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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計畫係前往中國大陸河北地區泥河灣、大連駱駝山等地進行野外生物地層

調查，進行更新世中期猛獁象之起源發展與演化之研究，並前往北京中國科學院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針對長鼻類象化石，進行標本檢視測量與鑑別分

析，並與相關領域學者-金昌柱教授研究團隊，針對分類特徵、種屬爭議進行交

流討論。初步研究顯示，位於泥河灣之猛獁象具有長毛猛獁象之原始特徵，從年

代的分布，可以推測為歐陸、西伯利亞長毛猛獁象之起源地。另位於大連之駱駝

山地層亦保存重要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極具開發研究價值。此行亦參訪中國古

動物館、中國地質博物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與大連自然博物館，針對該館所之

的古生物陳列與展示內容進行廣泛意見交流與資料彙集，作為本館相關展覽之參

考，亦對未來共同推出特展，開啟合作的契機。 

 

 

 

【關鍵字】第四紀、哺乳動物、猛獁象、脊椎動物、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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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1. 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金昌柱教授研究團隊合作，針

對泥河灣更新世中期猛獁象，形態特徵之比對、形質測量與鑑別分析，

以建立該物件之種屬鑑定。 

2. 此項研究既是連結猛獁象類群之研究，亦是探究猛獁象類群在歐亞大陸

的起源，確立猛獁象家族的遷徙、擴散、環境適應與滅絕事件。 

3. 前往中國古動物館、中國地質博物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與大連自然博

物館參訪，針對古生物廳之標本展示方式，全面進行資料匯集，並發展

未來合作辦理特展之契機。 

 

二、 研究背景： 

1. 根據化石記錄，大象的足跡曾經遍布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甚至包

括寒冷的北極地區。而大象的祖先可以追朔至始新世(距今約 5500 萬年

前)的始祖象。從始祖象開始，長鼻纇經歷了古乳齒象的初期過渡階段，

發展到乳齒象類。乳齒象類在中新世又分化為長頜型和短頜型。長鼻類

經長頜乳齒象、劍齒象等階段，最後進化到猛獁象和現代象。 

2. 中國大陸富含新生代哺乳動物化石，而其中更新世大型的猛獁象化石更

具代表性，亦是國際學術研究之熱門重點。然而猛獁象類群之種屬特徵、

鑑定依據始終具有極大的爭議性，在過往的研究中，曾經有真猛獁象（即

長毛象）與松花江猛獁象之研究與命名。由於分佈的地理環境與生存年

代具有相當的重疊性，以致長久以來多數學者認為二者可能為同種異

名。但是，近年來，亦有學者發現位於泥河灣之猛獁象具有長毛猛獁象

之原始特徵，從年代的分布，可以推測為歐陸、西伯利亞長毛猛獁象之

起源地。而使泥河灣之猛獁象之分類研究更趨重要性。 

3. 為釐清此一分類爭議，惟有大量檢視標本，充分掌握特徵，做進一步比

對與鑑別分析。因此前往典藏猛獁象標本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

人類研究所，進行標本檢視、測量分析與特徵拍攝，並與相關領域學者

針對分類特徵、種屬爭議進行交流討論，以期能掌握中國大陸猛獁象類

群的特徵，解決命名分類之特徵，並以此研究為基礎，進一步延續研究

台灣地區第四紀象類化石之特徵與演化相關議題。 

4.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金昌柱教授研究團隊長期進行化

長鼻類化石調查研究，迄今成果豐碩，近期在河北泥河灣，發現具有原

始特徵的中新世猛獁象頭骨化石。這項發現可望為猛獁象類群在歐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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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確立起源中心，值得深入研究猛獁象家族的遷徙、擴散、環境適應與

滅絕事件。 

5. 本報告人之一張鈞翔研究員長期投入東亞地區(台灣、日本與中國大陸)

之象類化石之研究，並多次受金昌柱教授邀約，實地前往中國大陸各地

參與地層調查與化石採集工作。此次再次受邀共同進行猛獁象化石之系

統分類研究。除此之外，亦邀請張鈞翔研究員前往大連駱駝山地層，共

同檢視新挖掘之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化石，預期開啟下一階段之合作研

究。。 

6. 此形同時邀請孫維新館長共同參與本研究，並基於地理位置之方便，參

訪中國古動物館、中國地質博物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與大連自然博物

館參訪，針對古生物廳之標本展示方式，全面進行資料匯集，並與對方

館所負責人充分交流溝通，發展未來合作辦理特展之契機。 

 

 

 

 

 

 

 

 

 

 

 

 

 

 

 

 

 

 

 

 

 

 

 

 

 

圖一、化石採集地，泥河灣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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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程： 

105/11/14   出發，台中 北京市 

105/11/15   古脊椎動物所標本檢視與參訪中國地質博物館 

105/11/16   參訪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105/11/17   孫維新館長返回台灣 

張鈞翔前往泥河灣野外考察與猛獁象標本研究 

105/11/18   古脊椎動物所蒐藏庫標本檢視與研究 

105/11/19   前往大連市 

105/11/20   前往大連駱駝山進行野外考察 

105/11/21   參訪大連自然博物館與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檢視 

105/11/22   返回，大連北京 台中 

 

   

 

 

 

 

 

 

 

圖二、研究合作單位：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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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泥河灣野外地層考察。 

圖三、完整的泥河灣猛獁象化石

野外產狀與採集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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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泥河灣猛獁象化石。 

圖六、大連駱駝山野外化石地層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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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與中科院古脊椎動物所專家進行會談。 

圖七、化石測量與特徵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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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本檢視與鑑定： 

--系統性地針對猛獁象化石逐一檢視。 

 

--標本特徵拍攝。 

 

--標本各部位（包括頭骨、脊椎骨、肢骨等）特徵描述與形值測量。 

--臼齒之齒板頻率、琺瑯質厚度之測量。 

 

--各標本之背景資料（地點、地層、年代、伴隨動物群）之蒐集與記錄 

 

    --哺乳動物的牙齒為異型齒，依其功能和外觀特徵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的 

牙齒，分別是門齒（incisor）、犬齒（canine）、前臼齒（premolar）及臼 

齒（molar），每一類型的牙齒，與物種相呼應，都有固定的最大數目。 

牙齒依不同種類哺乳動物之食性及行為的差異，會再進一步特化成不同 

的形態，其形態及功能緊密相關。 

 

    --主要研究工作為物種比對鑑定，在不破壞標本之前提下，進行化石外 

觀的觀察描述及量測統計分析，並對可用以比對之現生種進行相同步驟 

之資料記錄，以齒冠量測與齒尖特徵之形態學研究為依據，對本次研究 

重點之哺乳動物牙齒化石進行物種鑑定。 

 

   --研究上採用形態測量學之方法，以形態測量為個體長度之線性測量，另 

以選取特徵點的方式獲得形狀資料，能去除尺寸差異，進行單純之形狀 

分析及比對。 

 

  --針對牙齒齒冠特徵之量測比對分為兩個部份，以牙齒咬合面及頰側面之 

基本線性測量，以取得牙齒齒冠長及各齒尖長度、寬度及高度資料，另 

以牙齒齒形輪廓之幾何形態測量，由牙齒咬合面選取輪廓資料，將尺寸

差異之變異因素藉由程式排除之後，就咬合面輪廓形狀資料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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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 

1. 泥河灣的湖相層是由敞開的窪地迅速被填充而形成。在泥河灣沙嘴發掘 

的猛獁象象頭化石，保存於 100 多公尺厚的河湖相堆積層。發現地點在

40 11’45’’ N 114 39’06’’E，海拔 882 米。古地磁測年這地層年齡在 160-170

萬年。是中國目前發現最完整的猛獁頭骨化石。很可能為歐陸’西伯利亞

長毛猛獁象象之起源中心。 

 

2. 從化石的遺跡中，古象經歷地質年代中的新生代時期，隨著不同的棲息 

環境，經由輻射適應而演化出了各種奇異的型式。包括下門齒銳利且向內

彎曲的恐象（恐象亞目），上下門齒皆發達且相互交錯的嵌齒象（乳齒象

亞目），下門齒發展成平鏟狀的鏟齒象（乳齒象亞目），門齒像一把短利刃

的劍齒象（真象亞目），還有門齒劇烈彎曲的長毛猛獁象（真象亞目）。 

 

3. 猛獁象的頰齒則是在牙床內從後邊斜著向前發生和長大，而且一顆接著

一顆，連續地、輪流地向前伸展。上顎的牙齒的發生是從後向前、向下移

動生長；下顎的牙齒的發生則是向前、向上移動生長。牙齒的齒板是以傾

斜的位置被磨掉。當它慢慢地生長和向前推進時，會把前一個牙齒逐漸擠

掉，並取代其位置。終其一生每一側每一邊各有六顆牙齒（三顆前臼齒、

圖九、各種哺乳動物化石。 



12 
 

三顆臼齒）可供輪替使用，亦即總共有 24 顆頰齒。而且隨著年齡的成長，

牙齒有愈來愈大、齒板數目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4. 大連駱駝山金遠洞動物群屬種多樣，其中有不少喜暖動物，如大河狸、

納瑪象、巨頦虎、李氏野豬等。動物群的性質明顯不同於東北地區典型

的適應寒冷氣候區的猛獁象-披毛犀動物群。根據動物群組合特徵和演化

水平分析，該遺址與周口店北京猿人動物群非常相似，地層堆積物與北

京猿人遺址第一地點周口店組中、下部大致可以對比，其地質時代大約

距今 50-30 萬年。該地區保留豐富的哺乳動物群化石，足以提供研究分

析更新世哺乳動物化石之起源、發展、分布、演化、適應等相關議題之

材料來源。 

 

5. 此行所參訪之中國古動物館、中國地質博物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與大

連自然博物館皆歷史悠久，古生物藏種類豐富且多樣，而展示手法卻有

創新之處，以搭配標本的方式，有系統的介紹地質年代各項重大地史事

件，並搭配個年代代表性化石，從古生代寒武紀大爆發、泥盆紀魚類崛

起、石炭紀兩棲類登陸、中生代恐龍興盛與滅絕、新生代哺乳動物世代，

大量精緻的化石標本搭配，呈現出演化歷程物種的更迭與多樣性，值得

參酌。在與對方館所負責人充分溝通交流之下，可望共同發展古生物相

關議題之合作特展。 

 

6. 經過此次的研究與比對分析，應可為猛獁象類群分類與特徵分析之研究

提供建設性成果，更當積極撰寫研究報告，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此外，

經由此次標本實際的檢視經驗，更能掌握古象類群的型態特徵以及在中

國大陸分佈現狀，將有助於未來推動台灣地區古象研究特徵比對的基礎

與依據。  

 

7. 未來持續研究發展方向與待解之謎: 更新世末期的滅絕事件被稱為’更新

世-全新世絕滅事件’。這絕滅事件與自然環境到底有怎樣的聯繫? 人類是

導致晚更新世大洞物滅絕事件發生的罪魁禍首嗎?為什麼喜暖的水牛和

喜冷的猛獁象、披毛犀在同一時期生活在同一區域?中國大陸的動物群與

台灣第四紀哺乳動物群的連結與演化親緣關係?猛獁象能復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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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古象類群的演化系譜。 

圖十一、參訪中國地質博物館 (左為賈躍明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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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參訪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左為董翠平館長)。 

圖十三、中科院古脊椎動物所哺乳動物專家共同進行學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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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得及建議： 

1. 中國大陸化石的蒐藏驚人，在質與量上更傲視全球，但是由於標本典藏

的單位分佈遼闊遙遠，需要與在地研究單位與研究人員協助帶領，才能擴大

研究層面與深入研究議題。 

 

2. 位於北京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所為中國最具重要性的古生物研究單

位，在全世界古生物學界想負盛名，以蒐藏豐盛研究活絡著稱，未來仍將持

續上投入合作研究，持續發展與達成象類動物與台灣象類動物之合作研究。 

 

3. 化石標本記錄了古生物長時間的演化歷程，這些標本經常數量稀少且保

存不易，根基於野外發掘而產出的化石之研究，更具研究價值，持續透過跨

區域的合作研究，將可望能夠帶來了珍貴的研究成果。 

 

4. 蒐藏標本與研究是博物館的根基，而科學教育的推廣卻是博物館的使

命，有了完整多樣的標本，不僅可以作為研究之用，更是展示與教育推廣不

可或缺的角色。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所長久以來，已與本館建立良好的合

作關係，分別在蒐藏研究、展示教育，以及標本復原裝架與維護各方面，今

後，將更加強與古脊椎動物所的合作，共同擬定合作研究課題，共同進行台

灣地區第四紀哺乳動物和中國大陸動物群，在類群組成和環境適應、演化之

研究。 

 

5. 未來將積極規劃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所共同發展古生物相關議題之

合作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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