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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获悉，研
究揭示，青藏高原北部生长是驱
动中国东南部植被和植物多样性
转变的关键因子。

在古近纪，我国分布着一条
横贯东西的干旱带，而如今以壳
斗科、樟科、木兰科和山茶科为优
势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
在亚洲东部，以江南水乡为代表：
亚热带季风气候，以常绿阔叶林
为优势植被类型，植物具有多样
性。这种气候环境及植物多样性
何时形成，如何形成？是否和青
藏高原的生长有关？

近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古生态研究组联合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相关研究人员等，
对青藏高原不同地块的隆升进
行了古气候数值模拟，将模拟结
果运用到植被和植物多样性模
拟中，与收集、整理的大量植物
化石数据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青藏高原北部
（羌塘地块和松潘—甘孜地块）
隆升情景下，植被和植物多样性
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与化石记录
最为吻合。

这表明，青藏高原北部从古
近纪到新近纪的隆升增强了东亚
季风气候系统，驱动了东亚植被
从以落叶阔叶林为主的干旱、半
干旱植被类型转变为以常绿阔叶
林为主的湿润、半湿润植被类型，
促进了植物多样性。冬季降雨量
的增加是决定植被和植物多样性
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理论也
间接支持青藏高原东北向生长。

这一研究首次揭示了青藏高
原北部生长是使中国东南部植被
和植物多样性转变的关键因素。
另外，之前的大量研究表明青藏
高原隆升会导致东亚冬季风增
强，本次研究则发现我国东南部
的冬季风反而因为青藏高原的海
拔升高而减弱，冬季降雨量因此
增加。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态水文研究组发
现，“近自然模式”橡胶林可以改良土壤、促进养分的不断
累积，缓解单一橡胶林诱发的土壤肥力和质量的退化。

西双版纳是我国仅次于海南岛的橡胶生产基地。橡胶
种植满足了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日常生活中，鞋子、轮
胎、雨靴、乳胶枕头等都用到了橡胶。但橡胶种植也会对生
态环境造成消极影响，如水土养分流失、土壤退化、生物多
样性损失等。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态水文研究组博
士研究生曾欢欢和相关组员等，发现“近自然模式”可以有
效降低单一橡胶林的弊病。研究人员对丛林式橡胶林
（“近自然”、多物种共存的自然演替模式）、橡胶纯林、热带
雨林的土壤物理-水文特性、养分特征进行了测定，并采用
化学计量学方法对土壤的养分循环-限制特征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热带雨林转变为橡胶纯林后，土壤质量严
重变差，表现为较低的孔隙度、持水量、养分含量、养分循
环和利用率，较高的容重、养分流失；与橡胶纯林相比，丛
林式橡胶林明显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水文性质、优化了土
壤结构和水分条件，如容重降低、孔隙度增大、持水力增强
等，还提高了养分状况。这表明，与单一橡胶种植诱发的
土壤肥力和质量退化相比，“近自然模式”橡胶林改良了土
壤、促进了养分的不断累积。

研究人员还探讨了多种多样的橡胶种植模式以缓解
单一橡胶林带来的不良生态环境效益，例如胶农复合生态
系统，在橡胶林下种植合适的经济作物。改造结构单一的
橡胶林对生态环境来说是有利的，但改造过程任重道远。

“近自然模式”橡胶林
土壤结构更健康

容重降低、孔隙度增大、持水力增强

我国古生物学家通过研
究1.6亿年前的化石，揭开了
哺乳动物听觉器官的演化之
谜，证实了与恐龙同时代的贼
兽已具备哺乳动物中耳结构。

1月 28日，云南大学毕
顺东团队和内蒙古自然博物
馆等单位合作，提出叠覆型
砧骨-锤骨关节是中耳听小
骨与下颌脱离的关键一步这
一理论，解决了哺乳动物中
耳和听觉演化研究中存在已
久的难题。

中耳包含的三块听小骨
——镫骨、砧骨和锤骨，是包
括人类在内的现生哺乳动物
骨骼系统中最小的骨头，形成
了从鼓膜到内耳的听觉链。
与之相比，爬行动物的中耳只
有一块镫骨，它们下颌中的关
节骨和头骨中的方骨形成颌
关节，连接下颌和头骨，具有
咀嚼和听觉双重功能。爬行
动物演化为哺乳动物过程中，
方骨和关节骨逐渐演变成砧
骨和锤骨，才形成了“三骨鼎
立”的敏锐听觉结构。但是，
爬行动物的方骨和关节骨究
竟是如何与下颌发生分离，从
而演化成听小骨呢？

云南大学和内蒙古自然
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对来自
河北省青龙县中晚侏罗世的
燕辽生物群的一个标本进行
研究。这个标本归属于双钵
翔齿兽，具有滑翔的翼膜，是

贼兽的一种。标本的两侧非
常罕见地原位保存了完整的
听小骨和关节结构。通过对
听骨细微形态和关节结构的
研究发现，贼兽类的听小骨
明显已与下颌分离，没有麦
氏软骨相连，属于典型的哺
乳动物中耳。两块听小骨，
砧骨、锤骨与现生鸭嘴兽类
相同，为上下叠覆的连接方
式。这种连接方式，允许砧
骨、锤骨之间发生微小运动，
从而为下颌相对于头骨的运
动提供了空间，最终促成了
听小骨与下颌的完全分离。

这种连接方式首先在中
生代哺乳动物各个支系的早
期成员中体现，在现生鸭嘴
兽（单孔类）、有胎盘类和有
袋类的个体发育早期阶段也
可见及，是中耳听小骨从具
有咀嚼和听觉双重功能过渡
到单一听觉功能的关键。在
白垩纪的真三尖齿兽、多瘤
齿兽和对齿兽类群中有了更
进一步的体现——砧骨相对
于锤骨位置后移形成部分叠
覆。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
两块小骨与下颌完全分离，
不断缩小进入中耳且专职听
力，成为听小骨。由此可见，
中耳的演化是自然选择，不
由下颌咀嚼功能决定。

《自然》杂志评论该研究
成果：“这是哺乳动物演化的
经典童话。”

没有青藏高原长高
就没有江南水乡？
研究揭示：我国东南部的冬季风因为青藏高原海拔升

高而减弱，冬季降雨量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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