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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万年前，青藏高原藏着一个“香格里拉”

 

青藏高原中部班戈县中始新世种类丰富的化石植物类群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供图

2019年3月的一天，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苏涛照例走在上班的路上，他偶然捡到了一颗

种子，通过外形判断，竟和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一个萝藦亚科的种子化石标本十分匹配。

现如今气候、地形极度迥异的两个“自然世界”曾经生活着一样的物种吗？事实证明，不是这些植

物对生境的选择变了，而是在地质时期，曾经的青藏高原根本不是人们熟悉的样子。

经过几年的研究，苏涛团队发现，早在4700万年前，青藏高原中部其实是一个海拔只有1500米的中

央谷地，森林茂密，水草丰美，堪称远古的“香格里拉”。12月8日，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

2016年起，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班

戈盆地展开科考。经过5年持续不断的发掘，他们在蒋浪海拔4850米的中始新统地层（距今约4700万

年），采集到了大量叶、果实种子和花等化石材料。这些化石包含了70多个植物类型，是目前已知青藏

高原新生代物种最为丰富的化石植物群。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植物群中，不少种类是该类群在亚洲，乃至全球最早的化石记录，比如椿榆、

兔耳果、臭椿、青藤、金鱼藻。“这就说明，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对周边地区，比如东南亚，甚至对

整个亚洲的生物多样性格局的贡献都比较大。”苏涛认为，青藏高原中部可以被看作是亚洲现代植物多

样性的一个重要源头。

他还提到，这个植物群跟欧洲、北美同时期的植物群相似度非常高。“这就说明，青藏高原在古近

纪时期对于北半球的植物区系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能是植物区系交流的十字路口。”

最让研究人员意外的是，这些化石类群没有任何一个现在生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它们大多

数的最近亲缘类群都分布于现在的亚热带，甚至是热带地区。这就回到了苏涛团队十余年来一直关注的

问题——地质时期的青藏高原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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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周浙昆介绍，团队利用这些植物叶片形态特

征进行了古气候重建，结果显示，在4700万年前，这里的年均温达到19°C，是有着丰沛降雨的季风气

候。而且，古气候和古地理模拟都认为这是一种东西向高山谷地的地貌，其最低处海拔不超过1500米。

青藏高原中部的“香格里拉”存在了至少2500万年。

由于缺乏时间和空间的地表高度定量测量，化石记录稀少，青藏高原的古地形及其在气候和生物进

化中的作用通常是推测性的。地球物理学家、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Peter Molnar评论，这项研究提供

了很好的数据来解决一个大问题。“不少人认为青藏高原中部的海拔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现在的高度，

该研究表明，其实要低得多。虽然已经发表了很多定性的推断来支持这一结论，但这项研究提供了更精

确的定量证据。”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73/pnas.201264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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