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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甘肃发现最原始中华乳齿象化石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刘欢 发布时间：2014-07-28 【字号： 小  中  大 】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副研究员王世骐与合作单位在甘肃省西和县新近系地

层中发现了中华乳齿象化石，经研究证明，该化石是目前已知的该物种最原始形态，中华乳齿象很可能起源于东

亚。 

  中华乳齿象属是旧大陆嵌齿象科的最后代表，也是中国北方上新世和南方早更新世动物群的重要成员，在长鼻

类及嵌齿象科的演化研究及地层对比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学界对于中华乳齿象的起源，一直有“美洲起源说”和“亚洲起源说”两大观点。中华乳齿象与美洲的居维叶

象的成员在形态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如臼齿特征和短颌特征。而在整个晚中新世，东亚地区目前没有发现与中华乳

齿象起源相关的化石。目前，“美洲起源说”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中华乳齿象很可能是居维叶象亚科的某一成

员，或喙嘴象属的某一支后裔。 

  王世骐发现的化石形态比榆社盆地的中间中华乳齿象及日本的仙台中华乳齿象都要原始，是目前已知的形态最

原始的中华乳齿象亚科成员。而且通过生物地层学的对比，证明其时代或为晚中新世保德期。 

  研究人员透露，该化石的发现排除了中华乳齿象是居维叶象亚科的某一成员进化而来的可能，因为居维叶象亚

科的成员均出现在上新世；其次，化石的联合部比喙嘴象属更加退化，更有可能成为中华乳齿象的直系祖先。这件

化石证明，中华乳齿象很可能是由东亚地区中新世的某一支长颌嵌齿象，如维曼嵌齿象进化而来。 

（原载于《北京日报》2014-07-28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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