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甘肃临夏盆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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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毛犀（!"#$"%"&’(属）具有非常粗壮的骨架、厚

重的皮毛和巨大的前后角，是最知名的犀牛和被了

解得最多的更新世动物之一。然而，化石记录的缺

乏使披毛犀的早期历史仍然模糊不清。56世纪初期，

在河北省泥河湾发现了一个外壁上具有披毛犀特

殊褶曲的乳齿列，清楚地显示属于一个原始的披毛

犀种，从而被归入!"#$"%"&’( (,% (&’)*+)’(’),。这表明

披毛犀似应起源于亚洲，但由于材料太少，当时并

没有建立新种［!］。后来，尽管没有发现更多的材料，

但 还 是 以 这 件 标 本 为 正 型 创 立 了 一 个 新 种

!"#$"%"&’( &)-".(&#&,),（泥河湾披毛犀）［5］。根据一

些破碎的材料，!/ &)-".(&#&,),也被认为出现于青海

共和及山西临猗［7，8］等地。!/ &)-".(&#&,),比!/ (&0
’)*+)’(’),更小和更原始，前者的颊齿中度高冠，釉质

层薄，97呈三角形。

! 材料和特征

龙担村隶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

治县那勒寺乡，位于东乡县城南偏东约!: ;<处。临

夏盆地（图!）早更新世的东山组可分为7段，下伏地

层为晚上新世积石组砾岩，中、上段常被更新世晚期

的马兰黄土所披覆。与东山组的命名地点临夏县东山

顶不同，龙担地点的东山组下段不是湖相的粉砂岩，

而是典型的黄土沉积，厚5= <。在龙担剖面，积石砾

岩之下还依次出露了新近纪的何王家组橘黄色块状

泥质粉砂岩及底部的薄层砂砾岩，厚!= <；柳树组黄

棕色泥质粉砂岩及底部的厚层灰色和黄色砾砂岩，

厚8><；东乡组上部的棕红色块状泥岩夹灰绿色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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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披毛犀（!"#$"%"&’(属）是已绝灭的最著名的冰期动物之一。然而，披毛犀的早期记录只有少量材料来自几个约

!%: 9) ?@的中国地点。本项研究从甘肃临夏盆地最早的黄土沉积中发现一个带下颌骨的完整披毛犀头骨和一个

具乳齿列的幼年头骨，古地磁年龄测定约为5%= 9) ?@，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披毛犀遗存，将披毛犀的历史向

前推进了6%A 9)。这一发现对了解披毛犀的早期进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进步的特征显示!"#$"%"&’(属至少在上

新世就已经从真犀族中分离出来。这些!"#$"%"&’(属的化石发现于代表干冷气候条件的黄土中，应是大冰期出现和

青藏高原隆升所引起的结果。披毛犀起源于华北地区，在更新世时期广泛地扩散到欧亚大陆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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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条带，可见厚度约$#%。

在龙担剖面早更新世东山组下段最早的黄土

沉积中，发现了属于披毛犀的一个带下颌骨的完整

头骨（表"，!）和一个带右乳齿列的残破幼年头骨。根

据头骨和牙齿的性状，如鼻中隔的显著存在、门齿

的缺失、颊齿外壁的特殊褶曲，新材料被归入披毛

犀。临夏盆地的披毛犀还具有特征性的长头和强烈

升高的枕部，相似于欧亚大陆晚期的种类［&］。新材料

的乳齿外壁上具有披毛犀特殊的肋，所以无疑应归

入!"#$"%"&’(属。这些乳齿与泥河湾的!) &*+",(-
&#&.*.正型标本具有相同的尺寸和性状（表’），例如，

()"上部中谷和后谷开放，()!的原脊轻微向后倾

斜，()’的反前刺微弱。所以，我们将临夏盆地的披

毛犀归入!) &*+",(&#&.*.。 新 材 料 显 示!) &*+",(-
&#&.*.的鼻骨非常强壮，一个巨大而粗糙的穹状角座

几乎占据了整个鼻骨背面，在额骨上还有一个小型

的中央角（图!*+）。犁骨厚而高，将内鼻孔分为两个

部分（图!*,）。鼻骨显著下倾，枕部非常高；鼻中隔

几乎完全骨化，仅在后部有一个小的空腔；鼻中隔 前部有一条中央沟和两个球状结节，显示鼻中隔由

两侧的骨片合并而成；鼓后突和关节后突紧密愈合；

颊齿高冠，具有发达的前、后尖肋（图!*-）。乳齿的

前、后尖肋也非常发达，内、外齿带缺失，小刺与前刺

相连形成中凹（图!*.）。下颌联合部短而窄，无下门

齿，下颊齿外壁波曲（图!*/）。下颌联合部下缘强烈

上翘，水平支下缘显著弯曲，下颌角圆，不向后突伸

（图!*0）。

! 时 代

在临夏盆地龙担地点，产最早披毛犀的黄土层

位还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古地磁测量，临

夏盆地早更新世东山组的底部正好位于松山 1 高斯

界线上［$］。龙担地点东山组下段黄土中发现的化石

层位也恰好与这一古地磁界线相对应，所以，龙担动

物 群 的 年 龄 约 为 !2& 3+ 4)。 在 这 个 动 物 群 中 ，

/0$1#. 562， !(&*. -02 2+*+$*#&.*.， 3(&&"&*2’*. -02
1(2+45&(’+0.， 3(2+426"20’( $*2#&’*， 74&8 562，
9#.’"6*’+#6*0: 562 和 !"#$"%"&’( &*+",(&#&.*.，也 许

还有;(<#$$( 562，与泥河湾动物群中的相同或相近；

=#$#. 562，=#5(&’#6#"& -02 &*+",(&#&.#，>":"’+-
#6*0: -02 &#.’*(&0:，?*@(1(&’+#6( 562 和AB00. 562
!"#2比泥河湾动物群中的更原始；?2*06*%(# $%!& %’
562 !"#2， =(2(2( 562， ？36"24&"2#1+($0. 562，

表 ( 临夏盆地披毛犀化石的头骨测量

!"#$% ( &%"’()%*%+, -. ,/% .-’’0$ ’1($$
-. !"#$"%"&’( &)*"+(&#&,), .)-* ,/% 20+30" #"’0+

测 量 项 测量值 ) **

(+ 前颌骨末梢至枕髁 ,-.
/ + 鼻骨末梢至枕髁 0/,
1 + 鼻骨末梢至枕嵴 0,(
- + 鼻骨末梢至鼻切迹底部 /.2
, + 脑颅最小宽度 2/ & ,
0 + 额骨眶后突至枕嵴 10.
3 + 眶上结节至枕嵴 14.
2 + 泪结节至枕嵴 -1,
4 + 鼻切迹至眼眶 (14
(1 +51 后缘至枕髁 1(3
(- + 鼻骨末梢至眼眶 11.
(, + 枕面上部宽度 (-,
(0 + 枕面下部宽度 /(/ & ,
(3 + 顶嵴间最小距离 1/
(2 + 头骨顶面在眶后突处宽度 (4,
/. + 头骨顶面在泪结节处宽度 /,,
/( + 颧弓最大宽度 /4-
// + 鼻切迹底部鼻骨宽度 (/,
/1 + 枕大孔上缘至枕嵴 (,/
/, + 6/ 前头骨高度 (3(
/0 +5( 前头骨高度 (32
/3 +51 前头骨高度 (4.
/2 + 6/ 前硬腭宽度 -0
/4 +5( 前硬腭宽度 0-
1. +51 前硬腭宽度 33
1( + 枕大孔宽度 -,
1/ + 枕髁外缘间宽度 (1,

表 / 临夏盆地披毛犀化石的下颌骨测量

!"#$% / &%"’()%*%+, -. ,/% *"+01#$% -. 2-%$-0-+,"
+1/-3"+%+’1’ .)-* ,/% 41+51" #"’1+（**）

测 量 项 测量值 ) **

( &联合部前缘至上升枝后缘中央突出部 ,.2
/ &联合部后缘至上升枝后缘中央突出部 -1,
1 & 71 前下颌高度 31 & ,
- & 7- 前下颌高度 2.
, & *( 前下颌高度 4,
0 & */ 前下颌高度 (./
3 & *1 前下颌高度 (.3
2 & *1 后下颌高度 ((/
4 & *( 前水平枝间宽度 0.
(. & *1 前水平枝间宽度 02
(( &联合部长度 20
(1 &上升枝宽度（中央处） (0-
(- &髁状突横径 44 & ,
(, &髁状突处下颌高度 /02
(0 &状突处下颌高度 1/,

注：测量项编号据 78/9:;<"=>#

注：测量项编号据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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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临夏盆地披毛犀化石的颊齿测量

!"#$% ! &%"’()%*%+, -. ,/% 0/%%1 ,%%,/ -.
2-%$-3-+," +4/-5"+%+’4’ .)-* ,/% 64+74" #"’4+（**）

上颊齿
长 " 宽 " 高

##! 下颊齿
长 " 宽 " 高

##! 上乳齿
长 " 宽 " 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0 " /’ ) /
1& +& " +- " /. ) + #& /! " !. " !& ) +
1’ +* " 0/ " /* #’ +! ) + " !. ) + " !0
1! 未完全萌出 #! +’ " ’0 ) + " !& ) +

图! 临夏盆地&./0.1.234 256.742/2858的头骨和下颌骨（#$% "&’"）胀上乳齿列（#$% "&’(）

)*+,! -./00 1*23 4 5467*809（#$% "&’"）467 /::9; 5*0. 29923（#$% "&’(）

<= &./0.1.234 256.742/2858 =;<5 239 >*6?*4 84@*6
4—头骨背视；8—头骨腹视；A—头骨侧视；7—乳齿列；9—下颌骨嚼面；=—下颌骨侧视

9525:;.2 @:,，,/058 A=, <40/.852/2858和$/<3.=.8 @:,
在泥河湾动物群中尚未发现［B］。

依据各种地质年龄结果的综合判断，以往将含

&> 256.742/2858的 泥 河 湾 、共 和 、临 猗 动 物 群 的 年

龄限定为(,B$4 CD［’，&］。由于本研究在临夏盆地取

得了最早的年代证据E另文发表F，故晚更新世广泛

分 布 于 欧 亚 大 陆 北 部 的 披 毛 犀 被 确 认 在 !,G $4
CD出现于中国北部。如果第四纪的下限被确定在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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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披毛犀在欧亚大陆的起源和扩散

%&’( $ )*&’&+ ,+- -&./0*.&1+ 12 31145
*6&+1. &+ 78*,.&,

!(9 :, ;<［"#］，则!"#$"%"&’(在 临 夏 盆 地 的 首 次 出

现可以作为更新世底限的标志。

$ 起源和系统关系

根 据 头 骨 和 牙 齿 的 性 状 ， 华 北 早 更 新 世 的

!"#$"%"&’(仅有以!) &*+",(&#&-*-一个种为代表的单

系是有争议的。!"#$"%"&’(曾被假设在早更新世经历

了适应辐射，其后形成了文献中描述的多个种［""］。但

是，根据欧亚大陆!"#$"%"&’(的头骨和牙齿的差别，

我们认为!"#$"%"&’(中分异明显的类型在上新世之

前已存在于中国北部，并在中更新世及其以后扩散到

北亚和欧洲，可能存在包括几个种的多样性（图$）。

!"#$"%"&’(可能起源于真犀族的某个种。临夏盆

地!(9:, ;<的最老黄土中发现的!) &*+",(&#&-*-代

表了披毛犀已知的最早成员。它具有比!) (&’*./*0
’(’*-更原始的性状，如头骨较小的体型、较弱的额

角、鼻中隔后部较大的空腔、三角形的:$、顶嵴间较

窄的距离、较短的鼻骨且被鼻中隔与前颌骨分开、

上升的颧弓后部、较短的眶前长度和顶面与枕面间

较大的角度；下颌骨直立的上升支、前移的颏孔和

下门齿齿槽的缺失；颊齿釉质表面微弱的皱纹和较

少的白垩质、较弱的前附尖和下原尖前棱，<=真正

后脊的缺乏、><$更宽的中谷和轻度后倾的原尖以

及更弱的反前刺。

鼻中隔的骨化是一个共近裔性状。在真犀族

中，!"#$"%"&’(以鼻中隔完全的骨化达到了最进步的

状态，而1’#2+(&"3+*&/-的鼻中隔则 达 到 部 分 的 骨

化。支序分析显示!"#$"%"&’(与1’#2+(&"3+*&/-的亲缘

关系最密切，这两个属组成一个单系［"!］。确实，根据

对 临 夏 盆 地 !) &*+",(&#&-*- 头 骨 的 分 析 ， 这 个

!"#$"%"&’(属最早的种有更多相似于1’#2+(&"3+*&/-
的性状，例如!) &*+",(&#&-*-鼻骨末梢角状的弯曲

和颊齿上较少的白垩质与1’#2+(&"3+*&/-一致，而不

同于!) (&’*./*’(’*-鼻骨末梢弧形的弯曲和颊齿上丰

富的白垩质。从!) &*+",(&#&-*-的头骨上发现了一

些这两个属之间的新的共近裔性状，如强烈升高的

枕部、:$三角形的咀嚼面和短的后齿带。

= 气候环境意义

披毛犀在晚更新世的分布范围比任何犀牛都更

大，遍及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特殊的皮毛可以抵御北

极圈的寒冷，所以它在古气候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欧亚大陆北部晚更新世的哺乳动物组合通常被

称为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披毛犀是干旷草原上

的食草动物，非常适应于寒冷的气候，其前唇宽阔、

鼻角侧扁，正好可以刮开积雪寻找食草［"$］。在所有已

发现的披毛犀鼻角标本上都具有横向的条带，代表

了年生长带，显示披毛犀生活的干旷草原具有强烈

的季节性环境［"=］。临夏盆地的披毛犀具有宽阔的鼻

角角座，其强烈骨化的鼻中隔也是为了支持巨大的

鼻角。这一特征显示，临夏盆地的披毛犀与其晚更新

世的同类一样生活在冰期的严酷气候之中。

临夏盆地的!) &*+",(&#&-*-化石发现于典型的

黄土中，古地磁测定和生物地层学分析都显示这是

中国最老的黄土［"9，"@］。与中国东部古土壤层密集的

黄土不同，临夏盆地早更新世的黄土中古土壤层非

常稀少和微弱，这表明临夏盆地的气候条件更为严

酷。黄土沉积时期的气候条件比古土壤时期干燥和

寒冷，黄土是冬季风的产物［"A］，并受到大冰期出现和

青藏高原隆升的影响［"B，"C］。临夏盆地的!) &*+",(0
&#&-*-化石层位对应于古地磁的松山 D 高斯界线，正

是在这一时期，极地冰盖迅速增长，全球气候发生强

烈变化。全球冰量的变化通过陆地干旱度和冬季风

强度极大地影响黄土的沉积。因此，临夏盆地的披毛

犀是大冰期开始的一个重要指示。

衷心感谢邱占祥、王伴月教授和王晓鸣、倪喜军

博士在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参考文献：

［"］E0&46,*- -0 F6,*-&+ <，<&G0H0,8 I( J0. K,KK&20*0. 21..&4.
L&613,+（F6&+0）［I］( M++( <,401+H(，"C$#，"C："N"$=(

［!］周本雄( 披毛犀和猛犸象的地理分布、古生态与有关的气候问

题［I］( 古脊椎动物学报，"CAB，"@：9CN@9(

邓涛：甘肃临夏盆地发现已知最早的披毛犀化石 @#A



地 质 通 报 !"#$#!%&’$ ()$$"*%+ #, &-%+’ !""! 年

!"# #$%&’#()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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