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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记述了甘肃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３件未成年个体的头骨发育特

征，主要表现在：顶嵴至迟在幼年个体出现，此时两侧顶嵴远远分开，其间的骨表面隆突；３件未成年头骨的项嵴

后缘均是平直的；鼓后突与关节后突的接触出现于初生期；头骨顶面在鼻骨后缘向前延伸由初生期的逐渐变窄到

幼年个体的迅速收缩，此时头骨顶面最宽处位于两侧眶上结节之间；在钩突后方，鼻后孔侧壁的后缘向后上方延

伸，幼年个体时倾斜角度已接近成年状态。与维氏大唇犀（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ｗｉｍａｎｉ）头骨的个体发育相比，两者在颊

齿萌出顺序方面无明显差异；但后者幼年头骨在顶骨与枕骨鳞部骨缝的愈合时间上较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晚。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头骨形态方面区别于其他无角犀族类群的分类特征不晚于 ＤＰ４开始磨蚀且 Ｍ１刚露出齿槽时出现。

新的头骨材料表明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可能在晚中新世早期起源于甘肃临夏盆地。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上颊齿发育釉质褶皱，下

颊齿发育方形轮廓的下三角座，具有一定的加工硬草的能力，生活在晚新近纪时期的开阔草原上，是无角犀族已

知唯一延续到上新世的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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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０３年 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１］根据购自中药店的几枚犀
牛牙齿建立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ｂｒａｎｃｏｉ，其上颊齿的形态包
括：发育前附尖和前尖肋，原尖和次尖收缩强烈，

前刺和小刺发育有丰富的釉质褶皱，形成多个中

凹。随后，Ｒｉｎｇｓｔｒｍ［２］把产自山西榆社带有上颊齿
列的一段上颌确定为 Ｒ．ｂｒａｎｃｏｉ的相似种 Ｒ．ａｆｆ．
ｂｒａｎｃｏｉ。Ｋｒｅｔｚｏｉ［３］在讨论中新世犀牛的系统发育关
系时，根据上述两者描述的上颊齿所发育的复杂的

冠面结构，尤其是丰富的釉质褶皱，建立新属山西

犀（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属 型 种 为 布 氏 山 西 犀 （Ｓ．
ｂｒａｎｃｏｉ），并根据布氏相似种（“Ｒ”．ａｆｆ．ｂｒａｎｃｏｉ）建
立了林氏山西犀（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由于当时已知材
料提供的形态数据有限，该属的有效性曾备受争

议
［４，５］
。Ｄｅｎｇ［６］描述了甘肃临夏盆地积石山银川早

上新世地层中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的头骨和下颌材料，首
次记录了该属头骨、下颌、门齿及下颊齿的形态特

征，确立了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的有效性。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已
知的材料产于甘肃临夏盆地晚中新世晚期到早上新

世、山西榆社盆地上新世、云南元谋和禄丰盆地晚

中新世晚期地层等 ４个地点［６］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此前

没有幼年材料的报道，本文描述的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幼
年头骨材料产自甘肃临夏盆地。

临夏盆地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发育渐新世到全

新世的连续沉积序列，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成熟，已

知的哺乳动物化石以渐新世巨犀动物群、中中新世

铲齿象动物群、晚中新世三趾马动物群和早更新世

真马动物群最为丰富
［７，８］
。真犀科化石指示的临夏

盆地晚新生代气候环境演化趋势与哺乳动物化石群

落指示的结果一致，即该盆地在晚渐新世为半开阔

的林地且气候干燥，中中新世为温暖湿润的森林环

境，晚中新世、早上新世和早更新世为半干旱的开

阔环境
［９～１１］

。真犀科化石主要发现于新近纪地层

中，已报道的归于 １３个属的 １６个种，以无角犀类
（ａｃｅｒａｔｈｅｒｅｓ）最为繁盛，板齿犀类（ｅｌａｓｍｏｔｈｅｒｅｓ）和
额鼻角犀类也有分布

［７，１２～１６］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分布于

晚中新世到上新世地层，也是临夏盆地早上新世已

知唯一的无角犀类。

临夏盆地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已报道的材料仅见于积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５年

图 １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化石产地，修改自 Ｄｅｎｇ等［７］

ＬＸ００２３和政禾托（ＨｅｔｕｏｉｎＨｅ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ＬＸ００３０广河松树沟（ＳｏｎｇｓｈｕｇｏｕｉｎＧｕａｎｇｈｅＣｏｕｎｔｙ）；

ＬＸ００３７和政潘杨（ＰａｎｙａｎｇｉｎＨｅ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ＬＸ９８０５积石山银川（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ｉｎＪｉｓｈｉｓｈ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ｈｅｒｅ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７］

石山银川早上新世地层（ＬＸ９８０５）［６］（图 １）。本文
描述 ３件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未成年头骨，其中 ＨＭＶ００９２
产自临夏盆地和政县关滩沟乡潘杨晚中新世早期地

层（ＬＸ００３７），是该属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另外
２件头骨 ＨＭＶ１５３５和 ＨＭＶ０６７１分别产自临夏盆
地晚中新世不同地点（ＨＭＶ１５３５，广河县官坊乡松
树沟 ＬＸ００３０；ＨＭＶ０６７１，和政县吊滩乡禾托
ＬＸ００２３）（图 １）。头骨的年龄判断以现生黑犀
（Ｄｉｃｅｒｏｓｂｉｃｏｒｎｉｓ）和白犀（Ｃｅｒａｔ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ｉｍｕｍ）上颊
齿的萌出顺序作为参考

［１７，１８］
，并结合维氏大唇犀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ｗｉｍａｎｉ）个体发育不同阶段的划分方
式

［１９］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是欧亚大陆唯一已知延续到上

新世的无角犀类，对该属的形态学研究将有助于解

释无角犀类在晚新近纪的气候适应过程中表现出的

形态变化趋势。

测量标准根据 Ｇｕéｒｉｎ［２０］。缩写：ＨＭＶ，和政古
动物化石博物馆，甘肃和政；ＩＶＰＰＶ，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脊椎动物化石编号；

Ｍ，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化石编号，瑞典；Ｌ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临夏盆地

化石地点编号，甘肃。

２　化石描述

　　奇蹄目 ＰｅｒｉｓｓｏｄａｃｔｙｌａＯｗｅｎ，１８４８
　犀科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ｔｉｄａｅＯｗｅｎ，１８４５
　　无角犀亚科 ＡｃｅｒａｔｈｅｒｉｉｎａｅＤｏｌｌｏ，１８８５
　　　大唇犀族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ｉｎｉＱ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８７
　　　　山西犀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Ｋｒｅｔｚｏｉ，１９４２

０４５



　３期 卢小康等：临夏盆地晚新近纪山西犀头骨新材料及其生存环境

　　　　　林氏山西犀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
Ｋｒｅｔｚｏｉ，１９４２

选型材料　Ｍ５３６，带有完整上颊齿列的上颌，
现藏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图 ２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头骨
１—ＨＭＶ００９２，２—ＨＭＶ１５３５，３—ＨＭＶ０６７１；ａ．侧面（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ｂ．顶面（ｄｏｒｓａｌｖｉｅｗ）；比例尺＝１００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ｋｕｌｌｓｏｆ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

产地和层位　早上新世高庄期（相当于欧洲陆
生哺乳动物期的 ＭＮ１４），山西榆社黄石沟（Ｈｕａｎｇ
ＳｈｉｈＫｏｕ）［２，６］。

鉴定特征　根据 Ｄｅｎｇ［６］鉴定，前颌骨退化，不
发育上门齿。鼻骨短而上翘，前端骨表面发育粗糙

的角座。下颌联合部上翘，腹侧面凹。ＤＰ１非常
小。上颊齿原尖强烈收缩。上前臼齿发育舌侧齿

桥、中凹、釉质褶皱、连续的内齿带。下臼齿下三

角座凹冠面呈 Ｕ形轮廓。
归入材料　ＨＭＶ００９２，初生期个体头骨，晚中

新世早期，和政县关滩沟乡潘杨 （ＬＸ ００３７）；
ＨＭＶ１５３５，幼年个体头骨，晚中新世晚期，广河县
官坊乡松树沟（ＬＸ００３０）；ＨＭＶ０６７１，青年个体头
骨，晚中新世晚期，和政县吊滩乡禾托（ＬＸ００２３）
（图 １～５和表 １～２）。

ＨＭＶ０６７１　青年个体，Ｐ４齿冠轻度磨蚀，Ｍ３
齿冠尚未完全萌出。头骨右侧略挤压，右侧颧弓断

失，上颊齿列保存完好。在 ３个头骨中保存最为完
整，形态也最为接近成年个体。

前颌骨呈短而薄的骨片，前端向正中矢状面趋

近，后端延伸到ＤＰ１前缘水平。前颌骨和上颌骨均
不发育上门齿齿槽。鼻骨短而上翘，前端位于 Ｐ２
的前半部水平，发育粗糙面；侧缘下垂；鼻骨宽度

从鼻切迹后缘向前保持不变。鼻切迹侧视整体近 Ｕ
形轮廓，后端位于 Ｐ４后半部水平。眶下孔发育 ３
个，位于鼻切迹后下缘，后端到 Ｐ４水平。眶前缘
位于 Ｍ１后缘水平。额骨发育眶上结节和眶后突，
两者相比前者较粗大。头骨顶面最宽处位于额骨的

两侧眶上结节之间，并在眼眶前方到鼻切迹后缘之

间迅速变窄。泪结节位于眶前缘的上半部。颧弓上

的眶后突发育。颧弓前端基部位置低，紧邻颊齿齿

槽缘。颧弓整体粗壮，仅在颞髁前方略微变窄；背

侧缘后端发育短的角状突。关节后突粗壮，末端向

前弯曲。鼓后突近板状，向两侧扩展强烈，外侧缘

达到颞髁中部水平；向前弯曲与关节后突相接触，

封闭假外耳道腹侧缘。假外耳道的后背侧沟向上延

伸到颞骨、枕骨鳞部、枕骨侧部三者的交界处下

方，整体位于枕部侧缘下半部。副枕突末端向后延

伸，由于破损未知其是否超过关节后突的末端。项

嵴宽度小于两侧鼓后突的宽度，枕面整体呈上窄下

宽的梯形轮廓。枕部侧缘后倾。枕外结节发达，项

嵴后缘平直。项韧带窝深。枕骨大孔呈长的三角形

轮廓，尖端突向上。

腹侧视，腭裂破损，后缘位置未知。两侧颊齿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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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头骨轮廓图，细线条示骨缝
１—ＨＭＶ００９２，２—ＨＭＶ１５３５，３—ＨＭＶ０６７１；ａ．侧面（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ｂ．顶面（ｄｏｒｓａｌｖｉｅｗ）；比例尺＝１００ｍｍ

Ｆｉｇ３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ｏｆ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ｓｋｕｌ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Ｆｉｎ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ｕｔｕｒｅｓ

图 ４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头骨，枕面，细线条示骨缝
１—ＨＭＶ００９２，２—ＨＭＶ０６７１；Ａ．化石材料（ｆｏｓｓｉｌ），Ｂ．轮廓图（ｄｒａｗｉｎｇ）；比例尺＝１００ｍｍ

ａ———枕骨鳞部（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ｂｏｎｅｓ），ｂ———枕骨侧部（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ｂｏｎｅｓ），

ｃ———鼓后突（ｐｏｓｔｔｙｍｐａ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ｄ———项韧带窝（ａｔｔａｃｈｆｏｒｎｕｃｈ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Ｆｉｇ４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ｏｆ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ｓｋｕｌ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Ｎｕｃｈａｌｖｉｅｗ，ｆｉｎ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ｕｔｕｒｅｓ

图 ５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上颊齿
１—ＨＭＶ００９２，２—ＨＭＶ１５３５，３—ＨＭＶ０６７１；比例尺＝１００ｍｍ

Ｆｉｇ５　Ｕｐｐｅｒｃｈｅｅｋｔｅｅｔｈｏｆ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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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头骨测量和比较（ｍｍ）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ｍｍ）ｏｆｓｋｕｌｌｓｏｆ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

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ＭＶ００９２ ＨＭＶ１５３５ ＨＭＶ０６７１ Ｖ１３７６４

１．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ｅ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ｘｉｌｌａ ＞２３５ ＞３３９ ＞４０５ ＞５２０

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ｅａｎｄｎａｓａｌｔｉｐ — — ３７１ ５１５
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ａｓａｌｔｉｐａｎｄ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ｒｅｓｔ ＞１８５ ＞２６４ ３７９ 约 ４８０
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ａｓａｌｔｉｐ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ｎａｓａｌｎｏｔｃｈ — — ７５ １１８
５．Ｍｉｎｉｍａｌｗｉｄｔｈｏｆｂｒａｉｎｃａｓｅ — — ５７ ７５
６．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ｒｅｓ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ｒｂｉ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１５ １６１ ２０７ 约 ２８０
７．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ｒｅｓｔａｎｄｓｕｐｒａｏｒｂｉ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２８ １７２ ２２９ 约 ２９５
８．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ｒｅｓｔａｎｄｌａｃｒｉｍａｌｔｕｂｅｒｃｌｅ １４８ １８６ ２６３ 约 ３４０
９．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ａｓａｌｎｏｔｃｈａｎｄｏｒｂｉｔ ３０ ３０ ４１ ６３
１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ｅａｎｄＭ３ — — １９２ ２６４
１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ａｓａｌｔｉｐａｎｄｏｒｂｉｔ — — １１５ １７６
１５．Ｗｉｄｔｈｏｆ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ｒｅｓｔ — ５５ 约 ８６ 约 １５５
１６．Ｗｉｄｔｈｏｆｐａｒａｍａｓｔｏｉ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 — １５８ ２１１
１７．Ｍｉｎｉｍａｌｗｉｄ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ｃｒｅｓｔｓ — ４０ ３９ 约 ４０
１８．Ｗｉｄ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ｓｔｏｒｂｉ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约 ７８ ８４ １３５ １５５
１９．Ｗｉｄ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ｐｒａｏｒｂｉ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约 ６２ ９３ １４６ １７４
２０．Ｗｉｄ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ｃｒｉｍａｌｔｕｂｅｒｃｌｅｓ 约 ５８ ８５ １６７ １６８
２１．Ｍａｘｉｍａｌｗｉｄ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ｙｇｏ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ｈｅｓ 约 １０７ １４６ ２４１ ２９５
２２．Ｗｉｄｔｈｏｆｎａｓａｌｂａｓｅ — ４０ ６７ ８４
２３．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 — １３５ 约 １２５
２５．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Ｐ２ — — １０５ １４６
２６．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Ｍ１ — — １１９ １８０
２７．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Ｍ３ — — １３０ １７０
２８．Ｗｉｄｔｈｏｆｐａｌａｔ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Ｐ２ — — ３７ ５２
２９．Ｗｉｄｔｈｏｆｐａｌａｔ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Ｍ１ — — ５７ ７３
３０．Ｗｉｄｔｈｏｆｐａｌａｔ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Ｍ３ — — 约 ５８ ７０
３１．Ｗｉｄｔｈｏｆｆｏｒａｍｅｎｍａｇｎｕｍ ——— — 约 ４２ ３７．５
３２．Ｗｉｄ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ｄｇｅｓｏｆｏｃｃｉ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ｅ — — 约 １０４ １１３

　Ｖ１３７６４产自临夏盆地积石山银川（ＬＸ９８０５），测量值根据 Ｄｅｎ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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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林氏山西犀上颊齿测量和比较（ｍｍ）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ｍｍ）ｏｆｕｐｐｅｒｃｈｅｅｋ

ｔｅｅｔｈｏｆ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

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ＭＶ００９２ ＨＭＶ１５３５ ＨＭＶ０６７１ Ｖ１３７６４

ＤＰ１ — ２２．４／１９．３ １７．７／１４．９ ２１．５／２０

ＤＰ２ ３８．１／２７．２ ４０．９／３６．３ — —

ＤＰ３ ４９．３／３８．２ ４３．３／４０．２ — —

ＤＰ４ — ４５．５／４３．５ — —

Ｐ２ — — ３２．２／３５．８ ３８／４５
Ｐ３ — — ３６．４／４６．１ ４３．５／５７
Ｐ４ — — ３６．７／４８．２ ４３／６３
Ｍ１ — — ４６．３／５１．７ ５２／６２
Ｍ２ — — ４６．５／５２．７ ５３．５／６１．５
Ｍ３ — — ３７．６／４３．５ ５２／５５

Ｐ２～Ｍ３ — — ２１３．６ —

ＤＰ１～ＤＰ４ — １４５．１ — —

Ｐ２～Ｐ４ — — １０２．２ —

Ｍ１～Ｍ３ — — １１８．８ —

　Ｖ１３７６４上颊齿的测量值根据 Ｄｅｎｇ［６］

列外缘均呈浅弧形延伸，前端趋近。鼻后孔前缘

窄，延伸到 Ｍ２中部水平。鼻后孔侧壁在翼骨钩突
后方几乎垂直向上延伸。颞髁轮廓横向呈稍向后凸

的弧形。基结节粗大，后方发育两个深窝。枕骨基

部纵嵴发育，向后延伸逐渐变弱，在达到枕髁之前

消失。破裂孔前缘延伸到颞髁水平。

顶骨与额骨之间的骨缝整体呈凸向后的弧形轮

廓，后端位于中矢面处，相当于颞髁水平，两侧向

前延伸到眼眶后方的位置。两侧顶骨的，及其与枕

骨鳞部的骨缝已经愈合。顶骨与颞骨的骨缝趋于愈

合，能隐约辨别弱的骨缝从颞窝前部沿着脑颅侧壁

的中部向后延伸到与枕骨鳞部相接处。颞骨与枕骨

侧部和鳞部的骨缝连续，从枕部侧缘中部上方向下

延伸直到鼓后突与副枕突的末端。枕面视，枕骨侧

部和鳞部之间的骨缝位于枕骨大孔的上方；颞骨在

鼓后突的枕面与枕骨鳞部和枕骨侧部相接（图 ４）。
头骨顶面两侧额骨间的骨缝在后半部，即靠近顶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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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趋于愈合，但是前半部，即靠近鼻骨的部分

尚未愈合。额骨与鼻骨的骨缝在正中矢状面处弯

曲，外侧延伸到眼眶的前上角，并在此处与泪骨相

接。额骨不与上颌骨相接，也不参与组成眶前缘。

泪骨与鼻骨以短的骨缝相接。上颌骨与额骨不相

接。上颌骨与颧骨的骨缝从眼眶前方向后下方延伸

到颧弓基部；与鼻骨的骨缝自鼻切迹后角向后延

伸，直到与泪骨的连接处。颧骨与颞骨在颧弓上的

骨缝自眼眶后界向后延伸到颞髁前方。腹侧视，两

侧上颌骨的颚突，及其与颚骨之间的连接没有愈

合。颚骨与上颌骨的连接达到 Ｍ１的前缘。蝶骨翼
突与翼骨之间的连接，及翼骨与颚骨垂直部之间的

连接尚未愈合。基枕骨与基蝶骨之间的骨缝愈合。

ＤＰ１三角形轮廓，前附尖长，原尖和原脊发
育，前刺和小刺相连形成中凹。Ｐ３和 Ｐ４形态接
近：前附尖褶和前尖肋发育，Ｐ４的后附尖较Ｐ３长；
原尖有弱的收缩，但反前刺不发育，次尖无收缩；

原尖较次尖更加靠近正中矢状面；不发育舌侧齿

桥；小刺发育多个，但不与前刺相连，中凹不发育；

前刺有弱的釉质褶皱发育；内齿带连续。Ｐ２与 Ｐ３
和 Ｐ４形态接近，差别在于 Ｐ２前附尖较长，但不发
育后附尖；小刺和前刺相连形成中凹；原尖较次尖

弱；原脊较后脊细弱，向舌侧延伸较后脊短（图 ５）。
Ｍ１和Ｍ２形态接近，与前臼齿Ｐ３和Ｐ４相比，差别
在于：后附尖更长；原尖和次尖均发育收缩，反前

刺和次尖收缩褶向中谷口延伸；内齿带退化。Ｍ３
三角形轮廓，次级褶皱的发育与 Ｍ１和 Ｍ２相同。
齿带的发育情况未知。

ＨＭＶ１５３５　幼年个体，ＤＰ４齿冠轻度磨蚀，
Ｍ１齿冠刚刚露出齿槽。基枕部、鼻骨及前颌骨破
损，骨缝清晰。形态接近幼年个体，但在某些特征

和骨缝愈合方面存在差异。

鼻切迹后端位于 ＤＰ３后半部水平。脑颅侧壁
圆隆，最宽处位于假外耳道水平。鼻后孔前缘位于

ＤＰ４后缘水平。鼻骨仍不与上颌骨相接。腹侧视，
上颌骨的颚突与颚骨的骨缝位于 ＤＰ３的后半部水
平。愈合的骨缝包括：脑颅顶面两侧顶骨之间的；

枕骨鳞部与顶骨之间的。泪骨上缘与鼻骨的骨缝仍

然短。

上 颊 齿 保 存 两 侧 乳 齿 列。ＤＰ１形 态 与
ＨＭＶ０６７１的 ＤＰ１相近（图 ５）。ＤＰ２与 ＤＰ３和 ＤＰ４
的形态相近，三者均发育前附尖和前尖肋；不发育

舌侧齿桥；原尖和次尖发育收缩；前刺和小刺发育

釉质分叉，反前刺发育；但 ＤＰ２前附尖更长，不发

育后附尖，原尖较次尖弱，原脊向后弯曲的趋势更

加强烈，发育两个中凹，内齿带连续；ＤＰ３和 ＤＰ４
发育后附尖，不发育中凹，内齿带退化。

ＨＭＶ００９２　初生期个体，ＤＰ２和 ＤＰ３的齿冠
略磨蚀，ＤＰ１和ＤＰ４的齿冠刚露出齿槽。头骨右侧
稍挤压，脑颅侧壁和基部破损，右侧颧弓、鼻骨前

端和前颌骨断失。各骨之间骨缝清晰。该头骨保存

了初生期个体具有的一系列形态特征。

鼻骨断面轮廓呈上下微凸的透镜状，侧缘无下

垂。鼻切迹后缘延伸到 ＤＰ３前缘水平。眶前缘位
于 ＤＰ４的前缘。从背侧视，头骨顶面从鼻骨后缘到
鼻切迹后缘逐渐变窄。额骨不发育明显的眶上结节

和眶后突。头骨顶面最宽处位于眼眶后界。鼓后突

向前与关节后突接触，封闭假外耳道腹侧缘。枕部

侧缘侧视前倾。顶嵴不发育，脑颅顶面光滑。项嵴

后缘不发育明显的枕外结节或凸向前的缺刻。脑颅

高而圆隆，最高处位于脑颅前半部；两侧最宽处的

位置与颧弓最宽处相当。脑颅的最大宽大于头骨顶

面额骨的最大宽。

头骨腹侧视，腭裂后缘位于ＤＰ１前方。乳齿列
前后向呈直线延伸，两侧齿列前端不趋近。鼻后孔

前缘位于 ＤＰ４中部水平。翼骨钩突发达，呈结节
状。鼻后孔侧壁的后缘向后上方延伸，与水平面之

间的夹角约为 ３４°（图 ３）。
头骨各骨块之间无骨缝愈合。额骨、顶骨和枕

骨鳞部由前向后构成脑颅顶壁，其中顶骨构成脑颅

最高处。顶骨向前在脑颅最高处的前方与额骨相

接，骨缝整体略呈弧形。两侧顶骨呈翼状向后延

伸，后缘组成切迹，枕骨鳞部呈三角形突入其中。

顶骨与枕骨磷部的骨缝后端达到项嵴前方。脑颅顶

壁正中矢状面处各骨纵向长度的比例不同，枕骨鳞

部最长，顶骨次之，额骨最短。在脑颅侧壁，顶骨

与颞骨相接的骨缝前方与额骨相接，后部与枕骨鳞

部相接。顶骨后缘与枕骨侧部不相连。颞骨、顶骨

和枕骨鳞部交汇处的骨缝位于枕部侧缘中部的上

方。颞骨与枕骨鳞部的骨缝向下延伸到鼓后突上半

部（约与颞髁齐平），继而延续为与枕骨侧部相接。

枕骨侧部与枕骨鳞部的骨缝在枕面位于枕面中部的

上方，在枕部侧缘一直向下延伸到假外耳道处

（图 ３和 ４）。枕骨侧部不参与构成假外耳道后背侧
的浅沟。脑颅基部破损，各骨之间关系未知。泪骨

与鼻骨的骨缝短（约 １０ｍｍ）。上颌骨与额骨不
相接。

ＤＰ１和 ＤＰ４的齿冠刚刚露出齿槽。ＤＰ２和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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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Ｐ３的形态与幼年头骨的相近。

３　比较和讨论

　 　 根 据 已 知 的 现 生 犀 牛 及 维 氏 大 唇 犀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ｗｉｍａｎｉ）的上颊齿萌出顺序［１７～１９］
，本

文描述的 ３件头骨材料代表个体发育的 ３个不同阶
段：初生期（ＨＭＶ００９２）、幼年（ＨＭＶ１５３５）、青年
（ＨＭＶ０６７１），个体发育序列虽不完整，但具有一
定的连续性。下面列出头骨在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

变化（图 ２～４）：
（１）从初生到青年，脑颅的增大以向上、向后

延伸为主；侧面视，枕部上升，脑颅顶面最高处后

退到项嵴前方；脑颅整体由圆隆的球状变得高而

窄，断面呈梯形轮廓；顶骨所占脑颅顶壁和侧壁的

比例逐渐增加。

（２）发达的枕外结节至迟在 ＤＰ４开始磨蚀且
Ｍ１刚露出齿槽时已经发育，突出于项嵴后缘，并
向下延伸到项韧带窝上部。项嵴后缘从幼年到青年

个体均不发育切迹。

（３）顶嵴逐渐发育，至迟在 ＤＰ４开始磨蚀且
Ｍ１刚露出齿槽时形成隆起的嵴状结构。两侧顶嵴
远远分开，之间的骨表面隆突。

（４）鼓后突末端向前弯曲延伸，在初生期已经
与前方的关节后突相接触，封闭假外耳道的腹侧。

（５）颧弓由细弱逐渐变得粗壮，与成年个体接
近的颧弓形态至迟在 Ｍ２开始磨蚀时形成。

（６）额骨眶后突和眶上结节逐渐发育，至迟在
ＤＰ４开始磨蚀而Ｍ１齿冠刚露出齿槽时眶上结节发育
程度超过眶后突。初生期个体，头骨顶面最宽处位于

眼眶后界，到幼年个体前移到两侧眶上结节之间。

（７）从初生到幼年，头骨顶面从鼻骨后缘向前
延伸由逐渐变窄到迅速收缩，眶前缘到鼻切迹之间

的上颌骨外表面随之由平变凹。

（８）眶下孔发育 ２～３个，随着年龄增长孔径增
加，相对于上颊齿的位置逐渐变化，但数量无变化。

（９）３件头骨仅青年个体保存有完整的鼻骨，
鼻骨上翘，前端发育粗糙面。

（１０）在钩突后方，鼻后孔侧壁的后缘斜向后上
方延伸，其与水平线的夹角随着个体发育逐渐增

大，在 ＤＰ４开始磨蚀时，接近成年时的状态［６］
，即

大于 ５０°。
（１１）本文材料能观察到的头骨各骨块之间外

表面的骨缝在 ＤＰ４萌出之前尚未出现愈合（脑颅底
部枕骨基部和侧部之间的骨缝未知）。之后，首先

愈合的是脑颅周围骨块之间的骨缝，又以顶壁后部

的骨缝愈合较早：在 ＤＰ４轻度磨蚀且 Ｍ１刚刚露出
齿槽之时，头骨顶面两侧顶骨之间、顶骨与枕骨鳞

部之间的骨缝完全愈合，脑颅底部各骨块之间的骨

缝是否愈合由于破损未知；在 Ｍ２开始磨蚀且 Ｍ３
正在萌出时，两侧额骨之间、顶骨和颞骨之间的骨

缝尚未完全愈合，此时，枕骨基部与蝶骨之间、枕

骨基部与枕骨侧部之间骨缝完全愈合（图 ２～４）。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成年个体头骨（Ｖ１３７６４，Ｍ３
轻度磨蚀）顶骨与颞骨在脑颅侧壁的骨缝已经愈合，

上颌骨和鼻骨在鼻切迹后方的骨缝开始变弱
［６］
。

就 颊 齿 的 萌 出 顺 序 而 言， 本 文 描 述 的

ＨＭＶ０６７１右侧发育轻度磨蚀的Ｐ４和刚刚开始磨蚀
的 Ｍ２，但是左侧的 Ｐ４和 Ｍ２磨蚀程度相当。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左右两侧颊齿磨蚀程度存

在差异；两侧 Ｐ４的萌出时间存在差异，右侧的较
Ｍ２早或与之相近。维氏大唇犀、现生黑犀和白犀
的 Ｍ２萌出时间较 Ｐ４早［１７～１９］

，但是前两者也有个

体 Ｐ４的磨蚀程度大于 Ｍ２。目前难以准确判断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上颊齿 Ｐ４和 Ｍ２萌出的先后顺序。本
文 ２件头骨的上前臼齿乳齿均发育前刺和小刺的釉
质褶皱，与上前臼齿的相近；发育长的后附尖和反

前刺，不发育连续的内齿带，与上臼齿的相近

（图 ５）。
Ｄｅｎｇ［６］描述的产自临夏盆地早上新世的材料

确认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发育鼻端角和中等大小的下门齿
ｉ２。下 门 齿 ｉ２的 大 小 在 Ｍｅｎｏｃｅｒａｓ、Ｔｅｌｅｏｃｅｒａｓ、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和现生的印度犀（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ｕｎｉｃｏｒｎｉｓ）
等是典型的性二型特征，雄性个体通常具有更大的

ｉ２［２１～２４］。鼻角作为性二型特征在两性之间的差别
不仅表现在是否发育

［２５］
，也表现在发育大小的差

异
［２６～２８］

。头骨和头后骨骼在其他形态特征方面表

现的性别差异通常难以准确地区分。邓涛
［１９］
在记

述 Ｃ．ｗｉｍａｎｉ的头骨个体发育时，讨论了几件成年
和老年个体头骨的性二型特征。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已知
的材料有限，本文描述的材料只有 ３件未成年个体
的头骨，缺少可供对比的鼻骨和下颌，无法就该属

的性二型特征做出判断。

在邓涛
［１９］
记述的 Ｃ．ｗｉｍａｎｉ的头骨发育序列

中，ＨＭＶ ０７７０和 ＨＭＶ ０３８１与 本 文 描 述 的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幼年头骨 ＨＭＶ１５３５发育阶段接近
（ＤＰ１和 ＤＰ４磨蚀，Ｍ１尚未或刚开始萌出）。两个
类群在一些特征的保持方面是一致的，如脑颅圆

隆，顶骨和颞骨的骨缝尚未愈合；一些特征出现的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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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致的，如枕部上升变得高于鼻额部，顶嵴

明显，两侧顶嵴分离，两侧顶骨愈合；已知的差别

在于Ｃ．ｗｉｍａｎｉ（ＨＭＶ０７７０头骨）的关节后突和鼓
后突彼此靠近但未接触，顶骨与枕骨鳞部的骨缝尚

未愈合（图 ６）。本文描述的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青年头骨
ＨＭＶ０６７１与邓涛［１９］

记述的 Ｃ．ｗｉｍａｎｉ青年头骨
ＨＭＶ００６０发育阶段接近（Ｍ３将要完全萌出），一
些特征的发育是一致的，如更加粗壮的顶嵴、更高

图 ６　临夏盆地晚新近纪维氏大唇犀头骨（ＨＭＶ０７７０）［１９］，细线条示骨缝
ａ．侧面（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ｂ．顶面（ｄｏｒｓａｌｖｉｅｗ）；比例尺＝１００ｍｍ

Ｆｉｇ６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ｗｉｍａｎｉｓｋｕｌｌ（ＨＭＶ０７７０，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Ｄｅｎｇ［１９］）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Ｎｅｏｇｅｎｅ

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Ｆｉｎ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ｕｔｕｒｅｓ

的脑颅、更加发达的眶后突和眶上结节。对比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和 Ｃ．ｗｉｍａｎｉ的头骨发育发现，除了颊
齿形态之外具有鉴别意义的形态差异在幼年个体已

经出现（ＤＰ１和 ＤＰ４磨蚀而 Ｍ１尚未或刚萌出）：两
侧顶嵴之间的骨表面在前者为稍微隆突的，而后者

为平或稍凹的；项嵴后缘在 Ｃ．ｗｉｍａｎｉ发育宽而浅
的凹，但是前者枕外结节发达，项嵴后缘平直或稍

凸向后；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头骨顶面最宽处位于两侧眶
上结节之间，而后者位于两侧眶后突之间；头骨顶

面由鼻骨后缘向前延伸到鼻切迹后缘的位置在

Ｃ．ｗｉｍａｎｉ是逐渐变窄的，而在前者是迅速收缩。由
于本文描述的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幼年头骨 ＨＭＶ１５３５的
鼻骨缺损，无法判断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和 Ｃ．ｗｉｍａｎｉ的
鼻 骨 差 异 是 否 在 此 阶 段 已 经 出 现， 但 是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青年个体头骨 ＨＭＶ０６７１的鼻骨上翘，
前端粗糙面发育，与 Ｃ．ｗｉｍａｎｉ的青年个体头骨
（ＨＭＶ００６０）平直，且不发育粗糙面的鼻骨差别显
著。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和 Ｃ．ｗｉｍａｎｉ的头骨在骨缝的愈
合时序方面无明显差异，均以脑颅部各骨块的愈合

为先；在融合时间方面，前者在幼年时顶骨与枕骨

磷部的骨缝已经愈合，而后者此时尚未融合。在

Ｃ．ｗｉｍａｎｉ成年个体，Ｍ３中度磨蚀时颧弓上颧骨与
颞骨之间骨缝的愈合自眼眶后方开始向后延伸，两

侧鼻骨之间的骨缝愈合自鼻骨与额骨连接处向前延

伸
［１９］
。Ｈａｇｇｅ［２９］记 述 的 产 自 北 美 晚 新 近 纪 的

Ｔｅｌｅｏｃｅｒａｓｍａｊｏｒ的幼年头骨材料非常丰富，但是与
头骨个体发育相关的描述过于简单，可确定的形态

信息如下：与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和Ｃ．ｗｉｍａｎｉ的头骨相比
在顶嵴的发育时间上一致；鼻骨前端粗糙面的出现

时间与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的 ＨＭＶ０６７１接近。值得注意
的是，Ｔ．ｍａｊｏｒ的颧弓在 Ｍ１尚未萌出时已经具备成
年个体的轮廓形态，比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和 Ｃ．ｗｉｍａｎｉ
同一发育阶段个体的颧弓粗壮。

４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的生存环境

　　本文记述的产自甘肃临夏盆地和政县关滩沟乡
晚中新世早期的头骨材料将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出现的时
代提早到晚中新世早期。该属的地理分布范围小，

其作为中国晚新近纪地层特有的无角犀类，见于山

西榆社
［３０～３３］

、甘肃临夏
［６］
、云南元谋和禄丰

［３４］
等

几个地点，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未见报道。从已知

的地史分布判断，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在晚中新世早期出
现于甘肃临夏盆地，之后向南迁移，最南可见于元

谋盆地晚中新世地层，最丰富的化石记录见于山西

榆社盆地上新世地层。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体型小，前后脚骨粗短（未发表材
料），发育中等大小的 ｉ２和下颌联合部。这些特征
表明该属可以采食矮草，但是在采食效率方面与

Ａ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和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 相 比 不 具 有 竞 争 优
势

［３０，３１］
。Ｄｅｎｇ［６］认为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上颊齿发育的釉

质褶皱与一些以硬草为食的真犀和马（如板齿犀和

Ｅｑｕｕｓ）相近，是该属采食硬草能力的标志。同时，
该属下颊齿呈方形轮廓的下三角座在与上颊齿接触

时比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发育的三角形轮廓的下三角座具
有更高的加工效率，与板齿犀类等真犀类群相近，

而与大多数的无角犀类不同。这些特征显示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具有一定的加工硬草的能力，能够适
应上新世的草原环境。

中国北方上新世和第四纪地层所产真犀科类群

包括 无 角 犀 类 的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额 鼻 角 犀 类 的
Ｄｉ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ｒｈｉｎｕｓ和 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以及板齿
犀类的 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ｉｕｍ和 Ｅｌａｓｍｏｔｈｅｒｉｕｍ等［７，３２，３３，３５，３６］

。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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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板齿犀类和额鼻角犀类相比，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上颊
齿釉质褶皱较弱，只出现在前刺和小刺上；白垩质

较薄，且仅附着于颊齿外壁；颊齿齿冠相对较低，

未磨蚀的上臼齿 Ｍ１冠高 ６０ｍｍ左右；前后脚骨变
得粗短，体型较小。这些特征使得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在
采食硬草和抵御寒冷气候方面的能力较板齿犀类和

额鼻角犀类弱。额鼻角犀类和板齿犀类的分类特征

至迟出现在早中新世，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直到

更新世干冷气候的到来才凸显出这些特征的环境适

应意义
［３７］
；就采食硬草的能力而言，后者的颊齿具

有更高的齿冠、更丰富的白垩质和更复杂的冠面结

构。西藏札达盆地上新世最原始披毛犀 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的发现［３７］

，一方面表明更新世冰期动物的

出现与青藏高原隆升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提醒

我们，更新世时期披毛犀相对于其他真犀科类群而

言在欧亚大陆的广泛分布可能是由于具有更多未知

的生理特征方面的优势。无角犀类各属种在对晚中

新世气候环境的高度适应的同时也失去了应对急剧

环境变化的能力。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发育的上颊齿釉质
褶皱和下颊齿方形的下三角座使它具有一定的加工

硬草的能力，能够在上新世干旱的草原环境中生

存。无角犀类以颊齿形态进一步特化来适应逐渐干

旱的气候，但这些优势不足以应对更新世更为干旱

且寒冷的气候，目前没有在第四纪地层中发现可确

定归入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或其他无角犀类的材料。

５　结论

　　无角犀亚科是真犀科内特化程度较低的一个类
群，在新近纪时期达到繁盛并逐渐没落，目前没有

在第四纪地层中发现有可归入该亚科的材料。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是晚新近纪中国特有的，也是欧亚地
区唯一延续到上新世的无角犀族的一个属，相比族

内其他类群而言，该属不仅鼻骨出现弱的鼻角，而

且其上颊齿发育釉质褶皱，下臼齿发育较长的下前

脊，具有采食硬草的能力。为了更深入的了解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本文首次记述了 Ｓ．ｒｉｎｇｓｔｒｏｅｍｉ未成年
个体的头骨形态，总结了其头骨在个体发育过程中

的 形 态 变 化， 并 注 意 到 其 与 维 氏 大 唇 犀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ｗｉｍａｎｉ）等其他无角犀族类群的形态
差异在幼年个体（Ｍ１已经萌出，前臼齿乳齿没有脱
落）已经出现。另外，本文记述的甘肃临夏盆地晚

中新世早期（和政县关滩沟乡潘杨，ＬＸ００３７）的未
成年个体头骨（ＨＭＶ００９２）是该属已知最早的记
录。研究者通常认为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和 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源

自 Ａ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但是 Ｃ．ｐｒｉｍｉｇｅｎｉｕｓ和本文描述的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的新材料产出时代与 Ａｃｅｒｏｒｈｉｎｕｓ相当，
因此，尽管从形态上后者比前两者原始，但目前仍

不能确定这三者的亲缘关系究竟如何。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
新材料的发现表明，无角犀族为了采食硬草而发育

的颊齿形态自晚中新世早期已经出现，此后的进一

步特化直到上新世才完成。因此，从 Ｓｈａｎｓｉｒｈｉｎｕｓ
的演化推断，我国晚新近纪时期并未经历剧烈的环

境变化，直到更新世冰期气候到来，该属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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