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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牙齿主尖釉 质层 、齿质暴露程度 、齿窝封 闭情 况、齿冠的相对 高度 、咀嚼 面的磨 蚀程度及牙 冠齿缘 

釉质层的联合程度等方面对田园洞梅花鹿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划分。研究结果显示，中年 、青年个体 占主 

体 ，其次为幼年和老年个体 。这表明动物死亡的原因不是 自然死亡 ，很 可能是史前人类 狩猎造成 的灾害性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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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周 口店 田园洞是近几十年来所发现的距离周 口店遗址最近的含古人类化石及哺乳动物 

化石丰富的洞穴⋯。目前在此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有 34件 ，哺乳动物化石有 39种 ：其 中，灵 

长目 1种 、食虫 目3种 、翼手 目2种 、兔形 目2种 、啮齿 目 12种、食肉 目 I1种 、偶蹄 目 8种。 

从其堆积物特征及化石组合方面判断，田园洞与周 El店山顶洞极为接近。首先 ，二者的 

堆积物很相似 ，主体堆积都是未胶结的含亚黏土的角砾堆积 ；其次 ，石化程度均较浅 ；第三， 

在动物群组成方面 ，两者有很多共有属种 ，并且有几个属种是首次出现于华北地区。山顶洞 

和田园洞动物群，都是以梅花鹿为主(山顶洞中还有虎和野兔也很丰富)；同时两者也有很大 

差异 ，不仅表现在动物群组成方面，而且在化石的保存状况方面 。山顶洞的化石保存较为 

完整 ，种类也较田园洞的丰富 ；田园洞动物群则 以梅花鹿 占绝对优势 ，食肉类 动物很少 ，化石 

保存状况较差 ，几乎无完整的骨骼化石发现。 

目前已经做 了 C加速器质谱(AMS)年代测定；结果表 明角砾层底部堆积物形成 的绝对 

年龄介于30 500BP--39 430BP，这说明田园洞的主体堆积形成于 3万多年以前 j。 

本文从牙齿主尖釉质层 、齿质的暴露程度、齿窝的封闭情况 、齿冠的相对高度 、咀嚼面的 

磨蚀程度及牙冠齿缘釉质层的联合程度等方面对梅花鹿的年龄结构进行 了划分 ，进而推断 

动物在死亡时所处的年龄阶段，如幼年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动物死亡方式不同，形 

成的年龄结构也不相同；由此分析动物的死亡原因与史前人类狩猎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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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石材料 

2．1 田园洞大 中型哺乳动物牙齿数量的统计 

本文总共统计田园洞大中型哺乳动物 的牙齿 269件 (图 1)，其 中恒齿 233件，乳齿 36 

件。牙齿保存状况较差，完整带齿骨的牙齿数量很少，主要以单个牙齿为主。其 中，P3数量 

最多 ，占总数量的 12％，其次为 P2，占总数量的 10％；犬齿 的数量极少，上犬齿和下犬齿共 4 

件。在犬齿 中，香麝上犬齿 l件，黑熊下犬齿 l件 ，野猪下犬齿 2件。门齿 主要是梅花鹿和 

野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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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田园洞大 中型哺乳动物 牙齿统计柱状 图 

Histogram showing the numbers of each tooth type of large mammals from Tianyuan Cave 

2．2 梅花鹿牙齿数量统计 

梅花鹿是本动物群的优势种 ，其 中，恒齿 175件，乳齿 29件 ，因破损而不能分辨左右的 

牙齿 39件，总计 243件 ，占大中型哺乳动物牙齿数量的 90％；其中，P3数量最多，占总量的 

15％，其次是 P2占 10％(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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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田园洞梅花鹿牙齿统计柱状图 

Histogram showing the numbers of each tooth type of Cervus no on from Tianyuan Cave 

2．3 从牙齿统计推断田园洞梅花鹿最小个体数 

对田园洞动物群梅花鹿牙齿进行 的统计(表 1)，可辨别左右的梅花鹿恒齿 和乳齿数量 

为 204件。在恒齿中，左 P3数量最多，为 17件；乳齿中左 dp2、右 dp2、左 DP3和右 DP3最多， 

数量分别为4件；这样从对梅花鹿牙齿最小个体数的统计中，可得出成年梅花鹿的最小个体 

数至少为 17只，幼年个体至少为4只。 

3 田园洞梅花鹿年龄结构分析及动物死亡原因探讨 

3．1 确定动物年龄的方法 

动物的年龄结构是研究居群结构、数量变动、行 为等生态学特征时一个不可缺少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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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因而对确定动物年龄的方法前 人做 了大量 的研究 ，其中以 Morris的工作较有代表性 ，他 

在“A Review of Mammalian Age Determination Methods”一文中，对确定哺乳动物年龄的方法进 

行了全面的回顾。这些方法主要有：1．个体的大小变化；2．个体某部位的磨损，如牙齿齿冠 

随年龄增加而降低；3．个体在生长过程中，某些部位特征的变化，如牙齿的生长顺序及骨骺 

的愈合等；4．个体某部位生长环的数目变化(转引自文献[3])。 

表 1 田园洞梅花鹿牙齿最小个体数统计 

The M NI based on the teeth of Cervus nippon from Tianyuan Cave 

骨骺的愈合与否是划分动物成年与幼年的重要标志。由于哺乳动物要到一定的年龄骨 

骺才和骨干愈合，这样依骨骺的愈合与否就可以将动物的年龄很容易地划分成为二个阶段 。 

实际上 ，许多哺乳动物不同部位的骨骺愈合时间并非相同。只要标本的数 目足够多，保存得 

足够好 ，并掌握到各种骨骺的愈合时间 ，就可以将一种动物划分成为较多的年龄组。但是在 

大多数情况下 ，以骨骺为依据所划分的年龄组也显得太粗，对化石动物年龄的解释不具备太 

多的意义。总之，利用骨骺的愈合与否来划分动物的年龄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在缺乏牙齿的 

情况下，仍可说明许多问题。在分析龙家沟三趾马动物群中某些门类时 ，就利用骨骺来划分 

动物的年龄阶段 。 

无疑，判定有蹄类动物年龄最有效的部位是牙齿 ，有幸的是 ，牙齿也是动物群 中发现数 

量最多，最易保存的 。关于鹿类动物年龄鉴定及划分的研究 ，国内外已有多则报道 。主要 

集中于牙齿生长 、替换和磨损程度鉴定法与牙齿齿轮鉴定法 以及这两种方法的比较研究 ]。 

在许多有蹄类中 ，靠齿轮鉴定法来确定动物 的年龄。尽管这种方法对野生 的动物很适 

用 ，但是证明在化石动物 中并没有很大用途。一方面因为用于观察的化石标本已经毁坏 ，另 
一 方面由于很少有化石标本保存了齿轮的结构 。关于动物化石种 ，在 1979年 Spiess的研 

究中表示 ：比起确定动物死亡的年龄，齿轮鉴定法在确定动物的死亡季节方面更适用(转引 

自文献[4])。 

在化石有蹄类中，最实用的方法就是以牙齿的萌出顺序、磨蚀程度来确定年龄。但是， 

这种方法的主观性很大 。另一方面以牙齿的萌出顺序、磨蚀程度、冠高为依据所确定的年 

龄，只能反映出各年龄组的相对年龄 ，换句话说 ，只能知道谁比谁老 ，而无法了解到它们的年 

龄到底是多少。而“年轮”就不同了，它可以确定出动物的绝对年龄。这一方法如使用到一 

些脊椎动物的某些部位，如鱼的脊椎 等是有一定作用的，但用在牙齿上，则问题还是比较 

多的 。 

总而言之，利用齿冠高低来确定动物的年龄，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它在古生物方面 

确定化石动物的年龄还是很实用、可行的" 。在本文中运用测量齿冠高度、观察牙齿磨蚀情 

况来确定动物的年龄，齿冠高低是和牙齿磨蚀程度相关联的，它常用于动物死亡年龄的确 

定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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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齿 冠 高 度 测 量 方 法

本 文 对 臼 齿 和 前 恒 臼 齿 进 行

了 测 量 ， 对 齿 冠 高 度 的 测 量 方 法

是 从 牙 齿 咬 合 面 到 齿 冠 和 齿 根 分

隔 处 之 间 的 距 离 。 下 牙 是 从 颊 齿

面 测 量 ， 上 牙 是 从 舌 侧 测 量 ( 图

3 ) 。 在 多 叶 形 牙 齿 或 多 脊 形 牙 齿

中 ， 通 常 是 从 最 前 脊 或 最 前 叶 测

量
¨

。 对 牙 齿 的 测 量 ， 前 臼 齿 和

臼 齿 更 适 用 ， 反 之 ， 犬 齿 和 门 齿 不

适 合
㈠⋯

。

本 文 对 梅 花 鹿 臼 齿 和 前 臼 齿

高度 测 量 后 ， 在 ( 表 2 ) 中 计 算 了

图 3 牙 齿 齿 冠 测 量 方 法

M e t h o d o f t o o t h c r o w n m e a s u r e m e n t ， A ， 左 M 3 ； B ， 左 m 2

牙 齿 的 不 同 磨 蚀 阶 段 中 的 齿 冠 高 度 平 均 值 和 测 量 高 度 数 据 范 围 。

表 2 田 园 洞 梅 花 鹿 前 臼 齿 和 臼 齿 高 度 测 量 数 据 ( 平 均 高 度 和 高 度 数 据 范 围 c m )

T h e m e a n v a l u e a n d r a n g e o f c r o w n h e i g h t o f p r e m o l a r a n d m o l a r o f C e r v u s n ip p o n f r o m T i a n y u a n C a v e

3 ． 3 对 梅 花 鹿 牙 齿 进 行 的 年 龄 结 构 分 析

3 ． 3 ． 1 鹿 类 动 物 颊 齿 的 形 态 学 特 征

虽 然 颊 齿 的 形 态 构 造 成 分 有 很 多 ， 但 有 不 少 形 态 构 造 成 分 在 整 个 科 内 非 常 稳 定 。 根 据

观 察 比 较 ， 鹿 类 动 物 的 颊 齿 形 态 在 种 与 种 之 间 大 同 小 异 ， 其 主 要 相 同 或 基 本 稳 定 的 特 征 如

下
⋯

：

a 颊 齿 由 若 干 新 月 型 的 主 尖 组 成 。 上 颊 齿 的 新 月 型 主 尖 凸 向 舌 侧 ， 下 颊 齿 的 新 月 型 主

尖 凸 向 颊 侧 。

b 上 臼 齿 一 律 由 四 个 新 月 型 的 主 尖 组 成 。 在 下 臼 齿 中 ， 第 一 和 第 二 下 臼 齿 均 由 四 个 新

月 型 的 主 尖 组 成 ， 而 第 三 下 臼 齿 则 在 这 四 个 主 尖 的 基 础 上 在 牙 齿 后 方 由 舌 侧 的 下 内

小 尖 和 颊 侧 的 下 次 小 尖 组 成 一 个 次 生 的 第 三 叶 。

c 大 部 分 上 前 臼 齿 的 长 度 从 前 向后 依 次 减 少 ( 即 P 2 > P 3 > P 4 ) ， 宽 度 依 次 增 加 ( 即 1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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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P4)；下前臼齿的长度和宽度从前 向后均依次增加 。相反 ，上 臼齿(M1一M3)和 

前两枚下臼齿(m1一m2)的长度和宽度的变化与臼齿的齿序关系不明显，其 中 M1和 

m1的长和宽比其它臼齿稍小一些。 

3．3．2 梅花鹿牙齿磨蚀阶段划分 

牙齿齿冠磨蚀程度的测定最常用 的方法是观察釉质 、齿质 、白垩质的暴露情况来确定 

的 。本文对梅花鹿年龄的分析主要通过牙齿主尖等釉质层，齿质的暴露程度，各齿尖釉 

质层的连续程度，齿窝(infundibulum)的封闭情况，齿冠的相对高度，冠面的平坦度等指标，将 

田园洞梅花鹿的牙齿磨蚀情况分了四个阶段(图4、图5)，其划分标准如下： 

a 未磨蚀的恒齿。牙齿 已经完全长出但是还未使用。 

b 轻微磨蚀 的恒齿 ，这个阶段 的标准是：釉质层 已经磨蚀 ，齿质暴露面积较少 ，还未连 

成封闭“B’’或“D”形 ，近中尖 ：近中坡 、远中坡 ；远中尖 ：近中坡和远中坡釉质层 开始 

磨蚀 ；臼齿和前臼齿 中的齿窝面积很大，齿缘锯齿状起伏较大。 

c 中度磨蚀的恒齿 。此阶段 的标准是 <齿冠高 的 50％被磨损 ，齿窝面积较轻度磨蚀 

阶段有所缩小 ；近中尖和远中尖之间还未完全连接起来 ；外 围的釉质层还未完全形 

成封闭的“B’’或“D”；齿质暴露面积较轻度磨蚀 阶段增大 ，齿缘锯齿状起伏也较轻度 

磨蚀 阶段缓和一些 ，咀嚼面较第二阶段平坦。 

d 深度磨蚀的恒齿。此阶段的标准是 >齿冠高的 50％已经磨损 ；主齿尖 已经几乎没 

有棱角 ，齿窝将要完全封闭 ；远中尖和近中尖之间已经完全连接起来 ；外 围的釉质层 

已经形成了封闭的“B”或“D”；齿质完全暴露；咀嚼面近乎平坦；牙齿磨蚀得很严重。 

随着牙齿磨蚀程度加深 ，齿缘的锯齿状起伏幅度逐渐变小。 

3．3．3 参考马鹿牙齿的磨蚀和萌出情况来判断梅花鹿牙齿的磨蚀 

根据 Brown 13 3，马鹿的 m1在轻度磨蚀时 ，动物的乳齿仍然存在 ，此阶段为幼年期；m2完 

全萌出，近中尖的近中坡和远中坡釉质层稍微磨蚀 ，在此阶段(约 18个月 )，动物的第三 臼齿 

还未完全萌出，动物的乳前臼齿还未脱落，动物尚处于幼年期。在 m1处于中度磨蚀阶段， 

动物处于青年期 ；在 m1处于深度磨蚀 阶段动物处于 中年期 。m1和 M1在恒齿系 中萌出最 

早，磨损程度最高。Brownn"从牙齿的萌出与磨耗方面将赤鹿的生命周期分为 7个阶(表 

3)，田园洞梅花鹿的牙齿磨蚀情况主要参考该标准。 

表 3 赤鹿 牙齿磨蚀 阶段 ” 

The stage of teeth attrition of red deer(After Brown and Chapman，1991，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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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4 111 闻 {『【il 忙l 仡 悝 H ～ 席 蚀 阶 段 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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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牙 ：A 1 一 A 2 ： 左 M 3 ( 0 3 — 8 7 7 ) 未 磨 蚀 阶 段 ；B 1
一

B 2 ： 右 M 3 ( 0 3 -- 1 2 5 ) 轻 度 磨 蚀 阶 段 ；c 1 一 c 2 ： 左 M 3 ( 0 3 -- 0 2 4 ) 中 度 磨

蚀 阶 段 ；D 1
一

D 2 ： 左 M I ( 0 3 ～ 9 16 ) 深 度 磨 蚀 阶 段 。 下 牙 ：E 1 一 E 2 ： 左 m 3 ( 0 3 -- 1 8 0 ) 轻 度 磨 蚀 阶 段 。 F 1
一 F 2 ： 右 m l ( 0 3 —

9 6 2 ) 中 度 磨 蚀 阶 段 。 c l
— G 2 ： 左 。 1 ( 0 3

一

1 8 1 ) 深 度 磨 蚀 阶 段 。 冠 视 ：A 1 ， B I ， C 1 ， D 1 ， E 1 ， F I 和 G 1 ；舌 侧 视 ：A 2 ， B 2 ，

C 2 和 D 2 ：颊 侧 视 ：E 2 ． F 2 和 G 2

图 5 出 目 涮 梅 化 鹿 上 前 臼 出 磨 蚀 阶 段 划 分

T h e p r e m o l a r a t t r i t i o n a l s t a t u s o f e a c h a g e g r o u p o f C e r v u s n ip p o n f r o m T i a n y u a n C a v e

A l — A 2 ：左 P 2 ( 0 3
一 1 0 1 9 ) 轻 度 磨 蚀 阶 段 ； B 1 一 B 2 ：右 P 2 ( 0 3 -- 9 0 0 ) 中 度 磨 蚀 阶 段 ；c 1 一 c 2 ：左 P 2 ( 0 3

— 1 0 3 6 ) 深 度 磨 蚀 阶

段 ；D 1 -- D 2 ：右 P 3 ( 0 3 — 8 8 0 ) 轻 度 磨 蚀 阶 段 ；E l
-- E 2 ：左 P 3 ( 0 3

-- 8 8 0 ) 中 度 磨 蚀 阶 段 ；F 1 一 F 2 ：左 P 3 ( 0 3 -- 1 0 0 1 ) 深 度 磨 蚀 阶

段 ；G l — C 2 ：右 P 4 ( 0 3 — 10 2 7 ) 轻 度 磨 蚀 阶 段 ；H l — H 2 ：右 P 4 ( 0 3 -- 1 0 5 2 ) 中 度 磨 蚀 阶 段 ；1 1 -- 12 ：左 P 4 ( 0 3
-- 7 9 4 ) 深 度 磨 蚀

阶 段 ；冠 视 ：A I ， B I ， C 1 ， D l ， E l ， F 1 ， G 1 ， H l 和 I l ；颊 侧 视 ：A 2 ， B 2 ， C 2 ，
D I ， E 2 ， F 2 ， G 2 ， H 1 和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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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是一种 中等体型的鹿类动物，在外表上看 ，跟赤鹿很相似 ，体型稍小于赤鹿。梅 

花鹿的生态环境和行为跟赤鹿几乎是一样的。在盛和林的中国鹿类动物一书中指出 ：马 

鹿是从梅花鹿群分化而来的，与梅花鹿非常近缘 ，在 自然条件下 ，也可与梅花鹿杂交 ，延续后 

代。关于牙齿的萌出，梅花鹿和赤鹿很相似  ̈。梅花鹿 的寿命在 15—20年之间。鹿科动物 

在生活到两年半时处于幼年阶段，在2岁到3岁时开始离开母体的保护，生活到7年的时候 

进入成年个体“ 。在 自然死亡 中，从季节看，冬春死亡的比例较高，冬末春初时 自然死亡的 

高峰期 ，死亡 的多数是幼鹿 。 

3．4 动物死亡方式 

。 不同的死亡方式所形成的死亡群与原来的生物群之间 ，无论在组合面貌 ，还是年龄结构 

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讨论一个地点的化石组合及其所反映的生活习性、古环境时， 

了解化石组合 中成员怎样死亡是很有必要 的 ]。动物的两种死亡方式 ，已经普遍被古生物 

学家认同“ ，一种是 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主要是指由于动物年幼体弱、年老 、疾病等原因 

而导致的生物死亡 ，所形成 的死亡群仅仅反映出该生物群在一个阶段 中组合面貌的部分情 

况，或者说是这一段时期该生物组合的一个侧面。中、青年个体远少于幼、老年个体 ]̈。 

Berger认为自然死亡的动物保存为化石的几率很小 。对于寿命不同的动物，寿命短者比 

寿命长者在化石群中出现的几率高得多。因此 ，自然死亡所形成 的居群很难全面地反映出 

当时动物群的全部面貌” 。在 自然死亡方式中，由于幼年 、年老者更易遭受疾病 、体弱、肉食 

动物的侵害，相 比之下壮年个体就比较幸运 ，所 以呈现 出了年幼和老年个体较 多的情况 ，称 

之为“U”型结构 。另一种方式为灾害死亡(或称无选择性死亡 )，是指突发性事件造成没 

有选择的生物群的集群死亡 ，由其所形成 的死亡群能较 完整地反映当时动物群的结构。生 

活群中以幼年个体 的数 目最多，并随着年龄的增加及各种原因导致动物 的不断死亡，所余 的 

个体数 目依次减少 ，其年龄结构图呈“L”型结构 。我国现生鹿类动物群 中的年龄结构也是 

“L”型的 。动物群灾害死亡 中壮年个体所 占比例要多于 自然死亡 (选择性死亡) 】。 自然 

原因造成 的灾害死亡事件包括洪水 ，旱灾[】 和火山爆发 卜 等。 

4 结果与讨论 

由于食物链金字塔型的结构，食肉类的食物——食草类在数量上大大多于食肉类，这种 

数量关系也同样存在于化石中。因此，作为食草类中的重要成员，鹿科化石是史前遗址和新 

近纪古生物化石点 中常见的材料 ，并常常是寻找史前遗址和古人类化石的主要线索及研究 

古环境和古人类活动踪迹的材料之一_】 。 

鹿类动物 臼齿磨损程度与其年龄的关系早已被国内外所认识。最早的研究见于根据牙 

齿外部形态结构变化——牙齿磨损度划分年龄的方法。在鹿类动物食物咀嚼与磨碎的一系 

列过程 中，臼齿具有十分重要 的功能 ，致使其随年龄变化而呈现较为规律性的变化 。 

表 4中是对田园洞梅花鹿前 臼齿和臼齿 的磨蚀情况的统计 ，可 以看出未磨蚀牙齿只有 

3件，轻度磨蚀数量最多的M2有 13件，中度磨蚀中P3数量最多为 16件，深度磨蚀中P2最 

多为 l2件。在所有牙齿中，幼年期牙齿 39件(乳齿 36件)，占21％；青年期牙齿 56件，占 

30％；中年期牙齿60件，占33％；老年期牙齿 29件，占16％。梅花鹿死亡年龄结构分析结果 

见表 4和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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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田园洞梅花鹿前 臼齿和 臼齿磨蚀情况统计 

The attritional status of cheek teeth of Cervus nippon from Tianyuan Cave 

未磨蚀阶段 

轻度磨蚀阶段 b3 

中度磨蚀阶段 c9 

深度磨蚀阶段 d12 

bl bl 

b7 b3 a3 bl3 

c16 c5 b8 c4 

d8 d5 c8 dl 

· · 。 z b6 誊 譬 
c1 c4 b4 c4 1 在 内

。  

dl d2 c6 

a 代表幼年期，b代表青年期，c代表中年期，d代表老年期，数字代表样品数 

图 6显示 ，中年个体所 占比例多 出其它 

年龄阶段 ，其 次为青 年、幼年 、老年个体。这 

表明动物的死亡方式不是 自然死亡 ，可能是 

人类狩猎造成的灾害性死亡 ；另一方面，梅 花 

鹿不是生活在洞穴中的动物，在田园洞遗址， 

大量梅花鹿骨骼化石在洞穴 中发现，说 明了 

史前人类作用的结果 ；化石保存非常破碎 ，几 

乎没有完整的，牙齿 主要为单个 ，在被埋藏前 

动物骨骼一 定被扰动过 ；当时 的史前人类 由 

于狩猎技术的提高，在狩猎过程 中，不只是把 

目标锁定在幼 、老年个体 ，青壮年个体也是他 

们狩猎的主要 目标。同时，梅花鹿体型较大 ， 

又集群生活 ，易被发现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重 

图6 依据牙齿磨蚀阶段划分的 

田园洞梅花鹿死亡年龄结构 

Age distribution of Cervus nippon at Tianyuan Cave， 

based on the attrition of teeth 

要 的狩猎 目标，上海马桥 、嵩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兽骨标本总数为 1053件 ，梅花鹿就 

占501件 ；河姆渡遗址中仅鹿角就有 400多 。 

Smith(1974)发现属于肉食动物的狼在捕捉鹿类动物时，习惯把 目标锁定在幼年和老年 

个体上 ，相反 ，史前人类惯于狩猎成年和近乎成年的动物 。 

由于资料积累的不同及各人工作方法的相异，对于动物年龄划分的详略不同，差异颇 

大 ，如同以马类而言，Hulbert在研究美 国佛罗里达州 的 Neohipparion化石时，以年为单位 ，将 

研究对象划分为 13个年龄组。Sale对 Equas quagga boehmi的划分多达 21个阶段。尤玉柱 

根据 M1齿冠高，也将马分为 7个阶段。也有人采用幼年 、青年、中年及老年作为划分年龄 

的标准，邱占祥等在研究中国三趾马化石时就采用了后一方案(转引自文献[3])。 

尽管 Brown和Chapman对赤鹿牙齿的磨蚀没有提供一个绝对的年龄阶段 引̈，但是对本 

文梅花鹿牙齿的磨蚀情况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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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Structure Analysis of Cervus nippon in Tianyuan Cave at Zhoukoudian 

LI Qing。一．TONG Hao．wen。 

(1．Institute ofVertebratePaleontology andPaleo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ofSciences，Be~jing 100044； 

2．Graduate Universityof Chinese AcademyofSciences，Be~jing 100049)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death of Cervus nippon found in Tianyuan Cave and to 

recognize the details about prehistoric humans’hunting activities，age profiles of these animals wer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ooth attrition analysis．This work involved：measuring crown heights， 

assessing attr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ervus teeth(including exposure of enamel and dentine)，and 

examining closure of the infundibulum．Results of these analyses show that young adult and middle．． 

aged individuals were the dominant elements in the fossil assemblage．It is inferred that the sika deers 

were the preys of prehistoric humans． 

Key words：Tianyuan Cave； Cervus n／p,on； Age structure；Death cau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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