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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古猿地 点的镶鹿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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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在禄丰古猿地点发现的露鹿科化石两属两种
,

一为简单云南眼鹿6新属
、

新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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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属
、

种代表了中新世霹鹿科中一进步类型
,

根据齿系特征
,

它与 Δ 3Φ 3 <人。 , “。 属的亲缘关

系较近
。

进步丘齿暇鹿无疑与南亚西瓦立克纳格瑞带的同属动物有密切的关系
,

但具有一些

明显的进步性质
。

前 言

禄丰古猿地点的族鹿化石已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作过报道
,

最先提到的是 Δ 3Φ ∃; <加
Γ

行Η Ι 3 =0 Η Α ,

后来增加了 Δ 3 Φ ∃ ; Ε“ 0 ≅ ΑΒ
/

6祁国琴
,  ϑ  : 吴汝康等

,

 ! 7
。

笔者在对禄丰

古猿地点的偶蹄目化石的初步研究中
,

仍将露鹿化石归人前面提到的两个属
,

但把那些个

体相 当小的下领骨和单个牙齿订为羚露鹿6新种7 Δ 3 Φ ∃ ;动 ≅ Φ=“Ι Α∗
/

0 3 Χ
/

6韩德芬
,

5 7
。

本文对初步研究一文中所提到的标本作了重新研究
,

并与族鹿科中各属
、

种作了比较
,

认

为原订的 Δ 3Φ ∃; 4Κ≅ 而。 Α∗
/

03
Χ

/

仍不恰 当
,

应予以改正
。

显然
,

禄丰发现的这些小型露鹿

的臼齿与 Δ 3Φ ∃; 动 ≅Φ=
“Ι 属的特征有相似之处

,

但∗8

的结构与殿鹿科 已知属的区别是明显

的
,

有必要为这些材料另立一新属
,

以代表在中新世后期出现的一新类型露鹿
。

本文还将

禄丰发现的 Δ 3Φ ∃; Ε“ , 。 属的材料与国内
、

外标本进行了比较
,

并对湖北荆门发现的进步羚

熊鹿 Δ 3Φ ‘。Κ币
“Ι ∗Φ 口?Φ 。川,

9;
0
作了属名的校正

,

连 同在禄丰发掘出的丘齿联鹿标本

一并归人 Δ 3 Φ ∃ ; Ε “ 0 3 ∗Φ 3 ? Φ 3 Α8 Η Α
69

;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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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型标本

一件下领骨
,

左侧带 Β Ρ

一Π
Σ ,

右侧带 Β Ρ

一Π
, 、

Π
Σ

6编号 2 Α> Σ Ο
/

47

其它标本

下领骨 共 件
。

破碎下颇骨
,

左侧带
Σ 、 1

、

Β Ρ

一Π
Σ ,

右侧带 Π
:

一Π
,

6Χ Α 4 Σ Ο
/

5 7
。

左下颇骨带 Π
,

一Π
,

62 ! ΣΟ
/

Σ 7
。

左下领骨带 ∗ Σ

一人
,

62 ! Σ Ο
/

Ο 7
。

左下领骨残块带 Π
:

一

ΠΣ 62 ! Σ Ο
/

7
。

下领骨残块带 ∗Σ

62 ! Σ Ο
/

∀ 7
。

牙齿 几 4 枚
, Β 8 4 枚

, Δ城 4 枚
,

Π
: Σ 枚

,

从 Σ 枚
,

Π
Σ ϑ 枚 62 . Σ Ο

/

ϑ一 ϑ ,  一

5 5 7
,

Π
, 4 枚 6Χ ! Σ Ο

/

7
。

产地与时代

云南
,

禄丰
,

石灰坝
。

晚中新世
,

保德期
。

标本发现层位

第 5 层 下领骨 5 件 62 ! Σ Ο
/

, 2 ! Σ Ο
/

∀ 7
,

Π
:

枚 62 ! Σ Ο
/

Ο 7
,

从 5 枚 6Χ

! Σ Ο
/

, ∀ 7
,

人 Σ

枚 6Τ
产 ! Σ Ο

/

! 7
。

Β 8 4 枚 62 ! Σ Ο
/

 7
。

第 Σ 层 Π
Σ

枚 62 ! Σ Ο
/

ϑ ,  
、

一 Σ 7
,

Π
8 5 枚62 ! Σ Ο

、

5 Υ , 5 7
, Δ Π

: 4 枚 62

! Σ Ο
/

5 5 7
。

第 Ο 层 Π
: 、

Π
Σ

各 枚 62 ! Σ Ο
/

Υ 7
。

第 层 下领骨 件 62 Α Σ碍
/

Σ 7
。

第 ∀ 层 下领骨 5 件 6Χ Α 4Σ Ο
/

4 , 5 7
。

混合层 下领骨 件 62 ! Σ Ο
·

Ο 7
, Β Ρ − 枚 62 ! Σ Ο

/

ϑ 7
,

Π
Ρ − 枚 62 ! Σ Ο

/

! 7
。

属及属型种特征

个体小
,

其体型大小相似于 Δ 3 Φ ∃ ;动
≅ Φ=“。 , ; ? Φ== 和介于 Δ

/

户; Φ , Η , 和 Δ
/

Α 3 0 ? 入3 Φ ≅

而
,

之间
。 ∗、

的后部由两短蜡组成圆峪状跟座
,

下原尖后支颊侧的褶皱较弱
。

上臼齿无内齿

带
。

齿式

—
Σ

/ /

Σ
/

Σ Υ

标本记述

下领骨 纤细而浅
,

ς上升枝部分均未保存
。

下领骨高度在 ∗,

之下为 ∀
/

! 毫米 6Χ

! Σ Ο
/

, 5 7
,

在 Π
,

之下为 Υ
/

Υ 毫米左右 6、
了! Σ Ο

/

7
,

Π
,

之下为
/

! 毫米 6Χ ! Σ Ο
/

7
,

在 ∗ 8

之下领骨厚度约 Ο
/

Υ 毫米
。

Χ ! ΣΟ
/

为下领骨中保存较好的一件标本
,

颊齿齐全
,

且磨蚀最浅
。

左侧下领骨主

Π
:

和 Π
:

的下面和上升枝均已 失落
,

颊齿有 ∗ Ρ

一Π
Σ ,

右侧领骨已成两段
,

其前段保存下

领联合关节大部
,

完整的颜孔和 ∗Ρ

一∗8 8 后段仅带Π
,

枚
。 ∗Ρ 、 ∗ Σ

和 ∗。 侧扁
,

呈简单

切割状
,

中央尖最高
。

下前尖小而低
,

并微向舌侧弯曲
,

后面尖在 ∗ Ρ

和 ∗ :

后部呈锥形
。 ∗Ο

主尖之后呈倾斜脊
,

其最低处的后端
,

由圆靖状的颊晴和呈纵脊的舌岭组成跟座
,

颊峭为

后部向舌侧弯曲
,

并向舌靖后部靠近
,

中间以一沟相隔
。

下前臼齿在舌侧和唇侧均有垂直

的凹沟
,

位于前尖
、

主尖
、

和后面尖之间
,

但舌侧较唇侧明显
。 ∗,

长于 ∗Ρ ,

几 长于 ∗8
6表

7
。

下臼齿由前至后依次增大
。

舌尖近锥形
,

唇尖为新月型
。

下后尖与下内尖高度相等
,

下

后尖后部有明显的附褶
,

下原尖后支颊侧位置较低处有微弱的褶皱
,

后支末端与下内尖和

下次尖前支相遇
。

下次尖后支伸至下 内尖后方
。

Π
,

的跟座为单环状
,

开口 朝向牙齿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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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下次尖后支末端接触
。

前
、

后附尖较小

Χ ! Σ Ο
/

5 为比较糟朽的下颇骨
,

左侧门齿和犬齿各 枚
,

尺寸 很小并已从领骨上脱

落下来
。

下门齿的齿冠狭窄
,

有长的齿根
,

应为 −, 。

犬齿齿冠上部较宽
,

基部略窄
,

齿根较
Σ

略为粗壮
。

左侧颊齿有 ∗:

一Π
Σ 8 右侧领骨残缺不全

,

带破碎的 Π
,

和完整的 咦 和

Π
Σ 。

颊齿高度磨蚀
,

锥形和新月型齿尖仍很分明
。 ∗ Σ

长于 ∗:

和 ∗ , 。

2 ! ΣΟ
,

Σ 为右下颇骨带 Π
,

一Π
Σ ,

前臼齿已失落
,

臼齿形态
、

大小与上述标本相同
,

但 Π
Σ

的单环状跟座开 口 朝向舌侧
: 即内支指向舌侧 8 外支与下次尖后支末端相汇

。

Χ ! Σ Ο
/

Ο 为右下颇骨带 ∗ Σ

一Π
Σ 。 ∗、

的长度等于 ∗ , ,

Π
Σ

跟座开口 朝向牙齿长轴
,

但下次尖后支较 2 ! Σ斗
/

的短
,

故跟座的内支指向下 内尖后部
。

2 ! ΣΟ
/

为破碎左下领骨一段带 Π
4

的后两个齿尖和完整的 Π
Ρ ,

Π
Σ

的跟座失落
,

主尖未磨蚀
,

齿尖高度相等6齿尖高 ϑ
/

5 毫米
,

齿长变为 !
/

ϑ 毫米 7
。

Χ ! ΣΟ
/

∀ 为带 ∗ ,

破碎右下领骨残块
。

齿系 单个下颊齿 ϑ 枚
,

包括 Δ 入−:
、

∗Ρ 、

∗8 、 入Ω8
、

Π
, 、

人 Σ

和 Π
, − 枚

。
Π

,

中 Χ

! ΣΟ
/

ϑ , ! ,

Σ 的跟座开 口 朝向与 2 ! Σ Ο
/

Σ 的情况相同
,

而 ! ΣΟ
/

 , ,

Σ 的开口 朝向则

与 Χ Α一Σ Ο
/

的相一致
。

上臼齿仅 枚 6Χ ! Σ斗
/

7 可能为 Π
Ρ。

牙齿齿冠近方形
,

齿尖虽已磨蚀
,

但锥形的

颊尖和新月型的舌尖很清楚
,

前尖的前外肋向前突出形成一褶皱
,

后尖外肋不及前尖的发

育
。

前附尖和中附尖发育并有垂直的沟和肋分开
。

后尖的前端盖在前尖的末端外面
。

原

尖磨蚀后在近后支的末端还保存着一个指向唇侧的小褶皱 8 后支达到次尖前支
。

次尖前支

未达到前尖和后尖的交汇处
。

上臼齿无 内齿带
,

前齿带可见
,

后齿带缺乏
。

牙齿具细皱纹
。

标本测里6单位
: 毫米 7

下前臼齿测 ,

牙齿
∗’

Ξ
”’

ς
∗‘

一
编号

Τ
测量项 目 + 厂Ν Ψ ∋ + ΨΖ Ψ ∋ + ΨΖ Ψ ∋

2 ! Σ洛
/

∀ Ψ 5
/

! Ψ 8
/

Υ

2 ΣΟ
/

5

了
/

Υ 55
/

∀Ψ Ο
/

∀

∀
/

∀ Ψ 5
/

斗Ψ Σ
/

!

2 ! Σ斗
/

Σ

ϑ
/

ϑ Ψ 5
/

!Ψ 一

∀
/

习5
/

叼一

∀
/

Ψ Σ
/

ΥΨ ,
/

Υ

/

Σ Ψ Σ
/

Υ Ψ一

∀
/

习 5
·

! Ψ 一

2 Σ斗
/

了 了
/

Υ Ψ 5
/

。Ψ Σ
/

Υ

下领骨高度 Δ
≅ ∗<Κ 3 Ω

工0 ; 0 Λ =Ε 4
≅

Τ
Τ

编 号 [ [ ς
∴

ς
ΤΤ

∴

Ξ Χ Σ斗
·

Ξ 2 匕 Σ Ο
·

5 ς Χ 匕4‘斗
·

, [ Χ 艺4, 斗
·

斗

翌鹰已竺矍一二二
二二Ξ

—
Ξ

—
[

—
Ξ

—
一二[坚二一 Γ 阵一兰生一一卜一一竺

Γ

一
一

Ξ

—
Ξ

—
一竺竺竺一一[

—
卜一止兰兰一一卜一

一一兰土一一一Ξ一一二兰一
一

Π
,

之下 [ 一 [ “
·

吕
Ξ 一 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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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领骨的齿冽长度

ΤΤΤ一 编号号 2 Α 4 ΣΟ
/

444 2 ! Σ Ο
/

555 2 ! Σ Ο
/

ΣΣΣ 2 ! Σ Ο
/

ΟΟΟ

齿齿列
Γ

一
、
ΓΓΓΓΓΓΓΓΓΓΓ

∗∗∗ :

一Π
ΣΣΣ

月斗
/

ΥΥΥΥΥΥΥΥΥ

∗∗∗
,

一∗ ΓΓΓ
5 Υ

/

ΥΥΥ 5 Υ
。

∗∗∗ :

一Π
:::

5 ∀
/

ΟΟΟΟΟΟΟΟΟ

∗∗∗ ,

一Π
ΡΡΡΡΡ Λ 5

/

∀∀∀∀∀∀∀

∗∗∗ ]

一Π
ΣΣΣΣΣΣΣΣΣ

Σ斗
/

∀∀∀

ΠΠΠ
4

一Π
ΣΣΣ

5 Σ
/

ΥΥΥ 5 5
/

Υ6左777 5 5
。

!!!!!

5555555 5
/

6右 7777777

牙齿测<

、、Ο ΣΣΣ 2 吕 Σ Ο
。

5 2 ! Σ斗
/

ΥΥΥ Υ
/

Υ Ψ Ο
/

! Ψ ϑ
/

5 Υ
/

 Ψ Ο
/

 Ψ ϑ
/

ϑϑϑ

22222 . ς Σ Ο
/

ϑ 2 ! Σ Ο
/

 
/

 Ψ
/

Υ Ψ ∀
/

!  
/

 Ψ Ο
/

! Ψ ϑ
/

ΥΥΥ

22222 Σ Ο
/

! 2 ! Σ Ο
/

555 Υ
/

Υ Ψ
/

Υ Ψ ϑ
/

Σ Υ
/

Υ Ψ Ο
/

∀ Ψ∀
/

ΣΣΣ

22222 Σ Ο
/

 2 Α4Σ斗
/

ΣΣΣ  
/

Υ Ψ 斗
/

Σ Ψ
/

ϑ Υ
/

5 Ψ
/

 Ψ ϑ
/

ΥΥΥ

ΠΠΠ
555 2 ! Σ Ο

/

∀∀∀ ϑ
/

5 Ψ Ο
/

Ψ ∀
/

∀∀∀

22222 ! Σ Ο
/

ϑϑϑ ϑ
/

! Ψ Ο
/

Σ Ψ
/

!!!

ΠΠΠ
444 2 昌 Σ Ο

/

ϑ
/

Υ Ψ Ο
/

5 Ψ
/

斗斗

∗∗∗555 2 ! Σ Ο
/

斗斗 ϑ
/

Υ Ψ 5
/

Υ Ψ Σ
/

ΥΥΥ

、、 555 2 ! Σ Ο
/

!!! !
/

! Ψ  
/

ϑ Ψ
/

555

比较和讨论

以上记述的材料
,

下领骨纤细
,

牙齿形态特征具有同一性
。

仅标本 Χ ! Σ Ο
/

Ο 的 ∗ ,

长

度相等于 ∗ 8 ,

而不同于标本 Χ ! ΣΟ
/

和 Χ ! Σ Ο/ 5 的 ∗,

长于 ∗ , ,

以及 Π
,

中圆蜻状跟

座开口 朝向不同
,

应视为种内变异体
。

在对偶蹄目的初步研究一文中6韩德芬
,  ! 7

,

笔者曾将禄丰这些标本归于 Δ 3Φ 1;
Γ

ΦΚ≅
衬Η Ι 属

,

并与南亚西瓦立克纳格瑞羚族鹿 6。
/

, ; ?万 ∗ Φ ;Α ; Λ 7 6⊥ Δ 3 Φ ∃; <五≅ 厅Η , : Β
/

见

∗Φ ;Α : Λ
,

 ∀ ! 7 作了简单比较
,

主要是基于体型大小接近
,

臼齿齿尖的基本形态所具有的

相似性
,

但禄丰这些标本在下原尖和下后尖后部未形成 艺褶曲
,

上臼齿则缺乏内齿带
。

经

本文重新研究认 为
,

尽管禄丰这些小型解鹿与 Δ 3Φ ∃; ,加Φ= Η , 属中某些种有相似的特征
,

但
∗, 后部的结构与 Δ 3Φ ∃; 4Κ∃ 万“Ι 和麒鹿科已知其它各属均不相同

。

因此
,

很难将它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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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述几属
。

羚键鹿属 6Δ 3Φ ∃; 动币
“。7 是中新世至更新世分布广泛的一属

,

此属之 中有较多体 型

小的种类可比较
,

其中以南亚的 Δ
/

Υ  成 和非洲的 Δ
/

Δ ;Φ 。了 和 Δ
/

Α口
铭方3Φ ≅0 衍 等的

个体大小尺寸与禄丰的最为接近
。

关于 Δ 3 Φ ∃ ; Φ石≅厅Η , 属的特征
,

考普 6_
; Η Β

,

! Σ Σ 7 6见

ΤΦ= Φ≅ < ,

 ∀ 7 已作过相当详细的记述
,

并指出 Δ 3Φ ∃; <Κ≅Φ=
“ Ι 属的上臼齿为斜方形而不是

长方形
,

内齿带明显
,

牙齿有高冠倾向
,

特别是在第 5 上臼齿上表明最为明显
。

下臼齿齿

尖等高
,

下原尖和下后尖之后的褶皱组成像希腊字母艺字形
。

下领骨上有 斗个前臼齿
,

∗4

趋于消失
。 ∗ 8

舌侧珐琅 质褶曲在牙齿顶端连结起来
。

据亚洲
、

欧洲 6⎯= 4Κ3 4
,

!  76中新世至早上新世 7
、

非洲 6早中新世 7一些地点乃至我

国江苏泅洪6中中新世 76李传夔等
,

 ! Σ 7发现的 Δ 34
·

∃; 4加Φ=4 ‘。 属的材料和有关记述
,

不

论其中体型大和小的种类
,

其下 臼齿上多具明显的艺褶曲 6Δ 3Φ 。,爪Φ4’“。 Ω34 Λ 7
。

上臼齿

也常有发育的内齿带
。

但也有例外
,

被认为是非洲羚露鹿属中进步的种类
、

也是个体较小

的 Δ
/

∗
; Φ , “ , Ζ Κ=<Ν 3 Φ <Κ 6Ζ Κ=<Ν 3 Φ<Κ

,

 ! 7 6标本来 自 ∋ =Ν ≅? =
,

( Η Α =0 ? ; ,

_ ; Φ Η 0 ? Η ,

Π
;

Ε)
Γ

α 3 ,

Π Η Φ Η ; Φ 3 < Ρ 和 βΗ αΝ ; 的 _ =; Κ ≅ Φ ;

组
,

中新统下部
,

见 % Κ 3 Ι ; Α 等
,  ! 5 7 其下原尖后

支颊峭弱 6即 Β ; 4; 3 Ι ≅ΦΜ > Ω
3 4Λ

,

Ζ Κ=<Ν 3 Φ<Κ
,

 !
,

Β
/

5 7
。

南亚西瓦立克的 Υ
/

, =, =, “ :
Ν ≅Α <

的 Π
,

缺乏内齿带 6标本采 自 ∋
一, .Β , ! 地点

, ∃ Κ=0 χ= 组上部
,

巴基斯坦 Π =; 0 Ν ; 4= 地区

Δ ;Η α _ Κ≅ 4 东北 73 虽然禄丰的标本在以上两方面和上述种之间都有一些共同之处
,

但

Δ
/

∗; 。“ , 的上臼齿具有发育的内齿带
,

而 Δ
/

, =0= , “ , 仅有 枚牙齿
,

而且它的尺寸是

相当之小 6、
Σ

长
/

,

宽
/

毫米
。

Ζ
≅Α < ,

 !Υ
,

Β
/

7
。

基于以上理由
,

而且仅限于臼齿

方面的比较
,

禄丰的标本有可能被认为是羚解鹿属中一新种
。

然而
,

禄丰的露鹿的 ∗ 8 的

结构则与羚霹鹿的完全不同6图 7
。

因而不可能归人 Δ 3Φ ∃; , 加Φ<’4 ‘Ι 属
。

图 一 Μ , ‘0 0 ; 0 3 <人≅ Φ = : ‘刀 ,

6# 7
、

Δ 3 Φ ∃ ; 动 。 ,
= , ‘Ι 6β 7

、

属的 Β 8

嚼面结构比较示意图 6
Α α ≅ <∃ Κ 3

; Β 7

禄丰这些材料与霹鹿科中的丘齿露鹿属 6Δ 3Φ ∃; Ε44 0≅ 7 的区别更为明显
,

丘齿露鹿属

中已知的种类个体偏大
,

缺乏小型种类
,

齿尖比较饱满
,

特别是 ∗ 8 后部的结构与羚解鹿

属相似
。

本文下面一段将要提到 Δ 3Φ ∃; Ε “0≅ 和 Δ 3Φ
‘以触Φ= “ Ι 两属的区别

。

水霞鹿 场;3 , 口了∃Κ
“ 8 和霞鹿 %Φ ;? <<4 。 两属是露鹿科中出现较晚的种类

,

其地史 分

布始于更新世并延续到现在
。

所不同的是前者分布于非洲
,

后者则限于亚洲
。

柯 伯特

6≅
3 4Ε ≅ Φ< ,

 Σ 7 曾列举了几点关于 Δ 3 Φ ∃ ;动 ≅ Φ =“Ι 和 ∋Μ
; ≅ 3 3 8 ∃ Κ Η 8

两属的不同特征 :

/

口 3 Φ ∃; 动
≅ Φ=“Ι 属的颊齿较 ∋ 夕;

3 Ι 3 Α∃ Κ : ‘Α

属的齿冠高 8

5
/

Δ 3 Φ ∃; 纳 ≅ ,
·

=Η 。 属的外肋强烈发育
,

而 ∋ ,
,
; 。,二3 8 ∃人“ , 属较为逊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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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Δ 3Φ ∃; <Κ 南
“ Ι 属的上臼齿内齿带发育好

,

而 ∋ Μ3 ≅。。动“ 8
属的情况则不是那样 8

Ο
/

Δ 3 Φ∃ ;< 汤南
“。 属的下臼齿有附柱

,

有一些牙齿的附柱相 当粗壮
。

和以上几方面比较
,

禄丰发现的族鹿在臼齿特征上较接近羚暇鹿
,

该属 中后来发现的

Δ
/

, =0= Ι “ ,
其上臼齿缺乏内齿带

,

这方面和禄丰的标本特征一致
。

但内齿带缺乏又是解

鹿属的特征之一
。

然而
,

这些相同之处并不妨碍各个属之间的区别
。

韦布等 6Ν
3

ΕΕ ≅<

;4
/ ,

 ! Υ 7 对 ∋Μ
; ≅ 3 3二Κ Η ,

和 % Φ ;岁4Η , 属的下前臼齿作过如下 记 述
: ∋ 夕; 。。3 : ∃再Η , 和

% Φ; ?Η 4Η , 两属的下前臼齿相对简单
, ∗ :

的三个齿尖纵向连结
。

前者的 ∗ ,

和 ∗ 8
具有弯

曲的下前尖
,

有一个弱的下后尖在舌侧
,

下次尖大
,

下 内尖和内附尖 6≅0
<3Α <Χ4 =Λ7 小

。

这种

情况和 %Φ ;? 峡。 属很相似
。

上述禄丰的标本中 ∗ 8 的后部相 当简单
,

下次尖和下内尖组

成的方式有些相似于前者
,

然而下原尖舌侧无下后尖
,

内附尖也不存在
。

露鹿科中还有两个属的地史分布较早
,

它们是 1Φ Μ∗ <3 。 。卢 和 −如。、 ∃Φ Μ> 属
,

两属的

材料均发现于欧洲渐新世
,

前者出现在法国东南部6时代为下至中渐新世 7
,

后者发现于

苏联格鲁吉亚 6时代为渐新世晚期 7
。

据 .ΗΛ
Φ ≅

6  !斗7 记述和图示
,

。Μ∗ 43 Ι 3 Μ> 属的个

体大小如同现代解鹿 中小型者
,

下齿列上有 ∗ : 。 ∗ 8

和 ∗ Σ

简单
,

其后峭舌侧上 多多少少

有一小尖
。 ∗8 的后部成三角形凹壁

。

下臼齿齿座较跟座狭窄等
, −加Φ3 Ι 3

ΦΜ Φ
属与 ∃Φ Μ∗ <口Γ

。 ≅Φ Μ> 属在牙齿形态上比较相似
。

而禄丰的标本不论在前臼齿和臼齿的构造上
,

均不可

能与这两个属有直接联系
。

以上比较说明
,

禄丰的新材料与出现于 渐 新 世 的 1Φ Μ∗< 口 , 。77> 属
、

−Ε 3
Φ3 3 ≅Φ Μ> 属

,

中新世的 Δ 3Φ ∃; Ε Η 。。 属和更新世的 ∋ Μ口≅二 。、石ΗΑ 属和 %Φ ;? Η4 “ , 属在形态上相距较远
。

但

与 Δ 3 Φ∃ 二触Φ= “Ι 属比较接近
,

一方面表现在臼齿的某些结构上的相似性
,

另一方面 ∗、的后

部结构有可能是由 Δ 。Φ ∃; <五币
。。 属较长的舌峭缩短演变而来

。

丘齿眼鹿属 Δ 3 Φ ≅ ; Ε 3 0 ≅ ∗妞盯而
进步丘齿眼鹿 Δ 3 Φ ≅ ; Ε 3 0 ≅ Β ,

叮
Φ / , : 。Α

69 ; 0 7

6图版 − , 4一斗
、

∀
、

ϑ 8 图版
,

一 ! 7

 ϑ ! :

 !
:

Δ
‘, Φ 亡 ; < 人‘Φ “‘, , , 户Φ 3 ? Φ 。: : , ‘了。 [司德发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
,

=‘ : Σ Υ 一Σ 5
。

Δ 3 Φ ∃ ; Ε 求碑0 ≅ Α∗
· 3

 !
:

Δ 3 Φ 亡 ; 右之‘刀 ‘ Α∗
/ 3

吴汝康等
,

科学通报
,

! : 5 一 5 ϑ

韩德芬
,

人类学学报
, Ο: 侧一引

标本

下列标本被归人同一种
:

下领骨 件左
、

右均带 Δ Π
8

一Π
Ρ

62 ! Σ
/

7

牙齿 Δ Π
Σ 、 Δ Π

8

各 枚
,

Π
:

枚
,

Π
: 斗 枚

, Δ Π
, 4 枚

, Δ 入 啼4 枚

枚
,

Π
4 4 枚

,

Π5 枚 62 .一Σ
/

5一 5 5 7

产地与时代

同前
。

标本发现层位

第 层 Π
‘

枚 62 ! Σ 万7
,

Π
, 5 枚 62 ! Σ

/

! , 5 5 7
。

第 5 层 Δ Π
, ,

Δ Π
今

各 枚 62 ! Σ
/

5 , Σ 7
, Β ‘ 4 枚6Τ

Φ

! Σ
/

∀ 7
, 人−‘4

∗ Σ

枚
,

∗毛 5

枚62 . Σ
/

ϑ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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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 5 枚 62 Σ

/

 , 5 一7
,

叨4 枚 62 ! Σ
/

7

第 Σ 层 Δ Π
Σ ,

Δ Π , 各 = 枚 6Χ ! 5 Σ
/

5 7
,

Π
: Σ 枚 6Χ Α δ Σ

/

Σ , ∀ , ϑ 7
,

峡Σ 枚 6Χ Α 4Σ
/

Α ,

 , Υ 7
, Β , , ∗弓 各 枚 62 ! Σ

/

Ο , 一 7
。

第 层 Π
: 4 枚 62 ! Σ

/

Ο 7

混合层 Π
, δ 枚 62 ! Σ

/

5 Υ 7

标本记述

破碎下领骨带 Δ Π
:

一Π
:

6Χ ! Σ ,
/

7
,

下颇骨已被压扁
,

上升枝已破坏
。

齿系 Δ 从 侧扁
,

锥形齿尖呈纵向排列
,

牙齿前部颊
、

舌侧均有纵沟
。

Δ 呱 的颊
、

舌

尖已开始分化
,

但尚未完全分开
。 Δ Π 。 臼齿化

,

三排齿尖的颊
、

舌尖分化明显
,

第 5 、 Σ 颊

尖间基部有小结节 62 Α Σ 一7
,

或呈齿带状 62 ! Σ
/

Σ 7
。

Π
, 、

Πδ 为锥形
一

新月型齿
。

舌尖前
、

后有附褶
,

下原尖前
、

后支各有 5 个珐琅质褶曲
。

齿尖连结方式是
: 下原尖后支的 5 个褶曲与下后尖的附褶组成艺字形

,

下原尖后支舌崎

与下内尖前方接触 8颊晴与下次尖前支相遇
,

下原尖前支舌靖在 Χ ! Σ
/

的右侧下臼齿

上较长
,

并达到下后尖前方
,

而左侧下臼齿及所有的单个下臼齿的舌峭较短
,

仅伸至下后

尖颊侧 8 下原尖前支颊蜻微向外翻卷
,

末端达下后尖前方
。

下次尖后支一直伸至下内尖后

面
。

颊侧新月型尖间有明显底结节
。

前
、

后齿带发育
。

Δ 砰 和 Δ Π
‘

臼齿化
。

Δ Π
,

前尖之前有一发育的齿尖
,

此尖的基部为锥形
,

齿冠为

峭形
。 Δ叨 近于臼齿

,

内齿带完全
。

上乳齿颊侧基部齿带亦很明显
。

∗ Σ

较长
,

主尖高
,

呈锥形
,

后面尖呈刃状
,

前附尖发育
,

近锥形
,

以倾斜舌晴与原尖前

支连结
。

原尖较低
,

近新月型
,

有一指 向颊尖的短靖
,

后支伸至颊尖后部
。 ∗ Ο

轮廓似等距

三角形
,

长度大为缩短
,

Χ Α Σ
/

Ο 和 2 ! Σ多
/

巧 的原尖后面的褶曲明显或较弱
。

上臼齿颊尖为锥形
,

舌尖为新月型
,

颊尖有突出的肋和前
、

中附尖
,

后尖前瑞盖在前尖

末端之上
。

原尖后支有一指向颊尖的褶皱
。

内齿带围绕原 尖舌侧基部
,

其中 Χ ! Σ
/

 的

内齿带弱
。

几乎所有的牙齿上都具有细的珐琅质皱纹
。

牙齿测 < 6单位
: 毫米7

下领骨 Χ Α Σ Α
/

4

2 ! Σ
/

+

+ Ψ Ν Ψ∋
⋯
二兰二
⋯进二巨兰⋯逻耸泞立遗Ξ Ξ‘ε

·

了Ψ“
·

。Ψ
·

。 Ξ‘Σ
·

Ε Ψ ‘
·

Ψ
·

口 Ξ‘了
·

∀ Ψ 了
·

丁,’
·

吕 Ξ‘,
·

∀ Ψ Ε
·

“Ψ 吕
·

∀ Ξ‘“
·

Ψ ‘日
·

‘,
‘

’
·

“

牙齿 Χ Α Σ
/

5一5 5

Δ 入−
,

5 Σ
/

Ψ Ο
/

 Ψ一

Δ Π
8

∀
/

ΥΨ ϑ
/

ΥΨ 一

Π
:

5
/

Υ Ψ !
/

Υ Ψ一

Ο
/

Υ Ψ !
/

Ψ一

Σ
/

! Ψ  
/

5 Ψ 吕
/

!

Σ
/

ϑ Ψ !
/

Σ Ψ  
/

Υ

Π
:

Σ
/

∀ Ψ  
/

5 Ψ一
Π

5 /

Ο Ψ  
/

! Ψ Υ
/

Υ

巧
,

Υ Ψ Υ
/

Υ Ψ Υ
/

Υ
/

Ψ Υ
/

Υ Ψ Υ
/

Υ

4书
/

ϑ Ψ Υ
/

Υ Ψ  
/

Υ

Δ Π
Σ

5
/

Ψ Υ
/

ΥΨ ϑ
/

5

0 Π
Ο /

5 Ψ 5
/

Υ Ψ ϑ
/

Υ

∗ Σ

Φ

/

Υ八
/

ΥΨ Υ
/

5
/

Υ Ψ  
/

! Ψ !
/

Υ

5
/

Υ Ψ
/

Υ Ψ !
/

Ο

/

斗八
/

! Ψ !
/

5

Π
Ρ

Ο
/

Ψ ∀
/

Ψ  
/

Υ

Ο
/

Ψ ∀
/

Ψ Υ
/

Σ
/

Υ Ψ ∀
/

Ψ  
/

/

Υ Ψ ∀
/

Ψ  
/

∀

/

Υ Ψ ϑ
/

Υ Ψ 5
/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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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和讨论

Δ 3Φ ∃; ΕΗ
。。

属是南亚西瓦立克熟知的键鹿化石之一
,

由于它的地理分布范围窄
,

地史

分布短
,

种类不多
,

对确定地层时代有重要意义
。 Δ , ∃; Ε。

。
属的体型在解鹿科之中属较

大的一类
,

其中以发现于庆义带 61 Κ=0 ==
δ 3 0 ≅

7 的 Δ
/

; 0 <几Φ3 ∃ 3 , Κ ≅ Φ =厉Λ ≅Α Β =4 ? Φ=Ι 个体最

大
,

形态较同属中其它种类原始 6∗= 4?Φ= Ι
,

 7
。

这一属中发现于纳格瑞和道克派珊6&
; Γ

?Φ =
一

Δ Κ3 α ΒΑ <Κ
: 0 δ3 0≅ 7 的材料与我国标本最为接近

。

过去
,

这属化石在我国仅记录过

Δ
/

4=Η
‘触

,

?≅ 。。 ∋
: 0 一种

,

材料发现于广西柳城巨猿洞
,

时代为早更新世
,

这是目前所知

的最晚代表6韩德芬
,

 ϑ Ο 7
。

禄丰标本与 。 3 Φ ∃; 占“ 。。 属中有代表性的纳格瑞丘齿露鹿 6Δ
/

, ; ?杭 Β =4? Φ =Ι
,

7比 较
,

十分相似
,

但细微结构上有差别
,

主要是禄丰下臼齿下原尖后支两个褶曲分开的程度和深

度皆不及 Δ
/

0; ? 4/== 的
。

此外底结节普遍不及 Δ
/

二?Φ == 强
。

禄丰的标本和广西柳城的

Δ
/

4=Η ∃Κ
。, ? 。。 。 之间也有较明显的不同

。

后者除体型较大外
,

下原尖后支颊晴和底结节

较弱
,

前支舌峭极其微弱
,

且 ∗咭 原尖内齿带发育
。

阎德发6  ϑ ! 7曾记述 了一件发现于湖北荆襄地区荆门的露鹿带 ∗ ,

一峡 的破碎下领

骨
,

但被归人了 Δ 3 , ∃; δ方币
“Ι 属 6Δ

/

∗Φ3 ? Φ 。8 : Η 8 9 ; 0
7

,

经笔者和阎德发同志讨论和对比

标本
,

一致认 为湖北的标本应归人 Δ 3Φ ∃; Ε “。 属
,

原订的各种不变
。

禄丰的丘齿露鹿下臼

齿形态特征与湖北荆门材料一致
,

虽然荆门的材料缺乏上臼齿以资对比
,

但禄丰这些材料

体型大小
,

形态特征可归为同种
,

并与湖北荆门标本一并归人 Δ
/

∗Φ 3? 。, : “ , 当无问题
。

禄丰是继广西柳城
、

湖北荆门发现丘齿露鹿化石较多的一个地点 6表 7
,

材料增多
,

使得我们容易将它和个体大小接近的 Δ 3Φ ∃; , Κ∃ Φ= “, 属的材料区别开来
。

从对比中可以看

到 :

/

Δ 3Φ ∃; ΕΗ 。。

属的齿尖较丰满
。

下原尖前支也有两个褶皱
,

前支颊峭较宽并向外翻

卷
。

齿冠相对低一些
。

此属中已知种个体较大
。

5
/

Δ 3Φ ∃; 功 。Φ= “ , 属的齿尖较瘦弱
。

下原尖前支和其它新月型齿尖一样
,

齿冠相对较

高
。

此属包括一些个体很小的种类
。

结 语

/

过去
,

我国发现的露鹿科化石和地点不多
,

种类也较贫乏
。

禄丰解鹿化石的发现不

仅扩大了此科动物的分布范围
、

还增加了新的类型
,

下表将国内的材料
、

发现地点
、

种类及

时代列表说明6表 7
。

5
/

总的来看
,

新属在齿系的形态构造上与族鹿科其它属的界限是清楚的
。

但如果将前

臼齿和臼齿分别看待
,

云南键鹿又具有形态特征上的双重性
,

即区别分明的一面和相似

的另一面
。

区别明显的一面表现在下前臼齿简单
, ∗。 后部结构与其它各属不同

,

相似之

处则在于下臼齿和上臼齿的齿尖基本形态与 Δ 3Φ ∃; <五≅Φ=
“ , 相似

。

虽然新材料在下后尖和

下原尖后方不形成艺褶曲
,

上臼齿缺乏内齿带
,

但我们可以从 Δ
/

Β;Φ ” 8 和 Δ
/

Υ 厉 , “,

两个种的牙齿上发现更多的联系
。

这种联系似乎表明新属与 Δ 3Φ ∃; 动∃Φ=
“Ι 属的关系较其

它属密切
。 Δ 3 , 、; , Κ‘,该Η 。 属和 Μ Η 0 0 ‘。 3动 ≅ Φ=Η , 属的 Β 8

初看起来形态上相距甚远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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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内发现的族鹿科化石种类
、

材料
、

地点及时代

声补“泛4’ < Φ。
砰4=Λ 亡0 1报”。

种 类 ⋯ 材 料 ⋯
地 点

[
时 代

Δ 3 Φ ∃ ; Ε Η ”≅ 4=Η ∃ Κ‘”? 亡”了己

∋ ; Φ<

颊齿 Υ 枚
Υ ∃ Κ ≅ ≅α <≅ ≅ <Κ

广西柳城巨猿洞
+ =Η ∃ Κ ≅ 0 ? ,

, Η ; 0 ? > =

早更新世
Θ ;Φ 4Μ ∗ 4≅ =Α / 3 ≅ ≅ 0 ≅

Δ 3 Φ ∃ ; <人≅ Φ= Η 二 6φ Δ 3 Φ ∃ ; Ε Η 。。
7 不完整右 下领骨一件

∗ Φ 3 ? 邝了Α Η 了 9 ; 0 3 0 ≅ Ι ;

0Λ =Ε 4

湖北荆门
]=0 ? Ι ≅。 ,

∋ Η Ε ≅ =
最晚中新世

+ ; < ≅ Α < Π =3 ≅ ≅ 0 ≅

Δ 3 护∃ ; Ε ￡‘” 亡 ∗尹Υ  尸亡了了“了

69
; 0

7

下 领骨一件
, 牙齿 55 枚

3 0 ≅ Ι
; 0 Λ =Ε 4≅

5 5 , ≅ ≅ < Κ

云南禄丰古猿地点
+ Η Ω≅ 0 ? , 9 Η 0 0 ; 0

最晚 中新世
+ ; < ≅ Α < 卜−=3 ∃ ≅ 0 ≅

9 Η 刀刀 口0 3 <人亡Φ Ω<‘用 了=功∗−亡 >

? ≅ 0
。

≅ < Α ∗
。

0 3 Χ
·

下领骨 ∀ 件 , 牙
Α => Ι ; 0 Λ =Ε 4≅ 原

扮 枚
≅ ≅ , Κ

云南禄丰古猿地点
+ Η Ω≅ 0 ? ,

9 Η

朋
; 0

晚中新世
+ ; <≅ Π =3 ≅ ≅ 。巴

Δ 3 Φ ∃ ; <人亡犷矛Η 功 Α∗
/ 破碎领骨及单个 牙齿

Π ; > =44; ; ]4
Λ < ≅ ≅ <Κ

江苏下草湾
γ =; ≅ ; 3 Ν ; 0 ,

]=; ,4 ? ΑΗ

中中新世
入 =Λ Λ 4

≅

Π =
3 ≅ ≅ 0 ≅

前者的舌晴非常发育
,

而后者的舌暗很短
,

但两者的颊岭末端均向舌侧弯曲
,

并与舌晴末

端靠近
,

以一纵沟相隔
。

故云南蹊鹿的 ∗。

后部并未形成封闭状的岭形跟座
。

由此看来
,

新属∗’后部的结构有可能是由 Δ 3Φ ∃; <Κ南
“。 属的 ∗ 8

舌晴退化
,

变短发展而成
。

形态上

的比较显示新属有可能从 Δ 3Φ ∃; <Κ≅Φ =Η , 属演化而来的可能性较大
。

由于禄丰新材料 具

有一些明显的进步性
,

除了表现在后面两晴是从主尖后晴基部发出外
,

而且形成了跟座
,

加上所有的下领骨上无 ∗ 4 ,

下臼齿下原尖颊晴相当弱
,

显然可以作为与 Δ 37
·

∃; 动
。4= “ 。 属

有关 的晚期类型来看待
。

Σ
/

过去
, Δ 3Φ ∃; Ε “ 0 。

属的材料仅发现于华南早更新世洞穴堆积中
,

禄丰材料的 发 现

以及对湖北荆门标本的重新归属有两方面意义 8 一方面说明这个属不仅分布局限于南亚
,

而且 向东分布达到东经 Θ 4 4Ρ )

Υ
’

8 另一方面
,

从国内发现的三个含丘齿敲鹿的动物群

的时代看
,

其地史分布明显要晚于此属在东亚西瓦立克地层中出现和延续的时间
。

虽然
,

华南的材料无疑与印
、

巴次大陆西瓦利 克地层中
,

出现于第 ∀ 带 6∗=4 Ε≅; Ι
,

 ϑ  7 的 Δ 3Φ
Γ

“ΕΗ , 有密切关系
。

但中国材料在牙齿的微细结构上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性
。

Ο
/

现有的资料表明
,

云南露鹿在形态特征的进步性方面似乎不会出现于中新世早期
。

因为在中新世早期发现的羚露鹿 6Δ 3Φ ∃; , Κ∃ 4/=<
‘Ι 7 还具有小的 ∗: ,

而新属所有的下 领 骨

上 Β ,

缺乏
,

但 Β 8

短于 Β 。和非洲的 Δ 3 Φ ∃ ; 动亡, , : ‘Ι ∗; Φ :
,

“ 8

和 Δ
/

∗=? 3 δ<= 是一致的
。

因此
,

新属不可能与早中新世的羚露鹿具有同样的进化水平
。

禄丰
、

荆门的丘齿露鹿具有的进

步性质显示
,

中国的材料较印
、

巴西瓦立克的 Δ 3Φ ∃; Ε “ 0 3

0; ?Φ =4’ 出现的时代要晚一个阶

段
。

层位上相当于上纳格瑞层一道克派珊层
。

李传夔 等6  ! Ο 7认为其地质时代为最晚中

新世
。

/

露鹿科大多数属
、

种在地理分布上都有一定的范围
。

分布于亚洲的有 : Δ 3Φ ∃; Ε “ : 。 ,

Μ “ 。。口。。,乃。Φ=“Ι 和 % ,、? “4Η : 8 仅限 于欧洲的是 1 ,7 产, 3 。 。Φ少>

和 −Ε ≅Φ 3 Ι 3 Φ夕> : 分布于非 洲

的为 ∋ Μ;
。。。‘

加, 属
。

唯有 Δ 3Φ <触汀“Ι 属的分布较广泛
,

亚洲
、

欧洲
、

非洲均有化石记录
。

现代爪哇族鹿在云南南部励纳尚有分布
,

而云南露鹿则是在现代霹鹿的栖息地发现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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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族鹿的新类型
。

因此
,

自那时以来到现代
,

解鹿科的化石种和现生种在云南已有 Σ

属记录
,

这似乎意味着禄丰古猿动物群的生态环境与今 日云南南部有相似之处
。

本文照片 由王哲夫同志摄制
。

6  年  月 5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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