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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赭 吉．

。

研究目的和慧义
‘。

，

‘

东北各餐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第四耙地层中；保存有丰富的哺乳类化石，在地

摆时代的确定和对比上有很大的意义。 。

最近几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艇常收到在孩地区内工作的地簧队，、务

省、区、县的博物铭及其他文化部flB、学棱等邀交缓定或研究的大量化石。．这些第四耙哺

乳类动物的化石容易被有关的部fI弓和荤众发现，井且对此发生很大的兴趣，有几方面的原
一

因。
’ ’

首先，因为在这个区域内地下埋藏的第四j豢己哺乳类化石，数量十分丰富，分布地区很

广，合化石地层离开地表很近。因此，每年夏秋之交、河流溅水时期，各地都有大量的化石

被洪水从崩塌的河岸上冲涮出来。洪水退后，这些化石就散布在河游上，或者出露在河岸

边的地层露头上。绲容易被人们发现。 7．

其次、，东北第!四粑(主要是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摹中，零现化：t5t多的是猛鹅象和

披毛犀的牙齿和巨大的骨头。这些动物都是人们所熟悉的，所以当化石出露到地面后，叉
咽为很大和形状特殊，立刻就会引起注意。解放以来j隹子工程建霞和农田水利事紫的发·
，殛和犟众文化水平、科学知裁的提高及对文物的重就，新材料的发现也就更多l

由于更新世晚期哺乳类化石，在东北境内分布的广泛和数量很多，因此在地羼翻查和

勘探工作中，也糨常发现这些化石，需要利用缢定的秸果来作潘戈n分第四托地层的古生物

·学根据。据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材料航卦，过去几年中，东北地区内；各野外队途交缢完的

，标本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郁是属于这一个化石琴的材料。这一个动物荤，从动物区系的

划分上藐，代表着我国第四藩已晚期一个特殊的动物牵或区系——猛猖象—披毛犀动物牵。

最后，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过去管挺在这个区域内发现过几处勰为有旧石器时代

人类的骨骼霹ll文化的遗址，发现有石器和骨器等。这些材料本身的可靠性还存在着髑题，

例如是否为其正的旧石器，骨器昀鳢定是否可靠等，特别是关予人类化石和一部分已辍被

斑实为是艇人工打击造成的石片等的地赞时代同题，也就是就它们究甍是更新世(或旧石

器时代)后期的，还是屠于现代(全新世或旧石器时代以后)的东西，在这一方面特别需要
从

去

，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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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研究报告的性簧和褊写目的有下列几点：

，(1)关于东北境内更新世晚期哺乳类化石的研究，范去管艇做过一些工作，因为这些

工作主要是外国古生物学工作者做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1Pl还漫有关于这些化石的系航

韶载和描写的中文资料。这样的情况大大地影响了工作的进展和日常参考上的价值。所

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工作能对这些化石有一个保管是初步的，但是此鞍全面的报导。

(2)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里存放着相当数量的东北各地发现的标本，这些材料需要研

究和整理。我们的材料并不是十分理想的，有一些标本非常破碎，有的过去管艇发现过的．

种羼，在我们的采集品中并溲有代表的标本；或者很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种类，我

们掌握的材料比过去丰富。我佣除了对这些资料加以描述以外，对过去发表过的瓷料，根

据新的材料作了补充和修正。

(3)过去的工作，特男1I是日本帝国主义估颁东北时期所做的工作，虽然发表了鞍多数

量的标本描述和有关躅题衬徐的毒著和狳文，对资料的积累和闼题的了解有一些帮助；但

是，无渝在化石的鳐定和关于地层的秸豁上，都有一些错获，或者是照我们的看法，有需要

修正或是需要重新考虑的地方，我们都在这里进行了修改或提出了衬狳的意兄，并指出了

一些肯定存在的阉题。

我们这个报告是化了一个多月的时髑，在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和垒体同志的娠助下完，

成的。时蠲很紧，加以我们本身能力、比鞍标本和参考资料不足的限制和没有对产化石盼

地层实地进行群徊的镧查，所以在工作上—定、还有静多躅题，甚至于错误的地方。我们希。

望蒲者提出意兄和批耨。 ， ，。

材料的来源和处理
_

。

、

我们这个报告中所描速的化石材料，主要有下列三个来源：

图I周家油坊地区略图

(1)1951年东北工学院地赁系教

师和同学，在吉林辅；c树附近野外实习

时，在周家油坊一带采集的。化石条

自同一地区内的4个化石地点(图

1，2)。这批化石由指导实习的管繁研n

艇学校颁导同意后，在1954年途交中

国科学院研究，后来又承曾繁扔教授

提供关于化石地点的地层刹面(觅．

后)。

遮批标本构估我们全部研究材料

的五分之一。标本不太多，但代表的动

物种类相当多，附有地层刹面，而且是

榆树周家油坊化石地点的第一次的发

现，这个地点(或地点军)是东北境

内，自从哈尔演顾乡电地点发现以来，

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化石丰富的‘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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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据现在看来，可能超过顾乡屯，并且有人类及石器的材料一同发现。

这些地点的发现，管由栲锺缝筒罩报导(科学通报，第三卷，第l，2期，55页，1952)。

泷天松花

发电
袈电

图2周家油坊化石地点分布图

(2)1956年，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冒有一个工作队劐内蒙东北部及东北(黑龙江及吉

林北部)，进行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及第四耙化石地点镧查。。工作从由裴文中锾导，除了有

研究所的黄万波、李有恒等参力碡工作外，北大考古枣橥吕遵嚣和一部分同学、眙尔演黑龙

江博物锗和畏春吉林省博物馆的一部分同志也一同参加工作。工作队除了在各地进行了

沿途采集和非正式的试掘，还在榆树地区从有关罩位收集了大量的化石。特别是当地合

．作社作为中莉“龙骨”收瞧的大量标本，其中最多的是象类的牙齿。 ．’

1956年，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东北工作队收集的材料是我们这个报告中描速的化石

的主要粗成部分。关于化石地点，与动物萃研究有关的地层等方面昀赘料，翳由裴交中教

授整理后另文发表。

(3)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最近三、四年来收到的由地黉队、文化部门及萃众途交鳐定的

标本。。这些材料数量不多，此鞍零星，但是也为我们提供了化石分布上的资料。 ，

在这个报告中，除了关于我们自己掌握的标本的描写外，也提到或加进一些种类的筒

罩被逍。这些标本，有的是过去已发表过的，也有根搌我们了解各地有关罩位存放的标

本。这一部分的加入，对在这个地区工作，而漫有足够参考文献的同恶在鳢定和研究工作

上，可．以有一定的帮助。 。一

。在这里，我们要再提—下，东北地区内发现的第四露己化石材料是十分丰富的。我们这

里描遘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已柽发现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巳艇流失在国外；此

外，在东北各省、市的博物鲒和学校中，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标本，尤其是哈尔演黑龙江省

博物馆所存的材料特别丰富，畏春吉林省博物馆也有相当的收存。在这些牧藏中有静多

很好的标本：我们希望这些材料也能加'以接理研究，并且予以发表。这样对东北第四杞哺

乳动物化石的性耍、地层关系和动物荤的发展历史的了解，鹘有很大的意义。

我锕的研究工作是在很短的时蠲内，有八个人参加协作完成的。有的部分主要是一

个人担负的，有的部分是合作进行的。虽然在写完报告后，艇过集体的衬谕，在工作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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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常交换意兄，可是还有各部分之蠲不平衡(一部分是由于材料本身决定的)和意兄上的

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其中如果有不妥当或错狭的地方，除了屡于具体数据方面的外，其余

都由褊耪人夤生要的责任。、 一

我们这个报告，-方面概括地总结了过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无狳在具体材料的描

选和个删种羼和阴类的被述和衬狳上都并不是很全面的。现有资料的本身和我们本身的
条件还不够成熟，对东北全部的化石作一个此鞍系航和彻底的现阶段的总籍。另外，当前

静多急迫需要进行的其他工作，和目前对这样一本报告的需要，也不允静使我佣用更多的

时同作更糊致的工作。我们只希望这一本报告在当前的鳐定和参考上，特删是在文献和

瓷料不足的条件下，对蓣者有一些帮助。 一

二、东北第四纪哺乳类他石的研究筒史
’

、
，

关予东北境内发现第四杞哺，乳类化石，最早进行确实的科学研究的是苏联著名女古

生物学家巴甫洛娃(M．rloIIoBa)o她在i9ii年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描述了保存在赤塔博

物销收藏的在吉林扶余松花江边采集的一种水牛化石一一P口．o阮60砒8缸留伽嘣戎。扪疵。

1925—26年周，侨居哈尔演的俄国地赏学家阿奈脱(E．E．AhnerB)和托餍切夫(V．

Y．Tolmacheff)在扎赍菇尔和富拉尔基发现了拔毛犀和猛渭象1化石：这些早期发现的

材料和有关的历史曾由托餍切夫用俄文描遗发表(满溯研究会莽输，笫6卷,1926)。从此

以后，东北第四耜哺乳类化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此鞍活跃的时期。
‘

在这个时期丙从事和这方面有关的地黉、古生物、考古学翻查和研究的中夕f-学者和工

作者，主要有托焉切夫关予旧石器的研究(1929)，德日进、桑志华关予扎赍若尔和海拉尔

的地层翻查与化石采集(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icent，土930)，尹赞勤关于顾多屯的

地层和化石地点翻查的报告(1931)，洛卡斯盒关干化石和地层的研究(A．S．Loukashkin，

1932a，b；1937)，索华培也管对籁乡屯化石动物荤的性黉有过初步的分析(A．Sowerby，

1932)，波鞯索夫作过旧石器发现的报告(Fonosoff 1937)，同时和稍晚，德永重康和直良信

夫，在哈尔演顾多屯等地点作了雨次相当大规模的发掘，发表了雨个重要的报告，对发掘

到的大量哺乳类化石有群釉的描逾(1934，1939)。此外，同时对霸乡屯地点发现的其他

门类的化石，如植物、软体动物、熊类等的化石也进行了研究。·- ．
．

除了顾乡电的地点．以外，德永和函=良及其他日本古生物工作者，臂对东北其他的地

点，或个别的哺乳动物闩类和种屠进行了研究或初步的总籍。这些工作中重要的有：

(1)德永重康、武良信夫：吉林延吉、大连等象化石(1934)。

(2)八木寅助：梓川象化石及猛猖象分布(1938)。

(3)裔藤弘：籁乡屯犬科(1939)。

(4)德田御稔：顾乡屯智齿类(1939)。

(5)德永重康、森为三：蠲岛大焉鹿潺哺乳类(1939)。

(6)高井冬=：顾乡屯牛科化石(]941)。’

(7)高井奎二：镐岗象化石(i941)。
’

、 (8)石岛麓：籁乡电披毛犀(1941)。， ’

(9)亦堀英三和远藤隆次关予扎赍帮尔人化石的报告(1989，194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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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鹿蠲时夫：关于化石哺乳动物荤的研究历史和地层的总结与一部分化石的研究

鼢文(1941，1943，1950)。 ．

除上面一些此鞍重要的总籍性报告和原始资料的研究外，其他、还有不少短篇和一般

性的文献，可以参考德永和直良的报告(1935，1939)和本誊后面的文献。

解放以后，东北地区在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但大部分的化石都未艇过描逾和研

究。相当大部分的标本，我们都在这本报告中作了描遗。此外，最重要的发现是黑龙江省

博物锗1956年在富拉尔基发现的拔毛犀的完整骨架，已有高尔捷也夫和热尔衲斜夫描

迹发表(198．7)，井有祥和的地层_蚕己录。另外，裴交中在关于冰滑作用的研究报告中也提

到鞍老的夏新世化石的发现．周明缜、薛群煦也报导了在辽宁建平和康币发现的化石
●

’

(1957)。

三、哺乳动物化石荤的组成黍性耍

， 地层情况遗要

关予东北区更新世哺乳类化石的地层情况，管艇有不少中外学者进行过研究，研究的

桔果在德日进、桑志华(1930)、尹赞勤(1931)、德永重康、谄=良信夫(．L936)和最近高尔

捷也夫、热尔衲科夫(1957)等的报告中管有群糸田的韶述。

我们在本篇中描写的化石大都没有确实的地点祀录，有一部分古脊椎动物所在1956

年翻查的报告里发表，鹘有裴文中赭合我们化石鳢定的秸果另行报导。．

东北境内有大量化石发现，并艇过研究的地点主要只有哈尔港西南雨公里的磁多电

何家港(温泉河边)和榆树地区，藤乡屯的地层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图3)：

温泉河层——黑色泥土，厚豹1米。 ’

、·

．

一生顾乡杰层一灰黑色粘土爽：蓑色砂及粽色粘土，厚豹2—3米。
下顿乡屯层——灰色及灰黑色粘土及黄灰色的砂耍粘土，厚糯=L0米。

． 在这个刹面中，在下层的上窨【；及上、下顾多屯层的交界处发现有化石，但大多数化石

可能都是从顶部温泉层中掘出的再积化石。事实上，地屡的变化很多，化石也都是水冲过

的，很难看粥正确的层位，或者根据化石来确定地层的时代。根据比较近的资料鹿蠲时夫

(1950)的意昆，产化石层的上部顾乡屯层相当子近河套睦拉扇苏上部化石层。
’

吉林榆树的化石，除了收膊来的以外，有四个化石地点。根据东北工学院地耍系供耠

的剖面观察，化石都分布在松花江A、支流河边，离地面构3—4米处。在每个剖面中都司

以看到，化石发现的情观相似，都是在上鄙秒层的底部找到的。例如在第四地点化石发现

在桫及粘土层的交界处。总的来看，好象一般情况和顾乡屯的相同，化石屡以上的堆积相

当于上部属多屯层。 ．

榆树的化石都十分破碎，有很大一部分标本都是艇水流搬运过的，很难据此作地层时

代的鳐定。其中有一些化石没有衽过冲蚀，保存很好，但据我们观察的籍果，都是现代的 ．

种类(兄后)。相反地，有一些特刖是零星的标本，却可能是由鞍老的地层中冲出来的。因

此，在我们溲有穑合可靠的地层资料，对由地层中原生的化石进行一定的研究．以前，任何

关于这方面的结果，都只是推葫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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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蠢的粗成

我们研窑的化石(主要是在械树发现的)，有下列14科25羼35种(地点除益明的外，、

均为榆树周家油坊及五棵树)。蓐名前面有“t"符号的为耗灭种。 ．

韶齿目(Rodentia)
一

松鼠科Sciuridae
’

黄{氯五伽凸讯iu8 sp． ，

鼬鼠科Spalacidae

吉林题鼠必秽03poZ口茹印萌l凸伽．3 Thomas． 一

华北鼬鼠脚．cf．ps祝诎6s M—FAwards． ·

仓鼠科Cricetutidae ·

‘

， 仓鼠Cricetulus sp．

水田鼠Avicola sp．

田鼠Micvozus sp．

鼠科Muridao

野鼠月纸3 sp．

冤形目(Lagomorpha)

～鼠冤科Ochotonidae +

鼠冤O&otona sp．

食肉目(Carnivora)
一 犬科Canidae

狠Cauis Z印伽L． ．

家犬C．如m饿凸啊s L． 、
，

北方狐Vulpa8 V．cf．f如溉鳓渤Matchie．

鼬科Mustelidae

西伯利益鼬MusMa：(Putaria)cf．酊6潲∞Pallas． ，

鬣狗科Hyaenidae

最后鬣狗t Cq'ocuta ultgma(Matsumoto)
猫科t％lidae

猫FeIi8 8p． ，1

畏鼻目(Proboseidae)

象斜Elephantidae ，

普通猛猾象t皿Ⅱ啪m¨忱讪3 2)rZm匆e砸％8 Blumenbach．

松花江猛蔼象t皿血埘眦t玩3 sunga俺Chow et Chang，8p．IIOV．

奇蹄目(Perrisddactyla) ，、

， 一

焉科Equidae

． 野焉’五g劬∞s prj优￡JOZ咖￡Poliakkoff．
，普通焉。Equus caballu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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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野磕．Equus hemiarma Palla鼠
。

三罔焉t国g眦58 s西彻2鳓五翰西s Tmard et Piveteau．

犀科Rhinocerotidae ．

披毛犀于伪幽面嘲a嘲戚缸懿。Blumenbach．
梅氏犀t RM彻蚴销m盯B兢Jaeger． 、

偶黼目(Artiodaetyla)

鹿科Cervidae
‘

。

麝Mosch,峭8p．

鹰Ca矽eolua m凸％疏％戒伽8 Lydekker．

斑鹿Pseudax岳s 8p．
’

、焉鹿刀laphus’canaden戚s Erxleben．

·酰鹿Alce3 alcea L．

河套大角鹿t Sinarnegac咖s ardosia伽．s Young．
’

牛科Bovida5 ．

，’。 普氏羚羊Gazdla cf．矿j8mZ曲咖Biichner．
王氏水牛十Bubahaa wansjock瘟Boule et Teil]aard．

。“

东北野牛典型强种t蛊铅蛳exzgvua鲫亏舭¨s(MaCsumoto)．。

东北野牛弯角鲞秭t B．未倒前跏汝(Mat。sumoto)
东北野牛晗尔演亚种t&e．harbimens苞s Skinner et Kaisen．

原始牛卡Bos primigenius Bojanus．

’原始牛亚种t Boa。Primigenen庀us Boianus subsp．

“家牛”Boa zo％他8 L． ’

’上表列出的种类共36种，在其他报告中(主要是德永重康和直良信夫的报告)，镪为

黼予同一动物荤的还有豹20。种(参看附表)。根琚我们的分析，东北更新世晚期动物革
中，此鞍重要和可以肯定的有下列一些艴灭种(前面有。符号的表示屡位不可靠，或不是

：离子同一动物荤的)：
’

Cq'ocuta ultZzaa Matsumoto．

胞n能，撇脚i嘴?vi碱gerdus Blumenba_ch
。

_’M．sungavi sp．．nOV．

’国弘懈ef．s删肌搬铀 。

，

。

+tthinoceros mercki Jaeger

Cododonta omtiquitatds

Sinomegacaros、ordosianus
一 、 吐

一‘ 18#no,eros脱。胁蛔l鼢
“

上m阮玩8∞啉s如c脱

Bison鲋tg，蝴
’B03 pvimigeniv,s

7、

一

S翻'uthio 8pj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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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表所列的各种我们韶为缓定鳍联或者是基本上不可靠的种类以及肯定是更新世

晚期以前的(如国g懈8 8凸御瑚砌厄e猢妇，Rhinoce口'08 m绷黝，mgD嘣五们‘讥仍似云翻嵋，etc．)种
屠以外，根据其他作者，或是我们了解可以肯定或比较可靠的，、还有下剔的耗灭的种C表

示层位不可靠)：
Uq'sus cf．spala蝴 ’。

t ’Castor o婀e蹦口‰

·j C钎雠hanrbinensis
、

E融p玩％8伽雠￡es岳硼fI‘8
在榆树动物荤的名罩里；有的种(如Canis familiavis)的化石显然是现代的标本(觅

后)。
7

．

另外，在遣去发表昀材料中(主要是德永重康和直良信夫的顾乡屯报告，1934，1939)，

有一些显然是鳐完错貘的，或者很可怀疑的，铆如Palaeo扛ragus sp．应是麋(4ees)之撰，

Cervus(丑∞叫c甜∞)pachy03teu8是ardosianus之禊，．Pseudax诂夕惭班可能是P．hartda删ra，

Sus。lydekker4是融8c』FofG，觑6D3．／mhs／ang懈s／s是Bos缸％惭3．这些鳢完上的不正确，
使动物荤中艴灭种比重增加，增加了古老的“色彩”。 一

’

’

～

四f东北更新世晚期猛褥象一披毛犀化石荤和榆树动物荤的地赁峙代
一

从前节动物化石翠成份的分析，可以韶油东北地区大多数化石都是属于同一个动物

翠的。篷个动物荤就中国第四粑哺乳动物荤粗的历史藐，是代表更新世晚期的一个地

理区，郎—般所胡的猛猖象一披毛犀动物翠(Mammuthus-Coelodonta Fauna)，这个动

物荤的分布向西可以遗踪到欧iij{{，其中包括昀共同的哺乳类种厨有，a蚴铀lupus，Urs似s

啦池僦3．Mam{}nuthus p砌斌夕m玩3，Equus caba巧us，Cododonta口删卿缸哦，同叩危雠8p．
Magae措rm(醌临咖-凹凸舢s)，Bison，Bos p砌戚g鲫讹8等。在苏联—般戈n为后旧石器时代动

物荤祖，还可以根据有一些古代种耗灭的先后，区分出2—3个动物翠。在我国，目前由于
研究上的不足还不能作进—步的区分。

”和中国(华北)其他知道得此较清楚的更新世哺乳动物莓比较，此周口店的中国猿人

动物翠显然要晚得多，和河套睡拉舄苏动物荤比鞍，我们器为是非常接近的。雨处都有
一CododantcB angqu讹tis(拔毛犀)，Megac好ros口廊03岳伽拍8(河套大角鹿)，dpt彻砌镪hia旒一
t啪8雹3(赤塔耱角羚)，Bos plrimigeniws(原始牛)，执阮池8 wan8jocki(王氏水牛)，Cvoc泓ta

讹Z渤m(最后鬣狗)和?Sfru协io，8p．(雕扁)，主要的区别是蘸拉岛苏动物荤中没有发现有

M．ammuthu．s pr洲夕啪E％8(猛孺象)，Bzson exiguus(野牛)，但是有Paleoloxodon sp．(cr．

namadicu◇。．根据德永和直良(1939)的分析勰为崩乡电动物荤中的施灭种估52％，而河

套动物犟的剐为43％。估针到我们在前一节已艇提到的，德永等描逋的顾多屯动物犟中

有一部分错歌的鳐定，例如S‘％删ac们佻缈咖础鲫3(；S．ardosia僦s)Biboa玩hsian9-
t钆删矾醯3：(一肋8缸删3)，舭8 lydekk卯(一S．sclrofa)等，雨方面所含的艴灭种的百分牵

数就大致相同。因此，我们怒为东北的猛弱象—披毛犀动物荤的时代不可能此河套动物犟

的早，相反地，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这个动物荤中的有一些成份，如猛猖象，涧熊，?原

始牛筹在西伯利珏可以生存到更晚的时期，那未河套动物荤的时代，还有此东北猛猖象动



10 东北第四幕已哺乳动物化石蕊

物荤鞍早的可能性。总的藐来，我们勰为东北的猛孺象一披毛犀动物荤的时代基本上和河

套蘸拉扇苏昀相当。不超过晚更新世的早期。 ．

须要藐明的是，上面的衬狳只是就动物荤本身所代表的时代而蓄，致予化石荤发现的

地层时代，还需要考虑到另外的躅题。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到目前为止，东北境内发现

韵化石有很多是艇过流水搬运后再停积的。所以同一地点采集的动物化石中，常常包括

时代较老或鞍新的材料。 ，

在捻树周家油坊发现的化石中，根据化石石化程度(颜色、吸水性、比重等)和完整(艇

受搬运的痕跻)情J兄，显然可以包括=或三类标本。第一类的石化程度最深。标本成灰黄。

色，粘性和比重鞍大；第二类有相当石化或完全石化，颜色鼓漂；第三类可以藐完：垒没有变

化，化石颜色成舡棕色。我们管艇选取了一部分的化石骨头，由畏春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行了化石中氟的百分率的定量分析，分析的秸果如下：

‘动 物

Mammu￡概8 sp．

Hyaena ultima

Caelodonta antiquigagi詹

。 Capreolus sp．

Cervus sp．

Bos primigenius

Myospelax印． ．

’Equu8 sp．1

Equus sp．2

Canis[imiliaris

Homo sD．
。

崴品1 试品2 崴品3 斌，晶4
，

1．48 1．44 1．12 1．05 ‘

0．96 1．19 一

0．72 1．36 1．05

1．14 一 ?---

1．14

1．12

1．16

0．13

O．20

0．20

0．掰

。根据上面的分析数字，可以把标本分成雨类。第一类包括全部的艴灭种和—部分化石

(如Capredus 8p．Cervus sp．等)；第二类包括2种焉(曰g伽懈印．1和Equus 8p．2)和家

犬这兰种动物的化石。此外，人的化石介于两类之髓，但已艇有相当石化。

另外有一个有趣之点，我们收集的标本中，完全没有石化，颜色成舡褐色的标本包括

5个种，就是：焉(2种)、家犬、牛(BDs}矗％惭s)和猪。’这5种动物正好都是家畜，化石的保

存最完整，有完好的头骨和下鹱。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标本都是现代动物的骨骼，埋在河边

冲积层里，然后和化石的骨骼一同被发现和采集在一起的。这一点同时也表示，静多化石

被搬运后再埋到很新的现代沉积物中。

动物化石中有一些标本，可能代表鞍老的地赞时代，后来糨过搬运和鞍新的化石埋在

一起被发现的。此外，有一些动物的时代可以怒为肯定此猛猖象一披毛犀动物翠早，有的

已有地层上的征据，如五h／noc,eq'us．cf．仇卯兢t(裴，1957．)、Trogonthor4um cf．似咖i
(鹿黼，1950)、另外一些则还需要更多的标本或地层上的征据来迸一步肯定，例如盈g珏珏3

删云啪8t8(本害第二榍)。， ’

五、东北更新世晚期动物荤的分布和古生态

猛鹅象—披毛犀动物荤化石的分布区域，从化石地点的分布观察，可以包括东北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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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区域，向东糨过朝觯可能到日本北部，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动物荤基本上是屠予同一

区系，甚至动物亚区的。向西延伸，由东部过渡地穗(例如北票有PaleoloxodD％cf．naqnadi—

c储表示和睦拉舄苏的关系)到内蒙东部，这个分布界耪基本上和现代的动物分区界藏大

体一致的，但可能现代东北分区和蒙古分区蠲的差刖比过去稍大些，例如据德田御稔研

究，顾乡屯发现的鼠类多数是现代生活在蒙古北部和西伯利亚的种类。

》关于动物化石的地点分布，几乎遍及东北奎境，关于过去报导过的化石地点可参考本

篇后面的附图(附录I，图15)。 ．

从动物军种类的生态上分划，主要有森林性、草原性和河流沼浑性三类。据德永重康

和直良信夫的斟算，其中三类的百分此是42：49：8这个比例大致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一

些，例如食肉类全部被器为是森林性的，但鬣狗刖至少可以韶为是草原性的。此外，动物

军中有一些种类，如鸵岛(Struthio。sp．)，Camdus sp．’剐是比鞍孱子干旱的沙漠性的。

当然，许多勰为是草原性的动物如野餍、羚羊等也同样可1以在现代牛沙漠性的干旱草原地

区生活。总的就来，动物荤大多数成份都是森林和草原性的动物，并且有一定河流和沼浑
’

地区，这种情况基本和现在东北的自然情况相近，但稍此现在干燥。

就气候方面前，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中，常鹘猛猖象、披毛犀等怨为是代表在相当寒冷
、 气候条件下生活的动物。据苏卡切夫(B．H．CyRa,：eB，1914)对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发现

的毛象尻体中，保存在象胃中的植物都是生畏在苔原地蒋的草本植物。最近，睡克林斯卡

．姬又对保存化石羼体的地层中的花粉孢子进行了研究(E．A．3aKⅡ珏HcKajI，1954)。她勰

为保存化石的地层的古代植被并不固定，有时气候此较温暖，气候条件与现在西伯利亚的

接近，可能还有沼浑区域存在。根据德田御稔对顾乡屯韶齿类的研究(1939)，也韶为化石

有一些是现代限于北满和西伯利亚的种，因此，器为当时更新世晚期殿．乡屯的气候和现代

东北北部的相似，J此现在稍冷。另一方面，东北动物荤中有水牛的存在(但在扎赍菇尔和西

伯利亚的同一动物荤中剐溲有发现水牛)，所'以东北的南北部气候可能有—l定的差别。关

于水牛在东北发现的气候上的关系，我们臂艇提出过是有季节性迁移的可能(周明镇，徐

余碹，1957)，同样，照苏卡切夫(1914)的推谕，勰为北极苔原稿的猛孺象是夏季迁移过去，’

居住的。
， ’．总的看来，我们勰为东北猛猖象动物翠表示的气候条件和现代东北的气候情况相差

不多，大致和现代东北北部和西伯利亚南部的气候相近，植物复盖的性黉也相似。
， 。

‘

· 1六、黯 罄

根据我们对东北发现的第四j《；己哺乳动物化石的观察和根据过去发表的资料与有关圈
、 题的分析，可以得到的初步籍狳如下：

(1)东北及内蒙东部发现的第四杞哺，乳类化石，艴大部分都是厨于一个动物荤一一

猛猾象。披毛犀动物牵(Maqnonuthus-Coelodonta Fauna)，此外，东北地区也有可能代表更

新航中期的化石地点。
、

(2)动物荤中包括，约40种鳐定此较确定的哺乳动物种，其中近30％为怒灭种。

·据德永壤嗪等报导(1939)幂11鼗文中教授口头告知晗尔溃博物黠存有颥乡屯采集的骆聪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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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北猛猖象动物萃的时代大致和河套蘸拉扁苏动物荤相近或稍晚，但雨者嗣有

_定的地理上的差别，和北方西伯利亚的同一动物荤的性耍此河套的照为接近；但也有一

些差别(如有水牛；但无驯鹿等)。
‘

(4)各地点采集的动物化石攀中(以哈尔演顾乡屯和吉林榆树周家油坊为最丰富)，

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大量化石7，有很大一部分是衽过搬运的，不能用来为确定地层时代的

标准。
“

(5)过去和现在收集的化石采集品，除了猛猜象一拔毛犀动物荤的以外，、还有一些肯

定是现代的标本，可以从动物形态，化石保存情况，和含氟量的百分率等方面得到薤明。。

(6)化石攀包括一些时代可能或肯定是鞍早的成份，如似蜊能删‰8 su,aga代i及

j579珏％8 s凸彻觚砸粥螗3，还需要根据夏多的资料和地层征据作进一步确定。 ．

(7)藤乡屯和榆树动物荤在动物生态上包括森林性、草原性和河流沼泽性三类，三类

的比例豹为35：85：10。动物翠所表示的自然情况基本上与现代东北中、南部的相似。 ，

(8)动物牵表示当时的气候条件和现代相差不多，大致和现代东北北部和西伯利盈

南部的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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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灵爱眉Primate

入科(Homonidae)

人(妇o，，lo sapiens．L：) ．

，

东北第四杞地屡中发现的人类及古人类文化遗物，管有过不少报导。发现趣点有蹰

北部的扎赍措尔煤田(现餍内蒙古自治区)，哈尔演藕乡屯及吉林榆树县周家油坊三处。

扎蜜藉尔地点管先后发现过三个完好的头骨及部分肢骨。材料管艇日本人类学者亦。

堀英三(1939)及古生物学者逸藤隆次初步报导(1949)。化石时代孱更新世以后，为中石
器时代人类遗骸。一

‘

。

蘑乡电地点据波诺索夫(ronosov)及日本德永重康及武良信夫报告，发现有大量的骨 ，

器及石器标本，法国考古学者步日耶(Breuil)亦持有同样蓖法。但从发表材料观察，根

j居洛卡斯金(Lukashikin，1937)，及裴交中意兄，韶为其中除了几件1以外，都是非人工破

碎的天然片块或骨片，少数可能为石器，其时代也是厨予更新世以后的(装，1955)。 ，

在东北工学院采集的捻树周家油坊材料中，有人类腔骨—根及头骨碎片2块。头骨

。碎片发现予第3地点(兄前)，是从附近河中捞到的，化石颜色成棕黑，石化程度很浅。据

邱中部根据骨骼含氟量分析，器为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以后的人类(邱，1955)。这个赭狳与

由哺乳类化石分析得到的轱果相一致(冕前)。 t

腔骨一个是在清理一起采集的哺乳类化石时发现的，化石保存情形与头骨相似。另‘

外，在动物化石采集品中、还发现有石片一块，有可能为旧石器时代的东西： ；

吉林省博物锫也管发现有一此较清楚的旧石器(裴，1955，页s6)。
。

从上遮情砚，可以看出，东北、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过去发现的大量人类“化石”及

文化遗物，大多数可能都是lB石器时代以后的东西。所以关于东北旧石器时期人类及考

．古上的圈题，、还需要作深入翻查和更多的发现来解决。

扎赍蒜尔及檎封人类化石材料鹘由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舆汝康教授研究发表。

、

。 =．翟齿目．(Rodentia)及兔形目(Lagomorpha)
’

、

中国的第四露己智齿类化石，特刖是华北地区，过去做的工作鞍多，但东北地区的餐料

剐很少，只是刚刚开始。这里只对过去曾发现过的可以肯定的种厨，和我们最近收集的一

’些标本i作筒罩的韶逍。
、

． 器齿目Rodentia

一
、 松鼠科Sciuridae ． 、

花鼠Eutamias 8p．
’

， ．

t根据德永和直良报导及德日进等意昆(t942)，、勰为哈尔溶顽多电她点有“Tamias”

羼的松鼠类化石，但是否其是遮一屠，还是为Ev,iamia3羼的一种未能确定。后者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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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北及西伯利益分布很广，而Ta口nias屠是现代北美的羼，在亚溯何无确定的祀载。
一

河狸科Castoridae

东北境内过去一瘟_未发现过河狸类的化石。1950年，鹿蠲时夫在他的“满洲的新生

代后期地层”(古生物学舞报，1955年2号，贾41)，—篇文章内，就遗了辽宁大石桥(营口

东)中更新航牛心山层下郝发现的雨种河狸科化石——普通河狸(Castolr sp．)和居氏大河

狸(21矿西觎编母弼硼l cf．cuvier,)。由这雨种化石的发现表示产化石地层的时代与北京周

口店中国猿人化石地点的时代相当。在同一地羼中发现的哺乳类化石、还有刺蠕(EIri能一

。阜讹s cf．ozg以)，犬(?Can￡s蹭．)，虎(F砒8)，野冤(却％8 sp．)，田鼠(卫死舢缸8)和鹿(G钟哪哪)j
牛心山是到目前为止东北境内发现的唯一鞍为肯定的含更新世中期哺乳类化石地层。

鼢鼠科Spalacidae ·

． 鼢鼠餍Myospalax Laxman，1769(=Siphneus Brandt，1827)

吉林既鼠Myospa／ax eps{lara岱Thomas

(图版1吨一7，lO一13)

， 德永重康和直良信夫在鼷乡屯报告中，描遮了箭多彪鼠化石，但并未作出种的鳢定。

据德日进和罗学宾(1942)的意兄，这些标本都可归入吉林鼢鼠这个种内。在我们的采缫

品中，有少数标本(下毁)，可能羼子这个种，其余的则都更接近于华北照鼠。

本种和华北鼹鼠的区别在头骨上比较明显，与后者此鞍吉林种头骨后上方崤部向后

凸出，额弓也向外成弧形突出。从我们仅有的下镁观察雨者嗣盼差劂不显著，仅吉林种掘

后一个臼齿的后叶上l：鞍退化。

附益：鼢鼠(或盲甄)的名称，在斌去我国的古生物学丈献毕通常称为“禹鼠"，易与普通的田鼠(Microtl,s)相混．

拉丁文学名在我国古生物学文献上习用“Siphneus．，但多数动物学家均勰Laxmann的Myospala∞一铜有优舞

权，而且己被广泛使用。因此，我婀希冀吉生物学也储采用Myospalax蘧个名称。．

华北鼢鼠Myospalax cf．．psilulus Milne-Edwards．
”

(图版I_1)

材料：

．(巧吉林榆树周家油坊：下毁4个及肢骨。东北工学院采集。

(2)同上，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采集：关骨2个，下颚二十余个，零星肢骨，脊椎，趾骨勇

牙齿=百余件。

特征： 。

7

眶前孔梨形，头骨顶面平坦，头后上方横暗中部向后扩大，下颚骨后角部及上方嘴||lj

面C厂03黝仍凸8s幽《。俺∞)部分特别深大。最后一个臼齿退化，下臼齿外侧齿涛很深。

标本测量(罩位：毫米) 三棵树头骨(V。2287)

顶韶蔑⋯⋯⋯⋯⋯⋯⋯⋯⋯⋯⋯⋯⋯⋯⋯⋯⋯～52-2毫米 ．

底部聂⋯⋯⋯⋯⋯⋯⋯⋯⋯⋯⋯⋯⋯⋯⋯⋯⋯·-《6。4

上腭煞是⋯⋯⋯⋯⋯⋯⋯⋯⋯⋯⋯⋯⋯⋯⋯⋯“·29

枕部宽⋯⋯⋯⋯⋯⋯⋯⋯⋯⋯⋯⋯⋯⋯⋯⋯⋯⋯34

枕韶高⋯·⋯⋯⋯⋯⋯⋯⋯⋯⋯⋯⋯⋯⋯⋯⋯⋯-·28．8
上齿歹|l(沿齿懵)⋯⋯⋯⋯⋯⋯⋯⋯⋯⋯⋯⋯⋯⋯12．9
下齿列(另一个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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