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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 LIJ 东 LJJ 旺东方祖熊 ( U r , a 。 。 , o r i e 。 , a l i s s p
·

n
·

) 骨架的牙齿部分
。

它是 U r , a 。 , ` ,

属目前已知个体最小的一个种
,
它的 砂 的跟座还没有明显地扩大

。

这表明该种还处在相当

低的进化水平上
。

另一方面它的下裂齿的跟座极宽
,

M
:

跟座长而向舌侧歪曲
,

前臼齿也相对

更小
。

这些特征又表明这个种已有若千特化
。
与欧洲已知种相比

,

它大约与 u
.

刁。 。 痴 在进

化水平上最接近或稍进步些
。

它和在 st d n h e i m 发现的 .U .cf 动纪 : 二 ed 细
,

在某些特化特征

上有些相似
,

这可能表明它们之间有较近的系统关系
。

根据东方祖熊的进化水平
,

我们推断山旺组的地质时代
,

大体应相当于欧洲的 M N o4

祖熊 ( u 。 。 “ ,
) 是欧洲中新世一类较常见的动物

。

它对确定地层年代很有用处
,

在

欧洲的二十多个地点中均有发现
。

遗憾的是
,

到 目前为止
,

所有已发现的祖熊化石都很破

碎
,

从来没有发现过完整的骨架
。

亚洲和北美只有极零星的材料报道 ( C h
.

rF i ck
,

1 9 2 6 ;

J
.

E
.

s to r e r ,

1 9 7 5: N
.

s c h m i d t
一

儿 t t l e r ,

1 9 7 6 )
。

我国到了 1 9 8斗年才首次报道了这一属化

石的发现 (祁国琴
, 1 9 8 4 )

。

山旺的这件标本是 1 9 81 年发现的
,

本来是一具保存完整的骨架
,

可惜在取出时被分

成了两半
,

而且若干颅后骨骼后来又脱落而散失了
。

由于头骨严重挤压
,

当时仅可见到几

枚前臼齿
,

无法确切鉴定其种属
。

直到 19 8 4 年底
,

才发现了挤压在头骨内的上
、

下齿列
。

它的臼齿的祖熊的特征十分明显
,

归人该属毫无疑问
。

山旺的祖熊是 目前已知最小的一

个种
。

除了某些原始性质外
,

同时也具有一些特化的性状
。

这些性状和欧洲的 u sr 二“ `

动 et r m e id “ , ,

特别是 st ie n he i m 的材料
,

较为接近
,

它们可能代表了 U。二“ ,
属中一个单

独的支系
。

这件标本之归入祖熊属
,

是原先未曾料到的
。
它的颅后骨骼显示出

,

这是一类颇为灵

巧的动物
:
腰部形成较大的弧度

,

尾较长
,

四肢纤细
,

后肢比前肢长等
。

这和我们对熊的

形象的理解差得太远
。

事实上
,

由于从未发现过祖熊的骨架
,

我们对祖熊的体态几乎一无

所知
。

所以这个骨架的发现
,

对于我们对祖熊的了解
,

特别是它在肢骨上和熊科动物的关

系
,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

不过
,

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

本文将首先介绍和讨论它的

牙齿及其与本属相近种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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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护a a 。 。 5 o r i e n t a il s s p
.

n o v
.

正型 82 0 8 46 (临胸古生物博物馆临时编号 ) ; 保存在两块硅藻土页岩上 的 同一 骨

架
。

特征 个体最小的 U art 似
, ; 前臼齿相对更小

,
裂齿及其后颊齿齿冠低

,

各尖分化弱
,

lM 外侧后根在前部近端有一纵沟
,

M
Z

小于 M
, ,
跟座小

,

M
;

根座特别宽
,

M
Z

跟座较长
,

比三角座更偏向舌侧
。

描述 从骨架上取下的
, 带有 4P 一 M

,

的一段左上领 ; 左下领水平枝 (具 P 3

一 M
3

)

(无垂直枝 )以及从右下领中脱落下来的 P 。

及 M
Z。

图 1 U r , tt o t, , o : t 。。 t a li s s p
·

n
·

左上 p `

一M
,

顶面观

图 2 ` 。 a o t,t o犷 i。 , t a l i s s p
·

n
·

左下 M :

一M
,

顶面观

P ` : 牙齿由前尖和后附尖组成
,

原尖只是齿带在内侧的膨大
。

前尖为齿的主尖
,

其尖

顶几乎位于牙齿外脊的中央
,

前岭伸至齿带处
,

后峭短 ; 后附尖内面平
,

外面为鞍形面
,

斜

向外伸
。

它和前尖的后脊以一凹槽相分
,

并共同组成明显的裂叶
。
齿带很发育

,

仅在外侧

接近后端处消失
,

齿带在内面特别强壮
,

它在前尖的内侧升高形成
“
原尖

。 , “
原尖

”
之前有

一微弱的沟
,

与其前的齿带稍稍分开
。

裂叶已开始磨蚀
,

但磨蚀不深
。

在其它地方未见磨

蚀痕迹
。

牙齿共有三个根
,

外后根最粗壮
,

向上斜向前方
,

内根最细
,

位于外侧两根之中
。

M
` : 外壁接近平直

,

前缘斜向内后方
,

内缘和后缘组成圆弧形
。

冠面上的四个主尖都

很低
,

前尖和后尖分离较远
,

前尖位置很靠前
,

其外壁圆隆
,

_

而内壁较平缓
,

在
瘾

部有一

自前齿带斜向后内方的细沟
,

将前尖和牙齿的其它部分分开
。

后尖比前尖低
,

它和前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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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一纵峭相连
,

此岭从外侧面看
,

为一宽浅的 U 形
,

后尖向内方伸出一弱峭
,

与次尖相

连
,

此峭把跟座与牙齿的其它部分分开
。
原尖和次尖都几乎分辨不出来

,

但它们的内面形

成陡壁
,

而显现出它们的尖形
。

四个主尖所围绕的面为一微凹的光滑面
,

仅在后尖的前内

方还保留不很清楚的细纹饰
,

前附尖很小
,

为齿带
、

稍稍膨大形成 ; 后附尖比较显著
,

与后

尖的分离也明显
。
牙齿的前缘和后缘都没有齿带前附尖和后附尖向内与齿冠面 融 合 而

显现不出齿带来
。

内齿带特别发育
,

形成颇宽的台面
。

它的唇侧面布满细纹饰
,

至原尖一

次尖陡坎之基部皱纹最深
。

跟座面面向后上方
,

与牙齿冠面的主要部分形成一两面角
。

此面大部分光滑
,

其外端的纹饰较发育
。

牙齿有外齿带
,

但显然较弱
,

在外侧中央处消

失
。

牙齿共三根
,

内根最宽大
,

前外根最细小
,

后外根的外侧面在接近齿冠附近有一个相

当深的沟
,

向上逐渐消失
。

这可能代表 M
`

原先还有一细小的单独的外中根 (许多肉食类

还有 此根 )
,

尔后逐渐与外后根愈合为一
。

树 : 外壁短
,

中央稍凹
,

并斜向后内方 ; 其它三面
,

前
、

内和后缘
,

特别是后缘都为圆弧

形
。

整个牙齿形态和 M
`

接近
,

但牙齿较 ,)J
,

后半变窄
,

跟座稍长
,

四个主尖更不明显
,

内齿

带更长
,

而且整个冠面布满细的纹饰
。
只有三根

,

二外一内
。

lP 一 P。
间都有小的齿隙

,

齿隙长在 1一 1
.

s m m 之间
。

P : :
仅在右侧保存

。
为单根

,

齿冠很低小
。

P : :仅在右侧保存
。

双根
,

比 P :

明显较大
。

P 3 :双根
,

已有一小的前附尖
,

它稍偏向内侧
,

而不在前方正中
。

后附尖不显著
。

主尖

后峭比前蜡稍长
。

内齿带发育
,

特别是在后半部
。

外侧齿带不显
。

P。 : 和 P ,

大体一致
,

只是后附尖已隐约分出
。

lM : 下原尖为三角锥形
,

下前尖稍向内弯曲
,

下前尖脊只有下原尖前脊的长度的一半
,

两者组成裂叶
。

下后尖顶端约与下前尖等高
,
但它与下原尖的分离程度不如下前尖者深

。

向后
,

下后尖和下跟座之间也没有很明显的分界
。

跟座特别宽大
,

下次尖并不位于外侧的

最后缘
,

所以形成一个圆弧形的外侧缘
。
跟座内缘上的下内尖也不明显地分为二尖

。

跟

座的盆面光滑
。

齿带不发育
,

仅在齿外缘前方微弱可见
。

次尖的外壁上也有一些垂直方

向的皱纹
。

M
Z : 整个牙齿近一扁豆状

。

冠面周围围以几乎连续的弱岭
。

下原尖和下后尖的锥形

都表现得不清楚
。

下后尖为齿中最高的尖
,

它和下原尖形成一横向的晴
,

将冠面分为前小

后大的两个面
,

下前尖分辨不出来
。

下后尖向后方伸出一峭
,

此峭斜 向内后方
,

然后与跟

座内缘的峭相连 ;下原尖向后也伸出一斜向内后方的晴
,

但此晴不直接和跟座外缘的峭相

连
,

中间留有一间隙
。

自下原尖和下后尖斜向内后方的后晴使跟座 (与三角座相比 ) 更歪

向舌侧
。

次尖向内侧有放射状细纹饰 ; 跟座内缘晴之外侧也有细的纹饰
。

齿带仅在外侧

中部发育
。

城 : 基本为圆形
,
仅外侧弧形较弱

。

外缘的前 1 /4 处有一小瘤状隆起
,

可能代表原尖
。

自此向内后方呈放射状散发出细的沟纹
。

齿的周围为稍稍隆起的岭形
,

将齿冠面封闭
。

没有齿带
。

喊 显然只有一个齿根
。

下领仅保留左侧 P 3
以后的一段

。

水平枝较低
,
在 P 。

之后为 14
.

s m m
,

而在 M
Z

之后为

14
.

6

~
。

下领下缘自
·

M :
后半开始斜向后上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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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r U~
。 一 的牙齿测 t 表 (M e au sr e me n t so f te e t h o f u , , a 。 。 )

(单位 : 毫米 )

UUUUUUU
.

o r i`刀 t a li了了 U
.

` l脚` 刀万了了 I J
_

鉴” 才, 护扭
月窟万以 rrr

U
.

e f
。

`月 t ` 尸邢 e d iu
了了 U

。

b r ` 夕i犷五i佗 u rrr

((((((( Q i u & a l
. ,

1 9 8 5 ))) ( C r u s a f o n t &&&&&&&&&&&&&&&&&&&&&&&&&&&&& ( H e i z m a o n ,
1 97 3 ))) ( H o f m a n n ,

1 88 7 )))KKKKKKKKK u r t阮
,

1 9 7 6 ))) ( K o e n ig s w a ld
,,,,

111111111119 2 5 )))))))

PPP 444
LLL 8

。

555 9
.

5一 1 1
.

55555 1 1
.

444 1 2
.

000

WWWWWWW 5
.

333 6
.

3一 7
.

44444 8
.

000 8
.

000

HHHHHHH 4
。

555 5
.

7一 6
.

4444444 6
.

000

MMM
lll

LLL 9
。

999 9
。

9一 12
。

33333

::::::
12

.

000

WWWWWWW 9
。

222 8
.

8一 1 1
.

5555555 10
.

222

HHHHHHH 3
.

555 4
.

5一 5
,

222222222

MMM
222

LLL 9
。

000 9
。

2一 10
.

00000 `

;嗜嗜
1 1

.

555

WWWWWWW 8
.

111 8
。

3一 8
.

8888888 10
.

000

HHHHHHH 2
.

888 3
.

4一 3
。

888888888

PPP ---
LLL 3

.

弓弓弓弓弓弓

WWWWWWW l
。

刁刁刁刁刁刁

HHHHHHHHHHHHHHHHH

PPP 222
LLL 5

。

00000000000

WWWWWWW 2
.

55555555555

HHHHHHHHHHHHHHHHH

PPP ,, LLL 5
.

333 6
.

5( A f et r s t o h l i n
))))))) 6

。

6***

WWWWWWW 2
。

222222222 3
.

6...

HHHHHHH 3
.

33333333333

PPP `̀ LLL 6
。

444 8
。

0一 8
。

6666666 8
.

0***

WWWWWWW 2
.

888 3
。

5一 4
.

0000000 3
。

***9

HHHHHHH 呼
。

555 4
.

5一 5
.

111111111

城城城 LLL 1 2
。

222 1 2
.

6一 1 4
。

333 14
。

555 14
.

999 16
。

2 ...

WWWWWWW 7
.

2 ( T a l
.

))) 5
。

3一石
.

777 6
.

999 8
.

222 7
。

2***

HHHHHHH 5
.

5 ( p r o t
.

))) 5
.

7一 6
。

666666666

MMM
:::::

9
。

666 9
.

7一 1 1
.

222 1 1
,

222 12
.

4
___

1 1
。

8***

6666666
。

lll ,
.

9一 6
.

777 6
.

999 ~ 7
.

555 7
.

4***

3333333
.

1 ( M e t a e
.

))) 3
.

5一 4
.

000000000

MMM
,,

LLLLL 5
·

’ 一 6
·

9

}}}}}}}}}
WWWWWWWWW “

.

2一 5
.

“

}}}}}}}}}HHHHHHHHHHHHHHHHH

* A f et r T h e : l
i u s

比 较 与 讨 论

山旺这件标本应该归人 U sr 。 “ 属
,

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

U。 “ “ , 这个属在整个

熊类中是很容易区分的 (见洲 oss er ,l 8 99 和祁国琴 198 斗的特征记述 o) 它的个体是熊类
巾最小的

.

前臼街原始 : 除 lP 外
,

都是双根
,

齿冠扁长
,

和熊属退化的前臼齿相比
,

差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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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 M
:

( L ) 与 M
:

( L ) 和 M
:

( L ) 与 M
:

( W ) 比较表 ( % )

(单位 : 毫米 )

UUUUU
。

` l俐心” 了 i了了 U
。

o r萝亡称 t a l i sss U
。

i” t心犷用 c d i u 了了 U
。

c f
---

U
.

b 犷̀ 夕 i犷汤i刀 u 了了 U
.

d 廿 P己犷心名iii

iiiiiiiiiii称 t心犷叨亡d i“ 了了了了

MMM
,

( L ) /M
Z

( L ))) 13 777 12 777 12 999 12 000 1 30一 15 000 13 666

MMM
:

( L ) /M :

( W ))) 2 1 999 1 6 999 2 1000 18 222 1 93一 2 1666 18 888

((((( w i n t e r s h o f w e s t
)))))))))))))

22222 3 3333333333333

(((((卫 l m )))))))))))))

显
,

这个属的裂齿后的臼齿在相对大小和形态上己开始接近现生熊类
,
但也仍保留若千原

始性质
,

如齿带发育等
。

其裂齿还大体处在 H e o i cy 口 , 的水平
,

只是
“ 原尖

”
还更小些

。

在

所有这些特征上
,

山旺的标本都与 U。 召 , “ ,
属完全一致

。

U。 。 , 。 属共包括七个种
。

其中出现时代最早
、

个体最小和构造最原始的是 U
.

el m胡
-

后
。
山旺的标本

,

在个体上比 U
.

以m 胡后 还小
,

在构造上
,

除了个别的特化性状外
,

在总

的进化水平上大体与它相当
,

而比其它种要原始
,

个体也小
。

所以和其它的种也是易于区

分的
。

下面我们主要把山旺标本与欧洲最原始的 U
.

el , 。 后 进行对比
。

`

.U el , cn 后 是 H
·

.G st ihe in 1 9 17 年所定
。

他所依据的是三件标本
:
一带有 P ;

一 M
Z

(有 呱 的齿槽 )的左下牙床 ; 一左下犬齿及一右 M
`

的内半部
。

这些材料是 1 9 13 年前普

鲁士皇家地质所的 E
.

vo n Sey ifr de 在修建法兰克福至 F ul da 铁路开凿山 洞 时
,

在 lE m

(法兰克福东北约 60 公里 ) 的黑色含云母砂犀中发现 的
。

tS
e

心
“
建立 新种 的理由有

二
: 1

·

个体比当时已知的两个种 ( U
.

b r e o i r五i , “ , ,

H o fm a n n ,

1 5 5 7 和 u
.

户厅 , a e , u s ,

G a -

iall dr, 1 8 9 8) 都小 1)1 2
.

M
:

和 岭 比例上都更窄一些
,

它们冠面上的晴和尖的分化都较清

楚
,

齿冠表面光滑
。

2 9 3 7年 R
.

n e hJ 卫 在 E ihcs
t o t t 附近的 w i n t esr ho f

一

w e s t
(慕尼黑北偏西约 1 10 公里 )的

裂隙堆积中又发现了相当多的零散材料
:
包括八个破碎的下颇和 50 多颗牙齿

。 D e h m 当

时就把它订作了 U
.

刁。 朗后
。

但是详细的记述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于 1 9 5 0 年

才正式发表
。

D e知滋 认为
,

lE m 的材料在大小上是在 w in et r s ho f
一

w est 的变异范围之内
,

属于其中的大个体者
,

形态上没有什么重要差异
。

和上述的材料相比山旺的标本有以下

几点不同
:

1
.

从整个个体讲
,

山旺标本比 U
.

以。 邵后 已知的材料还要小
,

在所有的长度测量项

目中
,

除了少数几项与 w i nt er s如 f
一

w est 的最小的一致外
,

其余的都小于后者
。

根据 D e

hm
的测量数据

,

山旺标本中只有 M
` ,

M
, ’

和 M
3

的长度是落在后者变异范围之内 (属于最小

者 )
。

根据 K u r t e n
后来 ( 19 7 6 )对 W in t#er ha f

一

W
e s t 材料的重新测量

,

山旺标本中的 M
,

的

长也小于后者的最小者
。

在宽度上
,

除了 M
:

的宽度 (这是山旺标本的重要特点之一 )
,

只

有 lM
,

呱 和 M
3

相当于后者的最小者 ;而在齿冠的高度上
,

毫无例外
,
山旺的标本都低

。

l) 当时巳定了第三个种 .U 山 p cr “ 矛 sc h los
s“ ,

1 9 0 2
。

这个种比上述两个种还大
,
所以并不 影响 s et 川坛 的

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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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山旺标本的前臼齿
,

无论从相对于臼齿的大小
,

还是它本身的绝对大小来看
,

都特

别小而薄
。 这方面可供对比的测量数字较少

,

但至少从 戮 的测量可以清楚的看出(表 1)
。

这表明
,

山旺标本的前臼齿
,

与本属的其它标本相比
,

是退化得较强的
。

3
.

山旺标本臼齿上各尖的分化都很弱
,

所以从侧面看
,

各尖的锥形形态 (除 M
:

的三角

座外 )都极不明显
。

斗
.

P` 的 “
原尖

”
大概是本属所有已知材料中最不发达的

。 .

它向内侧伸展弱
,

使 P` 宽度

比其它种小
。

5
.

M
:

跟座特别宽
,

形成一个相当大的
“
盆气

6
.

M
Z

下原尖和下后尖的后峭斜向内后方
,

使跟座的冠面向内侧歪斜
。

7
.

M
`

的外后齿根
,

还保留外侧中央齿根的愈合痕迹
。

这一点是否是本种的特点
,

还

不能肯定
。

但在我们所对比过的本属各种的标本上都没有这一特征
。

鉴于 以上这些明显的区别
,

我们建议定立一个新种
:
东方祖熊 U sr 即“ : 口

成川 al 行
。

关于这个种和本属其它种之间的系统关系
,

由于巳知的材料太少
,

还很难做出较肯定

的推断
。

但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
,

山旺标本在某些形态特征上和德国 tS ie hn ie 。 发现的

材料反而有些接近
,

虽然后者显然已是一个很进步的种 ( M
,

已有很发育的跟座 )了
。

关于 st ie hn ie m 的材料的归属
,

原来就有过争议
。

首先描述 st ie hn ie m 材料的是 .R

.v oK en igs wa ld
。

他于 1 92 5 年记述了一件带 创一M
,

的上领
。

这件标本是 1 9 0 0年采集到

的
, 19 0 8年 T

.

E gn le 在化石名单中曾提及
,

但并未详细研究
。 v

.

K oe in gs w al d 把它定作

.U br
。
沁从“

s 。 1 9 2 8 年
,

.C vi
r比 和 G

.

lL eu ca 又记载了 st ie hn ie 。 的一件带有犬齿和

lM , M
Z

的下领骨
。

这是 场 On 大学的一件标本
。

该作者认为它的 M
,

比 U
.

b。 “ 动动盯

者稍更退化
,

而 呱 则相反
,

相对更长
,

亦即更向现代熊类方向进化
。

但这一标本的个体

大小仅和 U
.

b r e , i , h i n u ,
差不多

,

所以就把它定作 U
.

P r e m a e 。 “ ,

mu
t

.

, z e i n h ic m 。 ,
廊

。 1 9 7 3

年 H ie z

anr nn 在研究这一地点的肉食类时
,

把这两件标本合在一起
,

定为 u
.

J
.

动 ,c ,
。 -

dt’u 气
,

.
_ .

_

v
.

i , ,。 r 。诫
u ,
本来是 R

.

, 。。

勒
e n ig : w a一d

, 1 9 2 5 年根据采 自

南约八十公里 )的属于同一个体的两枚牙齿
,

lM 和 地衬建立的
6

最原始的 .u el 。翻后 ( 当时只有 lE m 的材料 ) 和
·

.U 去、 砰动 in ,

E n g le s w i se ( T位bi n g e n

它们的大小恰恰介于

之间
,

所以定了此名
。

还.U19 5 2 年 E
·

T h
· n i U s

把这个种合并到 U
·

b r ` “ i动 i
, u `
中去了

。

不洲
e i Z

hat
n n

( 1 9 7 3 )

认为这个种应该存在
。 H 。铭城以 n n

’

认为
.

set ihn
e三二 这两件标本和 vo n

oK en igs w al d 的

沁叮 , icd su 有下列相近之处
: 飞: M

:

的下前尖较短拼
·

M
Z

的跟座相对较长和 3
·

M
:

与 残
相比较短 (见表 2 o) 但 tS ie n he i。 的标本 M

:

的下前尖更短
,

跟座更宽
,

呱 的跟座更长
,

而和 u
.

in 。 , , e id “ ,
的正型有别

。

所以 H ie z m :
nn 把它定为 刀

.

cf
.

沁。 。 叼沁 s 。

恰恰在后两点上
,

山任的标本和 st ie n h e i爪 的材料更为接近
:

M
:

的长宽比在山旺的

标本中为 1石9务
,

同一比例在 st ie必
e
im 中则为 1拟 沁二 而在其余标本中丫般 城 的长总

是等于其本身宽的两倍或更多
。

M
:

长 / M
:

长在山旺标本中为 12 7务
,

在 趾 ie n b` m 标

本中为
`

120 多之在
u

.

加cr m c id “ ,
中为 129 外)

,

而在其余标本中
一

。

一般都不小于 1朽多
。

还可以指出的一点是
,

st ie n he i m 标本中的岭 在构造上也和山旺的标本更接近
:
它

的跟座也是向内侧歪斜的
,

下原尖的后晴也是斜向内后方
,

而且三角座的前半圆形峭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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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也相当接近
。
此外

,

个体特别小也可能是 山旺和 st e ihn ie m
,

标本的共同点
。

前者是本

属中已知最小的种
,

而后者
,

虽然比 U
.

le m cn 后 稍大
,

但和与它进化程度相近的 种如 :

U
·

户r泣, a `“ “ s ,

U
·

d e户e r e “ 等比较 (因为 s t ie n h o i m 标本 M
,

的跟座已
’

经很大了 )
,

它的个

体是出奇的小
。

如果这两者真有比较接近的系统关系的话
,

那么 tS ie hn ie m 的标本应 该

是山旺种的后代
。

关于 U 。 。洲 , 。衬 , ial
, 的地质时代

,

我们可以根据欧洲上述这些种的地史分布 作 一

些推测
。 U

.

e l o e 。 ,行 主要是 B u r di g a li a n
期的 ( M N Z一 4 )

。

W i n t e r s ha f
一

W
e s t 现在被放 在

M N 3 ,

这已是没有多少争论的 了
。 lE m 地点

,
st e

hii
n
根据在同一涵洞内相距约 3

.

5 公里

发现的 A n c h i动 e
ir u 。 判断

,

应该也是 B u r id g a l i a n
期的 ( S t

hie i n ,

19 1 7
,

p
.

2 0 4 )
。

v
.

。 l , 。 , 五, 也可能延续至 M N S。 T h e n i u s 19 5 0 ( p
.

5 3 ) 指出
,

在 P i t t e n
附近 的

eL iid gn 的褐炭层中也发现过一枚个体极小的 M
Z 。

它的大小和形态和 u
.

。
伽 en 万

, 的一

致
。
这个地点的时代是早 H e l v e t ia n

( M N 4 b 或 M N S ) 最近 H e i z

am
n n 也提到 ( 1 9 7 3 ,

p
.

4 5 )
,

U
.

e l o e , , i , 可以延续到 V i eu
x C o l l o n g es ( M N 4 b )

。

如上所述
,

山旺的标本在个

体上比 u
.

。
枷

。 , 五,
还小

,

而且 M
,

也很小
,

但它也显示了若干特化特征
:
下臼齿相对加

长
,

M
,

跟座变宽等
。
综合起来考虑

,

.U 口
爪川al i, 在进化水平上

,

可能与 U
.

el 。胡后 大

体相当
,

或稍更进步一些
。

T h e n i u s
还指出过 ( 19 5 0 , p

.

5 3 )
,

欧洲的 U sr a , “ ,
很可能是

在以森林为主的地区个体大些 ( aL rG i ve
,

O P eP in
,

N eu dor f sP alt e)
,

而在以沼 泽地 派主

的地带则个体较小 (如 E n g e ls w i es
,

T h e n iu s
认为

v
.

oK
e n i g s w a l d 的 刀

.

i o t。 , , 亡沂“ , 乃是

小个体的 U
.

br 。俩 i二 s)
。
如果确实如此

,

那山旺个体特别小的标本
,

也是可以理解的

了
。

这样
, u

.

耐胡 at ils 的时代
,

就很可能是 M N 4 ,

但也不能排除早些或晚些的可能
Q

( 1 9 5 5年 2 月2峪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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