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1期

1 9 8 8 年 1 月

古 脊 椎 动 物 学 报
V 为R丁 E B R A T A r IA

J

A S认 T xC A f i g ,
.

1一 3

5 0一 5 8

P I
.

I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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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山东山旺新发现的小哺乳动物化石
: A “ 口 m厂 动“ 留 ” g ” 价

s p
.

n o v
.

和 lP o i。 -

` c i u ,二 , a “
·

, i n 。 。 , i` ( o i u ” t L i n , 1 9 8 6 )
。

它们的形态特征
,

分别与江苏洒洪中中新世下草湾动

物群中相应属的种接近
,

但明显具有较高的进化水平
。

两动物群中小哺乳动物的对比似乎表

明
,

山旺动物群的地质时代比下草湾动物群的略晚
。

在山东山旺盆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中
,

有数百件
,

代表二十余种大
、

中型哺乳动物的

标本
。

但迄今所报道的该地点的小哺乳动物化石却为数不多
,

只有 S人朋留雌梦。 “ ,
cx eP ct “ la

( Y o u n g
,

19 7 7 )
,

M
e i , i a a , f a ti c a

( Q iu
,

1 9 8 1 ) 和 D ia t o m 夕5 s h a o t“ , g e n s i; ( L i
,

19 7 4 ) 三种
。

本文再记述新近发现的另外两种
,

这样山旺的小哺乳动物化石就有了五种
。

标本系山东

省临胸古生物博物馆于 1 9 8 3年
,

以传统的采集方法
,

在剥离硅藻土时获得
。
化石产 自中

中新统山旺组中段之 Sw Z 层 (阎德发等
,

19 8 3 年 )
。

标本保存了部分骨架和印模
,

尽管受

压致残
,

但仍堪称为两件难得的标本
。

承蒙王哲夫和沈文龙先生分别为标本摄像与绘图
,

作者在此致谢
。

一
、

标本记述与讨论

啮齿目 R o d e n U a B o w 击 e h
,

1 8 2 1

山河狸科 A p l o d o n it d a e T r o u e s s a r t
,

1 8 9 7

半圆齿鼠亚科 A n s o m y五n a e

iQ
u ,

1 9 8 7

半圆齿鼠属 A o s o m y o
Q i u

,

1 9 8 7

山旺半圆齿鼠 (新种 ) A n s o m少 B B
h ” 口a n

邵
n s `B s .P n o v

·

(图 l , 2 ; 图版 I
,

11)

名称由来 示新种产地—
山旺

。

特征 一种个体稍大的半圆齿鼠
,

具近锥状的齿尖和较强的附属脊
。
上臼齿原脊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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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小尖中部收缩
,

有分成双尖的趋势 ;中脊发育 ; M
3

次圆形
,

后尖退化成后边脊
。

下颊齿

次小尖发育 ; M
,

次方形
,

下内尖强大
,

下次小尖相对退化
。

正型标本 一几乎完整
,

背腹向受压的骨架及印模 (临胸古生物博物馆临 时编 号
:

SM 5 3 0 1 0 1
.

1)
,

带有一具右 P ,

一M
,

( P
4

残破 )的破上领骨 ( SM 8 3 0 10 1
.

2 )
,

一左 M
3

( SM

8 3 0 1 0 1
.

3 )
,

一具 p 。

一 M
3

的右下颇骨 ( SM 8 3 0 10 1
.

4 )
,

及一左 M
:

( SM 8 3 0 1 0 1
.

5 )
o

测量 (单位 : m m )
.且.

!
二fLes
.

sees
..

we

we
.闷一一q产一一óD二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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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111

M
...

M
333

P
---

M
iii

M
:::

拍拍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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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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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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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2
。

0 55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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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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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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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5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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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乡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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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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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5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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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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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描述 标本的骨架轮廓分明
,

但成岩作用的强力挤压
,

使头骨已完全被破坏
,

肩带
、

脊

柱和腰带部分也被挤碎而模糊不清
,

都很难作详细的鉴定
。

左侧肋骨的印痕表明
,

最后几根肋骨的长度在 20 m m 以上
。

脓骨长约 25 m m
,

其三

角肌粗隆位于骨体中部靠近端一侧
。

脓骨的远端逐渐收缩变细
。

尺骨长 25 m 甲
,

近端 弯

曲
,

肘突很短
。

挠骨长 18 m m
,

中部亦弯
,

并游离于尺骨
。
腕骨至爪间的骨体或 已破碎

,

或

被挤在一起
,

难以辨清
。

仅可判别掌骨与指骨近等粗
,

最长的指骨达一般掌骨的长度 (约

5 m m )
。
后肢骨的端部也无法作详细的观察

,

估计股骨长 28 m m
。

胫骨和排骨分离
,

前者

约 28 m m
,

后者约 27 m m
。

附骨
、

踱骨和趾骨都只留下印痕
。

疏骨的长度在 8一 H m m
。

最长的第 1 节趾骨为 6 m m ; 第 2 节达 4 m m ; 第 3节成利爪
。

吻端至臀部的身长约 13 0

m m
,

尾部只保存了 42 m m 的印迹
。

右下颇骨的舌侧部分在标本剥离时受损
,

但唇侧部分保存颇好
。

虽因受压也稍破损

和变形
,

但基本特征尚可判辨 (图版 n )
。

咬肌窝宽深
,

附着咬肌的晴高高隆起
,

其前缘 达

M
,

下方
。
冠状突鳍状

,

起于 M
`

中部下方
。

唇侧视
,

冠状突遮掩 M
,

后半部
。
下颇关节突

(裸突 )向后直伸
,

位置低
,

与齿列在同一水平面上
。

裸突的前部有一宽而阔的窝
,

该窝以

一平缓的崎与咬肌窝隔开
。

关节面的高度约 2
.

3 m m
。

角突相当大
,

起自 M
Z

下方
,

后部稍

偏向外伸
,

但不向内卷弯
,

末端粗糙
。

角突与裸突间为一半月形切迹
。

骸孔大
,

位于齿缺

中部外侧
。

门齿起于 M
,

后端之下方
。

齿缺长 5
.

0 m m
,

门齿槽到裸突长 22
.

5 m m
,

M
Z

下

外侧领骨高 6
.

0 m m
,

冠状突至角突高 15
.

3 m m
。

颊齿低冠
,

臼齿仅轻度磨蚀 (图 l , 2 )
。

P ,

锥状
。

唇侧面较平
,

舌侧面近尖顶处有不规则的瘤状凸起
。

从尖顶向前唇侧及后

唇侧各伸出一未达冠基的弱脊
。

P 破损
,

冠面仅保存原尖
,

原尖前
、

后臂陡峭
。

M
l

呈短宽的四边形
。

原尖大
,

略侧扁
,

前
、

后臂陡
,

唇侧有一平缓
、

连接原小尖的脊
。

无次尖
。

中附尖低
,

脊形
,

与前尖的后脊及后尖的前脊构成一向外凸出
,

几乎封闭中央谷

的倒 U 形外脊
。

外脊在前尖的外侧面近平
,

在后尖的外侧面微 凸
。
原脊强大

,

不弯曲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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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山旺半圆齿鼠 (新种 )
, p 3

一M
’ ,

正型标本 ( s M 5 3 0 1 0 1
.

2 )
,

冠面视

l ` 19
·

I A 。 , o n Z , , : 人。 n o a , g 。 。 , i , s p
·

n o v
.

, p
’

一 M
’

(
t y p。 ,

s M 5 3 0 1 0 1
.

2 )
, o e e l u s a l v i e w

小尖中部收缩
,

有分成双尖
,

并脊形化的趋向 ;原小尖向前伸出一连接于前边脊
、

并把前舌

侧谷与前唇侧谷隔开的强脊
。

后脊完整
,

前弯
。
后小尖单一

,

纵向稍引长
,

后侧触及后边

脊
,

前舌侧伸出一连接于原小尖后部
,

并把中央谷与后舌侧谷隔开的脊
。
后小尖与原尖为

宽的后舌侧谷隔开
。

中央谷和前唇谷中有发育的瘤状附属脊
。

中脊发育
,

与后脊连接
,

在

中央谷外分叉
。

M
Z

在大小和形态上与 M
,

都很接近
,

唯后尖稍弱
,

座落位置不甚靠唇侧
,

且外侧面更

倾斜于牙齿的纵轴
。

中脊也略弱
,

不甚连续
。
此外

,

在后小尖的前舌侧有一较显著的突

起
。

M
3

次圆形
,

相对较前面的臼齿狭长
,

但基本构造与 M
`一 2

相似
,

仅后外部分的尖
、

脊有

较明显的差别
。

M
`
的后尖退化成向后凸出的后边脊

,

该脊为一凹缺与原尖的后臂分 开
。

中脊相当发育
,

伸达后小尖
。

中央谷的附属脊也很显著
。
此外

,

M
,

不同于 M
l一 ,

还在于

原小尖及后小尖都分别未与前边脊及后边脊连接
,

但后小尖在前舌侧的基部却伸出一连

接于原尖的弱脊
。

P’ 梯形
。
下原尖锥形

,

与次尖几等大
,

紧靠下后尖
,

但彼此为一前狭谷分开
。

下后尖

最高
,

略比下原尖位置靠前
,

且前
、

后向稍收缩
。

外下后尖脊与中附尖间有一凹缺 ; 内下后

尖脊在前谷中分成数枝
,

唇侧一枝与下原尖的外脊会合后伸向下次脊
。

下中附尖弱小
,

下中附尖脊不完整
。
下中尖显著

,

唇侧有一发育的陡脊
,

该脊伸达牙齿的外缘
,

并把外

谷分成前小后大的两谷
。
下次尖大

,

向后外角突出
,

唇侧脊向前斜伸
,

未达下中尖脊
,

舌侧

脊伸达下次小尖舌侧
,

并与外脊封闭后唇侧谷
。
下内尖也相当显著

,

呈锥形
,

比下次尖的

位置靠前
。

下次小尖三角锥形
,

大小仅次于下内尖
,

位于牙齿后缘中部
,

前方连接于次脊
。

外脊完整
,

下中尖之前部分短且弯曲
。

下次脊连续
,

但中部低弱 ;下次脊与下中尖连接
。

M
:

后部 (包括跟座及下中尖 ) 尖和脊的形态和排列无异于 P .

者
,

只是下内尖的位置

比下次尖更靠前
,

次脊不那么倾斜于牙齿的纵轴
。

前部 (包括齿座及下中附尖 ) 与 P’ 者差

异较大
。

M
:

下原尖有一粗壮的前脊
,

该脊在牙齿的前外角形成一小的结节
,

再伸向下 后

尖
,

形成该臼齿强大的前边脊 ;前边脊的中部略加厚
。

在下后尖的位置上只有一封闭齿 凹

的低脊
,

而无尖状的下后尖
。

下后附尖脊低
,

与下中附尖连接
。

下中附尖丘形
,

比 P ;

的粗

壮 ;该尖向齿谷伸出一下中附尖脊
,

但不完整
。

第 H 后小脊在齿凹中部分枝
,

因此
,

齿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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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山旺半圆齿鼠 (新种 )
, P ;

一M
3 ,

正型标本
F i g

.

Z A 刀了。功夕下 `入a 左留叮” g 己刀了15 s P
.

n o v
. ,

P ;

一M 3 , t y P。 ,

s M 5 3 0 1 0 1
.

4 )
,

冠面视

s M 5 3 0一0 1
.

4 )
, o e c lu s a l v i e w

的前舌侧部分如同 P ;

的一样粗糙
。

后侧一枝连接于下次脊
。

M
:

在形态和构造上与 M
:

相似
,

仅 M : 的下内尖的位置相对于下次尖更靠前
,

前边脊

较长
,

因而牙齿的前缘相对较宽
。
此外

,

M
:

的下中附尖脊也较发育
。

M
3

的下内尖几乎与 M
:

的一样粗壮
,

其它尖
、

脊的构造和形态与 M
:

者都很接近
,

唯

下次尖较退化
,

不特别向后扩伸
,

因而牙齿呈次方形
。

比较与讨论 山河狸化石最早记录于北美的上始新统
,

迄今只发现于全北区
,

可分五

个亚科
: p r o s c i u r i n a e ,

M e s c o m y i n a e ,

A n s o m y i n a e ,

A l l o m y i n a e 和 A p l o d o n t i n a e
( R

e n s -

be gr e r ,

19 75
,

19 8 ;3 邱铸鼎
, 19 8 7 )

。

在地史上
,

山河狸类没有过什么明显的繁荣时期
,

但在渐新世到中新世前半期
,

似乎也有过其相对的兴旺
。

上述前四个亚科的几乎所有属
,

都发现于这一时期
。

我国 目前发现的山河狸化石
,

有 尸r 。 ; e i u r u ` ,

p r o二 e o i: co 二 , :
, ·

哎n ; o ln , :
,

H
a户10 , , ; 和

IP
。“ d a lp o d o 。 五属 ( s

c h l o s s e r ,

1 9 2 4 ; F a h l b u s e h e t a l
. ,

1 9 8 3 ; 王伴月
, 1 9 8 7 ; 邱 铸 鼎

,

198 7 )
,

分别归人上述五个亚科
。
除 A二。 , ys 的一种和 sP

e“ d aP ldo 。 ,
产 自中新统外

,

其

余都见于渐新统
。

山旺标本上颊齿的外脊属尖一脊型
,

中附尖呈半圆提把状向外突出
,

以及下臼齿具脊

状的下后尖
,

这些正是 A sn o m y i n a e 的固有特征
,

因此
,

山旺标本只能归人这一亚科中
。

其

臼齿的形态特征也完全与该亚科模式属 A ,功 m州 的特征一致
:
上臼齿原尖前臂与前边

脊连接
,

无次尖
,

后小尖单一 ; 下颊齿咀嚼面盆状
,

无前边尖及前边尖脊
,

具强大的下中尖

及下次小尖
。

A , , o m y ,
属仅有两种

: ILJ 东上渐新统 (东营组 )发现的 才
.

5` a , t“ , g e n后 ( R
e n s b e r g e r

e t L i
,

1 9 8 6 ) 和江苏泅洪中中新统 (下草湾组 ) 的 A
.

o ir e o t a ils Q i u
,

19 8 7 ( R
e n s b e r g e r

a n d L i
,

1 9 8 6 ; 邱铸鼎
, 1 9 8 7 )

。 A
.

s五a n t“ , g e , :行 只有一枚采自山东一钻井岩芯的下臼齿
,

(根据牙齿的前缘比后缘明显窄
,

该臼齿很可能为 M
:

)
,

它以齿尖较为脊形 ;下次尖较粗壮
,

明显向唇侧突出 ;下后尖脊极弱 ;下中附尖较细小 ;齿凹附属脊极弱而不 同于山旺标本
。

山旺山河狸的颊齿形态与下草湾 A on o ys 口
爪川al 行 的特征较接近

,

如两者的下中附

尖都相 当发育
,

下后尖脊高
,

下次尖前臂与下中尖脊不连接
,

外脊和次脊都完整
,

齿凹具明

显的附属脊等
,

但两者仍有所差别
。
山旺标本的牙齿较粗壮

,

个体也稍大 ; 颊齿齿尖较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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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上臼齿原脊强大
,

不向后弯曲 ; 原小尖中部收缩
,

有分成双尖
,

并脊形化的趋 向 ;中脊发

育
,

中央谷和前唇谷具较多的瘤状附属脊 ; M
,

次圆形
,

后尖退化成脊形的后边脊
,

后边脊

与原尖的后臂间有一凹缺 ;下臼齿的下次小尖大 ; M
3

下内尖显著
,

向舌后侧突出
,

下次尖

则较退缩
,

使牙齿呈次方形
。

欧洲早中中新世 ( M N 3 ) 的 p l e is s户e ,
·

m o户h i l u s ? d e : c o j o n s
( D

e h m
,

19 5 0 ; s 。 h m id t -

K i t t l e r e t V i a n e y
一

L i a u d
,

19 7 9 ) 可能属于 A n s o m y i n a e
亚科的另一属 (邱铸鼎

, 1 9 5 7 )
。

在形态上
,

它与山旺标本也有一些相似的特征
,

但其上臼齿原尖的前臂未与前边脊连接
,

下臼齿具弱的前边尖及前边尖脊
,

下次尖的前唇侧脊连接于下中尖脊而很容易区别于山

旺标本
。

上述的比较表明
,

山旺山河狸在颊齿的构造上
,

与 A。 。 m岁 or ien at ils 较相似
,

但它们

之间的差异也还相当显著
,

难以把它们当作同一种处理
。
因此

,

这里把山旺标本订为山河

狸一新种
。

松鼠科 S e i u r i d a e G r a y ,

1 8 2 1

松鼠亚科 S e i u ir n a e B ia r d
,

1 8 5 7

近松鼠属 lP
e a fo a e i o r . s

iQ u ,

1 9 8 6

中华近松鼠 (亲近种 ) lP eB io B

c(u
r u ,

(图 3 ; 图版 1 1)

af f
. 5 1二 e n s i s ( iQ

u e t U n ,

19 8 6 )

标本 一具受创压的躯干印模
,

尾部及前
、

黝
1

一
嚼

2

魄
3

图 3 中华近松鼠 (亲近种 ) ; 1 ,

左 M
’

( S M

5 3 0 1 0 2
.

2 )
, 2 ,

左 p
`

( s M s 3 o l o 2
.

3 )
, 3 ,

左
M

,

( s M 5 3 0 1 0 2
.

4 ) ; 冠面视

F i g
.

3 p l。 , 10 , c i u r u ` a n
.

` 。 。 , : i , ( Q iu o t

L i n , 1 9 5 6 )
.

1, l e f t M
,

( s M 5 3 0 1 0 2
.

2 )
, 2 ,

l e f t p
;

( s M 5 3 0 1 0 2
.

3 )
, 3 , l e f t M

,

( SM

8 3 0 1 0 2
.

斗)
·

o c c lu s a l v i e w

后肢下部缺失自高胸古生物博物馆临时编

号 : SM 8 3 0 10 2
,

1 )
,

具残破的左 M
l

( S M

8 3 0 20 2
.

2 )
,

4P ( SM 5 3 0 10 2
.

3 ) 和 M
:

( SM

8 3 0 10 2
、

4 ) 各一枚
。

描述与讨论 骨架已模糊不清
,

仅留

下基本轮廓的印痕
。

从印迹测得身长 (吻

部至臀部 ) 约 14 5 m m
,

胸廓的最大高度为

2 3 m m
。

腰带及肩带也难以辨认
,

从模糊

的痕迹判断
,

肩脚骨细长
,

约长 24 m m
,

最

大宽度 10 m m
。

部分前肢骨的保存略好
,

脓骨约 23 m m 长
。

尺骨直
,

长 20 m m
。

挠

骨在 2 0 m m 以上
。

M
`
的原尖已破损

、
P . 和 M

,

也仅保存

牙齿的外侧部分
。

从颊齿看
,

它属于一种

牙齿粗钝的小型松鼠
。

M
`

齿脊低矮
,

前边

脊长
,

原脊完整
,

中部弱
,

后脊倾斜
,

在连接

原尖处收缩 ; 后边脊低
,

但在近原尖处明显

升高
、

加厚 ;无原小尖
,

后小尖弱小
,

也无明显的中附尖 ; 前凹较宽阔
,

后凹狭窄
。 P . 的下

后尖很高
,

与下原尖紧靠 ; 外脊低弱
,

上无下中尖
。

M
:

有一弱的前边尖和相当高的下后

尖
。

外脊低而短
,

上有一弱的下中尖
。

卞后脊完整
,

与弱的前边脊围成一与跟凹等深的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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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

上
、

下颊齿齿凹的釉质层都很光滑
。

M
`

长 1
.

75 m m
,

P
.

长 1
.

5 m m
,

M
`

长 1
.

75 m m
。

以上标本虽然很破碎
,

但牙齿的基本特征依然清楚
。

在上臼齿具低脊
,

原脊和后脊汇

聚于原尖
,

原脊收缩
,

无原小尖
,

后小尖极弱
,

无 中附尖
,

下臼齿具弱的前边尖
,

无下中

尖
,

齿凹釉质层光滑等方面
,

山旺的这一松鼠与江苏泅洪下草湾动物群 的中华 近 松鼠

lP ise
口
而ur o isn 幼` ,

很相近
,

唯前者的牙齿明显大些
。

鉴于材料的不足
,

化石保存状况又

低劣
,

这里把它当作中华近松鼠的亲近种 P I
.

a f f
.

万。 e , 万,
( Q i u e t L i n

,

19 8 6 )
o

二
、

关于山旺动物群的地质时代

山旺和下草湾在地理位置上很靠近
,

而且两地点含有一些同属化石
。

就小哺乳动物

而言
,

在发现种类还不多的 山旺动物群中
,

便有三属—
A o s o 。 夕s ,

p l o s i o s` 。 , “ s 和 D i a l o 。 夕,

与下草湾动物群共有
。

根据对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
,

目前推断两动物群的地质时代相同
,

都为早中中新世
,

即大体相当于欧洲陆生哺乳动物时代的 M N 3b 一 M N 5( 李传夔等
, 1 9 8 3 ;

邱占祥
、

顾玉眠
, 1 9 8 6 : 邱占祥等

, 19 8 5 a ,

b
, 19 8 6 ; 邱铸鼎

、

林一璞
,

1 9 8 6 ; 吴文裕
,

1 9 8 6 ;

邱铸鼎
, 19 8 7 )

。

然而
,

在两动物群中同属小哺乳动物成员的形态特征
,

似乎指示了它们

代表 的地质时代并不完全吻合
,

相近而不一定等同
。
因此

,

很有必要对它们的时代进行重

新的评估与厘定
。

山河狸的研究表明
,

新种 A n s o m 夕, ; h a , 留a n g e , , i , 与下草湾的 A
.

o万
e , , a l i, 在牙齿的

形态 特征上有所差异
,

前者的冠面构造明显较为复杂
。
同类动物牙齿构造的变化

,

无疑与

其对食物的适应密切相关
。

在山河狸类的颊齿演化中
,

似乎有使颊齿冠面构造复杂化
,

从

而增大颊齿有效咀嚼面的趋向
。

其演化过程表现于颊齿齿尖和齿脊的增强
,

附属脊的增

加和齿尖的分裂
。

在渐新世较原始的 rP os ic盯 i n a e
亚科的属

、

种由
,

可以看到 山河狸颊

齿的冠面构造都比较简单
,

其冠面型式与松鼠类相似
,

少有附属脊 ; 在渐新世晚期至早中

中新世的 M e n i s e o m y i n a e ,

A l l o m y i n a e ,

A n s o m y i n a e 的属
、

种中
,

冠面构造则远比 p r o s e i
-

ur in ae 的种类复杂
,

并有较多的附属脊 ; 在最晚中新世以后的 A oP l o d on it an
e 亚科的属

、

种中
,

附属脊多而粗壮
,

稍经磨蚀的颊齿
,

在咀嚼面上只留下一些齿谷
,

正是由于冠面构造

复杂化和咀嚼面有效面积增加了的结果
。

渐新世最晚期 A。 口。 声 s人an t “
gn 洲廊 的附属

脊明显比中新世 A
.

口衬朗aI ils 的弱
,

说明了 A nr 口。声 属完全遵循这一进化规律
。
山河

狸类牙齿性状的系统发育分析也说明
,

咀嚼面附属脊从无到有
,

从弱到强是一种进化趋

势
,

上臼齿后小尖分裂为衍生性状 (邱铸鼎
, 19 8 7)

。
因此

,

与 A
.

口ir 阴 at 价 相比
,

A
.

功
-

朋留叨 ge 。 行 的颊齿具有较为复杂的构造
,

即其上颊齿有比较强大的原脊
,

较显著的中脊
,

原小尖具分成双尖的趋势
,

下颊齿具较强大的下次小尖
,

以及中央谷和前唇谷有较发育的

瘤状附属脊等
。

这些都表 明了在牙齿的形态特征上
,

山旺的山河狸比下草湾的 A。 口 , 厂

耐阴 at ils 具有更高的进化水平
。

(顺便说一句
,

这不意味着两者有直接的祖裔关系
,

因为

从新种具有较呈方形
,

不那么退化的 M璧看来
,

完全排除了它是 A
.

口

ier , alt’ ;
直接后裔的

可能性 )
。

至于另外两同属小哺乳动物
,

因为山旺的 lP 面
。 、 iur “ : 的材料比较破碎

,

下 草湾

iD at o m岁 的化石又未作详细研究
,

均有待以后进一步的发现和作具体的性状分析
。

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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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的是
,

山旺的硅藻鼠和近松鼠与山河狸一样
,

它们的个体都分别比下草湾同属的种

者大 (李传夔等
, 1 9 8 3 ; 本文 )

。

动物个体的变化
,

有可能是进化的结果
。
山旺种类个体

变大
,

或许是一种进步的性质
。

这一方面
,

更可能是与山旺山河狸具有较高的进化水平是

一致的
。

即使因缺乏足够的材料和研究深度
,
而尚难于弄清上述两小哺乳动物群所代表的确

切地质时代
,

但多少可以肯定
:
两动物群的地质时代不完全相同

,

而稍有早晚
。

依上述分

析
,

由于山旺的小哺乳动物比下草湾同属者具有较高的进化水平 (至少山河狸可以肯定 )
,

故山旺动物群的时代应比下草湾动物群的略晚
。
但无论在个体大小还是在形态特征上

,

两地同属的种类又都相当接近
,

说明两动物群具有相近的进化水平
,

指示了它们在时间上

的差距不会很大
。
因此

,

目前也不妨还把这两个动物群的时代都看作中中新世早期
,

或者

把它们都局限于相当欧洲陆生哺乳动物时代的 M N 3b 一 M N S 之间
。

但是
,

如果把下草

湾动物群的时代定为 M N 4
,

那么把 山旺的时代看作与 M N S 相当则似乎更为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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