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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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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最新研究：亚洲新生代奇蹄类多样性3990万年前发生最大衰减

http://english.cas.cn/
http://www.cas.cn/lx/
http://www.cas.cn/wz/
http://mail.cashq.ac.cn/
http://www.cas.cn/
http://www.cas.cn/
http://www.cas.cn/zz/
http://www.cas.cn/kxyj/
http://www.cas.cn/cg/
http://www.cas.cn/rcjy/
http://www.cas.cn/xb/
http://www.cas.cn/kx/
http://www.cas.cn/djcx/
http://www.cas.cn/xxgkml/
http://www.cas.cn/
http://www.cas.cn/cm/
http://weibo.com/zkyzs
http://www.cas.cn/jl/zxly/


图表显示：亚洲新生代奇蹄类多样性的变化和奇蹄类不同支系前臼齿臼齿化的程度。（中科院古脊椎所科研团队 供图）

　　在古生物演化领域，传统观点认为亚洲新生代奇蹄类多样性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在始新世/渐新世之交(约3390万年之前)发生最大幅度一次衰减，中外科

学家最新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则将该时间前推600万年，认为其最显著的衰减在中始新世晚期(约3990万年之前)发生。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白滨、张兆群、王元青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孟津、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克莉丝汀·詹尼斯

(Christine Janis)合作研究发现，受全球气温在“中始新世气候适宜期”之后逐渐降低的影响，在中始新世末，脊齿貘科灭绝，戴氏貘科从4个属锐减到1个

属，同时犀超科中属的下降幅度也超过一半，这一现象也可能适用于其他哺乳动物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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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一明显的多样性衰减发生在中始新世晚期被称为“乌兰戈楚期”的亚洲哺乳动物分期，中外合作研究者据此提出，将亚洲新生代奇蹄类多样性该次

最大幅度衰减称为“乌兰戈楚衰退”，相关研究成果论文近期已在国际知名出版商威立(Wiley)旗下开放获取期刊《生态与演化》(Ecology and Evolution)发

表。

　　中科院古脊椎所科研团队16日接受采访介绍，大多数奇蹄类前臼齿在演化的过程中都有逐渐臼齿化的过程，比如现生的奇蹄类(马、貘，犀)都具有完全臼

齿化的前臼齿，以此增加咀磨面积，这对于以口腔咀磨食物为主，后肠发酵的奇蹄类尤为重要；而以前肠发酵的反刍类、骆驼等偶蹄类前臼齿仅有部分臼齿

化。而且不同类群的奇蹄类臼齿化的程度和模式也不尽相同，但其对奇蹄类演化和适应的影响却缺乏相应的研究。

　　该团队与美英同行合作，通过对亚洲新生代奇蹄类化石属一级的统计和臼齿化程度的研究表明，在全球新生代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奇蹄类具有高臼齿化

程度，且臼齿化通过次尖产生的类群更容易延续到新近纪，如貘科、犀科，和巨犀科；而具有低臼齿化程度，且臼齿化通过前小尖或后小尖分离而成的类群大

部分在新近纪之前就已经灭绝，如戴氏貘科在中始新世末灭绝，两栖犀科和蹄齿犀科在渐新世末灭绝，雷兽在晚始新世灭绝。

　　中外科学家合作研究认为，在始新世和渐新世，奇蹄类前臼齿臼齿化程度的高低和模式是相关类群发展或衰退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进入到新近纪，奇蹄类

前臼齿已经具有较高的臼齿化程度，马和犀类颊齿(包括前臼齿)的演化转变为齿冠的增高和釉质结构的复杂化，反映出抵抗高纤维食物磨蚀的能力，以及对开

阔、干旱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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