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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 年 7 月和 8 月中至 9 月初
,

先后从丹徒县西南白龙岗山的莲花洞中采集到一颗智人

牙齿及 8 种哺乳动物化石
。

人类牙齿为一 :
; ,
可能属于一青少年个体 6哺乳动物组合性质表

明莲花洞堆积物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早于深水神仙洞
,

晚于江苏句容洞穴堆积物的时代
。

、八厂、 < 一

莲花洞位于丹徒县西南方的蒋乔公社檀山大队白龙 岗山北坡
,

距镇江市约 9 公里4图

葬葬葬图 1 莲花洞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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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岗走向近东西
,

顶峰海拔 ! 米
。

莲花洞标高约 78 米
。

江苏《京 口山水志》
、

《丹徒县志》记载
; “

明万历年间
,

一僧人曾于莲花洞内挖得化石

数石
”。  ! 年春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林一璞
、

顾玉氓到江苏工作

时
,

与南京博物院
、

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

镇江市博物馆的同志至现场考察
,

见到堆积物

中有碎骨片
。

事后
,

经省文化局批准
,

由丹徒县文教局时裕承
、

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严飞
、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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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博物馆戴志恭
,

于 7 月 日一7 日对莲花洞进行试掘
,

试掘结果
,

获得一些哺乳动

物化石4其中包括一枚人的下 臼齿 5
。

正式发掘莲花洞是从  ! 年 8 月 日开始的
,

至 9 月 9 日结束
,

历时 9 天
。

主持

单位
;
南京博物院 6 参加单位 ; 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

镇江市博物馆15(

一
、

洞 穴 堆 积

莲花洞是三迭纪青龙灰岩被溶蚀而成
。

现在看起来为一岩厦
。

岩厦前方有一平坦合

地
,

面积约 ϑ 平方米
。

厦外台地上有一巨石
,

形似莲花
,

故名莲花洞
。

朝向北东 Κ 8
“ 6 东

西长
2

 米
,

南北宽 7一9 米不等
。

未发掘前堆积物表面至洞顶最高距离 8 米
。

发掘地

点主要在洞的东部
。

发掘面长约 9 米
,

宽约 7 米 4图 5
,

深度从洞外向洞里加深
,

一 Κ
2

!

米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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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物较潮湿
、

松散
,

约以

4图 7 5 ;

图 莲花洞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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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向南倾斜
,

堆积层序未见扰动
,

自上而下可分为 Κ 层

Κ
2

表土 ; 褐色亚粘土
。

厚 ϑ2 米
。

7
2

棕褐色亚粘土
,

夹少量石灰岩碎块
,

含化石
。

厚约 米
。

15 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有 ; 南京博物院李文明
、

张祖方
、

党华 6 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产飞 6 镇江市博物馆戴志

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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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ϑ ϑ

材Κ

图 7

= >Ε
·

7 Α / / Φ>( Δ ( Σ

莲花洞剖面图

ΦΒ / Ι /) ( Α>Φ Α ( Σ + >? Δ 五Η ? # ? 3 /

2

棕红色亚粘土
,

夹少量石灰岩碎块和铁锰质结核
,

石灰岩块径 ϑ
2

7 米一
2

ϑ 米不等
,

可能代表有一段时间洞顶崩塌所致
,

此层含化石
,

厚约
2

8 米
。

2

褐黄色砂质亚粘土
,

未见化石
。

因未见底
,

厚度不详
。

二
、

化 石 鉴 定

经鉴定
,

莲花洞动物群中
,

有无脊椎动物门的下蜀钻子螺 ∗ )。 , ‘‘石。胡后。 和脊推动

物门的 9 个目
、

9 种动物
,

这 9 种动物是 ;

灵长目 ≅ , >Τ ? Φ / Α

智人 & ( 二 ( ‘? )> ‘” ‘ +
·

红面猴 : ? Γ ? Γ ? ,
妙

Γ >( Α‘ Γ Η 3 >/ ,

兔形目 +
?Ε( Τ (, ≅ Υ?

兔科 + /≅ ( ,>Ι ? /

啮齿目 ∋ (Ι
/ Δ Φ>?

豪猪 月界厉忿 Α )2

食肉目 # ? , Δ >, ( , ?

貉 % 夕Γ Φ,
,
“

如 户,( Γ ς ( , ( >Ι “ Ω , ? ς

棕熊 Ξ ( Η , ?, Γ了。‘ +
·

西藏黑熊 Ξ,2 、 Φ左>去‘招”“ # Η 3 >/ ,

猪猫 汉。一。 , 夕Ψ Γ ( 11? 厅8 Γ Η 3 >/ ,

最后欲狗 Γ ( Γ Η 才? ( 1Φ> 二? : ? Φ Α Η Τ ( Φ(

奇蹄目 )/ ,>Α Α( Ι ?/ Φς一?

额鼻角犀属 Ζ>
Γ 。 , , 五>( Η ‘ Α≅

2

偶蹄目 ∀ , Φ>( Ι ? / ΦςΨ?

野猪 ΑΗ
, ,

Γ’( Σ? +2

似水鹿 。
Σ““, Γ Σ

·
Η ”>Γ ( 1( ,

4[
/ , ,

5

鹿 。
, , Η , Α≅

·

4 5

鹿 Γ 。。 Η , Α≅
·

4 5

似王氏水牛 ∴ Η Υ ? 1Η , ΓΣ
2

, ? 。, ]( Γ及 ∴ ( Η 1/

/ Φ ∃ />1Β ? , Ι

牛 刀“ Α)
·

现将材料较完整
、

数量较多的种类作些描述与比较
。

均 该标本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余议鉴定
,

在此表示感谢
。

文中插图由张祖方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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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科 & ( Δ 滋Δ记? /

智人 石肠Τ ( 。“≅ 1/ Δ Α +
2

4图版 .,

5

标本 一颗下臼齿
、

齿根被啮齿类动物啃噬
,

接近齿颈部失掉
。

描述与讨论 齿冠较高
,

咬合面只轻微磨耗
,

沟
、

尖尚明显可辨
。

此牙与一般牙齿齿

尖数目有所不同
,

一般下 臼齿咬合面有五个尖
,

少数有四个尖
,

莲花洞人牙就只有四尖
,

彼

此排列规整
。

下臼齿仅四尖的现象
,

在河南浙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人的 :
;

上也有
,

而且

出现率还比较高
。

据文献记载 4∃
Η , Δ / , ,

 ⊥  6 # (

Τ?
Α ,

 9 ϑ5
,

现代人中
,

呱 四尖的出现

率如下
;

现代人 :
;

四尖的出现率4百分数 5

阿拉斯加人 东 南 亚 北 亚 日 本

Κ
2

ϑ一 9
。

8
。

8一 7
。

8

莲花洞人牙咬合面
,

前
、

后各有一中间沟 6 咬面中间向颊
、

舌面又各分出一沟
,

颊面沟

长于舌面沟 6 沟的交汇处成一中央凹
,

在前中央沟的前端有一浅的前凹
。

与正常牙齿不同

的是
,

齿冠釉质发育不良 4_ 皿Τ / 1勿)( )1 ?Α的 5 。

岭上出现釉质发育不良这种病态的年龄
,

白种人可能是 岁半至 8 岁之间
,

我国尚无统计资料
。

由于釉质发育不良
,

舌侧两尖好像

被凸起的釉质包围
。

近中面上方有与前牙的接触面
,

远中面没有任何接触面
。

一般呱 形

态不很规则
,

再加此牙磨耗浅
,

远中面无接触面
,

这颗牙很可能为下第二臼齿
,

这个个体的

第三臼齿尚未萌出
。

为此
,

这颗牙有可能属于青少年个体
。

猴科 # / , Γ( ≅ >ΦΒ / / >Ι ?/

红面猴 匆泛/ ( / ? Α ≅ / /窟( Α ? # Η 3> / ,

4图版 .,

5

标本 个头骨
、

1个下领 4% ∴3 ϑϑ ϑ
·

1一 5
,

都受挤压
,

头骨经修复还有所变形
。

头骨的蝶骨
、

筛骨
、

部分顶骨
、

右颧骨以及 个上内侧门齿
、

右外侧门齿缺失6 下颇上仅

个第三臼齿保存完好
。

描述 无眶上圆枕
,

眶上缘与额骨之间平
,

额部略隆起 6 枕骨上有一横向枕脊 4相当于

上项线部位5
,

直达两侧外耳道上后方
,

枕外粗隆较为突出
。

项平面的部分平
,

大孔近于圆

形
。

上领颧突在 :
⎯

的上方
。

牙齿 上外侧门齿咬合面较平
,

舌面有一浅齿沟
,

唇面釉质高于舌面
。

上犬齿几乎与

外侧门齿等高
,

外侧门齿与犬齿间的空隙很小
,

犬齿舌面后部磨损
,

基部有一结节
。

)7
、

:1 由于磨损
,

牙本质暴露较多
, ) 7 、 )今,

都是两尖
, )咭两尖被一条脊连接

,

把咬合面分为

前
、

后两半
,

前半小
、

后半大
。

上臼齿 Κ 尖
,

砂 小于 :
⎯ ,

:
7

大小与 :
⎯

近似
,

臼齿均前宽后

窄
,

呈一般粉猴型
,

:
7

舌侧沟上有残存齿带
。

:
7

的前尖与后尖间
、

后尖与跟座间
,

各有

5 北京医学院 口腔医院矫形科高柠大夫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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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尖
。

比较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集的猴类标本中
,

只有熊猴
、

拂拂的头后有一枕

脊
,

但莲花洞标本与这两种动物的牙齿有所不同
,

熊猴和拂拂的上外侧门齿咬合面窄
,

向

上略宽
,

熊猴的 呱 小
,

缺少附尖
,

拂拂的域跟座宽 6 以后又观察了广东昆虫所收藏的红面

猴标本
,

形态与莲花洞标本较近似
,

表现在头骨上
,

都有枕脊
,

眶上缘向额鳞过渡的地方平
,

两侧眶外缘扁宽 6莲花洞标本的 )1 一:
,

上齿列长 7⊥ 毫米
,

砂一砂 长 9 毫米
,

比广东昆

虫所 ϑϑ 斗号红面猴标本略小无几
。

该标本 : 7
有内附尖

,

莲花洞标本的 :7 与其相像
。

故

将莲花洞猴类化石鉴定为红面猴 4:?
Γ ?Γ ; Α)/ Γ

>(Α ?5
,

这是我国首次发现较完整的红面猴头

骨化石
。

熊科 Ξ , Α>Ι ? /

棕熊 Ξ,
。。 , “ , / Φ( 。 +

2

4图版
2

6 7 5

标本 Κ 个上犬齿
、

个 ) Κ 、

个 :
, 、 Κ 个 :

⎯ 、

段左上领残片
,

其上带有 :1
一二。 7

个下犬齿
、

个 :
; 、

下领骨 段
,

其上附有已磨耗近齿根的犬齿
。

由零散牙齿的大小
、

磨

损程度及颜色判断 ; 莲花洞棕熊材料至少代表 Κ 个个体 4% ∴3 ( ( 1ϑ 92 一 Κ 5
。

描述与比较 莲花洞棕熊的上牙明显的分为大个体与小个体二个类型 4图版 Δ
2

6

7 5
,

这种大小之别可能为性别差异
。

棕熊比下述西藏黑熊体型大
,

)’ 的第二类比西藏黑

熊的靠后
,

第二尖之前有一附尖 6 :
,

后端收缩平缓 6 下领体较西藏黑熊厚
。

无论大小或形

态与周 口店第 地点棕熊接近
。

西裱黑熊 Ξ 拙Η ? Φ址Υ / Φ ( Δ ( #Η 3> / ,

4图版
2

Κ 5

标本 一较完整的上领骨带左
、

右犬齿
、

)Κ

一甜 6 件左上颇骨残段
,

附 )
心

一树 6 件

左下领骨 ; 其一附残破犬齿及 :
; ,

另一个上带有 )
7

一:
, ,

段下领除缺少上升支外
,

下领

体基本保存 4% ∴ 0 ϑϑ ϑ⊥
·

一 Κ 56 还有 7 个零散牙齿
。

描述与比较 )‘小
,

无后附尖
,

颊侧
、

舌侧前方有齿带 6 :
⎯

后尖
、

次尖之后突然收缩
,

舌侧有弱的齿带
,

上领颧突位于 :
⎯

的中部上方
,

标本 % ∴3 ( ( 1∗⊥
·

7 有 7 个颇孔
,

分布于 Γ

与 ) 7

之间的下领体上
。

下领体较棕熊的薄
,

下领上的咬肌附着处形成深凹
。

总的形态与

西藏黑熊相似
。

俄狗科 & 了?/ Τ Ι ?/

最后俄狗 #,
( Γ ( Φ ?

4图版

“1Φ 它Τ ?

2

5

标本 上领骨碎片 块
,

一左一右
,

其上均附有 )‘)‘

4% ∴ 3 ϑϑ ϑ  
·

一 5 6 零星牙

齿
;
左) , 、

)‘
、

右 )
7 、 )‘

各一 4% ∴3 ( ( 1( Ε
·

7
,

Κ 5; 另外还有左 :
, 、

右上犬齿 4% ∴3 ( ( Ρ ( Ε
·

8一
石56 两块粪化石 4% ∴3 ( ( 1( Ε

·

⊥5
。

描述 ) 7
前齿带不发育

,

右侧上领的 ) 7 、

% ∴ 0 ( ( 1 ( Ε
2

Κ 的 ≅ 7

与 ≅ ⎯

接触面均较大
, )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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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小
,

第二叶显著大于第一叶
,

第三叶大于第二叶
。

:
;

磨损较重
,

它的前叶略大于后

叶
,

前
、

后叶几乎等高
,

跟座小
,

跟座中央形成一条齿脊
,

下原尖舌侧有一不明显的釉质突

起
,

可能为下后尖
。

粪化石 一块呈乳白色
,

近圆形
,

结构不甚密
,

遍布大小不等的孔洞
,

长 Κ9
2

8 毫米
,

最

大径 79
2

7 毫米
,

后端有一凹坑 6 另一块灰黄色
,

表面有黑色铁锰质斑点
,

近似椭圆形
,

后端

也有一凹坑
,

前端稍有破损
,

长 8ϑ 毫米
,

最大径 7 毫米
。

其上均可见动物的骨片
。

牙齿侧Φ 4单位 ; 毫米5

% ∴0 ϑ ϑ ϑ 
2

% ∴ 0 ϑϑ ϑ  
2

% ∴ 0 ϑ ϑ ϑ  
2

8

)
,

一)Κ 长 ⊥ Κ
2

⊥  
2

⊥ 一

≅
1

长 α宽 9
2

⊥ α
·

9 9 α
2

7 一
≅ ,

长 α宽
2

9 α 9
·

! 8
2

! α ! 一

钾 长 α宽 7 ⊥
2

Κ α
·

⊥ Κ ϑ
2

α 7
2

一

尸 第一
、

二
、

三叶长 9
·

! α Κ
·

⊥ α 9  α 1斗α 9
2

 一

:
,

长 α宽 一 一 ⊥
·

! α Κ
2

ϑ

比较 据前所述莲花洞标本具有最后银狗的一般特点
, )弓

的第二
、

三叶与傈水神仙洞

标本很接近
,

第一叶比傈水的标本还要小一些
。

还值得一提的是莲花洞最后银狗的 :
;

前

叶大于后叶
,

原尖舌侧有一可能是下后尖的突起
,

这种特征在中国俄狗上出现较多
,

裴文

中教授4  Κ ϑ 5研究山顶洞最后俄狗时
,

认为这一特征反映了最后俄狗与中国俄狗的亲缘

关系
。

莲花洞最后倔狗的标本
,

为这一观点提供一个材料
,

不过
,

莲花洞标本太少
,

要完全

证实这种关系有待寻找更多标本
。

犀科 ∋ Β >Δ ( Γ/ , ( 石Ι ?/

额异角犀属 Ζ >Γ /
,(

,范 Δ Η Α 。)2

4图版 .,

7 5

标本 一左下颇骨残段
,

带 :
⎯

4% ∴3 ( ( 11(5
。

描述 下次脊新月形
,

齿冠较高
,

外壁圆
,

釉质上有细小皱纹
。

:
;

的侧Φ 4单位 ; 毫米 5

前后基部中线长 8

咀嚼面中线长 Κ9
2

,

前面基部宽 ⊥
2

Κ

后面基部宽  

下后脊外侧面高 Κ 

下次脊外侧面高 呼Κ
2

Κ

比较 莲花洞标本的形态与周本雄 4  ⊥  5 所述周 口店额鼻角犀 4刀‘“
尹(, 人>ΔΗ

, 动。 Θ

“
左(Η Φ>胡。后5 相似

,

除齿冠高外
,

其他测量值均落在周 口店额鼻角犀的变异范围内
。

莲花

洞犀类标本太少
,

无法进行更多对比
,

因而不定其种名
。

猪科 −垃Ι?/

野猪 7址2
∴Γ ,( Σ? +

4图版 .
,

85

标本 7 件残破上领骨 4% ∴3 ϑϑ
2

一 7 5
。

其一带有右 )仁:1
、

左 到一: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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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具附有左 )
7

一:”
和右 )

⎯

一:
, 6 另一件仅带有 )月一:

,

4:
,

颊侧釉质部分缺失
。

零星

牙齿共 7Κ 个
,

包括门齿
、

犬齿
、

前臼齿和臼齿 4% ∴3
2

ϑ ϑ
2

Κ一 ⊥ 5
。

根据牙齿磨耗程度

可分出老
、

中
、

青 7 个不同的年龄
。

描述 上领窄长
。

门齿长
,

犬齿较大
,

向后弯曲
,

断面呈三角形
。

臼齿上附属的小尖

变化较大
,

为此
,

咬合面有的复杂
,

有的简单
。

从残破上领及上
、

下第三臼齿的磨损程度分

析
,

约有 ϑ 个个体
。

牙齿测Φ 4单位 ; 毫米5 ;

)
, 一:

7

长 7
2

Κ :
7

长 7 8
2

7一Κ Κ

≅ ⎯

长
2

宽 ϑ
2

一 7
2

呼

宽 ⊥
2

9 指数 Κ ⊥
2

!  一 !  
2

9 9

) 7

长
2

 :
,

长 ⊥
2

7一 !
2

!

宽 ϑ
2

Κ 宽
2

一 8
2

≅ Κ

长
2

⊥一 7
2

⊥ 指数 Κ
2

8一 Κ  
2

!

宽 7
2

8一 8
2

⊥ :
;

长 Κ
2

⊥

:
,

长 ⊥一 !
2

Κ 宽 9

宽 Κ
2

一 9
2

指数 8 Κ
2

7 !

指数 ϑ  
2

! !一  
2

⊥

:
⎯

长
2

一 !
2

斗 :
7

长 Κ 7
2

8一斗Κ
2

9

宽 9一
2

8 宽 ⊥
2

一 !

指数 ⊥
2

9 ⊥一 Κ8 指数 Κ 9
2

一 8  
2

7

比较 莲花洞猪类化石的牙齿形态与现生野猪相似
。

杨钟健教授4  7 5在研究周口

店的李氏野猪时
,

提到李氏野猪牙齿比野猪个大
,

下臼齿瘤状突起少
。

莲花洞的标本上
,

瘤状突起不是太多
,

在磨损重的牙齿上
,

釉质折皱复杂
。

从测量值看
,

每个 :
‘、

:
⎯

长宽都

落在周 口店李氏野猪的变异范围之内
。

但从指数比较
,

莲花洞猪类牙齿就显得不如周口

店李氏野猪粗壮
,

如李氏野猪 :1 的长宽指数为  一 ⊥ ,

莲花洞则为 ϑ 
2

!! 一  
2

⊥ 6 :
汤

的长宽指数前者是 ϑ 8一 Κ ϑ

后者 ⊥
2

9 ⊥一 Κ 8 ,

:
7

的长宽指数前者是 9 ϑ一 ! ,

后者

则为 ⊥ Κ
、

! 一 ! 
2

“
,

且大多数都在 !8 以上
,

这些数字表明
,

莲花洞的猪类化石应归于

野猪
。

从上领骨的形态看
,
多数标本的大小与东北榆树野猪接近

。

上颊齿长度 4 7
2

Κ 毫

米 5与四川万县的标本也相近似
。

鹿科 # / , 3> Ι ? /

似水鹿 #七四Η∴
Γ Σ2 Η 耐

/ ( 1( , [ / , ,

4图版 .
,

Κ 5

标本 两个头盖骨的后半部 4% ∴ 3 ( ϑ
2

1一 56 7 个脱落的左角 4% ∴ 3 ( ( 11
2

7一8 56

1段右角 4% ∴0 ϑ ϑ 11
2

95 及一些残破角环 4% ∴ 0 ( ( 11
2

⊥ 56 Κ 块下领骨 4% ∴3 ( ( 1 1⎯
2

Α一

5
,

块下领上有较完整的牙齿
。

描述与讨论 枕骨不太高
,

显得倾斜
,

大孔伸向后方
,

两个头盖骨外面的骨缝都未愈

合
,

里面骨缝一个已愈合
,

一个未愈合
。

角柄基部相距约 7 ⊥ 毫米和 77
2

Κ 毫米 6 两角环中

心间的距离 ! 毫米
。

两个左角保存较好
,

具有眉枝
,

其中一个还保留第二枝
,

眉枝距角环较近
,

眉枝与主枝

间的角度小于  ϑ 度
,

眉枝分出处的外侧向内凹
,

眉枝尖端略向外弯
,

基部呈三角形
。

主枝



⊥ 9 人 尖 子 子 丁仪 拐
2 2 曰 2 2 2 口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曰 2 2 2 2 2 2 2 2 2 2 2 <

一
Θ 2

一一一
2 < 月

Θ

一Θ

一
Θ

Θ 一

Θ

一
一<

在角环上方为椭圆形
,

主干断面圆形
。

角表面粗糙
,

有粗细不匀的沟纹
。

第二枝距眉枝

9 毫米
,

与主干夹角也小于  ϑ 度
。

·

莲花洞标本主干尖端都缺失
,

从眉枝与第二枝之间

相距较远推测
,

似乎没有第三支
。 “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

”
一书中

,

曾提到斑鹿与水鹿难以

区分
,

主要的是在成年个体斑鹿角有 Κ 个分枝
,

水鹿有 7 个分枝
,

基于这个特点
,

我们将莲

花洞标本归于水鹿
。

牛亚科 ∴ ( 访Δ ?/

似王氏水牛 召Η Υ? 1Η Α / Σ
二

? Δ ?Ο沁# β > ∴( Η1 / / Φ ∃/ >1Β ? , Ι

4图版
,

8 5

标本 一具左下颇骨 4% ∴ 0 ϑϑ 8 5
。

犬齿齿槽前方
、

下领角及下颇冠状突
、

关节突

缺损
,

下颇上带有 )7 一:
, ,

) ;

齿槽保存
。

描述 牙齿粗壮
,

齿柱发育
,

磨耗较重
,

磨损后的原尖
、

次尖呈椭圆形
,

:
7

跟座发育
,

并宽大
,

白至质较厚
,

表面釉质有细褶皱
。

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 3 7 ⊥
、

3 8 9 ϑ 8 号

王氏水牛相比
,

极为相似
。

测盆4单位 ; 毫米 5

≅ ,

前缘下颁体高 9 ϑ

:
;

后缘下领体高 ϑ

)
,

齿槽前缘一:
7

长 仍

: ; 一: ,

长 ϑ 7

: , 长 Κ 9
2

7

:
7

宽  
2

Κ

:
,

跟座长 Κ
2

:
,

跟座宽
2

8

比较 莲花洞水牛化石中
,

没有牛角的角心和头骨
,

这给鉴定带来困难
。

只是 ∴ΗΥ ?1 。

沉Υ? 1>, 和 ∴ >Υ ( Ε四,Η ;
的 ) ;

长还略有区别
,

前者较长
。

莲花洞标本 );

的齿槽长 8
2

8 毫

米
,

一般的齿冠大于齿根
,

据此推测 ) ;

齿冠长会大于 9 毫米
,

又加其他牙齿磨后
,

形态与

水牛相似
,

这样将莲花洞标本归于 ∴ “Υ?1 “ ,
这一属

。

我们与周 口店德氏水牛比较
,

两者也

有些相似
,

所不同的是
,

德氏水牛 )
;

前缘下领体高为 8ϑ 毫米
、

:
7

后缘下领体高为  8 毫

米
,

:
1

一:
,

长  ϑ 毫米
,

这些测量值都比莲花洞标本相应值小
,

河南孟县王 氏水牛仅 巧一

:
7

长可比较
,

孟县王氏水牛此值是 7ϑ 毫米
,

莲花洞为 8 毫米
,

其差还略少些
。

再加上

和东北榆树
、

五棵树王氏水牛的牙齿形态
、

单个牙齿大小都非常相像
,

故将莲花洞标本鉴

定为王氏水牛
。

以往王氏水牛只发现在北方地区
,

现在华东地区有现生水牛
,

更新世时期

有水牛也是合理的
,

以前只是在这一地区找到的化石不多
,

没有被发现而已
。

三
、

讨 论

2

莲花洞动物群由 9 种哺乳动物组成
,

大多数是现生种类
,

绝灭种类有 7 5种
,

占

!
2

!务
。

这个数值高于周 口店山顶洞 4绝灭种占 ϑ
2

9Κ 沁5
,

有可能莲花洞标本数量少
, 显

得绝灭种比例高
。

已发表的江苏省境内洞穴动物群
,

仅有丹阳和深水的两个洞
,

现将莲花洞动物种类与



期 李文明等 ; 江苏丹徒莲花洞动物群

这两个洞穴动物种类作一比较

莲花洞 丹 阳 神仙洞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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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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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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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

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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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

十

十

χ

十

从以上 7 个动物群的比较可以看出
;

415 莲花洞出土的额鼻角犀和王氏水牛在丹阳

和神仙洞全无 6 4 5前面已提到的莲花洞的最后截狗保持着中国截狗的一点性质 6 47 5莲花

洞动物群里的现生种多于绝灭种 6 4Κ 5莲花洞动物群中缺乏第三纪残存种和第四纪早期的

典型种
。

这些性质表明
,

莲花洞动物群的时代应晚于江苏句容动物群4中更新世 5
,

早于丹

阳和神仙洞动物群4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5
,

即属于晚更新世或晚更新世早期
。

从动物进

化的角度看
,

莲花洞动物群为上承句容
,

下接丹阳和神仙洞的过渡阶段
。

2

莲花洞动物群中
,

大多为广布种
,

这些化石在南方或北方都有发现
,

如兔
、

西藏黑

熊
、

最后俄狗
、

野猪
、

鹿等
。

较有地区特色的像棕熊
、

额鼻角犀以往都发现在北方
,

猪灌
、

水

鹿多出现在南方
,

水牛的化石记录
,

除四川有短角水牛外
,

大多在北方发现
,

按现生种类的

分布
,

在南方则颇为广泛
,

很可能晚更新世时
,

水牛在南北方都有
。

结合大熊猫
、

剑齿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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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本区 4丹徒
、

丹阳
、

傈水 5尚无记录考虑
,

丹徒地区小气候特点接近现在江淮地区的气

候环境
。

莲花洞动物群的成员以大型动物为主
,

这些大型动物多为杂食
,

如红面猴
、

棕熊
、

西藏

黑熊
、

野猪等
,

其他以食植物的较多
,

如牛
、

鹿类
、

犀
、

猪灌等
,

那些以食草籽
、

草叶
、

草根为

主的鲁齿类很少 6 再就是像红面猴现生活在 7 ϑ ϑ ϑ 米以下的山区
,

野猪
、

熊等也可生活在 山

地
。

从这些现象分析
,

莲花洞动物群生活时期
,

这一地区以山地树木为主
,

地面无大面积

的草原
,

这一点从莲花洞
、

丹阳
、

傈水没有任何草原型的化石也可得到证明
。

4  ! 年 7 月 Α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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