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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和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先后对杨家湾 ２号洞化石点进行发掘。目前已出土哺乳动物化石 １０００多

件，主要为单个牙齿化石，骨骼较少且较为破碎。初步鉴定出 ３１个哺乳动物属种，其中偶蹄类数量最为丰富，野

猪所占比例最大；灵长类和食肉类较为丰富；啮齿类、长鼻类及奇蹄类较少；尚未发现食虫类和翼手类。大部分

属种为现生类群，少量灭绝属种如巴氏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及华南巨貘等。从动物群组成来看，该动物群与杨家

湾 １号洞、湖南道县福岩洞等动物群较为相似，属于我国南方典型的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但是其所

包含的动物属种相对后两个化石点都较少，尤其是小哺乳动物属种单调。杨家湾 ２号洞的堆积物颗粒比 １号洞的

较粗，且含较多角砾，缺少红色粘土；据初步判断，该洞的堆积物是由洞口进入。动物群组合指示该地区晚更新

世气候较为温暖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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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我国南方洞穴和裂隙堆积中，经常会发现第
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之前在江西省境内发现的第四

纪哺乳动物化石点主要有江西乐平涌山岩洞
［１］
、万

年仙人洞
［２］
、江西于都县

［３］
以及萍乡竹山园洞

［４］

等。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根据江西省萍乡市博物馆提供
的化石线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同号文研究员与王强博士前往杨家湾进行实地考

察，发现两个含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溶洞，并于

当年对杨家湾 １号洞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牙齿化
石

［５］
。杨家湾 ２号洞位于 １号洞西南方向 ５０ｍ处，

于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和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先后对其进行发
掘。经过两次发掘，杨家湾 ２号洞出土哺乳动物化
石 １０００多件（其中 ２０１５年发掘出土 ６２６件），主要
为单个牙齿化石，骨骼较少且较为破碎。

杨家湾化石点的发现不仅增加了新的化石点，

也为我们研究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分布和演化
提供了新的化石材料。鉴于杨家湾 ２号洞与 １号洞
处在不同水平层，且堆积物特征及动物群组成都有

明显差异，尤其是 ２号洞的小哺乳动物化石极少，
因此，两者很可能代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堆积过

程，有必要另文报道。此外，由于 ２号洞堆积物尚
存很多，发掘将持续较长时间；本发掘报告以 ２０１５
年出土化石为主，但也将 ２０１６年新增属种一并讨
论。标本编号采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Ⅴ字号编号体系；在牙齿化石记述中，大写
字母代表上颌牙齿，小写字母代表下颌牙齿。

２　化石点位置及洞穴堆积

　　杨家湾化石点位于江西省上栗县长平乡塘上

村，地处湘赣交界附近，其经纬度为 ２７°４６′２５″Ｎ，

１１３°５０′２５″Ｅ（图 １）。杨家湾２号洞位于１号洞西南

方向 ５０ｍ处，是一个发育在二叠系长兴组浅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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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杨家湾化石点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Ｙａｎｇｊｉａｗａｎｓｉｔｅ

中－厚层灰岩中的溶洞［６］
。两个溶洞并非处于同一

水平层，杨家湾２号洞洞口海拔２４１ｍ，比１号洞高
出 ６ｍ左右。

图 ２　杨家湾 ２号洞发掘布方平面图（ａ）和ＢＢ′处的地层剖面图 （ｂ）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ａ）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ＢＢ′（ｂ）ｏｆＹａｎｇｊｉａｗａｎＣａｖｅ２

杨家湾 ２号洞洞口朝向西北方向，相对于 １号
洞而言，２号洞整体较为宽阔，洞壁和洞顶也较为
平整。洞口宽 ５ｍ、高 ３６ｍ，洞内向里延伸 ６９ｍ
左右（图 ２ａ），目前尚未探到洞穴的底部。洞顶有

少量钟乳石，堆积物顶面也未见到钙板；但在堆积

物中发现石笋；堆积物顶部含大量角砾；这些角砾

均为洞顶掉落物。洞内上部未被堆积物填满，堆积

物顶面距洞顶约０５ｍ；堆积物层理较为明显，自上
而下分为如下 ３个层位（图 ２ｂ）：

１．深灰色粘土层，厚约 ３０ｃｍ，植物根系较多，较松

软，角砾较多，化石含量较少，并且在 ２０１６年发掘过程中

发现两片瓷片，该层的堆积时代应为全新世，并被人类活

动扰动过；

２．棕黄色粘土层，厚约 ２０ｃｍ，角砾相对上层较少，化

石含量相对上层较多；

３．棕红色粘土层，厚度大于 １５０ｃｍ，未见底，角砾少，

化石富集。

在发掘过程中，按照考古发掘方法进行布方

（１×１ｍ）（图 ２ａ）、发掘和记录，并将探方内发掘的
泥土进行了水洗和过筛。目前已发掘 ３０ｍ２左右，
但堆积物向下有多厚尚不清楚。

３　动物群组成及部分化石描述

哺乳动物纲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灵长目 Ｐｒｉｍａｔｅ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猴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１．黑叶猴（未定种）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ｓｐ．（Ｖ２３２５３；
图 ３－１）

２．猕猴（未定种）Ｍａｃａｃａｓｐ．（Ｖ２３２５４；图 ３－２）
　　长臂猿科 ＨｙｌｏｂａｔｉｄａｅＢｌｙｔｈ，１８７５
３．长臂猿（未定种）Ｈｙｌｏｂａｔｅｓｓｐ．
　　啮齿目 ＲｏｄｅｎｔｉａＢｏｗｄｉｃｈ，１８２１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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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鼯鼠科 Ｐｅｔａｕｒｉｓｔｉｄａｅ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１２
４．毛耳飞鼠 ＢｅｌｏｍｙｓｐｅａｒｓｏｎｉｉＧｒａｙ，１８４２（Ｖ２３４３８；
图 ３－３）

　　竹鼠科 Ｒｈｉｚｏｍｙｉｄａｅ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Ｇｉｄｌｅｙ，１９１８
５．竹鼠（未定种）Ｒｈｉｚｏｍｙｓｓｐ．
　　鼠科 ＭｕｒｉｄａｅＩｌｌｉｇｅｒ，１８１１
６．小鼠（未定种）Ｍｕｓｓｐ．
７．黑鼠（未定种）Ｒａｔｔｕｓｓｐ．（Ｖ２３４３９；图 ３－４）
８．爱氏巨鼠 Ｌｅｏｐｏｌｄａｍｙ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８２
（Ｖ２３４４０；图 ３－５）

　　仓鼠科 Ｃｒｉｃｅｔ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８１７
９．绒鼠（未定种）Ｅｏｔｈｅｎｏｍｙｓｓｐ．（Ｖ２３４４１；图 ３－６）
　　豪猪科 Ｈｙｓｔｒｉｃ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ｄｅＷａｌｄｈｅｉｍ，１８１７
１０．无颈鬃豪猪 ＨｙｓｔｒｉｘｓｕｂｃｒｉｓｔａｔａＳｗｉｎｈｏｅ，１８７０
（Ｖ２３２５５１～２；图 ３－７，８）

　　食肉目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Ｂｏｄｗｉｃｈ，１８２１
　　　犬科 Ｃａｎ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ｄｅＷａｌｄｈｅｉｍ，１８１７
１１．爪哇豺 Ｃｕｏｎ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ｓＤｅｓｍａｒｅｓｔ，１８２０
（Ｖ２３４４２；图 ３－９）

　　　熊科 Ｕｒｓ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ｄｅＷａｌｄｈｅｉｍ，１８１７
１２．西藏黑熊 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２３
（Ｖ２３２５６１～２；图 ３－１０，１１）

１３．巴氏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ｂａｃｏｎｉ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１９１５
（Ｖ２３２５７１～６；图 ３－１５～２０）

　　　鼬科 Ｍｕｓｔｅｌ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ｄｅＷａｌｄｈｅｉｍ，１８１７
１４．貂属（未定种）Ｍａｒｔｅｓｓｐ．（Ｖ２３４４３；图 ３－１２）
１５．鼬属（未定种）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ｐ．（Ｖ２３４４４；图 ３－１３）
１６．猪獾 Ａｒｃｔｏｎｙｘｃｏｌｌａｒｉ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２５（Ｖ２３２５８；
图 ３－１４）

　　　灵猫科 Ｖｉｖｅｒｒ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１７．小灵猫（未定种）Ｖｉｖｅｒｒｉｃｕｌａｓｐ．
１８．大灵猫（未定种）Ｖｉｖｅｒｒａｓｐ．（Ｖ２３４４５；图 ３－２１）
１９．果子狸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Ｓｍｉｔｈ，１８２７
（Ｖ２３４４６；图 ３－２２）

　　　猫科 Ｆｅｌｉｄａ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ｄｅＷａｌｄｈｅｉｍ，１８１７
２０．虎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ｇｒ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Ｖ２３２５９；
图 ３－２３）

　　长鼻目 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ｄｅａＩｌｌｉｇｅｒ，１８１１
　　　剑齿象科 Ｓｔｅｇ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Ｈｏｐｗｏｏｄ，

１９３５
２１．东方剑齿象 Ｓｔｅｇｏｄ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Ｏｗｅｎ，１８７０
　　　真象科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２２．亚洲象 Ｅｌｅｐｈａｓｍａｘｉｍ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Ｖ２３４４７；图 ３－３９）

　　奇蹄目 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ａＯｗｅｎ，１８４８
　　　貘科 Ｔａｐｉｒ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２３．华南巨貘 Ｍｅｇａｔａｐｉｒ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Ｍａｔｔｈｅｗｅ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２３（Ｖ２３２６０１～４；图 ３－２４～２７）

　　　真犀科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ｔ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２４．犀（未定种）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ｓｐ．（Ｖ２３２６１１～３；
图 ３－２８～３０）

　　偶蹄目 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ａＯｗｅｎ，１８４８
　　　猪科 Ｓｕ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２５．野猪 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Ｖ２３２６２１～２；
图 ３－３１，３２）

　　　麝科 Ｍｏｓｃｈ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２６．麝（未定种）Ｍｏｓｃｈｕｓｓｐ．
　　　鹿科 ＣｅｒｖｉｄａｅＧｏｌｄｆｕｓｓ，１８２０
２７．麂（未定种）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ｓｐ．（Ｖ２３２６３；图 ３－３３）
２８．水鹿 Ｃｅｒｖｕｓ（Ｒｕｓａ）ｕｎｉｃｏｌｏｒＫｅｒｒ，１７９２（Ｖ２３２６４；
图 ３－３４）

２９．鹿（未定种）Ｃｅｒｖｕｓｓｐ．
　　　牛科 ＢｏｖｉｄａｅＧｒａｙ，１８２１
３０．鬣羚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８３１
（Ｖ２３２６５１～２；图 ３－３７，３８）

３１．水牛（未定种）Ｂｕｂａｌｕｓｓｐ．（Ｖ２３２６６１～２；
图 ３－３５，３６）
根据杨家湾 ２号洞出土的牙齿化石，鉴定出哺

乳动物 ６目 ２０科 ３１种（含未定种）。基于 ２０１５年
出土的牙齿数量统计结果，其中大哺乳动物各属所

占比例如图 ４所示。偶蹄类中野猪（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牙齿
数量所占比例最大，鹿类牙齿数量较为丰富；食肉

类中以西藏黑熊（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和巴氏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ｂａｃｏｎｉ）的为主；灵长类牙齿数量较为丰
富；长鼻类和奇蹄类牙齿数量较少。

杨家湾 ２号洞动物群中灵长类动物牙齿共 ４２
件，属种主要包括黑叶猴（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ｓｐ．）、猕猴
（Ｍａｃａｃａｓｐ．）以及长臂猿（Ｈｙｌｏｂａｔｅｓｓｐ．），其中猴科
的臼齿齿型为双脊型。小哺乳动物只发现啮齿类，

２０１５年发掘共出土 ５４件，主要包括我国南方常见
的竹鼠（Ｒｈｉｚｏｍｙｓｓｐ．）、小鼠（Ｍｕｓｓｐ．）和无颈鬃豪
猪（Ｈｙｓｔｒｉｘｓｕｂｃｒｉｓｔａｔａ）等；２０１６年发掘过程中又发
现了毛耳飞鼠（Ｂｅｌｏｍｙｓｐｅａｒｓｏｎｉｉ）、黑鼠 （Ｒａｔｔｕｓ
ｓｐ．）、爱 氏 巨 鼠 （Ｌｅｏｐｏｌｄａｍｙ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和 绒 鼠
（Ｅｏｔｈｅｎｏｍｙｓｓｐ．）等。

２０１５年发掘出土食肉类动物牙齿共 ７３件，其
中西藏黑熊（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３２件、猪獾（Ａｒｃｔｏｎｙｘ
ｃｏｌｌａｒｉｓ）１件、巴氏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ｂａｃｏｎｉ）３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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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杨家湾 ２号洞的哺乳动物化石
１．黑叶猴（未定种）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ｓｐ．，右 ｒｉｇｈｔｍ３；２．猕猴（未定种）Ｍａｃａｃａｓｐ．，左 ｌｅｆｔｍ３；３．毛耳飞鼠 Ｂｅｌｏｍｙｓｐｅａｒｓｏｎｉｉ，左下颌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ｅｆｔ

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ｐ４～ｍ３；４．黑鼠（未定种）Ｒａｔｔｕｓｓｐ．，右下颌 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ｉｇｈｔ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ｐ４ａｎｄｍ２；５．爱氏巨鼠 Ｌｅｏｐｏｌｄａｍｙｓｅｄｗａｒｄｓｉ，右下颌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ｍ１～ｍ３；６．绒鼠（未定种）Ｅｏｔｈｅｎｏｍｙｓｓｐ．，左下颌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ｅｆｔ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ｍ１～ｍ２；７～８．无颈鬃豪猪 Ｈｙｓｔｒｉｘｓｕｂｃｒｉｓｔａｔａ，７．右

ｒｉｇｈｔｉ１，８．左下颌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ｅｆｔ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ｄｐ４ａｎｄｍ１；９．爪哇豺 Ｃｕｏｎ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ｓ，左 ｌｅｆｔＭ１；１０～１１．西藏黑熊 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１０．左 ｌｅｆｔｍ２，

１１．右 ｒｉｇｈｔｍ１；１２．貂属（未定种）Ｍａｒｔｅｓｓｐ．，右 ｒｉｇｈｔＭ１；１３．鼬属（未定种）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ｐ．，右下颌 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ｉｇｈｔ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ｐ４～ｍ１；１４．猪獾

Ａｒｃｔｏｎｙｘｃｏｌｌａｒｉｓ，左 ｌｅｆｔＭ１；１５～２０．巴氏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ｂａｃｏｎｉ，１５．左 ｌｅｆｔＭ１，１６．右 ｒｉｇｈｔＭ１，１７．左 ｌｅｆｔＭ２，１８．左 ｌｅｆｔｍ１，１９．右 ｒｉｇｈｔｍ２，

２０．右 ｒｉｇｈｔｍ３；２１．大灵猫（未定种）Ｖｉｖｅｒｒａｓｐ．，左 ｌｅｆｔｍ１；２２．果子狸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右 ｒｉｇｈｔＭ１；２３．虎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ｇｒｉｓ，右 ｒｉｇｈｔＰ４；２４～２７．

华南巨貘 Ｍｅｇａｔａｐｉｒ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２４．右 ｒｉｇｈｔＰ１，２５．左 ｌｅｆｔＭ３，２６．右 ｒｉｇｈｔｐ２，２７．左 ｌｅｆｔｐ４；２８～３０．犀（未定种）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ｓｐ．，２８．左 ｌｅｆｔｄｐ１，

２９．右ｒｉｇｈｔｄｐ２，３０．左ｌｅｆｔｄｐ２；３１～３２．野猪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３１．左ｌｅｆｔＭ３，３２．右ｒｉｇｈｔｍ３；３３．麂（未定种）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ｓｐ．，左ｌｅｆｔｍ３；３４．水鹿Ｃｅｒｖｕｓ

（Ｒｕｓａ）ｕｎｉｃｏｌｏｒ，左 ｌｅｆｔｍ３；３５～３６．水牛（未定种）Ｂｕｂａｌｕｓｓｐ．，３５．右 ｒｉｇｈｔＭ３，３６．右 ｒｉｇｈｔｍ３；３７～３８．鬣羚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

　　　　　　　 ３７．右 ｒｉｇｈｔＭ３，３８．左 ｌｅｆｔｍ３；３９．亚洲象 Ｅｌｅｐｈａｓｍａｘｉｍｕｓ，齿板 ｔｏｏｔｈｐｌａｔｅ

Ｆｉｇ３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ｆｏｓｓｉｌｓｆｒｏｍＹａｎｇｊｉａｗａｎＣａｖｅ２

虎（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ｇｒｉｓ）１件以及小灵猫（Ｖｉｖｅｒｒｉｃｕｌａｓｐ．）
１件。在 ２０１６年的发掘过程中新发现了爪哇豺
（Ｃｕｏｎ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ｓ）、大灵猫（Ｖｉｖｅｒｒａｓｐ．）、果子狸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鼬 属 （Ｍｕｓｔｅｌａｓｐ．）和 貂 属
（Ｍａｒｔｅｓｓｐ．）等属种。大熊猫化石具有很好的时代

指示意义，其演化历史经历了体形由小变大再变小

的过程
［７］
。晚中新世至上新世的始熊猫（Ａｉｌｕｒａｒｃｔｏｓ

ｌｕｆｅｎｇｅｎｓｉｓ）被认为是大熊猫的直接祖先，体型很
小

［８］
。更新世早期的代表为大熊猫小种（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ｉｃｒｏｔａ），体型比始熊猫稍大［７］
。武陵山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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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杨家湾 ２号洞大哺乳动物基于牙齿数量的相对比例（依 ２０１５年出土化石统计）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ｍａｍｍａｌｔａｘａｉｎＹａｎｇｊｉａｗａｎＣａｖｅ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ｅｅｔｈ．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ｎｄｓｏｆ２０１５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ｗｕｌ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在进化阶段上介于大熊
猫小种和巴氏大熊猫之间，其牙齿形态与巴氏大熊

猫相比
［９］
，附尖或齿带较不发育，两者的过渡大概

发生在早－中更新世界线附近［９］
。巴氏大熊猫比现

生大熊猫（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体型要大［１０］
，

Ｃｏｌｂｅｒｔ和 Ｈｏｏｉｊｅｒ［１１］认为巴氏大熊猫除了个体大小
及与其相对应的构造外，与现生种没有任何显著差

别。黄万波
［７］
认为巴氏大熊猫和现生大熊猫的过

渡发生在 ２５０００年前。杨家湾 ２号洞的大熊猫牙齿
特征和测量数据显示其总体特征符合巴氏大熊

猫
［１２］
（表 １），牙齿大小在巴氏大熊猫牙齿大小变异

范围之内。１号洞发现一枚比正常巴氏大熊猫牙齿
小很多的牙齿

［５］
，与 １号洞类似，杨家湾 ２号洞也

发现一个特殊标本（Ｖ２３２５７２），其明显比正常巴
氏大熊猫的 Ｍ１要小，其长和宽分别为 ２３３ｍｍ和
２５０ｍｍ，大小既介于武陵山大熊猫［１３］

和巴氏大熊

猫
［１２］
之间，也介于现生大熊猫和巴氏大熊猫之间。

由于杨家湾 ２号洞无古老型属种，所以杨家湾 ２号
洞的大熊猫有可能处于巴氏大熊猫和现生大熊猫的

过渡期。

在 ２０１５年的发掘过程中，长鼻类牙齿化石只
发现 ４件，没有完整的。根据其牙齿特征及测量数
据推测，应属于东方剑齿象（Ｓｔｅｇｏｄ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２０１６年 发 掘 过 程 中 发 现 一 枚 亚 洲 象 （Ｅｌｅｐ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齿板，象类组合与杨家湾 １号洞［５］

、江西

萍乡竹山园洞
［４］
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等相同

［１４］
。

有蹄类动物以野猪（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最多，其次是各
种鹿类（Ｃｅｒｖｉｄｓ）、鬣羚（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和
水牛 （Ｂｕｂａｌｕｓｓｐ．），而 华 南 巨 貘 （Ｍｅｇａｔａｐｉｒｕｓ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和犀牛（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ｓｐ．）化石则较少。

杨家湾 ２号洞第一次发掘出土华南巨貘
（Ｍｅｇａｔａｐｉｒ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化石 ８件，在貘类牙齿中，
Ｐ１和 ｐ２较容易鉴定。其中 Ｐ１为亚三角形，后部
膨大，与其他前臼齿相比，尺寸明显较小，尤其在

横宽方向剧烈萎缩，外脊强大，前、后尖发育，原

尖退化；ｐ２为前尖后钝的三角形，下前尖发育，下
原尖与下后尖十分靠拢，下三角凹与下跟凹分别形

成两个只向舌侧开口的沟谷
［１３］
。杨家湾 ２号洞的

貘类牙齿大小和形态与盐井沟
［１１］
的华南巨貘相似，

应当也属于华南巨貘。

犀牛牙齿共 １４件，从牙齿形态结构和大小来
看，与盐井沟的中国犀（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１１］和梅
氏犀（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１５］比较接近，由
于根据该化石点的犀牛牙齿暂时无法准确鉴定到

种，因此暂定为犀属未定种。

野猪（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牙齿数量最多，共 ２４３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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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熊猫牙齿测量及比较（单位：ｍｍ）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ｎ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ｎ：ｍｍ）

地点 杨家湾 ２号洞 广西金银洞［９］ 龙骨洞［１３］ 广西其他山洞［１２］ 现生标本［１１］

属种

巴氏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ｂａｃｏｎｉ）

大熊猫小种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ｉｃｒｏｔａ）

武陵山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ｗｕｌ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ｓｉｓ）

巴氏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ｂａｃｏｎｉ）

现生大熊猫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
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

Ｐ３
Ｌ ２０．５８～２１．４２ １４．３～１６．５ １４．５～１９．０ １９．４～２４．０ １８．２～２１．０

Ｗ １１．３～１２．６ ８．０～１０．５ ９．６～１２．０ １１．０～１５．０ １０．８～１２．８

Ｐ４
Ｌ ２７．７～２８．１ １９．４～２２．５ ２０．８～２５．９ ２４．８～３０．５ ２２．６～２６．７

Ｗ １９．０～２０．７ １２．０～１６．０ １４．１～１８．６ １６．５～２１．８ １６．８～２０．１

Ｍ１
Ｌ ２３．３～２８．８ １７．７～２３．０ ２０．０～２６．３ ２５．１～２９．０ ２２．４～２６．２

Ｗ ２５．０～２９．８ １６．５～２３．２ ２１．８～２７．３ ２６．０～３１．５ ２５．１～２９．６

Ｍ２
Ｌ ３４．４～３８．０ ２０．０～２５．０ ２４．２～３１．２ ３１．０～４０．５ ３０．４～３６．５

Ｗ ２６．２～２９．８ １６．０～２０．０ １９．０～２４．７ ２３．７～３０．５ ２４．０～２８．２

　　Ｌ：ｌｅｎｇｔｈ（长）；Ｗ：ｗｉｄｔｈ（宽）

杨家湾 ２号洞动物群的优势种。在牙齿大小方面种
内变异范围很大，牙齿形态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

异，如有些 ｍ３具有 ３叶，而另一些却具有第 ４小
叶；有些冠面较宽，而另一些冠面却较窄。

反刍类动物牙齿化石的丰富度较高，主要包括

麝科、鹿科和牛科动物。鹿类动物多样性较高，没

有发现具有重要鉴定意义的鹿角，牙齿标本共 ９９
件，依据牙齿大小及形态初步鉴定出麝属（Ｍｏｓｃｈｕｓ
ｓｐ．）、麂属（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ｓｐ．）、鹿属（Ｃｅｒｖｕｓｓｐ．）以及
水鹿（Ｃｅｒｖｕｓ（Ｒｕｓａ）ｕｎｉｃｏｌｏｒ）４种鹿类动物，其中麝
类 ２件，麂类 ６０件，中型鹿类 ２３件，水鹿 １４件。
麂类动物的牙齿较小，上臼齿具有发育的中附尖和

舌侧齿柱；中型鹿类牙齿化石的大小和形态特征与

梅花鹿相似；水鹿牙齿很大，齿冠高度中等，釉质

层表面粗糙有皱纹，上臼齿舌侧、下臼齿唇侧有十

分发育的锥形齿柱，易于鉴别。

牛科 牙 齿 共 ３５件，其 中 鬣 羚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２２件，水牛１３件。鬣羚牙齿与鹿类动
物牙齿相比，其牙齿齿冠较高，釉质层表面光滑，

无齿柱、齿带等附属结构。水牛（Ｂｕｂａｌｕｓ）和大额
牛 Ｂｏｓ（Ｂｉｂｏｓ）是南方中晚更新世化石点常见的大型
牛科动物

［１６］
，两者牙齿形态存在一定的区别，如水

牛的 ｐ２较大，且结构较为复杂；水牛的 Ｍ３后附尖
指向后方，在齿冠后侧面靠颊侧处形成一突起的楞；

水牛上臼齿在舌侧（原尖在前内侧、次尖在后内侧

有收缩沟）、下臼齿在颊侧主尖的前后各有收缩沟；

水牛上臼齿前后叶（前、后窝）之间不止一个齿柱

（冠面可看到的完全封闭和半封闭的釉质小环），其

中靠舌侧者最大；水牛牙齿的测量数据较大等
［５］
。

根据上述特征，萍乡杨家湾 ２号洞的大型牛科动物
应当属于水牛属，但由于缺乏头骨材料，尚无法鉴

定到种。

４　动物群时代及环境探讨

　　不同时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有着不同
的动物群组合面貌，前人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的演化和时代划分做了很多的研究

［１７～２０］
。从动物

群组成上来看，杨家湾 ２号洞动物群中的大哺乳动
物缺乏早更新世动物群如柳城巨猿洞

［２１］
和湖北建

始 龙 骨 洞
［１３］

的 标 志 性 属 种， 如 巨 猿

（Ｇｉｇａｎｔ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和大熊猫小种（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ｉｃｒｏｔａ）
等，指示其时代不会是早更新世；盐井沟动物群之

前作为我国南方中更新世动物群的代表
［１７～２０］

，后来

有学者认为当初命名该动物群的化石材料来源复

杂，除中更新世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时间段的化石；

最近报道的平坝上洞动物群时代为中更新世早

期
［２２］
。与中更新世动物群相比，杨家湾 ２号洞动物

群的现生属种比例更大，因此其时代应该晚于中更

新世；此外，杨家湾 ２号洞动物群含有少量的灭绝
属种，如巴氏大熊猫、东方剑齿象以及华南巨貘

等，指示其时代应比我国南方现代生物群要早。通

过与我国南方晚更新世动物群相比较（表 ２），杨家
湾 ２号洞的动物群组成与萍乡竹山园洞［４］

、杨家湾

１号洞［５］
、湖南道县福岩洞

［１４］
、湖北建始杨家

坡
［２３］
、湖北郧西黄龙洞

［２４］
以及云南西畴仙人洞

［２５］

等动物群较为相似，属于我国南方典型的晚更新世

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其中湖南道县福岩洞的化
石层位的堆积时代为距今 ８～１２万年［２６］

。这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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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杨家湾 ２号洞与其他晚更新世遗址的大哺乳动物群组成成分与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ｍａｍｍａｌｆａｕｎａｓｆｒｏｍＹａｎｇｊｉａｗａｎＣａｖｅ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杨家湾

２号洞
杨家湾

１号洞［５］
江西

竹山园洞［４］
湖南

福岩洞［１４］
湖北

杨家坡洞［２３］
湖北

黄龙洞［２４］
云南西畴

仙人洞［２５］

灵长目 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 ＋ ＋ ＋ ＋

Ｐｏｎｇｏｓｐ． ＋

Ｈｙｌｏｂａｔｅｓｓｐ． ＋ ＋ ＋ ＋ ＋ ＋

Ｍａｃａｃａｍｕｌａｔｔａ ｓｐ． ｓｐ． ｓｐ． ｓｐ． ｓｐ． ＋ ｓｐ．

Ｍａｃａｃａｒｏｂｕｓｔａ ＋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ｌｉａｎｔ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ｐ． ＋

Ｔｒａｃｈｙｐｉｔｈｅｃｕｓｐｈａｙｒｅｉ ｓｐ． ｓｐ． ｓｐ． ＋

食肉目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ａ

Ｃａｎｉ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

Ｃａｎｉｓｓｐ． ＋

Ｃｕｏｎ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ｓ ＋ ｓｐ． ＋

Ｃｕｏｎ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ｓａｎｔｉｑｕｕｓ ＋ ＋

Ｃｕｏｎｄｕｂｉｕｓ ＋

Ｖｕｌｐｅｓｓｐ． ＋

Ｃａｎｉｄａｅｇｅｎ．ｅｔｓｐ．ｉｎｄｅｔ． ＋

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ｋｏｋｅｎｉ ＋

Ｕｒｓｕ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Ｓｅｌｅｎａｒｃｔｏｓ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 ＋ ＋ ＋ ＋ ＋

Ｈｅｌａｒｃｔｏｓｍａｌａｙａｎｕｓ ｓｐ． ＋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ｂａｃｏｎｉ ＋ ＋ ｓｐ． ＋ ＋ ＋ ＋

Ａｉｌｕｒｏｐｏｄａｍｅｌａｎｏｌｅｕｃａｆｏｖｅａｌｉｓ ＋

Ａｉｌｕｒｕｓｆｕｌｇｅｎｓ ＋

Ｍｕｓｔｅｌａｋａｔｈｉａｈ ＋

Ｍｕｓｔｅｌａｅｖｅｒｓｍａｎｎｉ ｓｐ． ＋

Ｍａｒｔｅｓｆｌａｖｉｇｕｌａ ｓｐ． ｓｐ． ＋ ＋

Ｍａｒｔｅ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Ａｒｃｔｏｎｙｘｃｏｌｌａｒｉｓ ＋ ＋ ＋ ＋ ＋

Ａｒｃｔｏｎｙｘｃｏｌｌａｒｉｓ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ｓ ＋

Ｌｕｔｒａｌｕｔｒａ ＋ ＋ ＋

Ｃｒｏｃｕｔａｃｒｏｃｕｔａｕｌｔｉｍａ ＋ ｓｐ． ＋ ＋ ＋ ＋

Ｈｙａｅｎｉｄａｅｇｅｎ．ｅｔｓｐ．ｉｎｄｅｔ． ＋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ｇｒｉｓ ＋ ＋ ＋ ＋ ＋ ＋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ｇｒｉｓａｍｏｙｅｎｓｉｓ ＋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ａｒｄｕｓ ＋ ＋

Ｎｅｏｆｅｌｉｓｎｅｂｕｌｏｓｉ ｓｐ． ＋ ｓｐ．

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

Ｆｅｌｉｓｍｉｃｒｏｔｉｓ ＋ ＋

Ｆｅｌ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Ｆｅｌｉｓｃｈａｕｓ ＋

Ｆｅｌｉｓ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ｉ ＋

Ｆｅｌｉｓｓｐ． ＋ ＋

Ｖｉｖｅｒｒｉｃｕｌａｉｎｄｉｃａ ＋

Ｖｉｖｅｒｒｉｃｕｌａｓｐ． ＋ ＋ ＋

Ｖｉｖｅｒｒａｚｉｂｅｔｈａ ｓｐ． ｓｐ． ｓｐ． ＋ ＋

Ｖｉｖｅｒｒａｚｉｂｅｔｈａｅｘｐｅｃｔａ ＋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 ＋ ＋ ＋ ＋

Ｖｉｖｅｒｒｉｄａｅｉｎｄｅｔ ＋

长鼻目 Ｐｒｏｂｏｓｃｉｄｅａ

Ｓｔｅｇｏｄ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 ＋ ＋ ＋ ＋ ＋

Ｅｌｅｐｈａｓｍａｘｉｍｕｓ ＋ ＋ ＋ ＋ 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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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杨家湾

２号洞
杨家湾

１号洞［５］

江西

竹山园洞［４］

湖南

福岩洞［１４］

湖北

杨家坡洞［２３］

湖北

黄龙洞［２４］

云南西畴

仙人洞［２５］

奇蹄目 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Ｅｑｕｕｓｓｐ． ＋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ｐ． ｓｐ． ＋ ＋ ＋ ＋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ｋｉｒｃｈｂｅｒｇｅｎｓｉｓ

＋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

Ｍｅｇａｔａｐｉｒ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 ＋ ＋ ＋ ＋ ＋ ＋

偶蹄目 Ａｒｔｉｏｄａｃｔｙｌａ

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 ＋ ＋ ＋ ＋ ＋ ＋ ＋

Ｓｕｓｘｉａｏｚｈｕ ＋

Ｓｕｓｓｐ． ＋

Ｍｏｓｃｈｕｓｍｏｓｃｈｉｆｅｒｕｓｐｌｉｃｏｄｏｎ ｓｐ． ｓｐ． ｓｐ． ＋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ｍｕｎｔｊａｋ ｓｐ． ｓｐ． ＋ ｃｆ． ＋ ｓｐ．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ｒｅｅｖｅｓｉ ＋

Ｅｌａｐｈｏｄｕ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ｕｓ ＋

Ｈｙｄｒｏｐｏｔｅｓｉｎｅｒｍｉｓ ＋

Ｃｅｒｖｕｓｎｉｐｐｏｎ ＋

Ｃｅｒｖｕｓｕｎｉｃｏｌｏｒ ＋ ＋ ＋ ＋ ＋ ＋

Ｃｅｒｖｕｓｓｐ． ＋ ＋ ＋

Ｃｅｒｖｉｄａｅｉｎｄｅｔ． ＋

Ｂｕｄｏｒｃａｓ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 ＋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 ＋ ＋ ＋ ＋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ｋａｎｊｅｒｅｕｓ ＋

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ｇｏｒａｌ ｓｐ． ＋

Ｂｕｂａｌｕｓｂｕｂａｌｉｓ ｓｐ． ｓｐ． ＋ ｓｐ．

Ｌｅｐｔｏｂｏｓｓｐ． ＋

Ｂｏｓ（Ｂｉｂｏｓ）ｇａｕｒｕｓ ＋

Ｂｏｖｉｎｉｉｎｄｅｔ． ＋

总计 ２４ ３０ １３ ２７ ２９ ３８ ２７

　＋：该种在该遗址出现；ｃｆ．：该种在该遗址以相似种出现；ｓｐ．：该种在该遗址只鉴定到属

石点共有属种有猕猴、巴氏大熊猫、虎、东方剑齿

象、华南巨貘、野猪及黑熊；如下属种在各化石点

也十分常见：长臂猿（竹山园洞缺）、豺（竹山园洞

缺）、最后鬣狗（Ｃｒｏｃｕｔａｕｌｔｉｍａ）（杨家湾２号洞缺）、
猪獾（竹山园洞缺）、大灵猫（竹山园洞缺）、竹鼠

（竹山园洞缺）、豪猪（杨家坡洞缺）、巨鼠（仙人洞

缺）、亚洲象（黄龙洞和仙人洞缺）、水鹿（竹山园洞

缺）和麂（竹山园洞缺）等。此外，杨家湾 ２号洞的
动物群组成与上述动物群的最大不同是其小哺乳动

物不够丰富。

在我国南方晚更新世化石点中，象类化石组合

不尽相同。杨家湾 ２号洞含有东方剑齿象和亚洲
象，与萍乡竹山园洞、杨家湾 １号洞、湖南道县福
岩洞、湖北杨家坡等化石点的象类化石组合相同

（表 ２）；此外，广西崇左智人洞的象类化石组合为
江南象（Ｅｌｅｐｈａｓｋｉａ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和亚洲象（Ｅｌｅｐ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２７］，其化石层位的堆积时代为距今 １１１

万年。广西崇左智人洞的动物群组成与典型的大熊

猫－剑齿象动物群存在较大差异，该动物群没有大
熊猫和剑齿象；金昌柱等

［２７］
根据该动物群特征把

我国南方含有亚洲象的晚更新世动物群命名为亚洲

象动物群，与典型的中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
群（狭义）和早更新世巨猿动物群相区分。杨家湾 ２
号洞的象类化石可能说明其时代与萍乡竹山园洞、

杨家湾 １号洞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等相近，均为晚
更新世。

洞穴堆积物年代的差异可能与洞穴高程有关

联
［２１］
，裴文中

［２１］
通过对广西山洞的研究认为，随着

山洞的海拔的升高，其时代可能越早，但这并不是绝

对的。综合分析杨家湾 ２号洞和 １号洞的海拔高度
和动物群组成，我们初步判断二者的时代较为接近，

同为晚更新世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考虑到杨家
湾２号洞出土的灭绝种类化石稀少，本动物群的时
代应当不会太老，很可能为晚更新世的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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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湾 ２号洞动物属种均为南方类群，如长臂
猿、猪獾、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以及犀牛等属于

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森林型动物。此外，鹿类动物

具有很好的环境指示意义，如麂属成员的出现一般

反映存在丛林环境
［２８，２９］

；现生水鹿主要分布我国

中、南部地区，喜欢潮湿的环境，以嫩食为主，其出

现可指示温暖潮湿的森林环境
［３０］
。因此，通过动

物群的组成可以推断当时的环境应以温暖湿润的森

林环境为主，具体植被信息还要等孢粉分析结果出

来才能确定。

５　小结

　　江西萍乡杨家湾 ２号洞是一个发育在二叠系长
兴组浅灰色中－厚层灰岩中的溶洞，其海拔比杨家
湾 １号洞高出 ６ｍ左右；堆积物层理较为明显，自
上而下分为深灰色粘土层、棕黄色粘土层和棕红色

粘土层 ３个层位（尚未探到洞穴底部），其中棕红色
粘土层化石最为富集，与 １号洞相比，其堆积物颗
粒较粗，且含较多角砾，缺少红色粘土。出土化石

以单个牙齿为主，骨骼较少且较为破碎。已初步鉴

定出哺乳动物化石共计有 ６目 ２０科 ３１种（含未定
种），以现生属种为主，灭绝属种有巴氏大熊猫、东

方剑齿象和华南巨貘等。在化石数量方面，野猪占

绝对优势，其次是各种鹿类、食肉类、啮齿类和灵

长类。杨家湾 ２号洞的大熊猫牙齿特征和测量数据
显示其总体特征符合巴氏大熊猫，牙齿大小在巴氏

大熊猫牙齿大小变异范围之内，但有一个特殊的

Ｍ１标本，其明显比正常巴氏大熊猫的 Ｍ１要小，大
小既介于武陵山大熊猫和巴氏大熊猫之间，也介于

现生大熊猫和巴氏大熊猫之间。由于杨家湾 ２号洞
无古老型属种，所以杨家湾 ２号洞的大熊猫有可能
处于巴氏大熊猫和现代大熊猫的过渡期。此外，杨

家湾 ２号洞含有东方剑齿象和亚洲象，与萍乡竹山
园洞、杨家湾 １号洞、湖南道县福岩洞、湖北杨家
坡等化石点的象类化石组合相同。从动物群组合来

看，与杨家湾 １号洞、湖南道县福岩洞以及湖北建
始杨家坡等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较为相
似；但小哺乳动物属种多样性及化石数量均较前述

３个化石点的少。综合分析巴氏大熊猫牙齿特征、
象类化石组合以及动物群组合特点，我们认为杨家

湾 ２号洞属于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其
年代应与杨家湾 １号洞、湖南道县福岩洞等相近。
动物群组合指示该地区晚更新世气候较为温暖湿

润，以森林环境为主。

致谢　笔者衷心感谢下列机构及个人对本研究
所提供的帮助：江西省文物局、萍乡市文广新局、

上栗县文广新局和萍乡市博物馆对野外考察和发掘

给予大力支持；杨彰谦先生及其家人提供化石线

索，并且在野外发掘过程中提供各种便利；王强博

士参与前期野外考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杨奇

森研究员接待第一作者在中国科学院动物所比较现

生标本；白云俊博士参加野外地层调研及样品采

集；萍乡市博物馆刘遇春、李妍、向菲、彭维、李文

涛以及周云松等参与野外发掘；任进成、张佩琪等

同学在拍摄化石照片时给予各种帮助。最后，感谢

审稿专家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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