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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简要回顾了蜀兽类哺乳动物的研究历史，论述了在哺乳动物牙齿演化和中生代陆相地层对比研

究中的科学意义。粗壮假碾磨齿兽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哺乳动物中“三磨楔齿形臼齿趋同演化”的假设，并再一次

以直接的化石证据表明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含蜀兽类化石地层的时代为中侏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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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８７１年第一部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专著

（Ｏｗｅｎ，１８７１）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发现的中生代哺

乳动物化石既稀少又零星破碎，完整的化石骨架不

过数具。而近１０年来，中国北方东部地区已经发现

了７类中生代原始哺乳动物化石（Ｈ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Ｊ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６；Ｌ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其种类之多、化石保存之完整已经使

该地区成为举世瞩目的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的关键

地区，中国的中生代哺乳动物研究也逐渐步入了世

界领先行列。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产有丰富的晚

中生代化石，但该套地层的时代归属尚存在分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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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粗壮假碾磨齿兽在该地

区的发现为基础（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根据所有已发

现的蜀兽类哺乳动物的分布（Ｃｈｏ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２；

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８；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认

为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含蜀兽类化石地层的时代

为中侏罗世。

１　蜀兽类哺乳动物的研究历史

蜀兽类是一类较为特殊的中生代哺乳动物，与

其他原始哺乳动物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发育“假三

磨楔齿形臼齿”，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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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兽类的研

究历史相对较短，Ｃｈｏｗ等根据产自中国四川上沙

溪庙组的一件较为破碎的原始哺乳动物下颌化石

（保存有５颗完整的牙齿，２颗破损的牙齿和１个齿

槽）命 名 了 蜀 兽 类 的 模 式 种 － － 董 氏 蜀 兽

（犛犺狌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犱狅狀犵犻），同 时 建 立 了 蜀 兽 目

（Ｓｈｕｏｔｈｅｒｉｄｉａ）（ＣｈｏｗａｎｄＲｉｃｈ，１９８２），其地质时

代为中－晚侏罗世。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根据发现

于英国Ｋｉｒｔｌｉｎｇｔｏｎ地区上Ｂａｔｈｏｎｉａｎ组的２颗原始

哺乳动物的下臼齿，命名了蜀兽类的第二个种－犛．

犽犲狉犿犪犮犽犻（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８），其地质时代

为中侏罗世。王元青等根据产自中国四川上沙溪庙

组的１颗原始哺乳动物右上臼齿，命名了蜀兽类的

第三个种－犛．狊犺犻犾狅狀犵犻（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地质

时代与董氏蜀兽相同。

２　粗壮假碾磨齿兽的特征及其与蜀

兽科其他成员的主要区别

　　２００７年，在中国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中侏罗

世髫髻山组中部的凝灰质粉砂岩中，发现了一对保

存完好的原始哺乳动物化石。该化石全长约１１ｃｍ，

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头颅和头后骨骼，分为正模和副

模 （图１）。

根据其牙齿、骨骼形态特征，该哺乳动物化石被

归 入 蜀 兽 科，并 命 名 为 粗 壮 假 碾 磨 齿 兽

（犘狊犲狌犱狅狋狉犻犫狅狊狉狅犫狌狊狋狌狊）（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粗壮

假碾磨齿兽的齿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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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粗壮假碾磨齿兽的正型标本（据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Ｆｉｇ．１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ｏｆ犘狊犲狌犱狅狋狉犻犫狅狊狉狅犫狌狊狋狌狊（ｆｒｏｍ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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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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侧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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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蜀兽属（犛犺狅狌狋犺犲狉犻狌犿）的该位置存在“假下内

尖”。粗壮假碾磨齿兽与蜀兽属的区别还在于，粗壮

假碾磨齿兽发育的后齿带延伸至三角座的唇侧、假

下次尖较弱；与犛犺狌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狊犺犻犾狅狀犵犻、犛．犽犲狉犿犪犮犽犻

的区别在于，粗壮假碾磨齿兽的牙齿小３０％，但比

犛．犱狅狀犵犻的牙齿大２０％。粗壮假碾磨齿兽的上臼

齿 长 与 宽 的 比 例 约 为 ８５％，而 犛犺狌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狊犺犻犾狅狀犵犻的长、宽几乎相等；与犛．犽犲狉犿犪犮犽犻的区别

在于具有更为膨大的假前尖（Ｃｈｏ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２；

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８；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３　 蜀兽类哺乳动物的系统关系及其

对哺乳动物牙齿演化研究的意义

　　在粗壮假碾磨齿兽的发现之前，蜀兽类哺乳动

物的研究材料非常有限，仅发现了１１颗牙齿和１件

不完整的下颌，人们关于蜀兽系统演化关系的假设

非常多：蜀兽类以前被认为是原始的哺乳形动物

犓狌犲犺狀犲狅狋犺犲狉犻狌犿和对齿兽类（Ｓｙｍｍｅｔｒｏｄｏｎｔ）之间

的过渡类型，或与柱齿兽类（ｄｏｃｏｄｏｎｔ）关系密切，或

是对 齿 兽 类 和 进 步 的 前 三 磨 楔 齿 类 （ｐｒｅ－

ｔｒｉｂｏｓｐｈｅｎｉｃ）哺乳动物犘犲狉犪犿狌狊之间的过渡类型，

或是澳洲楔齿类哺乳动物（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ｓｐｈｅｎｉｄａｎｓ）的

姊妹群 （Ｃｈｏ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９９８；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粗壮假碾磨齿兽不仅

保存了几乎全部的牙齿，而且保存了近乎完整的头

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８年



后骨骼，对其牙齿、骨骼的系统研究表明：蜀兽类哺

乳动物与对齿兽类、犘犲狉犪犿狌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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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蜀兽类牙齿的研究对哺乳动物牙齿演化研究中

非常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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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兽类哺乳动物的发

现表明：上臼齿原尖形结构可以与下臼齿后部的跟

座或一些支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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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９９８；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ＬｏｐａｔｉｎａｎｄＡｖｅｒｉａｎｏｖ，

２００６；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最近还有学者认为，早期

哺乳动物的下三磨楔式臼齿的跟座演化了不止一次

（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Ｋｉｅｌａｎ－Ｊａｗｏｒｏｗｓｋ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ＭａｒｔｉｎａｎｄＲａｕｈｕｔ，２００５；Ｌｏｐａｔｉｎａｎｄ

Ａｖｅｒｉａｎｏｖ，２００６；Ｒｏｕｇ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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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ｒｔｉｎａｎｄＲａｕｈｕｔ，２００５；Ｒｏｕｇ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粗壮假碾磨齿兽的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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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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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４　粗壮假碾磨齿兽对中国北方东部晚

中生代陆相地层对比的意义

　　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是中国研究燕辽生物群

的经典地区之一，产有丰富的晚中生代化石。长期

以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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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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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兽科哺乳动物犛．犽犲狉犿犪犮犽犻在欧洲主要分布于中

侏罗世地层中（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８），中国四

川发现的犛．犱狅狀犵犻、犛．狊犺犻犾狅狀犵犻产于中侏罗世上沙

溪庙组（Ｃｈｏ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新发现的蜀兽科哺乳动物－

粗壮假碾磨齿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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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中国北方东部地区晚中生代陆相

地层的精确划分和对比具有重要意义。

５　结语

内蒙古宁城道虎沟中侏罗世燕辽生物群的原始

哺乳动物研究仅仅刚刚起步，目前我们已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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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獭形狸尾兽

（犆犪狊狋狉狅犮犪狌犱犪犾狌狋狉犪狊犻犿犻犾犻狊）适于在水中游泳（Ｊ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远古翔兽（犞狅犾犪狋犻犮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犪狀狋犻狇狌狌狊）适

于在树丛中滑翔（Ｍ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新发现的粗

壮假碾磨齿兽（犘狊犲狌犱狅狋狉犻犫狅狊狉狅犫狌狊狋狌狊）则是地栖生

活的典型代表（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不断产出的新

材料表明，早期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大得多，其分异时间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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