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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嘉山凹凸棒石粘土矿

中发现的犀类化石

房迎三 李汪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合肥 23 0 0 6 1 ) (安徽省嘉山县文物管理所
,

嘉山 2 3 9刁。 0)

【摘要】本文记述了 1 9 8 7年在奈山县官山凹 凸棒石粘土中发现的犀类化石
,

包括同一个体的犀类下

额骨和部分椎骨等
,

从而讨论了产出化石的粘土矿层的时代
。

【关键词】晚第三纪 犀类化石 安徽嘉山
.

L 地质背景和地层概况

化石产于嘉山县城明光镇东北 2 k1 m 的官山
,

东北距江苏省盯胎县 25 k m
,

有明光镇至涧

溪镇的公路通达 (图 l )
。

官山是一座海拔 1 83 m 的死火山
,

相对高度 17 Om (距当地湖水面 )
.

嘉山地区属于下扬

`J
-

.

.
-

碑

子地层分区天长一滁县 一

小区
。

第三纪早期沉积

了湖
、

海相碎屑岩和碳

酸盐岩
。

晚第三纪时沿

六合一施官集 一 自来桥

一女山的北西向断裂带

形成断坳
,

沉积了一套

以玄武岩为主
,

间夹泥

岩
、

砂砾岩的火山复陆

屑式建造
,

迭置于嘉山

凹 陷和 来 安 一 全 椒 凹

陷
、

金湖凹陷之上
。

同

时张 /又山令隆起地区的北

缘亦沦为沉积 区接受沉

积
.

构成东龙山一女 Jll

北 西 向的 玄 武 岩 喷 溢

带
。

到上新世晚期一早

更新世初期本区开始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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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中新世 一 上新世地层呈北西向展布
,

长约 75 k m
,

宽约 2 k5 m
。

上第三纪地层划分为中

新统花果 山组和上新统桂五组
,

分别与南京地区的洞玄观组和六合组对比 (安徽省地矿局区

调队
,

1 9 5 5 )
。

犀类化石出 自官 山南坡的山腰
,

这是一家 乡办凹凸棒石粘土矿粉厂
,

已有近 10 年的生产

历史
,

以前还没有发现过动物化石
。

化石地点距地面约 50 米
。

根据有关地质资料和开采凹凸

棒石粉的矿坑壁观察
,

晚第三纪地层分为 5 层 ;
由上而下

:

⑤气孔状细粒玄武岩
.

厚 sm
。

④灰 白
、

灰绿色凹 凸棒石粘土矿层
。

具水平层理
,

胶结较硬
。

化石出自距本层顶部 4m 处
,

分布在约 2m
2

的范围内
。

根据化石出露时在场的工人介绍
,

标本原为一具 比较完整的犀类骨

架
,

不幸遭到矿坏
。

层厚 1 4m
`

③气孔状橄榄玄武岩
,

厚 25 m
。

②橄榄玄武岩
,

厚 16 m
。

①浅 灰
、

灰绿色厚层泥岩
,

厚 22 m
。

2
.

化石记述

犀科 Rh i n o e e r o t id a e O w e n ,

1 8 4 5

对角犀属 D
一

a th沙 i
: m M a sr h

,

18 7 5

对角犀 D
~

献几e r `“ ` “ .P

2
.

1 材料

左
、

右下领骨残段 各一件
。

左下领骨 ( J G 8 7 1 ) 带 P :

—
M

Z ,

P :

和 M
:

残
。

右下领骨

( J e s 7 2 ) 带 P :

—
M

I ,

M
,

残照片
.

2
.

2 描述与比较 标本为一老年个体
,

颊齿磨蚀较重
。

嚼面唇缘低
,

舌缘高
.

低冠
。

外

壁稍具褶皱
.

嚼面和外壁相交处有明显的剪切痕
。

下领骨在 P :

后叶处高 83
.

Zm m
,

M
,

后叶处高 98
.

l m m
。

下颊 齿以 M
,

最长
,

P ;

最宽
。

前臼齿后叶宽于前叶
,

M
:

前叶宽于后叶
。

苏皖北部的交界地区已发现 4 种晚第三纪犀类化石
。

它们是南京浦镇猪山头的似奥尔良

短腿犀 阶二甸即 Itl , 二, cf
.

“二 el 如: , , (周明镇等
,

196 d )
,

江苏泅洪下草湾的山旺近无角犀 刊郎奋

a 〔二 a t
俪

` u , 、 、
h
a , u 。 , g e n s衍 (王伴月

,

1 9 6 5 )
,

六合灵岩山的对角犀未定种 D
~

a t he ￡
u二 s p

.

和马集

砂矿的对角犀小种
“
Di ,

a从, 沁 n1 ”
cf

.

, 二
。

(毕治国等
,

197 7 )
。

与同类标本对 比
,

官 山犀类化石与灵岩 山的
“ D
~

at 肠访 ,
”
Ps

.

最为接近
。

如左 P ,
.

两者

在下次脊转角
、

后叶形状
、

前后叶宽 比
、

全 长与宽之比等方面十分相似 (对 比结果 见表 1 )
。

由

此判断
,

官山标本应属于
“
Di

c
二 at 俪油

“ ”
Ps 一

原作者曾指出这个属本身还有问题需要研究
,

加引号表示暂时沿用 (毕治国等
.

1 9 77 )
。

3
.

官 山凹凸棒石粘土矿层的时代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
.

嘉山一带凹 凸棒石粘土矿分布在花果 山
、

官山
、

清明山
、

羊山头等

地
,

属花果 山组
。

这是一套 以湖相为主
.

包括河流相和火 山喷发相沉积物的地层
,

最厚 1 1 7
.

95 m
,

分上
、

下两段
。

上段是主要含矿段
,

矿层的顶
、

底板大部分为玄武岩
,

少量为泥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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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牙齿的测t 与比较 (单位
:

~ )

材材 料料 左 (J G 8 7 1)))右 (J G 8 2 7 )))左左

齿齿序序
nnn

全长长 前叶蜜蜜 后 叶宽宽 全长长 前叶 宽宽 后 叶宽宽 全长长 前叶宽宽 后 叶宽宽

111,, ttttttttt 咋 亡 ,, 1 0 匕匕 1 0 000000000
fff 222 JJJJJJJJJ

止兰二二止二立立止二三三三三三
PPP ,, 222 2 8

.

555 2 1
.

888 2 4
.

555 2 9
.

111 2 2
.

111 2 4
.

777777777

22222 3 1
.

444 2 5
.

777 2 7
。

222 3 1
.

777 25
.

333 2 7
.

555 36
.

000 2 9
.

6
...

,
从毕治 国等 ( 1 9 7 7 ) 图中测得

。

江苏省区调队曾在花果山组下段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安琪马 为. 版汤叶匆, Ps
. 、

兔科 L e p o ri
-

da e 、

鹿科 ec yr 记 ea ;
上段发现醉猿 p勿. 卯即网加侧吕 Ps

. 、

犀科 R址 n

oec
r o ida e 、

偶蹄类 Ar dti ac yt af
、

啮齿类 R od ne tea 等 (安徽省地矿局区调队
, 1 9 8 8 )

。

其中安琪马和醉猿最具时代意义
。

周明镇等 ( 1 9 5 6) 曾记述了在南京江宁方山发现的奥尔良安琪马 A 侧纳. 按护如二二 ,

咖. , 化

石
。

标本产 自洞玄观组上部
,

玄武岩之下的砂砾层
。

A
.

翻虑如

一
与在浦镇林场相同岩性的

地层 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构成 月解几诩盼扮, 一价郎甸即肠即`姗一` 闽` 硒洲一侧计
。
淤二 动物群

,

这一

动物群在西欧和 日本生存的时代为中新世中期或更早
。

但方山和浦镇的动物群中也有一些种

类出现在被认为属于晚中新世的内蒙通古尔组 (周明镇等
,

19 6 4 )
.

由于在花果山组下段也发

现了 月” c几“肠勿m Ps
. ,

两处的地层和时代应大致相当
.

刀勿砚列os 争“ he 。 ;

.Ps 产自花果 山
,

层位为花果山组上段
.

材料可能是一颗第三下臼齿
,

与

1 9 7 7 年在江苏泅洪下草湾组中发现的双沟醉猿 。沁龙夕即 , “触诩 滋翻
.
卯

一
接近

。

D
.

吕加姗夕佣即
-

廊 的时代经李传夔 ( 19 7 8) 定为晚中新世
.

官山凹凸棒石粘土矿以前依据岩性对比划归花果组
. “ 。必叮川` 睁曲价”

Ps
,

的发现说明官山

含凹凸棒石粘土矿的地层可以与江苏六合灵岩山的地层对 比
,

相当于六合组
。

在灵岩山地点

同时还发现了古猪兽 构盯幼份她, cf
.

那如 eoc 如即。 和四棱齿象 7乞加山, 初面招
Ps

.

(” 等化石
,

而

.H 那eaI Co 彻口璐 与德国 E pPe lshe mi 发现的化石极相近
,

比山旺的进步
,

更比浦镇的进步得多
;

到蓬蒂期三趾马动物群这一类猪 已不复存在
.

象化石也比中新世的典型代表如三棱齿象
、

铲

齿象
、

锯齿象等都进步
,

又不是蓬蒂期中常见的扼齿象
二 因此

,

灵岩山产化石的地层被定为

下上新统 (毕治国等
,

197 7 )
。

换句话说
,

花果山组上段可能 已延续到早上新世
.

绘图
:

姜峥
、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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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说 明

照片 (J G 871 ) 左 下领骨
:

上
,

嚼 面视 ; 下
,

颊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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