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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 年冬在云南省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发现的脊齿猪 ;.∃ 5人口动
口。“‘

< 进行了描述

和对比
。

禄丰脊齿猪与仅发现于西瓦立克的同属几种之间在前臼齿和臼齿上有一定的区别
,

为此
,

另建立一新种 . ∃− 五∃7 加。。 %“>胡?7
, 了打 :−

·

≅ ∃ Α
·

,

代表我国晚中新世地层该类化石的首

次发现
。

脊齿猪属 ;. ∃− 6∃ 76 口。“
:< 的标本最早发现于印度一巴基斯坦西瓦立克

,

经 −Β% ?Χ 流

;  Δ <研究包括三种
,

即 .
4

6Β∃ Ε Φ即。 , Γ ,

.
4

83= ? 9 9 :
和 .

4

∃ Ε ? ΧΒΒ。 材料仅限于两件破碎

的下领骨和一些单个的颊齿
。

ΗΕΙ Ι68 ϑ ; Γ< 将这属的特征概括为
Κ
一种具有简单齿尖

的小型动物
,

少有或没有额外的附属小尖
,

略有发展成横脊的趋势
。

禄丰的脊齿猪化石采

自  ! 年发掘剖面的第 Δ 层 ;薄层褐煤层 <
。

过去
,

这类化石在我国无确切的地层记录
,

仅 Λ ∃8 ≅Β ?: ϑ Ε% Μ ;  Δ ∀ < 记述过从香港中药铺里得到的两枚脊齿猪牙化石
,

其中一枚 Η
,

的前排齿尖已连结成脊
,

但后排齿尖还没有真正地形成横脊
,

因而该著者给予这个标本一

新种名
,

叫 .
4

−Β 啥ΧΒ 。 ,

并认为这种动物可能属于中国三趾马动物群的一个成员
。

禄丰

脊齿猪 ;.
4

佃>∃ ? 7≅ 万, :−
4

≅∃ Α4 < 的标本虽为一破碎下领骨
,

但下前臼齿保存齐全
,

且具

有特色
,

臼齿所成的横脊相当明显
,

产出层位确切
。

因此
,

这一化石在禄丰古猿化石地点

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这类动物当时的地理分布
,

而且对该动物群与其它地区同时代的

动物群之间的对比具有一定意义
。

为此
,

先予记述和讨论
。

标 本 记 述

偶蹄目 & ΧΙΒ ∃ Μ Ε 8 ΙΝ %Ε ∃ ϑ 8 ≅ ,

! Δ !

猪附 目 19% ≅ Ε / Χ Ε Ν ,
! Δ !

猪科 1 9 ΒΜ Ε 8 / Χ Ε Ν ,
!

脊齿猪属 .叩6 ∃ 8 6 ∃ 8 Χ ∃ : −Β%? Χ Β2
,

 Δ

禄丰脊齿猪
,

新种 . ∃ 5 6∃
8 6 ∃ 8 Χ 9 : 坛>8 ≅ ? 8 ≅ : Β: 。5

4

≅ ∃ Α
4

正型标本 两块破碎的下领骨
。

左下领骨具 −% 一− = 、

Η
Ο 、

Η
∀ ,

右下领骨具 − = ,

右下

犬齿一枚 ;# 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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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禄丰脊齿猪左下领骨 ;# Δ !  < 颊面观和咬合面观

. Ε Θ ΒΕ % Ε ≅ Μ ∃ 7 8 %9 : Ε
% Α Β

8
ϑ : ∃ > Ι 6

8
%

8
>Ι

Κ ≅ Ε ≅ Μ ΒΘ %
8 ∃ > .

4

%9 >亡。? 8 , , Β, : 5
4

≅ ∃ Α
4

夕 Ρ 口刃

Σ Τ Τ Σ Τ 孟Σ Τ ‘Σ ΣΥ

图 禄丰脊齿猪左下领骨 ;Α Δ !  < 舌面观

. Β≅ ? 9 Ε % Α Β8ϑ ∃ > .
4

%9 ς。。? 8” 了行 : 5
4

≅ ∃ Α 4

特征 前臼齿 Ω 枚中
, − ∀

不口− =

的后脊分成内
、

外两支
,

其中间谷部为跟座尖所堵塞
,

Η
。

内侧尖近似锥形
,

外侧尖呈后斜的 Α 字形
,

每个外侧尖的前支伸向前方
,

分别达前齿带

Ε , 乙次
吐

Τ

—一」

图 ∀ 禄丰脊齿猪右下犬齿

;Α Δ :? Φ <内面和外面观

0≅ Ι8 Χ ≅ Ε % : 9 Χ >Ε 7 8 Ε ≅ Μ 8 3 Ι 8 Χ ≅ Ε %

: 9 Χ >Ε 7 8 Α Β
8
ϑ ∃ > Ι 6 8 Χ Β? 6 Ι Ξ Σ

ϑ
。 Χ 8 Ε ≅ Β≅ 8 ∃ > .

4

%“ >州? 8 二了Β ,

: −
·

≅ ∃ Α
·

和前排尖所成横脊的中部
,

跟座同样具一向前伸的脊直

达后排横脊的中部
,

釉质层光滑无褶皱
。

标本描述 破碎下领骨 ;Α Δ !  < 发现于禄丰古猿

化石地点褐煤层第 Δ 层 ;参看吴汝康等  ! 年发掘报告

剖面图<
。

下领骨左侧仅保存部分下领体和上升支;图
、

<
,

下领骨已被压扁
,

厚度不能测量
,

高度在 Η
∀

之后为

Ψ
4

∀ 毫米
。

牙齿小
。

左
、

右两侧的 −Κ

齿冠上部部分损坏
,

其前
、

后无齿带和附尖
。 − Ο

和 − ,

未经磨蚀
, − Κ

主尖高耸

且较尖锐
,

其前
、

后方向前下和后下呈倾斜脊
,

脊上无附

属小尖
,

前下方略靠内侧有一前齿带尖
。 − ∀

在形态上大

体与 −Κ

相同
,

唯主尖后脊下端约相当于齿冠高度的 Ρ ∀

处
,

分成内
、

外两支
,

跟座尖小
,

高度约为牙齿高的 %Ρ ∀
,

其前方 变尖并伸向主尖两后支所成的凹陷处
。 − =

已经磨

蚀
,

宽度较 − ∀

大
,

前方齿带发育
,

后部结构与 − ∀

相同
,

但

磨蚀后的外支与跟座连结
,

而内面一支止于跟座尖的前

内侧
。

前臼齿除 −
、

具一不分离的齿根外
, − Κ

至 − ∀

均有两个齿根
,

−% 一− ∀

的前
、

Ζ

后以及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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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面无接触面
。

Η
,

缺失
。

峡 的两外侧尖破碎
,

牙齿磨蚀较深
,

前齿带明显
,

舌侧尖为

锥形
。

Η
。

保存好
,

轻度磨蚀
,

前齿带位于牙齿高度 Ρ 弱的位置
,

舌面尖呈锥形
,

彼此分

离
,

内壁陡而直
、

谷部开扩
,

无附属小尖
,

颊面尖磨蚀后呈后斜的 # 字形
,

下原尖的前支发

育
,

向内向前伸至前齿带中间位置 =后支弱
,

与下后尖连结成第一横脊
,

下次尖的前支伸至

第一横脊中部
。

第二横脊类似第一横脊
,

唯宽度略为狭窄
。

由于下次尖的前支与第一横

脊连结
,

故在颊侧两尖之间形成不开放的谷部
,

跟座较小而稍低于前面主尖
,

顶端轻微磨

蚀
,

前方也发育成脊
,

通过谷部达第二横脊中部
,

跟座的前方舌侧有一明显的小尖堵塞下

内尖与跟座间的谷部
。

Η
∀

的四个主尖的顶端处明显地高于各尖所形成的脊
。

右下犬齿的齿冠保存完整
,

但上端已经磨蚀成斜面
,

内
、

外面为釉质所覆盖
,

外面近后

侧有一微凹的纵沟
,

后面釉质缺如
,

略窄于外面
,

齿根破碎 ;图 ∀ <
。

测Ι ;单位 Κ 毫米<

Τ
、 Τ

一 ΖΖ Ζ Ζ

牙齿

长
、

宽 一[[ ⋯上⋯立⋯立⋯上阵⋯一斗一
Σ

∴ ∴ ∴ ∴ ∴ 外面宽 ∴ Δ4 Δ

∴ Ξ
·

! ∴
·

! ]
·

! ∴ ∀
·

Ξ ] Δ
·

斗 ∴

—
∴

—∴

—
∴

—
⊥

—
∴

—
∴

—
∴二豆% ⊥Σ 二竺一

∴ ∴ ∴ ∴ ] ∴ 后面宽 ∴ Δ
·

%

∴ Ω
·

Δ ∴ Γ
·

! ∴ Δ
·

! ∴  
·

∴  
·

Γ ∴

—
⊥

—
∴ ∴ ] ∴ ∴ ] 齿冠高 ]

< 测自齿冠基部 Κ < 测 自唇面
。

比较和讨论  Δ 年
,

−Β% ?Χ Β2 根据印度一巴基斯坦西瓦立克的部分小型猪类化石

创立了脊齿猪属 ;.∃ 5人∃7 6∃ 8Χ “
习

,

该属材料共分三种
,

即 .
4

6Β 2 Ε% ΕΝ 动后 ;一件右下领支

具 5 。一呱
,

产 自 ) Ε ? ΧΒ 带<
,

.
4

83 Β? 9 9 :
;一枚最后下臼齿

,

产 自 ∋6Β≅ ςΒ 带< 和 .
4

。召? ΧΒ Β

;一件左下领骨为年轻个体
,

产自 )Ε ?Χ Β<
。

据原著者的描述
,

属的主要特征是
Κ Η

Κ

的齿尖

呈半新月型的结构而不同于印度其它猪科的臼齿
,

牙齿的内面尖的外面和外面尖的内面

组成一个稍平的平面
,

每一叶齿尖部分连结成对
,

两叶为横谷所分割
,

齿尖高出于相连的

脊
,

因此
,

与 .Β :Ι ΧΒ 口Υ口刀 有些相似
。

一个低而钝的脊从后外尖横穿过横谷直到前内尖
。

牙

齿的结构很简单
,

没有附属小结节和釉质褶曲
,

有前
、

后齿带和一些小结节
,

位于外面中间

谷部人口 处
。 − =

几乎和 5 = ∃ 户。, Ε 2 ∃ 7 6 ∃ , 9 了
一样

。

禄丰脊齿猪标本为一破碎下领骨
,

发现时聚集在一起
,

且左
、

右 −、在形态和大小上相

一致
,

应属同一个体
。

从牙齿的主要特征看
,

禄丰的标本 当为 .∃ 56∃7 6∃7 Χ9 ,
属无疑

,

但就

禄丰新种的 − ∀

和 −=

的主尖后脊和跟座的结构
,

Η
∀

缺乏颊面小结节和第三叶有发育的前

脊等特征而又别于西瓦立克下部和中部发现的 .Ε5 人∃7 6口8Χ “了 的三种
。

禄丰脊齿猪的 − =

和 呱的长度较 乙
4

6Β二 Ε %Ε夕二:Ι4 ,
;Η 长  

4

Γ 毫米
,

依 Λ ∃8 ≅ Β? :ϑ Ε %Μ
,

 Δ ∀
,

 Γ 页 <的略长
,

−、

的轮廓不呈圆锥形
。 .

4

6Β 2 Ε% ΕΝ 二后 的 −=

与 峡 的长
、

宽几乎相等 ;−Β %?Χ Β2
,

 Δ
,

图版

3 图 Γ <
,

而禄丰标本的 −。在长度和宽度上都小于 Η
Ο。

根据以上 比较的结果
,

我们将禄

丰发现的材料赋于一新种名
,

即禄丰脊齿猪 仪Ε5 6 ∃7 6∃ 8Χ 9: 扬>∃ ? , ΓΓ :−
4

≅∃ Α4 <

如前所述
,

早期在西瓦立克采集的脊齿猪化石的下齿列还不齐全
,

因此我们还不可能

了解这种猪的前臼齿的排列方式
。

近年来
,

虽然有脊齿猪属 化石的报道 ;−Β %Θ 8Ε 2
,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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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Ε Μ ? %8Ν Ε ≅ Μ _ 86Χ8 ≅ :2 8Ν8 Χ ,

 ! Ξ <
,

但未见有关此类标本的研究报告
。

禄丰脊齿猪的下领骨 已经破碎
,

不可能观察到四枚前 臼齿在领骨上的实际位置
,

但 −%

至 − ∀

的前
、

后和 − =

的前面均无接触面
,

这似乎说明这些前臼齿之间都保存着一定的空隙
,

而不是彼此紧靠着
。

显然
, − Κ

至 − Κ

是未经磨蚀的牙齿
,

但这并不能证明接触面的缺失是

由于这件标本是比较年轻的个体的缘故
。

虽然我们在插图中将前臼齿之间都保 留了一点

空隙
,

但关于这一特点还有待今后发现更多的标本来进一步证实
。

孔尼华 ;Λ ∃8 ≅ Β? :ϑ Ε %Μ
,

3 Δ ∀ < 记述了两个从香港药铺中得到的 . ∃ 56∃7 人∃ 8Χ 9 : 属的牙

齿
,

其中一枚磨蚀很深
,

未给以种名
,

也无从比较 = 另一枚 Η
,

;.
4

−Β% ? ΧΒ 2Β Λ ∃8 ≅Β ?: ϑ Ε% Μ< 是

一个经轻度磨蚀的牙齿;图版
,

图 <
,

这个上臼齿的前面一对齿尖已连结成脊
,

而后面

一对齿尖是分离的
。

显然孔尼华得到的标本是 树
,

而我们的标本是下面的牙齿
,

两者不

能作直接的对比
,

但禄丰脊齿猪的 Η
Κ

的前
、

后两排齿尖 已形成明显的横脊而不同于 .4

−Β%? ΧΒ2 。

关于脊齿猪的系统位置
, 7 ∃% Θ8 ΧΙ ;  ∀ Γ

,

5
4

:< 曾这样写道 Κ .Ε5 6∃7 6∃8 、, 与其它猪

之间以甚么方式联系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

−Β %?Χ 油 建 议 它 是 −Χ ∃− ∃Ι Ε 2 ∃7 加、: 一

−∃ ΙΕ 二口
Σ

76 ∃8Χ
“‘
主干上的一旁支

。

禄丰脊齿猪化石在我国的发现
,

进一步证实了禄丰古猿伴生动物与西瓦立克动物群

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
。

禄丰新种的 −=

与 峡 比较
,

后者长度增大与 .
4

6%’2 Ε% 召Ν动:Β, 的 −’

与呱 的长度相等有所区别
,

也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质
。

但禄丰脊齿猪在 − ∀

和 −= 的结构

和 −。

的轮廓上又不同于 .
4

厉。Ε% ΕΝ ∃ :ΒΙ 和 .
4

, Ε? ΧΒΒ
。

因此
,

禄丰新种与西瓦立克 .∃ 56口
Σ

76 ∃8 Χ9 ,
属几种之间是否成直系的祖裔关系

,

还有赖于更多的材料和研究
。

最后
,

笔者对沈文龙
、

戴加生同志为本文绘图表示感谢
。

;  ! 年  月 Ξ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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