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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巨犀可以说是亚洲大陆土生(autochtonous)和特有(endemic)的犀类，在欧洲只有很零星的发现。巨

犀由于体形巨大，在形态上和现生犀牛差别很大，因而颇受专家的关注和世人的青睐。巨犀也是目前犀类

研究中争论最多的一个类群，不但在属、种级别上分裂派和合并派的观点相差悬殊，在科一级的归属上也

分歧严重。依本卷作者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巨犀化石的不足。在世人的印象中，巨犀化石似

乎很多。这大概是一种“体积效应”：几件庞大的巨犀肢骨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几件啮齿类的小

肢骨大概就没有那么引人注意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巨犀材料中，大体完整并带有下颌的头骨，

已记载的只有5个；已研究发表的2个骨架也大部分是拼凑起来的。相比之下，我国在材料上具有无可争

议的优势。我国已有3个与下颌连在一起的保存相当完整的头骨(沙拉木伦始巨犀、霍尔果斯准噶尔巨犀

和美丽巨犀)，其中沙拉木伦始巨犀为一基本完整的骨架，美丽巨犀则带有大部分脊椎；此外还有若干对于

分类十分重要的上i下颌的吻部和大量肢骨。遗憾的是，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研究发表，或仅以

简报形式作过初步报道。这些材料的深入研究对进一步认识巨犀的演化、分类、生活习性和生存环境无疑

是十分重要的。

确切地讲，本专著脱胎于40多年前对沙拉木伦始巨犀骨架的描述。1959年中一苏古生物考察队在我

国内蒙古自治区沙拉木伦河(位于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西北部)附近中始新世的沙拉木伦组中发现了一

具骨架。经初步鉴定，两国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古生物学家长期寻而未果的巨犀的祖先，是了解巨犀起

源、演化及分类十分重要的材料，被列为当年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Chow and Rozhdestvensky，1960)。

1960年考察中止，1963年中方决定将该骨架交周明镇和邱占祥研究。周、邱(1964)先以简报形式将其定

一新属、新种：沙拉木伦始巨犀Juxia sharamurenense(正确的种名应为sharamurenensis，详见后)；详细研

究拟以专著形式随后发表。196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在新疆

吐鲁番和准噶尔盆地又采集到相当不错的一批巨犀化石。周、邱决定将新疆材料也纳入研究计划，并萌生

了对中国全部巨犀化石作一总结的想法，书名拟定为《中国的巨犀化石》。不过那时所掌握的始巨犀骨架

以外的化石还很少，在文稿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1／3。1966年5月，专著初稿已基本完成，约18万字，测

量表38个，插图28个，图版原计划27个(实际只制作了几个，但化石黑白照片底版已制作完成)。是年6

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工作被迫中断，文稿也在动乱中下落不明。后来得知，张镇洪先生在混乱中

将被遗弃在废纸堆里的文稿及部分图、表、图版及照片底版拣了回来。“文革”结束后周明镇先生被各种事

务缠身，无暇顾及此事；本卷前一作者(邱)又转向新近纪哺乳动物的研究。这样，文稿的最后修订及出版

就被搁置了下来。周明镇先生生前曾数次表示，他本人由于参加实际工作不多，不想再参与此事，但诚望

邱能尽快完成此事。不少同行好友，特别是前任所长邱铸鼎先生多次善意的敦促也颇令本卷前一作者

汗颜。现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完成夙愿的可能。但周明镇先生却已于1996年1月驾鹤西去，

哀哉! ：i+

等到本卷前一作者重新披阅旧稿、准备修订的时候，发现情势已然大变!首先，这一期间我国的巨犀

化石已经增加了很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93—1994年在新疆飞跃发现了美丽巨犀的头骨、下颌和大

部分脊椎；1995年在内蒙古巴拉贡镇乌兰曼乃(Saint-Jacques)发现了吐鲁番准噶尔巨犀的残破头骨、下颌

及部分脊椎；在二连地区也新发现了不少巨犀化石。其次，在这一期间不仅出现了许多巨犀的新属、种，而

且出现了对整个巨犀进行重新分类的新思想。就是本卷前一作者本人，对巨犀演化和分类的看法也在不

断地变化。第三，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的学者已有可能直接观察和研究美国第三中亚考察团在蒙古

和我国内蒙古二连地区所采的巨犀化石。由于Granger和Gregory(1936)在对这些巨犀化石的总结中，



对于骨骼的形态描述过于粗疏，对这些材料的再观察和研究就变得十分必要。第四，巴基斯坦Dera Bugti

地区的巨犀化石的分类地位和地质时代曾令古生物学家感到十分困惑(长期被认为是中新世!)。在沉寂

了70多年之后情势终于有了转机：法国人从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此地进行了多学科的考察，初步

成果已陆续问世(Weleomme et a1．，1997，2001)，许多问题已得到初步澄清。第五，近40年来古生物分

类学和新生代陆相地层学的总体研究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使得我们不得不以现今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国

巨犀的分类、含巨犀化石地层的时代及对比等诸多基本问题。

上述进展使本卷原稿中非始巨犀骨架的部分相形见绌。为了适应新的情势，我们采取了两项措施：一

是延请我国长期从事渐新世哺乳动物及地层研究的王伴月研究员共同撰写；二是对所有产自中国的巨犀

材料和化石地点尽可能地进行直接和实地观察及研究。2004年10月、2005年4月和6—7月本卷作者到

北京自然博物馆、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博物馆、内蒙古二连浩特恐龙博物馆和内蒙古博物馆，对这些博物馆

所收藏的巨犀化石作了详细观察、测量和记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Frick收藏品库房正在维修，部分

标本封存在展柜内，只有一部分巨犀化石可以直接观察。除了我们自己观察过的一些外，有些标本特请倪

喜军先生代为拍照和测量。为了核实巨犀化石的产地和层位，2005年4月和6—7月、2006年8—9月，本

卷作者先后至内蒙古二连地区、新疆飞跃和内蒙古乌兰曼乃等产巨犀化石的地点作了实地考察。此外，

2001年本卷作者访问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期间，曾调阅过美国第三中亚考察团在我国内蒙古和蒙古人民

共和国境内考察期间的档案，并对其中含巨犀化石的地点和层位作过认真的核对。

回想上一世纪60年代初，本卷作者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新手，正处于学习和研究工作的起步阶段，周

明镇先生放手地让本卷前一作者独立地对始巨犀骨架进行描述；指导本卷后一作者完成对蒙古鼻雷兽骨

架的研究。正是先生的耳提面命和放手让年轻人大胆工作的宽容态度，才使本卷作者在研究工作中能够

不断地有所前进。本卷作者愿以此书的出版作为先师逝世10周年的纪念。希望本卷的出版能不负先生

对本卷曾有的期望。

致谢作者首先要深切感谢抢救本卷初稿的张镇洪先生，他的行动令本卷作者终生难忘；其次要感

谢已故的许香亭女士，她承担了本卷最初草稿大部分的誊清工作。本卷作者还要感谢闫德发和王景文两

位学友，他们也参加过誊写初稿的工作。感谢吴雍女士最后将原始文稿全部输入计算机。

在标本研究方面，承蒙北京自然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二连浩特恐龙博物馆、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市文

物局及自然博物馆有关人员的热情相助，使本卷作者得以自由地观察和研究他们所收藏的巨犀化石。北

京自然博物馆的李承森馆长、魏明瑞和王宇，内蒙古博物馆的满勇副馆长、自然部李虹主任、孙燕、冯路和

吴春雨等，二连浩特恐龙博物馆原负责人吴丽君、张全中和现任馆长宁培杰，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李肖

局长、张永兵先生，吐鲁番博物馆的迪里拜尔馆长，哈密市文物局局长亚合甫江·法特胡拉局长，以及新疆

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所长等的友好接待和热情帮助，使本卷作者获益匪浅。这里向

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二连地区野外工作期间，孟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古脊椎所的王元青等先生均曾热情地向本

卷作者介绍他们长期在该地区调查和研究的成果，使本卷作者得以在短时间内对二连地区的古近纪地层

的研究现状有了概括的了解。

，’。．同样感人至深的还有付出过辛勤劳动的古脊椎所的化石修理、照相和绘图人员。他们中有已故的技

师苏有伶先生，是他带领唐治路、张广义、袁祖银和李功卓诸位先生将沙拉木伦始巨犀骨架缺失的部分一

一补足，并将它装架起来。摄影师王哲夫先生(已故)承担了大部分化石的照相和照片制作。从黑白底版

至数字化成像则由解放军总参所属遥感研究所协助完成。王存义先生(已故)和赵忠义先生分别为始巨犀

作了外形复原雕塑。画家沈文龙先生承担了本卷全部的插图。沈先生的插图素以笔法简练、线条流畅而

著称，使本卷大为增色。

本卷作者对古脊椎所哺乳动物研究室的诸多同仁始终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邱铸鼎先生曾细心检阅

过本卷最后几稿，指出了文中许多错误；现为美国加州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的王晓鸣博士曾花

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认真地修改了本卷的英文摘要，使其更确切而通顺地表达作者的意见和观点；邓

·vi．



涛和倪喜军博士，在本卷撰写过程中曾主动给予多方面的帮助。这些都使作者十分感动。

《中国古生物志》编委会的两位主编，周志炎院士和张弥曼院士，细心地阅读了本卷的原稿，提出了中

肯的意见，并作出了作为《中国古生物志》出版的决定。谢谢他们!

本卷在科技部“中国各门类化石系统总结与志书编研”专项项目(编号：2006FYl20400)、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编号：KZCX2一Yw一120)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40232023)资助

下完成并出版。

邱占祥王伴月

2006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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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一)巨犀的概念、化石发现及研究简史

1．巨犀的概念

巨犀是英语(giant rhinoceroses)和俄语(rmanTCKrfe HocoporH)通俗名称的中译名。上一世纪60年代

中期以前，巨犀的概念还限于渐新世体型十分庞大的犀类：肩高可达5 m，体重可达30 t(根据Fortelius

and Kappelman，1993：肩高约4．5 m，体重约15—20 t)，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巨犀头无角，颈和四

肢长，前、后足的掌、踱部分长，第三掌、踱骨粗壮，侧掌、踱骨退化并向后中方靠拢(单指和单趾化)。由于

其掌、踱部和马类动物接近，也被某些古生物学家看作是具有某些马类特征的犀类。

到上二世纪60年代中期，巨犀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由于k如sharamurenensis(沙拉
木伦始巨犀)骨架的发现(周明镇、邱占祥，1964)。这种犀，在头骨、下颌和大部分颅后骨骼的形态上，都已

具有巨犀类近裔性状的初级状态，但身材小得多，肩高不及大巨犀的一半(低于2 m)，且发现于中始新世

晚期。此后不久，Radinsky(1967)把发现于中始新世的Forstercooperia和Pappaceras这两个属的材料也

和巨犀连在了一起。这两个属在头骨和颊齿大小及形态上确实和沙拉木伦始巨犀比较接近，但鼻、吻部的

构造不同。如果后两个属也归人巨犀的话，那么巨犀这个名称就不仅是指渐新世体型庞大的巨犀，而且也

包含了始新世体型较小的巨犀的祖先类型(始巨犀)及其早期的旁支。本卷以大巨犀(1arge—sized

paraceratheres)泛指所有体型庞大的巨犀；而巨犀(paraceratherines)贝1]是巨犀亚科(包括始巨犀和大巨犀)

的通称。柯氏犀类(forstercooperines)系指以Forstercooperia和Pappaceras为代表的柯氏犀亚科。它们可

能和巨犀有共同的祖先，但与巨犀相比是一个“短命”的旁支。柯氏犀类和巨犀共同组成巨犀科

(paraceratherids)。

2．五个含丰富巨犀化石的经典地区

(1)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德拉布格蒂(Dera Bugti)地区(参见图48 9)

1907—1908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大巨犀的零散牙齿。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马上认识到这些牙齿的

真正属性。由于其下门齿和其他已知犀类的门齿很不相同，开始被Pilgrim(1908)看作是属于猪形亚目的

一类动物，定名为Bugtitherium grandincisivum。其他的零散牙齿后来则被Pilgrim(1910)定为无角犀的

一个新种：Aceratherium bugtiense(正式记述发表于1912年)。1910—1911年Forster-Cooper在同一地点

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几个不完整的大巨犀的头骨、下颌和一些肢骨。1911年Forster-Cooper根据其中

一个接近完整的下颌定了一个新属：Paraceratherium。这时人们才开始了解到这类犀在下颌联合和门齿

上的一些独特的性状。稍后，Forster-Cooper(1913a，b)又将同一地点发现的一些颅后骨骼定了另一个新

属，Baluchitherium(先定为Taumastotherium，后因重名而改)。这是因为这些颅后骨骼比

Paraceratherium头骨和下颌大得太多。此后在德拉布格蒂地区寻找巨犀化石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

查。丛!旦旦5生珏始，法国缒占生物堂家珏始在该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和化石采集-W．eleomme砧al⋯1997，一
2001)。这一工作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的工作澄清了某些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例如，大巨

犀化石与其他早中新世的门类(象等)并非产自同一层位，所有大巨犀化石均产自渐新世地层中等。



(2)哈萨克斯坦咸海北岸、契尔卡尔一特尼兹湖(Chelkar-Teniz)、图尔盖河(Turgay)流域附近

(参见图48 6)

1912年人们首先在卡拉一图尔盖河沿岸发现了少量大巨犀化石；1913年在契尔卡尔一特尼兹湖沿岸发

现了新地点。1914—1925年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采集到大量大巨犀肢骨化石。从1915年

起，Borissiak曾多次报道过这些发现，并开始使用Indricotherium这个属名(Borissiak，1915a，1916)。

1916年8月Borissiak完成了对此前所发现的全部巨犀材料的研究，正式建属，并创建了两个新种：

Indricotheri“masiaticum和J．minus。遗憾的是，由于战争，这部专著直到1923年3月才得以出版

(Borissiak，1923b)。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详细记述大巨犀颅后骨骼的专著。1921年Pavlow收集到一些产

于图尔盖河岸的大巨犀上、下颌及牙齿，定名为Indricotherium transouralicum(Pavlow，1922)。1923—

1924年在咸海北岸又发现了另一类大巨犀。1932—1933和1938—1939年在该地进行过多次发掘。

Borissiak(1939)将咸海北岸发现的大巨犀定了一个新属、新种：Aralotherium prohorovi，但仅作了初步报

道。1941和1946年在图尔盖河附近又有若干发现。Gromova(1959)对所有上述材料进行了非常细致的

系统总结，把所有哈萨克斯坦的大巨犀化石归为两类：Indricotherium transouralicum和Paraceratherium

prohorovi。从1946年起，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开始进行古哺乳动物的考察与发掘，也发现了不

少大巨犀化石，并有关于建立新属Pristinotherium的消息报道。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报告发表。

1994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北半球渐新世一中新世过渡期”国际研讨会后，俄、哈以及欧、美等国的古生物

学家在哈萨克斯坦中部和东部又发现了少量大巨犀化石。但他们工作的重点无疑是在地层方面(Lucas

and Bayshashov，1996；Lucas et a1．，1998)。

(3)内蒙古二连地区(图1，图2 2，图48 1)

二连地区的巨犀化石地点分布很广，主要分布在二连浩特市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从二连浩特市向西

南至乌拉乌苏，自此向东至苏尼特右旗车站，再向北至二连浩特市东部的三角形地带，共约1400 km2，包

括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西北部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北部(图1)。这里称之为二连地区(广义)。

巨犀化石的地点(自北向南)：二连浩特市附近、都和敏勃尔和及其周围的几个地点、沙拉木伦河流域的几

个地点及瑙木珲和额尔登敖包等地。它们和美国第三中亚考察团化石地点的对应关系见图1。

1922年美国第三中亚考察团先在二连浩特市稍北的呼尔井(Houldjin)附近发现了一件大巨犀的跟

骨和少量肢骨碎片。1925、1928和1930年该考察团在额尔登敖包(Urtyn Obo)及都和敏勃尔和(Camp

Margetts)及其附近的两个地点：道特因敖包(Overnight Camp)和努和廷勃尔和(Camp Margetts以西约

11 km)，以及瑙木珲(Nom Khong)等处都获得了一些大巨犀化石。这些化石均由Granger和Gregory

(1936)研究发表，鉴定为一属一种：Baluchitherium grangeri。这些化石被分为大小不等的四级(Grades

I—IV,)。Gromova(1959)把所有这些化石都归人了Indricotherium transouralicum。

i923—1930年间美国第三中亚考察团在上述地区及伊尔丁曼哈(Irdin Manha)等地同时也发现了其

他类别的犀化石。其中已研究发表的柯氏犀类只有两件标本：Forstercooperia totadentata的头骨前半部

(：酬，1938；A M no．20116，1923年6月5日发现于伊尔丁曼哈)和Pappaceras conj纪uel2s的头骨和下

颌(W∞d，1963；1930年9月16日发现于呼和勃尔和)。

新中国成立后，在二连地区还不断发现巨犀化石。其中最重要的是1959年中一苏古生物考察队在乌

拉乌苏发现的Jux／a sharamurenensis骨架(周明镇、邱占祥于1964年发表简报)。考察队在额尔登敖包白

砂层(乌兰戈楚组)中共发现3件大巨犀标本：一件完整的下颌被周明镇、邱占祥于1963年定为一新属、新

种：Urtinotherium incisivum；一件是带C—M2的残破头骨，被齐陶、周明镇于1989年定为Juxia shoui；

还有一件上颌，被齐陶于1989年定为Dzungariotherium erdenensis。

从1975年开始，到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以齐陶为领队的古脊椎所野外考察队在二连地区对古近纪

地层及古生物进行了多次考察。其间也发现了一些中始新世一晚始新世的柯氏犀类和巨犀化石。但这些

化石大多没有研究发表，或仅作了简短的报道(Qi，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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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二连地区含巨犀化石地点分布略图(依Meng et a1．，1998，稍加修改)

Fig．1 Sketch showing localities bearing paracerathere fossils in Eren Region(after

Meng et a1．，1998，modified)

1．二连浩特(Erenhot)，2．伊尔丁曼哈(IrdinManha)，3．都和敏勃尔和(CampMargetts[C．M．])，

4．道特因敖包(OvernightCamp，8 krnE ofC．M．)，5．努和廷勃尔和(11 kmW ofC．M．)，6．呼和

勃尔和(16 km SW ofC．M．)，7．瑙木珲(NomKhong=HolyMesa)，8．土格木(Tukhurn)，9．乌兰

．西列(UlanShireh)，10．额尔登敖包(曾译为乌尔丁敖包，UrtynObo)，11．乌兰戈楚(UlanGochu)，

12．乌拉乌苏(UlaUsu)，13．双敖包(TwinOb0)，14．巴润绍(Baron Sog)，15．扎木敖包

(Jhm Obo)，16．沙拉木伦河(Shara Mumn River)

1985年5月，二连浩特恐龙博物馆在该市东北缘挖掘建筑用沙的工地，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其

中主要是大巨犀化石(地点I=IVPP Loc．1988001)。1988年6月在二连盐场南约2 km的地方(地点

II=IVPP Loc．1988002)又发现了一批大巨犀化石；同年8月在地点II以西约3 km的地方(地点III=

IVPP Loc．1988003)也发现了少量大巨犀化石。此后，又不断有所发现。这些化石的保存状况完全相同，

都产自同一砂砾石层，即呼尔井砂砾层。这批化石主要存放在二连浩特恐龙博物馆，少量存放在内蒙古博

物馆内。这些材料至今没有研究发表。

(4)蒙古的三达河(Hsanda G01)地区(参见图48 2)

该地点位于蒙古中部，杭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之间湖谷区(Valley of Lakes)的东部。1922年8月美国

礤三中亚考察团在洛营地∞FC丽劝．附近貉啾巨犀化存瑛中就存扁雠复僦聚幽毛玲完一
整的大巨犀头骨，即Osbom(1923)所创建的Baluchitherium grangeri的正模。1925年该考察团又在该

地发现了完整的前、后足部骨骼。1946—1949年苏联古生物考察队在洛营地以西的塔塔沟(Tatal C01)采

集到一批大巨犀化石，由Gromova(1959)研究发表。此后，Dashzeveg于1962年在蒙古东部Ergilin Dzo

和1971年在Khoer Dzan等地区又发现少量巨犀科化石(Gabunia and Dashzeveg，1974；Dashzeveg，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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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64—1971年波一蒙．1990—1997年蒙一美和1996—1997年奥(地利)一蒙等联合考察队都在湖谷区

进行过考察。奥一蒙考察队还发现了大量小哺乳动物化石(Daxner-H6ck et a1．，1997)。

(5)新疆吐鲁番和准噶尔盆地(图2 8—10)

1958年在修建兰州至乌鲁木齐铁路时，在新疆飞跃车站附近发现了几枚特别大的大巨犀牙齿。周明

镇、徐余碹(Chow and Xu，1959)将它们定为Indricotherium ef．J．grangeri。1962年邱占祥将它们改归

Paraceratherium，并建立了一个新种：P．tienshanense。

1964年古脊椎所新疆考察队翟人杰等在1958年发现大巨犀化石的地点附近进行了大规模搜寻和调

查，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大巨犀化石。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是发现于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一个大巨犀的头骨和

下颌，已由本卷前一作者研究发表(邱占祥，1973)，定了一个新属、新种：Dzungariotherium orgosense。在

吐鲁番盆地飞跃附近发现的大巨犀化石更多，但没有完整的头骨。这批化石本已纳入周、邱原计划出版

的专著中，但未完成(见前言)。1966年翟人杰等在这些地点第二次发掘所获得的材料已由徐余碹、

王景文(1978)研究发表。他们定了两个新种：Paraceratherium lipidus(本卷改为P．1epidum)和

Dzungariotherium turfanense。

1993年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得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的报告，称在飞跃车站以西约1 km

处(经核实，大约相当于古脊椎所64081地点)发现大批“龙骨”。1993年10月中下旬和1994年6月至8

月15日两次发掘，证实乃一巨犀的部分骨架，包括头骨、下颌和自寰椎至第三腰椎的脊柱部分、右侧肋骨

及一右胫骨。这批标本后交吐鲁番博物馆收藏。1995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指导并承担了该骨架的修理、补

配和装架。该骨架的复制品目前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出。张川等(1997)对这一骨架作过初步报道，鉴定

为Paraceratherium tianshanensis。在本卷中它被改定为P．1epidum。

最后，2000年叶捷等在准噶尔盆地东北缘的哈拉玛盖附近(参见图2 lo)发现了一段大巨犀下颌，定了

一个新种：Paraceratherium sui(叶捷等，2003，本卷改为Aralotherium sui)。
，

3．中国含零散巨犀化石的地点

7’按首次发现巨犀化石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原东胜)杭锦旗巴拉贡镇乌兰曼乃及鄂托克旗千里山西麓(图2 3)

第一个在本区发现大巨犀化石的是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他于1923年在三盛公(以

Saint—Jacques教堂取名，位于黄河西岸，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城[原巴彦高勒])对岸的一个冲沟内发现了一

批脊椎动物化石。开始德日进并没有辨认出其中的大巨犀化石来，所以在1924年第一篇关于河套地区的

地质报告中，三盛公黄河东岸的地层被定为上新统。在稍后的报告中，德日进才发现其中有大巨犀化石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icent，1924a—c)。这些化石的初步研究报告发表于1926年(Teilhard de

Chardin，1926)，材料中只有一枚大巨犀的M3和若干肢骨。德日进发现这些化石可以分为大、小两种。

大者被定为Baluchitherium grangeri，而小者被定为Baluchitherium grangeri forme minor。邱占祥

(1962)认为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应该归人Paraceratherium属。

1959和1960年中一苏古生物考察队曾在此做过调查和发掘，并称采集到巨犀等化石。所获材料中的

小哺乳动物已部分研究发表(Wang，1997c，2001a)，但其中的巨犀化石却没有找到，很可能是在“文化大

革命”中丢失了。1965年银川石油勘测处109队在乌兰曼乃沟内也发现了少量大巨犀化石(未研究发

表)。1977年古脊椎所一野外队在乌兰曼乃沟内做过调查，并发现了少量大巨犀化石。他们的工作证实，

乌兰曼乃沟确系德日进的三盛公地点。1995年7月内蒙古博物馆李虹等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又在

该沟内发现了属于同一个体的头骨、下颌及可能属于同一个体的一串脊椎，包括最后6个胸椎和5个腰

椎，以及与荐椎及部分尾椎连在一起的基本完整的盆骨。遗憾的是，头骨和下颌在采集过程中破损，颅部

和吻部以及下颌联合部等都没有保存下来。这一地点，经实地核查证实，位于德日进的第一白砂层中。

另一个产巨犀化石的地区是位于乌兰曼乃沟以南约40 km的千里山西麓(现属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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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巨犀化石地点分布图

Fig．2 测ities with paracerathere fossiIs in China：口Forstermoperiinae，O Paraceratheriinae

1．北京长辛店(Changxindian，13eijing)，2．内蒙古二连地区(Eren Region，Nei Mon901)，3．内蒙古乌兰曼乃及千里山地区

(Wulanmannai and Qianlishan District，Nei Mon901)，4．宁夏灵武、陶乐(Lingwu—Taole，Nirl堰,'xia)，5．甘肃兰州盆地(Lanzhou

Basin，Gansu)，6：甘肃临夏盆地(LinxiaBasin，Gansu)，7．甘肃党河下游(10wer reach ofDanghe，Cransu)，8．新疆吐鲁番盆地

东部(east partofTurpanBasin，Xinjiang)，9．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south border areaof JunggarBasin，Xinjiang)，10．新疆准噶

尔盆地北缘(northborderareaofJunggarBasin，Xinjiang)，11．河南吴城盆地(WuchengBasin，Henan)，12．山西垣曲(Yuanqu，

Shanxi)，13．广西百色盆地(BoseBasin，Guangxi)，14．云南宣威、曲靖、师宗一带(Xuanwei，Qujing andShizong，Yunnan)，

15．云南路南盆地(Lunan Basin，Vurmn)

旗)。1978—1979年古脊椎所和宁夏地质局区测四分队共同对该区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一些大巨犀的下

颌和肢骨。这批化石虽然很破碎，但它们在地层中的位置是清楚的。在王伴月等(1981)的地层报告中列

为Paraceratherium sp．nov．，但没有正式研究报告发表。

(2)宁夏灵武一陶乐(图2 4)

1923—19241年德日进在水洞沟(今宁夏自治区灵武)附近发现了大巨犀的踪迹，但没有描述和报道。

1955年西北地质局的一个地质队在灵武清水营发现了一批大巨犀化石，包括一个头骨的后部，一枚P3，

一个肱骨及若干碎骨。经杨钟健、周明镇(1956)研究，定为Baluchitherium grangeri。1965年银川石油勘

测处110队于宁夏陶乐也发现了少许大巨犀化石。此外，1988—1990年宁夏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一

分队在海原县袁家窝窝的红柳沟组最底部的灰、黄色砂砾岩中也发现了少量大巨犀化石。

(3)甘肃西部党河地区(图2 7)

——步林蕊础研-9骀)-曾报道过产于。S商面蕊薄伍r的瑚齿碎-片和破碎肢骨了认为它们可能屙于大——
巨犀。

(4)滇东(图2 14—15)

1958年地质矿产部(现国土资源部)地质陈列馆胡承志先生在云南路南盆地(图2 15)发现了几枚牙
· < ·



齿，经周明镇(1958)研究，建一新种：Indricotherium parvum(本卷改定为Urtinotherium parvum)。1970

年古脊椎所华南红层队南部分队在路南盆地又发现Forstercooperia shiwopuensis sp．nov．和

Forstercooperia sp．两种化石(周明镇等，1974)。可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云南省地质局的韩柴安

(音)从云南师宗地区大同村(图2 14)采集到一大巨犀的距骨，最初被鉴定为Indricotherium sp．(Chow

and Xu，1959)。稍后，古脊椎所云南工作队于1960年又在该地点(邱占祥，1962，称其为罗平县，但大同

村应属师宗县)采集到一些大巨犀化石。这些化石后来均被认为属Indricotherium intermedium(本卷中．

改为Urtinotherium intermedium)，时代定为中渐新世早期或早渐新世末(邱占祥，1962)。1972年古脊椎

所丽江考察队在顺访曲靖(图2 14)的红层时在蔡家冲发现了一些巨犀牙齿，定一新种：Indricotherium

qujingensis(汤英俊，1978；本卷中改归Urtinotherium parvum)。1979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

所在宣威附近(图2 14)发现了一枚巨犀牙齿，被鉴定为Indricotherium parvum(张玉萍，1980；本卷中改

归Urtinotherium parvum)。

(5)甘肃兰州盆地(图2 5)

1964年甘肃省地质局区测四分队在兰州西北，黄河北岸约5 km处的黄羊头(属皋兰县)发现了一些

大巨犀化石。其中保存最好的是一件下颌。1985年甘肃省博物馆的谢骏义在黄羊头以北约4 km的张家

坪附近(属皋兰县)收集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几件尺寸较小的大巨犀的牙齿。此后，在上一世纪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古脊椎所考察队在兰州盆地张家坪附近也发现了少许巨犀的零散牙齿。这些材

料一直没有研究发表。

(6)广西百色盆地(图2 13)

1973年由古脊椎所、广西石油普查勘探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百色盆地的

那读和公康组中都发现了属于Forstercooperia的零散牙齿(汤英俊等，1974；丁素因等，1977)。

(7)河南吴城盆地(图2 11)

1973年古脊椎所河南考察队在吴城盆地(桐柏县)发现保存相当好的一批柯氏犀类上、下颌骨(部分

咬合在一起)和部分肢骨(部分呈关节状态)，被鉴定为4类：Imequincisoria mazhuangensis sp。nov。(本卷

改为Forstercooperia mazhuangensis)，J．micracis sp．nov．(本卷改为-，纰谊micracis)，Imequincisoria sp．

(可能应归Forstercooperia)和Pappaceras sp．(王景文，1976)。

(8)北京长辛店(图2 1)

1977年发现一些零散的犀类牙齿，被鉴定为Imequincisoria sp．(翟人杰，1977)。

(9)甘肃临夏盆地(图2 6)

临夏盆地的首批大巨犀化石是古脊椎所和甘肃省博物馆联合考察组于1986年在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的药材收购站收集到的。化石据称来自县城西南约10 km的椒子沟。随后，甘肃省博物

馆的谢骏义于1987年在椒子沟调查时又采集到一些大巨犀牙齿的碎片。这些化石被鉴定为

Dzungariotherium cf．D．orgosense(邱占祥等，1990)。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古脊椎所陆续征集到

一些在临夏盆地东乡县东塬乡的牙沟采集到的大巨犀化石。这些化石被鉴定为Dzungariotherium

orgosense和一个新种：Paraceratherium yagouense(邱占祥等，2004a；本卷认为可能应为Turpanotherium

的一个种)。

(10)山西垣曲盆地(图2 12)

黄学诗等(1998)报道在河堤组中发现了Juxia sharamurenensis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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