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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犀牛家谱，有一个意外发现！

 

犀牛是一类高度濒危的动物，它们的演化关系一直让科学家感到非常困惑。

今天的犀牛只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现存5个物种，从形态上可以分为双角犀牛和独角犀牛两大类。令

人费解的是，非洲的2种犀牛——白犀牛、黑犀牛，以及亚洲的苏门答腊犀牛都属于双角犀牛；而另外2

种亚洲犀牛——爪哇犀牛和印度巨角犀牛则都是独角犀牛。

住得近的，长得不像；住得远的，反倒“遥相呼应”，这是怎么回事？

8月24日，《细胞》上线的一篇论文解析了犀牛家族的进化史。而这项研究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人类

保护极小种群生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犀牛科演化关系和其地理分布。蓝色演化支系代表双角犀牛，红色代表独角犀牛，而黑色是具有单

一前角的板齿犀

（课题组供图）

东寻西觅“找”犀牛

在漫长的演化史中，犀牛科至少出现过几十个物种，在非洲大陆、亚欧大陆乃至北美大陆都有分

布。然而更新世前的犀牛类群发生过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就像一幅完整的拼图，只剩下七零八落的几个

板块。

“这让我们很难依据现生犀牛的地理分布和性状特征推演出犀牛类群可靠的演化关系。”论文第一

作者兼通讯作者之一、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山林对《中国科学报》说，“事实上，多次生物大灭绝造

成生物类群连续性证据的缺失，是目前生物演化历史研究中的普遍难题。”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的多国学者决定挑战这个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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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南非的自然保护区获得了黑犀牛的样本，从美国圣迭戈动物园获取了印度巨角犀的样本；对

现存仅剩几十头的苏门答腊犀牛，他们从一头刚刚去世的个体身上取样；对同样徘徊在灭绝边缘的爪哇

犀牛，他们的采样来自挪威国家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标本；白犀牛的数据则来自已发表的文献。

除了5种现生犀牛外，研究人员还从俄罗斯一些博物馆收藏的晚更新世化石中获取了3种已经灭绝的

古犀牛（梅氏犀、齿板犀、披毛犀）样品。

 

艺术家重现了三种已灭绝犀牛的形象，最前面的是板齿犀，紧随其后是两头梅氏犀，远景则是一头

披毛犀（ Beth Zaiken绘，课题组供图）

 

来自超过五万年前的古DNA样品以及基因组大数据分析，为解析犀牛的演化历史补充了关键的缺失数

据。

研究结果显示，现生犀牛的祖先在约1600万年前最早分化为非洲和亚欧大陆两个支系，现存的亚欧

支系同时包括独角犀牛及双角犀牛。

本研究的完成，有赖于全球超过30家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学者有着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刘

山林说，“这也让我们看到，‘大数据’可以作为将不同领域内专家串联起来的枢纽，推动跨学科合

作，去解答一些过去难以回答的科学问题。”

“瓶颈”里的犀牛，还值得保护吗？

在研究中，大家还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早在数万年前，犀牛的遗传多样性就远远低于大多

数哺乳动物，仅仅比现存犀牛的遗传多样性稍高一点。

“这很耐人寻味。”刘山林说，“我们通常认为，犀牛遗传多样性水平低是由于近百年来人类活动

的干扰导致的。但数据显示，早在人类活动开始过度干预犀牛生存之前，这种动物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

的小种群规模，现存的犀牛很可能已经适应了小种群的特征。”

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古犀牛，现存犀牛物种的有害突变比例显著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现生的

犀牛种群通过群体遗传选择，已经尽量多地清除掉了有害突变，以保证其小种群的健康。”刘山林说，

“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对保护犀牛这一濒危物种的信心。”

“这个发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周欣告诉《中国科学报》，很多珍稀动物都

经历过极小瓶颈期，比如现存所有的朱鹮，都是当初在陕西洋县发现的7只朱鹮的后代。

“对这些动物的保护，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周欣说，“因为按照传统观点，这些物种极度缺乏

遗传多样性，本身已经非常脆弱。甚至有人认为不应当倾斜过多资源去保护它们。”

而本文的发现则显示，至少有一些生物能在遗传多样性很低的情况，依然良好地适应生存环境。

“不仅犀牛是这样，猎豹、山地大猩猩等物种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周欣说，“这也提示我们，在开展

保护工作的时候，不应该放弃这些遗传多样性较小的物种。”

周欣本人并未参与这项研究，但在刘山林加入他的团队后，他们希望能采用相关研究方法和技术路

线去研究昆虫等其他动物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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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表示，古DNA和基因组学研究方法与经典的博物馆馆藏样品相结合，在研究物种演化和保护

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如无损标本的核酸提取、高通量测序技术及生物信息工具的发展，人们可以

利用博物馆标本解决越来越多的演化问题。正如周欣所说，“这些标本定格的不仅是动物的形态，更有

很久很久以前的遗传信息。”

“对濒危动物而言，基因组承载了其演化历史的关键信息，是极其宝贵的遗传资源，也是极其宝贵

的研究资源。本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基因组学在研究物种演化历史和物种保护方面的优势。”未参与这项

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如此点评。

“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都是数百万年演化历史信息的丢失。而馆藏标本所携带的遗传信息能够被现

代基因组学方法解密，为理解古老的演化机制带来新的机遇，让我们有机会了解生物在漫长的演化历史

过程中关键特征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提出合理的保护策略提供科学数据的支持。”魏辅文说。

相关论文信息：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1)00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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