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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祖刚 沈光隆 李克定

记
.

述青海共和一第四纪 腔齿潭右下领骨标本
,

由抓 肯特征 应 妇属泥 河 湾腔 冷厚

(C o e lo d o ” ta n iho 却 a ; : e n sis )
。

青海共和盆地第四纪地层发育
,

富含哺乳动物化石
,

但从三十年代迄今
,

仅限于另

星报导
。

本文记述材料系青悔地质局水文一队提供的一腔伪犀右下领骨
。

(兰州大学地

质地理系标本编号 L D V
.

7 5 0 0 1) 59 年
,

周 本雄
、

刘后一
L ‘ ’
曾报导青悔共和第四纪的

一些不能鉴定的犀牛类肢骨
,

认为可能属于额 鼻 角 犀 (D ‘ce ro rh i。“s )
,

此外
,

尚未

有其他关于该地犀类的正式报告
,

故将水文一队的发现试作简要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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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右下领骨

,

水平枝前端破损
,

上升枝也未保存
。

颊齿列完全
,

附有下第二前

臼齿 (P Z )

—
笃艺三 臼齿 (M 3 ) P Z 、

P 3 已 遭 强烈磨蚀
,

P
‘ 、

M
, 、

M :
初出

、

稍经磨

蚀
,

M
。

则初萌
、

尚在领骨中
。

产地与层位
:
青海共和县塘格木农场北西 4 6

。

约六公里处
,

产于第四系下更新统上

部中细砂岩中
。

·

描述
:

领骨残长 4 45 毫米
,

M ,
与 M

:

间下额高 95 毫米
,
厚 52 毫 米

,
P :
前缘下

领骨厚 4 6
.

5 毫米
。

颊齿中等高冠
,

无白翌质坦充
,

私质层较舒
,

外表有细微的 折皱纹
。

P :

—
M 3

齿列长度 2 3 0 毫米
,

P。
最小

,

M
Z

最大
。

P :
磨蚀弥烈

,

下饮省 (h ip o lo p
-

h记) 与下后脊 (m e tal o p h id ) 已不可辨
。

P 。
较小

,

至少 磨 蚀二之一
,

下次脊前缘 与

下后脊后缘磨忙近成直角
,

二者伪谷戈较陡直
,

于中部收束
,

形成钱的三角形谷底
,

下

后脊的齿谷较下次脊的深且宽
,

后面各齿 (P
Z

—
M

Z

) 也都显此特征
。

P
:

中等大小
,

萌出未久
,

仅下次脊前部稍经磨蚀
,

前外侧成直角
,

近方形
,

下后 脊呈明显的长新月形
,

与前者近乎等长
。

M
,

大
,

磨蚀显著
,

下次脊较下 后脊短
,

外壁平直
,

前外补突出
,

近

方形
,

外壁后缘则近弧形
,

下后脊长新月形
。

M :
最大

,

也初出未久
,

仪下次脊 与下后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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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外侧略遭磨蚀
,

与 M
,

特征相近
,

也呈方形 与新月形
。

可见下次脊的近方形态
,

下后脊仅显露前缘的一部分
。

J

颊 齿 测 t (单 位
:
毫 米)

19 7 9年 3 月

M 3
较小

,

尚在领骨之中
,

,
‘

P
Z

{
P

3

}
P

4
一

⋯
’

M
!

’

IM
2

⋯
M

3

333 2 3 666

111 333

111 1
。

888 1 5
。

555 1 666

222 333

111 888

综上
,

这一标本的齿表 面有较 明显的微细折皱纹
,

下次脊外壁较平直
,

M
; 、

M
Z

下

欢脊土有傲外俏
,

仗成免形 (但后外省不 明显 )
,

以及下后省的新月形形态
,

均显示披毛

犀特征
,

与梅氏犀 (R h:’。。。。ro : m er ck l’) 可以区别
。

共和标本的 颊齿下后脊 与下次脊两

齿谷部分似较宁夏西吉
【2 ’
标本的稍浅

。

共和标本的下颊齿保存完整
,

从牙世的出生顺序及磨蚀情况可对年令做大致推断
。

整

个颊齿具有恒齿特征
,

厚实而坚固
。

依牙齿生长顺序
:
D P :

—
D P

‘

生出后长出 M
, ,

同 时使用的是 D P
Z

—
D P

‘ ,

及M
,
D P

Z

—
D P

‘

脱落
,

才逐次生出并使用P Z

—
P

‘ ,

M
;

也继续使用
,

因此
,

标本上的 P
Z 、

P 3 及 M
:

磨蚀最强
,

稍晚生出的 P
,

及 M
:

只

稍经磨蚀
,

至于 M 3 则完全处于萌发阶段
。

由此推论
,

本文论述的披毛犀当为一年青天

折的个体
。

讨论
: 披毛犀是我 国东北更新世晚期著名的披毛犀

—
猛犯象动物群的典型代表

,

在我 国从长江下游到黄河上游以北广大地区
,

从早更新世直到更新世晚期沉积中均有发

现
,

过去把它们都笼统地称为 披毛犀 (C
.

an tiq o f纽打s)
。

最近
,

周本雄
‘ “ ’
从披毛犀的

形态特征
、

时代分布
,

结合第四纪的古地理变迁
,

对我 国披毛犀类作了总结性的探讨
,

他认为我 国的披毛犀至少应分为三个类群
:

发生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腔齿犀 (C
. , ih。

-

叨 a ”e n s fs )
,

中更新世的燕 山腔齿犀
·

(C
. a o tiq u ira r￡: y a , : ha o e n : fs) 及更新 世晚期的

真正披毛犀C
.

an tiq 。“。ti : )
。

这一划分是不无道理的
,

将有助于对 腔齿犀类分布
、

演化

的 深 入 认 识
。

关于泥河湾腔齿犀
,

他所 限定的特征是
: “这是一种比较小型的

、

较原

始的腔齿犀类
,

.

臼齿是中等高冠
,

第三上臼齿呈三角形
,

釉质层薄
,

表面有细微的鳞状

凸起
,

下白齿内侧两个齿谷浅
” 。

本文所记 虽只一右下领骨
,

以个体较小
,

颊齿中等高

冠
, 仙质层较薄

,

具微细的折皱纹
, 以及较浅的两齿谷

,

都与泥河湾腔齿犀限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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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
,

故木文描述的披毛犀 当可归入周本雄定的泥河湾腔齿犀 中
,

他在列举该种的标

本中提及以往发现于共和的披毛犀
,

本文或可作它的补充
。

典型披毛犀生活于第四纪冰川时代
,

为适应寒冷气候条件的动物
。

周本雄从第四纪

冰期的演变等认为泥河湾腔齿犀
“
分布在亚洲东北部的草原地带

,

在 中国从黄河中
、

上

游到华北平原地区
,

生活在较冷或凉爽气候的草原上
” 。

要使这一结论扎实的成立
,

或

许尚须在深入研究中提供更多的证据
。

最后
,

向提供标本的青海地质局水文一队及指导木文的贾兰坡教授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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