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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蓝田地区新生代地质和古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发掘和系统研究曾作过大量的工

作o 1964年．11月曾在这里召开过新生界现场会议。有关的地质、地层、地貌、冰川、古人

类、旧石器、古脊椎动物、古无脊椎动物、古植物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过报道(陕西蓝田新

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1966)。蓝田公王岭所产与蓝田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在1,965年曾

作过初步研究(周、胡：李，1965)。‘后来，吴新智等在公王岭进一步搜集蓝田人化石，又再

次进行了系统发掘；除了已报道过的25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外，又增加了13种小哺乳动物

化石(吴、袁、韩、齐、陆，1966)。1966年，戴尔俭、许春华等又在公王岭地点继续发掘到

不少哺乳动物化石。本书记述的是，我们对历年来积累的全部公王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所作的系统研究，同时对它的性质、时代和与其他地区哺乳动物群的关系等问题也作了讨

论o
’

蓝田公王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以出现较多的“南方分子”为其重要特点，如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s／ovedls)、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ls)、巨獍(Megatapirus

augustus)、中国獍(Taplrus矗行册出)、中国爪兽(Nestoritherium．．sinense)、毛冠鹿(Eu—

phodus．cephalaphui)、苏门羚(Caprieornis sumatraensis qinlingeniss)等d这些动物长期以

来还未曾在秦岭以北发现过，这种北方和南方哺乳动物的大混合迄今为止还是独一无二

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南北分界，还须北移。

公王岭动物群中，虽仍保留了一些第三纪的属种，如剑齿虎(Megantereon)、爪兽

(Nestoritherium)等，但仅属一些残存分子。另一方面，公王岭动物群中现生的属种仅占

全部动物的13％，而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中的现生的属种则占30％，这种情况表明，蓝田

公王岭动物群的时代要比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要早一些o
’



一、陕西蓝田公王岭新生代地层概述 。

蓝田人及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产地公王岭，位于秦岭北麓、坝河之南，在地质构

造上处于汾渭内陆凹陷带的南缘。公王岭为叫眢秦岭北麓东西向延伸的黄土平台的西北
角，其西陡坎为水子沟的东壁，其北山坡之下即是陕西省蓝田县九间房人民公社的公王

村o(图、l、’2) ．+

图l 陕西蓝田公王岭交通位置图 ：

有关地质和地层情况首先为张玉萍等(1964)所报道。1965年‘4—7月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公王岭进行发掘时又测制了较详细的地层剖面，本文作者之

一(齐陶)曾参与该项工作o 、

“蓝田人”和哺乳动物化石集中产于公王岭剖面的中部(第八层)，为一化石坑，其上下

地层中(除砾石层外)均有化石碎片含于其中，但不能鉴定。(图3)

化石多为钙质结核(又称“料姜石”)所包裹，但也有不为其包裹或一部分被其包裹者。

从多种动物集中埋藏的情况看，此地当为彼时诸多动物饮水与栖息之所。河湖内水的最

后枯涸很可能是动物集中死亡并埋藏在一起的原因。因为钙质结核也只有在干旱的情况

下方能形成。

公王岭发现的“蓝田人”化石及石器已经由吴汝康(1966)与戴尔俭、计宏祥(-1964)

分别予以报道。‘

’现将公王岭剖面简述如下(依吴新智等整理)(自上而下)：(图4)
一 14．淡棕紫色粘土，具垂直向钙质结核条带， 厚1米。

13．浅棕黄色粉砂质土。 厚1．2米。

·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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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公王岭西北段地层剖面图

(据昊新智等，1966)

12．淡棕紫色粘土，棱柱状结构发育。 ．‘

’

j 厚0．5米。

11．浅棕黄色粉砂质土，棱柱状结构较差，具垂直条带状结核。 厚1．4米。

lo．棕紫色、棕红色粘土，棱柱结构发育，具垂直方向发育的条带状钙质结核i

本层底部发现石器。 厚2．米。

9．淡棕黄色过渡层(10一8层)，粘胶矿物富集明显，偶含化石。 厚0．2一o．6米。

8．浅灰黄色黄土状粉砂质土，底部不含结核，产小哺乳动物化石，中上部含 、

大量不规则分布的钙质结核，含大量化石，“蓝田人”及哺乳动物化石均

产于本层。 厚0．4—2．+6米。

7．淡棕紫色黄土状粉砂质土，具棱柱状结构，多锰质浸染。 厚0．5米。

．6．紫红色粘土，具棱柱状结构与第五层为过渡关系。 、‘
厚1米。

5．黄色黄土状粉砂质土。 厚1．35米。

4．淡棕紫色黄土状粉砂质士，具棱柱状结构，有锰质褐斑浸染。(又称“瓣瓣

土”)。 ·． 厚1．35米。

3．淡紫红色含粗砂粘土；与下伏砾石层为渐变关系。 厚1．8米。

2．中更新世底部砾石层：砾石滚圆度较好，但分选不佳；成分以花岗岩、石英

·岩、片麻岩为主；层中含粗砂透镜体，其中所见交错层理；砾石风化较浅， 。

在天然陡壁上呈凸凹不平之状。’ __、 厚3—5米。

剥蚀面

1．早更新世风化砾石层：砾石大小悬殊，直径最大者1．2米，排列杂乱；成

分以花岗岩i片麻岩、片岩、石英岩为主；风化深，在天然陡壁上呈刀削状

风化劈裂。

未见底



二．：～公王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性质

公王岭蓝田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过系统研究确定的共有42种(见表1)，其中包

括食虫类1种、灵长类1种、啮齿类14种、兔形类3种、食肉类9种、长鼻类1‘种、奇蹄类

6种、偶蹄类7种。这批化石埋藏保存情况不好，化石糟朽。有的种类如爪蹄兽．、剑齿虎、

剑齿象等都只有单个破碎牙齿为代表；但也有少量种类如蓝田伟猴、中国鬣狗、蓝田犀、三

门马、秦岭苏门羚等保存有较完整的头骨或下颌骨。4Z种化石中每种保存的量很不平

均。’大多数的种类仅有1—2．件化石为代表。偶蹄类化石的量较多，其中斑鹿的牙床及零

星牙齿的量最多；其次是丽牛残破头骨、颔骨及零星牙齿。

公王岭动物群42种化石中，有6种是新种：即蓝田伟猴(Megamacaca．1antianensis)、

蓝田剑齿虎(Megantereon lantienensis)、蓝田犀(Dieerorhinus lantianensls)"、公王岭大角鹿

(Sinomegaceros konwanliensis)、短角丽牛(Leptobos brevicornls)和秦岭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 qinlingen矗s)。 ’．

’ 公王岭更新世动物群的产地位于秦岭北麓：属于亚洲北部大陆地区。但动物群的特

点不同于以往有记载的所有北部大陆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它带有强烈的南方动物群的色

彩。动物群中含有我国南方及亚洲南部更新世动物群中的主要成份j如大熊猫(Ailuro—

poda melanoleuca／ovealis)、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巨獍(Megatapirus augustus)、

中国漠(Tapirus sin8nsis)j中国爪兽(Nestoritherium sinense)、毛冠鹿(E(at,h，odus．cep：

halaphus)和秦岭苏门羚(c口夕ⅣCO'Fni．f sumatraensls qinlingensis)。这些成份在我国南方分布

相当广泛。根据近年研究，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北、福建、浙江、台湾各省

(区)都有分布。它们代表温暖地带的森林性的动物。公王岭动物群含有这些南方成份其

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公王岭动物群的产地与我国北方已知的几个比较典型的更新世地

点比较，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近南方；冬季(1月份)的平均温度比北京至少高60(30在更

新世第一间冰期时，有些热带或亚热带动物的分布可以到达陕西南部地区。第二，在生态

动物地理方面，蓝田在当时正位于秦岭北坡的亚热带森林和较北的森林草原与草原的交

接地带；因此，它含有较多南方的森林性动物出现o ．

公王岭动物群另一个特点是只有极少数的属种是第三纪残存种属(如剑齿虎Megan—

t．aFeon、爪兽Nestorltherium)和第四纪早期的典型种属的代表(如新猎豹、丽牛、丁氏鼢

鼠、复齿兔)。‘动物群中现生种所占的百分率比较低，只占13％．，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现

生种纣占30％。·上述这些性质表示公王岭地点的动物群不同于已往在我国北方所发现

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因此，我们同意1965年周明镇等称它为“公王岭动物群”或“蓝田

人动物群”。



表1蓝田地区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属、种名单和时代分布

中， 更’ 新 世 ‘早更新世

哺乳动物(属、种)名称‘
蓝田 蓝田 蓝田

涝池河一阳郭
公王岭 陈家窝 厚镇涝池河

麝 鼹Scaptochirus moschatus M．一Edw． +

蓝田伟猴Megamacaca lantianensis gen．et sp·nov· +

鼷 ’鼠,4rvicola terrae．rubrae Teilhard +

简 田 鼠 Microtus eptratticeps Young
“++

丁氏鼢鼠Myospalax tingi(Young) + + +

方氏鼢鼠Myotpal'ax[ontaniert(M．-Edw．) + + +

鼢 鼠Myospalax sp． + +

鲆鼢鼠Myospalax arvicolinus(Nehring)
．

、

●'

赵氏鼢鼠Myospalax chaoyatsem(Tell．一et Young)

野 鼠 Cricetulut cf．grtseut M．一Edw． + +

古野鼠Cricetalus varians(Zdansky) + +

仓 鼠Cricetulus sp． + +

高冠灞河鼠Bahomys hypomdonta Chow et Li + +

姬 ·鼠Apodemus sp． ．
+

、

小林姬鼠Apodemus ct．$ylvaticus L．。
-。 + +

、 ●
●，

野原鼠Gerbillus sp． +
●

鼯 鼠Petauritta sp． +

豪 猪Hystrix cf．subcristata smith 十 ‘+
O

豪 猪Hyttrix sp． +

复齿鼠兔一Ochotonoides compliciden$Teil．et Youn8 + +． ‘+ ． +

西藏鼠兔Ochotona cf．thibetana Milrte-Edward ．+

鼠 兔Ochotona sp． + __

翁．氏 兔Lepus wongi Young +
●

●

变种 狼 Canit variabiHs Pei +
●

狼～、
i

Canis luput L． +

豺 Cuon alptnus Pallas、
．

● + +

豺 Cuon sp． + r

中 国 貉Nycte'reute$$inensg$Schlosser
一

●
+

狐 狸 Vulpus spl +

摧 Mele$c￡．1eucurus Hodgson 十
●

熊 ’Ursu$cf．etrus(us Cuvier ·+

柯氏小熊Euarctos kokem(M．匙G．) +

中国鬣狗Hyaena sinensis Owen
，

‘+

桑氏鬣狗．Hyaena licentt Pet ‘ +

新猎豹Sivapanthera pleittocaenius(Zdanky) +
●

蓝田剑齿虎Megantereon lantianensis sp．nov． +

虎 ．Panthera cf．ttgri$(L．) 、 + +
、

古中国豹’Felis．c￡．palaeosinensi$Zdansky
，

+
，

山西猞猁Lynx shansms Teiharcl +‘’

大熊 猫diluropoda melanoleuca／ovealis(M．et G．： + 十 ●

’

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tentahs Owen + + +

象 Elephas sp． +

三 门 马 Equus sanmenensts Tell．et Piveteau 4 + +

中国长鼻三Proboscidipparion rinente Serve +

趾马

三趾马Hipparion sp．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续表一I)

中 更 新 世 、 早更新世

哺乳动物(属、种)名称
蓝田 蓝田 蓝田

．

● 公王岭 陈家窝 厚镇涝池河
涝池河-阳郭

中国爪兽Nestoritherium tinente Owen) +

蓝团 犀Dwerorh，nus lantianemis sp．／IOV。 +

●

梅氏犀D．d．merc／ch Jfiger + 十

巨 旗Megatapirus angustt“M．el Gj +
’

十

中 国 旗Tapiru*stn，nst$Owen +

李氏野猪Sus lydekkert Zdansky． 十 十、

野 猪Sus d．Jcro，a L．
，

+

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aphus Milne—Edw． +
●

粗面轴鹿 Axis，“go，“f Chow +

山西轴鹿Axis·d．$肠ngtU$Teil．ct Tras． +

秀丽黑鹿+Rusa elegans Tell．-et Tras． 十

葛氏斑鹿PsetMaxis grayi Zdansky + +’ 。+

公王岭大角Sznomegaceros konwanlinensiJ ChobP， 十

鹿Hu et Lee

大 角 鹿Sinomegaceros sp． +
’

晋南四不像Elaphurus．chinanensts Chia +
．鹿 ’ 。

●-

短角丽牛Leptobos brevtcorn打sp．nov． + 十
●

丽 牛Leptobos sp． +

涝池河丽牛Leptobos laochthoentts Chi ．’

●

-‘●

十

宽额丽牛Leptobos ampli／rontalis Chi +

野 牛Bison sp．
+

苏门羚秦岭Capricorms sumatraentis qinHngen“s +

亚种 subsp．nov． ’

中国羚羊Gazella sinen$ts Teil．et Piv． +

· l ’



三．、公王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与蓝田地区

：4其他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关系、‘
．蓝田地区更新世哺乳动物群除公王岭哺乳动物群以外已报道的有蓝田人陈家窝地点

哺乳动物群(周，1964，1965；周、李，1965)，蓝田涝池河一阳郭动物群(计，1975)，和蓝
田厚镇涝池河动物群(计，1976)o

陈家窝、公王岭两地点都位于灞河第四级阶地上j’化石层下全有底砾石层。化石层

之上，公王岭Q；的剥蚀面可以与陈家窝地点的三层红色古土壤层相对比(黄等，1964；

．’周、李，1965 o两地点都发现了蓝田人化石(吴，1964 o陈家窝地点哺乳动物群共发现有

14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8种，即复齿兔(Ochotonoides complicidens)、丁氏跄鼠(myoq；Max

*ingi)、方氏鼢鼠(Myospalax cf．[ontanieni)4高冠灞河鼠(Bahomys hyposodonta)、姬鼠

’(Apodemus sp．)、李氏野猪(Sus cf．1ydekl(eri)、斑鹿(Pseudaxis grayi)和大角鹿(Sino—

megaceros sp．)，与公王岭哺乳动物群中成分相同，其余6种都是更新世中晚期常出现的动

物。陈家窝地点动物群目前所知种类较少，又缺少公王岭含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分。它与

公王岭动物群是否属于同一时代或稍晚，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肯定。

．-．蓝田厚镇涝池河动物群总共13种j其中有9种与公王岭动物群相同，特别都具有南

方色彩的特性，根据计宏祥('1976年)研究，认为它的时代和性质与公王岭动物群几乎一

致。 ’t
·

+．‘蓝田涝池河一阳郭动物群含有长鼻三趾马和一些标准的第四纪属种如丽牛、三门马及

四不像鹿等，与泥河湾动物群接近，该动物群的时代与泥河湾的相当或稍晚(计，1975)。

． 公王岭动物群中虽有7种，如变异仓鼠(Cricetulus varians)、丁氏勉鼠(Myospalax

·．疗行∥)、，豪猪(Hystrix subcristata)、ZI'-]马(Equus sanmeniensls)、短角丽牛(Leptobos

brevicornis)等，与涝池河一阳郭动物群相同。；但公王岭动物群中已消失长鼻三趾马，而且更

‘新世初期成分的比例比涝池河一阳郭的要低；因此，公王岭动物群的时代晚于涝池河一阳郭

动物群的时代o．． ·

．’ 一。



四、公王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时代和对比

在公王岭动物群性质部分已经提到，公王岭动物群组成成份中，只有剑齿虎和爪兽是

较典型的第三纪残存代表，但是这两种动物生存的时代都可持续到中更新世，如周口店北

京人动物群中生存有剑齿虎(Megantereon)，爪兽(Nestoritherium)在我国北方到周口店

时期已经绝灭，’但在四川万县盐井沟更新世中期动物群中存在有这类爪兽；因此，这两种

动物都可以认为是申更新世的动物。

另外一些我国典型第四纪初期哺乳动物如板齿犀(Elasmotherium)、多枝鹿(Eucteno．

c8ro$)、古中国野牛(Bison palaeosin印asis)等在公王岭动物群中缺如。

公王岭动物群中，一方面缺乏许多早更新世的典型属种；另二方面出现有1．3％的现

代类型的属种；因此，公王岭哺乳动物群的时代明显地具有中更新世动物群的特色。
’

．与我国主要的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比较，公王岭动物群和北京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

最为接近；但公王岭动物群的性质显得比周口店稍原始些，如公主岭有一种短角丽牛，这

类丽牛的时代主要是早更新世，只有在西欧和亚洲南部个别地点，可以到达中更新世早

期o‘公王岭大角鹿的性质，在进化水平上也比周口店大角鹿原始些。因此，公王岭动物群

的时代应比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的时代早些。
’

．公王岭动物群中含有一些南方色彩的动物如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巨摸、中国獍、中国

爪兽、毛冠鹿、苏门羚等。这些动物在四川盐井沟动物群和一般所谓泛指的“中国一马来动

物群”中都是常见的成分i但是四川盐井沟动物群含有大量接近现生种的亚种，占62％，

现在还生活在这地区的占20％，代表更新世中期的种属只占17％，考虑到这动物群接近

现生种的比例高于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现生种的比例，因此狭义的所谓“四川盐井沟动物

群”的时代应属于中更新世晚期(表2)，也因此公王岭动物群的时代早于周口店北京人的

时代，更早于盐井沟动物群的时代，可认为属于中更新世早期即第一间冰期或称鄱阳一大

姑间冰期。

公王岭动物群的时代与国外对比，大致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产早期爪哇粗健人

(Homo erects r06ustus)化石的吉蒂斯(Djetis)层。吉蒂斯动物群同样含有一些公王岭

动物群中的成分，如犀牛、爪兽、剑齿象、丽牛、苏门羚等。如按阿尔卑斯冰期的顺序属于

贡兹一民德间冰期(1-Gfinz-2 Mindel)或克罗麦间冰期(Cromerian)。

关于公王岭蓝田人动物群层位的年代，1976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共同做了古地磁研究，认为该层位的年代距今100万年

左右。



表2四川万县盐井沟动物群名单

炅长目Primates

金丝猴R^i疗D≯i拍ff“，roxellanae ttflgtaffu$Matthew and Granger

长臂猿Hylobatet(Bunopithecus)sericus M．and G．、

兔形目Lagomorpha' ．

兔Lepus sp．

啮齿目Rodentia

竹鼠Rhizomys“nengt$troglodytes M．"and G．

豪猪Hystrix cf．subcristata SⅥpinhoe

食肉目Carnivora 、

豺Cuon javamcus antiquus M．and G．

柯氏小熊Euarctos kokem(Matthew and Granger)一

大熊猫Atlurdpoda melanoleuca／ovealts M．and G．

青鼬Charronia／lavigula tyrannus Colbert．＆Hooijer

尖嘴沙獾Arctonyx collarts rostratu's M．and G．

沙猫彳．f．collaris Cuvier

灵猫Vtverra ztbetha expectata Colbert＆Hool}m

鬣狗Crocuta crocutaⅢz，n缸(Owen)

虎Felts tigris L．

虎Felts sp．

长鼻目Proboscidea． 、

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t Owen

纳玛象Palaeoloxodon namadzcus(Falconer and Cautley)

奇蹄目Perissodactyla

爪兽Nestorttherrum nnense(Owen)．

巨旗MegatapIrus augt“tus M．＆，G．

中国犀Rhinoceros“nen$1$Owen

偶蹄目Artiodactyla

猪Sus$cro 7【a L． 一

黑鹿Rusa umcolor(Kerr)

麝Moschus mosehiIerut pltcodon Colbert＆Hooijer

麂Muntzacus muntjak margae Hooijer 一

毛冠鹿ElaphoduJ cephalopht“megalodon Hooijer
’‘

水牛Bubalus bubalts(L．)

锔牛Btbos gaurus grangeH Colbert＆Hooijer

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anlereu$Colbert’＆Hooijer

·10。



五、公王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系统概述
食虫目Insectivora Bowdish，1821。

1，

、鼹科Talpidae Gray，1825一．
● ●'

麝鼹属Scaptochirus Milne．Edwards，1867

一．麝鼹S．moschatus MHne．Edwards
‘’

(图版II，1、2)
’

材料。两个不完整的下牙床：其一具P广M，，除冠状突外上升枝完全破损(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登记号：V5416．1)；另一具P广M。，水平枝与上升
枝均不完全(V5416．2)。

描述下牙齿式：?·1．·3．·3。

水平枝下缘呈一向下拱起的曲线。，颏孔位于M。前齿根的下方。水平枝上冠状突指

向后方。-下颔切迹浅而宽；角突粗壮，指向后方。

Pa：个体大，具两个齿根，主尖粗大；

Ps：很小，具一个齿根；

B：主尖强大，下后附尖明显。不具前附尖，下端两侧具微弱的齿带； ，、

Ml：下原尖和下次尖高并呈“V”形，下后尖和下内尖低。

M2：形态与№相似，但齿前缘有一齿带。

M3：个体小，形态与M。同。 ， ’．．

讨论 Scaptochlrus moschatus在我国发现较多，分布较广；有现生种。我国最早发现

于中更新统。师丹斯基(Zchnsky，1928)在记述甩口店第一地点的S．mochatus时曾

用“S．primitlvus：(新种)一名。．其后，杨钟健沿用了这一名称。
’

1936年，裴文中在研究周口店第三地点的哺乳类化石时，根据当时掌握的丰富材料

认为，．S，primitivus实际上与。S．moschatus无本质差别，将S．prt’mt—ttvus‘归入S．

mochatus一种之中。当时，裴文中引述了爱德华(Milne-Edwards)关于这个种特点的记

述：1)吻部短而宽；2)上、下第三前臼齿弱小；3)下犬齿发育得犹如门齿，而P：却象犬

齿；4)上、下第三臼齿(相对)弱小。 ．

Scaptochirus和Talp'a(鼹鼠)之间的区别在于齿式的不同：前者为3·1·3·3，后·

者是3·1·4·3。蓝田标本据此可认为Scaptochirus一属。

测量(单位：毫米)

周口店周口店 周·口店 S．moschatus 蓝田公王岭
第一地点 第三地点

s．moschatus 蓝田公王岭 周口店
第一地点 第三地点

P：(长／宽) f．71077 1．5／o．5 M2 2．1／1．5 2．2／1．4

P3 0．7／0．2 0．4，一 M1 I．811．0 2．0／1．8
P· 1．I／0．7 1．o／o．5 P。一M，(长) 11．1 11．8

Ml 2．3／1．5 7．5／1．0 Ml—M3 6．7 7．0 6．2—7．0



灵长目Primates Linnaeus，1758

赤猴科CerCopithecidae Gray，1821

赤猴亚科Cercopithecinae Blanford，1888·
● ‘

蓝田伟猴(新属新种)Megamacaea lantianensls 8en．et．3p．：nov．

(图版I，l一4)
‘ _ ．·

-．．．

·正型标本一不完整的下颌骨∥具左P广M，，右犬齿及M，二，o(V2934．1)
副型标本一右上颔骨(残破)，具PL—M3；(v2934．2)二左上颌骨，具c—M1；(V2934．3)

另星牙齿二枚，一右MI，一左M。；(V29'34．4)
‘

‘．’

属的特征下颌骨大，水平枝深度大；牙齿相对较小；P3和P．齿冠近三角形，臼齿齿

冠外形较方。

种的特征同属。

描述 ．．

(1)上牙：

C：粗大；侧面弯月状。横断面皇三角形；齿冠正前面有一纵沟。．

P3：与犬齿紧接，无虚位，o个体最小；原尖稍低；后尖极少磨损，比较粗壮高大，前后均

有明显的齿带，内外侧均无齿带；原尖和后尖有一细弱的横脊连接；两个齿根左右排列，外

侧齿根稍靠前。 ．‘，。t ·t。；

P4：个体稍大，形态与P3同；但原尖和后尖之间的横脊更为明显j一 ．·．．

M。：牙齿冠视为方形。原尖与次尖磨损较重，但仍可见原尖和前尖、次尖和后尖之间

有横脊连接(尤其是次尖和后尖之间)，在横脊中间又有一前后向的微细小沟；前尖的前部

齿带在外侧急剧收缩形成～条纵肋，o该纵肋和前尖之间在外侧形成的纵沟短而浅；相对

地，在次尖之后也有一极微弱的纵肋；在内侧，原尖和次尖之间也有一条纵沟，该纵沟向上

延伸直通齿根上的浅沟。具三个齿根：·原尖和次尖、前尖，后尖之上各一。．．· +‘．．．-

M2：原尖和次尖磨损轻微；前后两条横脊较明显；外侧前肋较后肋清楚。 ’j～”·

’M3：前后横脊十分明显；前后齿带呈弧形’；除外侧有前后肋之外，在次尖之后也有_

．肋，它与次尖之间形成一浅而开阔的纵沟。 ! ’一．．。： ：’

·(2)下颌∥水平枝后部破损，下部由于挤压而向内侧卷(如无压挤则下颔深度更大)，

M。和'M：1之间以下的水平枝深度达42毫米。由于压挤联合部右侧略向前挫动，而联合部

本身则略向后倾，在后犬齿下的联合部的底部，有_突出向前的骨体，似为骨质增生所致。

上升枝与水平枝相互垂直。 上升枝的前缘与后缘几乎平行‘-j髁和冠状突高度相差不多。

下颔切迹椭圆状。 ．．
：一

’‘。 一

i3)下牙：．门齿耒保存，留有齿槽。齿式：}等二睾丢。．+．： ．．

， 二’J。二。)

．，．C：不甚粗壮，前凸后凹，齿尖稍向后指。

P，：个体较小。下原尖和下后尖均明显；下前尖不明显，与下原尖之间有_脊连接，下

根座呈椭圆形j +。’· ·．+·⋯ 1，．

R：下原尖和下后尖磨损严重；在下后尖之后，有一下内尖0
‘

M，：冠视略呈长方形。．·外侧磨损严重。 在下原尖和下次尖之间的外侧有一小段齿

带，该齿带略向下方倾斜，堵塞了下原尖和下次尖之间形成的“谷”的出口。在下内尖之
j 1·

·1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