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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类化石是第三耙及更新世地层中最常兑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之一
。

我国关于第三

祀及第 四耙犀类方面的研究
,

开始很早 上世耙后期
,

积累的查料相当丰富 并有过一些

比较系就的研究
。

但是
,

关于早第三耙的种类
,

过去发现的种类和材料极少
。

解放以来
,

特别是近两三年
,

虽然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

但目前这些材料的研究大部分尚在进行

中
。

一 年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地盾部地盾博物甜在云南宜良 前路

南彝族自治州境 发现了始新世几种最早的真犀类化石
。

我们在 这 篇报告中
,

对这些材

料
,

作了描述 并对世界上有关最早的真犀类化石上存在的一些 周履 作了初步介貂和探

尉
、
〕

依照 目前一般通用的
,

如辛普生和推来
, ·

斗,
, · ,

 的分类
,

将犀类超科 王  ! 分为四个科
,

宅们在我国境内发现及分布的

情况可筒述如下

摸犀科

时代仅限于始新世
。

根据现有查料
,

这一科是犀类中化石 出现最早和构造上一般税

来比较原始的犀类
。

这一类动物的地区分布
,

过去款为仅限于北美刃
。

后来
,

伍特 ,

在总拮研究整个这一科的化石时
,

根据中国河南绳池的一个标本  叩

谬
。 。

的形态
,

他提出河南泥池的标本很可能代表摸犀属的一种 场 人 “ ,

心。
, , ,

因此
,

他扒为亚洲也有这一类化石的存在
。

根据最近的发

现
,

我国始新世肯定有摸犀类生存
,

在山东 新泰
,

河南 有典型的摸犀 脚 庵岁
‘

属 的较好的化石为代表
。

跑犀科

时代为中
、

晚始新世及渐新世
。

包括一切体形较小
、

拮构袒巧的早期犀类
。

最早一 直

款为它俩的分布仅限于北美洲
, , 年以后违擅在我国内 蒙发现 了 三 个比较原始的属

心加心份
,

”’
,

山朗 叩加习
。

近年来
,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云南 路南
、

河

南
、

山西 垣曲
、

山东 始新枕中都有发现
。

最多的是 山
口夕加

了 属的化石
,

与本

科内其他各属的关系尚不清楚
。

渐新世的种类在我国则尚未发现
。

两栖犀科

时代为晚始新世及渐新世
。

这是早期犀类中的一个特化的分科
。
习性为半水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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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科的地理分布范围鞍广
,

包括北美
、

西欧及亚洲大部地区 从中亚
、

东南亚一直到西南

亚
。

最早代表在北美 伪
‘彻卿二

—
中始新世

,

最晚代表在西南亚 卿 心
口 ,

加脚。 —
早中新世

。

最近几年亚洲各地又都有新的材料发现
。

在已知的豹 个属

内
,

我国过丢仅知道有 个属 。注
,

己, 己  
。

近数年来
。

云南
、

河南
、

陕西等

地新发现的材料表示
,

我国至少有四个始新世和渐新世属
,

代表的种类相当丰富
。

真犀科
 

本科是犀类中最发达的一科
。

现代非洲
、

亚洲及中新世以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犀类

几乎全部属于这一科
,

其中包括 个亚科
,

三十余属
。

在我国下第三系中过去发现的化

石
,

主要仅限于互犀  !∀ 城 一个亚科
。

具犀科最早的化石靓录
,

发现于始新抚
,

材料很少
,

共有三个亚属
,

即
口

勿’
, ,

心
口。’

了 ,

。纪 加,’
。 ,

界 钾
,

‘

化石发现于我国 内蒙二速附近 伊尔丁曼哈上始新就
。

过去有些古脊稚动物学家熟为

宅是且犀亚科的祖先
。

最近
,

格洛莫娃
,

斗 根据它的犬齿加大的性质
,

将

佗从互犀类中分了出来
。

但无榆如何
,

这个属是早已从具犀类中分化出去的一 个旁 支
。

 !∀ 。 照美国专阴研究犀类化石的伍特的意兑
,

坚信它为比斡原始的一种真犀类
,

但

不少人 〔如焉修 持有不 同意见
,

这一属的化石最近在苏联远东地区有发现
。

口

妙二 的化石
,

过去仅由在罗焉尼亚外雪尔凡尼亚  杂色粘土中发

现的几个零星牙齿为代表
。

时代握后来一再核查
,

确定为中始新世
。

照伍特及多数古生

物学家的意见款为它是最接近于具犀类耐先的一种原始具犀类属
。

除了罗霭尼亚的少数

材料
,

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始新杭中
,

还未找到接近于这一属或更原始的具犀类的化

石
。

最近
,

宜良发现的真犀类化石
,

有较完整的上
、

下颗
,

包括儿乎全部颊齿
,

比罗 霭尼亚

发现的材料多而完整
。

从这些材料的观察
,

可以确定至少有二个种是属于罗焉尼亚发现

的
口澎 同一属的原始真犀类

,

另外还有一个相近的属 新属
。

这些发现
。

除了

对早期犀类化石的青料积累和有关地层时代和地理分布等 尚题 的了解有很大帮助外
,

并

对具犀科的起源及早期进化阴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索
。

除了云南宜良的发现以外
,

我们在河南卢氏的 以台新枕中也找到了早期真犀类的化

石 因为这些材料的研究还在进行中
,

因此
,

目前这一报告的内容
,

主要限于宜良标本的描

述
,

和与
口

抑。 口口二 这一属有关的儿属早期具犀类的分类性盾上的一些固题的衬渝
。

最后
,

我仍咸榭地盾部地盾博物龄和胡承志同志将云南采集的标本供抬我俐研究 张

兆惠和沈文龙同志分别帮助摄制标本照象和糟制插图
。

化 石 言已 述

科

属 勺

种 妙
 新种

正型标本 一个保存较好的右上颗骨
。

鄂 骨土 带有 一
,

其 中除 丫
‘

的前附尖

及前尖 破捐外
,

其余颊齿均很完全
,

在 前端还保存有
‘的部分



斗 期 周明镇
、

徐余暄 云南宜良始新世真犀类化石

齿根
。

正型标本保存在地盾部地盾博物酋
。

标本福号 。杨 图版
,

图 ,
。

地点及层位 云南宜良 旧路南县 大可靠风碑 下路南祖 上始新扰 上部
。

种的特征 一种个体很小的原始具犀类
。

上颊齿齿式为
·

。

。厅。招 的较大
,

卜
今

的长度剧与之相等
。

前臼齿比较原始而大

卜 的长度比

原脊的长度儿乎两倍

于后脊 中谷向内侧开 口 齿椽异常发达
,

从前到 内向后形成速擅的脊状突起 外脊的外壁

在前
、

后尖处有二发达的外肋 科 的内侧面
,

由于第四尖 显现较为清楚
,

故

更近于方形 呈三角形
,

原脊仅在底部与外脊相速
。

臼齿的构造
,

与 尸 口

 
己

的很

相似
,

前后沿齿翻良发达
,

内
、

外侧仅在横脊简有齿椽的痕迹 前附尖为正常
“犀牛型

, ’

反

前刺在所有臼齿上均发育
,

成三角形
,

外脊与后脊基本上完全愈合
。

标本描述 正型标本是一个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右上叛
。

除 及 的前附尖
、

前尖
一

部分破捐 在采集时 外
,

其余蝮齿保存都很好
。

颊齿磨颤程度不深
。

第三 臼齿刚开始使

用
。

前臼齿的总的构造性盾很原始
。 一‘

长 毫米
,

与 尸 。介川 相同
。

虽 已破

损
,

但从痊存的小部分齿根看来
,

其大小可能与
,

相近
,

或稍小
。

—
非常原始

,

近似于一般摸犀类的前臼齿的性盾
。

冠面呈三角形
,

前后长度仅稍

短于护
。

齿椽发达
,

从前面翘内侧到后面形成莲擅的脊状突起
,

外侧的部分很弱
,

成一排

微小的庇状构造
。

外脊的外壁有发达的前肋
,

前附尖稍有发育 原脊仅在底部与外脊相

速
。

“

—
臼齿化程度比 较深

。

舌面较近于方形
,

因而使牙齿冠面的翰廓略呈长方形

齿椽除外脊部 的以外均速擅
,

与 相同 原脊很发育
,

其舌面部分在原尖处折向后延 并

显示有第四尖的初步萌芽
,

但仍与原尖紧相速倩 后小尖虽斡低
,

但仍可看出锥形的痕迹

井与外脊相建形成后脊
,

两脊简形成中谷
,

在后小尖与第四尖交接处向后开口 外脊的外

壁上有两个发达的外肋 前附尖及后附尖均较显著
。

牛

—
构造基本上与 相 同

,

仅较
“

稍大
,

同时齿椽在舌面原尖处中断 外侧齿椽痕

迹更为微弱
,

牙齿的内侧面 由于第四尖显现较为清楚
,

更近于方形
。

总的来靓
,

性盾比
“

更趋臼齿化
。

臼齿的构造与 尸 朗
己

几乎相同
,

一
“

长分 毫米
,

比 尸 。汀。 ‘
。

毫

米) 稍大
。

所有臼齿的前后齿椽都很发达
,

在臼齿外侧及内侧二横脊之简仅有齿椽的痕

迹
,

成小疵状 ;前附尖及前肋均较发达
,

前者呈肋状突起紧靠前尖
,

臼齿前面的齿椽即 由此

开始
,

往舌面延伸 ;所有臼齿的原脊均有反前刺发育
,

在未握磨颤的臼齿中不太显著
,

愈往

基部磨颤刻愈显著
。

Ml —
磨颤程度较深

,

反前刺特别明显
,

后尖壁上的外肋也较清楚 ; 前尖壁如保存
,

其前外肋可能也很清楚
。

Mz —
最大

,

外脊的后半部特别 向内倾斜
,

后端稍向外翘起
,

成一竟的斜坡面
,

与较原

始的典型的犀类的臼齿中的情况相似
。

M

3

—
呈三角形

,

外脊与后脊基本上已完全愈合
,

只能在愈合处见到一狱榔质褶掀
,

在齿冠基部处与牙齿后面成尖状突起的齿椽相会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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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测量和此较 (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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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上面描述的特征表示

,

云南标本无疑是具有具犀科 (R hi no ce rti da e) 的基本特

征
,

如象
:
(1) 前臼齿相当臼齿化 ; (2 ) 臼齿外脊上的小刺退化

,

反前刺开始发育 ; (3 ) M
3

的 外脊与后脊愈合
,

使冠面翰廓呈三角形等
。

同时
,

根据现有材料比较
,

云南标本无萧从顿齿构造的基本性盾及个体大小来看
,

都可

以把它归于 Pr
口

勿)’a co 而
。
属

。

并可与 尸
. o rt’en 匆le w oo d ( 1 9 2 9 ) 值接比较

。

两个种的烦

齿的基本构造很相似
,

但在云南标本上仍 可以 看 出一些显著的与欧洲标本不同的特点
:

( 1) 臼齿比较大 ; (2) 前臼齿内椽比较方
,

P
3

及 P
斗的舌面近于方形 ; (3) P

”

的齿椽在内侧

无中断
,

后小尖仍有维形痕迹 ; (劝 P
3
及 P
4的二外肋很发达

,

前附尖及后附尖均显著;另

外(的在罗
J
霭尼亚标本上未保存

,

但从云南标本上可看到 P
Z
很原始

,

与在摸犀类 中的情况

相仪
。

其他还有一些袖小的区SlJ
,

如齿椽在臼齿内侧的二横脊简仍有发育等
。

就上所述
,

整个靓来
,

宜良的标本显然比 尸
.
01 .1胡ta l

。

稍大
,

顿齿的性质较 p
.
0) .1口nt al 。

略为进步
,

在时代上出现也较晚
—

始新世晚期
。

至于与其他各有关属
、

种的关系
,

将在后面一起封渝
。

种 P rohy
raeo

do
n prog resa a (新种 )

正型标本
:
一个保存较好的左右上颗部

。

左右颗骨上都带有 PZ一M
3,
除右 Ml

、

左

M
,

的前附尖及前尖部分及左 Ml
。

左
、

右 P
Z
的外脊被破损外 (在采集时)

,

其余颊齿全部保

存完好
,

在右 护 前端颖骨上盛存有 Pl 的齿槽
。

( 图版 I
,

图 1、
。

) 正型标本保存在地 盾

部地盾博物能
。

标本福号
: v 004, 。

地点及层位
:
云南宜良县

,

路南地区大可
、

小沙河 ;下路南祖(上始新就)上部
。

种的特征 : 一种比 p
.
m er 心ion al 口

较为进步的原始具犀类
。

前臼齿蛟为进步
,

P
Z

一护

的第四尖都已显明地与原脊分化
,

并与后脊相拮合
,

形成发育很好的两个横脊
,

但稍握磨

颤后二脊相速
,

形成封阴的中谷; P
Z一‘
外脊二外肋的发达程度稍次于 尸

.
m
eri 成。以e; 齿椽

也很发达
,

在 P曰 的前
、

内
、

后沿形成速擅脊状突起
,

外侧齿椽极为微弱
。

臼齿构造与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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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ri di
口

。le 中的情况几乎完全相似
,

仅 M
,

的齿冠面更近于方形
,

M

“

的外脊 与后脊愈合

得更完善
,

后跟部的齿椽突起较弱
。

标本描述
:
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左右上颗骨

、

左 M
Z
及右 M

,

的前附尖部分缺揖
,

左

M
‘

及左
、

右 P
Z
的外脊部分缺捐 ;右 Pl 保存有凌余的齿槽部分 ;颊齿列的前后端颗骨均已

破捐
,

顺齿磨颤程度不深 ;因标本受到 由左向右的挤压
,

左右上颗骨均由左向右倾斜
。

左

右
一

齿列向前稍稍变窄
。

从齿列的长度
,

及保存的颗骨部分看来
,

头骨比较瘦长
,

面部也似乎很长
。

前臼齿比 尸
.
二。.z’d ion “

口
进步

,

但个体较小
,

与 尸
. o
rie nt al

。

相近
。

右 P
工
仅有部分齿槽存在

,

但从齿槽的大小看来
,

Pl 的个体可能不会太小
。

P
Z

—
后脊发达

,

比 p
.

,
eri dt’

口

。l。 的 P
“

进步
,

此后面两个牙齿 (P
3、

P
斗
) 臼齿化的

程度较高
。

二横脊均较为发达
,

彼此在舌面剑合相建形成封阴的中谷
。

齿冠面内侧成竟

大的弧圆形
,

齿椽很发达
,

在前
、

内
、

后侧形成脊状突起;大小次于 P
3,
左右竟度较小

。

P

一
在构造上与 P

Z
基本相似

。

仅个体较大
、

较竟;齿冠的内侧较近于方形;齿椽特

另U发达
,

不仅在前
、

内
、

后侧形成脊状突起
,

同时在外侧也鞍为发育 (与 尸
.

, 已.i di “al
。

比

较)形成速糟的小瘤状脊
,

其前后端向上弯曲
,

与前后附尖的褶趾相遇
。

P
4

—
比 P

”

稍大
,

齿冠内侧面更近于方形
,

第四尖更为发育
,

但仍与原尖相 速;齿椽

在前
、

后及内侧同样发育
,

与 P
3
相 同

,

外侧齿椽不如 P
”

的清楚
。

其余基本性盾与 P
3
完全

相同
。

臼齿构造基本上与 尸
.
二
cri 成o11 叮

。 的相同
。

只是 M
Z
的齿冠面更近于方形

,

M

3

的外

脊与后脊几乎完全愈合
,

后跟部的突起很弱
。

标本测量和比较 (单位:毫米)
P . P犷0 9 尸巴 s ‘a P

.
n j e 犷Z

d i
o 刃口 l尸

P
,

一卜1 习
( 长)(「

』

)

8
7

.

5 9 1

.

5

P
,

一P
l
长

ea 34.6 37
·

2

M

l

一M
3
长

ca 52
.4 ea 57

)
.
)

LV

刽彭
长冤长咒长竟卡冤长冤
(W
.Jt汀飞汀飞PPP

M !

!

M ·

{

1 2
.
3

1 4
。

7

1 2

。

4

1 5

.

6

e a

1 7

一

3

e a
1 8

.

6

2 0

1 9

。

7

M

3

{

1 8

.

2

2
Q

1 1

。

3

1 3

。

1

1 2

.

6

1
5

。

3

1
3

。

4

1 6

。

9

e a

2 0

.

5

e a

1 8

一

3

2
2

2 l

1 9

.

1

2 0

由上面的度量数字可看出
,

这个种的颊齿的大小
,

比 尸
.
m 群id i”al

。

及 尸
.

口厅en
tal 。

都小
,

而颊齿构造的性盾比这两个种进步(参兑
“
特征

”
及描述部分)

,

特别表现在前臼齿臼

齿化的程度比较高
,

在 P
Z
及 P

本中
,

不仅第四尖已握和原尖显著的分化
,

和与后脊桔合
,

并

且 已清楚的有和原脊分离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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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豆犀(新属 ) Il ia n odo
n (g e n

. n ov .)

属型种 Il ianodo
n lona nen ,

1
5

(
s p

.
n o v

.

)

属的特征
:
一种个体较大的原始真犀类

。

下齿列的齿式
: ?1

,

? 0

·

3

·

3

。

第三阴齿肯

定不存在
,

第一阴齿及犬齿可能也消失
,

而第二阴齿弦列增大
。

一

下颊齿的大小从前到后急

剧增大(P
3
长 片

.
, 毫米

,

M

3

长 29
.
3 毫米)

。

前臼齿原始
,

后叶低
。

P
; 的后叶尚未形成完善

的脊
,

下后尖虽已与下原尖速桔
,

但仍呈推形
,

在与下原尖接合处有一收口
,

井稍向后伸
,

前谷很开阴;巧更为原始 ;齿冠面很窄
,

内侧后端有一低雄突起
,

前叶异常开 朋
,

形成三角

座的二个尖几乎呈一稍弯曲的值袋
,

还未形成具正的前脊
。

臼齿从 Ml 一M
3
的前叶逐渐

增大
,

而前叶的前端逐潮缩小 ;臼齿后叶呈筒单的弧形脊
,

前叶后脊与外脊莲接处弯曲成

值角
。

所有下颊齿的齿椽均不发达
。

下驭较为相长
,

仅在 M
Z
前叶以后逐步增厚

。

M

,

的

齿冠特别高(21 毫米)
,

比 尸
.
P)’

口
g
r
。、 几乎高一倍(后者高 12

.
6 毫米)

,

外脊与后脊完全愈

合仅在齿椽附近看到残存的痕迹 ;反前刺相当发育
,

成一小瘤状突起 在厚脊后方的谷部 ;

齿椽仅在前沿及内侧二横脊之简稍有发育
。

种 Ili
an o
do
n lunanen ,

f
s

( 新种)

正型标本
:
一个保存较为完整的左下颗

,

下骸后端 垂 直 支部分
,

及阴齿前端均已破

捐
,

其上保存有完整的 P3一呱
,

尸目齿及 P
Z
均已脱落

。

标本辐号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 v 2609
.
1。

( 图版 I
,

图 3 )

另有右M
3
一个 (大致属于同一个体)

,

其前附尖及前尖部分均 已破捐
。

标本福号古脊

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 v 2609. 2
。

所有标本都保存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 图版

I ,

图 斗A一B )

地点及层位
:
云南宜良路南大野思伴 ;上始新扰下路南粗下部

。

种的特征
: 与属的特征同

。

标本描述
:
一个保存得较好的左下颗

。

下颗的垂值支
,

下颗下沿及最前端部分已破

损
。

牙齿除阴齿及 几 已脱落外
,

其余蝮齿全部保存
。

颊齿磨触程度
,

除 M :外其余的均不

厉害
。

阴齿与 P
Z
之简的齿缺很短

。

四齿虽已脱落
,

只剩齿槽部分
,

但从所 保存的下颗前

端观察
,

下叛联合部很短 (豹 28 毫米)
,

除所保存的一个齿槽以外
,

很难再有第二个牙齿

着生的位置 ;齿槽虽比较大
,

但也不是特别大
,

没有向前外侧倾斜的趋势
。

因此很可能就

是具犀科中刚开始加大的第二阴齿的齿槽
。
由于标本保存不好

,

目前还不能肯定是否有

退化的第一阴齿存在
。

齿列较长
,

所有烦齿的齿椽均不发达
,

牙齿大小从前到后逐渐增大
,

但前臼齿之简的

大小相差不大
。

前臼齿构造整个税来很原始
。

P
Z

—
未深存

,

从齿槽观察具二齿根
,

长度比 P
3
稍短

。

P
3

—
三角座成一开阴的稍弯曲的值擒

,

尚未形成具正的前脊;前谷不发达
,

仅在内

侧有一浅的凹陷;后叶的脊发育很不完善
,

内侧有一低锥状突起
,

后端成一缺口
,

整个后叶

形成一个底向后外方的斜坡
。

P
;

—
前叶与在臼齿 中相近

,

但下后尖仍未与下厚尖融合成速擅的脊;前谷鞍深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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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低
,

仅在外侧形成一短的撇脊
。

臼齿从前向后迅速增大
,

前叶也逐渐加大
,

相应的前谷也逐渐增大
,

而前叶的前端竟

度则逐渐精小;前脊 由后向前再向内速糟弯曲两次
,

井都近于值角;后叶仅有一次弯曲
,

呈

开阴的弧形
,

与前叶后脊的接触位置很低
,

在 M
3
中

,

内侧靠近谷的底部斜向后伸
,

使开阴

的弧形后叶更为明显
。

少]Q产白-多一/l夕
1,、‘口,jQ

4
,J�

.... ..

……
1月泞612‘肠了n甘门�了几侧/,、nA 盆l

又门/
目

L
11,�I
L,乙11,j li勺1.

标 本 测 量 (单位:毫米)

P:一M 。
长 (L )

I, 。一P
‘
长

长砚W呱乏艺是
。乙长霓长宽长宽

p3

{

�
l‘.胜r.

了

1
r
J、L

叫呱

MM

· 叭
1

.

伪0劝N

.
d的祠。
!

.
介
。

履阿爵名卜四侧
�, �女勺牡袋沈灿l牡。飞。贬,!、、叫困

比较及封兼
: 以上所描述的特征

,

表示宜良种与前

面描述的 P).
口
勿。co 由

。 的两个种有很明显 的差别: (1)

个体特别大
,

M

3

的长
、

竟及齿 冠高度都几乎比 尸
.
p ro
-

g)’es 。 大一倍; (2) M
3
的外脊与后脊完全愈合

,

没有一点

盛迹 ;反前刺更为发达
。

从这些性盾看来
,

显然
,

敲标本

表示的性盾比 尸。抑1’a co 而
n
属更为进步

。

与真犀科中其他几种在形态和层位上相近的各属比

较
。

与欧洲渐新世的 EPi ‘era 动。认m 属有很 多 相同之

处
。

譬如 M
3
的外脊与后脊完全愈合

,

仅后端根底部分有

突起;下臼齿比下前臼齿长大得多
。

但在它们之周却存

在着重要的差别
,

如 : (功 下齿列齿式
: ?1

·

?
o

·

3

·

3

,

无

下犬齿
,

仅有一加大的下阴齿; 而 E对、。,a t肠ri um
一

F 齿

式为 1
·

l

·

4

·

3

,

大齿增大 ; (2) 下前臼齿比斡原始
,

齿椽

不发达 ;而 E Pi ac , , 人eri
“m 的下前臼 齿则 较为臼齿化

,

齿椽也较为发达; (3)个体比 如面。
“ t肠咖m 豹小 1/2

左右
。

我们将路南种 标 本和 E Pi ac 。。t肠示tm 作了直接的
~

比较
,

井不是肯定了款为两者简在系就上有值接的联系
,

尤其由于根据现有的材料的不足
,

还 不 能对路南种的性

质得到此较完整的概念
。

从化石的产 出地点和层位税
,

路 南 种和前面昆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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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种都产于同一比较小的地区和层位
。

很可能有较近的关系
。
目前主要由于 尸ro h y

;“ -

co 而
n 属的三个种至今还未发现有下镇齿的材料

,

故无法与路南犀作进一步的比较
。

因

此
,

我们暂时将宜良的标本
,

作为一个新属处理
,

这样
,

似乎比较恰当
。

,、

:

矛

一 尹一 ~ 、

图 2 Ilia很o d o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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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己 s p

.
n 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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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PZ一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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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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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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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五夕尹a
c o

d
o 似 。尹

i
口刀 r a l

己
K
o e

l
l

左 pa一M 3 的冠面视
,
丫 l

。

(俄 W
ood ,

1 9 2
q

)

封 盖

根据前面氯述的材料
,

我们再来衬渝云南新发现的三种具犀类的性质
,

它仰在具犀科

中的系就位置
,

和与其他有关种属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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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归入 尸ro/l y
r
ac

口
J
。。 属的云南晚始新世的两个种 (南方种与进步种)

,

和 欧 洲东部

(罗思尼亚)中始新世的东方种 (p
.

口

庇、al
。

)

,

尽管宅佣在地理分布上相隔很远
,

云南的

两个种的时代 (晚始新世)也比较晚一些
,

但颊齿的构造性盾
,

很相近似
,

可以款为它们是

属于同一个属
,

并且代表基本上属于具犀科中同一发
J
展阶段的三个种

。

但值得注意的是

云南发现的两个种
,

化石的产 出地点相距很近
。

从地层的层位上税
,

小沙河地点的层位
,

‘

比靠风碑稍高 ;但根据现有查料
,

无靛从沉积物和动物擎性盾方面来看
,

大致不会超出始

新世的界限
。

但是
,

如果从标本上保存较清楚
、

特征比较显著和重要的蝮齿 (特别是前臼

齿)的构造性盾上比较
,

云南的两个种简的差另lJ不仅相当 明显
,

而且还比较大
,

甚至超过它

们各自和欧洲种相比时所表现的差SlJ
。

其中南方种 (尸
.
m
eri di 叩以。

sP

.

no
v
.

) 和东欧的

比较接近
,

表现在
:臼齿大小相近

,

前臼齿列相应鞍关
,

内侧翰廓较成方形 (较臼齿化)等
。

整个靓来
,

这两个种在形态上没有大的或较根本性的差别
。

如果在地理分布上不是相隔

很远的和没有肯定的地层层位的不同
,

仅从颊齿的形态上看
,

大部分的差异之点
,

都可款

为 是属于同一种内不 同个体的变异
。

与之相反
,

云南的进步种 (尸
.
户尹口g 尸

阶
召 s

p

.

llo

v
.

) 的

姻齿的构造
,

特别是根据在了解早期犀类进化和分类上比较重要的前臼齿的性盾
,

无渝与

产出地点和层位上很近的南方种比较
,

或者与地点相距很远
,

地盾 时代较早的东方种相

比较
,

都有更为显著的差异
。

进步种表现在烦齿构造上的最主要特点是前臼齿臼齿化的

程度很高
,

甚至超过某些相近的渐新世的种类
,

例如北美渐新世早期三角齿犀 (T,. igo 耐
二了

)

属的某些种
。

进步种的第二至第四前臼齿的后脊都相当发达
,

第四尖与原尖分离
,

并与后

脊速接
,

使中谷向牙齿内侧 (舌面) 开口 。

而在 时代较 晚 的具犀类
,

如三角齿犀的 五

。bo 而
,

以至于在互犀类中
,

前臼齿的第四尖都肯未与原尖分离
,

中谷开口 向后
。

不过
,

从另方面看来
,

进步种的个体很小
,

就烦齿歌
,

特别是前臼齿相应较小
。

上述情况锐明
,

可能进步种与 尸犷口滩,
.
召广口而

,
属的其他两个种

,

在系扰上很早 (中始新

世或更早)就已翘分开了
。

云南的两个种虽然化石的产地和层位相近
,

但是从颊齿的性盾

看来
,

可能是代表两个不同的属
。

这一点需要留待今后发现较多的材料后才可确定
。

至于 Pr
口

匆。co do
。
属和几属有关的最早的真犀类的关系

,

至 目前为止
,

世界上知道

的始新世具犀类(包括宜良犀
、

新属 )共有四个属 (兑本文引肃部分)
。

Fo
o

te)’
‘
oo p绒

。

的

性盾筒不能完全确定
,

不管宅是不是属于互犀类
,

以及互犀类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
,

或

具犀类中的一亚科
,

但就其性盾来看
,

敲属已握远离开具犀科的主枝了
,

所以我们可以把

宅撇开不敲
。

因此
,

剩下的就只有宜良犀和原始三角齿犀 (Eo o igo 耐、) 两个属了
。

宜良犀的上颗齿部分
,

目前只有一个第三臼齿为代表
。

从这个牙齿的性质看
,

它的齿

冠较高
,

牙齿也较大
,

外脊后叶完全消失
。

这些性盾都表示它比 尸。仰ra co 由n 属进步
。

这

一属的其他特征都是属于下颗和下齿列方面的
。

除了与上齿列相应的一些性盾
,

如颊齿

较大和有较高的齿冠等外
,

最重要的特点是
:
第三阴齿肯定不存在

,

第一朋齿及犬齿可能

也消失了
,

而第二朋齿孩烈增大
。

宜良犀的这些性盾
,

因为 乃动y)’ac
口

由
, 属的下齿列至

今尚无发现
,

在 Eo tri g雌ias 中也不清楚
,

故无法进行直接比较
,

但可以表示宜良犀已握是

一个比较进步的属
,

显然与 Pr 动yr ac
口己口。 属在形态以至系就上均已有相 当大的分异

。

至于 尸rD 妙ra co 己on 属和北美的 Eo tl.l’
gon 衍 ,

之简的关系
,

可税是目前关于具犀科起源

周题上最争持不决的悬案
。

后者的化石材料不多
,

发现时 代为 中始新世末到晚始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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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原作者伍特 (扮27 ) 的意兄
,

他始胳款为本属是代表现知的具犀科最原始的一个类型
,

而且是广泛分布于北美渐新扰中的霹多 Tr igolt ￡。 及有关属类的共同祖先
。

但是有一些

古生物学者
,

如思修 (M att he w
,

1 9 3 2
) 等刻根本不同意这一属是具犀类

,

而款为是跑犀科
l
的一种早期的代表

。

根据我国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材料看
,

五ot ,.i g on l’a ; 可能为一种具犀

类
,

只是因为宅的颊齿具有一些在渐新世具犀类 中没有的原始性盾
,

所以使它表现 出和跑

犀类相 同
,

以至于更可能代表和摸犀类相近的特征
,

如象上第三臼齿脊有显著的后叶部分

存在
,

臼齿外脊上常有外小刺
,

前臼齿尚未臼齿化等
。

从这些特征作者同意伍特的意兑
,

似

乎更合理地解释为宅作为一种原始具犀类可以具有的古老性盾
,

所以不一定就此款为佗

可能不是一种真犀类
。

但如果我们把 Eo tri go 厉as 作为一种具犀类
,

这并不款为它就代表 目

前已知的晚期真犀类的一种重要的祖先类型
。

照伍特(1927)的意兑它是渐新世的 Tl
·

1
9

口 -

刀l’a 了 的祖先
。

我们款为在这一点上
,

至少 Pr
口人yr ac od 叩 应敲在系就上与它更接近

。

两者在牙齿拮构上有很多相似点
: l) 前臼齿的大小

,

从前往后逐潮增大 ;2) 前 臼齿

齿椽很发达
,

在前
、

内
、

后椽形成脊状突起 ;3) 臼齿具有反前刺 ;斗) M
“

的外脊与后脊合

并
,

使齿冠面呈三角形
,

而另一方面这两个属之简也存在一些不同点
: 1) 尸roh y

r
ac

口浮on 属

的齿列长度
,

及每一个烦齿的长
、

竟都相应的比 乃啥叩ia
,

小 1一2 倍; 2) T ri go 耐
a,

属的

前臼齿比 P).
口

勿。co do
。 属的前臼齿更臼齿化

,

P
Z

一P
斗的第四尖均 已发育 ; 3)尸。抑1’a co do

,

属的臼齿上的反前刺不如 1书g
口
厉。 属的发育; 4) Pl.

口人yr ac od on 属 的 臼 齿 的前 附 尖比

1乍云go 厉、 属的弦 ;5) 乃该g
口厉。 属的 M

3
的后叶尚存有一小的盛迹

。

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

上
。

虽然也有很多相异点
,

但基本性盾可以税是一致的
。

也就是祝 丁厅go nz’
a了 属的一些特

点大都是与 Pl. 砧yr ac
口

do

。 属在同一个发展方向
,

而很少可以看出
,

或款为 是本盾上的不

同
。

实际上
,

伍特在他后来对欧洲 Pr
口左yr ac

口

而
n 属的再研究 中也款为它的臼齿的基本拮

构是
“
美洲式

” 的 (即臼齿原尖与原小尖简无收缩部)
一

(
1

92

9

,
p

.

3
)

,

而与欧洲在时代上稍

晚的种类有很大的不 同
。

因此
,

就上所述 尸r动y,’ac od 叩 属是在系扰上比较接 近于渐新世

具犀类的 2W gon ia ,
等属的祖先

,

其形态特征上 (臼齿精构)也比 Eo
o.is

口
耐。 属更接近于

晚期的(典型渐新世的)具犀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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