

的解体
,

特别是在北美洲向西北方向漂移并导致了 美洲与南美和非洲之 间的泛大陆破裂带形成了沟通

1) s h a J i n g e n g
,

s m i t h p L
,

F让r s i e h
,

F T
.

N e w J u r a s s i e O s t r e o id a ( B i v a l v i a ) f r o m C h i n a
( T

a n g g u l a M o u n t a i n 、
,

Q i n g h a i
一

x iZ a n g p l a t e a u ) a n d 亨h e i r

p a l e o b i o g e o g r a p h i e e o n t e x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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