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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新材料

陈 醒 斌
(中国科学院古脊稚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1 9 8 4 年 10 月
,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湖南省博物馆和道县文化

局组成联合工作组
1) ,

对湖南省道县乐福堂乡塘贝村附近的一洞穴 (下简称塘贝村洞 )的更

新世堆积进行了发掘
,

采获了一些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

塘贝村洞的洞口 高出地面约 8 米
,

在洞 口 的地面上
,

有扰乱的松散沙土
,

在洞内比洞

口高 3 米处
,

可见含化石的堆积物
,

其范围不大
,

约有 10 平方米
。

另外
,

在洞壁较高处残

留一层胶结得十分坚硬的黄色粗砂
。

现存的这层堆积
,

在洞内各部分变化很大
,

平均厚约
1 米

,

中含零星化右
。

从这层堆积的产状和岩性来看
,

它的时代要比前面提到的
、

位置较

低的含化石层要早一些
。

我们发掘了约 10 平方米的含化石堆积
,

它的地层 (依已发掘的部分 ) 可分三层
,

由上

而下是
:

1
.

松散的黄红色砂质土
,

厚约 0
.

8米
,

含较丰富的化石
。

2
.

红色亚粘土
,

厚约 1米
,

较致密
,

但未胶结
,

其上部发现过零星的化石
。

3
.

砂砾层
,

砾石磨圆度良好
,

分选一般
,

砾径多为 1一 2 厘米
,

未胶结
,

也未找到化石
,

已挖厚约 3 0 厘米的堆积
,

未见底
。

发掘所得的哺乳动物化石均为单个牙齿
,

大多数牙齿的齿根被啮齿类动物咬掉
。

这

些化石的石化程度较深
,

表面呈淡黄色
,

经初步鉴定
,

有 24 种 (属 )
,

现开列名单和报告材料

如下
:

灵长目 p r i m a t e s

似黑长臂猿 yH
l o b a ,。 5 e f

.

c o n c o l o ;
颊齿 3 枚

。

弥猴 M ac ac
a sP

.

门齿
、

犬齿
、

上前臼齿和上
、

下臼齿等 30 多枚
。

啮齿 目 R o d e n t i a

竹鼠 R h讼口 m sy sP
.

残门齿和臼齿数枚
。

无颈鬃豪猪 H sy itr 二 , ub c
isr at ,a 臼齿数枚

。

食肉目 C a r n i v o r a

西藏黑熊 U r , u , t h i b e za , u s 犬齿数枚和颊齿 1 0 枚
。

大熊猫 A i l“ , o P o d a m e l a n o l o u c a fo 。 。 a li ,
颊齿 9 枚

。

猪灌 rA ct on yx co all isr 上
、

下臼齿等 10 枚
。

德氏猫 eF ilt 纪il h ar id 完整的上第四前臼齿 1 枚
、

残破的门齿和颊齿多枚
。

1) 工作组成员除作者外
,

还有本所的吴茂霖
、

湖南省博物馆李科威和道县文化局的吴志洪 ;在标本鉴定和写作中
,

得到韩德芬等指导
,
谨此致谢

。



3期 陈醒斌 :湖南省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新材料

化石小灵猫 i V, e r ir c “ l a o a l a c c e , 万 5 f o而11;。
上第四前臼齿 1 枚

。

灵猫 iV 。 。 。 sP
.

上第四前臼齿 1枚
。

豹 p a , th。 , a 户口r d。 ,
颊齿 3 枚

。

狼 L “ P“ , l“如
: 上第一前臼齿

、

第四前臼齿和上内侧门齿等 4 枚
。

香狸 p ag “ m o sP
.

上颊齿两枚
。

爪哇豺 c “ o n ja , a o i c u s
上第一臼齿两枚

。

水獭 L “ tr 。 ,s p
.

颊齿两枚
。

斑鼠狗 。 oc ut o sP
.

上
、

下第二前臼齿各 1枚幻。

长鼻目 P r o b o s c i d e a

东方剑齿象 tS ge od on 口 ir 跳 at ils 保留三个齿脊的乳臼齿 1枚和一些臼齿残片
。

似亚洲象 刀 cP h o cf
.

加 a石。 “ , 几件残破的齿板
,

釉质层厚为 2一 3 毫米
。

奇蹄目 p e r i s s o d a c t y la

中国犀 R h i n o c e r o s is n e , 5 15
上乳臼齿和下颊齿各 1 枚

华南巨摸 M
e g a z a P i , u , a “ g u s t u s

下颊齿 1枚
。

偶蹄 目 A r t i o da c t yj
a

鹿 。 r t,u , sP
.

颊齿等多枚
。

虎 M“ n it’ a c “ 5 s p
.

颊齿多枚
。

水牛 B ub al us sP
.

下第三臼齿和其他颊齿 4 枚
。

野猪 叙
, 、 , of 4

颊齿多枚
。

塘贝村洞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

鉴定到种的有 巧 种
,

其余的仅能鉴定到属
。

这个地

点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没有晚第三纪和早第四纪的代表种
,

绝灭种占 25 务
,

大量的是现

生种
。

这就意味着这个地点的哺乳动物组合的时代不会太早
,

但又未越 出更新世的上限
。

与湖南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组合相比
,

它和螺丝旋山洞的哺乳动物 组合很相近
,

王令红

等认为
“
螺丝旋山洞的哺乳动物化石较大可能属于晚更新世 ,’( 王令红等

, 19 8 2 ) ; 与邻省

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资料对比
,

显然比广西柳城巨猿洞
、

柳州笔架山和湖北建始的龙洞

的哺乳动物组合的时代要晚
,

而与广西
、

广东和湖北晚更新世的哺乳动物群比较接近
,

因

之
,

我们认为
,

将塘贝村洞发掘所得的哺乳动物化石的地质时代定为晚更新世是适宜的
。

塘贝村洞的哺乳动物化石组合无疑是属于华南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
。

依这个动物

群的生态特点
,

该地区当时的环境类型
,

与我国南方广大地区一样
,

属热带或亚热带的温

暖而潮湿的森林型
。

这个
.

地点发现的长臂猿化石
,

对研究这种动物在我国的地理分布有一定的意义
。

在

我国
,

长臂猿生活于云南的南部和海南岛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中
。

在我国南方
,

在更新世

地层中已发现不少的长臂猿化石
,

见于报道的有 10 个地点
,

属于晚更新世的有 5 个地点 :

贵州桐梓岩灰洞
、

广西桂林宝积岩
、

都安九楞 山
、

宜山屏风 山的飞鼠岩和云南西畴的仙人

巧 化石小灵猫系裴文中教授定的新亚种
, 原著

《柳城巨猿洞及广西其他山洞之食肉目
、

长鼻目和啮齿目
》
在印刷

中
。

2) 斑鬃狗 c , oc 川 a sP
.

材料很少
,
但从我国南方更新世鬃狗化石发现的地史情况来看

,
它可能是最 后傲狗

C r o c “ t a “ l t i用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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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

塘贝村洞长臂猿化石的发现
,

又增加了一个新地点和材料
,

它是已知的
、

晚更新世长臂

猿分布的东部的北界
。

湖南以往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 旧石器文化遗物发现甚少
,

已见报道的有杜恒俭采

自龙山县洞穴红土层中的少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

张森水记述过桂阳县岩碧洞的一件骨锥

和王令红等发现于湘西三个洞穴中的哺乳类化石
。

塘贝村洞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是湖南

省已记述的
、

在一个洞穴内出土 的哺乳类化石种 (属 )最多的地点
,

德氏猫等 8 种均系该省

首次记录的化石
。

它的发现
,

不仅为湖南省增加了一个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和

一些新资料
,

而且为今后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开展工作
,

提供有意义的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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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图版最后一页 )

比例
,

越来越大
。

我国这几年
,

在动物地理方面也 等以上学校的教科用书
,

似乎都显得十分严肃
、

庄

有较多活动
,

但仍显得十分不足
,

各分支学科间缺 重
,

但从另一方面说
,

也可认为过于呆板
,

不是很

少交叉
、

配合与综合
。

我们希望也能有几本完整 生动活泼
。

我们似乎多少年来已养成了一 种 习

的
、

大本的动物地理教本出版
,

可以帮助推动与便 惯
, “
庄重

、

严肃” 与
“
生动

,

活泼 ” 是对立的
。

其实国

利这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

最后评介人对本书的 外过去也都如此
,

但近年来有明显变化
,

相信这是
“
漫画式 ” (或

“
动画片”式 ) 的插图方面

,
也有些感 一种有效益的改进

。

想
,

我国的各种学术论文 (至少是稍专门的 ) 与中 (周明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