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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元谋盆地西北小河村一带古猿化石地点所产 种小哺乳动物 口 ,

,

宕
, “ , 夕 声

,

江
,

初步论证 了几个含古猿 化石 地点
、 、 、

、

的时代均为晚中新世
,

相当于欧洲 盯 晚期
,

比禄丰 古猿化石地点的时代

稍晚

一
、

石

年元谋盆地西北物茂乡小河村等地古猿及伴生动物群的发现
,

引起国内外有关

学者的极大关注 经过其后几年的发掘和研究
,

已有部分成果刊出 然而对这些产古猿化

石层位的时代问题
,

看法并不一致 江能人等 认为竹棚村豹子洞等含
“

人猿超科
”

化石的地层 野外地点编号 属早更新世早期
,

距今约 万年
,

理由是该地点的
“

人猿超科
’

化石被鉴定为
“

能人
’

张兴永等 指出 地点的时代为上新世末或

早更新世初期
,

距今约 万年 接着 又将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的古猿化石点

确定为晚上新世
,

距今 一 万年 他们将小河的古猿化石置于不同的地质时

代的主要依据也是在
“

人猿超科
”

化石
。

然而对他们的化石鉴定
,

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

钱方等 依据磁性地层学测得豹子洞管剖面的年代约为 一 万年
,

其
“

人猿超

科
”

化石所在层位的年代为 一 万年 蝴蝶梁子剖面的年代为 一 万年
,

含古

猿化石层位的年代为 一 万年前
,

因此认为古猿化石生存的时代大约为距今 一

万年
,

为上新世 宗冠福等 从地层学角度对各地点进行对 比
,

认为含古猿

化石的时代为早上新世 宗冠福 同时指 出
、

和 地点 包括小河

村盖排粱子 和雷老村 地点 的化石组合面貌基本一致
,

可统称为小河动物群
,

其时代为
“

早上新世
’ ,

大约距今 一
一

百万年
。

作者参加 了由云南省组织的元谋课题组
,

并负责这些古猿化石地点中小哺乳动物化石

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所获小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来探讨这些古猿化石地点的时代 古猿

收稿日期 一 一



期 蔡保全 云南元谋古猿地点的小哺乳动物化石

化石地点分布和地层剖面依宗冠福等 所述

本文所述材料包括笔者于 年 月在元谋县物茂乡小河村 地点采到小型竹

鼠牙齿 枚
,

岩松鼠牙齿 枚
,

食虫类牙齿 枚
,

河狸牙齿 枚 于同年 月在元谋县

清河乡老鸦堂采集到大型竹鼠臼齿 枚
,

鼠类 臼齿 枚 元谋人博物馆收藏的采 自

地点两段河狸下领及 枚单个臼齿
、

地点的 枚竹 鼠臼齿及 枚河狸的右
、

地点的 枚河狸牙齿和 枚兔形类的上颊齿碎片以及物茂乡雷老村的 枚河狸和 枚小型

竹鼠臼齿
。

二
、

分 类 记 述

食虫目
,

短尾助属 一 ,

短尾的 种未定 “
·

一左上前臼齿 未编号标本为作者采集
,

采 自 地点
。

个体较禄丰动物群中的

相 同牙 齿 大
,

其 大 小 和 形 态 较 接 近 呈 贡 三 家村 动 物 群 中的

刃吧

兔形 目
,

兔科
,

兔科 属种未定 认

一破碎 的上 中间颊齿 元谋人博物馆编号
,

采 自 地 点
。

长大于
,

宽大于

啮齿 目
,

松鼠科
,

岩松鼠属 一
,

岩松鼠 种未定

一枚右 或
,

采 自 地点
。

低冠
,

具 个齿根 冠而近方形
,

下原尖圆丘形
,

弋次尖高
,

通过脊向前延伸并在外

侧与下原尖连接 下后尖发育
,

下内尖弱
,

呈脊形
,

连接下后尖和下次尖共同围成光滑的

下跟凹 齿冠长
,

前宽
,

后宽
。

元谋标本的形态特征与禄丰的 口 ’ 一致

河狸科
,

单沟河狸属 材
,

一

单沟河狸 未定种 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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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地点

一段右下领带 ’一 , ,

领体受过挤压
,

前端断于 前缘
,

后端保存至咬肌

窝
,

产 自 地点 一段左 领带
、

一段 一
、

左
一 一

、

左 一 一 和 右 一 ,

产 自 地点

左 一
、

右 一
、

右 一 。
、

左
一 和 右 , 一 ,

产 自 地点 右 一 采

自 地点 左 ’和 右 采 自 地点及 右 产 自雷老村

地点
。

描述

下领骨在 处深 一 处下领下缘成弧形突出 咬肌窝探
,

前端位于

之后 上升支始于 后缘 下门齿外缘呈半圆形凸面
,

釉质层光滑

可碗
公掀 气工趁

图 一 元谋单沟河狸
·

右 厂 冠面视 右 冠而视
‘

舌侧视
,

右 。 一 冠

面视 ’舌侧视 右 ’ 一 冠而视 , 唇侧视 ’’舌侧视 左 ’ 一 冠面

视 , 唇侧视 己 舌侧视
,

一 ,仪
, 一 , , ‘· ·

’仪 一 , , “ , ‘
· ·

‘ ‘ 一
,

, , ‘ ·

乡
,

乎 一 。 ‘ 丫 弓‘一
, , 。‘ ,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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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颊齿次高冠
,

冠面近长方形
,

号标本咀嚼面上唇侧下次沟向内深至齿冠中

部
,

并向舌侧后方倾斜
,

其内端于下后坑相抵 从后 向前舌侧具四个坑 下后坑横向 下

中坑略为倾斜
,

其中部与下后坑相连 下前坑近直角状
,

在其角 凹处发育一扁形坑 图
一 其余标本下次沟向舌侧深人浅至 中等程度

,

与下后坑呈消长关系 除早期磨蚀阶

段下中沟向内开 口外 图 一
,

舌侧发育四至五个封闭的坑 下后坑横向平直
,

不与下

中坑相连 下中坑长
,

平或向后凹 下前坑呈新月形或不规则状 在下前坑前面或后面发

育一至两个圆一扁圆形小坑 下外沟深达齿冠基部 两齿根粗
,

呈前后两排

号标本 图 一 , 冠面近方形
,

下次沟在咀嚼面上伸至齿冠中部 舌侧

具三个坑 下后坑扁圆形
,

下 中坑横向平直
,

下前坑长
,

几乎 占据整个冠面的前部分
,

下

外沟不抵齿冠基部

与 相近
,

仅下 中坑呈新月形
,

下前坑短 齿根两个
,

前后排列
,

前者小
,

后

者大而长并呈横向
月 冠面近三角形 旧 一

、 ,

具一舌侧沟和 四个唇侧坑 次沟伸至齿冠中部
,

向

唇侧前方伸展
,

与前坑相对 早期磨蚀阶段可见前沟和中沟 前坑长条状
,

近齿冠中部向

前扭曲 中坑长
,

呈前凸的新月形 后坑横向
,

长条状 在前坑与中坑间发育一扁圆形小

坑
,

个别标本达三个小坑 六个 峪 中有一标本在前坑与次沟间发育一纵向长条状坑 三

个齿根粗而长
,

前舌侧根与唇侧根相连围成弧形
,

后齿根孤立
。

’冠面近长方形
,

舌唇侧各具一沟
,

次沟与 中沟在齿冠中部几乎相连
,

前端错开
,

次沟在前
,

两者将冠面分成前后两部分 前坑横向平直
,

后坑为前凸的月牙形
,

在后坑后

面还发育一扁圆形小坑 舌侧内沟长
、

中沟短
,

它们都不伸至基部
。

前面一个后面两个齿

根
。

类似 ’,

仅后坑较直
,

不呈月牙状 测量数据见下
,

单位毫米

一 尸 ,

长
冠面

基部

冠面

基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宽 《

一 一

一

高 份 一

一 一 月

一 一

比较与讨论

标本虽然来 自五个化石点
,

但相互在形 态上难于 区分 见 图
,

因此可 以视为 同

种 元谋的河狸与我 国 江苏 泅 洪下 草湾 中新世 的 万 和 欧洲一北美 中新世 的

’ 比较
,

它们的冠高
、

齿根发育程度相近
,

但前者的个体小
,

门齿前外缘釉

质层上面不发育纵沟 以齿冠高
、

臼齿在一定磨蚀状态下 出现
“ ”

形明显不同于

元谋标本
。

元谋的河狸
,

颊齿次高冠
,

门齿外缘釉质层光滑 具下次沟
、

磨蚀早期舌侧发育

下中沟和下前坑
、

下后坑
,

下前坑未向内开 口 下臼齿下前坑和 下后坑明显 嘴 次沟
、

中坑
、

前坑和后坑发育
,

上 臼齿具次沟
、

中沟和前后坑等
,

应属单沟河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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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目前的资料看
,

在中国属于单沟河狸的有河北张北的 。 详 ’ 七
、

内蒙古通

古尔的 刀云南禄丰的 汀口肋 三种 和元谋的单沟河狸比较
,

雌脚 和 “ 的个体均较小
,

齿冠较低
,

下中沟不发育成坑
,

舌侧至

多发育两个坑
,

下臼齿下前坑前方还发育一个小坑
,

云南禄丰单沟河狸还未详细研究 邱

铸鼎等
, ,

和其标本 比较
、

由于元谋没有年轻个体材料
,

无法和禄丰的一牙齿未磨

蚀的年轻个体头骨和一下颁骨 比较外
,

其余的下领骨和单个颊齿均与元谋单沟河狸的特征

一致

北美单沟河狸
, 。 和 的共同点也可区别于云南种 它们

个体小
,

舌侧最多发育三个坑 虽然 万 价 的 舌侧也可发育四个坑
,

但它的

个体小于元谋的河狸 冠面长约 毫米
,

同时上下颊齿齿坑形态复杂 北美最晚期

的代表种 万 ’在个体大小
、

下领高度和粗壮程度
、

下颊齿的坑呈横向
、

下前坑

为后弯的月牙形等方面均和元谋河狸类似
,

然它的颊齿高冠
、

门齿发育稍微分叉的细条

纹
、

下次沟内端位于下中坑和下后坑之间
,

下后坑扭曲等又是元谋的河狸所没有的

竹鼠科 七 川
,

竹鼠亚科 沮 一 ,

低冠竹鼠 夕 抢 声
,

步氏低冠竹鼠 少 声 无
,

图
, 一

刀 七 宗冠福等
, ,

人类学学报
,

第 卷第 期
,

页

材料 左
、

右
、

左
,

宗冠福等认 为属 右
,

并定 为

价 动 声 和 右

地点
、

地点
。

描述

小型
、

低冠
,

上 臼齿强烈向外弯曲
,

下臼齿向前倾斜

轻度磨蚀时冠面呈长方形
,

舌侧褶沟浅 为 一 ,

原尖发育
,

前面脊

窄
,

原脊稍宽 中脊发育并达到唇侧缘
,

与原脊几乎平行 后脊与后尖呈半分离状态 所

有齿脊在唇侧加宽
,

进一步磨蚀则融合
,

在前面脊与原脊之间
、

原脊与中脊之间
、

中脊与

后脊之间形成三个封闭的釉质岛
,

中脊与后脊间的釉质岛呈横
“ ’

形 轻度磨蚀的牙齿

图
, ,

舌侧齿冠高度
,

唇侧高 中等磨蚀时冠面近方形 图
, ,

原尖和次尖膨大
,

原脊与前而脊之间的釉质岛变成近圆形 舌侧褶沟底部距釉质层与齿根

交接最低点的高度为 一 图
,

,
、

’

冠面近方形
,

唇侧褶沟 中等深度 二 下前 面脊与下后脊融合 下 中脊

中等发育
,

不抵舌侧 下次脊宽
,

伸达舌侧缘 齿装 盯 发育 下后面脊舌侧与下

次脊相连构成釉质岛 唇侧褶沟底部到釉质层与齿根交接处最低点的距离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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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口乍寸

含一
图 元谋竹鼠化石

一 ’ 右 冠面视
,

, 舌侧视 左 冠面视
,

’舌侧视 左 冠面

视 左 冠面视 左 冠而 视 ’唇 侧 视 右 , 冠面视 已唇侧视

右 ’冠而视
,

舌侧视 一 刀 人 为 ” 右 冠面视
‘

唇侧

视 右 冠面视 ’唇侧视

人 人 琳声 石 介
,

一
, ‘ , , ,

玩
,

一
, ‘ , ,

一
,

一

, , ‘ , , ,

厂

‘
,

一
, ‘ 一 刀 夕 六 用 ”

,

吮 , , , , , ,

为一未磨蚀的牙齿
,

唇侧褶沟较深

长条状的釉质岛 下原尖不膨大
,

卜中脊窄
,

中等发育
,

侧缘 在舌侧有一小的下 中附尖 齿装发育 下次脊宽
,

下前而脊与下后脊之间发育一

不达舌侧缘
,

中等磨蚀时接近舌

与下次尖分离
,

但磨蚀后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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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下后面脊形成坚固的后齿壁 磨蚀后期将出现下次脊向前与下中附尖
、

下 中脊相连
,

向后与下后面脊相连 舌侧齿冠高度
,

唇侧齿冠高度
,

舌侧褶沟底部距釉质

层最低点的高度为
。

测量数据见下
,

单位毫米

岭一一代

一一一

兴
比较与讨论

中国低冠竹 鼠材料包括山西榆社的
,

四川歌乐 山 的
,

西藏的

和云南禄丰的 乙 刀 衣 但 等 指

出西藏的 目前难于放到竹 鼠类中的任何已知属 将四川 的

归到 认
。

和元谋的材料 比较
, 匆 个体较大

,

齿冠相对较

高
,

下 中脊较弱
,

齿裳不发育
,

缺下 中脊且下原尖与下次脊相连成脊

如 属 口 中的大型个体
,

下中脊较短
,

下 中脊不发育
,

下次脊与

下原尖愈合 下 中脊较发育
,

下 中脊不发育
,

下次脊与下原尖愈合

配 的个体较大
,

下中脊极发育
,

达舌侧缘
,

下中脊极短

西 瓦 立 克 的 低冠 竹 鼠化石 极 为 丰 富
,

除 了 禄 丰 的三 种 外
,

还 有

脚 户吞触
,

丑
,

丑 石 丸
,

刀
,

几 臼 四种 为大型个体
,

齿璧缺失
,

下次脊较元谋的标本弱 洲获户 个体明显较小
,

也是低冠竹鼠中最小的种 和元

谋的材料较接近的是 , 和
,

然 个体略小
,

臼齿显得较窄
,

唇侧

褶沟较深
,

下 中脊较短
,

的齿装较弱 元谋小型竹 鼠
、

的冠面形态与

基本一致
,

仅 的个体略大
,

较窄长 笔者认为将元谋的小型低冠竹 鼠

归人步氏低冠竹鼠 较合理

竹鼠科 属种未定

图 么

材料 右

地点 地点

描述

轻度磨蚀
,

长
,

宽 冠面近长方形
,

舌侧褶沟浅
,

原

尖与前面脊愈合成脊
,

原脊与齿装轻微接触 次尖
、

后脊与后尖相互分离 中脊孤立
,

不

连接次尖 中附尖存在 一旦进一步磨蚀
,

除中脊
、

中附尖还处于孤立状态外
,

其它齿脊

与齿尖将融合成脊 舌侧齿冠高度
,

唇侧冠高 舌侧褶沟底部距釉质层与

齿根交接最低点的高度为

比较与讨论

该标本以个体较大
、

齿冠较高
、

孤立的中脊明显不 同于 地点的 ‘ 元谋

老鸦堂 的 见 后 述 因 没 有 上 齿 列
,

在 此难 于 比 较 个 体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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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大
,

齿冠略高于禄丰的 丑 人 禄丰 冠高 一
,

祁国

琴
, ,

显得较 配 进步 因这个标本的中脊孤立
,

使它无法归人竹 鼠科

中的任一已知属种

在 此 顺 带 记 述 采 自元 谋 盆 地 南 部 元 谋 组 和 龙 川 组 的 两 种 小 哺 乳 动 物 化 石
夕 ’ 和

低冠竹鼠 种未定 刀 尹

图
,

一

材料 右
、

各 枚

地点层位 元谋县清河乡老鸦堂元谋组第一段

描述

个体中等大小
,

齿冠中等高度
。

冠面长方形 长
,

宽
,

唇侧褶沟

较浅
,

下中脊发育
,

达到舌侧缘
,

与下前面脊构成横
“ ’

字型 齿裳弱 下

次脊中等发育
,

早期磨蚀状态与下次尖连接处窄 下后面脊横向延伸
,

构成一发育的后齿

壁 该磨蚀阶段的唇侧最大高度
,

唇侧褶沟底部到侧壁釉质层最低点的高度大于
。

为一早期磨蚀阶段的牙齿 长
,

宽
,

下前面脊与下后脊分离
,

两

者在前部围成一釉质岛 下原尖与下前而脊不连接 下 中脊发育
,

窄长
,

伸至舌侧缘 齿

璧缺失
,

下次脊孤立呈扁 圆形 唇侧褶沟深达舌侧 下次尖与下后面脊相连并

指向后内侧
,

形成近垂直的后齿壁 唇侧齿冠高度
,

舌侧高

比较与讨论

老鸦堂的两件竹鼠标本
,

虽采 白不同化石层
,

它们在个体大小
、

齿冠高度
、

下中脊和

齿装的发育程度等方面都接近
,

可视同种
。

依个体很容易和禄丰和西瓦立克的小型种类

刀 脚 户石
,

刀
,

刀 。 和 刀 白 无 区分开 丑 个体较大但下 中脊

不如元谋老鸦堂的竹 鼠发育 老鸦堂的材料
,

个体大小和 一致
,

然而

齿冠较低 未磨蚀的 冠高为
, ,

下中脊较短
,

尤其是

很弱
,

齿装较发育
,

唇侧沟较深
,

纵向延长 牙齿的冠面形态接近 。 口 ,

但后者的个体较大
,

下中脊较弱
,

齿装不发育

纵观南亚低冠竹 鼠
,

其总的演化趋势似乎是从早到晚个体逐渐增大
、

下中脊和齿裂退

化乃至消失以及齿冠 由低变高等 八百万年左右大型低冠竹鼠似乎还可分为如下几支 一

支以 巾心 ‘为代表
,

下 中脊
、

齿装不发育 另一支以 加 为代表
,

下

中脊
、

齿裳发育但 下中脊不发育
,

当早的下中脊退化可形成后裔种 第三

支为 卜 下中脊均发育但齿装弱的种类
,

如此处描述的元谋标本 若上述演化模式成立

的话
,

老鸦堂竹鼠的演化水平似应介于 与 间
·

产 自巴基斯坦 高原上西瓦立克三百万年前的一破碎左下领骨
,

以个体大
、

中

等高冠程度 未磨蚀 冠高超过
、

下 中脊极发育
、

齿袭极弱或缺失为特征
,

定为一新属 那 口 那 从个体大小
、

冠高和 特征看
,

老鸦堂竹

鼠更接近 那 ’ 口 的祖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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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科 记 ,

鼠科 属种未定 记

材料 左
,

左

地点与层位 元谋县清河乡老鸦堂龙川组上段下部

描述

长
,

宽
,

不连接
,

小
, 一 一 相连

,

缺失
,

膨大
,

小且与 相连 可见后齿带 三齿根
,

唇侧两个
,

舌侧一个 舌侧齿根大
,

前后方向

延伸
,

可能是由原来的两个齿根愈合而成的

长
,

宽
,

缺失
,

倾向唇后侧
,

与 相连 连接 记
,

构

成前凸的 月牙形 一 与 一 分离 无纵脊
,

后齿带孤立呈扁圆形 个外附尖
、 、

前后两大齿根及中间两小齿根

比较与讨论
的 与 接触

,

但不像 , 声 少 臼那样在 抖 与 间有一个发育的

脊 个 体 较 禄 丰 的 尸 大 的 和 中 脊 均 不 存 在
,

因 此 接 近

户
,

然 尸 那 个体较小
,

其 的 与 通过脊相连 由于材料太少
,

无法归人已知属

三
、

地 层 时 代

本文记述 了 元谋古猿 地 点 的 种 小 哺乳 动 物 月。 , 。 ,

, , 少 夕
,

它

们在各个地点的分布如表 此外还记述 了产 自元谋组第一段的 和龙

川组的 罗 二

表 元谋古猿地点小哺乳动物化石的分布

加 坛 口 口 韶 皿

地地 点点 吕

类类 别别别
月月月 。盯 亿亿

比比 亿亿

召召亡 阳 用勿 召召
月 “ 了 了 了 侧 记记

刀刀护口 召 了了

杯杯

声 为 系统研究西瓦立克的竹 鼠材料时建立的新
种

,

属于小型 的
、

保守的支系
,

其个体大小与 ’ 一致
,

主要特征为 加长且后

部收缩 在西瓦立克 的时代为早土 洛里期
,

相 当于晚中新世
,

约 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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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由于仅在一个地点采到
,

当时无法确定其时代延限和分布 此次在元谋古猿化石点发

现 勿
,

不但为生物地层对比提供依据
,

而且扩大了该种的分布范围 从冠高考虑
,

地点的 较禄丰的 进步
,

而 丑 在禄丰和

西瓦立克的地质时代为晚中新世
,

相当于中土洛里期
,

约 一 百万年 依个体
,

元

谋的 较禄丰的材料大 和 汀 可以与禄丰的相当

属种对比

依 目前仅有的这些小哺乳动物化石
,

难于指出小河地 区各古猿化石地点之间时代差

异
,

但可认为小河古猿化石地点的时代略晚于禄丰古猿化石点

宗冠福 ” 在概述小河古猿动物群时
,

对小河古猿动物群与禄丰古猿动物群中的

大型哺乳动物进行了 比较
,

首先指出有许多种类相似或相同
,

进而认为小河古猿动物群有

以下进步特征 小河古猿动物群中个体大而粗壮的 ’ 口 显然 比禄丰古猿

动物群中的个体小而原始的 进步 小河古猿动物群中的 刀夕 在形态上很接

近晚期类型
,

这种大型欲狗在禄丰古猿动物群未见到 小河古猿动物群中出现一种与更新

世小猪有关系的进步类型
,

这种小猪在禄丰古猿动物群中未见到 小河古猿动物群中族鹿

个体明显大于禄丰的族鹿
,

从结构上看也 比较进步 小河古猿动物群中有真鹿 和

小型羚羊 出现
,

但尚未发现禄丰古猿动物群中的楔羚 因此本文作

者认为小河古猿动物群为一个与禄丰古猿动物群既有一定联系又 比之进步的动物群
,

其地

质时代相当于欧洲的 晚期
。

本文研究 自始至终得到钱方先生的大力支持
,

郑绍华和邱铸鼎先生给予热情指导
、

修

改文稿并提供对 比标本
,

元谋人博物馆姜础 同志提供部分标本
,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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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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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夕 只 如
,

,

洲叹户 月

翻
,

’ 〕

一

一

,

,

扭 夕 夕

饱
名 一 一

, ,

刀 丙夕 人 声 石 无

,

,

, 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