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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盆地含古猿化石地层时代

的初步划分

宗冠福 潘悦容
6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咚7 8

姜 础 肖 林
6云南省元谋人陈列馆

, 元谋县 9 , : 8 6云南省楚雄州文管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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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镇词 元谋小河
,

雷老古猿化石地点 =早上新世

内 容 提 要

本文初步论证 ! > ; 年在元谋小河地区发现的豹子洞管和蝴蝶梁子两个古猿地点的时代

大休相同
,

不可能分别属于距今  一  < 万年和 : 。一7 万年
,

而都应是早上新世
,

估计距

今 , 一 9 万年
,
比禄丰古猿地点稍晚

。
同时还记述 ! ! 年初在班果盆地发现的雷老古猿

地点的地层和哺乳动物化石
,

其时代与小河地区的三个古猿地点相近
。

元谋盆地位于横断山脉南段
,

东经  
“ ,

北纬  <
“ :’

,

这个新生代断陷盆地中堆积着

几个不 同地质时代的哺乳动物群遗骸化石
。 ! 9 < 年

,

元谋南部上那蚌等地点的元谋直立

人及其哺乳动物群和 !> 9 年 元谋北部小河等地古猿及其伴生动物群的发现 6图 08
,

引起

国内外地质
、

古生物
、

古人类等学术界人士极大兴趣
。

元谋盆地新构造运动非常发育
,

但

几个不同地质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层
,

仍然保存得比较好
,

这为系统研究哺乳动物群和人

类起源 以及晚新生代的地层划分
、

第四纪下限和新构造运动等提供前景良好的地点
。

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及其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
,

早在本世纪份年代就开始
,

六
、

七

十年代各种不同的地学学科采用多种手段对其南部地段即上那蚌含元谋人化石剖面
,

进

行比较深人研究
,

但元谋盆地北部地区的晚新生代地层等尚无系统考察研究
,

笔者参加云

南省主持的
“

人类起源研究
”

课题过程中
,

先后几次前往该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

观察及其哺

乳动物化石系统采集和地层序列的安排
。

元谋北部晚新生代地层发育比其南部稍差
,

并

以新第三纪堆积为主
,

南部则以第四纪堆积为主
。

北部新第三纪地层主要分布在物茂
、

班

果盆地北部和永仁谭罐窑等地
,

是湖
一

河相堆积
,

现将初步观察结果介绍如下 ?

、

元谋小河地区古猿化石层的时代

小河地区的古猿化石发现于 ! >9 年
,

主要在竹棚村豹子洞管
,

小河村蝴蝶梁子和盖

注 ? 宗冠福
、

潘悦容兼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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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梁子等三个地点 6图 08 发现大量的古猿及其伴生动物化石
。

这三个化石地点都在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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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 石 : 地点
,

竹棚村豹子洞臀 =

血 > ; 7 地点
,

小河村蝴蝶梁子 =

座 > > 地点
,

小河村盖排梁子 =

座 ! 地点
,

雷老村大树将梁子

树山和合画山之间的东侧山前坳地内
,

分布

在龙川江的三级支流
—

小河两侧的高台面

上
,

彼此相距约  公里
,

属河相 6洪 积8 堆积

层
,

由于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出现断陷和重

力滑坡等现象
,

地层产状都发生一定的变化
。

! > ; 年 9 月
,

江能人等在《云南地质》上

发表一篇《元谋早期猿人 6牙齿化石 8 的发现

及其意义》
,

文中将这套河相堆积分为 层
,

含有上下两个哺乳动物化石层即上部 6第

层 8产有
“

竹棚猿人
”

及其哺乳动物化石
,

其时

代被确定为早更新世早期6距今  万年8 =下

部6第 : 层 8产大唇犀和三趾马等哺乳动物化

石
。

在第 : 层化石点的西部
,

姜础在稍高的

层位上也发现古猿牙化石
,

此化石层位相当

于张兴永等将时代定为晚上新世的小河蝴蝶

梁子古猿动物化石层
。

这两个上下化石层之

间的海拔高差约为 9 一 ; 米
,

反映在江能人

等的剖面中是 9 一 ; 米的沉积厚度 6图  8
。

同年
,

张兴永等根据同一地点 6竹棚村豹子洞

管8的类似标本
。

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云南

元谋发现人属一新种》一文
,

将一些人猿超科

化石牙命名为
“

东方人
”

新种
,

时代确定在晚

上新世末或早更新世初
。

江
、

张等对其产 出地层年代的推测基本一致
,

只是由于对第四纪

下限理解有不同故江能人等说为更新世
,

张兴永等说是上新世
。

同期
“

思想战线
”

上
,

张兴

永等又发表一篇名为《云南元谋腊玛古猿属一新种》
,

将来自小河村蝴蝶梁子的人猿超科

化石命名为蝴蝶腊玛古猿新种
,

时代确定为距今 : 一 7 万年的晚上新世
。

这样元谋

小河地区的人猿超科化石分别被归人两个不同地质时代的产物
。

小河蝴蝶梁子古猿化石

层与江能人等测制的剖面中的下部化石层 6第 : 层 8相当
,

从出土的大唇犀
、

三趾马以及长

鼻类等动物化石形态都相近或相同
。

笔者观察豹子洞管剖面时注意到这条向东偏南延伸的梁子下部 6第 : 层 8 与上部6第

层 8间的几十米高差
,

是否能等于沉积的实际厚度
,

有下列疑点 ?首 先是上下两处的地层

产状不完全一致
,

上部层面向东偏南倾
,

下部则相反
,

向西北倾斜
,

尽管倾角都不大 = 其二

是梁子中间 6即第 层与第 : 层的化石点之间8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鞍部
,

这种地貌一般被

认为是新构造的形迹
,

尤其是新构造运动发育地段
,

在
“

鞍部
”

两侧的
“

灰绿灰黄色粉砂层
”

产状明显变化以及梁子东段地层高程下降等
,

可表明古滑坡的存在
。

因此推测这两个上

下化石层之间不可能有厚达 9 一 ; 米的沉积
。

即使没有这种构造运动物影响
,

从这种粗

粒沉积物的沉积速率推算
,

这套河相沉积层堆积时间也不可能达到上百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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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豹子洞箫至蝴蝶粱子剖面综合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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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土 =  
1

砂质土 = :
1

钙质结核 = 7
1

粘土 = ,
1

砂层 = 9
1

砾石 = ;
1

红色砂岩 = >
1

花岗岩 =

!
1

化石 =
1

角砾 =
1

石器

张兴永等在提 出
“

东方人
”

新种的理由中
,

除
“

牙齿的形态特征
,

尺寸上介于腊玛古猿

6特别是禄丰腊玛古猿8和早期猿人 6直立人 8之间
”

外
,

还认为化石产出
“

地层层位较低 6元

谋组底部至沙沟组顶部 8
,

其时代较早期猿人6如元谋人8为早
” ,

又指出
“

东方人同时伴出

石器
, ’及三趾马动物群等

” 。 “

东方人
”

伴出的三趾马动物群中
,

有些种类与蝴蝶梁子古猿化

石层中的相当
,

三趾马和大唇犀等在形态上非常相似
,

可能分 别是平齿三趾马 & ΞΨ ) ( ΖΛ 口 Μ

户04 Κ5( Ο “ Γ 和云南大唇犀 Σ ϑ Λ0( ? ϑ ( Ζ‘“ , 5 “” 。 4 ( # ( Γ‘Γ
。

笔者对部分食 肉类化石的初步观

察
,

豹子洞管 6> 9 : 地点8和蝴蝶梁子 6> ; 7 地点 8共有 ! 个种分别归人 0 , 属 9 科
。 > 9 :

地点出土 7 种
, > ; 7 地点有 Γ 种

,

相同种有中国印度熊 了Μ Ω 4 Ζ Σ Κ( Γ , Λ( # Μ Γ ΛΓ 碱狗 & 54 。。4

Γ)
1

古猫 3 ( Ζ4 Ν0“ Ζ Θ Γ Γ)
1

剑齿虎 3 4 Σ ϑ 4‘Ζ ( Ο “ < # Ν
1

( 4 , Λ0该Ε Λ0Λ4 ( Λ 等
。 < 个属中有半数

以上分别与禄丰古猿动物群和北方榆社608 动物群的相同
,

其余不同的种类也是上新世或

更早就 出现的分子
。

但是
,

它们中间有些类型
,

例如
? 灵猫 /0’

, 。 = , ΛΟ4
。
和融碱狗 Υ“Λ? ϑ#

Φ

, 佃Ε 等
,

在形态结构上明显比禄丰古猿动物群中的同类进步
。

因此推测它们生存的年代

不可能早于或等于禄丰古猿时代
,

而应较之稍晚的早上新世
,

大约距今 <一9 百万年
。

二
、

班果盆地雷老含古猿化石层

! ! 年初
,

云南省
“

人类起源研究
”

课题古生物组
,

在野外普查新发现的雷老村大树

著梁子化石层中
,

姜础等发现 ; 枚古猿牙齿和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

经初步观察
,

这个含古

08 据一些当事人透露
, “

东方人
”的石器是附近地表的

,
并非是伴出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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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化石层与小河等地含古猿化石的层位相当
,

化石层分布在龙川江二级支流—雷依河

的高台面上
,

是同样的河相 6洪积 8 地层
,

小河与雷依河之间仅以密级山相隔
,

相距约

公里
。

雷老村大树著梁子剖面岩性简述如下
?

更新统 ? 6中晚更新世8

:
1

深棕红色砂质土
,

底部砾石
,

磨圆度好
,

并产有石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0一 , 。

—
剥 蚀 面

—上新统 ? 6早上新世8

 
1

棕色砂质泥岩6半胶结8
,

层厚 0 Ε 左右
,

富含钙质结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Ε

1

青灰色砂质泥岩层6半胶结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1 · ·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0Ε

1

棕色砂质泥岩层6半胶结8含钙质拉和灰白色带状细砂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ΓΕ

,
1

灰绿
、

灰黄
、

棕等杂色砂质泥岩6半胶结 8夹粉砂层含钙质结核和古猿等化石
。

, · · · · · · · ·

⋯⋯  一 9 Ε

>
1

棕红色砂质泥岩6半胶结8
,

层厚 二 左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9。

;
,

黄色砂
、

粉砂间灰黄灰绿色细砂层
,

含大唇犀等化石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Ε

9
1

棕色细砂层半胶结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 1 1 · ·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 ·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一7 Ε

,
·

砂砾石层
,

钙质胶结质坚
,

砾石次圆
,

含哺乳动物化石碎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一 ΧΕ

7
·

棕色砂砾石层
,

砾石次圆
,

钙质胶结质坚硬
,

透镜状产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ΧΕ

:
·

棕色砂质泥岩层6半胶结 8
,
呈透镜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Ε

 
·

棕色砂砾层
,

砾石次圆
,

钙质胶结
,

质坚
,

夹泥岩透镜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Ε

一
剥 蚀 面

一中新统 ? 6晚中新世或早上新世初 8

大树生两

图 : 雷老大树臀梁子剖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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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棕色
、

灰白
、

灰绿等色泥岩
、

砂质泥岩层6半胶结8
,

呈厚层状产出
,
网纹发育

。
· · · · · · · · ·

⋯⋯ :一 Ε

一
不 整 合

一基岩 ? 花岗岩
,

红色砂岩和板岩
。

雷老村大树管梁子剖面上哺乳动物化石主要产 自上部
,

其余层位中均比较少
,

因这套

地层堆积速度很快
,

故化石埋藏的时代基本相同
,

与 ; 枚古猿化石一起采集到的哺乳动物

化石共有 9 种 ?

低冠竹眼属 Τ Ζ 4 # 入少Ζ几纽 ( Ε 5 , ∃ Ο 0ϑ 4 Ζ Ο
,

! 7  

低冠竹鼠 Τ Ζ 4 # ϑ少Ζ几ΛΥ ( Ε , , Γ )
1

6# Ν
·

Μ 4 ς Ζ“

& ΛΜ Κ( Μ ,
!: :8

6图版 Ξ , 图 7 8

丫枚右 3
?

6Π3
1

< 7  8
,

低冠
,

唇侧凹中等发育 = 下前面崎比较弱
,

位置偏舌侧缘 =下后

晴发育
,

与下次晴汇合于唇侧 = 下中峭唇侧宽
,

向舌侧逐渐尖削
,

但未达舌侧缘
。

下次晴

较宽
,

且伸到舌侧缘
。

3
,

长宽分别是 :
1

7 和 :
1

> 毫米
。

这枚牙齿的咬面结构与禄丰的竹

鼠 6Τ
, 4Σ ϑ 5 , ϑΛΥ ( Ε 岁 。 4 ςΖ ΛΛ 8 相似

,

区别在于元谋标本的峭宽窄以及齿冠长宽比值不 同

6禄丰的长大于宽 8
,

这方面的差距可能与老年个体
,

牙齿已磨到基部的原因
。

无论是牙齿

咬面形状还是个体大小
,

元谋的标本与禄丰
、

西瓦立克的种—
Τ , 4Σ 无5 , ϑΛΥ( Ε 5Γ ( ςΖ ΛΛ 基

本一致
。

单沟河狸属

单沟河狸

对匕Μ ( 忍 4 “ 04 ,

对匕Μ ( : “ Θ 04 ,

Μ ( 忍 4 “ 04 , − Κ扮Κ( Μ ,
!:<

1 )
Φ

6图版 Ξ, 图 : 8

一枚右 Ψ=

6Π3
,

< 7 : 8
,

轻度磨损
,

齿冠比较低
,

近锥形
。

下外沟 6次沟 8宽大
,

延伸至根

部
。

舌侧无下前沟和下中沟 = 下后沟很短
。

釉质层褶皱简单
,

下前坑小呈椭圆形 = 下中坑

呈
“
∴

”

形
。

下后坑有两个 ? 舌侧的大而狭长
,

唇侧小呈圆形
。

齿冠长
、

宽
、

高分别为 06 基

部8
、

; 6基部8
、 : 6磨损约 0 Α : 8 毫米

。

俄狗属未定种 & 5 4 # ΜΛ Ο 4 # ΛΜΟ
# Κ ς # Μ

1 。)
1

6图版
, 图 7 8

一枚破残的前臼齿 6Π3
,

, 7 7 8
,

残存齿冠的后半部分
,

齿尖已遭磨损
。

主尖高大
,

呈

锥形
,

后棱不很发育
,

后面的齿尖磨损很深
,

磨面水平
。

这枚牙齿大小形态可能相当一种

大型融欲狗的相应颊齿
。

脊校齿象属 − Κ# ς ( 0( ) ϑ ( Ο ( Μ − # ϑ 0# ΓΛ Μ , Ζ ,
! ;

似班果脊核齿象 − Κ #
即0( ) ϑ( Ο ( Μ 4 ΝΝ

·

] 4 Μ
邵

( # Μ 4 亡< ∃ 4 Μ ς # Κ 4 0
1 ,

! ; 7

6图版
, 图 08

一右卞领骨
,

带 3 :
6Π3

, < 9 8
,

上升枝和水平枝的前端以及 3
,

的第三
、

四
、

五脊唇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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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
、

二脊前壁的釉质层均已破损
。

3 :
具有 , 乡脊

,

冠面呈近长方形
,

齿冠很低
,

各齿

脊均遭不同程度磨损
,

前二脊 已磨蚀到齿冠基部
。

第六脊6最后脊 8不发育
,

由二个彼此分

离不明显的乳突组成
,

齿冠后缘齿带宽大并被分割成 7一 < 个小乳瘤
。

最后脊谷的两侧谷

口均有一个乳瘤
。

标 本 测 Κ 6单位 ? 毫米8

下颇骨水平枝长
· · ·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下颇骨深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下领骨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巧

下颊齿槽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长丫 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火 >

釉质层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这枚 3
:

的特征与汤英俊等 ! ; 7 年记述本地区的似班果脊棱齿象相 同
。

它与西瓦

立克道克派珊 [ ϑ ( Δ
一 ) 4 Κϑ 4 Μ

带中的 − Κ# ς ( 0( 户ϑ 。Ο ( Μ Ο 4 Ζ 4 Κ # 。 , Λ? − 4 Ζ_ 4 Ζ , ! ; ; 非常相

似
,

不同在于西瓦立克种的中沟更为发育
,

延伸到最后齿脊
。

剑梭齿象属 − Κ# ς ( Κ # Κ Ζ 4 ]# 0( Ο ( Μ
Ψ# ΚΖ ( # # ϑ Λ

,
! 7

原始剑梭齿象 − Κ绍( Κ# Κ Ζ

4]
# 0( Ο ( Μ ) Ζ ΛΕ 亡ΚΛ( Ε

6∗ ΛΘ # Κ
1

,
! ; : 8

6图版
, 图 9 8

一右上第三 臼齿残段 6Π3
, < 7 8

,

保存后四个齿脊
,

各脊均未遭磨损
。

这枚牙齿后

缘 由
⎯

二个低矮的乳瘤组成的跟座 = 倒数第一脊的三个大小相当的乳突之间分别嵌有一个

发育差的乳突
,

共有 < 个乳突排列成向前突的弧形脊 = 倒数第二脊的 < 个乳突大小相当
,

排成 向前突的弧形
。

倒数第三脊的主
、

副齿柱分离很明显 ?主齿柱由三个乳突
,

中间乳突高

大
,

基部向前扩大
,

三叶形图案不很明显 =副齿柱三个乳突排列成直线
,

居中者高度最大
。

倒数第四脊与后一脊相似
,

主齿柱三个乳突高度相当
,

居中者的基部向前后均明显扩大 =

副齿柱的远中乳突高于近中乳突
。

各齿脊乳突都向前方倾斜
,

在后面脊谷中无附乳突和

白至质
,

釉质层表面粗糙
,

无齿带
。

3
: ‘

测 Κ 6单位 ? 毫米8

后四脊之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巧 7

倒数第四脊宽 丫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火 >>

倒数第三脊宽 丫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火 >

倒数第二脊宽 火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丫 9;

倒数第一脊宽火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丫 ”

后跟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枚臼齿与班果脊棱齿象 − Κ# ς ( 0( 户人( Ο ( , 吞4 Μ ς “。# Μ Γ‘< ∃ 4 Μ ς # = 4 0
1

区别非常明显 =

08 它的个体大
,

齿冠较高 = Υ8 前部齿脊的主副齿柱结构很清楚 = : 8 齿脊乳突呈弧形排

列等
。

这枚牙齿的大小结构与刘后一等 6 ! ; : 8以本区两枚 3
:

为依据命名的原始剑齿象

− Κ# ς ( Ο ( ( ΨΖ Λ( ΛΚ Λ“Ε 后经周明镇等6 ! > : 8修正为原始剑棱齿象 Γ , # ς ( Κ # Κ Ζ 4 ] # 0( Ο ( ( ΨΖ ΛΕ
Φ



 期 宗冠福等 ? 元谋盆地含古猿化石地层时代的初步划分 9

0’Κ 佃。 相一致
,

不同的仅是上下颊齿
。

三趾马属 万资) ) 4 Ζ Λ( Μ α ϑΖΛ ΓΚ ( 0
,

> :  

平齿三趾马 月渝) ) “Ζ 亡( Μ ) 04 Κ5 ( Ο “< − #
Νβ

# ,

!  ;

6图版 Ξ , 图 < 8

五枚颊齿 6Π3
1

< 79 8 ? 左 ) ‘,
3

, ,
3

,

及 )
Χ = 右 3

,

各一枚
。

3
,

未遭磨损
,

其余均已磨

损其程度相当
,

但不一定是同一个体
。

颊齿形态特征与甘肃武都的平齿三趾马很相似
,

它

们的上颊齿都具有 ? 08 原尖小
,

呈两端尖中间凸的纺锤状 =  8 次沟很深 = : 8 釉质层 褶

皱细长且密度大
,

次附尖褶在 臼齿中一般为二个 =马刺至少二个
,

有时呈多枝状
。

两者个

体大小也相近
,

Ψ摇长宽分别为  7 和  7 Ε Ε
,

3
‘

则为  < 和  : Ε Ε
,

略大于武都相应牙的

尺寸 6Ψ
‘?  

·

; 2  
1

> Ε Ε 8
。

下颊齿双叶形态相似 = 下后尖的前缘斜向后内方
,

下后附尖

内后角尖 = 双叶谷呈
“ / ”形等

。

所以班果雷老的三趾马应归于平齿三趾 马 & ΞΨ Ψ( Λ口。

Ψ0
。砂口
而

?
这种三趾马在山西武乡和河南新安等地也有发现

。

大唇犀属 以Λ0( Κ入# Ζ ΛΘ Ε ∋ ΛΜ ς Γ ΚΖ ( Μ ,
!  7

云南大唇犀 α轰Λ0( Κ入# Ζ遗“Ε 5 Θ Μ Μ 4 Μ # Μ 4 沱Γ

∃ 4 Μ ς # Κ 4 0
1 ,

! ; 7

6图版 Ξ ,
图 8

颊齿六枚 6Π3
1

< 7 ; 8? 右 [ ) ‘、 ) , 、

3
‘,

左 ) ‘=右 3
=

或 ) 7 、

左 ) ?

和一右下领骨残段带

ΨΧ。

这几枚颊齿磨蚀程度都比较深
。

颊齿冠较低
,

其结构与汤英俊等 6 ! ; 7 8记述班果盆

地热水塘的标本相似
,

例如 ? 上颊齿外壁 比较平坦
,

前附尖褶不发育
,

原尖强烈收缩 =前 臼

齿后窝不封闭 =原尖与次尖之间由
“

桥
”

相连结 =前刺发育
,

无反前刺等
。

3
,

冠面三角形轮

廓
,

原尖强烈收缩
,

原小尖向后内侧延伸 =前刺发育
,

前后脊间谷呈
“

∴
”

形
,

靠后脊谷口 处

有一釉质柱 =近后脊后侧和舌侧处均有釉质柱 6结节 8
。 [ ΨΞ 形态与哈氏大唇犀 Σ ϑΛ 0口Κ

肠
Φ

, 扭 Ε ϑ4 ]。Ζ 。 = Λ 的相似
,

但它的原尖更发育
,

并构成与外脊垂直的短脊扩次尖大而且齿缘发

达
。

下颊齿的前叶短于后叶
。 [ ) ‘、 ) , 、

3
, 、

3
:

的长 2 宽分别是  7 2  , :9 2 7 : , 7 7 2

< < , 7 < , < < Ε Ε
。 Ψ ?

和 3
Ξ

6Ψ
=

8 的长 , 宽是 : 9 2   和 7 7 ,  > Ε Ε
。

巨爪兽属 3 4 # Ζ ( Κ入# Ζ Λ“Ε ∗ 4 Ζ Κ# Κ ,
> : ;

沙里姆巨爪兽 3 4 # Ζ ( Κ ϑ # Ζ亡Θ Ε , 4 0ΛΜ Θ Ε

6图版 Ξ , 图  8

一枚左 Ψ。

或 3
=

6Π3
1

, 7 > 8
,

齿冠轻度磨损
。

前三角座明显短于跟座
,

下后附尖极度

退化
,

下后尖发达
。

下前尖退化
,

下内尖和下次尖都很发达
。

齿冠前后缘都有齿带
。

牙齿

长宽分别是  ; 和 9 Ε Ε
。

这枚颊齿与禄丰的 3 4 Σ Ζ ( Κ ϑ# Ζ
Λ, Ε ? 4 0Λ。“ Ε 很相似

,

个体略大

于禄丰标本
。

河猪属 尸。Κ 4 Ε ( #入( # Ζ Θ Γ + Ζ 4 5 ,

> < 7

河猪 尸。Κ 4 Ε ( # ϑ ( # Ζ Θ ( Γ)
1

一枚破残的左 3
,

6Π3
1

< 7 ! 8
,

保存齿冠后半部分的三个齿尖
。

个体小
,

跟座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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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

向前收缩 =齿带发达
。

从个体小
、

跟座简单等特征与禄丰的小型河猪 Ψ口“。(Σ ϑ( #Ζ “ =

ΓΨ
1

相似
,

这类河猪在小河地区古猿化石层中也有发现
。

猪科
、

属种未定 − Θ ΛΟ 4 # ς # Μ
1 Γ )

1

ΛΜ Ο # Κ
1

6图版
, 图 < 8

一枚左 3
Χ

6Π3
1

< < 8
,

中等大小
,

齿冠磨损中等程度
,

长方形轮廓
,

前宽后稍窄
,

下前

尖发达 =前三角座与跟座之间明显收缩
,

齿谷中间有不规则的齿尖或小瘤
。

下原尖与下次

尖之间有发育的小瘤连成锯齿状 6颊侧齿带8
,

齿冠后缘也有锯状齿带
。

此类牙在小河古

猿化石层也有出现
。

云南服鹿属 ΠΘ
Μ Μ 4 Μ ( Κ入# Ζ ΛΘ Ε & 4 Μ ,

! > 9

云南眼鹿 5 血。Μ “Μ ( Κ入# Ζ Λ“Ε Γ )
1

6图版
,

图 > 8

左 3
, ,

3
, ,

3
:

各一枚 6Π3
1

< < 8
。

3 :
齿冠未磨损

,

个体小
,

但略大于禄丰的简单云南

麒鹿 Π “”
。。

Κ
ϑ#

= ΛΘ Ε ΓΛ Ε Ψ0 #, 它的齿冠高
,

后侧尖近锥形
,

唇侧尖为新月形
。

齿冠的前

内侧有附褶
,

在下原尖和下内尖之间有齿柱的痕迹
。

下后尖和下 内尖高度相当 = 跟座为单

环状
。

下后尖的后支伸向下 内尖的后方
,

形成舌侧的后肋
,

下原尖和下后尖后面未出现
“

万
”

形
。

这枚颊齿与南亚和非洲的羚露鹿 [ (Ζ Σ4 , ϑ 。= 细 Ε 相似
,

但羚暇鹿的下原尖和下后尖

之后的褶皱构成
“

万
”

形
,

元谋标本更接近禄丰的云南露鹿
,

这种簇鹿同时在小河古猿化石

层出现
。

丘齿眼鹿属 刀。Ζ # ( ]“Μ #
∋ 0ς Ζ ΛΕ

,
!

丘齿眼鹿 [ ( Ζ # 4 ] Θ Μ # ‘)
·

6图版
, 图 ; 8

一枚右 3
Χ

6Π3
1

< <  8
,

个体大
,

中等磨损
,

冠面近方形
,

前宽后稍窄
。

丘形齿
,

低冠
,

釉质层褶皱强烈
,

原尖上有一指向后方的褶皱
。

前尖和后尖呈锥状
,

舌尖呈新月形
。

前
、

中附尖发达
,

后附尖弱 =原尖的前支达前附尖
,

后支有一指 向后方的褶皱
,

在咬面上则为釉

质褶曲
。

原尖的内侧齿带发 达 =次尖的内侧齿带较弱
,

且与原尖齿带交汇于原尖
、

次尖之

间的小结节
。

此类标本在小河古猿化石层中也有 出土
,

它的个体大小介于禄丰的进步丘

齿锻鹿 6[
( Ζ Σ 4 ]“ , 。 ΨΖ ( ς Ζ # Γ= Θ ,

和柳城丘齿键鹿 [
1

“ Σ ϑ # , ς # , ? <
之间

。

魔属 3
Θ ( Κ亡4 # Θ ? ∋ 4 ΝΛΜ # Γχ Θ # ,

> <

魔 3
( Μ Κ Λ4 # ( Γ Γ)

1

一件主枝上部残段 6Π3
1

< < : 8
,

个体小
,

顶部略弯曲
,

横切面圆形
,

表面纵向沟纹细

而密
,

可能是一种与晚期类型相似的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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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魔 3
Θ Μ Κ亡4Σ

( 4
Ν# Μ 入( # Μ ( ΛΓ α ϑ ( _

,

! < >

6图版
, 图 : 8

一件主枝残段 6Π 3
1

< < 9 8
,

系上端部分
,

个体大
,

横切面圆形
,

内侧纵沟深而宽
。

个

体大小形状与汾河魔 3 “Μ , Λ4 Σ Θ ? Ν# Μ ϑ ( 。 , ? <
相近

。

祖鹿属

祖鹿

α匕Ζ 口4 砂ΛΚ Θ Ι

α诊Ζ 砂 4 口ΛΚ“ ‘

Ζ 口4 砂ΛΚ Θ Γ δ ϑ ( Ε # Μ Δ ( ,
! :

一枚左 3
‘

6Π3
1

< < 7 8
。

四个齿尖磨损后呈中间凸出的新月形
,

原尖和次尖之间有小

的齿柱 =原尖的齿带发达
。

在牙齿颊侧有发达的前
、

中
、

后肋
,

其形态与祖鹿的牙相似
。

鹿亚科
,

属种未定 α # Ζβ ΛΜ 4 # ς # Μ
1 。)

1

ΛΜ Ο # Κ
1

6图版
, 图  8

一块角枝残段 6Π3
1

< , , 8
,

似掌状的扁平分叉部分
,

此扁宽的形状不同于真 枝 鹿

肠 Σ0 4Ο (Σ ( Ζ( ? 的梳枝分叉部位
,

而可能是类似大角鹿 3鳍。0。 ? 。, 口 ? 主枝上部的掌状部

分
,

但尚需完整标本发现来证实
。

三
、

小 结

1

元谋班果盆地雷老村大树管梁子与小河地区的晚新生代地层
,

从地貌上看
,

是属同

一分水岭两侧的同相—
河流 6洪积 8堆积

。

而且堆积在海拔高程一致的相同基底 6花岗

岩
、

红砂岩
、

板岩以及新第三纪早期的杂色砂泥岩 8之上
,

沉积旋迥及其沉积厚度等都基本

一致
。

 
1

从小河
、

雷老等地古猿动物化石层剖面岩性看
,

元谋北部新第三纪时期可分为二个

沉积阶段
,

即湖泊萎缩湖水变浅时期的杂色砂泥岩和粉砂层堆积阶段 =湖泊干涸并经历剥

蚀之后出现洪水期
,

形成河相6洪积 8的堆积地层阶段
,

此阶段为古猿等动物遗骸埋藏时

期
。

祁国琴6 ! > < 8
,

根据禄丰石灰坝剖面岩性划分三个沉积阶段 ? “

长期风化
,

形成巨厚

的残坡积物 =然后 出现湖泊
、

湖水不断波动
,

变浅以至湖泊消亡形成沼泽 =干涸的湖面经历

了一段时间的剥蚀之后又沉积了河湖相堆积
” 。

从两地剖面岩性序列看
,

元谋新第三纪第

一堆积 6杂色砂泥岩 8期
,

可能相当于禄丰石灰坝的第三堆积6河湖相 8期
。

因此
,

从岩性序

列上似可反映元谋古猿动物群化石埋藏时代晚于禄丰
,

这个推论 尚待进一步证实
。

:
1

雷老村大树著梁子剖面中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
,

除古猿化石外
,

共有 9 种分别归

人 7 属 科
,

其中可定种为 < 个
,

未定种 > 个
,

无论是可定种还是未定种
,

其形态特征都

和小河地区古猿化石层中的同类相似或相同
,

例如
? 三趾马

、

大唇犀
、

低冠竹鼠
、

巨爪兽等

均为相同种
,

露鹿类的成员面貌也极为相似
,

所 以雷老古猿动物群性质与小河地区的应相

同
。

对小河地区6豹子洞臀
、

蝴蝶梁子
、

盖排梁子8古猿动物群的部分化石的初步观察
,

它

们与禄丰古猿动物群性质很接近
,

但有些种类上区别非常明显
,

而且有些种类较禄丰动物

群中的同类进步6见前文 8
。

因此
,

元谋小河等地古猿动物群的时代不可能早于或等于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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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

而应较之稍晚些
,

即早上新世或最晚中新世
,

距今约 <一9 百万年 6禄丰为距今 ;一 > 百

万年 8
,

这个结论同样有待进一步验证
,

尤其是各门类化石的深人研究
。

7
1

从元谋新第三纪哺乳动物化石及其产出地层情况看
,

可能存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化

石层位 ?较禄丰古猿时代稍晚的早上新世古猿动物化石层
,

此层位除 已发现古猿化石的小

河和雷老等地外
,

在芝麻
、

永仁 以及班果盆地南部的一些地段分布
。

这一层位中的哺乳动

物化石种非常丰富
,

估计已超过四十种 = 另一化石层可能是位于元谋猿人 6&
口Ε 口 # , #Σ , “,

5“ 4 ”。 ( Θ # Μ Γ Λ‘ & Θ , ! ; : 8动物群6早更新统 8化石层之下
,

小河古猿化石层之上
,

即相当于

元谋南部沙沟
、

小西村以及甘棠
、

老鸦塘等含法氏大水獭 ε ,
仰ΟΖ 动Ο 口 , Ν( 0Σ( Μ#

= Λ 和进步

脊棱齿象 Γ Κ( ς ( 0( Ψϑ ( Ο ( ( Γ Κ( ς ( Ο ( Μ Κ( ΛΟ # Γ 户Ζ ( ς Ζ # Γ Γ“Γ 以及类象剑齿象 − , # ς ( Ο ( , 。0# Ψϑ 4 Φ

。(Λ 介
, 等化石的地层

,

法氏大獭与 ∃ 4Κ Ζ (Κ 层 中的相当
。

进步脊棱齿象似乎并不较上西

瓦立克 ) ΛΜ Λ
( Ζ 带中的 − = # ς ( 0( Ψϑ ( Ο ( Μ ΓΚ # ς ( Ο ( , Κ ( ΛΟ # ? 原始

,

而类象剑齿象则是上新世中

晚期到更新世初的类型
,

它们在小河古猿化石层中至今均未发现
。

这一化石似应晚于古

猿化石层 6早上新世 8
,

可能是晚上新世
,

但是这一化石层的确定还需进一步深人研究
。

至

于位于小河
、

雷老等古猿化石层之下的杂色砂泥岩层中
,

尚未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

如果此

层相当于禄丰古猿化石层之上
,

含三趾马
、

大唇犀等的砂质泥岩层
,

则也应能找到哺乳动

物化石
,

总之这些问题都必须进一步深人野外调查取得更多的资料
,

才能证实
。

6 ! ! 年 一 月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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