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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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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在泥河湾盆地山神庙咀化石点发现大量保存完好的哺乳动物化石，已初步鉴定出如下种

类：兔科（属、种未定）、鼠兔（未定种）、直隶狼、猫科（属种未定）、硕鬣狗（未定种）、草原猛犸象、披毛犀、板齿犀

（未定种）、长鼻三趾马（未定种）、三门马、猪（未定种）、真枝角鹿（未定种）、转角羚羊（未定种）及中国羚羊等；尽

管上述种类全部属于经典泥河湾动物群成员，但其中草原猛犸象、披毛犀、野猪、真枝角鹿及转角羚羊等材料都比

前人所发现的要丰富和完整。从 ３次发掘情况看，该地点是泥河湾盆地几十年来所发现的含大哺乳动物化石种类

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地点。这些化石不仅对解决有关属种的分类与演化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对间接确认经典泥

河湾动物群的确切层位和丰富该动物群的内容是重要素材；此外，还可为解决桑干河两岸及油房断层两盘之间生

物地层对比工作的有关难题提供新证据。据野外地层的高程判断，山神庙咀动物群要比小长梁动物群的年代稍

晚，即晚于 １３６Ｍａ；而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也应与之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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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和 Ｐｉｖｅｔｅａｕ［１］于 １９３０年所
报道的泥河湾哺乳动物群，一直被视为我国北方早

更新世动物群代表，但早先所记述化石缺乏详细的

地层层位记录。此后８０年来，虽说有关泥河湾的科
研工作基本未间断，但这些工作主要侧重于如下方

面：旧石器考古
［２］
、小哺乳动物化石的采集和研

究
［３～８］

、对动物群的区域对比及综述研究
［９］
和对泥

河湾层的地层学研究
［１０～１５］

；此外还有一些对前人

所采集化石的再研究
［１６，１７］

。在泥河湾层的磁性地

层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１８～２０］

。而

对泥河湾层中大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却严重

滞后；尤其是近年来，含“泥河湾动物群”的“泥河

湾层”又被进一步划分，而相应动物群的深入研究

却未跟上；此外，因材料所限，对有些属种特征的认

识仍很有限，其起源与演化仍未搞清。可喜的是，

１９９４年，卫奇等［２１，２２］
在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附近新发

现并试掘了山神庙咀遗址，当时，在该遗址出土了不

少石制品和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现了重要的哺

乳动物化石线索；后来，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本文第
一作者领队对山神庙咀遗址进行了正规发掘，在原

发现石制品位置的西侧数米远处发现了大量保存完

好的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初步鉴定出如下属种：兔

科（属、种未定）、鼠兔（未定种）、直隶狼、猫科（未定

种）、硕鬣狗（未定种）、草原猛犸象、披毛犀、板齿犀

（未定种）、长鼻三趾马（未定种）、三门马、猪（未定

种）、真枝角鹿（未定种）、转角羚羊（未定种）及中国

羚羊等；其中长鼻类、披毛犀、野猪、转角羚羊等材

料十分难得。该地点紧邻小长梁，含化石层的时代

为早更新世的中晚期。从 ３次发掘情况看，该地点
是泥河湾盆地几十年来所发现的含属种最丰富、保

存最完好的哺乳动物化石点。这些化石不仅对解决

有关属种的分类与演化问题至关重要，尤其对犀类

及长鼻类的研究可望有新突破；并且对确认泥河湾

动物群的确切层位及丰富该动物群内容是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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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也可为地层划分和古环境重建提供新佐证。此

外，该化石点是在桑干河南岸首次发现的内容丰富

的泥河湾动物群新化石点；可望为开展桑干河两岸

的泥河湾地层对比提供重要证据。

２　化石点地质、地层概况

山神庙咀化石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大田洼乡官

厅村后，其地理坐标是 ４０°１３′０７９″Ｎ，１１４°３９′５６５″Ｅ。
该地点与小长梁旧石器遗址隔沟相望，与泥河湾盆

地最早的马圈沟旧石器遗址直线距离也就数百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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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和２）。依据最近的制高点（塬面）上已有的
高程测绘点数据（９８２７７ｍ），用普通水准仪逐段测
量，得出山神庙咀遗址化石富集层顶面的高程是

９１４２３ｍ。２００９年还专程赴化石点对地层剖面进行
了实测，并对地层大单元进行了划分；剖面线基本

沿现存的引水管道布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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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和３），即 ＮＮＥ３０°。

图 １　山神庙咀化石点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ｔ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在化石点及其周围，只出现第四系堆积物和侏

罗系基岩。第四系堆积物包括上部的土状堆积（上

更新统 ～全新统）和下部的泥河湾层；泥河湾层与
下伏侏罗系地层呈不整合接触，两者之间有一砾石

层。

山神庙咀化石点的地层自上而下大致可分为 ４
大单元：土状堆积层、上灰白色粉砂粘土层、厚层黄

褐色细砂层及下部灰绿色粉砂粘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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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本文报道的化石采自下灰绿层。自土状堆积层顶部

到泥河湾层底部，总厚度是 ７２ｍ。山神庙咀地点的
泥河湾层的层序相当复杂，要具体对其进行详细的

时代划分并非易事。鉴于山神庙咀化石点与小长梁

遗址隔沟相望，两个遗址的地层应当完全属于同一

套堆积。通过讨论前人对小长梁遗址所做的地层工

作，就基本可以获得山神庙咀的地层信息。

此前，先后有不少人对小长梁遗址进行剖面实

测及地层划分
［１１，２３～２６］

。但由于地层划分方案及剖

面所包括内容的不同，实测的地层厚度难免有一定

出入；已发表的各种数据如下：泥河湾组地层厚度

为 ７２ｍ［２３］；小 长梁剖面总厚度为 ８０９ｍ［２５］或

８０ｍ［１１］或７３ｍ［２０］及９７ｍ［２７］。小长梁剖面湖相沉积
物基本上是连续的，剖面的顶部覆盖了全新统土壤

（Ｓ０）、末次冰期黄土（Ｌ１）和末次间冰期古土壤

（Ｓ１）。因此，小长梁的上述磁极性带可与地磁极性
年表对比：３个正极性带 Ｎ１，Ｎ２和 Ｎ３分别对应于
Ｂｒｕｎｈｅｓ正极性时、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正极性亚时和 Ｏｌｄｕｖａｉ
正极性亚时。小长梁剖面 Ｂ／Ｍ 界线位于剖面深
２０９５ｍ处，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正极性亚时被记录在剖面
４６５５～４９３５ｍ 深 度 处，小 长 梁 石 器 层 位 于
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事件之下１７６ｍ［２８］。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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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化石点位置及地层单元划分（照片均从对面的照坡所拍）
（ａ）山神庙咀地层大单元划分　（ｂ）山神庙咀化石点远眺　（ｃ）山神庙咀化石点与小长梁遗址的位置关系

Ｆｉｇ２　Ｓｉｔ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ａ（Ａｌｌ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ｓ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ｈｉｌｌ）．（ａ）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ｕｎｉｔｓａｔ

　　　　　　　Ｓｈａｎｓｈｅｎｍｉａｏｚｕｉ；（ｂ）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ｎｓｈｅｎｍｉａｏｚｕ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ｎｓｈｅｎｍｉａｏｚｕｉＳｉｔｅｔｏｔｈｅＸｉａｏｃ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ｉｔｅ

图 ３　山神庙咀化石点实测地层剖面（ａ）及发掘布方图（ｂ）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ａａｔＳｈａｎｓｈｅｎｍｉａｏｚｕ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ｂ）

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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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发掘场景
１～４．野外发掘过程工作照；５．刚出露的草原猛犸象下颌骨；６．隐藏在草原猛犸象肩胛骨下面的化石堆（室内修理出）；

７～９．探方中刚出土的化石；１０～１１．含化石地层

Ｆｉｇ．４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１～４，Ｐｈｏｔｏ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５，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ｏｆＭａｍｍｕｔｈｕｓｔｒｏ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ｉｊｕｓｔｅｘｐｏｓｅｄ；６，ｔｈｅｈｅａｐ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ｃａｐｕｌａｏｆＭａｍｍｕｔｈｕｓｔｒｏ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ｉ（ｅｘｐｏｓｅｄｉ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７～９，Ｆｏｓｓｉｌｓｊｕｓｔｅｘｐｏｓｅｄ

　　　　　　　 ｉｎ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ｓ；１０ａｎｄ１１，ｆｏｓｓ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ａ

按照泥河湾盆地地层划分的现行方案，小长梁

遗址顶部的红褐色土状堆积应当属于马兰黄土，时

代为晚更新世
［７，１１，１３，１５］

。但马兰黄土之下的古土壤

层及其下伏的郝家台组的地层，在有关小长梁地区

早期的发掘报告中未被明确指出
［２３，２６］

，或者被统归

下更新统。不过陈茅南
［２５］
在其所实测的剖面中，却

将小长梁遗址上段地层明确地归入中、上更新统。

后来，在有关磁性地层学研究报告中，小长梁遗址剖

面大约 ２０ｍ处以上的地层落入布容正向期的范
围

［１８，２０］
，即，其地质时代应当是属于中更新世。

山神庙咀遗址化石富集层位于下灰绿色粉砂－粘
土层，但发掘面位于滑坡上盘。不过，由于是整体滑

坡，下滑物的层序并未被扰乱。目前，大家普遍采用

的小长梁遗址含旧石器及伴生动物群的地层时代是

１３６Ｍａ；而通过水准仪初步观测，山神庙咀化石层与
小长梁遗址的化石层几乎位于同一水平，鉴于山神庙

咀化石点存在小幅度滑坡，最后可以推断山神庙咀化

石点的时代比小长梁旧石器文化层的稍晚。

３　发掘工作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曾先后 ３次在山神庙咀做了小
规模野外发掘。发掘工作（主要包括布方、发掘、数

据采集和记录等方面）是严格按照史前考古发掘的

现行方法和规程进行的。本次发掘布方是在化石出

露点依山势走向布置，并非正南正北。探方规格是

１ｍ见方，即每个探方的面积在水平投影面上是
１×１ｍ的正方形；探方号的标记是采用英文字母与
阿拉伯数字的组合。发掘工作之前，先将山坡清理

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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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平台，直至化石层，然后再布方，并以 ２０ｃｍ
为水平层单位，逐层向下发掘；水平层标记顺序是

自上而下序数递增，总共发掘了６个水平层。
在发掘过程中，采集所有出土的化石材料及特

异的砾石；并对所有可鉴定的化石材料及大于 ５ｃｍ
的骨片都分别编号。出土的每件化石，都要经过照

相、绘图、测量及编号登记等工序。在发掘告一段落

时，还采集了含化石层的岩土样，以存备用。

截至 ２００８年，总计发掘了 ５９个探方；化石富
集层厚度为 １００ｃｍ左右。大多数化石是发现于
２００６年野外季。化石主要出现于如下探方：Ｄ５～８，
Ｄ１０～１２，Ｅ６～８，Ｅ１２～１６，Ｆ１６～１９，Ｇ１５～１７以及
Ｈ１５和 Ｈ１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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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　已发现化石材料及初步鉴定

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３次发掘中，总共获得有野
外登记号的化石标本 ４９６件。化石保存状况较好，
其中不乏完整齿列、角心及头后骨骼。初步鉴定出

的属种主要有：

兔科（属、种未定）（Ｌｅｐｏｒｉｄａｅｇｅｎ．ｅｔｓｐ．ｉｎｄｅｔ．）
鼠兔（未定种）（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ｓｐ．）
直隶狼（Ｃａｎｉｓｃｈｉｈｌｉｅｎｓｉｓ）
猫科（属、种未定）（Ｆｅｌｉｄａｅｇｅｎ．ｅｔｓｐ．ｉｎｄｅｔ．）
硕鬣狗（未定种）（Ｐａｃｈｙｃｒｏｃｕｔａｓｐ．）
草原猛犸象（Ｍａｍｍｕｔｈｕｓｔｒｏ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ｉ）
披毛 犀 泥 河 湾 亚 种 （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

ｎｉｈｏ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板齿犀（未定种）（Ｅｌａｓｍ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ｐ．）
长鼻三趾马（未定种）（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ｄｉｐｐａｒｉｏｎｓｐ．）
三门马（Ｅｑｕｕｓｓａｎｍｅｎｉｅｎｓｉｓ）
猪（未定种）（Ｓｕｓｓｐ．）
真枝角鹿（未定种）（Ｅｕ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ｏｓｓｐ．）
转角羚羊（未定种）（Ｓｐｉｒｏｃｅｒｕｓｓｐ．）
中国羚羊（Ｇａｚｅｌｌ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牛亚科（属、种未定）（Ｂｏｖｉｎａｅｇｅｎ．ｅｔｓｐ．ｉｎｄｅｔ．）
其中以直隶狼、三门马、披毛犀、真枝角鹿、转角

羚羊及中国羚羊等化石最为多见。值得一提的是，

在该化石点，发现了较多和较好的猪科动物化石；

过去，在泥河湾层发现的猪科化石十分稀少，而这次

在山神庙咀却发现了上、下颌骨并带牙齿。

本项研究的有关重要属种讨论如下。

４１　直隶狼

在山神庙咀地点发现不少直隶狼化石，其中包

括头后骨骼的主要部件和若干较为完好的下颌骨。

此类化石最大的特点是下 ｍ１的下后尖和下内尖极
度萎缩，上、下 Ｍ２较发育，但仍然存在。尽管它与
拟豺（Ｘｅｎｏｃｙｏｎｄｕｂｉｕｓ）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总体特
征还是在犬属的变异范围。此次发现的下颌骨及头

后骨骼数量，都是该种之最。可望通过对这批材料

的研究，为解决我国早期大型犬类与拟豺的分类及

演化关系提供新证据。

４２　真象类

泥河湾的真象类化石，在分类方面一直未取得

共识。在最初的发掘报告中，将其鉴定为 Ｅｌｅｐｈａｓ
ｃｆ．ｔｒｏ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ｉ［２９］。后来，又都将泥河湾发现的真象
类化石归入纳玛古菱齿象

［１，２７，３０，３１］
。最近几年，有

人将泥河湾层底部的真象类化石归入啮齿象或称草

原猛犸象（Ｍａｍｍｕｔｈｕｓｔｒｏ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ｉ）［１６，３２］。过去一直
认为草原猛犸象是从欧洲起源，然后扩散到亚洲的，

而最新研究表明，草原猛犸象是起源于我国泥河

湾
［１６］
。通过最近几年研究，草原猛犸象化石在泥河

湾盆地的存在已被进一步证实
［３３，３４］

；但遗憾的是，

这些早先的草原猛犸象化石材料并不丰富，人们对

这类动物的认识还仅停留在残破下颌骨、部分臼齿

及少量门齿的特征上。而山神庙咀遗址却出土了丰

富的草原猛犸象化石材料，包括较为完整的下颌骨

带乳颊齿及头后骨骼（桡－尺骨、腕骨、胫骨及距骨
等）；这将为进一步认识泥河湾层的真象化石的形

态特征提供宝贵资料。

４３　马科动物

针对泥河湾层中的真马化石，先后建立了两个

种，即三门马（Ｅｑｕｕｓｓａｎｍｅｎｉｅｎｓｉｓ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
ｅｔＰｉｖｅｔｅａｕ，１９３０）［１］ 和 德 氏 马 （Ｅｑｕｕｓ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ｉ
Ｅｉｓｅｎｍａｎｎ，１９７５）［３５］。这两种马的主要区别是个体
大小，前者大，后者小；此外，两者的门齿也有所不

同。在同一地点和同一层位，何以会存在两种真马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是否也有可能是同一种类的不

同性别。此外，泥河湾层中马科化石的另一个最大

特征是同时存在两种三趾马：小型的三趾马和大型

的中国长鼻三趾马
［２７］
。这 ４种马科动物在泥河湾

层中到底是共生的还是先后出现的尚不清楚。不

过，在山神庙咀只鉴定出 ２种马科动物：三门马和
三趾马，前者的材料较为丰富，包括上、下颌骨及丰

富的头后骨骼，而后者只发现了 １件较为完整的第
三掌骨和 １件完整的蹄骨，掌骨长度为 ２２８ｍｍ，比

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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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沙沟的中国长鼻三趾马第三掌骨（长 ２６１ｍｍ）［１］

明显较小。尽管前者长度不在中国长鼻三趾马的变

化范围（２５５～３００ｍｍ）［３６］，但其长度仍然比普通三
趾马要大，而在原始长鼻三趾马（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ｄｉｐｐａｒｉｏｎ
ｐａｔｅｒ）第三掌骨的长度变化范围（２２０～２４０ｍｍ）［３６］

之内。从近端关节面特征上，山神庙咀的标本与原

始长鼻三趾马更接近。但鉴于该种尚未有第四纪的

化石记录，暂且将其作为未定种处理为宜。

４４　披毛犀

最早以泥河湾材料命名的泥河湾披毛犀

（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ｎｉｈｏｗａｎｅｎｓｉｓ），其模式地点的材料至今
仍然十分有限，尽管近年来发现于甘肃临夏的早期

披毛犀材料也被归入该种
［３６，３７］

，但两者是否真的属

于同一种还有待更多材料来证实。泥河湾盆地的披

毛犀代表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披毛犀，尤其是在

大南沟地点的泥河湾层较靠下部层位中发现的披毛

犀已很接近典型披毛犀，甚至有的学者
［３８］
干脆将其

归入典型披毛犀（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在虎头梁
早更新世末期地层中发现的披毛犀

［３９］
已经十分典

型。目前关于泥河湾盆地的披毛犀，关键问题是早

期的材料是否可直接归入典型披毛犀。山神庙咀地

点出土的披毛犀化石是泥河湾盆地单一地点中最丰

富的，包括几乎完整的幼年头骨（带下颌骨）、上颌

骨带完整乳齿系、肩胛骨、桡骨、胫骨、腓骨及脚骨

等。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材料的形态特征和测量数

据基本都在晚期的典型披毛犀的变化范围，最多只

能在亚种一级有所区分。此外，还有少量头后骨骼，

由于其明显较大，形态也与披毛犀的有所差异，可能

是属于板齿犀的。

４５　猪

以往在泥河湾层中发现的猪化石材料很少；但

山神庙咀却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包括上、下颌骨

带完整齿列。这对研究泥河湾盆地猪类动物的分类

演化及古环境重建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４６　真枝角鹿（梳枝鹿）

泥河湾是布氏真枝角鹿的模式地点；该类动物

是体形十分庞大的鹿类。据第一作者统计研究，发现

该属在中国的分布十分有限，主要限于华北地区早更

新世时期；有关我国此类动物的来源仍然没有解决；

不过，该属早更新世时在欧洲却曾广泛分布，先后命

名了１２个种［４０］
；这类动物对欧亚大陆动物群的区域

对比有重要意义。在山神庙咀发现的该类动物的化

石材料，包括完整颊齿列和若干头后骨骼等；此前，

该类动物的头后骨骼在国内尚未见报道过。

４７　转角羚羊

地质年代最老的转角羚羊翁氏转 角羚羊

（Ｓｐｉｒｏｃｅｒｕｓｗｏｎｇｉ）就是以泥河湾材料而命名的，但
对该种的起源仍然不清，分类仍有争议

［４１］
；主要原

因是该种的材料贫乏。在山神庙咀发现该类动物的

完整角心及齿列，其中角心化石比翁氏转角羚羊的

模式标本还要完整；此外，还有若干件头后骨骼。

不论是头部骨骼还是头后骨骼，在山神庙咀新发现

的该类动物的化石都是国内最好的。

４８　中国羚羊

从大小及特征的初步观察，目前在山神庙咀发

现的 羚 羊 化 石 可 暂 且 归 入 中 国 羚 羊 （Ｇａｚｅｌｌ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因为，在 ｐ４特征方面，山神庙咀材料与中
国羚羊的更相似，两者在下后尖与下内尖之间都存

在一深的舌侧谷，而此特征在普氏原羚（Ｐｒｏｃａｐｒ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中表现不很明显。不过，山神庙咀材料
的各项测量数据要比先前报道的中国羚羊的都要

小，并且角心横截面更近椭圆形。在山神庙咀已发

现不少中国羚羊的材料，有若干完整角心及下齿列。

在山神庙咀化石点，除直隶狼之外，其他肉食类

动物十分稀少，可鉴定为鬣狗的只有 １件下颌骨带
乳齿系及未使用的 ｍ１；可鉴定为大型猫科动物的，
只有１件下颌骨残段带角突、冠状突及髁突。

５　化石点时代判断及有关讨论

５１　经典泥河湾动物群产出地点及层位的订正

　　在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和Ｐｉｖｅｔｅａｕ［１］发表的有关
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详细研究报告中，并未提供更

多有关发掘地点和化石层位的详细记录，加之该动

物群的化石采集工作又分多次进行。因此，对该动

物群的来源一直存在疑问，究竟是产出于单一地层

单元的动物群还是一个混杂动物群的问题困扰了不

少学人。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对这一问题的考证取

得了新进展，首先是通过对动物群组成成分的分析

并与欧洲有关动物群的对比，邱占祥
［９］
认为未发现

有不同时代动物混杂一起的现象。这就是说，由

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和 Ｐｉｖｅｔｅａｕ［１］所报道的经典泥河
湾动物群应当是一个有特定时代意义的动物群；经

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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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泥河湾动物群化石主要产自泥河湾层的中、下部。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早期的发掘报告中再寻找当年

野外工作的有关信息；在发掘报告中，Ｂａｒｂｏｕｒ
等

［２９］
将泥河湾盆地的新生代晚期堆积（泥河湾组

Ｎｉｈｏｗ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划分为 ５层，自下而上依次为：
１．红粘土；２．砂砾层；３．中部砂及粘土层；４．上砂
砾层；５．白色泥灰层。其中第 ３层（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ａｎｄｓａｎｄｃｌａｙ）是化石富集层。该报告还提到，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发现的泥河湾动物群化石主要是采自
泥河湾村及下沙沟村附近，其中在下沙沟村周围大

约１８ｋｍ范围内发掘了大约 ２５个透镜体。哺乳动
物化石一般在含椎实螺化石的绿色砂层（ｇｒｅｅｎ
Ｌｉｍｎｅａｓａｎｄｓ），而更多是在红色砂质粘土层；化石
一般被包裹在胶结坚硬的透镜体中（Ｂａｒｂｏｕｒ等，
１９２７，ｐ２７２：“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ｉｎｄｓｗｅｒｅｍａｄｅ
ａｔｔｈｉｓ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ｏｆＮｉｈｏｗａｎａｎｄＨｓｉａｓｈａ
ｋｏｕ．Ｉｎａｌｌｓｏｍｅ２５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ｗｅｒｅ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
２０００ｙａｒｄｓｏｆｔｈｉｓｌａｔｔｅｒ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ａｒｅ，ｅｉｔｈ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Ｌｉｍｎｅａｓａｎｄｓ，ｏｒ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ｒｅｄｄｉｓｈｂｅｄｓｏｆｓａｎｄｙｃｌａｙ，ｏｆ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ｗｈｅｒｅｂｏｎｅｓｆｏｒｍ 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ａｓｓｅｓｅｎｃａｓｅｄｉｎ
ｈａｒ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ｏｎｓ．”）。这就是说，当年发现的泥河湾
动物群绝大多数是采自下沙沟和泥河湾村附近的两

个化石富集层；但采集化石的具体剖面位置却未见

有文字记载。在当年曾参加过发掘工作的当地村民

的指认下，卫奇和黄为龙
［４２］
考证认为，现在能够确

认的当年桑志华（Ｌｉｃｅｎｔ）等人在下沙沟村附近采集
化石的地点有井沟、瓜地沟和大水沟，其中还正好在

井沟地点的发掘中发现了当年发掘时的镐印。２００９
年笔者一行曾到下沙沟村附近的大水沟再次进行考

察，确实也发现了不少当年发掘时遗留下的碎骨。

总之，经典泥河湾动物群是发现于下沙沟村和泥河

湾村附近的若干个化石地点的两个化石层位，基本

可视为同时期。

５２　关于泥河湾层的地质时代讨论

关于泥河湾层所代表的地质时代，至今未达成

共识。在２０世纪，有很长时期都认为泥河湾层只代
表早更新世的堆积

［１，２９，４３］
；但最近几十年来，关于

泥河湾层的地质时代问题却产生了很大分歧，至今

未取得统一认识
［１３］
，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观

点：晚上新世至中更新世末
［１１］
；晚上新世至晚更新

世
［４４，４５］

；更新世最早期到中更新世末
［７，４６］

；更新世

最早期到晚更新世
［１５，２５，４７］

。笔者认为，目前的首要

任务是要彻底界定“泥河湾层”、“泥河湾组”和“泥

河湾阶”及“泥河湾期”这些基本概念，只有在统一

了这些标准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泥河湾盆地晚新生

代地层的划分取得正确认识。

５３　关于泥河湾层底界的讨论

在过去很多年，泥河湾层被划分为上、下两段，

古地磁测定表明，上、下泥河湾组的分界正好与地磁

极性年表的 Ｍ／Ｇ界线吻合，约 ２４８Ｍａ；而含东窑
子头动物群及稻地动物群的泥河湾层下部地层被归

入上新统；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将上泥河湾组的

底界作为第四系下限
［４８］
。不过，在实际工作中，泥

河湾层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却十分复杂，至今未

完全探查清楚；主要原因是泥河湾层（组）的出露情

况不同，厚度变化很大，从数十米到数百米
［１２］
。湖

积台地的泥河湾层厚度变化很大，小长梁断裂以北，

厚达１４０ｍ多，断裂以南，小长梁剖面泥河湾层仅厚
７０ｍ左右［２８］

；而在蔚县－阳原湖盆中心部位，泥河
湾组地层的最大厚度可达 ５００ｍ［４８］。这说明在不同
区域泥河湾层开始堆积的时间有所差异，堆积速率

也不同；古湖泊学研究也证实了这点
［４９］
。而从地

层接触关系方面，就笔者的野外观察，泥河湾层的底

界至少有两种情况：泥河湾层与下伏三趾马红土呈

假整合接触（石匣、上沙沟、红崖）；泥河湾层与侏罗

系岩石接触（小长梁地区）；此外，在前人工作中，也

有发现泥河湾层（组）与下伏湖沼相上新世地层呈

整合接触，如郝家台的台儿沟剖面
［１３］
；在阳原县浮

图讲乡井儿洼村的钻井资料中，泥河湾组地层的厚

度逾２００ｍ［１２］。
总之，泥河湾层的底界是不等时的；盆地内不

同区域泥河湾层的厚度也各不相同；泥河湾盆地内

不同地点也存在明显的相变。

５４　经典“泥河湾动物群”时代问题及泥河湾盆地
各地点动物群对比

　　在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和Ｐｉｖｅｔｅａｕ［１］发表了经典
泥河湾动物群专著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尤其是 １９４８
年１８界国际地质大会以后，该动物群就一直被认为
是中国北方早更新世动物群的代表。但近几十年

来，由于沉积学及年代学新方法的运用，泥河湾层被

进一步细分，随之，“经典泥河湾动物群”或“泥河湾

动物群（狭义）”的时代含义及其代表性就受到各方

质疑。此外，随着泥河湾盆地生物地层工作的广泛

开展，又有不少新的化石点被发现。在泥河湾层中，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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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又发现和命名了新的哺乳动物群，如：稻地动

物群、东窑子头动物群、小长梁动物群、东谷坨动物

群及马圈沟动物群等；而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名称

也曾经被“下沙沟动物群”所取代
［５０］
。目前，这些

不同地点的化石或称其为不同的“动物群”之间的

时代关系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后期新构

造运动影响及河流切割，使得区域内泥河湾层的对

比至今仍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主要问题是蔚县盆地

与阳原盆地（狭义的泥河湾盆地）的地层对比、桑干

河两岸地层对比、桑干河南岸油房断层两盘之间地

层对比等。

尽管近些年来，磁性地层学研究获得了大量数

据，得到有关动物群的地磁极性年代如下：马梁动物

群为０７８Ｍａ，东谷坨动物群约为１１Ｍａ，小长梁动物
群为１３６Ｍａ，马圈沟－Ⅲ动物群为１６６Ｍａ，半山动物
群为１３２Ｍａ［２０］；但这些数据还不够系统，还不足以
将泥河湾盆地各个动物群串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演化

序列。其原因之一就是上述各个“动物群”的化石还

不够丰富、保存状况也欠佳。而目前最大困扰是经典

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问题尚未解决。在过去几十年

里，对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先后经历了以下不同

阶段的认识：三门期（晚上新世或更新世早期）
［１，２９］
；

更新世初期或下三门期
［５１］
；下限约相当 １８Ｍａ［５２］；

泥河湾期的中期，即介于 １１５～１８０Ｍａ［５０］；与欧洲
晚维拉方早期的 Ｏｌｉｖｏｌａ动物群最为接近，其年代应
在１８Ｍａ左右［９］

等。从目前认识来看，更多人认为

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地质时代应当不超过１８Ｍａ，但
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并相对可信的地质

年代测年数据。

５５　山神庙咀动物群时代初步判断

小长梁动物群与区域内经典泥河湾动物群及其

他化石点的时代关系至今不清。经典泥河湾动物群

是发现于桑干河北岸，而小长梁动物群与新发现的

山神庙咀动物群却都是发现于桑干河南岸。但遗憾

的是，至今无人对桑干河两岸的生物地层做过成功

对比。小长梁地区的泥河湾层与桑干河北岸的地层

厚度和序列均有明显差异，按照前人对泥河湾村及

下沙沟村附近泥河湾层的划分，在其堆积序列中先

后存在两个砂砾层，但在小长梁地区却并不明显。

在动物群方面，前人也做过一些对比和时代划分，将

小长梁遗址动物群的时代定为早更新世中期，而将

（下沙沟）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确定为早更新

世晚期
［４９］
。但也有学者将下更新统泥河湾层划分

为如下３个阶段：出露在红崖一带的属于早更新世
早期；早更新世中期地层出露在红崖剖面上部、郝

家台剖面下部、下沙沟及东城辛窑子剖面；早更新

世晚期地层见于郝家台剖面中部和小长梁剖面下

部
［５３］
。由此看来，有关下沙沟与小长梁两地的生物

地层关系至今未达成共识。根据前人工作，小长梁

遗址有３个含哺乳动物化石的层位［２３～２５］
；初步据

高程判断，山神庙咀化石层与小长梁遗址的中间化

石层相当，即稍晚于 １３６Ｍａ。值得欣喜的是，新发
现的山神庙咀化石点，其动物群的组成与经典泥河

湾动物群完全一致，这对间接推断经典泥河湾动物

群的地质年代，开展泥河湾盆地内各个化石点时代

的对比无疑是一个重要证据；尤其是对推动桑干河

两岸及油房断层两盘之间各个遗址及其动物群的时

代对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６　小结

山神庙咀化石点是近几十年来在泥河湾盆地所

发现的最好的大哺乳动物组合，也是迄今在桑干河

南岸的泥河湾层中所发现的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点；该化石点有明确的地层层位，对泥河湾盆地内

生物地层对比及丰富泥河湾动物群的内容具有重要

意义。据初步鉴定，该化石点共出土哺乳动物化石

１５属种，全部属于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成员；但该
化石点所出土的直隶犬、草原猛犸象、早期披毛犀、

猪及转角羚羊等属种的化石材料，却比前人发现的

要完整和丰富；这为进一步了解泥河湾动物群主要

成员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演化问题提供了新证据。山

神庙咀化石点的发现，将为解决桑干河两岸及油房

断层两盘之间生物地层对比工作的有关难题提供新

证据。据初步判断，山神庙咀动物群要比小长梁动

物群的年代稍晚；而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也应

与此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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