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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扶余披毛犀骨架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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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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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概述了出土于吉林扶余镇小窑屯砂层中的披毛犀 (C
o ‘lo d o 。 ‘a a ”‘i宁“ i了a ‘15 B lu m e n -

b o c h )骨架
。

基本完整的骨架在吉林是首次发现
,

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

化石时代
,

为晚更新世
。

1 9 8 9 年 3 月
,

扶余市新城 乡和平村村民在小窑屯挖砂子时
,

发现一些披毛犀的骨骼

化石
。

扶余市博物馆闻讯后
,

立即派人前赴现场进行调查
、

清理
,

续有发现
。

在此过程中
,

笔者被邀前往考察
,

并参与标本整理 (发现它们属于一具较完整的披毛犀骨架 )和对各部

分骨骼化石进行记述和测量
。

标本现藏于扶余市博物馆
。

本文在整理过程中曾得到扶余市文化局和市博物馆领导以及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

马

洪同志绘图
、

王朝义同志照相
,

特此致谢
。

一
、

地质地貌概况

扶余出土的披毛犀骨架地点
,

位于扶余镇西北 2 公里小窑屯 (图 1 )
。

地理座标为东

经 1 2 4 “ 45
‘、

北纬 4 5
0

10
’。

小窑屯地处松嫩低平原与松辽高平原交界处附近
,

属于低平原
,

地势平坦
,

高程为 1 60 米左右
。

小窑屯北临嫩江
,

西隔松花江与前郭镇相望
,

它是松花江与

嫩江汇流地点
。

从新构造上来看
,

小窑屯位于长春一哈尔滨隆起与月亮泡断陷盆地交界处 (张庆云

等
, 1 9 8 5 )

。

形成断陷盆地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由于晚更新世以来
,

嫩江由东而西迁移

1 0 0 0 多公里
,

而形成了广阔的洪泛平原和盆地
。

洪水期汪洋一片
,

枯水期形成为数不多

的洪泛盆地
,

并沉积了相当厚的黄土
、

亚粘土和中
、

细砂
,

水平层理较发育
。

这是松嫩平原

产哺乳动物化石的主要层位
。

扶余披毛犀骨架就发现于细砂层中 (图 2 )
。

化石地点的地

层剖面 自下而上记述如下
:

6
.

灰黄色细砂

5
.

灰绿色粘土质中砂 0. 2 米

4
.

灰黄
、

灰 白色细砂
,

含化石 2
.

7 米

3
.

灰黄色粉质亚粘土 1
.

1 米

2
.

黄土 2
.

3 米

1
.

黑土 0
.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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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小窑屯化石地点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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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窑屯化石地点的地层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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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标 本 描 述

材料 较完整的骨架
,

现有的骨骼 1 24 件 (表 1
、

图版 I)
。

我们对该披毛犀骨架的各

类骨骼进行了观察
,

并与以往在吉林或东北地区出土零散的披毛犀各块骨骼形态特征进

行对比未见差异
,

只是在测量数据上存在着大小的区别
。

有关上述诸类骨骼形态特征
,

前

人已有报道
,

本文不再赘述
。

现仅将头骨和牙齿作一简述
。

描述 头骨完整
,

在鼻骨角座表面上遗有许多瘤状突起
,

额骨角座表面上的瘤状突

起不明显
。

额骨和顶骨 向上方隆起
,

两者之间形成鞍状
,

两侧矢状晴
,

自额骨向枕峙延伸

呈“
)(

”

型晴区(姜鹏
, 1 9 7 7 )

。

颗凹上限较平
。

表 1 扶余披毛犀骨架各部分骨骼一览表

计合趾指骨掌踱骨附腕骨距骨一
2
一
2啡骨一

2一2\
\ 标本名称

⋯
头

⋯
下

}
、\ } }颁}

竺竺二圣
乙

}猖
土彭翌一⋯月

一

⋯
富拉 尔基

‘’

】
’

】
‘

{

颈}胸}腰 }荐
2 )

推!推

眩眩眩 尺尺 挠挠 骸骸

骨骨骨 骨骨 骨骨 骨骨

22222 111 222 111

22222

股
四

胫

骨 滑 }骨

肩脾骨翩同日目回舌骨?

l) 引自高尔捷也夫等
, 1 9 5 7; 2 ) 由四个荐椎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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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一

一
一枕峭不太厚

,

向后上方翘起
。

枕晴中部较平
。

在枕骨鳞部 中央和两侧具有较浅的凹

面
。

牙齿 上领骨保存完整的左右 PZ一

M
3。

牙齿外侧具有明显的皱褶
,

原脊与后脊向内

后方倾斜
,

两脊在 M
Z

上近于平行
。

小刺与前刺在 PZ一P4 已成两个圆形小孔
,

为磨蚀所致
。

M
,

为齿列 中最长的一个牙齿
。

M
3

的原脊向后内侧明显的斜倾
,

而后脊显弱
,

致使M
3

成扁

三角形
。

M ,
前端见有轻度磨蚀

。

该标本的牙齿与常见的披毛犀牙齿特征基本相似
。

三
、

标 本 测 量

本文所测量标本
,

凡是左右对称的
,

均为右侧
。

测量标本的单位均为厘米
。

头 骨 及 上 颊 齿

全长(从枕骨至鼻骨前缘) 73 .4 ; 颗窝后缘一前缘结节间距离 35
.

2 ; 鼻孔

高 7. 9 ;
·

鼻孔长 20 .4 ; 鼻中隔长 3 7 .5 ; 鼻中隔厚 2. 6 ; M
l

一M
,

之间

额骨高 2 0
.

2 ; M
,

后外缘间距离 2 9 ; p ,

一M
3

长度 2 4
.

9 ; p ,

长度 2
.

0 ;

Pz 前缘宽度 2石 ; P ,

后缘宽度 2. 8 ; M
Z

长度 6
.

1; M
Z

前缘宽度 2
.

2;

M
Z

后缘宽度 2
.

4 ; M
3

长度 4
.

0 ; M
3

前缘宽度 5
.

5 ; M
‘

后缘宽度 3
.

1 。

表 2 脊柱测量 (单位 : 厘米)

项目

横径

纵径

一
一一一- 一亘携

一

生里些止一一一{
一

.

一

一竺竺竺
一

竺二

—}宜堕竺三二
一一兰立兰兰兰兰生生巴l 一阵三竺二二‘一止竺一—}一二牛一

’
·

4 ‘,
·

“
5

·

“
4

·

2 ‘4
·

5
1 ’

·

4 ‘
·

‘(第六腰推 ) ]
‘9

胸椎 (长 16 1
.

5 )

横径

纵径

13
.

8 8 4
。

4 1 6
。

7 1 6
。

9 15
。

1 15
。

3 1 7
.

0 1 5
.

8 1 3
。

5 13
。

2 9
。

5 1 1
。

5 9
。

5 1 1
。

5 1 2
。

2 1 2
。

8 1 1
.

7 1 1
。

5 1 1
。

2

12
。

5 1 0
。

6 8
。

5 9
。

4 9
.

略 12
。

5 1 2
。

9 * 9
。

6 8
.

8 9
。

6 8
。

7 8
。

6 8
。

3 1 0
.

呜 9
。

6 8
。

7 8
.

9 9
.

2 8
.

6

*
第 5 胸椎

。

肋 骨

在 34 根肋骨中以第

弯曲长度 10 0. 6 ;

n 肋骨为代表
,

其长度向前后则减短
。

直线长度 8 7. 4 ; 最大宽度 7
.

6 0

前 后 肢 骨

肩脾骨 水平长

髓骨 髓结节间距

5 3. 究 垂直长 4 0
.

6 0

93 ; 坐骨结节间距 40 .6 ; 两个闭孔内缘间距 1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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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骨
、

挠骨
、

股骨
、

胫骨和尺骨测t (单位 : 厘米)

脓骨 挠骨 股骨 胫骨 尺骨

�才、,月‘jQ�n凡
..

⋯
只�门j孟
‘‘UO矛矛O月J门j

‘.二弓且

O声月了O产

⋯

月了
, ,一6

,
0Q
J

孟
‘,山,几‘.一

沿外表面长

沿内表面长

上端最大宽度

上端横径

下端横径

骨骼 1 / 2 处的前后径

3 9
。

2

3 9
。

5

7
。

8

1 1
。

8

1 0
。

斗

5 5

5 4
。

2

2 4
。

6

6
。

8

1 5
。

6

6
。

3

:;
.

*
内关节面上缘至远端间的长度

。

闭孔横径 9

跟骨 长度 13 .3 ;

闭孔纵径 11

关节面宽 9. 2 ;

1 1
.

3 0

8. 6 ; 跟节横宽度

屈肌沟长

以一四骨
, .

一第脸距骨

6 ;

外长

6
.

内长

9 ; 屈肌沟深

骸臼窝横径

跟节纵宽度

1
.

4 0

8 1; 最大宽度 9. 1 ; 下关节面宽

、

跳骨(未分左右 )测最 (单位 : 厘米)

第三
掌骨

第二
掌骨

第二
掌骨

第四
掌骨

第二
踱骨

第四
服骨

已J曲‘�月」

18
。

9

6
。

9

6
。

0

6
。

8

15
。

0

5
。

9

3
。

5

3
。

3

1 ,
.

2

6
。

2

4
。

4

3
。

6

‘

:::
::

犯孵一17.1
4.86.64.6

,曰,山冉,盛,

⋯
,

d、廿乙1斑j,J,几

只�,曰吃j

⋯
曰,曰,一、J

根据上述披毛犀骨架各部位骨骼测量数据的初步推算
,

扶余披毛犀骨架身高为 1
.

7 9

米
,

体长 3
.

53 米以上
。

它略小于黑龙江富拉尔基出土的披毛犀骨架 (身高 1
.

8 3
、

体长 3
.

67

米 )
。

四
、

年 龄 与 性 别

扶余小窑屯出土的披毛犀 M
3
已萌出

,

并有轻度磨蚀
。

根据哺乳动物牙齿萌出和磨蚀

程度来推断年龄
,

该披毛犀被埋藏时已跨人成年阶段
。

根据对现代犀雄和雌性头骨差别的对比和观察来判断性别
,

扶余披毛犀骨架为一雌

性个体
。

因它的鼻中隔完全封闭 ; 鼻
、

额骨表面上角座不大 ; 头骨窄而短的特征都区别于

雄性个体
。

综上所述
,

扶余披毛犀骨架当是成年雌性个体
。

五
、

结 论

披毛犀动物化石广布于北半球中
、

高纬度地带 (除北美外)
。

最北约达北纬 7 2 “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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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北纬 3 3 “ (周本雄
, 1 9 7 8 )

,

包括从西欧到我国青藏高原的西南部
、

华北平原
、

内蒙和东北

地区
。

我国发现的披毛犀化石
,

在地质时代上延续时间较长
,

从更新世初期至更新世晚

期
。

目前
,

东北地区发现的披毛犀动物化石数量虽多
,

但均 出土于上更新统地层中
,

而在

中
、

下更新统地层中没有发现过
,

这可能与东北地区中
、

下更新统地层出露较少有关 (姜

鹏
, 1 9 8 2 )

。

对扶余披毛犀骨架虽没有作 C ’4

年龄测定
,

但根据地层关系和与东北地区出土

的披毛犀化石的形态特征对比
,

可确定该骨架化石的时代为晚更新世
。

2
.

披毛犀骨架不仅发现于吉林扶余
,

而且在黑龙江富拉尔基和内蒙等地也都有出现
。

但扶余披毛犀骨架的完整程度不逊于其它地点
。

这为我们全面研究披毛犀的各个部分骨

骼特征
,

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

3
.

扶余小窑屯出土的披毛犀头骨系向后上方翘起
,

头骨形态构造与典型披毛犀相似
,

该标本 当属于典型披毛犀
。

4
.

从该标本牙齿萌出和磨蚀程度来推断年龄
,

扶余披毛犀在埋藏前已跨人成年阶段
。

5
.

从头骨测量数据
、

鼻中隔封闭程度和鼻
、

额骨表面上角座小
,

其上瘤状突起不显的

特征来看
,

该披毛犀是一雌性个体
。

6
.

对标本进行仔细的观察
,

没有发现化石表面上遗有人工
、

动物咬啮和水磨等痕迹
。

从埋藏学角度看
,

该披毛犀当属于原地埋藏
。

关于它的死因问题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7
.

扶余披毛犀骨架
,

现存的各类骨骼 1 24 件
。

从我们参照黑龙江富拉尔基出土的披

毛犀装 架的骨骼数量来看
,

扶余披毛犀骨架尚缺的骨骼有下领骨 1 个
、

尺骨 1 个
、

颈椎 2

个(含枢椎 1 个 )
、

腰椎 4 个
、

尾椎全缺
、

腕(附 )骨 13 个
、

掌 (踱)骨 4 个
、

指(趾 )骨 17 个
。

(r9 9 o年 2 月2 3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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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u d in g sk u ll
,

lim b a n d te e th ha v e b ee n fou n d in Jilin
, su e h e o m p le te o n e ha d n e ve r be e n se e n b e -

fo r e a n d is r a r e in th e w h o le c o u n tr y to o
.

T his d ise o v e ry
, th e r e fo r e ,

p r o vid e s a v a lu a ble e vid e n c e

fo r stu d yin g the c o m p le te fig u r e o f C o o lo d o n ‘a a n d ito liv in g e n v ir o n m en t
·

钊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