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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20年 12月 8日科学网的“周浙昆个人博客”专栏 ，发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周浙

昆教授的《追寻“远古香格里拉”的艰苦历程》一文，述说他和吴飞翔、苏涛、刘佳、星耀武等“老西藏”

科学家，在西藏中部班戈采集化石的亲身经历。同时，“中国新闻网”2020 年 12 月 7 日发表的《古生物

学家发现青藏高原中部远古的“香格里拉》一文，也报道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古生物科考队，在青藏高原的高寒腹地班戈盆地，发现大量古生物化

石，都揭示了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原之因。它的意义如《光明日报》2020 年 12 月 8 日发表的

《珠峰“身高”是怎么测出来的》一样，旋即引起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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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8日科学网的“周浙昆个人博客”

专栏 ，发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周浙

昆教授的《追寻“远古香格里拉”的艰苦历程》一文，

述说他和吴飞翔、苏涛、刘佳、星耀武等“老西藏”

科学家，在西藏中部班戈采集化石的亲身经历。同

时，“中国新闻网”2020年 12月 7日发表的《古生

物学家发现青藏高原中部远古的“香格里拉》一文，

也报道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古生物科

考队，在青藏高原的高寒腹地班戈盆地，发现大量

古生物化石，都揭示了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

高原之因。它的意义如《光明日报》2020年 12月

8 日发表的《珠峰“身高”是怎么测出来的》一样，

旋即引起热议。 

珠峰是地球的第三极，也是地球上的最高峰。

2020 年是人类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 60 周年、

中国首次精确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 45周年。精确

测定珠峰高程是人类认识地球的重要标志，是国家

主权、科技水平与综合国力的象征，也凝结着一代

代测绘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和社会效益----揭示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

原之因的意义也如此。为啥？ 

2020 年 11 月 30 日新浪网“何新的个人博客” 

专栏，发表的《可笑装碑！》一文，北京何新教授

批评“包括丝绸之路的西来论”时说：“近几年以来，

在某些神秘资本的资助下，坊间书肆中忽然出现了

一大批鼓吹中华文化西来论的论著。印制精美，堂

而皇之，西风东渐，披靡一时。本土的北京人、山

顶洞人、蓝田人等本土猴子，据说都已被非洲来的

黑猴扫荡灭绝死光光，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西来的

黑猴子后裔。至于各种文明包括裤子和帽子，也都

是西方白人传来的。此论现在披靡学界，成为高校

讲坛，甚至新开的历史研究院等主流学术的主流论

调----不少人对大师提出的丝绸之路西来论，提出

了理所当然、理所应然的理性质疑。有趣的是在微

信上看到，有人传来此大师权威的回答如下----学

术问题，只能在学术界和学术刊物讨论”。 

不说上面何新教授的《可笑装碑！》一文批评

“丝绸之路的西来论”，就说 2020 年我国年青一代

优秀的古分子人类学家中，像付巧妹教授、王传超

教授和崔银秋教授等引进用古 DNA 考古被误导

----都是受德国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由

于没有到我国西部、西南作具体的汉藏语系等华夏

民族人群的基因测序，再与西方控制领土上的古尼

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基因测序的实际对比的影响，

而对类似“汉人被尼人和丹人杂交西来说”，趋之若

鹜----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对华人的基因

测序，用的多数是在国外生活的华人来代替；这类

代替人也许本身就被“维京人”人杂交过，带有过多

的古尼人和丹人基因也不奇怪。原因如王传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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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 

2012 年由国家基金会提供经费。作川西羌语

支人群的遗传结构考察，王传超教授在川西采集的

407个健康无关个体的血样；也没发现有古尼人和

丹人基因的印迹。而王传超教授还特别提到这样的

研究，需要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伦理审查委员

会审核通过，并与受试者均签署有知情同意书才行。

我们说德国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由于没

有到我国西部、西南作过具体的汉藏语系等华夏民

族人群的基因测序，原因正是如果得到过我国生命

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证书，以及得到过

与我国西部、西南汉藏语系等受试者均签署了的知

情同意书，请他们公布出来。没有，只能说是行为

不端。 

2020 年 6 月 3 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中国

科学家通过古人基因组数据探寻中国文明源流》一

文，报道我国有些科学家，通过研究距今 7500年

至 1700年的 55个中国北方古代人全基因组数据，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说是找到汉藏语

系起源所谓的基因方面的重要证据----该成果由吉

林大学崔银秋团队，联合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

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辽

宁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河南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漯河市文物与考古

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作市文物与考古研

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扎赉诺尔博物馆、德国马普人

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韩国首尔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

位共同完成。 

崔银秋教授等人支持近年来学界有人认为的

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帮德国马普所等西方潮

流作宣传“维京人”优秀----中国分子人类被尼人和

丹人杂交学派认为，尼人和丹人比“北京人”厉害

----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突变非常有可能是尼人和

丹人给藏族人的。藏族人走上青藏高原的时，发现

他们已直接和丹尼索瓦人进行了基因的交换。于是

藏族人身上带有了丹尼索瓦人的这样一个基因突

变，让他们可以非常快速地、不用经过严酷的自然

选择，就可以在高原上面生活下来等----但这遭到

中国分子人类学泛第三极学派坚持顽强抵抗。 

例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现所

长邓涛教授团队，2007 年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

4200 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

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的考古和基因提取研究，推

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

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他们发现冰期动物是在青

藏高原受到耐寒的训练，随着冰期到来，它们走出

高原，向北扩散。这解释了因能适应寒冷环境的这

一现象，不是以前科学界推断的应当起源于高纬度

的北极圈地区；之后才沿着距今 260万至 1万年前

往南迁徙，并散布到北半球的广阔区域的。 

又如，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

团队，2007 年以来关于从夏河人论证丹尼索瓦人

与尼安德特人缘起考古，发现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

省夏河县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最新确认其为距今

16 万年的青藏高原丹尼索瓦人古人类，在第四纪

最为寒冷的倒数第二次冰期生活于青藏高原，才是

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 

再如，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

列馆研究员韩同林教授，2004 年出版的《发现冰

臼》一书，以及出版的《西藏活动构造》、《青藏大

冰盖》等书和发表的近百篇论文认为，由于第四纪

冰川期间世界成了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

寒，所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来才到这里，形成人

类起源、文明的第一孵抱期。 

还有，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的

“珠峰映射原理”研究，论证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

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

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

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这联系解放后1951年

修筑成渝铁路发现 3万年前的“资阳人”化石，已涉

及新时代关注人类文明于起源世界第三极、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等大问

题。 

是喜是愁的如今“80后”的古DNA团队，涉及

2020年 8月 28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文章《进

击的古基因组研究》，是一篇乐观的报道----“如今

‘80 后’付巧妹的古 DNA 团队共有近 20 名成员，

平均年龄 30岁出头，他们来自群体遗传、生物信

息、生物化学、数据统计等学科领域，与传统古生

物研究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学科背景……实验室技

术与设施条件，已经可以媲美国际顶尖水平的古

DNA实验室。2009年古脊椎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

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王昌燧团队，成立了一个含

有古DNA平台方向的人类演化与科技考古联合实

验室。实验室这个平台方向的第一个成员，就是一

位名叫付巧妹的德国博士研究生。当时，她刚前往

帕博的团队学习”。 

但如果古分子人类学，卷入东西方对立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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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斗争，西方的手段之一，不外乎仍是高薪，或

名利挖走人。中科院院士、古鸟类学家周忠和教授

就说：“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在别的单位更

容易拿到高薪，我们必须提高人才保障条件才能留

住他们”。周忠和院士，1965 年生，江苏扬州人。

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

学博士学位。2010 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当年 8 月就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1年 12月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2018 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

务委员。2007 年《华夏地理》第一期杂志上，周

忠和教授发表了一篇《DNA 解读人类起源》的科

普文章，帕博的故事让他看到了古DNA研究的巨

大潜力。我们不是说帕博教授的业务不精，而是说

他的古DNA测序对比，没有到过青藏高原泛第三

极远古第二个孵抱期地区作考察，而与此作正面交

代----有没有我国生命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

过的证书？ 

帕博教授，即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的斯万特•帕博。他为“西方优秀说”争光，据

《进击的古基因组研究》说：是 1997年帕博团队

获得了第一个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 mtDNA；

2010 年帕博教授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尼安德特基

因组草图，第一次直接比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

现今欧洲人类的基因组，使得有关人类“非洲起源

说”大打折扣----这项研究发现，除非洲人以外，当

今欧洲人的基因组成里全都包含有 1%~4%的尼

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这种古老型人类从未被完全

替代。也许这似乎给我国部分主张“多地区起源说”

的古人类考古学家帮了忙。但这个忙帮得太大，是

帕博教授再接再厉----2014年帕博团队又成功从西

伯利亚距今约 4.5万年的人类股骨中，获得高质量

的基因组序列，发现其约在 70万年前与丹尼索瓦

人具有共同的祖先，“西方优秀说”铁上钉钉，“北

京人”和“资阳人”等不是被“欧洲人”杂交，就是一

同完蛋----这项研究不仅首次提出了现代人祖先进

入亚洲的路线并非只有单一的南线，还确定了现代

人祖先与已灭绝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时

间，为“西方优秀说”丰富了古DNA数据库，给出

了“全新”的解释。 

不可否认，西方古 DNA测序的生物属性具有

化石证据无法达到的量化精度，而管控了国际古

DNA 研究的话语权。但所谓主张“多地区起源说”

的古人类考古学人才，可以和国外一线研究机构

“并跑”，实为“西方优秀说”的“跟跑”。因为发现远

古人类骨化石的地方，多为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

的地区，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远古人类最早起源的地

方----远古人类并不都是“傻子”，喜欢在今天荒凉、

偏僻或落后的地区生存，而不喜欢人类生活条件适

合的地区。 

在今天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很难发现远古人

类的骨化石，是被自古以来的人类占领开发，已经

破坏殆尽。亚洲先民演化历史故事的序幕，追溯到

一个所有现代人类共同的母亲“夏娃”，她来自非洲

偏僻、落后的地区。这与中国地质科学院韩同林教

授出版《发现冰臼》一书说的：由于第四纪冰川期

间世界成了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寒，所

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来才到这里，形成人类起源、

文明的第一孵抱期有关。这不是说尼安德特人和欧

亚同时期的古人类，被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完全替

代，对现代人起源没有丝毫贡献。 

非洲是现代人的唯一起源地，这正好论证了

“珠峰映射原理”研究的，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

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

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

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从 20世纪 80年代起，世

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纷纷建起了古DNA实验室，本

来是一件喜事。可因卷入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的

斗争，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有人从自

身利益出发建构意识形态，并力图夺取主导地

位……在 20世纪 80年代后的 20年间，因古 DNA

的保存年限和实验污染问题严重，阻碍它的发展；

最终力挽狂澜的，是后来成为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

类学研究所所长的斯万特•帕博。古脊椎动物与人

类演化的研究领域，一直是理论、科学、文化等属

于重大科学基础的“毛坯房”。 

卷入东西方对立争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

“西方优秀说”，打出“光吃老本是不行的”旗号，很

清楚是在号召“跟跑”----古生物学这个传统学科，

已经在交叉中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不

紧跟“西方优秀说”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新的学科生

长点，等“珠峰映射原理”研究成熟，再布局就失去

意义。这里说为啥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

原？是因，这都需要有内行的专家，亲身到青藏高

原及原盆塞海地区作艰苦的考古工作，就像在青藏

高原中部“高山谷地”考古的科学家那样，才有所发

现。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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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古生物科考队，

从青藏高原的高寒腹地班戈盆地，发现大量古生物

化石----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有 70余个种类，是目

前已知的青藏高原新生代物种最为丰富的化石植

物群，距今约 4700万年。研究发现，这个植物群

中不少种类是该类群在亚洲乃至全球最早的化石

记录。大多数最近亲缘类群分布于现在的亚热带、

甚至是热带地区，说明青藏高原中部在 4700万年

前存在繁盛的亚热带森林植被。 

此外，这个植物群和北美、欧洲的同时代植物

群相似。这表明，青藏高原不仅是亚洲现代植物多

样性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且在古近纪北半球的植物

区系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其他已有证据，青

藏高原中部的“高山谷地”地貌存在至少 2500 万年。

基于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该科考专家联合国内外

多家科研院所，结合模型定量重建当时的古气候和

古海拔。结果证明：在 4700万年前，青藏高原中

部为海拔 1500米、东西走向的中央谷地，具有温

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 19摄氏度，森林

茂密，水草丰美，堪称远古的“香格里拉”。 

这一研究，为认识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演化

历史，和地形地貌协同演化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证

据----距今约 4700 万年类似青藏高原西藏中部有

一个亚热带性质的植物地区，以后高原低地逐步隆

起。而在约 4000万年前的渐新世，灵长类中产生

了猴类和古猿类。到约 1200万年的前上新世时，

古猿逐渐向人转化。新生代的第四纪约 300万年前

至今，是人类的时代。人类在成为完全形成的人之

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猿人，也称能

人，出现在 300 万年至 200 万年前之间。正是在

4000 多万年的地质气候环境变化，以及生物基因

DNA 的适应进化等过程中，青藏高原远古类人猿

物种，也就产生出耐寒耐氧基因DNA之故。其次

理解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的证据是： 

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

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

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

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

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

徙也有区别。 

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

“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

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20000-8000 年前

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

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

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 8

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

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

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

景观----青藏高原这个研究地球环境演变和生命协

调演化的天然实验室里，必定还会有更加激动人心

的未知世界，等着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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