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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讨论 的大哺乳动物化石出自甘肃灵 台雷家河村 东南小 石淘173,2074(1)、72074(41]和文 

王沟C93oo2)等地 的新第三纪晚期地层 它们包括 l5种 ．分属 8属 、9科 、4目．可能代表两个 

不同时代的组合 第一组告所在的地层层位是 72074(4)剖面 的 L5～L3层和 72074(I)剖面的 

第 3层 ，主 要 由 Hipparloa pca~r、 俚阳 b sp 、∞ 出 咄 sp 、Hyaeninae gen et sp iadet和 

Gazella niheensis等娄型组成．其性质与山西榆社高庄组南庄淘段和醋柳淘段 l产出的丈哺乳动 

物 的接近 ，时代可 能为中上新世 第二组 台所在的地层层 位是 72074(1)剖面 的第 2层 ， 

Anancus sinensis和 Cen'idae gen．et sp．indet 为代表，其 性质与榆社麻 则沟组动物群的相近 ， 

时 代 为晚 上 新世 

美键词 甘肃灵 台雷家河 ，上新世 ，大哺乳动物组台 

中图 法 分类 号 。915 873 

甘肃灵台雷家河村附近发育了一套较完整的新第三纪晚期地层。从 20世纪 70年代 

初期以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生物学者先后约 7次前往该地进 

行野外考察和发掘。在一套以河湖相沉积为主体的堆积中，他们收集到大量的哺乳动物 

化石 ，尤其是小哺乳动物化石 ．和一定数量的孢子花粉 ，并逐渐认识到这套沉积的地质时 

代为晚中新世至早更新世 ，可以与山西榆社 云簇盆地的一套河湖相沉积的时代对 比。无 

疑 ，雷家河村附近和榆社云簇盆地是我国北方目前已知新第三纪晚期地层发育最全 、哺乳 

动物化石最为丰富的地区。它们 的对比研究 ，对探讨新第三纪晚期哺乳动物和植物各 门 

类的分布和演化规律 、校正新第三纪晚期的生物地层层序、建立我国的新生代地层年表以 

及恢复我国北方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具有相当重要 的意义。至今 ，许多古生物学者 

(Tedford et a1．，1991；Flynn et al，1991)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榆社云簇盆地地层 、哺乳 

动物和生物地层等论文 ，至于哺乳动物各门类在该盆地地层中的分布 、进化 、生物事件以 

及生态环境等有关方面的问题正在研究中 近两年 来，郑绍华和张兆群(2000、2001)，以 

及吴玉书(2001)也分别依据小哺乳动物和孢子花粉对灵台雷家河村附近新第三纪晚期地 

层和生物地层进行了划分。本文是从大哺乳动物组合角度讨论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 

1 大 哺乳 动物 化石 的地层 分布 

在甘肃灵台雷家河村附近收集到的大哺乳动物化石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1)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项 目(端号 ：49772090l资 前 

收稿 日期 ：200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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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研究所 中～它们主要是由该所的占生物学者经过 3个阶段的野外考察和发掘获得 

的 。 

第一阶段(1972年)，黄万波 、宗冠福和郑绍华等发现 了几个化石地点一其中主要 的 

有雷家河村东南的小石淘：野外编号：72074(1～5、7)]和文王沟[野外编号 ：72074(6)]。他 

们在 72074(1)地点进行了发掘，并在第 2和第 3层中采集到大哺乳动物化石 

第二阶段(1992～1993)．中 日科考队在小石沟 72074(4)地点进行了发掘。他们在 2～ 

5层 ，特别是在 第 5层 中采 集到较 多的大哺 乳动 物化石 ：此 外 ，他们 在文 王 沟又 发现 2个 

化 石点 ，野 外编号 为 93001和 93002。 

第三阶段(1997～1999)，郑绍华 、张兆群和周伟发掘了小石沟 72074(4)、文王沟 93001 

和 93002等化石点 ，并在一些层位中采集到少量的大哺乳动物化石。 

收集到的大哺乳动物化石多为单 个牙齿 、破碎肢骨和骨片。其中，部分化石取 自小石 

沟和文王沟等地的地表、部分购 自灵 台医药公司和从村 民手中获得 这些化石的真正层 

位 或产地不 清楚 。尽管它们 代表 了晚 中新世 至早 更新 世各 个不 同时期 的哺 乳 动 物类 型 ， 

如上 新 世 至早 更 新 世 的 Elasmotherlum 和 Mammuthus，上 新 世 的 Hippanon 、Steg~Mon 

zdanskyi和个体 大 于 C．azella gaudo-i和 G dorcadoides的 (~zetta类 型 ，以及 晚 中新 世 的 一 

notherium、Chilotherium和 Oioeeros等 ，但是在地层层位的划分和确定中，它们不能起任何作 

用。因此 ，本文研究的系来 自地层 中的化石，更确切地说 ，主要是出自 72074(1)和 72074 

(4)剖面中的标本。 

近年来 ，郑绍华和张兆群(2000、2001)在前人(黄万渡等，1993)工作的基础上 ，对灵 台 

雷家河 72074(4)剖面的层位再次进行了划分。他们以一个完整的沉积旋 回为一层，把 白 

垩系之上 、马兰黄土之下的一套沉积分成 11层(从上至下：1．】一L11)，分属 4个大的沉积 

旋回，其中 L11～LIO层和 1．】一L2层 为风尘的土状堆积， ～I3层 为河湖相沉积。依据 

小哺乳 动物组合确 定 的地 质时代 分别是 ：Ll～【2层 ．上 上新 统 ；L3～15层 ，中上新统 ； ～ 

L7层 ，下上 新统 ；L8～L1l层 ，上 中新统 。 

按照 他们 划分 地层 的观点 ，灵台新第三 纪晚 期 大哺乳 动 物在 其 地层 中的分 布有 下列 

特 征 ： 

I)富集于 l或 2个层 位 中(表 1)。 

经 几次发 掘 ，古 生 物学 者在小石 淘 72074(4)、72074(1)和文 王 沟 93002剖 面 的下列 层 

位中已经采集到 100多件大哺乳动物化石。它们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层位 ： 

a 72074(4)剖面的 I3～L5和 L8层 。其中，L4层 ，一套灰绿色泥岩或相变为棕黄色 、 

灰褐色泥质粉砂岩，夹钙质结核为主的砂砾石透镜体，是 目前 已知收集到大哺乳动物化石 

最多 的层 位 

b．72074(1)剖面的第 2层和第 3层。其中 ，第 3层 ，一套杂色粉砂 质粘土 、细砾钙质 

结核透镜体 ，含有相对较多的大哺乳动物化石。 

c．93002剖面的 CL4和 CL5层。收集到的大哺乳动物化石量极少 ，共有 2件 在 CL4 

层 ，一套砂岩透镜体中，只采集到一个破损的羚羊(C．azella)下颌骨；在 CL5层 中，仅有一枚 

旋转的可能为 Oioceros的角心。 

与出 自同一剖面的小哺乳动物化石相比，其分布特征 至少有 2点不同：第 1．小哺乳 

动物化石从上中新统至上上新统的每一层位中均可获得 ，而大哺乳动物化石仅在少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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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层位中出现 ：第 2，小哺乳动物的标本数量和属种数 目比大 哺乳动物要多得多 ，即使 

在 同一层位 中，它们 的 比值 也是 如此 ： 

2)与小 哺乳 动物化 石同时 出现 在 同一 剖面 、同一层 位 中 。比较 明显 的层 位是 72074 

(4)剖面的 L4层和 72074(1)剖面的第 3层 在那里 ，踪发现有较多的大哺乳动物化石外， 

还出现有大 量 的属 于 Chlmarrogale sp n 、Ochotona lagre~ii、Trlschizolagus cf．T dttmitres— 

c 、Castor anderson、Paralactaga cf P ar~lersonl、Cricetinus meso[ophidt~s、Allocricetus bursae 

Pllosiphneus[yratus、Chardlna trar~catus、Scuirotamias sp．、Pseudomeriones abbrevlatus、Huaxiarays 

downsi、Micromvs tedfomi、ChardinOrays yusheensls和 如mm 。P n等类型的小哺乳动物化 

石 。这种现象 目前在我国，甚至在旧大陆新第三纪晚期的各哺乳动物化石点上都是很少 

见的。一般情况是在同一地点 、同一剖面上 ，大哺乳动物化石丰富 的层位，小哺乳动物化 

石极少或无 ，或者相反 ，在同一地点 、同一剖 面中，小哺乳动物化石丰富 的层位 、大哺乳动 

物化 石几乎 不易被找 到 。 

上述分布特征提示 ：i)大哺乳动物不可能作为雷家河村附近新第三纪晚期 生物地层 

划分 的主要依据 ，但 它 可 以确 定所 在层 位 的地 质 时代 ，某些 类 型可 能 成 为某 一 时 代 的标 

志 ；2)大、小哺乳动物化石同时在同一剖面 、同一层位 中出现 ，这使分别产出大 、小哺乳动 

物化石的我国北方新第三纪晚期的各 个化石点 可以与之对 比，从而可 探讨大、小哺乳动 

物组合之间关系，确定相应的地质时代和恢复它们生存的生态环境。 

表 I 太哺乳动物化石在地层 中的分 布 

Tabk 1 The distribution ofmacromammalian losses in the section of74074(4 J、7；2074 c1】and 93002 

地 质 时 代 生 物地 层带 地 层单 兀 

(Epoch) Btostrad． tS~atigraphi~Unit) 

graphic日) ) 

(1 J (4) 鼢 删 
№ L】 

H ㈣ 0 

2 

Middle 

M 

Earn CI ～CI5 
_ 

PU⋯  L7 

1 № 

M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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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哺乳动物组合及其时代 

经初步鉴定 ，太哺乳动物化石包含有 15种 ，分属 8属、9科 、4目(表 2)。它们是食肉 

类(Camivom)的 N~vtereutes sp．、Caninae gen．et sp indet．、 n∞ sp．、Hyaeninae gen．et ep． 

indet．和 Fdis sp．，长鼻类(Proboscidea)的 AMM sinensis和 Proboscidea gen et sp．indet．， 

奇蹄类(Pefissodactyla)的 Hipparion p。 r、日 咖 e、Hipparion sp．和 Acerorhinus sp ，以 

及 偶蹄类 (Artiodactyla)的 Cervidae gen．et sp indet、Gaze／& niheensis、Ga~tta sp．和 Oloceros 

sp．等。其中，主要类型有下列 8种： 

表 2 灵台大哺乳动物类型与我国北方上新世哺乳动物群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s of macromam malian species fre0m LiⅡgt日i with those of the 

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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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Flown et ．1991；2)陈 硗峰 ．1994；3)沥羹傻 等 L983；4)张云 翔 等 ．1999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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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ct~reuteS sp．，以一个破损的右上领骨带 P4～M2为代表。牙齿磨蚀深。P4的前 

尖发育，前附尖退化 ，原尖小 ，位于前尖的前内方，具内侧齿缘。M1呈三角形，宽大于长， 

前尖稍大于后尖 ，原尖粗壮，外侧齿缘存在。在大小上 ，它与榆社上新世 胁mm s tingi 

(Tedford and Qiu，1991)的接近。在中国，Nycteretttes最早出现在榆社高庄组南庄沟段和醋 

柳沟段 ，时代为上新世早期。它包括两种 N． 和N slrtensis，前者在上新世末绝灭 ，后 

者可残存至中更新世 

2)Fdis sp．，以一个不完 整的右下 颌骨带 p3～m1为代表 在 大小上 ，它 与我 国北方 

上新世 晚期 至 更 新 世 早 期 LyT~v shansius和 Fells teilhardi(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eroy， 

1945)的接近 。与 Lynx不 同在 于 p3和 p4的主尖 比后 者更为 尖利 ，p3的前 、后 附尖 更小 ， 

相对不发育 ，m1的下后尖痕迹几乎不存在等 

3)Hyaeninae gen．et sp indet ，材料包括一个不完整的右下颁骨带 p2、p4、一右 M1和 
一 犬齿。从牙齿大小看 ，它与榆社早上新世 Pt／ohyena pyrenaica orleamalis(邱 占祥，1987)的 

相近 

4)Hipparion pater，材料包括一个不完整的、受挤压的未成年头骨和下颌 ，10余枚单个 

牙齿和一些破损肢骨和指(趾)骨。其主要特征是个体小，鼻颌切迹位 于 M】后缘之后，无 

眶前窝 ，上门齿无中纵沟 ，颊齿高冠，上臼齿原尖呈半圆形 ，舌面平 ，唇面稍凸，中窝珐琅质 

摺曲明显，有两个马刺 ；下颊齿具‘贺丰型’结构等。这些性状与榆社盆地上新世的 Hippa— 

rion pater接 近。据 邱 占祥等 (1987)和 Bemor et a1．(1989)报 道 ，此种 分 布上新 世 时期 (5～ 

2Ma)的东亚 。在我国，它最早出现在榆社盆地高庄组的桃杨淘段 ，到南庄沟段 和醋柳沟 

段时繁盛 ，持续进入麻则沟组。 

5)Hippa~on ho~ertense，材料包括几枚单个的上 、下牙齿：与 ．口。 的主要不 同在 

于牙齿相对大而粗壮 ，上颊齿原尖为伸长的椭圆形，下颊齿宽 ，具典型的‘贺丰型’结构等。 

Bernor et a1．(1989)认为此种在东亚 出现的时代是晚中新世至上新世(约 6～2．5Ma)。邱 

占祥等(1987)记载 ，在我国北方 ，它生存的时代是保德期末至泥河湾早期 (?)，即晚中新世 

晚期至 更新世早期 。 

6)Acerorhinus sp ．材料为一 个破损下颌骨带左 p2和 右 p2～p4，以及几 个上 臼齿。 

其主要的特征是颊齿冠低 ，上臼齿外壁较平 ，前附尖摺和前尖外肋存在 ，前剌发育 ，反前剌 

相对弱，下犬齿缺失等。它们可能代表一个进步的类 型。邱 占祥等(1982)认为该属在我 

国北方出现的时代是晚中新世。Tedford et a1．(1991)指出它在榆社盆地残存到早上新世 

(高庄组的南庄沟段和醋柳沟段)。 

7)C．azella niheensis，材料包括 10余枚不完整的角心 、两件破碎上颌骨、20多件破损下 

颌骨 ，以及一些破损肢 骨等 。其角心和牙齿的大小 和形 状均与 C．azell。niheensis的一致。 

陈冠芳(1999)认为 目前该种出现在榆社盆地高庄组 的南庄沟段和醋柳沟段 ，进入麻则沟 

组，时代为上新世。 

8)Anancus sinensis，以一枚 M3和一 个破损下颌骨带 m3为代表 。它们分别有 5个半 

和 6个半齿脊组成 ，主 、副齿柱呈交错排列，其牙齿大小 落人 中国北方 Anancus inensis的 

变异 范 围中 。 

从属种数 目和标本 数量看 ，草食 动物 ，尤其 是 Hipparion和 C．azell。，占据 绝对 优 势 从 

类型和它们所在的层位(表 1)看 雷家河大哺乳动物似乎包含 了丽个以上不同时代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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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但是 ，可确定时代 的似乎 只有两个。第一组台 ，所在 的地层层位是 72074(4)剖面 的 

L5 L3层和 72074(1)剖面的第 3层 ，它们产出的相 同类型构成了这一组合的主体。这些 

类型 是 I41pparion pater、Acerorhinus sp．、A~'ctereutes sp．、Hyaeninae gen el sp．iudet．和 Gaze／& 

niheensi 等等 。第二组合 ，所在的地层层位是 72074(1)剖面的第 2层 ；Anm~cus sirlensls成 

为这一 组合 的优 势种 。 

第一组 台 的主要成 员 (Hippanon poter、H houfer．ense、 niheensis和 u 

s口．)是我国北方上新世时期大哺乳动物群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们首次出现的时间是上新 

世早期。同时，这一组台缺失最后出现在我国北方晚中新世保德期三趾马动物群 中的典 

型类 型 ：Hippa~on dormatorhinum、H．platyodus、Chifotherium、Sinotherlum．、Adrrocuta、lctithe- 

rium、lndarctos、Chleuastochoerus、Cervavkus rto~vrossiae、Gazelta gaudryi和 C,azetla dorcadoides 

等，也缺失 首次出现 在更 新世 早期的大哺乳动物类 型，如 功 、Bison、Budorcas和 — 

dadocero 等。 因此 ，第一 组台 的时代无疑 为上新世 。 

榆社期作为代表我国北方上新世哺乳动物群这一时限的名词，近年来 已为我国古生 

物学者所使用(邱 占祥 ，1990；邱 占祥等，1995；童永生等，1995)。它包括两个不 同时期 的 

哺乳动物群：早上新世动物群和晚上新世动物群。前者 以山西榆社云簇盆地 的高庄动物 

群为代表，其时代相 当于欧洲的 MN 14+I5。与其相近时代 的我国北方动物群有内蒙古 

比例克动物群和哈尔阿博动物群。它们属于小哺乳动物群。晚上新世地方动物群包括山 

西榆社云簇盆地的麻则沟动物群和静乐贺丰动物群(陈晓峰 ，1994)、陕西渭南游河动物群 

(薛祥煦、1981)、河北尉县东窑子头动物群 (汤英俊等 ，1983)、甘肃灵台任家沟动物群 (张 

云翔等，；999)、和属于小哺乳动物群的河北稻地动物群 。麻则淘动物群被选作为晚上新 

世动物群的典型代表，与欧洲 MN 16的时代相 当 在上新世早 、晚动物群之间，大哺乳动 

物组合的不同主要表现在 ：Acerorhinus在高庄组上部南庄沟段和醋柳沟段动物群的最后 

出现和 Anancus sinensls、Antitospira ticentl、Lynx sh0 ； 、Homotherium、Gazetta sinensis和 Mara 

mtahus等类型在麻则淘动物群中的首次出现。在 72074(4)剖面的 L5～L3层和 72074(1) 

剖面第 3层中，缺失了上述首次出现在我国北方晚上新世 的大哺乳动物 ，而存在 Acerorhi 

n 这使灵台大哺乳动物第一组合的性质与高庄组上部动物群 的相近，而与晚上新世麻 

则淘动物群的不同。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一组合的时代为早上新世。 

最近 ，张兆群和郑绍华(2001)认为在我国北 方，至少在甘肃灵 台雷家河村 附近 ，上新 

世可以三分 ，即早上新世 、中上新世和晚上新世 。他们以小哺乳动物化石类型为基础，把 

灵台 72074(4)剖面划分成 4个生物地层带。其中，Ⅱ带 ，地层层位从 u 至 层 ，时代为 

早上新世 ，相当于我国北方榆社期的早期 ，可与欧洲的 MN 14对 比，以 Chodi．~goa、eti~iph． 

l?matus、hpodemo~sp．Ⅱ．、Chardinomys yusheensis等类型的首次出现为特征；Ⅲ带．地层 

层位为 ～【3层 ，时代为中上新世 ，相当于榆社期 的中期 ，可与欧洲 的 biN 15对 比，以 

Aratomys、Allocricetus bursae、Chardina trut~eogu．s、Htwxiamys dowel等类型的首次出现为特征 ； 

Ⅳ带 ，地层层位为 Ll～Tf2层 ，时代为晚上新世 ，相 当于榆社期的晚期 ，可与欧洲的 MN 16 

对 比 ，以 Ochotonoid~ complwldens、Mesosiphneus、Youngia omegodon、Cromeromys gansunieu~、 

。 。d 、Bahomys、Pseudoraeriones complicide~、Chardinvmys louisi等类型 的首次 出现为特 

征。按这一观点 ，大哺乳动物第一组合 的所在层位 与他们划分的生物地层 Ⅲ带的层位一 

致 ，其时代也应为中上新世 ，与欧洲 MN 15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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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在旧大陆 ，上新世的三分是以小哺乳 动物为基础进行的。 目前 ，大哺乳动物 

还 很难作 为划分早 上新世 和中上新世 的主要 依据 。其原 因有二 ：一是 已知 含上 新 世 大 哺 

乳动物化石的地点少 ，尤其是上新世早期的地点。在我国，除本文讨论的灵台雷家河村附 

近地点外，只在山西榆社云簇盆地桃杨 、高庄 、南庄淘和醋柳沟等地发现有这一早期的化 

石点 。第二 ，能采集到的大哺乳动物化石数量比小哺乳动物的要少得多．能鉴定到属种的 

类型不是属于新的类型，就是进化速率相对较慢，生存时期相对较长的类型。如 Hippado~ 

pater、H． o咖耻 e、,~,aereutes、胁  ，『tcu 。和 Paracamefus等类型 在 我国，它们首次 出 

现在上新世早期，以后则成为上新世动物群的重要成员 ，有的类型甚至可进入早更新世或 

更晚 ，如 PachycTocuta licenti和 ：％'yctereute sinelksis等 因此 ，至少 目前在大哺乳动物材料还 

不充分的条件下 ，人们很难依据它们来划分其地层和生物地层 ，并确定它们的时代。同样 

缘由，要从雷家河村附近可识别的大哺乳动物类型来确认它们究竟属于早上新世还是 中 

上新世时期生存的类型．这是不易的。但是，在雷家河附近的新第三纪晚期地层 中，大 、小 

哺乳动物共生。假若张兆群和郑绍华(2000，2001)以小哺乳动物作为划分上新世三分的 

观点可取 ，那 么，大哺乳动物第一组台的时代无疑为中上新世：Hipparioa pater、Acerothi． 

、 f niJ~eensis和 ,~vtereutes的 同时出 现 ，或者 说 ，AceTorhinus的最 后 出现 ，岛 ‰ ni— 

heensis和 M e 的首 次 出现 ，以及优 势种 Hipparion pcaer的存 在 则成 为这 一 时期 大哺 

乳动物组合的主要特征。它也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中上新世的大哺乳动物组合。榆社高 

庄组南庄沟段和醋柳淘段的动物 群性质与之相近 ，也存在有 Hipparion p0 、Acero~inus、 

Gazeffa niheensis和 Nyctereu~es等类型，推测它们的生存时代可能也是中上新世。由此．问 

题产生了 我国北方早上新世大哺乳动物群的面貌如何?尽管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但是笔者认为要以大哺乳动物为基础划分早 、中上新世，似乎还需要找到更多的化石和进 

行更 深入 的对 比研 究 。 

第二组台的时代似乎是很容易确定的。根据最新资料 (陈冠芳 ，1999)，Ananctts sinen一 

是我国北方上新世晚期动物群的常见分子。它首次出现在山西榆社云簇盆地 的麻则 

淘组(晚上新世)。因此 ，以 Ant~2tt$sinensis为代表的这一组合的时代无疑为上新世 晚期 

(相 当 MN16)。 

至于文王 淘 93002剖面 的 CL4～CL5层 和 72074(4)剖 面 L8层 的地 质时 代 ，要依 据 已 

知的大哺乳动物类型来确定是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从这些层中产出的化石数量和种类 

少。前者仅以 Gazeffo sp．的一个不完整下颌骨和?Oioceras sp．的一不完整角心为代表 ． 

后者只有一枚三趾马的下牙。它们不能被鉴定 j种。另一方面的理由是 GazeIfa和 Hipp— 

ar 在我国北方生存时期相对较长。前者从中中新世至今 ，后者从晚 中新世 出现至早更 

新世绝灭。但是 ，由于它们所在 层位分别落入 93002剖面的生物地层 Ⅲ带和 72074(4)剖 

面的生物地层 I带 ，依据郑绍华和张兆群 (20o0、2001)的观点 ，它们的时代应该分别为早 

上新 世和晚 中新世 。 

3 生态环 境 

上述的上新世大哺乳动物类型能够提供 的生态信息是．代表森林环境生活 的鹿科和 

猪科动物化石在灵 台剖面中出现的极少 ；草原生活的三趾 马和羚羊类型构成太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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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 ；其他的大N?L动物类型 Acerorhinus、M e 、n胁 和Ana~cus等也是生活在疏林 

草原和草原的动物。由此推测，地处青藏高原之东北的甘肃灵台地区在上新世时期 ，气候 

可能变得更为干旱，生态环境属疏林草原和草原：这与灵台上新世时期小 哺乳动物几次 

扩散事件(张兆群和郑绍华 ，2000，2001)和灵台任家坡附近厚达 100多米的风尘红粘土堆 

积 (安芷生 等 ，2000)所反 映 出的气候 和生 境是一致 的 ： 

致谢 本文研究的标本 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 究所黄万波、宗冠福 、郑绍华、刘 

金毅 和张 兆群等 先 生提供 ，部 绍华先 生允许 阈读 他在 1972年记 录的野 外 日志 ，并介 绍有 

关灵台新第三纪晚期地层剖面情况，作者在此表示衷0感谢。 

THE LATE NE0GENE MACR0M AM M ALIAN ASSEMIBLAGES 

FR0M  IJNGTAI，GANSU PR0VINCE．CHⅡ A 

CHEN Guan-Fang 

眦  矿 t'~rtebrozr Po~ dog)and 州  叫m扣 - ～ Acadera* 舢  Beijiag 1000~4 

Key words Lingtal t Gansu，Plioc ene，macromatrLmalian assanablage 

Summ ary 

A series of Late Neogene deposits are well developed in the area near the Leijiahe Village， 

Lingtai County，Gansu Province 

Since 1972s，a great amount of mammalian fossils have been collected at 72074(1)，72074 

【4)，93O01 and 930O2 sections of the area．Among them．the microman~nallan ranmins were 

identified bv Zqleng and Zhang(2000 and 2001)and according to them，4 biostratigraphic zones are 

recognized a{the 72074(4)section e ages of the I ～Ⅳ z0nes a衅 from Late Miocene to Late 

P1iocene． 

The roacranm mmlian  remains． mostly represented by teeth and fragmentary limbs． are 

0htainedfromthe13 ～1．5 and L8 ofthe section 72074(4)，the 2～3layers ofthe section 72074(1) 

and the CL4～CTj of the section 93002．However．the amount of the specimens 8／'e much Iess than 

those of the ntleromamnals， eYen in the sstille section and in the same laver． UD to now， l5 

species， assign ed to 8 genera and 9 families of Carnivora， Proboscidea， Pefissodactyla and 

Artiodactyla have been identified．They are Nyctereutes sp 、Caninae gen 印 ．indet．， eninae 

gen-e【 p．indet．， Mattes 。p．， Fetis 印 ．，Hipparlon PⅡ r，1I． 0 n叭 肥 ， Hipparion p．， 

Acerorhinus p．， n。w sinensis，Pmbo~．idea gen．et sp．indet．，Cervidae gen．et sp．indet．， 

ⅡⅡnlhee~is．C,azetta sp end Oioceros sp．ele．Their distribution in the sections 72074(1、． 

72074(4)and 93002 is given in the table 1． 

Tbe inacl'olfflatlflinals are dominated by the herbivores．especially Hipparion and Gazetta ． They 

may contain more then two assemblages belonging to the different ages rhe first assemb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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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eldingfrom the L3～L5 of 72074(4)section and the 3rd of 72074(1)section，consists of 

Hyaenidae gen．et sp．indet．，Hipparionpater．Aeerorhinus sp．and Gaze／／a rdheensis．Besides，it 

contains?~)'ctereutes sp．， 。p．，Hipparlon lu)uferter~e，Proboscidea gen．et印 ．indet and 

Cer,-idae gen．et sp．indet．，which are known from the 72074(4)section，and Cmtinae gen et 

indet． and Mattes sp．from 72074(1) l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last OCCIL11T~'nCe of 

Acerorhinus，the first appearance of Nyctere~es and Gazeffa nihens／s，the absence of Homotherium ， 

shansi~ ，Ananco~sinensis，Mamrratthua sp ，Arttifospira ticenti，and Gazefta sinensis ere ， 

which are first appeared in the Late P1iocene in Northem China，and the absence of／ndarctos， 

he rittm ，Adcrocuta ， Hipparion derrrgatorhirtus， he~um ， Si∞ titerilzm ． teuastachoeras． 

Cervavitus~ Fo$siae，Gazet gaudoi and G．do脚 do  des elc ，which arethelast oocu~encein 

the Late Miocene of No．hem China． Therefore， it is comparable with the assemblage from 

Nmlzhuar~,：&,ou Member and Culiugou Member of Gaozhmmg Formation of Yushe basin， Shanxi 

Province．ns age may be Middie P1iocene 

The second assemblage，yielding from the 2 layer of 72074(1)，consists of Anancus sinensis 

an d Cervidae gen．et sp．ied et Ananctts sinensls is one of the typical forms in the late Plioeene 

fauna of Northern China． Its first OCCIL11T~'Bce iS in the Mazegou Fomaation of the Yushe basin． 

Shanxi Province．The age of the assemb lage is Late Pliocene and may be comparable adth the 

Mazegou one． 

The ma terlals)4elding from the L8 of 72074【4)section and CL 5～CL4 of 93002 section are 

too rare to form assemblages Zheng and Zhang(2000，2001)considered the layers are of late 

Miocene mid the Early P1iocene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miemmammals
． 

References 

Aa z S(安芷 生 )，SunD H(孙 东怀 )，ChenM Y(陈 明扬 】 ，2000 Red clay辅q⋯ sin c ne辅 】一 D[ateau and~ orded 

paleoclimate eveHt~ofthelate Tertiar~ Ql_at Sei(第 四纪研究)，2o(5)：435—446(in Chin~ with E lsh sut~ '】 

BeⅢ r R L，Tobi~ H，Woodbu~e M． 1989 Patte~ of Old World hippafionine e*o]utlonary diversification and blogeographie 

extension In：Lind~y E H，Fahib~ ．h V，Meln P eds European Neoge~ Msmmal Chmndo~．' New York·plenum P 褥 

263—320 

Chen G F(陈冠芳)，1997．The nlls岛勰池 Blainville．1861(Bovidae．Arliodac4y／a)fmm the Late Neogene Yushe B as】n． 

sh叽xL n ．China Vea PalAsLat(古 脊椎 动物 学报 )．3s(41：233—249 tin C]un⋯ ith End⋯h ttmmarv) 

Chert G F(胨冠芳 )，1999 The genus d— Aymard，1855(P丁0b惦c ，Mammalia)from the Late 舯 ofNo,'ihem c na 

Vea PalAsJat(古脊椎动物学报)．37(31：175一i89(in Chin~e with En ish⋯ m} ) 

Chen X F(陈晓峰)．1994．Stratigraphy nd【 衄mm s ofthe‘Jingl~n’stage．sh哪-I_ch『叫 Quat Sci(第四纪研究)，4： 

339—353(ia CMne~ with En#ish summa ) 

Flynn L J，Ted~ord R H， oju Z X et a1．．1991 Entat,hrnent and stability in the Pli~ene 曲 Ⅲr 】an I聃 of North Ch『叫 

N 日e0bj ，17(3)：246～265 

Humtg W P．Zl~eng S H，Zong G F a1．．1993 P]io~ne m mIⅥIs from the l*ijiahe Fo~ fion of Lthgtai，Gansu，ch 

一 Preliminary p。̂ oD field wo in1972 and1992 Sorthem Henfi~ phem C∞．Bio Tmve~
．
1：29 —37 

Qiu z x．1987 Die Hy~niden aus dem R⋯ um und Vil]af~ ehium Chi~s M0nchner G~wlss Abh． ihe A，9：l～109 

Qiu z x，1990 The Chi~se Neogene mammalian bi~hmnolog3,一its~rnd ation with the European N 0箬e ~ aa]ian肿 曲̈0n In： 

Lindsay E H．Fahtb~ ．h V．Mein P eds European Nec~ene Mamma]ChmndoD'
．  w York：Plenum Pm％ 527～ 556 

Qtu z x(邱占样)，HlI且 gW Ll黄为龙 )．Guo z H(郭志慧)．1987 The CMne~Mppafiemnef~sils Pal Sin(中国古生物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期 陈冠芳：甘肃灵台雷家河新第三纪晚期的大哺乳动物组台及其时代 79 

志 )．New Ser c，25：1～250(in Chin~ with English suramary) 

u z x，Qlu z D，1995 c 0k目。 quence subdivisiGn Gf Chirre~ e08 № 啡曲m I胂 fo~ms Pal心 目 。 P~ elimat 

Paheoecrd，116：41～70 

oiu z x(邱 占祥 )，Yan D F(阎德 发 )，1982 A homed Chifotherhon sklL】】from Yu鲁he，S]~nsi V P~Asiat(古脊 椎 动 物 学 

报 )，2O(2)：122～132(in Chinese w】 Enghsh s~ mary) 

TangY J(汤英俊1，Ji H x(计宏样)，1983 AH⋯ PkIs e『】eIT~ itiGnal _】几Ⅱfrom yors~，No．hem FIebe~Vert PalAsiat 

(古脊椎动物学报)，21(3)：245～254(in Chin~ with E科 曲 ⋯ ma玎) 

d R H，Flynn L J． u z x al， 199 L Yushe basin，China；附 一  曲 d  e~ibrated ~ mmalian bios~atlgraphlc 

standard for the te Neogene E~tem Asia J Vert Paleont，11(4j：519—526 

Tedfmd R H．Qiu z x，1991 i~ene m恤  吣 【C~ ivom：CaII】d雌j from Yuzhe．sh⋯ wlth⋯ n体 0n chinese h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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