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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侏罗世哺乳动物研究新进展

季　强　袁崇喜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北方东部地区发现的几种中侏罗世哺乳动物：纤细辽兽、獭形狸尾兽、远古翔兽和粗壮假
碾磨齿兽，除纤细辽兽发现于辽宁凌源房身九龙山组外，其他３种哺乳动物化石均发现于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
的髫髻山组。这些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中侏罗世生物群的组成，加深了人们对于中侏罗世哺乳动

物多样性的认识，而且为解决我国北方东部地区晚中生代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提供了可靠的古生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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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北方东部地区中侏罗世地层发育良好，分
布广泛，为一套陆相的火山—沉积建造，产有丰富的

化石，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近十年来，随着内蒙

古宁城道虎沟地区大量化石的发现，该区中侏罗世

地层和古生物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已发现

的主要代表性化石有蝾螈 Ｊｅｈｏｌｏｔｒｉｔｏｎ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ｓ和
Ｃｈｕｎｅｒｐｅｔｏｎｔｉａｎｙｉｅｎｓｉｓ，翼龙 Ｊｅｈｏｌｏｐｔｅｒｕｓｎｉｎｇｃｈｅｎ
ｇｅｎｓｉｓ和Ｐｔｅ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ｗｅｌｌｎｈｏｆｅｒｉ，兽脚类恐龙Ｓｃａｎ
ｓｏｒｉｏｐｔｅｒｙｘｈｅｉｌｍａｎｎｉ和（？）Ｐｅｄｏｐｅｎｎａｄａｏｈｕｇｏｕｅｎｓｉｓ，
哺乳动物 Ｃａｓｔｒｏｃａｕｄａｌｕｔ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Ｖｏｌａｔｉｃｏｔｈｅｒｉｕｍ

ａｎｔｉｑｕｕｓ，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ｂｏｓｒｏｂｕｓｔｕｓ，昆虫 Ｍｅｓｏｂａｅｔｉｓｓｉｂｉｒｉ
ｃａ，Ｍｅｓｏｎｅｔａａｎｔｉｑｕｅ，Ｒｈｉｐｉｄｏｂｌａｔｔｉｎａ（Ｃａｎａｌｉｂｌａｔａ）
ｈｅｂｅｉｅｎｓｉｓ，Ｂｒｕｎｎｅｕｓｈａｉｆａｎｇｇｏｕｅｎｓｉｓ，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ｉｎｏｄｅｓ
ｈａｉｆａｎｇｇｏｕｅｎｓｉｓ等，叶肢介 Ｅｕｅｓｔｈｅｒｉａｚｉｌｉｕ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Ｅ．ｈａｉｆａｎｇｇｏｕｅｎｓｉｓ，Ｅ．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和 Ｅ．ｌｕａｎｐｉｎ
ｇｅｎｓｉｓ， 植 物 Ｃｌａｄｏｐｈｌｅｂｉｓ（Ｏｓｍｕｎｄａ ？） ｓｐ．，
Ａｎａｎｏｚａｍｉｔｅｓ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Ａ．（Ｔｒｙｍｉａ？）ｓｐ．，Ｃｙｃａｄｏ
ｌｅｐｉｓｓｐ．，Ｇｉｎｋｇｏｉｔｅｓｓｐ．，Ｐｉｔｙｏｓｐｅｒｍｕｓｓｐ．，Ｐｉｔｙｏｃｌａ
ｄｕｓｓｐ．Ｚａｍｉｔｅｓｇｉｇａｓ，Ｙａｎｌｉａｏ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和Ｃｏｎｉｏｐｔｅｒ
ｉｓｂｕｒｅｊｅｎｓｉｓ等（汪筱林等，２０００；季强等，２００２；任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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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０２；陈文等，２００４；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Ｌ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２年３月，季强等根据该区生物群
的地层分布和总体面貌，正式将该生物群命名为

“道虎沟生物群”（季强等，２００２）。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东部地区中侏罗世地层中

以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较少，仅记述了一件产自

辽宁凌源房身九龙山组的哺乳动物下颌骨化石（周

明镇等，１９９１）。目前在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也
只发现了３种哺乳动物化石：獭形狸尾兽、远古翔兽
和粗壮假碾磨齿兽。但是，这些哺乳动物化石的发

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不仅使我们对中侏罗

世哺乳动物的演化发展和生态多样性有了新的认

识，而且为将来在中侏罗世地层中发现新的有胎盘

类或有袋类哺乳动物化石提供了可能。

１　纤细辽兽 （Ｌｉａ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ｇｒａｃｉｌｅ）
１９７６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程政武和

岳昭在辽西地区进行地质考察时，于凌源市房身村

附近的中生代杂色火山碎屑岩地层中采集到一块哺

乳动物的下颌化石，并将这块化石送往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周明镇和王元青合

作研究（周明镇等，１９９１）。
为了确定化石产地和地层层位，周明镇等先后

两次去野外实地核查，认为他们发现的哺乳动物化

石与杨钟健（Ｙｏｕ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５８）发现的矢部龙化石
应该产于同一地点同一层位，并且认为这套杂色火

山碎屑岩层在地层层序及岩性特征方面均与河北平

泉盆地的九龙山组一致，是河北平泉地区中侏罗世

九龙山组向辽宁西部延伸的一部分。

辽西凌源房身发现的哺乳动物下颌骨化石除关

节突部分破损外，基本保存完整，长约２２２ｍｍ，高
８６ｍｍ，水平枝较长且相对纤弱，长度大于 １５６
ｍｍ。下颌骨体高度前部２７ｍｍ，后部２４ｍｍ，上、
下缘平直，近于平行，下缘前端向上呈弧形弯曲，上

缘厚度约１ｍｍ。除最后一枚臼齿外，其余牙齿均未
保存。在最后一枚臼齿之前，有１４个颊齿窝，齿窝
近方形。齿窝大小、间距无明显变化。从第一个颊

齿窝前缘到最后一枚臼齿后缘长约为１２６ｍｍ。最
后一枚臼齿靠近上升支，长约１１ｍｍ。下颌骨前端
还保存有两个门齿窝，在它们与颊齿窝之间，有一段

骨体破损，可见一较大的齿窝痕迹，可能是犬齿窝所

在的位置。下颌骨上升支高约５８ｍｍ，与水平支之
间的夹角约为１２０ｏ。冠状突小而弱，关节突破损，

图　１纤细辽兽的右下颌骨素描图（据周明镇等，１９９１）
Ｆｉｇ．１　ＲｉｇｈｔｌｏｗｅｒｊａｗｏｆＬｉａ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ｇｒａｃｉｌｅ（ｆｒｏｍＺｈｏｕ

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ａ）内侧顶视；（ｂ）内侧视

（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ｏｐｖｉｅｗ；（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ｖｉｅｗ

从留下的痕迹上看，它略高于下齿列。髁上凹发育

（图１）。
由于该哺乳动物化石标本仅保留最后一枚臼

齿，难以对其进行更详细的描述，周明镇等人

（１９９１）根据下颌骨和最后一枚臼齿的形态特征，认
为其与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克拉美丽地区发现的克

拉美丽兽（Ｋｌａｍｅｌｉａ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ｉ；Ｃｈｏ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辽东地区发现的满洲兽（Ｍａｎｃｈｕｒｏｄｏｎ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ｄｅｎｓ；
Ｙａｂｅｅｔａｌ．，１９３８）以及蒙古发现的戈壁兽（Ｇｏｂｉｃｏｎ
ｏｄｏｎ；Ｔｒｏｆｉｍｏｖ，１９７８）等区别较大，而与英国中侏罗
统中的Ａｍｐｈｉｌｅｓｔｅｓ比较接近，推测其齿式可能为 Ｉ２
＋？Ｃ１Ｐ３Ｍ５或Ｉ２＋？Ｃ１Ｐ４Ｍ４，因此建立一新属种
Ｌｉａ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ｇｒａｃｉｌｅ，将其归于三尖齿兽目（Ｔｒｉｃｏｎ
ｏｄｏｎｔａ）环齿兽科 （？）（Ａｍｐｈｉｌｅｓｔｉｄａｅ）（Ｏｓｂｏｒｎ，
１８８８）。

纤细辽兽是我国北方东部地区发现的第一件中

侏罗世哺乳动物化石，对于探讨三尖齿兽类的演化

和分类，以及该区地层的划分和对比等方面均具有

科学意义。

２　獭形狸尾兽（Ｃａｓｔｏｒｏｃａｕｄａｌｕｔ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
２００４年８月，季强等在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

获得了一件哺乳动物化石，该化石产自中侏罗世髫

髻山组。

道虎沟地区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全长约４２５
ｃｍ，保存了头部和头后骨骼，以及毛发和鳞片印痕。
下齿式ｉ４ｃ１ｐ５ｍ６，第３至第６枚下臼齿具有典型
的柱齿兽类的臼齿特征，与其他柱齿兽类的区别在

于第１、第２枚下臼齿内外压缩，齿尖直线排列但略

８７３ 地　球　学　报 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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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獭形狸尾兽的正型标本（据Ｊｉ等，２００６）
Ｆｉｇ．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ｏｆＣａｓｔｒｏｃａｕｄａｌｕｔ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ｆｒｏｍ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ａ）标本照片；（ｂ）骨骼素描图；（ｃ）骨骼再造图

（ａ）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ｂ）ｏｓｔ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ｓｔ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弯曲。狸尾兽是体型第二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动物，

下颌长度约为柱齿兽的２倍，其尾椎呈“工”字形，
与现生河狸的尾巴十分相似（图２）。季强等根据这
些特征，将该哺乳动物化石命名为獭形狸尾兽

（Ｃａｓｔｒｏｃａｕｄａｌｕｔ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并于２００６年３月将研究
成果以封面文章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Ｊ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图３）。

獭形狸尾兽的发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科学发

现，为一些中生代哺乳动物具有游泳和食鱼的生活

习性并占领半水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最早的化石证

据。这表明在中生代哺乳动物的总体生态分异（多

样性）远比人们以往认为的要多得多。大多数中生

代哺乳动物体型较小（不超过５０ｇ），而且一般都在
陆地生活。由于受其小体型的限制，加之生活在巨

大恐龙的阴影之下，因此它们大多数食性单一，均食

虫。

然而，獭形狸尾兽是个重要的例外，十分不同于

典型的小型陆地生活的中生代哺乳动物。獭形狸尾

兽的身体全长至少４２５ｃｍ，头骨长度超过６ｃｍ，估
计体重在５００～８００ｇ之间，其尾巴扁而宽，并覆盖
有一些鳞片，与现生河狸（一种属于有胎盘哺乳动

图３　獭形狸尾兽复原图（据Ｊｉ等，２００６）
Ｆｉｇ．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ｔｒｏｃａｕｄａｌｕｔ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

（ｆｒｏｍ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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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啮齿类）的尾巴及其功能非常相似，具有游泳

（如适于游泳的有鳞片的宽而扁的尾巴）和挖掘（如

粗壮的肱骨）能力。迄今为止，獭形狸尾兽是世界

上发现的唯一的半水生中生代哺乳动物，也是已知

体型最大的侏罗纪哺乳动物，或许部分因为其体躯

较大，其可能才具有了食鱼和游泳的生活习性。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现生半水生（如河狸类和

水獭类）和现生全水生（如鲸类、海牛类）会游泳的

哺乳动物，最早出现于始新世和渐新世（０５５～０２５
Ｍａ），而狸尾兽却生活于中侏罗世（１６４Ｍａ），这表
明，像獭形狸尾兽这样的原始柱齿兽类哺乳形动物

在中生代就已经单独具有了半水生的游泳功能，比

新生代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如河狸、水獭、鲸、海牛）

至少提早了１００Ｍａ“下水”，这是趋同演化的重要范
例。

獭形狸尾兽保存有毛皮印痕（炭化的体毛和绒

毛），其毛皮为哺乳动物皮肤结构的系统演化提供

了直接证据。其牙齿和下颌特征表明，狸尾兽代表

了柱齿兽目的一个新哺乳动物属种，可与发现于欧

洲中侏罗世的几种柱齿兽类哺乳动物相比较。柱齿

兽类是生存于中侏罗世到晚白垩世的一个绝灭中生

代哺乳动物类群，无现生后裔，与现生有胎盘哺乳动

物亦无直接亲缘关系。

３　远古翔兽（Ｖｏｌａｔｉｃ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ａｎｔｉｑｕｕｓ）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孟津等在英国《自然》杂志上以

封面文章报道了一件产自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的

哺乳动物化石（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该哺乳动物化
石大小如松鼠，与所有其他已知的中生代哺乳动物

的区别在于：具有相当大的覆盖毛发的翼膜；拉长的

肢骨；近端指节具有明显的屈肌鞘脊；具有拉长的背

腹扁平的椎体和脉弧的长尾；高度特化的齿式，３１
４３／２１４２；门齿小，锥形；犬齿长而尖；臼齿具有高
而尖的向后倾斜的齿尖，直线排列但分开很远；下臼

齿齿尖更向后倾斜，但比上臼齿的紧密；Ｍ１的 ｄ尖
唇侧覆盖Ｍ２的ｂ尖。他们根据这些特征将其命名
为远古翔兽（Ｖｏｌａｔｉｃ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ａｎｔｉｑｕｕｓ）（图４）。

根据对中生代哺乳动物５８个类群的４３５个特
征的系统演化分析，孟津等认为远古翔兽是哺乳动

物的一个独立的支系，是冠群或范围更广的类群，与

包括真三尖齿兽、多瘤齿兽等在内的哺乳动物构成

姊妹群关系，代表了一个以前未知的高度特化的哺

乳动物类群，可能源自具有似三尖齿兽牙齿的祖先

类群。

图４　远古翔兽的正型标本（据Ｍｅｎｇ等，２００６）
Ｆｉｇ．４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ｃ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ａｎｔｉｑｕｕｓ

（ｆｒｏｍ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远古翔兽最突出的特征是发育了覆盖毛发的翼

膜。翼膜印痕并没有完全暴露，但已充分表明其很

大，明显大于渐新世的滑翔啮齿类。在一些区域，不

同层上垂直的毛发表明翼膜保存时受到折叠。翼膜

印痕与皮肤连续，毛发印痕包围着骨骼集中的区域。

印痕延伸到趾骨区域，包夹跗骨的位置。这些表明，

肢骨，可能包括手指和脚趾都参与对翼膜的支撑。

翼膜上和身体周围的毛发细而均匀，但几节近端尾

椎附近的毛发相对较后。与一些尾椎平行的毛发指

示了毛发、皮肤、骨骼原位的解剖关系。

远古翔兽四肢长度与其他中生代哺乳动物四肢

长度的比例相似于现生滑翔与非滑翔哺乳动物四肢

长度的比例。除了四肢较长外，远古翔兽的尾椎也

较长，背腹扁平，背面具有一个低矮的纵脊，腹面的

脉弧也长而扁平。有几节尾椎的周围也保存翼膜的

印痕。这些结构以及它们与翼膜的关系表明近端尾

椎参与对翼膜的支撑，从而表明在尾和后肢之间存

在 “似翼膜”。

远古翔兽的股骨具有小的椭圆形股骨头，缺少

哺乳动物特有的股骨颈。虽然臀部结构未保存，仅

股骨头的形状表明髋臼可能浅而开放，可能与攀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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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袋鼠相似。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球—窝的臀部关节

不同，翔兽独特的股骨头严格限制了转体运动时后

肢的灵活性，但可能允许后肢侧向伸展，在滑翔时保

持稳定。

翔兽的许多其他肢骨特征与攀援运动有关，保

证了它达到滑翔的开始点的高度。翔兽足部和手部

的形态表明，手和足都相对较长，可能具有很强的弯

曲指节的能力来抓紧比自身大的树枝。当四肢远端

部用于滑翔的表面，翔兽的手、足可能用于在表面运

动或稳定四足着落，与一些现生滑翔哺乳动物相似。

结合独特的股骨与腰带的关节，这些形态表明翔兽

是完全攀援的动物，与一些现生滑翔哺乳动物相似

生活在树上。

现生滑翔的哺乳动物体重１０～１５００ｇ，与蝙蝠
相似。根据２８３ｍｍ长的下颌齿，翔兽的头骨估计
３５ｃｍ，头骨约身体长１２０～１４０ｍｍ，体重约７０ｇ，与
飞行的松鼠相似。翔兽最可能是夜间活动的，不紧

紧因为小型中生代哺乳动物通常被认为是夜间活动

的，而且因为滑翔的哺乳动物通常是攀援的、夜间活

动的。翔兽可能是灵敏的滑翔者，因为其轻的翼膜

负荷—结论来自其小的体重和大的翼膜，但其可能

不具有习惯些捕捉空中食物的能力，就像很多食虫

的蝙蝠一样。翔兽的翼膜具有低的纵横比，正如其

四肢长度指式的那样，可能限制其只能进行滑翔飞

行，不能重分地进行空中飞行。

人们一直认为最早具有滑翔飞行能力的哺乳动

物是蝙蝠，但化石非常稀少，最早的记录是距今五千

一百万年前的始新世，在此之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

哺乳动物飞行适应的证据。翔兽最早的滑翔运动的

形态学证据表明哺乳动物尝试飞行生活的时间比以

前认为的要早得多，早在鸟类向天空发展之前，哺乳

动物就已经飞向天空了（图５）。

４　粗 壮 假 碾 磨 齿 兽 （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ｂｏｓ
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２００５年，季强等在中国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
发现了一对保存完好的蜀兽科哺乳动物化石，其产

自中侏罗世髫髻山组中部的凝灰质粉砂岩中，化石

从头到尾长约１１ｃｍ，保存了头颅和头后骨骼，分为
正模和副模（图６）。

该哺乳动物的齿式为 Ｉ２＋．Ｃ１．Ｐ５．Ｍ３／ｉ４．ｃ１．
ｐ５．ｍ３。上臼齿具有三角模式的３个齿尖：较高的
前尖，较矮的后尖和隆起的“假原尖”。下臼齿三角

座具有三角的齿尖模式：唇侧的下原尖（最高），舌

图５　远古翔兽的复原图（据Ｍｅｎｇ等，２００６）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ｃ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ａｎｔｉｑｕｕｓ

（ｆｒｏｍ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侧的靠前的下前尖和靠后的下后尖（最矮）。三角

座之前是假跟座，具有隆起的唇缘（假下次尖）与假

下次小尖脊相连。假跟座的舌侧具有边缘但不存在

明显的齿尖，而蜀兽的该位置存在“假下内尖”。与

亲缘关系最近的蜀兽的区别在于，发育的后齿带延

伸至三角座的唇侧、假下次尖较弱。根据其形态特

征，该哺乳动物化石被归入蜀兽科，并命名为Ｐｓｅｕｄ
ｏｔｒｉｂｏｓｒｏｂｕｓｔｕｓ。属名中“Ｐｓｅｕｄｏ”的中文含义为
“假”，“ｔｒｉｂｏｓ”的中文含义为“碾磨”，种名“ｒｏｂｕｓｔ
ｕｓ”意为“粗壮”，因此该哺乳动物化石的中文学名
为“粗壮假碾磨齿兽”。与 Ｓｈｕ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ｈｉｌｏｎｇｉ、Ｓ．
ｋｅｒｍａｃｋｉ的区别在于，假碾磨齿兽的牙齿小３０％，但
比Ｓ．ｄｏｎｇｉ的牙齿大２０％。假碾磨齿兽的上臼齿
长与宽的比例约为８５％，宽大于长，与长、宽几乎相
等的Ｓｈｕ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ｈｉｌｏｎｇｉ相区别。与Ｓ．ｋｅｒｍａｃｋｉ的
区别在于具有更为膨大的假前尖（Ｃｈｏｗｅｔａｌ．，
１９８２； 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 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９９８）。假碾磨齿兽与其他哺乳形动物的区别在于
在下臼齿三角座之前具有非常发育的假跟座与上臼

齿的假原尖完全咬合。与所有兽形（ｔｈｅｒｉｉｍｏｒ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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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粗壮假碾磨齿兽的正型标本（据Ｌｕｏ等，２００７）
Ｆｉｇ．６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ｂｏｓｒｏｂｕｓｔｕｓ（ｆｒｏｍ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ａ）标本照片；（ｂ）骨骼素描图

（ａ）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ｂ）ｏｓｔ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ｍａｍｍａｌｓ）哺乳动物 （真三尖齿兽、多瘤齿兽、对齿
兽和现生兽类）的区别在于：间锁骨大，是胸骨柄的

２倍，具有２个侧突和膨大的后突。与多瘤齿兽和
现生兽类（除了 Ａｋｉｄｏｌｅｓｔｅｓ）的区别在于保留了活动
的腰肋，不存在与股骨板错位的股骨头，膨大的小转

子，指向侧方的大转子。虽然粗壮的肢骨与

Ｆｒｕｉｔａｆｏｓｓｏｒ相似，但假碾磨齿兽缺少后者管状犬后
齿（ｔｕｂｕｌａｒｐｏｓｔｃａｎｉｎｅｓ）和Ｘ形腰椎。这一研究成果
发表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出版的《自然》杂志（Ｌｕ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原始有袋类和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发育的三磨楔

式臼齿是一个关键的适应，其上臼齿的原尖在下臼

齿的跟座里碾磨。已绝灭的假三磨楔齿类哺乳动物

具有反转的三磨楔式臼齿，其三角座之前有一个假

的跟座来容纳上臼齿的假原尖。该假原尖在功能上

与原尖相似，但前置的假跟座与真正三磨楔齿兽类

哺乳动物的后置的跟座相反。

蜀兽类牙齿的研究在哺乳动物牙齿演化中是非

常重要的，但以前研究的材料十分有限，仅发现了

１１颗牙齿和不完整的下颌。由于研究材料所限，且
其进步的假三磨楔式臼齿和原始的下颌之间的结构

显得很不协调，人们关于蜀兽系统演化关系的假设

非常多：蜀兽以前被认为是原始的哺乳形动物居耐

兽与锐三角形哺乳动物对齿兽之间的过渡类型，或

与柱齿兽类关系密切，或是锐三角形哺乳动物对齿

兽与进步的前三磨楔齿类哺乳动物皮拉姆兽（Ｐｅｒａ
ｍｕｓ）之间的过渡类型，或作为澳洲楔齿类哺乳动物
的姊妹群的一种原始类群。该研究小组根据对假碾

磨齿兽的研究，认为蜀兽类与对齿兽类、皮拉姆兽支

系或更进步世系的亲缘关系不密切，其与澳洲楔齿

形哺乳动物的关系要比其他任何中生代哺乳动物类

群更亲近。

在发现假三磨楔式臼齿的几何形态结构反转之

前，人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普遍认为，在哺乳动物演化

历史中上臼齿原尖、下臼齿跟座以及它们的咬合关

系是单源一起发育的。蜀兽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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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粗壮假碾磨齿兽复原图（ａ）和骨骼再造图（ｂ）
（据Ｌｕｏ等，２００７）

Ｆｉｇ．７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ａｎｄｏｓｔ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ｂ）
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ｂｏｓｒｏｂｕｓｔｕｓ（ｆｒｏｍ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设。上臼齿原尖形结构可以与下臼齿后部的跟座或

一些支系的下臼齿前部的假跟座相咬合。上臼齿原

尖的功能性适应在哺乳动物演化史上至少出现了两

次的观点目前已被广泛接受。最近还有人认为，在

早期哺乳动物中，下三磨楔式臼齿的跟座演化了不

止一次。该观点得到了新发现的澳洲楔齿形哺乳动

物的支持，它们缺少北方楔齿形哺乳动物所具有的

典型的磨蚀面（正如劳亚三磨楔式臼齿经典研究的

定义）。中国新发现的假碾磨齿兽为上臼齿原尖和

下臼齿跟座在哺乳动物演化中均可能经历了趋同演

化增加了新的证据。假碾磨齿兽具有高度发育的假

三磨楔齿，但相当原始的下颌和头后骨骼，其肩带与

其他哺乳动物和单孔类相似，四肢展现了掘穴特征。

该发现不仅揭示了中生代哺乳动物的牙齿演化分异

比其现生后裔更加丰富多彩，而且进一步支持了哺

乳动物中“三磨楔齿形臼齿趋同演化”的假设（图

７）。
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是我国研究燕辽生物群

的经典地区之一，产有丰富的晚中生代化石，常见者

有蝾螈Ｊｅｈｏｌｏｔｒｉｔｏｎｐａｒａｄｏｘｕｓ和Ｃｈｕｎｅｒｐｅｔｏｎｔｉａｎｙｉｅｎ
ｓｉｓ，翼龙 Ｊｅｈｏｌｏｐｔｅｒｕｓｎ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和 Ｐｔｅ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ｗｅｌｌｎｈｏｆｅｒｉ，兽脚类恐龙 Ｓｃａｎｓｏｒｉｏｐｔｅｒｙｘｈｅｉｌｍａｎｎｉ和
（？）Ｐｅｄｏｐｅｎｎａｄａｏｈｕｇｏｕｅｎｓｉｓ，哺乳动物 Ｃａｓｔｒｏｃａｕｄａ
ｌｕｔ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昆虫 Ｍｅｓｏｂａｅｔｉ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Ｍｅｓｏｎｅｔａａｎ
ｔｉｑｕｅ，Ｒｈｉｐｉｄｏｂｌａｔｔｉｎａ（Ｃａｎａｌｉｂｌａｔａ）ｈｅｂｅｉｅｎｓｉｓ，Ｂｒｕｎ
ｎｅｕｓｈａｉｆａｎｇｇｏｕｅｎｓｉｓ，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ｉｎｏｄｅｓｈａｉｆａｎｇｇｏｕｅｎｓｉｓ
等，叶肢介Ｅｕｅｓｔｈｅｒｉａｚｉｌｉｕ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Ｅ．ｈａｉｆａｎｇｇｏｕｅｎ
ｓｉｓ，Ｅ．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和 Ｅ．ｌｕａｎ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植 物
Ｃｌａｄｏｐｈｌｅｂｉｓ（Ｏｓｍｕｎｄａ？）ｓｐ．，Ａｎａｎｏｚａｍｉｔｅｓａｎｇｕｌａ
ｔｕｓ，Ａ．（Ｔｒｙｍｉａ？）ｓｐ．，Ｃｙｃａｄｏｌｅｐｉｓｓｐ．，Ｇｉｎｋｇｏｉｔｅｓ
ｓｐ．，Ｐｉｔｙｏｓｐｅｒｍｕｓｓｐ．，Ｐｉｔｙｏｃｌａｄｕｓｓｐ．Ｚａｍｉｔｅｓｇｉｇａｓ，
Ｙａｎｌｉａｏ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和 Ｃｏｎｉｏｐｔｅｒｉｓｂｕｒｅｊｅｎｓｉｓ等。长期
来，我国学者对道虎沟地区产这些化石地层的时代

归属意见分歧很大（汪筱林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季强等，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５；任东等，２００２；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柳
永清等，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少数学者认
为这套地层的时代为早白垩世（义县阶），所产的化

石归于热河生物群。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套地层的

时代为中侏罗世，所产的化石应归于燕辽生物群。

众所周知，蜀兽科哺乳动物在世界各地分布较广，在

欧洲主要分布于中侏罗世地层中，我国四川发现的

董氏蜀兽产于中侏罗世上沙溪庙组（Ｃｈｏｗｅｔａｌ．，
１９８２）。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新发现的蜀兽科哺
乳动物以直接的古生物证据再次证明这套地层的时

代为中侏罗世，所产的化石无疑应当归于燕辽生物

群，这对我国北方东部地区晚中生代陆相地层的精

确划分和对比将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宁城道虎沟中侏罗世燕辽生物群的研究

仅仅刚刚起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不

断深入，燕辽生物群的研究将会象辽西早白垩世热

河生物群一样引起国际同行们的广泛关注。虽然我

们已认识到，在中侏罗世哺乳动物已经具有了很大

的多样性，占领了陆地、天空、水域等不同生境，我们

仍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能在中侏罗世发现诸如有胎

盘类、有袋类等哺乳动物化石，以进一步推到真兽类

和后兽类哺乳动物起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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