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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盘县大洞遗址 1992—93 年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共计 43 种, 属于中更新世中、晚

期生活在云贵高原和东南亚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的动物群。动物群的主要成员为华南地区大熊

猫2剑齿象动物群成份, 但也有一些云贵高原的土著种类。它反映一种以亚热带生态为主、其间

有若干次干、凉气候波动的环境。

关键词　　更新世动物群, 盘县大洞

收稿日期: 1996211220

1　化石记述

盘县大洞动物群经初步鉴定, 共 7 目 22 科 30 属 43 种 (图版É、Ê )。其中灵长类的

3 科 3 种因本期另有专论 (潘悦容等, 1997; 刘武等, 1997) , 故本文不再详细描述。

食虫目　 In sect ivo ra

翁氏鼠句　C rocid u ra w onqi P ei 1936

白齿麝鼠句相似种　C rocid u ra cf. russu la H erm an, 1780

啮齿目　Roden t ia

? 岩松鼠　S ciu rotam ias sp.

皮氏毛耳飞鼠　B elom y s p ea rson i Gray, 1842

黄复齿飞鼠　T rog op terus x an th ip es M. 2E. , 1867

复齿飞鼠　T rog op terus sp.

竹鼠　R h iz om y s sp.



华南豪猪　H y strix subcrista ta Sw inhoe, 1870

扫尾豪猪　A theru rus sp.

小鼠　M us sp.

小巢鼠　M icrom y s cf. m inu tus Pallas, 1771

高山姬鼠　 A p od em us chev rieri M. 2E. , 1868

安氏白腹鼠　N iv iven ter and ersson i T hom as, 1911

社鼠　N . conf ucianaus N. 2E. , 1871

爱氏巨鼠　L eop od am y s edw a rd si Zheng, 1991

黑鼠　R a ttus ra ttus L. , 1775

食肉目　Cann ivo ra

狐　V u lp es vu lp es L. , 1758

狼　Can is lup us L. , 1758

中国黑熊　U rsus th ibetanus Cuvier 1823

大熊猫洞穴亚种　A ilu rop od a m elanoleuca f ovea lis M. et G. , 1923

黄鼬　M ustela sibirica Pallas, 1773

灵猫　V iverra sp.

鬣狗　H y aena sp.

中华猫　F elis ch inensis Gray, 1837

野猫　F elis sp.

豹　P an thera sp.

长鼻目　P robo scidea

东方剑齿象　S teg od on orien ta lis Ow en, 1870

奇蹄目　Perissodactyla

华南巨貘　M eg a tap irus aug ustus M. et G. , 1923

中国犀　R h inoceros sinensis Ow en, 1870

偶蹄目　A rtiodactyla

南方猪　S us austra lis H an, 1987

野猪　S us sp.

麝　M oschus sp.

麂　M un tiacus sp.

水鹿　Cervus (R. ) un icolor Kerr, 1792

斑鹿　P seud ax is sp.

苏门羚　Cap ricorn is sum a traensis Bec. , 1935

青羊　N aem orhed us g ora l H ardw icke, 1825

广西巨羊　M eg a lov is g uang x iensis H an, 1987

水牛　B uba lus sp.

野牛　B ison sp.

此外还有一鱼类胸鳍化石标本, 此标本经鱼类学者观察后认为属鲤科。现将一些主要种

属分述如下。

·012· 人　　类　　学　　学　　报 16 卷



华南豪猪　H y strix subcrista ta Sw inhoe, 1870

材料: 　一个残右下颌骨, 其上带有M 1 和M 2 两颗牙齿; 还有 60 个单个牙齿和破门齿。

描述与讨论: 　这个残右下颌骨的上面带有M 1 和M 2 两颗牙齿。下门齿已折断, 两臼齿磨蚀

程度中等; 齿冠面的花纹由 5 个小扁条状圆圈和一外侧沟组成。其排列顺序是最前面一个短

条, 其后内外两条并列, 再后为一较长的横条与外侧沟相对组成, 最后是一短条。这些扁条状

的圆圈均与牙齿的纵轴成斜交状, 由内向外斜交。所有单个牙齿基本与此相同。只是 P 4 和

P 4的个体较其他牙齿粗壮些。尤其是牙齿的前部较宽大些。齿冠面经磨蚀后所形成的扁条状

圆圈与纵轴几乎呈垂直相交。这点与其他牙齿不同。豪猪的齿尖未磨蚀时呈小尖状, 磨蚀后

才呈扁条状圆圈。内、外两侧各有一条侧沟, 唇侧沟长于舌侧沟, 几乎可通到牙冠基部, 舌侧

沟较短, 只到齿冠的 1ö2 或 1ö3 处。每个牙齿都有齿根, 有时明显地呈三根状, 但也有时呈两

个疣团状。现在观察结果是, 无论幼年或成年都有齿根。

根据对比研究结果, 大洞的豪猪与华南地区山洞中常见的华南豪猪 (H . subcrista ta ) 基

本一致。和现生种标本对比, 也无大差异, 可以归入华南豪猪这一种。

不过, 在观察单个牙齿时, 我们发现, 有个别牙齿十分细小, 齿冠花纹也与华南豪猪有点

差别, 内、外侧沟都相当短, 不见超过齿冠的 1ö2 处。而且在那 5 个扁条状圆圈花纹之间会存

在有一小圆圈。门齿狭小, 而且在其腹面的珐琅质很薄。这种特征与扫尾豪猪较为接近。鉴

于无完整上、下颌骨作研究, 难于确定。但明显地表现出大洞的豪猪中不仅是一种, 为此, 我

们只能把后者暂定为不定种 (A thereus sp. ).

狼　Can is lup us L. , 1758

材料: 　左M 1 二颗, 右M 1 一颗, 右上犬齿一颗。

描述与讨论: 　牙齿测量与对比如下表 (单位: mm )。

项目

种类 周口店第一地点 (裴文中, 1987)

C. lup us variabilis

广西各山洞 (裴文中, 1987)

C. cf. lup us

贵州盘县大洞 (本文作者)

Can is lupus

M 1

(L ×W )
2110×815
2510×913

1710×615
1918×1210

1710×714
1717×710

牙齿米黄色, 个别表面有锰质的黑色斑点。牙根完整。齿冠除右M 1 的前尖破损外, 其余

均完好。裂齿原尖粗壮, 前尖较低矮, 下后尖相当发育, 下次尖和下内尖都比较发育。上犬齿

较完整, 但齿根末端未封闭, 表明此牙是属于青少年个体。M 1 的各齿尖均没有磨损的迹象,

前尖之前有一明显的前附尖和前齿带。这种结构在现生种的同类牙齿上很少见或不存在。而

相反地与华北地区常见的变种狼 (Can is lup us va riabilis)更相似。而与裴文中研究的广西其

他山洞里出土的一种小化石狼接近。狼这种动物虽然是一种广布种, 但在长江以南分布的不

多, 而且个体如此之小, 说明与南方的炎热气候环境一致的。

与在华南地区各洞穴遗址中发现的爪哇豺 (Cuon javan icus D esm aret) 对比, 个体大小

上比较接近, 同类牙齿结构差异较大,M 1 的下后尖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发育, 同时在跟座上的

不仅保留下次尖, 下内尖也存在。这点与爪哇豺明显不同。不过这次大洞发掘中没有发现爪

哇豺是引人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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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黑熊U rsus th ibetanus Cuvier, 1843

材料: 右M I 两颗,M 3 左、右一颗, 左、右上犬齿各一颗。

描述与讨论: 左M I 两颗, 齿冠面呈长方形, 齿根一颗完全缺损, 一 颗保留后一齿根。两颗牙

齿都由于年纪较大, 磨损程度严重, 咀嚼面已完全暴露出白垩质来, 齿尖已看不清楚。但从齿

冠侧面仍可看清下前尖、下后尖和下原尖、下次尖四尖磨蚀后所形成的两条嵴。前嵴比后嵴

高。这说明下前尖和下原尖较下后尖和下次尖发育些。从齿冠面留下的皱纹可以清楚地看

清齿座和跟座的范围界线。M 3 左右各一颗。外形近于扁圆形, 长稍大于宽; 两颗牙齿的齿根

均已被豪猪或竹鼠啃咬掉。咀嚼面呈棱脊状的牙尖已磨损成皱纹状的平面, 个别地方已出露

水泥质。犬齿粗壮, 齿根均被豪猪所咬。上述牙齿与两广其他洞穴出土的中国黑熊化石比较

无实质性的区别。其测量结果如下 (单位: mm )。

项目

化石 黔西观音洞
(李炎贤等; 1986)

封开峒中岩
(宋方义等, 1991)

现生黑熊
(Co lbert et a l. , 1953)

贵州盘县大洞

(本文作者)

广西其他山洞

(裴文中, 1987)

M 2

(L ×W )

2014×1115

2219×1318

1910×1012

2010×1119
2012×1012

1918×1111

2014×1119

1615×1010

2318×1516
M 3

(L ×W )
ö 1816×1210 ö

1219×919

1512×1016

1312×1110

1716×1410

从上表测量的数据可见, 盘县大洞的黑熊化石与表中所列的几个地点出土的中国黑熊

化石差别不大, 基本可归入中国黑熊这一种中。裴文中在研究了广西其他山洞中出土的个体

较小的熊类化石标本后认为, 如果有完整的头骨来进行对比研究时, 不同种类的熊是不难分

开的。但单从单个牙齿结构特征上来对比研究, 则困难大得多, 主要原因是熊的各种牙齿变

异性大, 比较固定而特征明显的牙齿结构是难于寻找到的。这可能与黑熊和大多数的熊类一

样, 都是杂食性动物, 在取食过程中就可能产生变异, 因此要小心谨慎, 在积累了足够的材料

后才能加以确定。

大熊猫A ilu rop od a m elanoleuca f ovea lis M. et G. 1923

材料: 　一颗完整的右M 2。

描述和讨论: 　这颗完整的右M 2, 齿座由 3 个牙尖组成, 外侧面 (颊面) 为前尖 (pa) 和后尖

(m e) , 内侧面 (舌面)为原尖 (p r) , 跟座由次尖 (hy)扩展而成。前尖比后尖大, 原尖相当发育,

前尖与原尖之间还有两条附脊及两个小尖, 这些小尖与附脊连成一片。次尖也很明显, 往后

就是一群小褶皱。外侧由后尖以后慢慢往里收缩, 但不很严重; 内侧 (舌侧)前部有齿带, 不很

发育。跟座里的小褶皱不很复杂, 比较简单, 整个牙齿测量结果为: 长 (L ) 3416mm , 宽 (W )

2517mm。它与其他地点出土之大熊猫同类牙齿的比较如下 (单位:mm )。

项目

点
地　

种类
A . m icrota A . m elanoleuca f ovea lis A . m. m elanoleuca

广西巨猿洞
(裴文中, 1987)

广西兴安
(裴文中, 1987)

广西其他山洞
(裴文中, 1987)

云南富民
(B ien et a l. , 1938)

四川盐井沟
(Co lbert et a l. , 1953)

贵州盘县大洞
(本文作者)

北京动物园标本
(裴文中, 1987)

M 2

(L ×W )
2010×1613
2315×1915

3412×2410
4015×3014

3315×2317
4010×2819

3110×2513
3410×2713

3518×2811
3717×3015

3416×2517 3315×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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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以看出, 贵州盘县大洞出土的熊猫, 无论从上述的形态结构来看, 或者以个体

大小来看, 它都不可能属于大熊猫小种, 而是大熊猫化石种。又根据其齿冠结构附尖和小褶

皱比较简单的特征来看, 其所处的年代不会太晚。限于材料太少, 要进行更多的比较是很困

难的。目前只能证明, 在大洞动物群中, 有大熊猫存在, 而且这种熊猫的牙齿结构带有一定的

原始性, 所以它反映的年代特征可能不会太晚。

黄鼬　M ustela sibirica Pallas, 1773

材料: 　一个完整的右下颌骨, 带 P 22M 1

描述与讨论: 　该标本由于牙病使 P 3 缺失, 而下犬齿也折断。其余部分都完整。整个下颌骨

长 42mm , 宽 712mm ; 在M 1 处之高度 1010mm。M 1 的齿座和跟座均明显可见, 齿座由两叶

构成, 刃部颇锋利, 跟座只有一尖, 周围有一圈齿带状的隆起, 其上无小尖。下颌骨前端具有

两个颏孔, 均很明显。与鼬科各种类相比, 和黄鼬基本一致。和现代同类标本对比, 稍为粗壮

些。综观南方动物群中, 黄鼬出现不多, 因为黄鼬更适应于温凉的气候环境。这次大洞发现

它的踪迹, 可能与高原气候环境有关。年代也不会太早。

中华猫 F elis ch inensis Gray, 1837

材料: 　一个较完整的右下颌骨, 带 P 32M 1。

描述与讨论: 　该标本除下颌骨上升枝有缺损外, 下犬齿也已折断, 其余均完好。下颌骨测量

结果如下 (单位: mm )。

项 目

地 点 广西其他山洞

(裴文中, 1987)

贵州盘县大洞

(本文作者)

P3—M 1 长 2018 1810

P3 (L ×W ) 610×314 510×310

P4 (L ×W ) 718×318 612×314

M 1 (L ×W ) 918×414 712×410

此标本的M 1 上有后跟和下后尖的痕迹。下颌水平枝前端唇侧有一大一小的颏孔。下颌

骨从下犬齿齿窝前端至关节突的长度为 53mm。下牙齿的齿尖均显得尖锐。但个体大小比广

西山洞中出土的小野猫稍小一点, 也可能这是性别之间的差异。和现代标本对比,M 1 上的下

后尖连痕迹都不见, 后跟也退化。个体大小差不多。从以上的观察结果来看, 大洞的标本带

有一点原始性。

大洞遗址出土的猫科标本, 比较完整的还有两颗犬齿。小的一颗很可能是中华猫的上犬

齿。大的一颗属中等个体的, 原来出土时是完整无缺的, 后来干燥后, 齿冠尖端缺了一小段,

但整颗牙的形态特征还是很清楚的, 整颗牙齿比较狭长, 齿根部分也不肿大, 齿冠两侧两条

血槽明显可见, 从其弯度来看, 肯定是上犬齿。个体大小远不及狮、虎、金钱豹, 而接近于云豹

和猎豹。与粤北曲江灵溪暗岩出土的那个云豹原始型比较, 稍为大一些, 与猎豹更为相似。除

此之外, 还有几颗残破的前臼齿。加起来考虑, 属于猎豹的可能性更大些。裴文中研究广西

洞穴中发现一种小豹时指出, 这种小豹早在更新世早期已存在, 从南到北广泛地分布着。可

惜大洞出土的是一颗比较完整的上犬齿和M 1 中的一叶齿冠无法全面鉴定, 我们只对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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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灵溪暗岩的完整标本后才认为这种小豹很可能是云豹或猎豹, 因为只有这两种动物的

犬齿才是那么狭长尖锐。小豹的个体可以相当小, 但犬齿的形态结构不会这样。所以对此问

题应进一步积累材料后再下结论, 暂时将其归入虎豹属 (P an thera sp. )。

东方剑齿象　S teg od on orien ta lis Ow en, 1870

材料: 　左下第三乳齿 (DM 3) 一颗, 右下第三乳齿一颗 (DM 3) , 还有一个乳门齿及一些未磨

损的齿板。

描述与讨论: 　两颗牙齿均为下第三乳齿, 正好是左、右各一颗。两颗牙齿的齿板均为 5 个,

前后有大小不等的跟座; 第一和第二齿板中间变细, 分为内外两部分, 尤以右下第三乳齿明

显。两颗牙前端均为圆宽型。两颗牙磨损程度中等, 左下第三乳齿稍为严重, 故使前跟座与

第一齿板中间相连呈斜X 形。其余的特征均与S teg od on 相同。成年的牙齿只有零星的齿板,

而且数量不多, 要进一步详细地进行研究有一定困难。根据目前的材料, 只能定为东方剑齿

象 (S teg od on orien ta lis)这一种。

华南巨貘　M eg a tap irus aug ustus M. et G. , 1923

材料: 　左M 1 一颗、右 P 4 一颗、右 P 3 一颗, 右 P 2 一颗、左M 3 一颗、左M 2 一颗。

描述与讨论: 各牙齿测量结果如下 (单位: mm )。

项目
种
类

地点 贵州盘县大洞

(本文作者)

广东封开黄岩洞

(张镇洪等, 1991)

左M 1 右 P3 右 P4 右 P2 左M 2 左M 2 右M 1 左M 2 右 P4

长 (L ) 3218 3315 3316 2618 3310 3510 3111 2817 3319

宽 (W ) 2512 2417 2416 2118 3410 2614 2515 3816 2216

上颊齿各齿尖均较发育, 原嵴和次嵴接近平行; 前后齿带均较发育, 但前尖颊侧齿带不

明显; 前附尖也很发育, 后附尖弱或不存在。原尖和次尖基部膨大, 四主尖中以原尖最高大,

次尖次之, 后尖最小而且位置靠后靠颊侧。

下颊齿均由前、后两叶构成, 只是下前臼齿的两叶是前叶小后叶大, 而下臼齿则慢慢变

为前叶大后叶稍小。下次嵴与下后嵴平行排列, 但下次嵴稍长于下后嵴, 两嵴与齿列长轴近

于垂直。各下臼齿的前后齿带都相当发育, 尤以后齿带为甚。

根据上述的结构特征, 与华南地区出土的典型华南巨貘比较, 基本一样。牙齿个体大小

的差别也是在个体差异的变化范围内。因此大洞的貘化石应属于华南巨貘。

中国犀　R h inoceros sinensis Ow en, 1870

材料: 　右D P 1 两颗、右D P 2 一颗、左D P 2 一颗, 左 P 3 一颗、右 P 4 两颗, 左M 1 两颗、右M 1 一

颗、左 P 4 一颗、左M 2 两颗、右M 2 一颗; 右D P 1 一颗、左D P 2 一颗、右D P 2 一颗、左 P 3 两颗、

左 P 4 两颗、左M 1 一颗、右M 2 两颗。

描述与讨论: 　各牙齿测量数据如下 (单位: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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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种类 右D P1 右D P2 左D P2 左 P3 右 P4 左M 1 左M 1 右M 1

长 (L ) 2713 2414 3315 3212 4613 4319 4119 4112 4510 4715 3916 4710

宽 (W ) 2812 2116 3114 2916 4711 4914 4715 4815 6313 6018 5319 6315

项目

种类 左 P4 右M 2 右D P1 左D P2 右D P2 左 P3 左 P4 左M 1 右M 2

长 (L ) 4110 4914 2112 3316 3417 2610 3619 3916 3718 4010 4012

宽 (W ) 5416 5317 1019 1415 1515 1218 2017 1819 2015 1917 2215

大洞出土的犀牛齿化石数量较多。上牙前齿带发育, 后齿带存在但不发育; 后凹半封闭;

前刺发育, 反前刺和小刺不存在或很弱; 前肋较为发育, 但在一些臼齿上表现不明显, 只呈缓

波浪状存在。原脊和次脊基部都膨大, 两脊与外脊之夹角大于 70°, 两脊近似于平行。中凹入

口处多有小疣状突起。下牙由双叶新月型组成, 但前叶前端稍有弯曲, 而且后叶较前叶大。根

据上述的结构特征, 无疑是中国犀牛的特征, 而且比较典型, 所以应归入此类。

水鹿　Cervus (R ) un icolor Kerr. 1792

材料: 　一残左角和一残右下颌骨 (带 P 42M 3) , 还有 20 多颗单个牙齿。

描述与讨论: 　此角只保留有主枝基部和眉枝基部。角环已大部缺损, 但从保存部分可以看

出角环的疣状突起是相当发育的。此外, 主枝与眉枝夹角稍大于 90°, 眉枝的走向是尖端部

有往头前顶中心方向环抱的倾向。主枝是前内侧和后侧的沟嵴更为发育, 前内侧有两条, 后

侧的 3 条特别宽深。主枝伸延方向是先后上, 然后再往中心弯曲。主枝和眉枝交汇处不呈扁

平状。主枝基部前后径为 39 毫米, 左右径为 35 毫米。所以横切面基本呈圆形。从单个牙齿

来鉴定种属相当困难, 但也有一些特征可借鉴。作为黑鹿亚属 (R usa) 最突出的特征是底柱

小而呈锥状; P 4 为原始型, 下后尖不与下前尖愈合, 珐琅质轻微褶。虽然斑鹿亚属 (P seud ax 2
is)与黑鹿同属于鹿属 (Cervus) , 所以在 P 3、P 4 的结构上有相类似的地方, 但斑鹿属一般在个

体上较黑鹿亚属小得多, 不难区分。P 3、P 4 的前尖分叉不愈合者还有獐鹿 (H y d rop otes)一类,

不过獐鹿类之牙齿比黑鹿更小得多, 也容易区分。而个体与水鹿差不多或稍大者的一类就是

大角鹿 (M eg oloceros) 类和马鹿类 (E lap hus)。可是这两类的 P 3、P 4 的下前尖和下后尖多愈

合。齿带和底柱都很发育, 不呈锥刺状。故此也容易区分开来。现在盘县大洞出土的鹿科化

石, 根据残破的角及单个牙齿, 基本可确定, 除了水鹿和斑鹿外, 还有麝鹿的存在, 这因为在

化石标本中已发现了麝鹿的犬齿和一些麝鹿的单个牙齿。

苏门羚　Cap ricorn is sum a traensis Bech stein, 1935

材料: 　一个完整的左角和一残右下颌骨 (带M 1- M 3)。

描述与讨论: 　此角连带有部分的头骨, 从矢状缝的方向可准确地确定它是左角。此角从其

连带的部分额骨可以看到角基部有蜂窝状结构, 属洞角类的角。此角短而尖, 长 126 毫米。由

额骨直接斜向上向后延伸。与额顶骨之交角大于 70°。角稍为向外, 角基部粗大, 切面基本上

呈圆形, 其前后径为 4310 毫米, 左右径为 40 毫米。角虽短但其末端稍向后弯曲; 角表面有浅

而短的纵沟。此标本与广西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苏门羚标本几乎完全一样, 只稍为粗壮些。与

现代标本比较, 仅角表面之沟嵴稍明显些。余者均一样。因此, 我们把此角定为苏门羚是不

成问题的。苏门羚是热带亚热带的种类, 是东洋区动物群的常见种类, 它的出现反映出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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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洞的生态环境在某一时期内是适宜这种羚羊生长的, 它们的现生种目前生长在南亚中印

半岛及爪哇岛一带, 在岭南地区也可以见到。但过了长江以北就基本绝迹了。所以现在于云

贵高原的边沿区发现是很有意义的。

广西巨羊　M eg a lov is g uang x iensis H an, 1987

材料: 　左 P 42 颗、左 P 33 颗, 右 P 4 一颗、右 P 3 一颗、M 2 一颗、M 1、M 2 各一颗。

描述与讨论: 　冠高个体大, 下前臼齿似鹿, 但比鹿类大得多, 臼齿似牛齿, 但个体比牛的小

许多, 和一些黄牛类牙齿大小较接近。底柱都弱, 甚至呈底结节状。P 3 和 P 4 结构相似, 体窄

而长, 下前尖不分叉 (P 4 在未磨蚀或稍磨蚀后) 前尖分为两支, 牙齿磨蚀后, 后支逐渐消失。

下后尖与下次尖的前支靠得比较近, 牙齿在深度磨蚀后变成封闭式圆圈。下前尖和下后尖之

间在舌侧有一浅深的纵沟, 有时呈凹窝状, 唇侧后部有一浅纵沟。余者则较平直。下臼齿呈

矩形, 齿冠内壁略为凹入, 中肋微微凸出。M 1 的两角柱间有微弱的底柱, 并大多数被白垩质

复盖。M 2 未见底柱。M 1 和M 2 呈近正方形, 中肋不突出, 前窝和后窝为U 字形, 其中无珐琅

质褶曲, 两角柱间有一个珐琅质的椭圆形小圈, 底柱弱并为丰富的白垩质复盖。现将各种牙

齿测量数据列于下表 (单位: mm )。

项目 种类

地点
贵州盘县大洞 (本文作者) 广西各山洞 (韩德芬, 1987)

P3 P4 M 1 M 2 P3 P4 M 1 M 2

长 (L )

　
2318
2617

2511
2810

2318 2918 2119
2117
3015

2410
2814

3115
3418

宽 (W )

　
1219
1318

1211
1411

1510 2010 1218
910
1317

1418
1514

1910
2610

从上表的数据中可看出, 盘县大洞出土的巨羊化石, 从个体大小上比广西巨猿洞出土的

稍为小了点; 牙齿形态结构基本一致。因此, 把它定为广西巨羊这一种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在

年代上和广东的阳春下山儿洞较为接近。

在偶蹄类方面 , 大洞迄今已发现的各类除上述者外, 还有斑鹿, 其中比较好的标本是一

只残右角, 该角只保留角环和角的主枝及眉枝基部。角环上的疣状突起一般并不很发育, 角

是一中等角, 角主枝的横断面呈椭圆形。主枝与眉枝相交之处稍为发扁。眉枝与主枝夹角接

近 90°。角表面之棱脊分布较密, 但不粗不深, 根据以上的特征, 与第四纪中、后期经常出现

的斑鹿相似。但有可能是一年青的个体。单个牙齿有 20 多颗, 属上、下臼齿多, 属上、下前臼

齿的很少, 所以只能定为斑鹿类 (P seud ax is sp. )属于哪一种暂难肯定。

此外, 还有两只左角, 一大一小, 都不完整。大者整个角除角尖和角前外侧缺损外。其余

均较完整。从角前外侧部分缺损处可看到, 此角角心部分具有许多空洞, 并非实心的, 所以它

是一洞角类的角而不可能是一鹿角。此角与头骨平面连接之角度是向后倾斜约 20°, 而且角

心末端稍微指向外侧。角的结构最大特点是角后侧面光滑, 而正前面和左、右侧面均有三条

长短不同的沟脊, 形成清晰的棱起。角基部切面近圆形, 越往上则越变得呈椭圆形。对比研

究结果认为, 此角与山羊角最为接近。

小的一角属于小型的洞角类, 角的全长 (除缺失部分) 415cm。基部和角尖端部分均为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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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面圆形, 最突出的特点是角的前内侧有一明显的深沟, 并由此而形成的两条棱嵴。后侧有

两条不太明显之棱脊及沟纹。其特征基本上与青羊角符合。因此把它归入此种 (N aem orhe2
d us g ora l Ho rrdw icke)。

大洞出土的偶蹄类是十分丰富的。除上面介绍的还有几件标本是引人注目的。两件角

段和一颗完整的上臼齿。两件角段一大一小, 大的是一洞角类的角, 呈三角形, 明显属于牛

类, 由于呈三角形, 所以属于水牛类的可能性大, 由于破损比较严重, 因此我们只能把它暂定

为水牛的不定种 (B uba lus sp. ). 小的是一鹿角段, 但保留的部分恰好是角柄部分, 并连带有

角环和主枝的基本, 从形态上来看, 它很可能是一麂角。由于其它材料缺乏, 所以只能定它为

(M un tiacus sp. )。

一颗上臼齿 (齿冠完整, 齿根缺失大部分) , 从结构来看是牛类, 表层包有一层钙膜, 属水

牛类可能性很大。此牙齿是一颗上臼齿, 不是 M 1 就是M 2, 其大小是: 长 3411mm , 宽

3117mm , 齿冠高为 1118mm , 由此可知, 这是一颗磨损十分严重的牙齿。此牙的前尖和后尖

非常大, 且呈长椭圆形, 而原尖和次尖也相当发育, 但横切面呈近圆形, 底柱相当发育, 且横

切面呈叉形, 这种巨型的水牛在盘县大洞首次发现, 在整个华南地区也不多见。如果按牙齿

齿列推算, 可达 2113cm 长, 其头骨长则可达 50cm 之限, 可见此牛个体有多大。如果与前面

那种水牛比较, 肯定不是同一种属。限于材料不足, 目前只能暂不另立新种。

2　动物群组合特点和相对年代的划分

211　动物群组合特点

(1)动物群的组成成员以华南地区的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为主体。此类成员有安氏猕

猴 (M acaca and ersson i)、大熊猫 (A ilu rop od a m elanoleuca f ovea lis)、鬣狗 (H y aena sp. )、东

方剑齿象 (S teg od on orien ta lis)、中国犀 (R h inoceros sinensis)、华南巨貘 (M eg a tap irus aug us2
tus)、中国黑熊 (U rsus th ibetanus)、华南豪猪 (H y strix subcrista ta )、苏门羚 (Cap ricorn is

sum a tracusis )、广西巨羊 (M eg a lov is g uang x iensis)、南方猪 (S us austra lis)、水鹿 (Cervus

(R. ) un icolor)等常见的种属。

(2)动物群的组成中还包含了西南地区的土著种属, 如麝　 (C rocid u ra)、岩松鼠 (S cia2
rotanm ias)、黄复齿飞鼠 (T rog op terus x an th ip es)、巨鼠 (L eop old am y s)、安氏白腹鼠 (N i2
v iven ter and ersson i)、高山姬鼠 (A p od em us chev rieri)、毛耳飞鼠 (B elom y s) , 等等。

(3)高原区的动物特色相当明显。在该动物群中社鼠 (N iv iven tor conf ucianaus)、岩松

鼠、高山姬鼠、毛耳飞鼠、大熊猫、青羊等种属的存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212　相对年代的划分

盘县大洞动物群中, 具有时代划分意义的种属不少, 如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华南巨貘、

大熊猫、鬣狗、广西巨羊、安氏猕猴、中国黑熊、猎豹、小野猫、安氏白腹鼠、社鼠、毛耳飞鼠、爱

氏巨鼠、苏门羚等等。这些种属都是生存于更新世中、晚期的, 是华南地区具代表性的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中的主要种属。当然, 这里面也有不少是属于高原地区的土著种属。根据现

有化石资料表明, 大多数种属在更新世晚期末已绝灭了。但亦有相当多种类现在仍生活在云

贵高原地区。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我们考虑, 大洞遗址出土的大熊猫化石数量很少, 但表现出

其一定原始性, 例如其个体大小不像晚期出土的大熊猫那么大, 牙齿结构没有那么简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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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也不是大熊猫小种, 而是比较接近于广东曲江灵溪暗岩出土的大熊猫, 相对年代相当于中

更世后期早一阶段。盘县大洞的鬣狗化石不是典型的最后斑鬣狗 (C rocu ta u ltim a) , 而接近

于桑氏鬣狗 (H y aena licen ti) , 也呈现出一种中间的特点。说明大洞遗址动物群中有一定数

量时代较早的种属, 反映出大洞遗址的相对年代不可能很晚。作为这个结论的傍证, 亦可以

在小动物化石种类中找到, 如社鼠、安氏白腹鼠、爱氏巨鼠、高山姬鼠、皮氏毛耳飞鼠等等, 它

们早在早更新世前期已存在, 虽然大洞的标本很可能是它们的原始类型, 此时的生态环境和

早更新世前期类似, 更新世晚期是不可能存在这种生态环境的。

上述是贵州大洞遗址动物群所反映出的一种情况。另一方面, 大洞动物群中亦包含了相

当多的生存于较晚的种属, 如小野猫、猎豹、中国黑熊、苏门羚、青羊、水鹿、豪猪、小巢鼠、灵

猫、狼、黄鼬等等。与此同时, 经常在大熊猫2剑齿象动物群中出现的、具有不少北方典型披毛

犀特征的一种个体较小的犀牛。最后斑鬣狗、猛犸象没有出现, 一种个体较小的貘也没有出

现, 也就是说这个动物群中缺乏联系中更新世中晚期与晚更新世时期的过渡性种属。这种情

况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大洞动物群包含的不只一个时期的动物群。另一种解释是, 大洞

动物群所反映的年代有一定的间隙, 并非完全连续的。所以在系统演化上看不出它们的联

系。是否如此? 要看地层研究和绝对年代测定结果。

3　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环境

在盘县大洞动物群中, 适应潮湿炎热气候环境的种类不少, 如水鹿、赤鹿、水牛、华南巨

貘、中国犀、灵猫、南方猪, 等等。这里面不少种类是林栖性的, 如黑熊、东方剑齿象、猕猴、皮

氏毛耳飞鼠、斑鹿, 等等。有些种类是适应于凉爽甚至偏冷的高原气候的, 如大熊猫、巨羊、青

羊、猎豹、白齿麝鼠句、岩松鼠、社鼠, 等等。也有个别喜欢干燥环境的, 如鬣狗。专门喜爱水域环

境的种类仍未发现, 余者都属于广栖性种类, 如狼、小野猫、黄鼬、豪猪, 等等。

总之, 我们认为: 盘县大洞动物群总的说来代表一种亚热带的生态环境, 当时应该有相

当茂密的森林。当时也出现过干凉草原性的气候, 但估计延续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那个时期

应该有丰富的灌木丛, 这和大洞遗址所处的高原地理位置有关。明显的寒冷气候或者有大面

积水域的生态环境未反映出来。

4　小结

(1)盘县大洞动物群是一个生存于中更新世中、晚期的和生活在云贵高原与东南亚丘陵

地区过渡地带的动物群。

(2) 盘县大洞动物群的主体是华南地区大熊猫2剑齿象动物群, 又兼有云贵高原土著种

类, 反映出交接地带的动物群落的特色。

(3)盘县大洞动物群种属丰富, 反映了以亚热带生态环境为主, 中间带有若干次的干、凉

变化, 最后变成当今这种干燥偏凉的高原生态环境。从动物群的组合上可以看出, 大洞遗址

在堆积上可能存在时代上的间断。

(4)组成盘县大洞动物群的种属, 以偶蹄类和林栖性动物为主。大型动物中缺乏食肉类

狮、虎和野猪。鬣狗出现不多, 大熊猫更少。象以幼年个体占优势。灵长类数量不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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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原因颇多, 可能与发掘规模有关, 但最主要还是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也可能与当时人类的狩猎能力有关。

本文图版所用照片系黄慰文同志拍摄, 中山大学张锋及盘县文管所诸位同行都曾参与

化石标本的整理工作,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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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L E ISTOCENE M AMM AL IAN FAUNA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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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fo ssil m ateria ls described in the p resen t paper com e from excavat ion s of 1992 and

1993 at Panx ian D adong, a cave site in Gu izhou P rovince of Sou theastern Ch ina. T hey are

iden t if ied in to 43 speciess, including 2 species of P rim ate and one species of H om o, w h ich

are repo rted in o ther tw o papers ( see Pan and Yuan, 1997 and L iu and Si, 1997). T h is

fauna belongs to a m id2la te M iddle P leistocene one and lived in a tran sit ional area betw een

Yunnan2Gu izhou P la teau and h illy area of Sou theastern A sia. It con sists of the impo rtan t

m em bers of A ilu rop od a2S teg od on fauna of Sou th Ch ina, as w ell as som e local species of

Yunnan2Gu izhou P la teau, and indica tes a k ind of sub trop ica l clim ate w h ich includes sever2
al dry2coo l sh if ts.

Key words　　P leistocene’s fauna, Panx ian D a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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