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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纪是全球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而青藏高原的形成与演变是亚洲乃至全球气候环境变迁的重要驱动

力。认清新近纪哺乳动物从青藏高原到蒙古高原的分布规律和生态特征 ,是了解青藏高原隆升对我国地貌和气候的

改造及其对全球气候格局的影响的重要手段。哺乳动物对气候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 ,而中国在新近纪哺乳动物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临夏盆地和蒙古高原中部分别处于青藏高原隆升的堆积区和影响区 ,有广泛发育的能够反映

隆升和古气候的沉积物 ,地层出露完好 ,保存有非常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在两个地区进行对比研究的结果对于理

解全球新近纪一系列重大环境和生态事件 ,特别是青藏高原隆升以及亚洲季风形成和生物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科学

意义。

　　新近纪是新生代的第二个纪 ,它代表的时间段从距

今 2 300 万年到 260 万年前 ,在它之前是古近纪 ,在它之

后是第四纪。新近纪是现代地理格局、气候体系、生态

环境形成的关键转折时期 ,也是哺乳动物极度辐射并向

现代化演变的重要发展时期。

1 前沿动态

生物具有指示气候环境的功能。气候的冷暖、干

湿 ,地形和地势的变化 ,必然会在生物的分布中得到反

映。哺乳动物对气候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 ,因此其演化

历史能够反证新生代晚期 ,特别是新近纪时期气候环境

的重大变化 [ 126 ] 。中国有着世界上得天独厚的新近纪哺

乳动物化石资源优势 ,具有利用化石恢复生态环境的时

空变化、推断青藏高原隆升的时间和幅度的巨大潜

能 [ 7 ,8 ] 。最近的研究结果又显示 ,中国东、西部新近纪的

哺乳动物群以及保存化石的沉积物之间存在明显的差

异 ,这些差异可能正是青藏高原隆升的反映 [ 5 ] 。哺乳动

物化石釉质以及沉积物的稳定碳同位素分析表明 ,中国

西北在晚中新世没有出现与全球一致的 C4 植物扩散 ,

而东部地区却已显示 C4 植物增加的趋势 [ 9 ,10 ] 。对青藏

高原西南部吉隆盆地化石釉质同位素的分析 ,还指示在

晚中新世出现了与南亚西瓦立克一致的 C4 环境 ,说明

该地其时的海拔高度应该在 3 000 m 以下 (图 1 ,图 1～

图 5 见彩插二) [ 11 ] 。这些迹象表明自晚中新世开始 ,中

国的地貌和气候条件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都已发生强

烈的分异。

对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表明 ,我国新生代各地质时

期 ,特别是自中新世以来 ,不同地区哺乳动物群的组成

及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哺乳动物的分布与自然

环境息息相关 (图 2) 。在新生代 ,我国既经历了全球性

气候的变化 ,也经受了喜马拉雅运动 ,特别是青藏高原

隆升的影响。所有这些变化 ,必然会对我国哺乳动物的

分布和地理区系的演变产生影响 ,这些演变也会记录在

埋藏的化石之中。因此 ,对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是进行

环境恢复和古动物区系再造的重要手段 (图 3) 。国内外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手段对青藏高原的隆升及

其环境效应做过不少研究 ,并获得了很多重要的资料和

认识。在古生物学方面 ,通过哺乳动物的演化能够推测

古环境的变化 ,进而从哺乳动物化石的角度探索我国新

生代环境的变迁和青藏高原隆升的历史。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和最高的高原 ,其高度占

据对流层的 1/ 3 ,动力和热力效应巨大 ,影响着亚洲大气

环流的变化 (图 4)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全球环境演化

历程中许多重大事件的根源集中在亚洲地区 ,其中青藏

高原的隆升被认为是全球晚新生代气候变化的重要因

素 ,对季风环境的形成演化和西风环流的行为有着重要

的影响。青藏高原的隆升及环境效应是当今国际地学

界的热门研究课题 ,它的形成和演变对亚洲乃至全球气

候和环境的变迁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 12214 ] 。然而 ,青藏高

原是在距今 14 Ma 的中中新世就已经达到或接近目前

的高度 [ 15 ,16 ] ,还是在 3 . 6 Ma 前后的上新世才强烈隆

升 [ 13 ,17 ] ? 这些牵涉到青藏高原隆升历史和过程的诸多

问题还未解决 ,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 ,尚需寻找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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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新近纪是全球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 ,特

别是在青藏高原隆升的驱动下 ,东亚古季风逐渐加强 ,

亚洲内陆逐渐变冷、变干 ,中国北方出现了富含哺乳动

物化石的风成新近纪晚期红粘土堆积[ 18220 ] 。新生代哺

乳动物群的演替特征及环境变化 ,显然指示了青藏高原

自渐新世以来的逐渐隆升。然而 ,中国新近纪环境与生

物协同演化的过程还远未了解清楚。

中国有许多富含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的盆地和地

区 ,如青藏高原西北角的甘肃临夏盆地 (图 5) 和蒙古高

原中部的内蒙古地区 ,通过对这些盆地和地区新生代堆

积物和所含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 ,结合古地磁和氧碳同

位素的测定 ,将能够更准确地探索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

的隆升历史及其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 ,重建新近纪时

期东亚的古环境变化过程 ,探讨其与青藏高原隆升的关

系。对青藏高原隆升历史的全面探索有赖于完整的沉

积和化石记录。临夏盆地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分别处于

青藏高原的直接沉积区和间接影响区 , 新近系广泛发

育、露头好 ,并都发现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将临夏

盆地和蒙古高原中部这两个已有良好工作基础、时代相

同、生物和地层上各有特色的区域进行深入持续的对比

性研究 ,相互补充优化 ,就能在认识新近纪时期陆生哺

乳动物多样性及其演变过程、探索青藏高原的隆升时序

及其气候环境效应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临夏盆地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区 ,堆积了

来自青藏高原隆升的剥蚀产物 ,其地质发展历史和生态

环境演变与青藏高原的隆升有更紧密的关系。这里分

布着从渐新世至第四纪的巨厚沉积物 ,近年来的持续工

作揭示它是欧亚大陆甚至世界上晚新生代哺乳动物化

石最丰富的一个地点 [ 6 ] ,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及其气候

环境效应的最好地点之一 [ 4 ,13 ] 。临夏盆地晚新生代哺乳

动物化石、陆相生物地层和气候环境演变方面的研究已

经取得重要进展。对晚渐新世巨犀动物群、中中新世铲

齿象动物群、晚中新世三趾马动物群和早更新世真马动

物群进行了详细研究 ,描述众多属种并建立其系统发育

关系 (图 6 ,见彩插三) 。根据在临夏盆地发现的大量哺

乳动物化石 ,对地层的划分和时代的确定提出了新的看

法 ,已理清沉积序列 ,并在充分的哺乳动物化石证据的

基础上重新厘定了各个岩石地层单位所对应的地质时

代。以古地磁测年为手段 ,初步建立了临夏盆地晚新生

代的地层年表。

通过对不同动物群所代表的生态特征的分析 ,恢复

了临夏盆地晚新生代以来的气候环境演变过程。临夏

盆地在晚渐新世以温暖湿润的森林环境为主 ,间杂有一

些开阔地带 ;中中新世的森林更加茂密 ,水体更加丰富 ;

晚中新世演变为炎热半干旱的稀树草原环境 ,季节性变

化加强 ; 早更新世气候寒冷而干燥 ,并伴有显著的海拔

升高。在垂向上 ,临夏盆地的各个晚新生代动物群不仅

组成截然不同 ,含化石的沉积物也明显有别 ,造成动物

群生态差异的原因正是青藏高原的隆升。研究结果表

明 ,临夏盆地含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群化石地层的岩性也

与中国中、东部有差异。以三趾马动物群为例 ,在保德

地区是典型的所谓“三趾马红土”,是气候比较湿润时期

的产物 ,而在临夏盆地则是一种很接近黄土的灰橘色土

状堆积 ,它所反映的气候条件更为干旱。这些迹象表明

自晚中新世开始 ,临夏盆地的古地貌和古气候条件已经

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所区别[ 4 ] 。青藏高原在晚渐新世

的隆升幅度还不足以阻挡大型哺乳动物在高原南北的

交流 ,但到中中新世已成为明显的障碍 ,至晚中新世对

动物迁徙的阻碍作用更加突出 ,而临夏盆地在早更新世

已达到相当大的高度 , 产生了一个高原或高山的动

物群。

对临夏盆地晚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中不同种类食

草动物的牙齿釉质样品所作的稳定碳同位素分析表明 ,

δ13 C 值落在 - 8 . 4 ‰～ - 12 . 4 ‰的范围内 ,显示了以 C3

植物占绝对优势的植被环境。不同动物之间δ13 C 值的

差异表明这个盆地存在显著的生态环境分异 ,包括有林

地和草地的混交以及独立的草原和森林地带。C4 植物

250 万年之前在临夏盆地的分布相当稀少 ,与青藏高原

南侧在距今 700～500 万年时期 C4 植物的快速扩散形

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由不同地区之间雨量和大气条件的

差异引起的 ,说明东亚季风的强度在新近纪时期还比较

弱。另一方面 ,临夏盆地的δ18 O 在距今 600 万年之后存

在明显的负偏移 , 是全球变冷趋势在这一地区的反

映 [ 10 ] 。中国新近纪晚期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非常丰富。

根据动物群组合特点及有蹄类高冠齿的普遍存在 ,中国

以及欧亚大陆其他地点的三趾马动物群都曾被认为生

活于稀树草原环境中。分析中国三趾马动物群化石釉

质碳同位素组成的结果显示 :中国西部在晚中新世和早

上新世是以 C3 草本植物为特征的温带草原 ,并非以 C4

植物占优势的稀树草原。另一方面 , C4 植物直到晚中新

世最晚期才开始在山西东部地区出现 ,其比例在上新世

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但仍未占据统治地位。青藏高原

在中中新世开始的明显上升造成了高原北部的降温和

干旱 ,抑制了 C4 植物在中国北方 ,尤其是西北部的扩

散。随着东亚夏季风的加强 , C4 植物才逐渐从东向西扩

散 ,造成了上新世时期华北地区在东西方向上的显著环

境分异。

蒙古高原虽远离青藏高原 ,但受到青藏高原隆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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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气候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新近纪时蒙古高

原出现了大量适应半干旱气候下开阔草原环境的哺乳动

物 ,其演化历史也诠释了青藏高原的隆升过程。这是因

为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 ,蒙古高原也被相对抬高 ,使季风

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变得很弱。更为重要的是 ,内蒙古中

部是我国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研究历史最长、含哺乳动

物化石层位最多的经典地区 (图 7 ,见彩插三) 。这个地区

目前所发现的化石涵盖了华北和西北地区新近纪哺乳动

物群的大部分属种 ,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古生态环境特征 ,

并为建立亚洲新近纪陆相生物年代框架奠定了重要基

础[21223 ] 。另外 ,这一地区的部分地层还夹有数层玄武岩 ,

是中国少有可以进行同位素测年的新近纪地点 (图 8 ,见

彩插二) 。这样有利的条件将能够建立起精确的年代地

层框架 ,从而为中国新近纪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气候环境

背景研究提供一个对比的标准或参照体系。

植物是古气候环境的另一个显著指标 ,因此加强古

植物的研究至关重要 ,可以作为判断陆地生态环境的重

要辅助手段。中国晚新生代的陆相沉积中植物大化石

比较缺乏 ,但孢粉化石丰富 ,可以反馈气候环境演变的

有效信息 ,提取的孢粉类型还可以部分指示 C4 / C3 植物

的分布。晚中新世以来 ,全球的植被发生了从 C3 植物

向 C4 植物的演替 ,但 C4 植物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并不同

时。晚新生代青藏高原的隆升对东亚地区的哺乳动物

演化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 5 ] ,随之而来的全球性 C3

植被向 C4 植被的变迁显然与气候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

而食草哺乳动物也从低冠齿向高冠齿演化以不断适应

草中硅质矿物的增高 [ 24 ] 。

近年来古哺乳动物的研究在青藏高原周缘地带都

有长足的进展。以美国和法国古生物学家为主的研究

人员在印度及巴基斯坦的西瓦立克地区连续几十年的

努力 ,已经对南亚次大陆哺乳动物的演化顺序有了较详

细的了解。而在青藏高原腹地和北缘 ,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过去 20 多年间在西藏、青海、甘

肃、新疆、内蒙古等地都建立起一系列晚新生代哺乳动

物化石剖面。在青藏高原周边国家以及我国的云南等

地也都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哺乳动物演化序列 ,将各个动

物群面貌进行对比 ,就能识别出青藏高原及其邻区新近

纪以来的分化。

晚新生代青藏高原的隆升对东亚地区哺乳动物的

演化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而对化石的研究是恢复环

境变化历史和认识青藏高原隆升过程的重要手段。我

国北方新生代各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和发现的材

料都比较多 ,是研究哺乳动物演化及环境背景不可多得

的地区。由于哺乳动物演化速度快 ,对环境变化反映灵

敏 ,其组合和分布能够指示环境的变迁。因此 ,通过对

哺乳动物时空演化的研究去探索古环境的变迁无疑是

很有潜力的课题。

2 研究内容

围绕中国新近纪哺乳动物演化对重大气候环境变

化的响应这个主题 ,研究内容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

(1) 新近纪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代表性地点的哺乳

动物群性质研究。对青藏高原东北缘临夏盆地的研究

显示 ,其新近纪的动物群包含许多不同于中国东部的哺

乳动物新属种 ,而蒙古高原中部地区则可以作为中国经

典新近纪哺乳动物群的代表 ,显示这两个区域在动物生

态类型及其环境背景上有显著的差别。今后还将对这

两个工作地区新近纪动物群的性质进行深入研究 ,比较

哺乳动物群之间的异同 ,并与大的构造背景相结合 ,探

讨动物群分异和演替的机制 ,进而精确地判断它们所代

表的环境特征。

(2) 哺乳动物化石与古地磁测定相结合的年代地层

框架建立。甘肃临夏盆地和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晚新生

代地层非常发育 ,沉积较连续 ,出露良好 ,产状平缓 ,地

层构造简单 ,富含哺乳动物化石 ,可以建立欧亚大陆最

完好的晚新生代陆相地层的标准剖面 ,并进行严格的国

际对比。哺乳动物化石能够确定相对的地质时代 ,而作

为新近纪远距离不同区域的生态特征和环境背景的精

细对比显然需要严格同时的时间框架。两个对比研究

工作地区有进行古地磁分析的适宜沉积物 ,并且在内蒙

古中部地区夹有玄武岩。因此 ,有条件建立精确的年代

地层学框架并用于生态环境特征的等时对比。

(3) 哺乳动物釉质和沉积物稳定碳、氧同位素的生

态环境意义研究。植被特征是环境演变的有效指示 ,尤

其在新近纪青藏高原隆升和亚洲干旱化形成的重要时

期具有更关键的意义。C4 植物的出现时间及其与 C3

植物的消长关系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而 C4 植物扩

散或抑制的机制显然与高原隆升影响大气环流和碳循

环有关。根据对食草哺乳动物化石和古土壤中稳定碳、

氧同位素的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植被演变的过

程 ,此前的研究已经得到一些重要的线索 ,但在新近纪

同一时期从青藏高原到蒙古高原的连续演变序列尚不

清楚 ,下一步的研究结果将提供详细的信息。

(4) 哺乳动物、植被及沉积物的性质对青藏高原隆

升时序和幅度的确定。青藏高原的隆升已被证实是东

亚甚至全球晚新生代气候环境演变的重要驱动力 ,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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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隆升的过程尚有许多未知的问题 ,并存在极大的争

议。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 ,甘肃临夏盆地和内蒙古中部

地区哺乳动物的分布、迁徙和生态特征可以直接反映高

原的隆升幅度。孢粉化石能够对地质历史时期的植被

情况作出较为精确的判断 ,而沉积物的变化也是环境演

变的直接体现。通过对工作地区新近纪哺乳动物演化、

植被特征、沉积物性质和稳定同位素水平的综合研究 ,

在精确的古地磁测年的基础上将对青藏高原的隆升时

序和幅度作出可信的判断。

综上所述 ,将全面系统地对临夏盆地和蒙古高原中

部的新近纪哺乳动物群进行对比研究 ,根据大量新材料

对中国新近纪哺乳动物的各个门类进行修订和更新 ,使

中国北方的哺乳动物群在系统分类研究上达到当前世

界一流水平。在实测剖面的基础上理顺研究地区新近

纪的哺乳动物化石层位 ,建立其精确生物地层序列 ,在

严格同时的条件下对新近纪哺乳动物群进行组成、演化

和生态特征的恢复与对比。认清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

新近纪哺乳动物群的异同 ,以及两个对比性研究地区各

自的哺乳动物群在时间序列上的演变规律。通过对哺

乳动物化石釉质与沉积物 ,特别是古土壤中碳、氧稳定

同位素的分析 ,阐明从青藏高原到蒙古高原 C3 / C4 植被

的分布和演化规律。结合孢粉资料指示的植被信息 ,判

断中国北方温度和湿度等气候要素的变化趋势。在对

哺乳动物化石和沉积地层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青藏

高原隆升的准确时序和幅度及其对东亚气候环境变迁

的影响。

要达到拟订的研究目标 ,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

括 : ①根据研究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新材料对前人的系

统分类工作进行全面的修订和更新 ; ②理顺临夏盆地晚

新生代的地层剖面 ,搞清其哺乳动物群转换、沉积间断

和环境演变的精确时序 ; ③建立蒙古高原中部新近纪哺

乳动物群的组合框架 ,并与古地磁和同位素年代测定紧

密结合 ; ④解决新近纪哺乳动物群在土状堆积中的埋藏

学难题 ,并根据化石釉质和古土壤的稳定同位素组成以

及孢粉分析结果重建陆地生态系统 ; ⑤最终阐明青藏高

原和蒙古高原新近纪哺乳动物群的演替对东亚气候环

境变迁的响应以及与青藏高原隆升背景的耦合关系。

3 实施方案

近年来在年代地层学、生物地层学以及古环境分析

等各方面都有很多新方法及新技术被采用。如古地磁

对绝对年龄的精确测定、筛洗法对小哺乳动物化石的大

量收集、哺乳动物牙齿釉质碳同位素对古植被组成的可

靠推测等等。将这些方法应用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

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环境背景研究必定会带来令人瞩目

的成果。

(1) 化石材料的野外采集和形态特征的深入研究。

对临夏盆地和蒙古高原中部的哺乳动物以及其他化石

作进一步的采集 ,重视完善化石材料的积累。增加剖面

上化石的数量与种类 ,寻找新的化石层位 ,尽可能地逼

近地层中化石层纵向“连续”的要求 ,掌握哺乳动物群的

演替过程。在此基础上 , 深入研究这些化石类群的性

质。两个研究地区化石丰富、个体数量巨大 ,地层出露

良好、产状平缓、易于追索 ,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其哺乳动

物群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中国新近纪的不少哺乳动物

群都产于土状堆积中 ,其埋藏过程和条件一直令人迷惑

不解 ,研究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和地层条件都显示是埋

藏学研究的理想地区。沉积地层中植被信息的提取是

恢复过去地质历史时期气候环境演变的重要手段之一 ,

孢粉植物群能提供很好的气候变化记录 ,因此 ,将对孢

粉化石的采集和分析给予充分的重视。

(2) 哺乳动物群序列与古地磁年代学框架的建立。

理顺临夏盆地和蒙古高原中部新近纪含哺乳动物的化

石层位 ,对每个地点的具体层位都需要进行细致的野外

工作 ,以搞清不同动物群的组成和确切的产出层位。进

行动物群的对比研究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哺乳动物分

期 ,探讨动物群的演替并藉此寻找地史事件。哺乳动物

化石和古地磁是新生代年代地层学的最佳互补搭档 ,两

个主要研究地区都已发现多个有哺乳动物化石控制年

代的剖面 ,岩性以细粒碎屑岩为主 ,上下关系清楚 ,是进

行古地磁工作的理想地区。根据野外地层观察、追索和

对比 ,利用化石的研究结果与古地磁、孢粉、地球化学样

品的测试结果相结合 ,不断充实和完善代表性地层剖

面。最终将在哺乳动物化石和古地磁综合研究的基础

上建立精确的生物年代框架。

(3) 研究地区新近纪主要植被类型的恢复。植被类

型是对古气候环境的重要指示 ,因此将加强古植物的研

究。中国晚新生代的陆相沉积中植物大化石比较缺乏 ,

但孢粉化石常见 ,可以反馈气候环境演变的有效信息。

在重视孢粉分析的同时还将努力寻找植物大化石。两

个研究地区的草食性哺乳类化石丰富 ,为利用牙齿釉质

的碳同位素组成恢复晚新生代以来的陆地生态系统演

变过程提供了可能。草食性哺乳动物的釉质以固定比

例富集取食的 C3 或 C4 植物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其分

析结果将确定 C3 和 C4 植被的分布特征及气候环境意

义 ,从而为恢复东亚晚新生代以来的陆地生态系统演变

过程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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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近纪气候环境背景的重建。古哺乳动物的生

态类型是恢复地史时期气候环境变迁的重要基础 ,临夏

盆地和蒙古高原中部地区丰富的化石材料有利于这一

方法的运用。对已有的大量材料和新采集的化石做进

一步深入的研究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新近纪动物群以及

相关化石的现生代表进行全面的生态特征对比分析。

在深入研究有关哺乳动物类群的系统关系和地理分布

的基础上 ,进一步认识新近纪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哺乳

动物群的性质 ,重建主要研究地区在新近纪的气候环境

背景及其演变规律。最终通过生物与环境的耦合关系 ,

探讨对东亚环境及全球变化有重大影响的青藏高原隆

升的准确时序和幅度。

研究哺乳动物化石来揭示新近纪的环境演变 ,其突

出的优点是 : ①哺乳动物在新生代演化迅速 ,是陆相地

层对比的一个先决条件 ,同时与古地磁手段相结合 ,能

够建立精确的年代地层框架 ; ②哺乳动物对环境变化敏

感 ,具有短期内占据多种环境的适应能力 ,因此其演化

过程将反证环境背景的形成机制 ; ③哺乳动物的牙齿化

石易于保存 ,其形态最能显示动物的食性和行为 ,所以

哺乳动物化石记录较其他类群更丰富且信息量大 ; ④哺

乳类牙齿的釉质是保存各种同位素的良好物质载体 ,对

间接推测古植被环境及水温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此项研究的创新点在于 : ①根据生物形态的各个方

面进行“全证据”支序分析 ,以获得主要哺乳动物类群的

最佳系统发育关系 ,完成系统分类的全面修订和更新 ; ②

对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新近纪哺乳动物群进行组成、演

化和生态特征的恢复与对比 ,结合孢粉、沉积构造和古土

壤证据 ,阐明中国北方新近纪温度和湿度等气候要素的

变化趋势 ; ③将古地磁和同位素测年手段与哺乳动物在

新生代的快速演化特点相结合 ,建立完整的东亚新近纪

生物年代框架 ; ④通过哺乳动物化石与多学科的综合性

研究相结合 ,更好地探索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和影响。

4 工作展望

自 1978 年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专门组建了新近纪研究组 ,对中国经典地区的晚新生

代哺乳动物群各主要门类的化石都进行了整理、修订和

再研究 ,为系统全面地对我国的哺乳动物群进行世界水

平的深入研究 ,在人员、对比标本、文献等各方面都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青藏高原的隆升时间和机制及其对现代和古

气候的影响是地球科学的一大研究热点。高原隆升的时

间与幅度与东亚季风有直接关联 ,并很可能对全球的气

候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人员近年来连续在青藏高原

和蒙古高原工作 ,对这些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长期

采集与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论是野外考察或室

内研究都与欧美多方学者密切合作 ,并得到国内外的资

助。关于中国新近纪哺乳动物演化对重大气候环境变化

响应的研究工作从方向、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具有创新

意义并切实可行。与此同时 ,国内外的同行们也在中国

新生代的陆相沉积、年代测定和环境演变等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 ,为开展此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国新近纪哺乳动物群的重要性和丰富度在整个

欧亚大陆极具代表性。作为此项研究的对比基干 ,近年

来在临夏盆地应用哺乳动物化石、古地磁、沉积环境、粒

度分析及稳定同位素等不同技术和方法对生物地层及

生态环境展开多学科的系统研究。目前已经在临夏盆

地建立起一个比较连续的晚新生代剖面 ,并成为这个时

期我国一个高精度、多哺乳动物门类、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经典剖面。研究的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北缘的哺乳

动物自渐新世至中新世逐渐与高原南缘印巴次大陆的

西瓦立克动物群疏远 ,这无疑与高原的隆升有直接关

系。在此基础上 ,正是将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哺乳动

物化石进行对比研究 ,并据此更详细地认识高原隆升过

程的一个最好时机 ,为更全面地了解东亚环境演变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经过一系列的深入研究 ,将有可能在探索中国新近

纪哺乳动物演化对重大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问题上取

得如下几个方面的进展 : ①认清临夏盆地和蒙古高原中

部地区的哺乳动物群组成、时代及其演替关系 ,确立新

近纪哺乳动物群自青藏高原到蒙古高原的分布规律 ,重

建不同区域各个动物群的生态环境特征 ,探索哺乳动物

群演替对新近纪重大气候环境变化的响应。②重建各

个哺乳动物群的进化序列和转换过程 ,构筑哺乳动物化

石与古地磁测年紧密结合的新近纪年代地层学框架。

③确定 C4 植物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出现时间及其与 C3

植物的消长关系 ,与孢粉资料相结合 ,恢复晚新生代以

来青藏高原东北缘和蒙古高原中部的植被演变过程 ,进

而判别温度和湿度等气候要素的水平。④根据哺乳动

物群的生态特征推断不同地理区域内的海拔高度 ,恢复

青藏高原的隆升时序和幅度 ,阐述青藏高原隆升的气候

环境效应及高原邻区的不同气候特征 ,重建亚洲干旱化

和季风气候的形成过程。
(2008 年 10 月 7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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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 onse of Ma mmalia n Evolution to t he Neogene

Cli matic a nd Envi ronment al Cha nges in China

D EN G Tao

Professor , I nstit 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 hropol2

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 ng 100044 , Chi na

Abst ract 　The Neogene was t he period when t he global environ2

ment had signif ica nt variations , a nd t he f or mation a nd evolve ment

of t he Tibeta n Plateau were t he imp orta nt driving f orce f or t he

cha nges of t he Asia n a nd even global environment . To recognize

t he dist ribution patter ns a 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Neo2

gene ma mmals f rom t he Tibeta n t o Mongolia n plateaus is a n eff ec2

tive met hod to know t he alteration of t he Tibeta n Plateau’s uplif t t o

t he ter rain a nd climate in China as well as t he influence to t he glob2

al climatic model . Ma mmals are very sensitive f or climatic and en2

vironmental changes , a nd t here are advantaged Neogene ma mmali2

a n f ossils in China . The Linxia Basin a nd cent ral Mongolia n Plateau

are situated respectively in t he sedimentary a nd aff ected regions of

t he Tibetan Plateau’s uplif t , a nd t here are well2exp osed dep osits t o

ref lect t he uplif t and paleoclimate and very abunda nt ma mmalia n

f ossils i n t he two regions . The result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 he

Linxia Basin a nd cent ral Mongolia n Plateau will have scientif ic sig2

nif icance to understand a series of imp orta nt global environmental

a nd ecological events during t he Neogene , especially t he uplif t of

t he Tibeta n Plateau , t he f or mation of t he Asia n monsoon , a nd biot2

ic dispersal a nd migration.

Key words 　ma mmal , neogene , climate a nd environment , Tibeta n

Plateau ,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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