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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西崇左地区早更新世的三次生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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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广西崇左地 区己发现 ４ 个早更新世的哺乳动物群 ， 从老到新分别是 ：

鲤鱼山 百孔洞动物群 （距

今约 ２００ 万年 ）
； 泊岳 山 的 巨猿桐动物群 （距今约 １

８０ 万年 ）
；
三合大洞动物群 （距今约 １ ２０ 万年 ）

；

以及缺缺洞 动物群 （ 早于距今 １ ００ 万年 ） 。 事件 ６ 距今约 ２６０ 万年 ， 应 出现在百孔洞动物群之前 ， 为步

氏巨猿的最低层位事件 （ Ｔｈｅ Ｇ这 油ｅｃｚｗ Ｗａｃｔｏ
＇

Ｌ ＳＤ ） 。 事件 ７ 距今约 １ ９０ 万年 ， 应当 出现在泊岳 山

的巨猿洞动物群和百孔洞动物群之间 ， 为武陵山 大熊猫的最低层位事件 （Ｔｈｅ ／ｆ ／／ｗｏｐｏ
ｃｆｏ

ＬＳＤ ）
。 事件 ８ 距今约 １ ００ 万年 ，

应 出现在缺缺洞动物群的末尾 ，
为中华乳齿象的最高层位事件 （ Ｔｈｅ

５７？ｏｍｏ＾ｏｃｆｏｎ ＨＳＤ ） 。 生物事件有规律地 出现在寒冷期的末尾 ， 或温暖期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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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６ 年德国著名 的古生物学家沃利斯尔和 ２８ 位在学术界非常活跃的古生物学家 （他

们来 自 美 、 德 、 英 、 法 、 俄 、 爱沙尼亚 、 加拿大 、 捷克 、 以色列等九个 国家 ） 在
一

起 ，

共 同 从事 了 长达 １ ２ 年 （ １ ９８４
－

１ ９９ ５ ） 的合作研究 ， 最后 出 版了
一

部名 著 《Ｇ ｌｏｂａ ｌ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 ｔｒａｔ ｉ ｇｒａｐｈｙｉ
ｎｔｈ ｅ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 ｉｃ 》 。 这本书在地学界影响很大 ， 因 为这批古生物

学家对生命进化的历史做 了
一

个全面的 、 相 当好 的总结 。 他们终于发现 了生命史上最为

重要 的进化规律 ： 在过去的 ５ ．４（或 ５ ．７ ） 亿年 内 ， 世界上至少曾 出现过 ６ ５ 次全球性的生

物事件 。 其 中每次生物事件都包括三幕 ： 第
一

幕是旧物种的灭绝事件 ， 表现为 生命世界

的 生态系统突然崩溃 了 ， 于是
一

批 旧 的物种消失 了 。 第三幕是新物种 的诞生事件 ， 沃利

斯尔等称它 为辐射事件 ， 表现为另
一

批新生的物种骤然降临 了 ， 它们取代 了在第
一

幕中

灭绝 了 的旧 物种 ， 重新填补 了 原来生态系统 中 被空缺 出来的生态位 。 于是 自然界重又恢

复 了昔 日可持续发展的 、 稳定 的 、 平衡的 、 和谐的生态坏境 。 介于上述两幕之间 的是第

二幕 ， 即短暂的 间 隔 ， 它是第三幕新物种的孕育期 。 生物事件 的这三幕的持续时 间都非

常短促 ， 从而使
一

个完整的 生物事件在生物史上表现为瞬 间的形象 。 然而在两次生物事

件之间 ， 生命的进化却处于极为漫长的停滞状态 ， 沃利斯 尔称它为 常规进化
⑴

。 生命世

界正是通过上述 ６ ５ 次极其短促的生物事件 ， 从简单跃 向复杂 ， 从原始跃 向 进步 ， 从低级

跃 向 高级 。 正如德 日 进所言 ， 生命体在生物事件 中呈现火箭式上升的进化模式 。 它所呈

现的不仅是形态的变化 ； 更重要的 是体现了
“

心智
”

的跃升
⑶

。 在显生宙的地质历史上 ，

在代 、 纪 、 世 、 期等年代单位之间 ， 它们都 以生物事件作为界线 。 生物事件在地质历史

上表现为 准周期性 的 ，

一

再重复出现的现象
？２ ］

。

在晚新生代 ， 古哺乳动物的进化表现得最 为突 出 ， 因而关于它 的生物事件的研究也

被探讨得最为清楚 。 据美 国的雷佩宁 （ Ｒｅｐｅｎｎ ｉ
ｎｇ ）

， 意大利的阿扎罗利 （Ａｚｚａｒｏｌ ｉ ） ， 王

乃文和徐钦琦等研究 ， 东亚和欧美的 生物事件乃是可 以互相对 比的
Ｐ

－６
】

。 在过去的 ６７０ 万

年 内 ， 古哺乳动物 群共经历 了 １ １ 次生物事件 。 它们分别 发生在 ６７０ 、 ４８０ 、 ４２５ 、 ３７ ０ 、

３２０ 、 ２６０
、 １ ９０ 、 １ ００ 、 ５０

、
１ ２

．７ 及 １ ． １ 万年前 。 在本世纪初 ， 我们 对 中 国 南方 的 古哺乳

动物学的 研究做得还不够 ， 所 以文章的 内容局 限于讨论 中国北方的哺乳动物的进化 。 从

２００４ 年到今天 ， 金 昌柱等对 《广西 巨猿动物群和中 国早 期人类 》 的课题 已经连续工作了
１ ０ 年 ， 为生物事件的探索积累 了必要的 资料 。 据我们研究 ， 广西崇左地区 的早更新世的

动物群共发现了 ４ 个 。 它们大体上是连续的 ， 从老到新的排序分别是 ： 百孔洞动物群 （距

今约 ２０ ０ 万年 ）
； 泊岳山 的巨猿洞动物群 （距今约 １ ８０ 万年 ）

； 三合大洞动物群 （距今约
１ ２０ 万年 ）

；
以及缺缺洞动物群 （距今 １ 〇〇 万年以上 ）

ｍ
。 于是我们对该地区的早更新世

的三次生物事件取得 了
一

个初步的认识 。

据雷佩宁
［
３

］

、 王乃文 、 徐钦琦
问
等研究 ， 事件 ６ 是雷佩 宁首先使用 的新名词

［
４

］

， 其



１ 期徐钦琦等
：
关于广西崇左地区早更新世的三次 生物事件？

１２ ３
＊

距今约 ２ ６０ 万年 ， 它代表 了第 四纪与新近纪的 界线 。 美国 古生物学家林赛 （ Ｌｉｎｄ ｓａｙ ） 把

这
一

事件称为象马事件
［
８

］

。 因 为这
一

事件使真马类动物从北美扩散到 了亚 、 欧 、 非各大

陆 ；
同时使真象类动物从亚欧大 陆扩散到了北美洲 。 在广西崇左 ， 事件 ６ 应出现在百孔洞

动物群之前 。 它的具体表现是
一

大批代表第四纪的新物种开始出现了 ， 如 Ｇ ／职对印油ｅｃｍ

Ｗａｃｈ
？

（ 步 氏 巨猿 ） 、
（
大熊 猫小种 ） 、 江

南 中 华 乳齿象 ）
、

■

（ 拟震旦 材 ）
、

■Ｐａｃ／＾ｃｒｏｃ ｉ^ ａ ／ｚ

＇

ｃｅｗ＂ （ 桑 氏 徽 狗 ） 、

？Ｓｙｅｇ

＇

Ｏ ｉｆｏｎｔｏａｗａｗｍｓ

＇

ｉｓ（淮南剑齿象 ） 、 ｒａ／？／ｒＭＳ Ｍ？
＿ｙ
ｗａ？ｅ？５７

＿

ｓ
（
山 原貘

）
、 Ｓｉｗ ｐｅ ／ ／（裴 氏猪 ） 、

？Ｓｕｓ ｘｆａｏｚｔｏ（ 小猪 ） 、 Ｃｅｒｖａｖｔｏｓｙ＾ ／＾ ／ （凤岐祖鹿 ） 和Ｍｅｇａ／ｏ ｖｈ ｇｗａ？；ｄｍｓｈ （广西巨羊 ） 。

这一大批带着浓重南方色彩的新物种 的诞生标志着第 四纪 中 国南方的第
一

代新物种涌现

了
； 也标志着新近纪从此过去 ； 而第 四纪 已经降临 了 。 所 以在广西 ， 我们既可以称这

一

生

物事件为事件 ６ ， 也可 以具体地称它为步 氏 巨猿的首次出现 ， 或步 氏巨猿的最低层位事件

（ ＴｈｅＧｉｇａｎ ｔｏｐ ｉｔｈｅｃｕｓｂｌａｃｋｉ ＬＳＤ ） 。

据雷佩宁 ， 王乃文 ， 徐钦琦等研究 ， 事件 ７ 距今约 １ ９０ 万年 。 古生物学家常称它为

狼事件 ， 因为通过这
一

事件 ， 狼类动物便广布于世界各大陆了 。 狼事件这个名词 已显陈 旧 ，

但至今 尚无适当 的替代它的新名 词 ， 因此在这里我们还是暂时延用这
一

名 称 。 雷佩宁认为 ，

早更新世可分为早晚两期 ， 事件 ７ 便是两者的界线
［
４

１

。 据我们研究 ， 事件 ７ 应当 出现在泊

岳山 的 巨猿洞动物群和百孔洞动物群之间 。 它可称为武陵山大熊猫的最低层位事件 （ Ｔｈｅ

。 武陵 山 大熊猫属于第 四纪中 国南方新物种 的第二代 。

在中 国北方 ， 生物个体明 显增大的现象发生在事件 ８ 之后 ； 但是在 中 国南方 ， 在事件 ７

以后 ， 个体便幵始变大 了 ， 尽管增大的趋势 比较微 弱 。 不过 ， 这
一

现象 比 中 国北方毕竟

提早 了
一

个阶段 ， 引 人深思 。 据我们研究 ， 在泊岳山 巨猿洞动物群 中 ， 这一事件还表现

为桑氏 鬣狗 、 拟震旦豺和江南中华乳齿象的消失 ， 后者被扬子中华乳齿象

所取代 了 。 在三合大洞动物群中 ， 另有
一

批新的物种出现 ， 如 Ｃｍ ｃｗ ｏｔ吨ｗｕｓ （ 」 匕

材 ） 、 （南方猪獾 ） 、 （ 中国 鎮 ） 、 （ 中

国犀 ） 、 ＣｅｒｖＭ
＿ｙｗｗ７ａ？ｅ？ｈｓ（ 云南黑鹿 ） 等 。 也许它们都属于第二代 。 上述这些新物种的

产生 ， 究竟归属于事件 ７
， 还是代表又

一

个生物事件呢 ？ 以后再探讨 。

据雷佩宁 ， 王乃文 ， 徐钦琦等研究 ， 事件 ８ 距今约 １ ００ 万年 。 意大利的古哺乳动物学

家阿扎罗利 （ Ａｚｚａｒｏｌ
ｉ
） 称它为维拉方终止事件

［
５

）

。 维拉方期乃是欧洲从新近纪过渡到第四

纪时期 内 ， 在古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 曾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
一

段时间 。 据阿扎罗利研究 ，

维拉方动物群的 成员到事件 ８ 便都灭绝 了 。 阿扎罗利认为 ， 生物个体在这
一

事件过后便显

著地增大了 。 据我们研究 ， 事件 ８ 应出现在缺缺洞动物群的末尾 ， 它在广西也有类似的表现 ，

如中华乳齿象是从新近纪延续下来 的 ， 它乃是维拉方时期的成员 ， 它正是在事件 ８ 灭绝的 。

所以这
一

事件可称之为 中华乳齿象 的最高层位事件 （ Ｔｈｅ Ｓ／？〇ＴＯ＾〇ｒｆ〇？ ＨＳＤ ） 。 如前所述 ，

中 国南方生物个体的增大趋势 比中 国北方来得更早 ， 即在事件 ７ 以后便已经到来 了 。 法国

的古生物学家博尼法埃 （ Ｂｏ ｎｉｆａｙ ） 认为 ， 事件 ８ 代表 了早更新世与 中更新世之间的界线
［＼

我们认 为 ， 在北美 ， 在东亚都存在类似的现象 ， 所以我们赞成这
一

观点 。

总之 ， 生物事件的存在是地质历史上的事实 。 它们在亚 、 欧 、 美等地都表现为
一

些物种的首次出现 ， 或另
一些物种的末次 出现 ， 而且这些事件在各大洲的 出现时间几乎同



？１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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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１ ９８４ 年从事第四纪研究的 中美两 国的古生物学家几乎 同时发现 ， 生物事件总 是发生
在寒冷期的末尾 ［

３ ’ １ （）
］

， 或 出现在温暖期 的开始
［ ｜ １ ］

。 因为温暖期和寒冷期乃是持续地 ， 反复
地 ， 交替着 出现的 ， 所以寒冷期 的末尾 ， 也是温暖期的开始 ， 故中美两国学者的认识乃是
相同 的 。 这一规律 的发现是古生物学研究中 的

一

项重大的突破 。 １ ９９ ８ 年中 国学者在上述

规律的基础上提 出 了 阴 阳大年理论
［ ｜ ２

］

。 正如 中美两国 的古生物学家所发现的 ， 生物事件
出现的时间乃是有规律的 ， 它是受时间 的 内涵所控制的 。 其中第

一

幕的灭绝事件发生在 旧

的大年的冬末 （ 即寒冷期的末尾 ） ， 而第三幕的辐射事件则出现在新的大年的春季 （即温

暖期 的开始 ） 。 生物事件是时间 的内涵对生命的心智起作用 的结果 。

在缺缺洞的沉积物的顶部 ， 有
一层厚度超过 ２ｍ 的 ， 非常坚硬的被裴文中先生成为

“

钙

板
”

的东西 。 据裴文中先生研究 ， 在广西柳城巨猿二洞 中 ， 也曾发现过类似的现象 。 据裴
老描述 ， 它是较厚的石钟乳层生成的

“

钙板
”

（ 厚约 ２ｍ ）
［

１ ３
］

。 据古气候学家研究 ， 这样
厚的

“

钙板
”

是干旱期的产物 。 据刘东生等研究 ，
这一干旱相当 于倒数第四次冰期 ， 或北

欧的 Ｅ
ｌ
ｓｔｅｒ冰期或 ＭＩ Ｓ２４

， 距今约 １ 〇〇 万年前
［
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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