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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犀牛有 5000 多万年的演化历史，是奇蹄目中最大的类群，并具有最高的生态多样性，从炎热的赤

道到寒冷的极地，都曾有不同的犀牛自由自在地生活。现生犀牛是数量和种类，都相当有限的奇蹄动物，然

而在新生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犀牛却是异常繁盛的一个类群，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适应辐射出纷繁的分支。

继马类之后，犀牛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奇蹄动物类群。从渐新世开始，北半球的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中，都

有一种或多种犀牛作为动物群的组成部分，犀牛的化石属种数量，远超同为奇蹄动物的马类、貘类、爪兽和

雷兽。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北美洲，犀牛在新生代大量存在，在一些地点它们的个体数量，甚至比其他所有

哺乳动物的总和还要多。从体型上看，在大多数新生代动物群中，犀牛常常是最大的食草哺乳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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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中科院古脊椎所 2023 年 2 月 10 报道：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团队，系

统研究了东亚代表性的中国西北临夏盆地晚新生代

犀牛化石，近日在国际学术刊物《古地理古气候古生

态》发表论文，证明该地区具有欧亚大陆非常连续和

丰富的犀牛化石分布，不仅是研究犀牛演化的重要

材料，还是划分对比地层的关键标志和判断气候环

境背景的良好指示。那么人类起源的原始人呢？ 

 

【1、犀牛之谜】 

犀牛有 5000 多万年的演化历史，是奇蹄目中

最大的类群，并具有最高的生态多样性，从炎热的赤

道到寒冷的极地，都曾有不同的犀牛自由自在地生

活。现生犀牛是数量和种类，都相当有限的奇蹄动物，

然而在新生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犀牛却是异常繁盛

的一个类群，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适应辐射出纷繁

的分支。 

继马类之后，犀牛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奇蹄动

物类群。从渐新世开始，北半球的大多数陆地生态系

统中，都有一种或多种犀牛作为动物群的组成部分，

犀牛的化石属种数量，远超同为奇蹄动物的马类、貘

类、爪兽和雷兽。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北美洲，犀牛

在新生代大量存在，在一些地点它们的个体数量，甚

至比其他所有哺乳动物的总和还要多。从体型上看，

在大多数新生代动物群中，犀牛常常是最大的食草

哺乳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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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藏高原临夏盆地之谜】 

临夏盆地的晚渐新世动物群产于椒子沟组底

部，在 12 种大哺乳动物中犀超科成员占据 9 种，包

括跑犀科、巨犀科和真犀科的属种，尤其是巨犀非常

繁盛，以临夏巨犀和牙沟吐鲁番巨犀的首次出现，以

及霍尔果斯准噶尔巨犀的最后出现为特点。 

犀牛化石是青藏高原甘肃临夏盆地晚新生代

哺乳动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两个时代的动物

群以犀牛占统治地位，即晚渐新世的巨犀和晚中新

世的大唇犀。鉴于犀牛的高度多样性、广泛地理分布

和快速演化，犀牛化石成为地层划分的良好生物标

志，并可以进行洲际对比----渐新世结束之后，跑犀

和巨犀在临夏盆地都已消失，早中新世的上庄组中

仅有真犀科的兰州巨獠犀。中中新世的东乡组和虎

家梁组中发现了马德里西班牙犀和老沟奇角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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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身体结构反映其生活于森林环境之中，与欧洲

同时期犀牛化石的深入对比，显示其种群沿着青藏

高原北侧的路线进行迁徙。 

与北美和欧洲晚中新世以三趾马为优势类群

的情况不同，临夏盆地该时期的犀牛最为丰富。临夏

盆地晚中新世哺乳动物群可以分为 4 个层位，每个

层位都有不同的犀牛化石作为划分对比的标志：郭

泥沟动物群中，最原始的大唇犀和体型巨大的板齿

犀（简单副板齿犀、临夏副板齿犀、阔鼻宁夏犀）是

晚中新世底界的关键标志。 

大深沟动物群具有非常多的化石地点，在每

个地点犀牛都是个体数量最丰富的类群，尤其以维

氏大唇犀最为典型，还发现有和政无鼻角犀、摩氏伊

朗犀和甘肃黑犀，并且证明伊朗犀和黑犀最早起源

于中国，随后向西迁徙到伊朗、非洲等地。 

杨家山动物群的许多地点显示维氏大唇犀、和

政无鼻角犀继续繁盛，而拉氏中华板齿犀首次出现；

在临夏盆地南部的柳树组顶部青卜山动物群中，产

出无角犀亚科的安氏大唇犀和林氏山西犀，以及真

犀亚科的林氏列角犀。由于反刍类的强力竞争，早上

新世和早更新世动物群中的犀牛显著减少，早上新

世仅有山西犀幸存，而早更新世也只有一种披毛犀

存在。作为中间过渡类型，临夏盆地的泥河湾披毛犀

连接了青藏高原札达盆地上新世和华北平原泥河湾

盆地更新世的披毛犀物种。 哺乳动物对气候环境的

变化非常敏感，作为有蹄动物的犀牛是临夏盆地古

生态的有效指示标志之一。 

 

【3、人类起源原始人之谜】 

苏秉琦教授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中华文明

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及“古国、

方国、帝国”的系列理论。 

而中华文明为何从开始的“满天星斗”最后归于

“月明星稀”？ 

因为在大约 4400 年前，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

进入衰亡期，中华文明由多元起源、齐头并进进入到

中原地区引领文明的新时代，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

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 

其实，“盘古文明大爆炸”说，并不排斥“满天星

斗”说。 

云南“蒙自人”，来自云南蒙自发现的“马鹿洞人”

头骨化石考古。云南不仅见证了“寒武纪生物大爆发”

的奇迹，同时目睹了人科物种从 1,200 万-600 万年

前的禄丰古猿、约 170 万年前的直立人“元谋猿人”，

再到 1.4 万年前的智人“蒙自人”等多个人类重要的

演化阶段。云南离哪里近？离四川、西藏近，考察非

洲多贡人与四川、西藏贡嘠山的关联，不是因“贡嘎”

和“多贡”在上古读音相近。 

而且用类似有超常史前人类文明、智力及外星

人、神力等作用解释原始非洲多贡人的“高科技”，也

并不需要。因为远古“贡嘎山人”的后代，正是“蒙自

人”、“马鹿洞人”、“元谋猿人”、“禄丰古猿”的祖先。

“贡嘎山人”到“蒙自人”不但可以在 20 万年前走出非

洲，回到东亚故土，重建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

---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文明。而且还可以早在 200

万年前，就走进非洲，加入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

孵抱期的建设和杂交。 

原因是巴蜀盆塞海古智人，不但因他们是来自

青藏高原的雪山，有不怕严寒和耐氧的基因，而且更

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吃熟食的古人，如吃烧烤的笋

子虫。而烧烤的“苏、苏”声，使巴蜀盆塞海古智人兴

奋得常学着“苏、苏”叫嚷。四川贡嘎山，位于四川省

康定以南，周围有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山峰 45 座。 

贡嘎山是大雪山的主峰，耸立于群峰之巅，海拔

7,556 米，是横断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四川省的第一

高峰，被喻为“蜀山之王”，藏语意为“圣洁的神山”，

积雪终年不化，浮现在茫茫云海之上，是目前生态旅

游的好去处。而非洲多贡人，是马里中部高原地区到

布吉纳法索边境，居住在尼日尔河河湾处的一个黑

人土著民族，人口约有 60 万。尼日尔河是非洲西部

的大河之一，它流过马里共和国时拐了个大弯。在这

处马里中部由西南向东北纵贯着的一条近 200 公里

长的峡谷，沿邦贾加拉陡崖峭壁的多山丘陵、山地及

高原，散落着约 700 个村庄。多贡人大多数还居住

在山洞里，没有文字，只凭口授来传述知识。多贡人

没有统一管理的政治体制，实行聚居村落父系大家

庭制，家长是共同祖先的年长男性后裔。 

他们多数以耕种和游牧为生，少数工匠大体从

事金工及皮革业，生活艰难贫苦。但看上去同西非其

他土著民族没有什么两样的多贡人，在《被禁止的科

学》书中，却还被称其为“物理学家”。这里思考的难

题，从现代政治也带有“神话”，可知上古神话是上古

政治和政治伦理的特征，就不必当真。但从远古联合

国的“全球移民”、“世界贸易”来说，像女娲、伏羲等

神话英雄人物，也许既是联合国秘书长；又是盆塞海

世界贸易中商船商队的船长；山寨城邦的首席执行

官；还是市场经济的商人、老板、厂主。 

 

【4、原始人类和非洲及伊朗犀都起源青藏高原

吗】 

临夏盆地犀牛高度的多样性，不仅反映了气候

等生态环境指标的变化，同时折射出青藏高原隆升

的巨大影响。这与原始人起源同理。 

巨犀生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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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巨犀是青藏高原南缘

布格蒂巨犀的后代，由此暗示该时期青藏高原仍然

存在南北动物交流的通道。 

巨獠犀具有相似于河马的宽大下颌，它在早中

新世的存在反映当时有广泛分布的水体。西班牙犀

和奇角犀生活的中中新世森林更茂盛，水体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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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世中、晚期之交发生了重大的气候环境转变，大

量板齿犀和大唇犀繁盛的晚中新世为炎热半干旱的

稀树草原，季节性变化加强，临夏盆地成为犀牛在东

亚的避难所。 

中新世末期大量犀牛绝灭，能够取食高纤维草

本植物的山西犀延续到上新世。披毛犀从青藏高原

扩散而来的早更新世气候寒冷而干燥，并伴有显著

的海拔升高，环境为比较单调的干冷草原。 

从总体趋势上看，犀牛的演化受到开阔环境逐

渐扩展的驱动，尤其反映在它们的取食器官，如牙齿

和吻部的特化上。临夏盆地是揭示犀牛演化及其与

晚新生代气候环境变迁关系的有利地区，并证明犀

牛化石在生物地层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5、结束语】 

本研究由邓涛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卢小康、孙丹辉和李世杰为共同作者，研究得到中国

科学院、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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