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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真马( Equus属)首次出现可作为第四纪下限的标志

邓　涛　　薛 祥 煦

(西北大学地质系, 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9)

　　真马 (Equus 属)首次出现曾被作为第四纪下限标志, 近年来不断受到怀疑、甚至否定。然

而, 根据目前公认的2. 5M a B. P . 的第四纪下限, 则真马在欧亚大陆的首次出现正与此界线吻

合, 从欧洲维拉方动物群、中国北方泥河湾地层、南方元谋盆地,以及其他剖面得到的证据都证

明了这一点。真马首次出现事件与2. 5M a B. P. 的许多重大地质事件同时, 如古地磁高斯期与松

山期界线, 中国黄土开始堆积、北极冰盖出现、新构造运动第一次强化等。真马首次出现于2.

5M a B. P. 是由于北极冰盖出现所伴随的海平面下降,导致白令海峡露出水面,欧亚大陆和北美

大陆得以连通, 在北美起源并在进化上取得成功的真马迅速扩散至欧亚大陆等地。因此, 真马首

次出现可以作为这些地区第四纪下限的一个显著标志,尤其是在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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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纪下限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各自从不同研究领域和剖面地点

出发,划分出不同的界线,使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早在1948年, 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建议

以意大利卡拉布里阶( Calabrian) (海相)的底作为第四系底界,同时把与此相当的欧洲维拉

方阶( V illaf ranchian)的底界作为陆相更新统的下限。1982年第11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

( INQUA )代表大会期间,上新世/更新世界线分会与国际地质合作计划( IGCP)第41项工作

组召开了联席会议, 暂定将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半岛南部弗得卡( Vrica )层型剖面作为 Q / N

界线方案向 IN QUA 推荐, 这一界线的年龄约为1. 7M a B. P.。许多研究者认为作出这一决

定并不意味着第四纪下限的最终解决和观点统一, 例如,根据在我国,尤其是黄土地区的工

作,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为第四纪底界应该在绝对年龄值2. 5Ma B. P. ( Heller et al . , 1982;

刘嘉麒等, 1995)。

原先认为维拉方动物群中真马、真牛和真象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以这3种化石

的首次出现作为第四纪开始的标志。后来发现这3种动物并不同时出现, 所以又单独把其中

的真马首次出现作为第四纪开始的标志。可是又发现维拉方阶与卡拉布里阶并不完全同时,

引起了更多的混乱,所以许多人认为以真马的出现作为第四纪下限标志是一个错误。

现在大多数人公认2. 5M a B. P. 为第四纪下限,这条界线确实伴有许多重大地质事件,

如古地磁的高斯期与松山期界线、中国黄土开始初次堆积、北极冰盖出现( Bachman, 1979)、

新构造运动第一次强化(朱照宇等, 1994)、人属( H omo)中的能人( H . habil is)开始出现( Vr-

ba, 1985) , 因此,这一界线是恰当的。Xu( 1989)认为,真马的首次出现标志着约2. 5M a B. P .

的一个重要气候事件, 也许可以代表上新世和更新世界线。把真马的首次出现作为与此界线

同时的一个显著事件, 作为陆相第四系下限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上,理由如下:



一、维拉方动物群的证据

在欧洲,维拉方阶最早归入上新统, 后来发现在维拉方期气候已变得相当寒冷,至少它

的一部分是这样, 按照当时以“气候第一次恶化”作为第四纪开始的定义,所以把维拉方阶改

归更新统。自1948年以来,维拉方阶一直作为欧洲下更新统的标准地层单位,真马化石并非

出现于维拉方阶底部。在欧洲, Equus属最早出现的层位是法国 Issoire 附近的 M t Perrier

剖面上部, 以及西班牙 Logv ona的 Villaro ya 剖面与维拉方阶中部相当的层位, 在这两个剖

面的下部地层中都只含三趾马化石。第一次进入欧洲的真马是一种大型的马, 即 Equus

br essanus。在原先所谓的3种早更新世标准化石中,这是侵入欧洲的第二种化石,第一种是最

早出现的真牛( L ep tobos属) ,第三种是较晚出现的真象( Elephas 属) ,在维拉方期中,真马、

真牛和真象并不同时出现( Kurten, 1968)。对于上述3种动物的出现时序,有着不同的看法,

L indsay et al. ( 1980)和 Azzaroli( 1983)把真马和真象的出现合称为“象马事件( Elephant-

Equus event )”。但他们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存在不同看法: Lindsay 等认为是2. 6M a

B. P. ; Azzar oli认为是3. 0M a B. P .。我们认为,真马和真象的起源中心不同, 迁徒的路径和

时间也有差异,而且真象的概念并非如真马的概念那样明确, 仅真象亚科( Elephat inae)中就

有许多不同的属,它们的出现也有先后, 所以,不宜把真象和真马的出现作为一个事件来看

待,应该将对真马首次出现的讨论与其他动物的扩散事件区分开来。实际上,关于真马出现

于维拉方阶中部的时代,可以从 A zzaroli ( 1977)的研究中得知。他在重新研究了维拉方阶地

层后,将它分为上、中、下3段及6个动物群, 其中上、中维拉方阶属下更新统,包括4个动物群,

其下界经 K-Ar 法测年为2. 5M a B. P. ,大致相当于古地磁的高斯期-松山期界线;下维拉方

阶属上新统, 包括2个动物群,其下界经 K-Ar 法测年为3. 4- 3. 5Ma B. P. ,大致相当于古地

磁的吉尔伯特期-高斯期界线。Azzaroli 对维拉方阶的重新划分, 结论实际上与 Kur ten

( 1968)的论述是相同的,即在早维拉方期并没有真马出现, Equus 属在欧洲最早出现是在中

维拉方阶(绝对年龄1. 9- 2. 5M a B. P. )的下部。Bonifay ( 1990)对法国的维拉方动物群的研

究也证明, 真马最早出现在 M N16带,而 M N16带在法国 Massif Central地区的底界年龄为

2. 47M a B. P. , 因此, Bonifay 在生物事件的排序中将真马的首次出现定在2. 47M a B. P .。以

上事实说明,根据以2. 5Ma B. P. 作为第四纪底界的定义, 则这个界线在欧洲维拉方阶地层

中是伴随着真马首次出现的。

二、泥河湾地层的证据

1924年巴尔博( G. B. Barbo ur )首先对泥河湾一带的地层进行了观察, 建立了泥河湾层

( Nihew an Beds) 的地层单位, 其后, 巴尔博、桑志华( E. L icent )、德日进( P . Teilhar d de

Chardin)、皮韦托( J . Piveteau)等对泥河湾层及其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1948

年国际地质大会在确定维拉方阶的底为欧洲陆相更新统下界的同时,建议将泥河湾层之底

作为中国更新统的下限,这一建议在1954年得到我国地质工作者的正式肯定和引用。但是,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对泥河湾层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看法, 大体有3种意见:　1) 泥河湾层

属下更新统;　2) 泥河湾层由下更新统和中更新统组成;　3) 泥河湾层不仅包含下更新统

和中更新统, 还有上更新统,而且底部还可能有上新统(卫奇等, 1989)。现在我们来探讨泥河

湾地层内下更新统的底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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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英俊等( 1983)根据河北蔚县东窑子头剖面建立了东窑子头组及伴生的东窑子头动物

群,该动物群的化石包括假河狸( ?Dipoides sp. )、中国貉( Nyctereutes cf. sinensis)、变异猞

猁 ( Lynx var iabilis)、轭齿象( Zygolop hodon sp. )、贺风三趾马( H ipp arion cf . houf enense)、

副骆驼( Paracamelus sp. )、进步古麟( Palaeotr agus p rogressus)、蔚县旋角羚 ( A nt ilosp ira

yux ianensis )、轴鹿( ?Ax is sp. )等, 其中贺风三趾马、轭齿象、古麟、旋角羚和假河狸等都是

生活于上新世的代表, 而对于主要生活于第四纪的猞猁、中国貉、披毛犀、副骆驼等,具有许

多原始的特征,如副骆驼, 与泥河湾动物群中的巨骆驼( Par acamelus gigas)相比,不仅骨骼

上的一些形态特征不同,其个体大小也相差很大,距骨比巨骆驼小得多; 反而与乌克兰敖德

萨附近洞穴堆积中的 P . alex ej evi 个体大小相似,而 P . alex ej ev i是上新世的代表。三门马

( Equus sanmeniensis)、四不像鹿( E laphurus)及中国古野牛( B ison palaeosinensi s)等典型的

第四纪种类在东窑子头动物群中还未曾见到, 因此, 我们赞成将东窑子头动物群划归上新

世。

李毅( 1984)在蔚县东窑子头组之上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些化石, 主要包括鬣狗( H ayena

sp. )、直隶狼( Canis chihliensis minor )、贾氏獾(M eles chiai )、狐狸( Vulp es sp. )、三门马( E-

quus sanmeniensis)、泥河湾东方鼠( Orientalomy s nihow anicus)、小拉氏兔( Ochotona lagr elii

minor )等。这些哺乳动物化石几乎都是泥河湾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如三门马、直隶狼、贾氏獾

等,与两个小哺乳动物化石泥河湾东方鼠和小拉氏兔的古老性相结合,说明这些化石属泥河

湾动物群、这段地层应该代表更新世最早期的沉积(郑绍华, 1981) ,即狭义的泥河湾组。由于

这段地层与东窑子头组的上下关系, 因此, 代表早更新世早期的泥河湾动物群的底界在蔚县

剖面中应位于上述泥河湾组与东窑子头组之间,而真马(三门马)的初次出现正与此界线吻

合。

吴佩珠等( 1995)利用氨基酸测年方法研究了泥河湾层的年龄,尤其是第四纪的下限。在

蔚县东窑子头组中,测年样品为骨化石, 取自剖面下部的灰白色砂砾岩层, 测得其年龄为

2. 78M a B. P.。吴佩珠等认为,本区的第四系下限拟划在蔚县剖面东窑子头组之上的泥河湾

组底界,其年龄值应为2. 5M a B. P .左右, Equus 属的三门马正好首次出现于此剖面的泥河

湾组底部,因此,真马的首次出现恰好与2. 5Ma B. P.的第四系底界吻合。

三、元谋盆地的证据

云南元谋盆地一直是中国南方早更新世地层的一个标准地点,其研究历史也象泥河湾

地区一样相当早。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格兰阶( W . Grang er )等人在元谋盆地采集了哺乳动

物化石,柯尔伯特( E. H. Colbert )在40年代研究了这些化石, 将其中的马类化石定名为云南

马( Equus yunnanensis) , 并根据云南马个体小以及牙齿上的一些原始特征,认为与缅甸上伊

洛瓦底的动物群相当, 同时也可与华北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比较。裴文中( 1961)提出含云南

马的更新世初期地层还可与印巴次大陆的上西瓦利克的宾久层 ( P injor )、塔特罗特层

( T at rot )对比,地质时代相当于欧洲的维拉方期。1965年发现人类化石后, 许多研究者参与

了本地区的工作, 又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元谋盆地的化石层包括在原来广义的“元谋组”中, 它分为4段,现在的元谋组指的是上

部的三、四段,而下部的一、二段称为沙沟组(宗冠福, 1996)。李焱贤( 1981)认为,采自元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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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化石可分为两组: 剖面下部的一、二段(即沙沟组)包含了晚上新世的森林动物;上面的

三、四段(即元谋组)包含有一些新第三纪的残余分子, 种的绝灭率也很高,但也包含一些在

华北和华南都很普遍的第四纪分子, 典型的如真马属的云南马,且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

的大熊猫和貘等都还没出现,时代应为早更新世早期。

沙沟动物群由钱方等( 1991)从原来含混的元谋动物群分出, 它产于沙沟组。周明镇

( 1961)最早研究了产自元谋沙沟附近地层中的似法氏大水獭( Enhydriodon cf. f alconer i) ,

认为时代可相当于含此类化石的印度中西瓦利克的道克派珊层( Dhok Pathan) , 时代为晚

上新世。宗冠福( 1996)认为 Dhok Pathan 属中新世晚期,而Enhyd riodon f alconer i是产在上

西瓦利克的 Tatro t ,时代为上新世晚期。总之,沙沟动物群属上新世晚期无疑,它不含 Equus

属化石,其下的小河动物群含池猿( L accop ithecus sp. )和平齿三趾马( H ipp arion p latyodus)

等化石。钱方等( 1991)认为小河动物群与南亚中西瓦利克动物群、中国北方保德动物群和云

南禄丰动物群相当,属上新世无疑,而张玉萍等( 1978)认为小河动物群也包含在沙沟组中,

沙沟组自然都属于上新世。元谋动物群产自元谋组,其中含有丰富的哺乳类化石,上部含著

名的元谋人( H omo erectus yuanmouensis) ; 动物群中第三纪残余种较多, 有泥河湾剑齿虎

(M egantereon cf . nihow anensis)、爪蹄兽( N estoritherium sp. )、龙川始柱角鹿 ( Eosty locerus

longchuanensis )、狍后麂( Metacer vulus cap reolinus )、细麂( Paracer vulus attenuatus )、湖麂

( Muntiacus lacustri s)、最后枝角鹿( Cervocerus ultimus)、纤细原始狍( Pr ocar eolus stenosis) ,

在38种哺乳动物中绝灭种占了92%; 动物群中还有早更新世的云南马( Equus yunnanensis)、

元谋狼( Canis yuanmouensi s)、桑氏鬣狗( Hyaena licenti )、类象剑齿象( Stegodon elep han-

toides)、山 西轴鹿 ( A x is shansius )、粗面 轴鹿 ( A x is cf. rugosus )、云南水鹿 ( Rusa

yunnanensis)等;鹿类臼齿上有的残留有新第三纪的古鹿褶( palaeomery x fo ld) ,有与爪哇早

更新世相似的斯氏鹿( Cer vus stehl ini ) ;长鼻类如类象剑齿象能与缅甸上伊洛瓦底的象类对

比;缺少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典型种类如大熊猫、貘、中国熊、猩猩、猕猴等。以上这些

特点已充分说明元谋动物群属早更新世,我们同意元谋动物群为早更新世最早动物群的观

点。

元谋动物群之下的沙沟动物群无真马出现,因此元谋动物群中的云南马是首次出现,且

最早出现于原“元谋组”第三段, 即现在的元谋组底部。根据古地磁测定, 松山期与高斯期

( M/ G)的界线在元谋组底部,年龄为 2. 48M a B. P . (钱方等, 1991; 宗冠福, 1996)。如以 M /

G界线作为第四纪底界, Equss 属的云南马在元谋剖面正好出现于此界线上,因此真马的出

现显然可以作为第四纪底界的一个参照物。

四、其他剖面的证据

晋东南的黄土自老而新分为:老 R 红土、新 R 红土、上离石黄土、马兰黄土和全新世黄

土,其中老 R 红土分布在榆社盆地的东部。曹家欣等( 1995)在老 R红土的底砾层中发现了

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 其中以马的牙齿最多, 经鉴定为真马( Equus sp. ) , 化石保存完好,无

流水搬动痕迹,证明不是再沉积的产物,代表真马出现的真实层位,老 R红土之下的榆社群

只含三趾马、不含真马。根据古地磁研究(石宁等, 1994; Shi, 1994) ,老 R红土形成于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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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M a B. P . ,即老 R 红土的底界为2. 5M a B. P. , 而真马化石正好产于界线之上的底砾层

中。

在陕西渭南的游河地区,含早更新世泥河湾动物群的地层为黄褐色的粗粒沉积,非正式

地被称作“黄三门”,而含上新世游河动物群的地层为绿色或灰绿色非常细粒的泥岩或泥灰

岩,相应地称作“绿三门”。真马化石首次出现于该区的黄三门中, 其下的绿三门只含三趾马

化石(薛祥煦, 1981)。葛同明等( 1991)对渭南阎村W7孔岩芯样品进行的磁性地层学研究表

明,黄三门记录了松山极性时,年龄约2. 48- 1. 60M a B. P. ,绿三门记录了高斯极性时, 年龄

约3. 00- 2. 48Ma B. P. ; 朱日祥等( 1995)在渭南游河宋家北沟剖面进行的古地磁研究, 也证

明 M/ G界线位于三门组(狭义的三门组, 即黄三门)与游河组(即绿三门)的交界面。因此,

游河地区的剖面也说明,真马的出现恰好位于2. 48M a B. P . 的 M / G 界线上。

汪洪( 1988)在陕西大荔的后河村组中发现了真马( Equus cf . sanmeniensis)化石, 该地

点的后河村组相当于上述的“黄三门”,而后河村组之下的地层即为相当于“绿三门”的游河

组。根据对后河村组中发现的化石, 尤其是啮齿类化石的对比分析,发现后河村动物群的地

质时代晚于游河动物群,而早于泥河湾动物群。通过与欧洲哺乳动物群的对比, 可以认为后

河村动物群相当于欧洲的 Vil lanyian 期, 即中维拉方期, Azzarol i( 1977)已经证明中维拉方

期开始于2. 5Ma B. P . ,所以后河村动物群的时代约为2. 5M a B. P .。徐钦琦( 1989)也据此认

为真马在华北地区的首次出现是在2. 5M a B. P.。

五、讨论

根据欧洲和中国不同剖面的对比, 按照目前公认的以2. 5M a B. P. (约相当于古地磁

M / G界线)作为第四纪的底界,真马( Equus属)的首次出现恰好与此界线吻合,因此可以把

真马首次出现作为第四纪开始的一个标志, 而这一标志在实际使用中比古地磁或其他测年

法更直观并易于野外识别。

真马的首次出现与2. 5M a B. P. 的界线吻合是否纯属偶然?事实并非如此。从中新世以

来全球气温开始出现冷暖周期性波动,在局部地方甚至已出现冰期。全球气温在2. 5Ma B.

P .前不久第一次下降到低于今天的温度,北极冰盖的出现即是其显示( Backman, 1979)。低

温导致海水大量结冰, 并引起海平面下降, 白令海峡( Bering Srtait )因此得以露出海面,成为

北美与欧亚大陆联通的陆桥(邓涛, 1995) , 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白令陆桥的建立及由此而

产生的动物交流与气候剧变有关。Repenning ( 1984)进一步指出,在2. 5M a B. P .前后, 北半

球发生了新生代以来大陆冰量的第一次重要聚集,而在此之前(相当于早维拉方期) ,欧洲和

北美的气候状况被描述为温暖、湿润,植被以森林为主体( Bonifay , 1980; Repenning , 1984) ,

而到2. 5Ma B. P .左右,气候从温暖转变为寒冷( Azzaroli, 1983)。根据对东西伯利亚 Kolym a

低地 Krestovka 剖面的研究, 冰楔和永久冻土在该剖面的 Kutuyakh 层上部首次出现, 其年

龄经 K-Ar 法测定约2. 5M a B. P. , 与上述大陆冰量的第一次重要聚集相吻合。与此事件相

对应的是,这一时期阿拉斯加的动物群与东西伯利亚的动物群非常相似( Repenning, 1984) ,

对田鼠化石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之间的相似程度甚至远高于阿拉斯加与美国其他各州之间

( Repenning , 1987)。这些事实说明在2. 5M a B. P .的气候转寒事件中,白令陆桥已经开通,而

这一通道是双向的,即欧亚大陆和北美的动物可以由西往东,也可以由东往西进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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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nifay( 1980)已经证明,哺乳类地理分布的变化是与气候环境变迁密切相关的。以欧洲为

例,动物群序列与古气候阶段之间存在着很好的对应关系。Repenning ( 1987)对晚新生代田

鼠在欧洲、亚洲、北美的10次扩散或侵入事件的研究也表明,这些事件与大气降温或海平面

下降相伴随, 这些事件是属于整个全北界的生物扩散事件。

真马在北美出现于早 Blancan 期, 地质年龄为3. 5M a B. P . , 最早的真马包括 Equus

pons, E. shoshonensis, E. simp licid ens 等几个种( Winans, 1989)。由于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

在上述2. 5M a B. P. 的气候转寒事件中得以通过陆桥相联, 在进化上已取得成功的真马迅速

向欧亚大陆扩散,扩散速度非常快。一个先进的物种只要适应某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它的扩

散速度非常惊人, 如欧洲人将兔子带到澳大利亚,仅几十年的时间兔子就大量繁殖并广布澳

大利亚各地。因此,真马在欧亚大陆各地由于扩散而产生的“时间差”是极小以致可以忽略不

计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真马在欧亚大陆的出现从地质年代尺度上来说是同时的。

最后需要说明,本文认为真马的首次出现可以作为第四纪底界的一个标志,但并非认为

真马化石是一个可全球对比的标准化石。如上所述, 真马在北美大陆的起源早于

2. 5Ma B. P . , 这实际上也是任何一个物种在其发生中心与分布地区间存在的一个共同特

点,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在全球任何地点都首次出现在同一时间的化石。因此,我

们认为可以用真马首次出现作为第四纪下限的一个易于识别、并与公认的2. 5M a B. P. 界线

吻合的标志, 尤其是在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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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monstrating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genus Equus

as a sign of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Quaternary

Deng Tao　　Xue Xiang x u
(Department of Geology , N orthw est Univer sity , X i′an, Shaanx i , 710069)

Abstract　T 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g enus Equus w as reg arded as the sig n of the low er

boundary o f the Quaternary, but it has been doubted, even negated, in late years. Accord-

ing to the lo w er boundary o f the Quaternary at 2. 5 M a B. P. , w hich is generally accepted

at present , how ev er , the first appearance o f the g enus Equus in Eurasia is just right ident i-

cal with the boundar y, which is prov ed by the evidences fr om the Villaf ranchian Fauna in

Eur ope, the Nihew an Beds in North China, the Yuanmou Basin in South China, and other

pr ofile sect ions.

In Euro pe, the g enus Equus appeared first ly in the M iddle Villafr anchian whose low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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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s age is 2. 5 M a B. P. by the po tassium-argo n dating. In Nor th China, the low er

part of the Nihew an Beds is called the Do ng yaozitou For mat io n w ith a Pliocene fauna;

abo ve it , there is the Nihew an Format ion w ith an early Pleistocene fauna. T he fo ssils of

Equus sanmeniensis are co llected f rom the bo ttom of the Nihew an Fo rmat io n and the age of

the bot tom is 2. 5 M a B. P. by the amino acid dating. In So uth China, the Yuanm ou Fo r-

mat ion in the Yuanm ou Basin is divided into tw o parts: the f irst part includes a Pliocene

fauna in M em bers 1- 2 o f the Form at ion; the second part includes an early Early P leis-

to cene fauna in Members 3- 4 of the For mat io n. T he fossils of Equus yunnanensis occur

ear list in M ember 3 of the Yuanm ou For mat io n, and the oldest of the member is 2. 48 M a

B. P. by the paleomag net ic dat ing . Som e data of the plaeo magnet ic dat ing also proved that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genus Equus is at the boundar y o f M atuyama/ Gauss, 2. 48 M a

B. P . in the prof ile sect ions of the so utheastern Shanx i Prov ince and the Yo uhe dist rict ,

Shaanxi Pro vince.

The f irst appearance of the g enus Equus w as contemporary w ith m any important g eo -

logical events at about 2. 5 M a B. P . , such as the boundar y of Matuyama/ Gauss in magne-

to st rat igraphy , the loess accumulat ion′s beginning in China, the appearance of the ice map

in the Ar ct ic, and the f irst st reng thening of the neo tecto nism. T he first appearance o f the

genus Equus at the 2. 5 M a B. P. w as not a coincidence. T he fall of the sea level, w hich

w as caus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he ice map in the Arct ic, m ade the bot tom of the Bering

Strait em er ge and connect betw een Eurasia and No rth America. T he genus Equus, w hich

orig inated in North America and successed in ev olution, spread rapidly into Eur asia and

other regions thr oug h the landbr idge. Therefor e,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g enus Equus

can be regar ded as an easily recog nized sign of the low er boundary of the Quaternary in the

regions, especial ly in Eurasia.

Key words g enus Equus, lo w er bo undary o f the Quaternary, Qualernary, 2. 5 M a B. P. ,

Eu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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