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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乾县发现的纳瑞象化石

裴 文 中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 )

在陕西乾县兴修水利工程时
,

在河边台地上的地层中
,

发现了一个将近完整的象化石

骨架
。

后握陕西省历史博物骼进行发掘
` )

。

陕西省历史博物篱在将此标本陈列之前
,

将牙

齿拓 片送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蕴定
。

因我国象类化石研究专家周明雄在蒙古工作
,

古脊椎

动物研究所所长踢踵健教授将拓本交笔者
,

嘱令蹂定
。

因笔者只就拓片研究
,

未能观察真

实标本
,

在描述方面不能祥尽
,

在蕴定方面可能陷于片面
。

先将鳃定意冕提出
,

以便命教

清者指正
。

锰 定 意 见

根据两张拓片来看
,

一个是上 峡
,

一个是下 M
Z
+ M

3

(兑后附图 )
。

惟第二标本上的 M 3

只局部露出牙床
,

仅前边五个齿板已翘磨颜
。

根据上下牙磨触的齿板来看
,

齿板成微弱的菱形
,

没有显著的 中 简突 出 ( lox od on t

isn
u 。

)
,

牙瓷上有较多的小褶撇
。

这几种性盾都是 an m ad icz st 的性盾
。

但是下 M
3

开始磨触的齿板
,

刻分左右两部 (即唇边齿边两部 )
,

而不是点横点的图形

(
·

— 一 )
,

而是德永氏象的性盾之一
。

由上所述
,

这种陕西乾县发现的象
,

是具有德永氏象和钠垢共同性盾的一种象
。

同种

的象
,

或者近似的象
,

在中国北部发现甚多
,

如山西襄汾丁村
、

河北迁安爪村
、

和北京附近

西郊黑山怠都有发现
。

因中国象类化石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

丁村和爪村都汀名 为

E le 琳。
c f

.

o m a id
c

。
,

而北京西郊者则舒为 尸耐 ae ol ox od on an “ m胡 in (周明旗文
,

古生物

学报 乡卷 2 期真 1 8 3 )
。

至于地层层位方面
,

、 m耐 i邝
,

在华北一般发现在黄士时期 ( Q
。 ,

更新世晚期 )
,

德永

氏象发现在泥河湾期 ( Q
l ,

更新世初期 )
,

少数延清到周 口店期 ( Q
Z ,

更新世中期 )
,

至黄土时

期 lBJ 只有具有一些德永氏象的性盾的 、 m心ic 。
,

而不是真正的德永氏象了
。

因此
,

陕西的乾县含象化石的地层
,

其年代当为黄土时期 ( Q
」

)郎上更新世
。

若与周 口

店山顶洞之化石草比较
,

山顶洞者当为上更新世晚期
,

而乾县 fllJ 为上更新世初期
。

l) 关于发砚及发掘的趣过
,

以及地层关系
,

尚待陕西厉史博物舱补充
,

俊后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