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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阿城交界洞穴遗址的哺乳动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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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龙江阿城交界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来自洞穴堆积下部的第 ５层和第 ６层，目

前鉴定出 １２个种类，以北方种类为主，缺少披毛犀和猛犸象等典型的喜冷种类，是生存于亚温暖期向寒冷期过渡

阶段的北方动物群。交界动物群以含原东北鼢鼠相似种、东北兔（翁氏兔）和梅氏犀等中更新世类型为特征，在组

成上与中更新世中晚期的金牛山和庙后山动物群、晚更新世的小孤山动物群和古龙山动物群接近。堆积下部第 ６

层出土的化石种类可能生存于距今 １５４～２６６ｋａ之间的亚温暖期（倒数第二冰期Ⅱ和Ⅲ阶段之间）末尾，适合喜温

的梅氏犀及对温差适应能力较强的北京斑鹿、斑鬣狗等大型动物的生存；而出土于第 ５层的化石种类可能生存在

暖冷交替的倒数第二冰期Ⅲ阶段初始（距今 １５４ｋａ）附近，适合旱獭、原东北鼢鼠、东北兔等小型草原型哺乳动物的

生存。交界动物群生存时期的环境为草原与森林镶嵌存在，在亚温暖期时（下部第 ６层堆积时期）的森林面积较

大，而在冷暖期转变时（次下部第 ５层堆积时期）森林面积缩小、草原面积增加。

主题词　　旧石器遗址　中更新世　交界洞穴　哺乳动物群　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　　　Ｐ５３４．６３＋１，Ｑ９１５．８７　　　　文献标识码　　Ａ

　　第一作者简介：于汇历　男　５９岁　研究员　旧石器考古专业　Ｅｍａｉｌ：ｙｕｈｕｉｌｉ２０６＠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批准号：ＫＺＣＸ２－ＹＷ－１５９）资助

２０１１－０３－０１收稿，２０１１－０４－１４收修改稿

１　前言

交界洞穴遗址座落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交界镇工人新村中心东北约 ４００ｍ的名为双扶的石
灰岩采矿场内，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的东南方向，距离

哈尔滨防洪纪念塔的直线距离约 ６０２１ｋｍ。洞穴入
口的 ＧＰＳ地理坐标为 ４５°２１′０７７″Ｎ，１２７°０５′１６８″Ｅ；
海拔高度１８３ｍ。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中下旬，交界镇双扶
采石场场长黄希江委托其侄黄志伟向黑龙江文物考

古研究所汇报了在采石场发现龙骨的情况，本文第

一作者便率有关人员前往采石场进行试掘，采集到

一些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专

款资助，１９９７年 ７～９月本文第一作者率队在交界
洞穴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发掘面积１００余平方米，
出土石制品１００余件，哺乳动物化石２千余件，并对
发掘经过做了不同程度的报道

［１，２］
。但是哺乳动物

化石的系统研究工作由于工作繁忙而一直未能进

行。以往在黑龙江省境内发现的顾乡屯、昂昂溪大

兴屯、阎家岗和五常学田等哺乳动物群的时代均为

晚更新世
［３～７］

，而交界动物群据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陈铁梅教授对梅氏犀牙齿进行铀系法年代测定为

１７５ｋａ［１，２］，为中更新世。因此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遗址，交界洞穴遗址在地理位置上为我国最靠北、年

代上为黑龙江省最早的旧石器遗址；作为第四纪哺

乳动物群，交界动物群也是黑龙江省境内最早的。

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个地点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系统

记述，为我国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的研究提供一些不

可缺少的资料。

交界洞穴发育在石灰岩中，为南北向水平溶洞。

１９９７年发掘时的出露长度为 ２０５ｍ，最宽处超过
７ｍ。由于采石爆破，南部洞顶已被破坏，洞口估计
应在北端。洞穴堆积地层已发掘的部分自上而下可

分为６层：
１．黄土状亚粘土，未见动物化石及石制品，厚 １７～

１８ｍ。

２．橘黄色粘土，未见动物化石及石制品，厚 ０１～０５ｍ。

３．灰黄色粘土，含大量灰黑色泥质板岩碎块，含少量动

物化石及石制品，厚 ０～０６ｍ。

４．黑色古土壤层，土质纯净，略呈蒜瓣状结构。该层沿

洞穴地形走势分布，中西部较高，东部较低。未见动物化石

及石制品，厚 ０１０～０２５ｍ。

５．灰绿色粘土夹红黄色土块，含较多的中、小型哺乳动

物化石及石制品，厚 １５～２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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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红黄色粘土夹角砾，从上往下角砾的密度逐渐增大。

在角砾之间充填有石制品及以梅氏犀为主的大型哺乳动物

化石和部分其他哺乳动物化石。该层厚度不详，已发掘的深

度在 １０～１５ｍ之间。

哺乳动物化石主要出土于第５层灰绿色粘土夹
红黄色土块及第 ６层上部的红黄色粘土夹角砾中。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两次发掘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
虽然有两千多件，但是大部分标本的保存状况都比

较破碎，只有一些标本的保存状况较好。下面对这

些保存较好的标本进行系统记述。

２　哺乳动物化石系统记述

哺乳动物纲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Ｂｏｗｄｉｓｈ，１８８２
　　鼠形亚目 ＭｙｏｍｏｒｐｈａＢｒａｎｄｔ，１８５５
　　　鼠超科 ＭｕｒｏｉｄｅａＩｌｌｉｇｅｒ，１８１１
　　　　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８１７
　　　　　鼢鼠亚科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ｃｉｎａｅＬｉｌｌｊｅｂｏｒｇ，１８６６
　　　　　　鼢鼠属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Ｌａｘｍａｎｎ，１７６９
　　　　　　　原东北鼢鼠（相似种）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
ｃｆ．ｐｒｏｓｉｌｕｒｕｓＷａｎｇｅｔＪｉｎ，１９９２
材料　带有 ｉ１和 ｍ１的右下颌骨残段 １件

（９７ＡＪ：２９）。
描述　标本 ９７ＡＪ：２９是 １件右下颌骨，保存部

分有下门齿、下颌体中下门齿与颊齿之间的部分、颊

齿齿槽部分及 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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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Ａ和 １Ｂ）。从保存部分看，
下颌体颊侧的颏孔位于 ｍ１前下方，下颌支起于 ｍ１
后缘（

书书书

图１Ｂ）。下门齿 ｉ１侧视呈弯弓形，嚼面视齿
端凿形。ｉ１横截面前后径 ２０ｍｍ，内外径 ２４ｍｍ。
下臼齿 ｍ１嚼面视齿脊排列呈斜的 ω形；前帽稍
窄；后环较宽；３个舌侧褶沟前面的较浅，后面两个
较深；３个舌侧褶角均较锐；两个颊侧褶沟均较浅；
３个颊侧褶角均较圆钝。ｍ１长４１ｍｍ，宽１９ｍｍ。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的形态为典型的鼢鼠类
型，如下臼齿嚼面视齿脊排列呈斜的 ω形。与产于
哈尔滨阎家岗遗址的东北鼢鼠

［６］
相比在形态上比

较相似，如 ｍ１有 ３个舌侧褶角和两个颊侧褶角。
与产于大连古龙山遗址

［８］
的东北鼢鼠相比，交界标

本的尺寸明显小于古龙山标本的最小值（ｍ１长
４４ｍｍ，宽２０ｍｍ）。与大连海茂遗址［９］

的原东北

鼢鼠相比，它们在形态上很接近，在尺寸上也很接近

（ｍ１尺寸的平均值为长 ３９４ｍｍ，宽 ２０６ｍｍ）。因
此从形态和尺寸上看，交界标本更接近于原东北鼢

鼠。由于标本较少，暂时把交界标本归入原东北鼢

鼠的相似种。不论交界标本是应该归入东北鼢鼠还

是原东北鼢鼠，从它个体较小这一点可以看出交界

标本代表的是一种个体较小的鼢鼠，在演化系列上

应该早于古龙山、阎家岗、山城子等遗址出土的东北

鼢鼠。

关于鼢鼠的科一级归属，目前从事现生动物分

类和赞同分子生物学分类的同仁普遍将鼢鼠归入鼹

形鼠科（Ｓｐａｌａｃｉｄａｅ）［１０］，而从事古生物分类的同仁
则认为根据化石证据则应将鼢鼠归入仓鼠科

［１０］
。

笔者认为在分类中应充分考虑化石证据，而分子生

物学分类的有些方法尚有待完善，所以支持将鼢鼠

归入仓鼠科的分类方法。

兔形目 ＬａｇｏｍｏｒｐｈａＢｒａｎｄｔ，１８５５
　兔科 Ｌｅｐｏｒ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８１７
　　兔属 Ｌｅｐ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真兔亚属 Ｌｅｐｕｓ（Ｅｕｌａｇｏｓ）Ｇｒａｙ，１８６７
　　　　东 北 兔 Ｌｅｐｕｓ（Ｅｕｌａｇｏ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ｓ
（＝翁氏野兔 Ｌｅｐｕｓｗｏｎｇｉ）Ｒａｄｄｅ，１８６１
材料　带有颊齿的左、右上颌骨碎块各 １件

（９７ＡＪ：５１８和９７ＡＪ：５６１），带有 ｐ４～ｍ２的不完整左
下颌骨（９７ＡＪ：３７８）１件，带有 ｍ１～ｍ２的不完整右
下颌骨（９７ＡＪ：１８０）１件。还有一些破碎的上下颌骨
及单独的牙齿。

描述　标本 ９７ＡＪ：５１８保存了右上颌骨的大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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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Ｃ），而标本 ９７ＡＪ：５６１保存了左上颌骨的大
部分。从保存部分看，上颌骨颧突颈较短、较粗壮，

上颌骨颧突翼向前略伸展，但更多地后向延伸。颊

齿齿槽向下突起，使得颊齿齿槽部分整体呈突出于

上颌骨的长岛。上颌骨上保存有 Ｐ４和 Ｍ１两枚颊
齿。这两枚颊齿均由前后两个纺锤形的齿脊组成，

牙齿高冠。Ｐ４长２３ｍｍ，宽４７ｍｍ；Ｍ１长２２ｍｍ，
宽４６ｍｍ。虽然上颌骨的齿槽上只保存有两枚颊
齿，但从齿槽上可以看出前臼齿和臼齿各有３枚，其
中Ｐ２较小，Ｍ３很小。标本９７ＡＪ：５６１保存了左上颌
骨的大部分，形态与９７ＡＪ：５１８相同。

标本９７ＡＪ：３７８为带有 ｐ４～ｍ２的不完整左下
颌骨，下颌体除了下颌联合部外基本保存下来。标

本颊齿视前端的高度很低，而向后高度增加较快，在

颊齿齿槽部分为甚，至咬肌窝处达到最大；１个相
对较大的颏孔位于 ｐ３的前下方（

书书书

图１Ｅ）。标本上
存留的颊齿为 ｐ４～ｍ２共 ３枚，但从齿槽骨嚼面视
可见 ｐ３和 ｍ３齿根留下的痕迹，并在 ｍ３的后方有
１个明显的下颌孔（

书书书

图１Ｄ）。和上颊齿相似，下颊齿

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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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出土于交界洞穴的原东北鼢鼠（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ｃｆ．ｐｒｏｓｉｌｕｒｕｓ）和东北兔（Ｌｅｐｕｓ（Ｅｕｌａｇｏ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ｓ）标本
原东北鼢鼠（相似种）右下颌骨（９７ＡＪ：２９）嚼面视（Ａ）和颊侧视（Ｂ）；东北兔上颌骨（９７ＡＪ：５１８）嚼面视（Ｃ）

和下颌骨（９７ＡＪ：３７８）嚼面视（Ｄ）及颊侧视（Ｅ）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ｃｆ．ｐｒｏ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ｎｄＬｅｐｕｓ（Ｅｕｌａｇｏ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Ｃａｖｅ

图 ２　出土于交界洞穴的狗獾（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上、下颌骨
左上 Ｍ１（９７ＡＪ：１７３）嚼面视（Ａ）；右下颌体（９７ＡＪ：２５２）嚼面视（Ｂ）与颊侧视（Ｃ）；左下颌体（９７ＡＪ：３２７）嚼面视（Ｄ）与舌侧视（Ｅ）

Ｆｉｇ２　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ｊａｗｓｏｆ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Ｃａｖｅ

也是由前后两个纺锤形的齿脊组成，牙齿高冠。ｐ４
长３５ｍｍ，宽３５ｍｍ；ｍ１长３１ｍｍ，宽３８ｍｍ；ｍ２
长３０ｍｍ，宽 ３５ｍｍ。标本 ９７ＡＪ：１８０保存了右下
颌体的大部分，带有 ｍ１～ｍ２，形态与 ９７ＡＪ：３７８
相同。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的上颊齿有 ６枚，且下
颌体的高度从前向后较快地增加，下前臼齿褶沟较

发育，明显区别于鼠兔（上颊齿为 ５枚，下颌体高度
从前向后增加缓慢，下前臼齿褶沟不发育），而为兔

属的典型特征。产于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的兔属种

类有 ３个［１１］
，其中的野兔个体较大，“欧洲兔”（又

被认为是草兔）的下颌体较小、高度较低，而其中的

“翁氏兔”和交界遗址的标本非常接近。与产于辽

宁金牛山的“翁氏兔”头骨
［１２］
相比也有很大的相似

性，例如上颌齿槽呈岛状突出于头骨的腭面。产于

大连古龙山遗址的蒙古兔（又被认为是草兔）
［８］
与

东北兔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可以间接地了解到交界

标本与古龙山标本的区别。张兆群
［１３］
对产于中国

的兔属化石分类进行整理，认为“翁氏兔”是无效的

种名，可以分别归入草兔和东北兔中，而金牛山的

“翁氏兔”可以归入东北兔。因此与金牛山“翁氏

兔”相近的交界标本也可以归入东北兔，庙后山的

“翁氏兔”也同样可以归入东北兔。虽然东北地区

的“翁氏兔”可以归入东北兔，但是在分类上曾经存

在的“翁氏兔”还是有它生物年代学上的意义的。

金牛山和庙后山的“翁氏兔”产出层位较低，为中更

新统。所以可以归入“翁氏兔”的标本指示一种“绝

灭”的中更新世兔属种类。

现生东北兔的生态环境既包括森林又包括草原，

在山地和平原都有分布，以木本的树皮、嫩叶、枝芽和

草本植物的叶、芽、花和种子等为食。东北兔化石的

出土指示化石生存的时代当地存在着类似的植被。

食肉目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Ｂｏｄｗｉｃｈ，１８２１
　犬形亚目 Ｃ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ａＫｒｅｔｚｏｉ，１９４３
　　鼬科 ＭｕｓｔｅｌｉｄａｅＦｕｓｈｅｒｄｅＷａｌｄｈｅｉｍ，１８１７
　　　獾亚科 Ｍｅｌｉｎａｅ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３８
　　　　狗獾属 ＭｅｌｅｓＢｒｉｓｓｏｎ，１７６２
　　　　　狗獾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材料　１枚左上 Ｍ１（９７ＡＪ：１７３），近于完整的右
下颌体１件（９７ＡＪ：２５２），缺失吻部的左下颌体 １件
（９７ＡＪ：３２７）。

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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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标本 ９７ＡＪ：１７３为左上 Ｍ１（

书书书

图２Ａ），齿
冠嚼面视呈梯形，颊侧边较短，舌侧边较长。颊侧的

前尖和后尖大小相近，前尖稍大。齿冠后侧中间、后

尖的内侧有１小的后附尖。齿冠的中央有１条前后
向的嵴，由原小尖、原尖和次尖排列相连而成，向后

偏向舌侧。前、后、内齿带明显，外齿带很发育。颊

齿测量数据及比较见

书书书

表１。

表 １　交界洞穴的狗獾牙齿测量及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Ｃａ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
交界

Ｍｍｅｌｅｓ
马山洞［１４］

Ｍ．ｃｆ．ｍｅｌｅｓ
海茂［９］

Ｐ４长 ９３ ８０

Ｐ４宽 ６３ ６６

Ｍ１长 １２９ １２８

Ｍ１宽 １１６ １０８

ｐ２长 ４２ ２９～３３ ４５

ｐ２宽 ２５ ２１～２２ ３０

ｐ３长 ５７ ４１～５６ ５０

ｐ３宽 ３１ ２５～－２９ ３５

ｐ４长 ５１ ６１～６６ ６５

ｐ４宽 ３２ ３４～３９ ４０

ｍ１长 １５１～１６１ １４６～１４８ １５５

ｍ１宽 ６２～７５ ６６～７１ ７０

ｍ２长 ５３ ５８

ｍ２宽 ６１ ５８

标本 ９７ＡＪ：２５２保存得较好，但缺失了右下颌
支、下门齿、下犬齿、前两枚下前臼齿和最后 １枚下
臼齿 （

书书书

图２Ｂ和２Ｃ）。下颌体纤细，其高度从前方向
后方变化不大。下颌联合部较其他部分粗壮，从保

存的齿槽部分可以看出下门齿列由 ３枚下门齿组
成。颊侧有两个颏孔，前面的颏孔较大，位于 ｐ２的
下方；后面的颏孔较小，位于 ｐ４的下方。ｐ４侧视呈
三角形 （

书书书

图２Ｃ），由１个圆锥形的主尖组成，齿尖圆
钝，前侧和颊齿的齿带较弱，而后侧的齿带较发育。

ｍ１前窄后宽，由前侧的下三角座和后侧的下跟座组
成。下三角座由舌侧的下前尖和下后尖及颊齿的下

原尖组成，其中下原尖最大。下跟座大于下三角座，

呈盆形。标本９７ＡＪ：３２７保存也得较好，仅缺失吻部
和左下颌支的上部（

书书书

图２Ｄ和２Ｅ）。下颌体上的颊齿
保存了大部分。下前臼齿列由 ３枚下前臼齿组成。
保存下来的 ｐ２～ｐ３齿冠侧视均呈三角形（

书书书

图２Ｅ），
齿冠长度从 ｐ２到 ｐ３略有增加，再到 ｐ４又略有减小
（

书书书

图２Ｄ），但齿冠高从 ｐ２到 ｐ３逐渐增加。下臼齿列
由两枚下臼齿组成，ｍ１是颊齿列中尺寸最大、形态
最复杂的牙齿。下颊齿测量数据及比较见

书书书

表１。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 Ｍ１呈梯形、ｍ１前窄后
宽，由前侧的下三角座和后侧很大的下跟座组成，这

些特点与猪獾的区别明显，而属于典型的狗獾。交

界标本与马山洞标本
［１４］
基本相似，区别仅在下颌体

的两个颏孔在交界标本上大小接近，而在马山洞标

本上前面的明显比后面的大得多；颊齿测量数据也

比较接近 （

书书书

表１）。交界标本与海茂标本［９］
也比较

相似，但海茂标本中出现过 ｐ１，也许是个体变异现
象。交界标本的颊齿测量数据与海茂标本也很接近

（

书书书

表１）。交界标本与现生的狗獾也非常相似。狗獾
的地理分布较广，主要见于古北界，东洋界也有分

布
［１５，１６］

。狗獾虽然个体较小，但在鼬科中是个体较

大的成员。狗獾的头颅在前后方向上较长，躯体显

得肥大，尤其是腹部和臀部，而四肢显得较短小，因

而奔跑起来速度不快。狗獾的前爪发育，５个呈扇
形分布，既用来捕食，又用来挖掘洞穴。狗獾虽然被

归入食肉类，但狗獾是杂食的，并且食性很广，常捕

食小型动物，或吃动物尸体，也吃植物的果实和根

茎。狗獾为夜行性动物，栖息地以草原和林地为主。

我国发现有狗獾化石的地点很多，仅在东北就有庙

后山
［１１］
、山城子

［１１］
、小孤山

［１７］
、古龙山

［８］
、海茂

［９］
、

马山洞
［１４］
等。

　　　鼬属 Ｍｕｓｔｅ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黄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Ｐａｌｌａｓ，１７７３

材料　右上颌骨残段 １件（９７ＡＪ：５５０），左上颌
骨残段１件（９７ＡＪ：４５４），近于完整的左下颌骨 １件
（９７ＡＪ：２８１），近 于 完 整 的 右 下 颌 骨 １ 件
（９７ＡＪ：６０９），下颌骨残段若干。

描述　标本 ９７ＡＪ：５５０为 １件右上颌骨残段
（

书书书

图３Ａ），保存了 Ｃ～Ｐ３及 Ｐ４的齿冠基部。标本
９７ＡＪ：４５４是 １件左上颌骨残段（

书书书

图３Ｂ），保存有
Ｐ３～Ｐ４和 Ｍ１。从这两件标本上可以观察到上颌牙
齿的形态。上犬齿 Ｃ近似于圆锥形，稍向后内侧弯
曲。Ｐ２齿冠不高，由１个主尖组成，有弱的内齿带，
侧视三角形，前坡很陡，后坡较缓。Ｐ３齿冠较高，也
由１个主尖组成，主尖呈圆锥形，侧视三角形，前坡
比后坡陡，后坡基部有明显的齿带。Ｐ４前尖锥形，
是最高的齿尖；后附尖较小，以 １棱与前尖相连成
脊形，与前尖组成上裂齿的切割构造；原尖最低，较

小，看起来像是依附于前尖的附尖；前尖的基部有

弱的齿带。Ｍ１齿冠很低、很宽，由舌侧的原尖和颊
侧的前尖两个锥形主尖组成，原尖的舌侧基部有发

育的齿带。上颌牙齿测量数据见

书书书

表２。

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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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出土于交界洞穴的黄鼬（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上、下颌骨
右上颌骨残段（９７ＡＪ：５５０）嚼面视（Ａ）；左上颌骨残段（９７ＡＪ：４５４）嚼面视（Ｂ）；左下颌骨（９７ＡＪ：２８１）嚼面视（Ｃ）、

颊侧视（Ｄ）和舌侧视（Ｅ）；右下颌骨（９７ＡＪ：６０９）嚼面视（Ｆ）、颊侧视（Ｇ）和舌侧视（Ｈ）

Ｆｉｇ３　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ｊａｗｓｏｆ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Ｃａｖｅ

表 ２　交界洞穴的黄鼬化石牙齿测量及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Ｃａ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交界 阎家岗［６］ 马山洞［１４］ 海茂［９］ 周口店［１８］

Ｃ前后径 ３０

Ｃ内外径 ２９

Ｐ２长 ２６ ２０ ２０～２２

Ｐ２宽 １９ １３ １３～１４

Ｐ３长 ３６～３９ ３５ ３２～３８

Ｐ３宽 １９～２０ １９ １７～１８

Ｐ４长 ６７ ６３ ６１ ６３～６８

Ｐ４宽 ３３ ２７ ３１ ３０～３５

Ｍ１长 ２１ ２２ ２５ ２５～２９

Ｍ１宽 ４７ ４２ ４５ ４５～５２

ｃ前后径 ３３ ４３

ｃ内外径 ２２ ２６

ｐ２长 １５～２０ ２２

ｐ２宽 １５～１９ １７

ｐ３长 ２２～２５ ３３

ｐ３宽 １９～２１ ２３

ｐ４长 ３４～３９ ４２

ｐ４宽 ２０～２１ ２８

ｍ１长 ７１～７９ ７１

ｍ１宽 ２７～２８ ３４

ｍ２长 １９～２１ ２０

ｍ２宽 １４～１９ ２１

ｐ２～ｍ１长 １９０

标本９７ＡＪ：２８１为 １件保存近于完整的左下颌
骨 （

书书书

图３Ｃ～３Ｅ），仅 缺 失 下 颌 联 合 部。标 本
９７ＡＪ：６０９为１件保存近于完整的右下颌骨（

书书书

图３Ｆ～
３Ｈ），仅缺失下颌联合部和右下犬齿。从这两件标
本上可以看到下颌体前部的高度略高于后部，颊侧

前部有２～３个颏孔，ｐ２下方有 １个较大的颏孔，ｐ３
的下方有１～２个较小的颏孔。下颌支下方颊侧的
咬肌窝较深。下颌骨舌侧后方的下颌孔和关节突的

位置较低，在下颌体高度 １／２以下。下犬齿 ｃ较大，
弯锥形，远中基部有齿带。下前臼齿列由 ３枚下前
臼齿组成，侧视均呈三角形（

书书书

图３Ｄ，３Ｅ，３Ｇ和 ３Ｈ）。
ｐ２很小并齿尖前倾，ｐ４最大且主尖后棱长于前棱，
ｐ３介于两者之间并主尖前倾。ｍ１较大；后裂叶大
于前裂叶，下跟座较低，但长度与后裂叶相当。ｍ２
很小，嚼面视圆形（

书书书

图３Ｃ和 ３Ｆ）。下颌牙齿测量数
据见

书书书

表２。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与现生的黄鼬标本很接

近。与马山洞标本
［１４］
相比形态相近，如颏孔的位置

相同，前两个下臼齿主尖均向前倾，但交界标本的尺

寸稍小一点。交界标本与阎家岗标本
［６］
相比也很相

似，如下颌骨的咬肌窝深而阔，角突甚小，颏孔前面的

大后面的小。区别是颏孔在交界标本上位置稍靠前

一些，可视为种内差异。与周口店第一地点的标

本
［１８］
相比，交界标本的尺寸略大一点 （

书书书

表２）。与海

茂标本
［９］
相比，整体形态相似，如上下犬齿粗大，上犬

齿与前臼齿之间没有齿隙，下颌骨的咬肌窝深而阔，

角突甚小，颏孔前面的大后面的小，但交界标本稍大

一点，颏孔的位置稍靠前一点。黄鼬在鼬科中是较小

的种类，躯体长而四肢短。现生种体长在 ２５～３９ｃｍ
之间，体重在３６０～８２０ｇ之间［１５］

。由于身体细长，可

以尾随猎物进入洞内捕猎。黄鼬主要捕猎啮齿类、
!

类等小哺乳动物以及小型鸟类。现生的黄鼬分布较

广，见于古北界和东洋界。黄鼬的栖息地在山区、田

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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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等处较多。东北地区除上述地点外，化石黄鼬还发

现于小孤山
［１７］
和古龙山

［８］
等地点。

奇蹄目 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ａＯｗｅｎ，１８４８
　犀科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ｔｉｄａｅＯｗｅｎ，１８４０
　　犀亚科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ｔｉｎａｅＯｗｅｎ，１８４５
　　　双角犀族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ｉｎｉＬｏｏｓｅ，１９７５
　　　　斯迪凡犀属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ｒｅｔｚｏｉ，１９４２
　　　　　梅氏犀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 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ｍｅｒｃｋｉ）（Ｊｅｇｅｒ，１８３９）
材料　１件带有 ＤＰ１～ＤＰ４的右上颌骨残段

（９７ＡＪ：ａ６１），１件局部破损的右上颊齿列 Ｐ４～Ｍ３
（９６ＡＪ：５），１对保存较好的属同一个体的左右下颌
骨（９７ＡＪ：ａ６２），１件保存有 ｐ４ｍ１的左下颌骨残段
（９７ＡＪ：１０６）。

图 ４　交界洞穴出土的奇蹄类和偶蹄类标本
梅氏犀（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上颌骨残段（９７ＡＪ：ａ６１）颊侧视（Ａ）和嚼面视（Ｂ），右下颌骨（９７ＡＪ：ａ６２）嚼面视（Ｃ）和颊侧视（Ｄ），

左下颌骨（９７ＡＪ：ａ６２）嚼面视（Ｅ）和舌侧视（Ｆ）；北京斑鹿（Ｃｅｒｖｕｓ（Ｓ．）ｎｉｐｐｏｎｈｏｒｔｕｌｏｒｕｍ）左下颌骨残段（９６ＡＪ：１７）嚼面视（Ｇ）；

东北狍（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ｃｕｓ）脱落角（９７ＡＪ：１９）侧视（Ｈ）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ａｎｄ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Ｃａｖｅ

描述　标本牙齿描述的术语依据 Ｄｅｎｇ［１９］。标
本９７ＡＪ：ａ６１为幼年个体的右上颌骨残段，保存有完
整的右上乳颊齿列 （

书书书

图４Ａ和 ４Ｂ）。乳颊齿列的齿
冠均 较 高 （

书书书

图４Ａ）。乳 颊 齿 列 的 嚼 面 视 形 态
（

书书书

图４Ｂ）如下：ＤＰ１牙齿釉质层较薄，齿冠嚼面近于
三角形，分别由外脊、原脊和后脊组成这个三角形的

三条边。外脊发育；原脊不太发育，呈孤立舌状；

无齿带。ＤＰ２牙齿釉质层较薄，齿冠嚼面呈不太规
则的梯形。外脊发育，原脊和后脊均发育；小刺发

育，前刺很发育，向前伸展并向小刺靠拢，无反前刺；

前齿带发育。ＤＰ３牙齿釉质层较薄，外脊发育，外脊
的外壁有一前肋；原脊和后脊均很发育；前刺发

育，由于保存的关系无法判断是否有小刺和反前刺；

中谷发育、较长，入口处敞开，舌侧无乳突；后凹发

育；前、后齿带发育。ＤＰ４牙齿釉质层较薄，外脊发
育，外脊外壁上的褶肋同 ＤＰ３；前脊和后脊均发育；
未见前刺、小刺和反前刺；中谷发育、较长；后谷较

短；前齿带发育。

标本９６ＡＪ：５为１件局部破损的右上 Ｐ４～Ｍ３颊
齿列，齿冠较高，磨耗程度中等，上颊齿外壁相对平

整。Ｐ４仅保存有原脊和后脊，这两个脊很发育，后凹
封闭。Ｍ１的前颊侧破损，从保存部分看原脊、后脊和
外脊均较发育，同时可见３个凹１个谷，即前凹、中凹
和后凹以及中谷。前凹和中凹有愈合的趋势，但仍被

低而宽的小刺分隔；后凹已经封闭。Ｍ２保存较好，
形态与前一臼齿相同。Ｍ３齿冠嚼面视近于三角形，
外脊和原脊很发育，而后脊不发育，次尖呈圆锥形的

孤岛；前凹、中凹、后凹及中谷互相贯通。

标本９７ＡＪ：ａ６２为 １对保存较好的属同一个体
的左右下颌骨（

书书书

图４Ｃ～４Ｆ），右下颌骨保存有 ｍ１～
ｍ３，左下颌骨保存有 ｐ３～ｍ３，颊齿磨耗程度较大。
标本９７ＡＪ：１０６是 １件保存有 ｐ４～ｍ１的左下颌骨
残段。从这两件标本上可见下颌体厚实粗壮，下颌

联合部的长度相对应下颌体的长度比例较小，颏孔

１～２个，位于 ｐ２或 ｐ２与 ｐ３之间的下方（

书书书

图４Ｄ）。
下前臼齿颊齿化程度较高。颊齿均由前后两个叶组

成，前叶宽度稍小于后叶，前叶近似于马蹄形，后叶

近似于新月形，后叶的前端与前叶后端在颊侧相交，

前、后叶的颊侧圆润。颊齿测量数据及比较见

书书书

表３。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的上前臼齿齿冠高度中

等、上颊齿外壁明显比披毛犀要平整得多，牙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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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交界洞穴出土的梅氏犀颊齿测量及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Ｄ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Ｃａ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交界 周口店 Ｌｏｃ．１［２０］　安平［２１］ 汤山［２２］ 西欧［２３］

ＤＰ１长 ２８６ ２７５～２７５ ２８０～２９０ ２６～３２

ＤＰ１宽 ２４２ ２４０～２５０ ２８０～２８０ ２３～２９

ＤＰ２长 ３８３ ３６５ ３８０～３９０ ３４０～３９５

ＤＰ２宽 ３９２ ３９５ ４００～４２０ ３１～４３

ＤＰ３长 ４２７ ４３５ ４７０～４８０ ４１５～５０５

ＤＰ３宽 ４６７ ４９０ ５００～５２０ ４２０～５４５

ＤＰ４长 ４６７ ４７０～４９５ ４８０－５２０ ４８～５７

ＤＰ４宽 ５０３ ４８５～５３５ ５４０～５４０ ５１０～５７５

Ｍ１长 ５２４ ５６～６２ ４７２～５４７ ５２０～６３５

Ｍ１宽 ６６４ ６０～７４ ６１２～６７２ ６００～７１５

Ｍ２长 ５６５ ５０～６０ ５３４～６２７ ６１５～６７０

Ｍ２宽 ６８１ ６４～７１ ６６０～７０９ ６２０～７２５

Ｍ３长 ５７２ ６０～６７ ６０５～６７２ ６３～６５

Ｍ３宽 ５６５ ５９～６７ ６０２～６３５ ５９５～６８５

ｐ３长 ３８２ ３３～３８ ３２６～４１１ ３５～４６

ｐ３宽 ２７９ ２１～２９ ２６５～２８４ ２７０～３５５

ｐ４长 　４１９～４６７ ４０～４９ ３７９～４２８ ３８～５１

ｐ４宽 　２７５～３２８ ３０～３６ ２９６～３３７ ２８５～３８５

ｍ１长 　４９７～５２０ ４０～４５ ４４１～５１１ ４３～５９

ｍ１宽 　３１３～３７５ ２９～３３ ３０８～３７１ ３３～４２

ｍ２长　５１２～５３９ ３８～５３ ４９５～５４７ ５３～６３

ｍ２宽　３４１～３５２ ２９～３４ ３２１～３６３ ３２～４０

ｍ３长　５４１～５４８ ４７～５７ ５２１～５５８ ５０～６４

ｍ３宽　３２３～３２４ ３０～３８ ３１７～３２８ ３１～３９

与产于周口店第一地点
［２０］
、辽宁安平

［２１］
、南京汤

山
［２２］
及西欧

［２３］
的梅氏犀非常接近（

书书书

表３），Ｍ３向后
方萎缩，这些特征表明上述标本可以归入梅氏犀。

关于梅氏犀的名称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对此徐

晓风
［２１］
曾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根据优先律这

个种的有效学名是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即根
据德国地名 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命名的基什贝尔格犀，梅氏犀
的学名是 Ｊｇｅｒ在１９４１年受 Ｋａｕｐ的影响将德文拉
丁化后改 名的。但是欧洲学者 Ｇｕéｒｉｎ［２３］认 为
Ｄ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属于遗忘名，Ｄｍｅｒｃｋｉ的使用早于
“命名法”的颁布实施，不受优先律的限制。Ｔｏｎｇ
等

［２４］
最近在研究湖北神农架犀牛洞的梅氏犀时对

这个种的学名又做了一番论证，认为梅氏犀的拉丁

属名应该为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而不是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梅氏
犀的拉丁种名应该是 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而不是 ｍｅｒｃｋｉ。
因为在属名方面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包含的种类包括所有
具有 额 角 和 鼻 角 的 犀 牛，种 类 过 于 复 杂，而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包含的种类除了具有额角和鼻角外
还具有门齿缺失、鼻中隔发育、外耳道下部封闭这些

特征，因此这个属的种类具有更一致的特征。在种

名方面 Ｔｏｎｇ等［２４］
同意徐晓风的意见。笔者在此也

接受 Ｔｏｎｇ等［２４］
最近提出的梅氏犀拉丁学名建议。

梅氏犀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与披毛犀相

似，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都有记录，但繁盛时期和

地理分布范围却有所不同。披毛犀繁盛在晚更新世

并局限于北方区，而梅氏犀繁盛在中更新世，地理分

布范围比披毛犀靠南一些
［２５］
。一般认为梅氏犀是

是食嫩叶的森林型动物或嫩粗混食的林草混合型动

物。但是交界出土的梅氏犀齿冠不高，充其量就是

中冠齿，所以交界遗址的梅氏犀是森林型的。据

Ｔｏｎｇ和 Ｍｏｉｇｎｅ［２５］的统计，第四纪犀牛化石有 ８０％
发现于与古人类化石产地或旧石器遗址。因此，犀

牛化石的研究在动物考古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交

界洞穴也是和石制品一同发现。

偶蹄目 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ａＯｗｅｎ，１８４８
　反刍亚目 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ｉａＳｃｏｐｏｌｉ，１７７７
　　鹿科 Ｃｅｒｖ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鹿亚科 ＣｅｒｖｉｎａｅＢａｉｒｄ，１８５７
　　　　鹿属 Ｃｅｒｖ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斑鹿亚属 Ｃｅｒｖｕｓ（Ｓｉｋａ）（＝ Ｃｅｒｖｕｓ
（Ｐｓｅｕｄａｘｉｓ）Ｇｒａｙ，１８７２）

　　　　　　梅花鹿Ｃｅｒｖｕｓ（Ｓ．）ｎｉｐｐｏｎ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１８３７

　　　　　　　北京斑鹿（亚种）Ｃｅｒｖｕｓ（Ｓ．）ｎｉｐｐｏｎ
ｈｏｒｔｕｌｏｒｕｍＳｗｉｎｈｏｅ，１８６４
材料　１件保存有 ｐ３～ｐ４的左下颌骨残段

（９６ＡＪ：１７）。
描述　只有１件标本，为带有 ｐ３～ｐ４的左下颌

骨残段。颊齿描述术语依照董为的方案
［２６］
。ｐ３嚼

面视牙齿呈狭长的三角形 （

书书书

图４Ｇ）。下围尖与下前
尖明显分离，大小相近。下原尖较发育。下后尖在

下原尖的舌侧，其前棱向前伸展得不多，而其后棱向

舌后侧延伸较多。下内尖中等发育，呈一舌－颊向
发育的褶。下次尖较发育。下前凹存在并较发育，

向舌侧开敞。下三角凹很发育，向舌侧开敞。下内

凹发育，但向舌侧开敞的幅度较小。下跟凹不发育，

呈 １条狭长的沟，向舌侧开敞。下次凹可见，但很
弱。牙齿长 １３５ｍｍ，宽 ８２ｍｍ，齿冠高 １０９ｍｍ。
ｐ４的下围尖与下原尖前棱愈合。下前尖与下后尖
前棱愈合成下前附尖。下原尖与下后尖发育。下后

尖前后棱发育，形同下臼齿的下后尖。下次尖和下

内尖发育。下内附尖不太发育。下原尖与下次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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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鹿褶相连。下前凹消失。下三角发育并封闭，类

似下颊齿的前叶。下内凹明显但不发育，并在舌侧

开敞。下跟凹较发育并向舌后侧开敞，开口较小。

下次凹明显，但不太发育。牙齿的臼齿化程度较高。

牙齿长１４４ｍｍ，宽１０４ｍｍ，齿冠高１１８ｍｍ。
比较与讨论　上述标本与产于辽宁海城小孤山

遗址的北京斑鹿
［１７］
和吉林集宁仙人洞的北京斑

鹿
［２７］
非常相似，尤其是 ｐ４的前叶臼齿化程度都很

高。一般来说鹿类的牙齿在属种一级的鉴定中意义

不大，只有少数种类的某些牙齿具有属种一级的鉴

定意义。而梅花鹿的 ｐ４前叶臼齿化程度很高，是种
一级的鉴定特征。上述标本中 ｐ４的尺寸和前叶臼
齿化程度较高这些特征也符合梅花鹿的鉴定特征，

可以归入这个种。梅花鹿有很多地理亚种。鉴于地

理分布的特点，笔者将交界标本归入梅花鹿中分布

于我国北方的北京斑鹿这个亚种。斑鹿亚属的拉丁

学名曾经流行过两个，即 Ｐｓｅｕｄａｘｉｓ和 Ｓｉｋａ，而前者
在关于古生物方面的文献中出现得更多

［２７］
。由于

前者的命名在后因而根据“优先律”无效。北京斑

鹿以木本的嫩叶为主要食物，因而斑鹿的存在指示

具备森林的环境。

齿鹿亚科 ＯｄｏｃｏｉｌｅｉｎａｅＰｏｃｏｃｋ，１９２３
　狍属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狍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东北狍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ｃｕｓ
Ｌｙｄｅｋｋｅｒ，１８９８
材料　１件脱落的近于完整的右角（９７ＡＪ：１９）。
描述　标本只有 １件脱落的右角（

书书书

图４Ｈ），以
及若干角的碎块。标本９７ＡＪ：１９的主枝在近角节处
圆，在接近第一分杈处扁平。第一枝短，在角节上方

很高处分杈。角的枝冠向后方强烈分开。角表面粗

糙，有沟、棱和丰富的小瘤突。角环直径 ２９０ｍｍ；
角基直径２５０ｍｍ；主基干长１４８ｍｍ，主基干远端最
大直径 ２６１ｍｍ，最小直径 １９３ｍｍ；第二基干长
９７ｍｍ，最大直径 １９１ｍｍ，最小直径 １４３ｍｍ；第二
枝估计长３６５ｍｍ；第三枝长５２３ｍｍ。

比较与讨论　上述角标本具有非常鲜明的狍的
特征，例如没有眉枝，第一枝位置较高，尤其是角的

表面粗糙，有沟、棱和丰富的小瘤突。因此可以归入

狍中。由于欧洲狍和西伯利亚狍在形态上略有差异

（前者比后者小），因而曾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种，即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和 Ｃｐｙｇａｒｇｕｓ［２８］。后来这两个
种被作为两个亚种即 Ｃｃ．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和 Ｃｃ．ｐｙｇａｒｇｕｓ，

也许是发现了它们之间没有生殖隔离现象
［１６］
。

Ｌｙｄｅｋｋｅｒ［２８］在１８９８年记述鹿类动物时，根据产于我
国兴安岭一带的与西伯利亚狍在大小上略有差异订

立了东北狍。Ｚｄａｎｓｋｙ［２９］在记述华北鹿类化石时，
将一些狍化石归入 Ｃ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ｃｕｓ。此后我国发现
的狍大多被归入这个种。但是研究现生哺乳动物分

类的学者把东北狍作为狍的一个地方亚种
［１６］
。笔

者在此也接受这个观点。狍在北方动物群中比较常

见，多以木本植物的嫩枝和嫩叶为食，有时也吃草本

植物的嫩叶。种类动物化石的存在指示存在森林，

或兼有部分草地。

３　交界动物群的性质及时代探讨

除了上述 ７个种外，在交界洞穴出土的哺乳动
物还有旱獭、鼠兔、貂、熊、斑鬣狗等只能鉴定到属的

种类
［１，２］
。因此，从交界洞穴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

有如下１２个种类：旱獭（未定种）Ｍａｒｍｏｔａｓｐ．，原东
北鼢鼠（相似种）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ｃｆ．ｐｒｏｓｉｌｕｒｕｓ，鼠兔（未定
种 ）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ｓｐ．，东 北 兔 Ｌｅｐｕｓ（Ｅｕｌａｇｏ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ｓ（＝翁氏野兔 Ｌｅｐｕｓｗｏｎｇｉ），貂（未定种）
Ｍａｒｔｅｓｓｐ．，狗獾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黄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熊
（未定种）Ｕｒｓｕｓｓｐ．，斑鬣狗（未定种）Ｃｒｏｃｕｔａｓｐ．，梅
氏犀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
ｍｅｒｃｋｉ），北 京 斑 鹿 （亚 种）Ｃｅｒｖｕｓ（Ｓ．）ｎｉｐｐｏｎ
ｈｏｒｔｕｌｏｒｕｍ，东北狍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ｃｕｓ。

交界动物群成员中旱獭、原东北鼢鼠相似种、东

北兔、北京斑鹿和东北狍是典型的北方地区常见的

种类，而其他种类是南北方都常见的种类。因而交

界动物群是北方区的动物群，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完全吻合。在交界动物群中没有猛犸象和披毛犀等

寒冷期常见的种类，大部分成员都是北温带地区常

见的种类，如旱獭、原东北鼢鼠、东北兔、貂、狗獾、黄

鼬、熊、斑鬣狗、北京斑鹿、东北狍。其中旱獭、原东

北鼢鼠、东北兔、北京斑鹿和东北狍是在温带偏寒的

地区常见的种类。而旱獭是干燥地区常见的种类，

现生旱獭多栖息于平原、山地的各种草原和高山草

甸，以草本的根茎叶为食，偶尔捕食小动物，食量大，

但耐饥渴而不耐热
［１５］
。交界动物群中只有鼠兔是

高寒地区常见的种类。现生的鼠兔大多栖息在高寒

地区的草原、山地林缘和裸崖，主要以草的叶、芽、花

和种子等为食
［１５］
，可以认为鼠兔是寒带与温带过渡

地区的种类。但是温暖期的特征种类也只有梅氏

犀。鉴于梅氏犀主要出土于下部第 ６层，而其他北
温带偏冷地区常见的动物主要出自第６层之上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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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层，因此，可以推测交界洞穴堆积的第 ６层指示温
暖期的古环境，第 ５层指示开始进入寒冷期。而交
界动物群的整体面貌则显示它们处于从温暖期向寒

冷期过渡的阶段。

笔者选择了黑龙江省的阎家岗动物群
［６］
和顾

乡屯动物群
［３］
、吉林省的榆树动物群

［３０］
、辽宁省的

金牛山动物群
［１２］
、庙后山动物群

［１１］
、山城子动物

群
［１１］
、小孤山动物群

［１７］
、古龙山动物群

［８］
以及北

京的山顶洞动物群
［３１］
与交界动物群进行组成上的

比较 （见

书书书

表４），其中除金牛山和庙后山是中更新世

中晚期的动物群外，其他的均为晚更新世的动物群。

与邻近的哈尔滨阎家岗动物群相比，种一级相同的

只有黄鼬１个，属一级相同的有 ７个。与哈尔滨顾
乡屯动物群相比，种一级相同的有北京斑鹿和东北

狍２个，属一级相同的有 ９个。与吉林省的榆树动
物群相比，种一级相同的有梅氏犀和东北狍２个，属
一级相同的有７个。与辽宁省营口的金牛山动物群
相比，种一级相同的有东北兔、黄鼬和梅氏犀 ３个，
属一级相同的有 ９个。与本溪庙后山动物群相比，
种一级相同的有东北兔、狗獾和梅氏犀３个，属一级

书书书

表 ４　交界洞穴遗址及相关地点的哺乳动物群组成成分比较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ｉａｏｊｉｅｆａｕｎａ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ｕｎａｓ

交界 阎家岗［６］顾乡屯［３］ 榆树［３０］ 金牛山［１２］ 庙后山［１１］ 山城子［１１］ 小孤山［１７］ 古龙山［８］ 山顶洞［３１］

硕猕猴 Ｍａｃａｃａ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 ＋

麝鼹 Ｓｃａｐｔｏｃｈｉｒｕｓｍｏｓｃｈａｔｕｓ ＋ ｓｐ．

缺齿鼹 Ｍｏｇｅｒａｉｎｓｕｌａｒｉ ｓｐ．

普通刺猬 Ｅｒｉｎａｃｅｕ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 ＋ ＋ ｓｐ．

达乌尔猬 Ｈｅｍｉｅｃｈｉｎｕ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

翁氏闙? Ｃｒｏｃｉｄｕｒａｗｏｎｇｉ ＋

大麝闙 Ｃｒｏｃｉｄｕｒａｌａｓｉｕｒａ ＋

小闙? Ｓｏｒｅｘｍｉｎｕｔｕｓ ｓｐ．

北京鼠耳蝠 Ｍｙｏｔｉｓｐｅｑｕｉｎｉｕｓ ｓｐ． ｓｐ． ｓｐ． ＋

长翼蝠 Ｍｉｎｉｏｐｔｅｒｕｓ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ｓｉｉ ｃｆ．

白腹管鼻蝠 Ｍｕｒｉｎａｌｅｕｃｏｇａｓｔｅｒ ｃｆ．

伏翼蝠 Ｐｉｐｉｓｔｒｅｌｌｕｓｐｉｐｉｓｔｒｅｌｌｕｓ ｓｐ．

马铁菊头蝠 Ｒｈｉｎｏｌｏｐｈｕｓｆｅｒｒｕｍｅｑｕｉｎｕｍ ＋ ＋ ＋

红松鼠 Ｓｃｉｕｒ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 ｓｐ．

达乌尔黄鼠 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

蒙古黄鼠 Ｃｉｔｅｌｌ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

花鼠 Ｅｕｔａｍｉａｓ ｓｐ．

草原旱獭 Ｍａｒｍｏｔａｂｏｂａｋ ｓｐ． ＋ ＋ ＋

东北旱獭 Ｍａｒｍｏｔａｍａｎｔｃｈｕｒｉｃａ ＋

大旱獭 Ｍａｒｍｏｔａｒｏｂｕｓｔａ ＋

复齿旱獭 Ｍａｒｍｏｔ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ｄｅｎｓ ＋

东北鼢鼠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ｐｓｉｌｕｒｕｓ ｃｆ． ＋ ｃｆ． ｃｆ． ＋ ＋

中华鼢鼠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ｆｏｎｔａｎｉｅｒｉｉ ｓｐ． ＋ ＋ ＋

草原鼢鼠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ａｓｐａｌａｘ ＋ ＋

吉林鼢鼠 Ｍｙｏｓｐａｌａｘｅｐｓｉｌａｎｕｓ ｃｆ．

水 Ａｒｖｉｃｏｌ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ｓｐ． ｓｐ．

劳氏高山 Ａｌｔｉｃｏｌａｒｏｙｌｅｉ ｃｆ．

蒙古兔尾鼠 Ｌａｇｕｒｕｓ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长爪鼹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ｏｍｙｓｓｃｈａｐｏｓｃｈｎｉｋｏｗｉ

棕背 鼠 Ｃｌｅｔｈｒｉｏｎｏｍｙｓｒｕｆｏｃａｎｕｓ ＋ ＋

中国仓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ｇｒｉｓｅｕｓ ｃｆ． ｓｐ． ｃｆ． ｃｆ． ｃｆ．

黑线仓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ｂａｒａｂｅｎｓｉｓ ＋ ＋ ＋ ＋

变异仓鼠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ｖａｒｉａｎｓ ＋ ＋ ＋ ＋

大仓鼠 Ｔｓｃｈｅｓｋｉａｔｒｉｔｏｎ ＋

古田鼠 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ｅｐｉｒａｔｔｉｃｅｐｓ ｓ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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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交界 阎家岗［６］顾乡屯［３］ 榆树［３０］ 金牛山［１２］ 庙后山［１１］ 山城子［１１］ 小孤山［１７］ 古龙山［８］ 山顶洞［３１］

根田鼠 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ｏｅｃｏｎｏｍｕｓ ｃｆ． ＋ ＋ ＋ ＋

东方田鼠 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ｆｏｒｔｉｓ ＋ ＋

布氏田鼠 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ｂｒａｎｄｔｉ ＋ ＋ ＋ ＋

蒙古田鼠 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ｃｆ．

狭颅田鼠 Ｍｉｃｒｏｔｕｓｇｒｅｇａｌｉｓ ＋

子午沙鼠 Ｍｅｒｉｏｎｅｓ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ｕｓ ｓｐ．

小鼠 Ｍｕｓｍｕｓｃｕｌｕｓ ｓｐ．

社鼠 Ｎｉｖｉｖｅｎｔｅｒ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ｕｓ ｓｐ． ＋ ＋ ＋

褐井鼠 Ｒａｔｔｕｓ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 ｓｐ． ＋

五趾跳鼠 Ａｌｌａｃｔａｇ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

三趾跳鼠 Ｄｉｐｕｓｓａｇｉｔｔａ

黑线姬鼠 Ａｐｏｄｅｍｕｓａｇｒａｒｉｕｓ ＋ ＋

中国豪猪 Ｈｙｓｔｒｉｘｈｏｄｇｓｏｎｉ ｓｐ． ｓｐ．

拉氏豪猪 Ｈｙｓｔｒｉｘｌａｇｒｅｌｉｉ ＋

大河狸 Ｔｒｏｇｏｎｔｈｅｒｉｕｍ ｓｐ．

东方河狸 Ｃａｓｔｏｒｆｉｂｅｒ

柯氏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ｋｏｓｌｏｗｉ ＋ ｓｐ．

达乎尔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ｄａｕｒｉｃａ ｓｐ． ＋ ｓｐ． ＋ ＋

东北鼠兔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ａ ｃｆ． ＋ ＋

草兔 Ｌｅｐｕｓｃａｐｅｎｓｉｓ ｓｐ． ＋ ＋ ＋ ＋

翁氏东北兔 Ｌｅｐｕ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ｓｗｏｎｇｉ ＋ ＋ ＋

狼 Ｃａｎｉｓｌｕｐｕｓ ＋ ＋ ＋ ＋ ｓｐ． ＋ ＋

变异狼 Ｃａｎｉ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ｓｐ． ＋ ＋ ＋

似浣熊貉 Ｎｙｃｔｅｒｅｕｔｅｓｐｒｏｃｙｏｎｏｉｄｅｓ ＋ ｓｐ． ＋

中华貉 Ｎｙｃｔｅｒｅｕｔｅ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北方豺 Ｃｕｏｎａｌｐｉｎｕｓ ｓｐ． ｓｐ． ＋ ｃｆ． ｓｐ． ｃｆ． ＋

疑豺 Ｃｕｏｎｄｕｂｉｕｓ ｃｆ．

沙狐 Ｖｕｌｐｅｓｃｏｒｓａｃ ＋ ｃｆ． ｃｆ． ＋ ＋ ＋

北方赤狐 Ｖｕｌｐｅｓｖｕｌｐｅｓｔｓｃｈ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 ＋ ＋ ＋ ｃｆ． ＋

大灵猫 Ｖｉｖｅｒｒａｚｉｂｅｔｈａ

花面狸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 ＋

棕熊 Ｕｒｓｕｓａｒｃｔｏｓ ｓｐ． ｓｐ． ＋ ＋ ＋ ＋ ＋

洞熊 Ｕｒｓｕｓｓｐｅｌａｅｕｓ ｃｆ． ｃｆ． ＋ ｓｐ． ＋

黑熊 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

狗獾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 ＋ ｓｐ． ＋ ｃｆ． ＋ ＋ ＋

獾 Ｍｅｌｅｓｌｅｕｃｕｒｕｓ ｃｆ．

贾氏獾 Ｍｅｌｅｓｃｈｉａｉ ｃｆ．

黄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 ＋ ｃｆ． ｃｆ． ＋ ＋ ＋

艾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ｅｖｅｒｓｍａｎｎｉ ＋ ＋ ＋

阿尔泰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ａｌｔａｉｃａ ＋ ｓｐ． ｃｆ．

紫貂 Ｍａｒｔｅｓｚｉｂｅｌｌｉｎａ ｓｐ． ｃｆ．

水獭 Ｌｕｔｒａｍｅｌｉｎａ ＋ ｓｐ．

最后斑鬣狗 Ｃｒｏｃｕｔａｕｌｔｉｍａ ｓｐ． ＋ ｃｆ． ＋ ＋ ＋ ＋ ＋ ＋

中国硕鬣狗 Ｐａｃｈｙｃｒｏｃｕｔ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鬣狗 Ｈｙｅａｎａ ｓｐ．

豹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ａｒｄｕｓ ｓｐ． ＋

虎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ｇｒｉｓ ＋ ＋ ＋ ＋ ＋

似剑齿虎 Ｈｏｍ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ｃｒｅｎａｔｉｄｅｎｓ ｃ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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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交界 阎家岗［６］顾乡屯［３］ 榆树［３０］ 金牛山［１２］ 庙后山［１１］ 山城子［１１］ 小孤山［１７］ 古龙山［８］ 山顶洞［３１］

鬃猎豹 Ａｃｉｎｏｎｙｘｊｕｂａｔｕｓ ｓｐ． ｓｐ． ｓｐ． ｃｆ．

中华猫 Ｆｅｌ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ｉｃｒｏｔｉｓ） ｓｐ． ＋ ＋ ＋ ＋ ＋

猫 Ｆｅｌｉｓｃａｔｕｓ ＋

猞猁 Ｌｙｎｘｌｙｎｘ ＋ ＋ ＋

猞猁 Ｌｙｎｘｒｕｆｕｓ ｓｐ．

纳玛古菱齿象 Ｐａｌａｅｏｌｏｘｏｄｏｎｎａｍａｄｉｃｕｓ

诺氏古菱齿象 Ｐａｌａｅｏｌｏｘｏｄｏｎｎａｕｍａｎｎｉ ＋

普通猛犸象 Ｍａｍｍｕｔｈｕｓｐｒｉｍｉｇｅｎｉｕｓ ＋ ＋ ＋ ＋ ＋

松花江猛犸象 Ｍａｍｍｕｔｈｕｓｓｕｎｇａｒｉ ＋ ＋ ＋

象 Ｅｌｅｐｈａｓ ｓｐ．

梅氏犀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 ＋ ＋ ＋ ＋ ＋

披毛犀 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 ＋ ＋ ＋ ＋ ＋ ＋

犀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 ｓｐ．

普通马 Ｅｑｕｕｓｃａｂａｌｌｕｓ ＋ ＋ ｓｐ．

蒙古野驴 Ｅｑｕｕｓｈｅｍｉｏｎｕｓ ＋ ＋ ＋ ＋

普氏野马 Ｅｑｕｕｓ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 ＋ ＋ ＋

大连马 Ｅｑｕｕｓｄａ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 ｓｐ．

三门马 Ｅｑｕｕｓｓａｎｍｅｎｉｅｎｓｉｓ ＋ ＋ ＋ ｃｆ．

李氏野猪 Ｓｕｓｌｙｄｅｋｋｅｒｉ ＋

野猪 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 ＋ ＋ ＋ ＋ ＋ ＋ ＋ ｓｐ．

双峰驼 Ｃａｍｅｌｕｓｋｎｏｂｌｏｃｈｉ ｓｐ．

香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ｍｏｓｃｈｉｆｅｒｕｓ ｓｐ． ｓｐ． ＋ ＋ ＋ ＋

更新獐 Ｈｙｄｒｏｐｏｔｅｓ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ｉｃａ ｓｐ． ＋ ｃｆ．

四川麂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ｐ． ｃｆ．

葛氏斑鹿 Ｃｅｒｖｕｓ（Ｓｉｋａ）ｇｒａｙｉ ＋

北京斑鹿 Ｃｅｒｖｕｓ（Ｓｉｋａ）ｈｏｒｔｕｌｏｒｕｍ ＋ ＋ ｓｐ． ＋ ＋ ＋ ＋

马鹿 Ｃｅｒｖｕｓｅｌａｐｈｕｓ ＋ ＋ ＋ ＋ ＋ ＋ ＋ ＋ ＋

黑鹿 Ｃｅｒｖｕｓｕｎｉｃｏｌｏｒ ＋

麋鹿 Ｅｌａｐｈｕｒ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 ＋

肿骨鹿 Ｍｅｇａｌｏｃｅｒｏｓｐａｃｈｙｏｓｔｅｕｓ ＋ ＋

河套大角鹿 Ｍｅｇａｌｏｃｅｒｏｓｏｒｄｏｓｉａｎｕｓ ＋ ＋ ＋ ｓｐ． ＋ ＋ ＋

轴鹿 Ａｘｉｓｓｈａｎｓｉｕｓｌｉｎｇ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东北狍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ｃｕｓ ＋ ＋ ＋ ｓｐ． ＋ ＋ ＋

驼鹿 Ａｌｃｅｓａｌｃｅｓ ＋ ＋ ＋

普氏原羚 Ｐｒｏｃａｐｒａ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 ＋ ｓｐ． ＋ ＋ ＋ ＋

哦喉羚 Ｇａｚｅｌｌａｓｕｂｇｕｔｔｕｒｏｓａ ｓｐ． ｓｐ． ｓｐ．

粗角羚羊 Ｐａｃｈｙｇａｚｅｌｌａ ｓｐ． ｓｐ．

恰克图旋角羚羊 Ｓｐｉｒｏｃｅｒｕｓｋｉａｋｈｔｅｎｓｉｓ ＋ ＋ ＋

青羊 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ｇｏｒａｌ ＋ ＋

山羊 Ｃａｐｒａｉｂｅｘ ｓｐ．

盘羊 Ｏｖｉｓａｍｍｏｎ ＋ ｓｐ．

王氏水牛 Ｂｕｂａｌｕｓｗａｎｓｊｏｃｋｉ ＋ ＋ ＋ ｓｐ． ＋ ｓｐ． ＋

水牛 Ｂｕｂａｌｕｓｂｕｂａｌｉｓ ｓｐ．

东北野牛 Ｂｉｓｏｎｅｘｉｇｕｕｓ ＋ ＋ ＋ ｓｐ． ｓｐ． ｓｐ．

原始牛 Ｂｏｓｐｒｉｍｉｇｅｎｉｕｓ ＋ ＋ ＋ ＋ ｓｐ．

“家”牛 Ｂｏｓｔａｕｒｕｓ ＋ ＋ ＋

书书书

　为绝灭种类（包括区域绝灭）；＋为该种在该遗址出现；ｃｆ．为该种在该遗址以相似种出现；ｓｐ．为该种类在该遗址只鉴定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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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有８个。与本溪山城子动物群相比，种一级
相同的有北京斑鹿和东北狍 ２个，属一级相同的有
１０个。与海城小孤山动物群相比，种一级相同的有
狗獾、黄鼬、梅氏犀、北京斑鹿和东北狍５个，属一级
相同的有９个。与大连古龙山动物群相比，种一级
相同的有狗獾、黄鼬、北京斑鹿和东北狍 ４个，属一
级相同的有９个。与北京的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相
比，种一级相同的有狗獾和北京斑鹿２个，属一级相
同的有８个。因此，从种一级相同的数量上来看，交
界动物群与小孤山动物群共有的种数最多（５个），
在组成上最接近；其次是古龙山动物群（共有种 ４
个），然后是金牛山和庙后山动物群 （共有种数均为

３个）。从属一级相同的数量上看，交界动物群与山
城子动物群共有的种类最多（１０个），其次是顾乡
屯、金牛山、小孤山和古龙山动物群（均为 ９个），然
后是山顶洞动物群（８个）。综合考虑种一级和属一
级的共有成分，交界动物群在组成上与晚更新世中

晚期的小孤山动物群最接近，其次是晚更新世晚期

的古龙山动物群、中更新世中晚期的金牛山和庙后

山动物群。

鉴于交界动物群是生存在一个从温暖期向寒冷

期过渡阶段的动物群，因此交界动物群生存的时代

有以下 ５种可能：１）末次冰期Ⅲ（２４～１６ｋａＢＰ．）
的初期及其之前的温暖期之末；２）末次冰期Ⅱ
（５６～４０ｋａＢＰ．）的初期及其之前的温暖期之末；
３）末次冰期Ⅰ（７３～７２ｋａＢＰ．）的初期及其之前的
温暖期之末；４）倒数第二冰期 Ⅲ 阶段 （１５４～
１３６ｋａＢＰ．）的初期及其之前的温暖期之末；５）倒
数第二冰期Ⅱ阶段（２７７～２６６ｋａＢＰ．）的初期及其
之前的温暖期之末（冰期的划分及测年数据据易朝

路等
［３２］
）。根据交界动物群与相关动物群的相似程

度来看，第二和第三种可能较大；而根据动物的演

化水平判断，交界动物群中的原东北鼢鼠相似种相

对古老，梅氏犀为中更新世常见的种类，以及被合并

到东北兔的翁氏兔也可以认为是中更新世常见的种

类，则是第四种可能较大；陈铁梅根据梅氏犀化石

测定的同位素年龄 １７５ｋａ［１，２］的结果也符合第四种
可能。不论考虑哪种因素，第一和第五种可能较小。

而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第四种可能最大，第三种可能

次之，即交界动物群的生存时代最可能是距今

１５４～２６６ｋａ之间，然后是距今 ７３～１３６ｋａ之间。根
据出土化石的地层记录看，梅氏犀等大型动物主要

出土在堆积最下部的第 ６层，而旱獭、原东北鼢鼠、
东北兔等小型动物出土于次下部的第５层。因此笔

者认为出土于第５层的化石种类可能生存在冷暖气
候交替的倒数第二冰期Ⅲ阶段的初始（距今 １５４ｋａ）
附近，适合旱獭、原东北鼢鼠、东北兔等小型草原型

寒冷型哺乳动物的生存；而第６层出土的大型化石
种类可能生存于倒数第二冰期Ⅲ阶段之前的亚温暖
期（距今１５４～２６６ｋａ）的末尾，适合喜温的梅氏犀以
及对温差适应能力较强的北京斑鹿、斑鬣狗等动物

的生存。因此交界洞穴堆积第 ５、第 ６层出土的哺
乳动物群的时代应为中更新世的晚期。

交界动物群中的旱獭、原东北鼢鼠、东北兔、斑

鬣狗等指示草原环境，而熊、梅氏犀、北京斑鹿、东北

狍等指示森林环境，其他种类指示草原和森林的镶

嵌环境。因此交界动物群生存的时期当时的环境为

草原与森林镶嵌存在，在温暖期时（下部第 ６层堆
积时期）的森林面积较大，而向寒冷期转变时（次下

部第５层堆积时期）森林面积缩小、草原面积增加。

致谢　交界镇文化站和双扶采石场等单位对野
外发掘和遗址保护给予了大力支持，李毅在野外发

掘中对化石标本做过初步鉴定和整理，刘金毅帮助

鉴定部分食肉类化石，金昌柱和同号文为改进本稿

提出修改意见，笔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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