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 卷，第 1 期

2016 年 2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l.35, No.1
February, 2016

收稿日期：2014-05-05; 定稿日期：2015-02-04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 (KZZD-EW-03).
作者简介：徐钦琦（1937-），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研究员，主要从事第四纪哺乳动物及生物地层学 . 

E-mail：xuqinqi2005@126.com.
通讯作者：严亚玲，E-mail：yanya50ling@126.com
Citation: Xu QQ, Jin CZ, Zhang YQ, et al. Three bio-events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in Chongzuo, Guangxi[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6, 35(1): 121-124

DOI: 10.16359/j.cnki.cn11-1963/q.2015.0011

关于广西崇左地区早更新世的三次生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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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广西崇左地区已发现 4 个早更新世的哺乳动物群，从老到新分别是：鲤鱼山百孔洞动物群（距

今约 200 万年）；泊岳山的巨猿洞动物群（距今约 180 万年）；三合大洞动物群（距今约 120 万年）；

以及缺缺洞动物群（早于距今 100 万年）。事件 6 距今约 260 万年，应出现在百孔洞动物群之前，为步

氏巨猿的最低层位事件（The Gigantopithecus blacki LSD）。事件 7 距今约 190 万年，应当出现在泊岳山

的巨猿洞动物群和百孔洞动物群之间，为武陵山大熊猫的最低层位事件（The Ailuropoda wulingshanensis 

LSD）。事件 8 距今约 100 万年，应出现在缺缺洞动物群的末尾，为中华乳齿象的最高层位事件（The 

Sinomastodon HSD）。生物事件有规律地出现在寒冷期的末尾，或温暖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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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four mammalian faunas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in the Chongzuo, Guangxi: 
the Baikong fauna (2.00 Ma); the Juyuan fauna (1.80 Ma); the Sanhe fauna (1.20 Ma); the 
Queque fauna (1.00 Ma). Event 6 (2.60 Ma) was earlier than the Baikong fauna, and named the 
Gigantopithecus blacki LSD. Event 7 (1.90 Ma) was between the Baikong and the Juyuan fauna, 
corresponds to the Ailuropoda wulingshanensis LSD. Event 8 (1.00 Ma) was latter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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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que fauna, called the Sinomastodon HSD. The bio-events apparently occurred near the ends 
of the cold period 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m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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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德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沃利斯尔和 28 位在学术界非常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他

们来自美、德、英、法、俄、爱沙尼亚、加拿大、捷克、以色列等九个国家）在一起，

共同从事了长达 12 年（1984-1995）的合作研究，最后出版了一部名著《Global Events 
and Event Stratigraphy in the Phanerozoic》。这本书在地学界影响很大，因为这批古生物

学家对生命进化的历史做了一个全面的、相当好的总结。他们终于发现了生命史上最为

重要的进化规律：在过去的 5.4（或 5.7）亿年内，世界上至少曾出现过 65 次全球性的生

物事件。其中每次生物事件都包括三幕：第一幕是旧物种的灭绝事件，表现为生命世界

的生态系统突然崩溃了，于是一批旧的物种消失了。第三幕是新物种的诞生事件，沃利

斯尔等称它为辐射事件，表现为另一批新生的物种骤然降临了，它们取代了在第一幕中

灭绝了的旧物种，重新填补了原来生态系统中被空缺出来的生态位。于是自然界重又恢

复了昔日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平衡的、和谐的生态坏境。介于上述两幕之间的是第

二幕，即短暂的间隔，它是第三幕新物种的孕育期。生物事件的这三幕的持续时间都非

常短促，从而使一个完整的生物事件在生物史上表现为瞬间的形象。然而在两次生物事

件之间，生命的进化却处于极为漫长的停滞状态，沃利斯尔称它为常规进化 [1]
。生命世

界正是通过上述 65 次极其短促的生物事件，从简单跃向复杂，从原始跃向进步，从低级

跃向高级。正如德日进所言，生命体在生物事件中呈现火箭式上升的进化模式。它所呈

现的不仅是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心智”的跃升
[2]
。在显生宙的地质历史上，

在代、纪、世、期等年代单位之间，它们都以生物事件作为界线。生物事件在地质历史

上表现为准周期性的，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
[1-2]

。

在晚新生代，古哺乳动物的进化表现得最为突出，因而关于它的生物事件的研究也

被探讨得最为清楚。据美国的雷佩宁（Repenning），意大利的阿扎罗利（Azzaroli），王

乃文和徐钦琦等研究，东亚和欧美的生物事件乃是可以互相对比的
[3-6]

。在过去的 670 万

年内，古哺乳动物群共经历了 11 次生物事件。它们分别发生在 670、480、425、370、
320、260、190、100、50、12.7 及 1.1 万年前。在本世纪初，我们对中国南方的古哺乳

动物学的研究做得还不够，所以文章的内容局限于讨论中国北方的哺乳动物的进化。从

2004 年到今天，金昌柱等对《广西巨猿动物群和中国早期人类》的课题已经连续工作了

10 年，为生物事件的探索积累了必要的资料。据我们研究，广西崇左地区的早更新世的

动物群共发现了 4 个。它们大体上是连续的，从老到新的排序分别是：百孔洞动物群（距

今约 200 万年）；泊岳山的巨猿洞动物群（距今约 180 万年）；三合大洞动物群（距今约

120 万年）；以及缺缺洞动物群（距今 100 万年以上）[7]
。于是我们对该地区的早更新世

的三次生物事件取得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据雷佩宁
[3]
、王乃文、徐钦琦

[6]
等研究，事件 6 是雷佩宁首先使用的新名词

[4]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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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 260 万年，它代表了第四纪与新近纪的界线。美国古生物学家林赛（Lindsay）把

这一事件称为象马事件
[8]
。因为这一事件使真马类动物从北美扩散到了亚、欧、非各大

陆；同时使真象类动物从亚欧大陆扩散到了北美洲。在广西崇左，事件 6 应出现在百孔洞

动物群之前。它的具体表现是一大批代表第四纪的新物种开始出现了，如 Gigantopithecus 
blacki （步氏巨猿）、Ailuropoda microta ( 大熊猫小种 )、Sinomastodon jiangnanensis ( 江
南中华乳齿象 )、Sinocuon dubius （拟震旦豺）、Pachycrocuta licenti （桑氏鬣狗）、

Stegodon huananensis （淮南剑齿象）、Tapirus sanyuanensis ( 山原貘 )、Sus peii （裴氏猪）、

Sus xiaozhu （小猪）、Cervavitus fenqii （凤岐祖鹿）和 Megalovis guanxiensis （广西巨羊）。

这一大批带着浓重南方色彩的新物种的诞生标志着第四纪中国南方的第一代新物种涌现

了；也标志着新近纪从此过去；而第四纪已经降临了。所以在广西，我们既可以称这一生

物事件为事件 6，也可以具体地称它为步氏巨猿的首次出现，或步氏巨猿的最低层位事件

（The Gigantopithecus blacki LSD）。

据雷佩宁，王乃文，徐钦琦等研究，事件 7 距今约 190 万年。古生物学家常称它为

狼事件，因为通过这一事件，狼类动物便广布于世界各大陆了。狼事件这个名词已显陈旧，

但至今尚无适当的替代它的新名词，因此在这里我们还是暂时延用这一名称。雷佩宁认为，

早更新世可分为早晚两期，事件 7 便是两者的界线
[4]
。据我们研究，事件 7 应当出现在泊

岳山的巨猿洞动物群和百孔洞动物群之间。它可称为武陵山大熊猫的最低层位事件（The 
Ailuropoda wulingshanensis LSD）。武陵山大熊猫属于第四纪中国南方新物种的第二代。

在中国北方，生物个体明显增大的现象发生在事件 8 之后；但是在中国南方，在事件 7
以后，个体便开始变大了，尽管增大的趋势比较微弱。不过，这一现象比中国北方毕竟

提早了一个阶段，引人深思。据我们研究，在泊岳山巨猿洞动物群中，这一事件还表现

为桑氏鬣狗、拟震旦豺和江南中华乳齿象的消失，后者被扬子中华乳齿象（Sinomastodon 
yangziensis）所取代了。在三合大洞动物群中，另有一批新的物种出现，如Cuon antiquus （北

豺）、Arctonyx collaris（南方猪獾）、Tapirus sinensis（中国貘）、Rhinoceros sinensis（中

国犀）、Cervus yunnanensis（云南黑鹿）等。也许它们都属于第二代。上述这些新物种的

产生，究竟归属于事件 7，还是代表又一个生物事件呢？以后再探讨。

据雷佩宁，王乃文，徐钦琦等研究，事件 8 距今约 100 万年。意大利的古哺乳动物学

家阿扎罗利（Azzaroli）称它为维拉方终止事件
[5]
。维拉方期乃是欧洲从新近纪过渡到第四

纪时期内，在古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曾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一段时间。据阿扎罗利研究，

维拉方动物群的成员到事件 8 便都灭绝了。阿扎罗利认为，生物个体在这一事件过后便显

著地增大了。据我们研究，事件 8应出现在缺缺洞动物群的末尾，它在广西也有类似的表现，

如中华乳齿象是从新近纪延续下来的，它乃是维拉方时期的成员，它正是在事件 8 灭绝的。

所以这一事件可称之为中华乳齿象的最高层位事件（The Sinomastodon HSD）。如前所述，

中国南方生物个体的增大趋势比中国北方来得更早，即在事件 7 以后便已经到来了。法国

的古生物学家博尼法埃（Bonifay）认为，事件 8 代表了早更新世与中更新世之间的界线
[9]
。

我们认为，在北美，在东亚都存在类似的现象，所以我们赞成这一观点。

总之，生物事件的存在是地质历史上的事实
[1-9]

。它们在亚、欧、美等地都表现为一

些物种的首次出现，或另一些物种的末次出现，而且这些事件在各大洲的出现时间几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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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1984 年从事第四纪研究的中美两国的古生物学家几乎同时发现，生物事件总是发生

在寒冷期的末尾
[3, 10]

，或出现在温暖期的开始
[11]
。因为温暖期和寒冷期乃是持续地，反复

地，交替着出现的，所以寒冷期的末尾，也是温暖期的开始，故中美两国学者的认识乃是

相同的。这一规律的发现是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的突破。1998 年中国学者在上述

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阴阳大年理论
[12]
。正如中美两国的古生物学家所发现的，生物事件

出现的时间乃是有规律的，它是受时间的内涵所控制的。其中第一幕的灭绝事件发生在旧

的大年的冬末（即寒冷期的末尾），而第三幕的辐射事件则出现在新的大年的春季（即温

暖期的开始）。生物事件是时间的内涵对生命的心智起作用的结果。

在缺缺洞的沉积物的顶部，有一层厚度超过 2 m的，非常坚硬的被裴文中先生成为“钙

板”的东西。据裴文中先生研究，在广西柳城巨猿二洞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的现象。据裴

老描述，它是较厚的石钟乳层生成的“钙板”（厚约 2 m）
[13]
。据古气候学家研究，这样

厚的“钙板”是干旱期的产物。据刘东生等研究，这一干旱相当于倒数第四次冰期，或北

欧的 Elster 冰期或 MIS 24，距今约 100 万年前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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