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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是一个以丰富的渐新世至更新世的古动物化石为特色的地质奇观。

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主要发育４个古动物化石群：底部红色砂砾岩中埋藏着距今３０Ｍａ的巨犀动物群；下部

河湖地层中，埋藏着１３Ｍａ前的铲齿象动物群；中部以红土为主，埋藏着距今１０Ｍａ左右的三趾马动物群；上部黄

土堆积中埋藏着２Ｍａ前的真马动物群。这些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记录了渐新世以来地球历史的丰富信息和演化

过程，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历史的重要证据。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孕育了分布密集、保存完好、种类繁多

的古动物化石，且甘肃和政临近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联点。这些世界罕见的古动物化

石，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藏价值、游览价值、科普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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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主要发育在临夏

盆地，主要分布于甘肃和政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

园范围内。临夏盆地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个新

生代断陷盆地，它位于祁连山与西秦岭之间，四周被

基岩山地所包围，其西以积石山逆冲断裂与青藏高

原分界，北以马衔山、兴隆山等与兰州盆地相隔，南

与属青藏高原一部分的甘南高原毗邻，其间隔以西

秦岭北麓边界断裂，属古近纪大型陇中盆地的西南

隅。盆地中新生界非常发育，大致以大夏河近南北

向的正断层为界，将盆地一分为二。西部盆地紧接

青藏高原，古近纪红层厚达１６００ｍ，并已强烈变形

和褶皱。东部盆地仅南侧与西秦岭相接，构造相对

稳定，古近纪红层在盆地中部仅厚约４００～５００ｍ，

地层水平，延伸稳定。整个盆地在红层之上均为

１００～４００ｍ左右的新近纪湖相地层和黄土。甘肃

临夏盆地发育并出露从渐新世至全新世的连续沉积

序列，其中含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我国，也是

整个欧亚大陆，晚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最富集的地

区之 一 （Ｄｅｎｇ 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临夏盆地以晚渐新世巨犀动物群、中中新世

铲齿象动物群、晚中新世三趾马动物群和早更新世

真马动物群的化石最为丰富（ＸｉｅＪｕｎｙｉ１９９１；Ｔｏｎｇ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ＷａｎｇＢａｎ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ＸｉｅＧｕａｎｇｐｕ１９９９，２０１１；ＷａｎｇＳｈｉｑｉ

２０１４；Ｄｅ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１ｂ，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２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３ｂ，２０１３ｃ，２０１４；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

２００４ｃ，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哺乳动物对气候环境的变化极

其敏感，而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的大幅度隆升对气

候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肯定会反映在哺乳动物群

的更替上。临夏盆地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

渡地带，在青藏高原隆升的晚新生代关键时段（Ｌｉ

Ｊ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既有能准确判

定时代的哺乳动物化石组合，又有广泛出露的能够

反映气候环境演变的沉积物，从河湖相突然转变为

与风积作用有关的红粘土，又至黄土，这些都为甘肃

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形成的环境演化研究提供

了很好的基础。

１　地质背景

临夏盆地是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拉脊山东侧的

积石山和西秦岭北缘山前的一个山前拗陷盆地

（Ｋａｎｇ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ａｎｄＬｉＪｉｊｕｎ，１９９３；ＺｈｏｎｇＷｅ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ＬｉＪ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图１）。早新生代期间，该区一直是巨大的内陆湖

盆，沉积了巨厚的陆相沉积物，后期这一湖盆遭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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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临夏盆地地质概况（据Ｚｈｏ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Ｊ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１修改）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Ｚｈｏ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Ｊ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１—冲积物；２—黄土；３—古近系－新近系；４—砾岩；５—基岩；６—花岗岩；７—断裂；８—山峰；９—城镇；１０—化石产区

１—Ａｌｌｕｖ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ｌｏｅｓｓ；３—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Ｎｅｏｇｅｎｅ；４—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５—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ｒｏｃｋ；６—ｇｒａｎｉｔｅ；

７—ｆａｕｌｔ；８—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ｐｅａｋ；９—ｔｏｗｎ；１０—ｆｏｓｓｉ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隆起并褶皱成山，形成典型的挤压型盆岭构造，成为

青藏高原向北东方向扩展的最新组成部分。晚新生

代地层基本水平，构造变形不明显。但盆地西部由

于受拉脊山断裂和西秦岭北缘断裂的控制和影响，

已强烈褶皱和变形，形成一个北北西向的不对称背

斜构造，反映了拉脊山断裂由西向东逆冲和扩展的

特征。盆地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应于相关的逆冲

构造事件，早期的深水环境可以解释为活动的逆冲

构造带位于盆地较远的位置；后期由于逆冲造山带

向前推进，发生在７．８Ｍａ左右的构造变动引起的

挠曲使盆地沉降量减少，大量碎屑的输入形成浅水

型沉积，同时在盆地内开始发育生长地层，形成生长

不整合。１．８Ｍａ左右临夏盆地内部的褶皱变形最

终形成，整个盆地结束了沉积历史，开始遭受侵蚀作

用（ＬｉＪ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ＸｉｅＧｕａｎｇｐｕ１９９９，

２０１１；ＬｉｕＸｉｕ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２　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分布的地层

划分

　　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ｃ）ａｎｄＸｉｅＪｕｎｙｉ

（１９９１）认为原来的临夏组４个段全部属于中新世

（即现今的晚中新世），将其第一、二段命名为椒子沟

组，时代为早中新世；将以第三段为主的地层命名为

东乡层，时代为中中新世；将临夏组一名限于原划

０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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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第四岩性段，时代为晚中新世。ＬｉＪｉｊｕ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５）对临夏盆地的晚新生代地层重新进行了详

图２　临夏盆地新生代地层综合柱状图（据Ｄｅ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修改）

Ｆｉｇ．２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

１—马兰黄土；２—午城黄土；３—红粘土；４—泥岩；５—粉砂岩；６—砂岩；７—砾岩；８—花岗岩；９—钙结核；

１０—泥灰岩；１１—古土壤；１２—透镜体；１３—化石层；１４—不整合

１— Ｍａｌａｎｌｏｅｓｓ；２—Ｗｕｃｈｅｎｇｌｏｅｓｓ；３—ｒｅｄｃｌａｙ；４—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５—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６—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７—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８—ｇｒａｎｉｔｅ；

９—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ｃｏｎ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１０—ｍａｒｌｉｔｅ；１１—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１２—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ｒｂｏｄｙ；１３—ｆｏｓｓｉｌｂｅｄ；１４—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细的划分，命名了一套全新的岩石地层单位，并进

行了以古地磁为主 要方法 的年龄测 定。Ｆａｎｇ

１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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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ｏｍｉ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利用磁性地层学对临

夏盆地新生代地层绝对年代进行了测定与划分。

ＧｕＺｕ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ａ，１９９５ｂ）利用古生物化石

对临夏盆地古近系地层进行了研究。ＤｅｎｇＴ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ａ，２０１３ａ）综合前人资料也进行了地层划

分（图２）。

２１　早渐新世他拉组

主要分布于东乡县东塬乡毛沟一带，不整合于

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之上，岩性可分为三段：下段为

紫红色砂砾岩，产准同生石膏；中段为紫红色粉砂岩

和泥岩互层，钙质胶结强烈；上段为块状紫红色泥

岩；厚度９０ｍ（ＺｈａｎｇＫｅｘ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２２　晚渐新世椒子沟组

主要分布于东乡县东塬乡椒子沟一带。岩性可

分为上下两段：下段为褐黄色砂岩和砂砾岩，夹少量

紫红色泥岩，含石膏，产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啮齿类

的阿尔泰查干鼠（犜狊犪犵犪狀狅犿狔狊犪犾狋犪犻犮狌狊），肉齿类的

巨翼齿兽（犕犲犵犪犾狅狆狋犲狉狅犱狅狀ｓｐ．），奇蹄类的霍尔果

斯准噶尔巨犀（犇狕狌狀犵犪狉犻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狅狉犵狅狊犲狀狊犲）等和

偶蹄类的巨颌副繠（犘犪狉犪犲狀狋犲犾狅犱狅狀犿犪犮狉狅犵狀犪狋犺狌狊）

等；上段为褐红色泥岩，具韵律层理，含大量石膏。

２３　中中新世早期东乡组

主要分布于广河县买家巷乡达浪沟一带，岩性

为黄色砂砾岩、钙质胶结粉砂岩、砂岩夹少量泥岩，

递变为紫红色泥岩夹青灰色泥灰岩条带。所含哺乳

动物化石包括食肉类的半熊（犎犲犿犻犮狔狅狀ｓｐ．），长鼻

类的嵌齿象（犌狅犿狆犺狅狋犺犲狉犻狌犿ｓｐ．），奇蹄类的安琪

马（犃狀犮犺犻狋犺犲狉犻狌犿犵狅犫犻犲狀狊犻狊）等。

２４　中中新世晚期老沟组

主要分布于和政县三合镇老沟、广河县朱家川、

虎家梁等地。岩性可分为上下两段：下段为灰色、黄

色含砾砂岩，胶结疏松，为主要的化石层位，产哺乳

动物化石，包括食肉类的德氏半熊 （犎犲犿犻犮狔狅狀

狋犲犻犾犺犪狉犱犻）等，长鼻类的谷氏铲齿象（犘犾犪狋狔犫犲犾狅犱狅狀

犵狉犪狀犵犲狉犻）等，奇蹄类的戈壁安琪马（犃狀犮犺犻狋犺犲狉犻狌犿

犵狅犫犻犲狀狊犻狊）等和偶蹄类的库班猪（犓狌犫犪狀狅犮犺狅犲狉狌狊

犵犻犵犪狊）等；上段为灰色、局部呈锈黄色砾岩。老沟组

为河流相沉积，厚度变化较大，最厚超过５０ｍ。

２５　晚中新世柳树组

主要分布于和政县吊滩、新庄、关滩沟、卜家庄、

达浪、买家集、三合、卅里铺，广河县阿力麻土、官坊、

买家巷、庄禾集，东乡县那勒寺等地。岩性均一，为

褐黄色粉砂质泥岩，含大量２～１０ｃｍ的钙质结核

层。该组厚度在不同剖面差别很大，主要由后期差

异侵蚀作用造成。在盆地中部厚度为１００ｍ左右，

在靠近盆地西南缘，夹有多层砾石，厚度可达近２００

ｍ。该组中可以明显地分为下、中、上３个三趾马动

物群化石层位，已知的种类包括啮齿类的原鼢鼠

（犘狉狅狊犻狆犺狀犲狌狊ｓｐ．）等，食肉类的鼬鬣狗（犐犮狋犻狋犺犲狉犻狌犿

ｓｐ．）、巨 鬣 狗 （犇犻狀狅犮狉狅犮狌狋犪犵犻犵犪狀狋犲犪）、剑 齿 虎

（犕犪犮犺犪犻狉狅犱狌狊ｓｐ．）等，长鼻类的保德四棱齿象（犜．

犲狓狅犾犲狋狌狊）等，奇蹄类的三趾马（犎犻狆狆犪狉犻狅狀ｓｐ．）、维

氏大唇犀（犆犺犻犾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狑犻犿犪狀犻）等和偶蹄类的萨

摩兽（犛犪犿狅狋犺犲狉犻狌犿ｓｐ．）、步氏和政羊（犎犲狕犺犲狀犵犻犪

犫狅犺犾犻狀犻）等（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２０００）。

２６　早上新世何王家组

主要分布于广河县城关、和政县三合、东乡县龙

担一带。岩性分为两段：下段为砂砾岩，钙质胶结或

未胶结；上段为褐黄色粉砂质泥岩（红粘土），含大量

钙质结核。该组厚度极不稳定，在不少地点被完全

剥蚀，其底砾岩的变化也很大。最大厚度６０ｍ，其

中底砾岩厚１１ｍ，红粘土厚４９ｍ。红粘土中产哺

乳动物化石，包括啮齿类的甘肃豪猪（犎狔狊狋狉犻狓

犵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食肉类的豹鬣狗 （犆犺犪狊犿犪狆狅狉狋犺犲狋犲狊

ｓｐ．）、奇蹄类的三趾马（犎犻狆狆犪狉犻狅狀ｓｐ．）和偶蹄类的

古麟 （犘犪犾犪犲狅狋狉犪犵狌狊ｓｐ．）、中 华 羚 （犛犻狀狅狋狉犪犵狌狊

ｓｐ．）等。

２７　晚上新世积石组

主要分布于和政县三合，东乡县龙担等地。为

灰黑色砾岩，坚硬，钙质胶结，表面常被钙质壳包裹；

砾石成分复杂，主要为石英岩、板岩和火成岩；磨圆

和滚圆均好，可见巨砾；局部含黑色薄层、具斜层理

的砂岩和棕红色粉砂岩透镜体。该组厚度变化较

大，通常为１０～３０ｍ（ＺｈａｎｇＫｅｘ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２８　早更新世东山组

主要分布于东乡县龙担一带。分为３段：下段

为褐黄色湖相粉砂岩，含层状钙质结核，产真马

（Ｅｑｕｕｓ）等化石，厚３５ｍ；中段为褐黑色湖沼相粉砂

岩，含腐树，厚３０ｍ；上段为块状含大量钙质结核的

褐黄色湖相粉砂岩，厚１２ｍ。在盆地东部，与东山

组下段相当的层位为黄土堆积，应相当于中国中、东

部的午城黄土，碳酸钙结核个体大，多呈块状，分布

于古土壤层的底部和黄土层中，成形差，结核与黄土

之间的界线不清，呈过渡关系。黄土中含丰富的哺

乳动物化石，包括啮齿类的甘肃模鼠（犕犻犿狅犿狔狊犮犳．

犵犪狀狊狌狀犻犮狌狊）等，兔形类的矮脚丝绸兔（犛犲狉犻犮狅犾犪犵狌狊

犫狉犪犮犺狔狆狌狊）， 灵 长 类 的 甘 肃 副 长 吻 猴

（犘犪狉犪犱狅犾犻犮犺狅狆犻狋犺犲犮狌狊犵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食肉类的龙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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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犆． 犾狅狀犵犱犪狀犲狀狊犻狊）、锯 齿 虎 （犎狅犿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犮狉犲狀犪狋犻犱犲狀狊）、泥 河 湾 巨 颏 虎 （犕犲犵犪狀狋犲狉犲狅狀

狀犻犺狅狑犪狀犲狀狊犻狊）等，奇 蹄 类 的 中 国 长 鼻 三 趾 马

（犎犻狆狆犪狉犻狅狀狊犻狀犲狀狊犲）、埃氏马（犈狇狌狌狊犲犻狊犲狀犿犪狀狀犪犲）

等和偶蹄类的野猪（犛狌狊ｓｐ．）、步氏羚羊（犌犪狕犲犾犾犪

犮犳．犫犾犪犮犽犻）（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４ａ）。

３　主要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发育特征

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按地层时代划分

主要发育出产４个古动物化石群：底部红色砂砾岩

中埋藏着距今３０Ｍａ的巨犀动物群；下部河湖地层

中，埋藏着１３Ｍａ前的铲齿象动物群；中部以红土

为主，埋藏着距今１０Ｍａ左右的三趾马动物群；上

部黄土堆积中埋藏着２Ｍａ前的真马动物群。甘肃

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产地主要分布于甘肃和政

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范围内（ＺｈａｏＴ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园区内有老沟化石点、桦林化石点等２２

处重要地质遗迹化石点，园区外有龙担真马动物群

化石点等６处重要地质遗迹化石点。大部分出土古

动物化石保存在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中。

３１　晚渐新世巨犀动物群

以准噶尔巨犀（Ｄｚｕｎｇａｒｉｏｔｈｅｒｉｕｍ）为代表的晚

渐新世哺乳动物群产于椒子沟组下部的砂砾岩中，

代表性地质遗迹化石点为东乡县东塬乡他拉化石

点。包括啮齿类的阿尔泰查干鼠（犜狊犪犵犪狀狅犿狔狊

犪犾狋犪犻犮狌狊），肉齿类的巨翼齿兽 （犕犲犵犪犾狅狆狋犲狉狅犱狅狀

ｓｐ．），奇 蹄 类 的 河 套 裂 爪 兽 （犛犮犺犻狕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狅狉犱狅狊犻狌犿）、三趾原犀（犜狉犻狆犾狅狆狌狊ｓｐ．）、阿尔丁犀

（犃狉犱狔狀犻犪 ｓｐ．）、阿 尔 丁 犀 新 种 （犃狉犱狔狀犻犪 ｓｐ．

ｎｏｖ．）、异无角犀（犃犾犾犪犮犲狉狅狆狊ｓｐ．）、霍尔果斯准噶尔

巨 犀 （Ｄｚｕｎｇａｒｉｏｔｈｅｒｉｕｍ ｏｒｇｏｓｅｎｓｅ．）、副 巨 犀

（犘犪狉犪犮犲狉犪狋犺犲狉犻狌犿 ｓｐ．）、龙 佐 犀 （犚狅狀狕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ｓｐ．）、兰州巨獠犀（犃狆狉狅狋狅犱狅狀犾犪狀狕犺狅狌犲狀狊犻狊），偶蹄

类的巨颌副犀（犘犪狉犪犲狀狋犲犾狅犱狅狀犿犪犮狉狅犵狀犪狋犺狌狊）等

（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１９９８；ＤｅｎｇＴ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１ｂ，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２ｂ）。

巨犀是地质历史中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体长

可超过８ｍ，肩高可超过５ｍ，以柔嫩多汁的树叶和

树枝等为食。巨犀是亚洲的土著类型，除在中国有

最为丰富的化石发现以外，在蒙古、哈萨克斯坦、格

鲁吉亚和巴基斯坦等地也有分布。

３２　中中新世铲齿象动物群

铲齿象动物群产于中中新世老沟组的河湖相砂

砾岩中，代表性地质遗迹化石点为老沟园区老沟化

石点（Ｄｅ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２０１４）。化石包括兔

形类 的 跳 兔 （犃犾犾狅狆狋狅狓 ｓｐ．），灵 长 类 的 上 猿

（犘犾犻狅狆犻狋犺犲犮狌狊ｓｐ．），食肉类的德氏半熊（犎犲犿犻犮狔狅狀

狋犲犻犾犺犪狉犱犻）、他伦半犬（犃犿狆犺犻犮狔狅狀狋犪犻狉狌犿犲狀狊犻狊）、通

古尔中鬣狗（犘犲狉犮狉狅犮狌狋犪狋狌狀犵狌狉犲狀狊犻狊），长鼻类的嵌

齿 象 （犌狅犿狆犺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ｓｐ．）、谷 氏 铲 齿 象

（犘犾犪狋狔犫犲犾狅犱狅狀犵狉犪狀犵犲狉犻）、轭齿象（犣狔犵狅犾狅狆犺犾狅犱狅狀

ｓｐ．）（图３ａｂ），奇蹄类的戈壁安琪马（犃狀犮犺犻狋犺犲狉犻狌犿

犵狅犫犻犲狀狊犻狊）、奇无角犀（犃犻犮狅狉狀狅狆狊ｓｐ．）、马德里西班

牙 犀 （犎犻狊狆犪狀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犿犪狋狉犻狋犲狀狊犲 ）、 爪 兽

（犆犺犪犾犻犮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ｓｐ．），偶 蹄 类 的 蒙 古 利 齿 猪

（犔犻狊狋狉犻狅犱狅狀犿狅狀犵狅犾犻犲狀狊犻狊）、库班猪（犓狌犫犪狀狅犮犺狅犲狉狌狊

犵犻犵犪狊）（图 ３ｃ）、通 古 尔 古 麟 （犘犪犾犪犲狅狋狉犪犵狌狊

狋狌狀犵狌狉犲狀狊犻狊）、土耳其羊（犜狌狉犮狅犮犲狉狌狊ｓｐ．）等。

临夏盆地的铲齿象动物群中以长鼻类最为丰

富，除铲齿象以外，还有嵌齿象和轭齿象。近年来和

政地区发现的较完整铲齿象 （犌狅犿狆犺狅狋犺犲狉犻狌犿ｓｐ．）

头骨和下颌化石已有６０多件，这一数字超过了世界

上任何一个铲齿象动物群化石的出土地。铲齿象是

一类现已灭绝的古代象，其颊齿仍然为低冠齿，但下

颌特化，前端伸长变宽，一对门齿变长板状，恰似一

把大铁铲，故名之。它生存于距今大约１５Ｍａ～１２

Ｍａ的中中新世，主要分布于亚洲和欧洲东部，是这

一地质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性动物。铲齿象化石虽

然在整个旧大陆到处都有所发现，但最典型、最好的

化石主要是在我国发现的。更为珍贵的是，和政古

动物化石中有一套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好的铲齿象个

体发育史系列头骨标本（图３ｂ）。这对研究铲齿象

个体发育、生物演化和全面了解当时的古地理、古气

候与环境有重要的意义。

３３　晚中新世三趾马动物群

三趾马动物群主要产于晚中新世的柳树组红粘

土中，已发现的地质遗迹化石点分布广泛，在临夏盆

地的许多地方都有产地（ＣｈｅｎＳｈａｏｋｕ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Ｌ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代表性化石点为桦林园

区的小红崖、半苍岭、桦林、古鲁山，老沟园区的曹家

山、南阳山，广河县的寺沟、武家坪，积石山县的龙

光，临夏县的龙卧。已知的种类包括啮齿类的原鼢

鼠 （犘狉狅狊犻狆犺狀犲狌狊 ｓｐ．）、副 竹 鼠 （犘犪狉犪狉犺犻狕狅犿狔狊

犺犻狆狆犪狉犻狅狀狌犿）、甘肃豪猪（犎狔狊狋狉犻狓犵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食

肉类的短吻犬 （犛犻犿狅犮狔狅狀ｓｐ．）、中华副美洲獾

（犘犪狉犪狋犪狓犻犱犲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近狼獾（犘犾犲犻狊犻狅犵狌犾狅ｓｐ．）、

原臭 鼬 （犘狉狅犿犲狆犺犻狋犻狊ｓｐ．）、霍 氏 原 臭 鼬 （犘．

犺狅狅狋狅狀犻）、大密 齿獾 （犕犲犾狅犱狅狀犿犪犼狅狉犻）、中华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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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临夏盆地中中新世铲齿象动物群古动物化石特征

Ｆｉｇ．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Ｐｌａｔｙｂｅｌｏｄｏｎ

ｆａ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

（ａ）—铲齿象复原骨架化石；（ｂ）—从幼年到成年的系列

铲齿象头骨化石；（ｃ）—库班猪复原骨架化石

（ａ）—Ｐｌａｔｙｂｅｌｏｄｏｎ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ｂ）—Ｐｌａｔｙｂｅｌｏｄｏｎｓｋｕｌｌｆｏｓｓｉｌｓ

ｓｅｒｉｅｓ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ｏ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ｃ）—Ｋｕｂａｎｏｃｈｏｅｒｕｓｇｉｇａｓ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

（犛犻狀犻犮狋犻狊ｓｐ．）、鼬鬣狗（犐犮狋犻狋犺犲狉犻狌犿ｓｐ．）（图４ａ）、鬣

形兽（犎狔犪犲狀犻犮狋犻狋犺犲狉犻狌犿犺狔犪犲狀狅犻犱犲狊）、翁氏鬣形兽

（犎．狑狅狀犵犻犻）、变异副鬣狗（犃犱犮狉狅犮狌狋犪狏犪狉犻犪犫犻犾犻狊）、

巨鬣狗（犇犻狀狅犮狉狅犮狌狋犪犵犻犵犪狀狋犲犪）（图４ｂ）、剑齿虎

（犕犪犮犺犪犻狉狅犱狌狊 ｓｐ．）（图 ４ｃ）、巴 氏 剑 齿 虎

（犕犪犮犺犪犻狉狅犱狌狊狆犪犾犪狀犱犲狉犻）、野猫（犉犲犾犻狊ｓｐ）、后猫

（犕犲狋犪犻犾狌狉狌狊ｓｐ．）（图４ｄ）、小后猫（犕．犿犻狀狅狉），长鼻

类的四棱齿象（犜犲狋狉犪犾狅狆犺狅犱狅狀ｓｐ．）、保德四棱齿象

（犜．犲狓狅犾犲狋狌狊）、奇蹄类的三趾马（犎犻狆狆犪狉犻狅狀ｓｐ．）

（图４ｅ）、东乡三趾马（犎．犱狅狀犵狓犻犪狀犵犲狀狊犲）、贾氏三

趾马（犎．犮犺犻犪犻）、渭河三趾马（犎．狑犲犻犺狅犲狀狊犲）、腔脊

三趾 马 （犎． 犮狅犲犾狅狆犺狔犲狊）、膜 鼻 三 趾 马 （犎．

犱犲狉犿犪狋狅狉犺犻狀狌犿）、和 政 无 鼻 角 犀 （犃犮犲狉狅狉犺犻狀狌狊

犺犲狕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图４ｆ）、维氏大唇犀（犆犺犻犾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狑犻犿犪狀犻）、伊朗犀（犐狉犪狀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犿狅狉犵犪狀犻）、简单副

板齿犀（犘犪狉犲犾犪狊犿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狊犻犿狆犾狔犿）、临夏副板齿

犀（犘．犾犻狀狓犻犪犲狀狊犲）（Ｄｅ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ａ）、林氏

额鼻 角 犀 （犇犻犮犲狉狅狉犺犻狀狌狊狉犻狀犵狊狋狉狅犿犻）、钩 爪 兽

（犃狀犮狔犾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ｓｐ．），偶 蹄 类 的 斯 氏 弓 颌 猪

（犆犺犾犲狌犪狊狋狅犮犺狅犲狉狌狊狊狋犲犺犾犻狀犻）、弱獠猪 （犕犻犮狉狅狊狋狅狀狔狓

犿犪犼狅狉）、 叉 角 鹿 （犇犻犮狉狅犮犲狉狌狊 ｓｐ．）、 后 麂

（犕犲狋犪犮犲狉狏狌犾狌狊ｓｐ．）、新 罗 斯 祖 鹿 （犆犲狉狏犪狏犻狋狌狊

狀狅狏狅狉狅狊狊犻犪犲）、萨摩兽（犛犪犿狅狋犺犲狉犻狌犿ｓｐ．）（图４ｇ）、舒

氏河南兽（犎狅狀犪狀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狊犮犺犾狅狊狊犲狉犻）、小齿古麟

（犘犪犾犪犲狅狋狉犪犵狌狊犿犻犮狉狅犱狅狀）、羚羊（犌犪狕犲犾犾犪ｓｐ．）、步

氏和政羊（犎犲狕犺犲狀犵犻犪犫狅犺犾犻狀犻）（图 ４ｈ）、中新羚

（犕犻狅狋狉犪犵狅犮犲狉狌狊ｓｐ．）、中华羚（犛犻狀狅狋狉犪犵狌狊ｓｐ．）、原

大羚（犘狉狅狋狅狉狔狓ｓｐ．）、陕西旋角羊（犛犺犪犪狀狓犻狊狆犻狉犪

ｓｐ．）等。

三趾马动物群包括１００多种大型动物，和现在

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群性质接近。三趾马动

物群主要生存于距今约１０Ｍａ～７Ｍａ的晚中新世。

三趾马动物群是哺乳动物演化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动物群。和政地区三趾马动物群储藏量和已采集

的头骨化石数量，是欧亚大陆最丰富的，近年来和政

地区发现的三趾马动物群头骨标本超过６０００件。

和政地区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在数量和质量上不但

超过了中国著名的山西保德和陕西府谷，也超过了

欧洲最著名的希腊Ｐｉｋｅｒｍｉ和Ｓａｍｏｓ。

临夏盆地的三趾马动物群中以犀科化石，尤其

是大唇犀 （犆犺犻犾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的化石最为丰富（Ｑｉｕ

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７）（图４ｆ）。临夏盆地的大唇

犀主 要 是 维 氏 大 唇 犀 （犆犺犻犾狅狋犺犲狉犻狌犿狑犻犿犪狀犻）

（ＤｅｎｇＴａｏ２００１ｂ，２００２ａ；ＣｈｅｎＳｈａｏｋｕ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是临夏盆地三趾马动物群中的一个典型代

表。在和政三趾马动物群化石中，专家们还发现了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鬣狗化石。由于这种鬣狗个体巨

大， 人 们 暂 时 将 其 命 名 为 巨 鬣 狗

（犇犻狀狅犮狉狅犮狌狋犪犵犻犵犪狀狋犲犪）。

步氏和政羊（犎犲狕犺犲狀犵犻犪犫狅犺犾犻狀犻）是在甘肃和政

地区发现的一种牛科动物（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图４ｈ）。和政羊虽然在个体大小和体态上与

现代羊很接近，但其头骨的构造、角的形态和颈部的

特征却与现今仅生存于北美阿拉斯加的麝牛更接

近，是麝牛类早期的祖先类型。和政羊具有短而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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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和政地区晚中新世三趾马动物群古动物化石特征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Ｈｉｐｐａｒｉｏｎｆａ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

（ａ）—鼬鬣狗骨架化石；（ｂ）—鬣狗复原骨架化石；（ｃ）—剑齿虎复原骨架化石；（ｄ）—后猫骨架化石；（ｅ）—三趾马复原骨架化石；

（ｆ）—大唇犀复原骨架化石；（ｇ）—萨摩兽复原骨架化石；（ｈ）—和政羊复原骨架化石

（ａ）—Ｉｃｔｉ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ｐ．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ｂ）—Ｄｉｎｏｃｒｏｃｕｔａ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ｎ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ｃ）—Ｍａｃｈａｉｒｏｄｕｓｓｐ．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ｄ）—Ｍｅｔａｉｌｕｒｕｓｓｐ．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ｅ）—Ｈｉｐｐａｒｉｏｎｓｐ．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ｆ）—Ｃｈｉｌ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ｇ）—Ｓａｍｏｔｈｅｒｉｕｍｓｐ．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ｈ）—

Ｈｅｚｈｅｎｇｉａｂｏｈｌｉｎｉ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ｆｏｓｓｉｌ

的角心，其横切面呈三角形，左右角心的基部在头骨

上非常靠近甚至愈合，这是麝牛亚科的重要特点之

一。和政羊是和政地区三趾马动物群中最有代表性

的动物之一，其数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３４　早更新世真马动物群

以真马（Ｅｑｕｕｓ）为代表的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

产于午城黄土中 （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９；ＷａｎｇＢａｎ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５），代表

性地质遗迹化石点为东乡县那勒寺乡龙担化石点。

已知 的 种 类 包 括 啮 齿 类 的 东 方 高 冠 松 鼠

（犃犲狆狔狅狊犮犻狌狉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小 旱 獭 （犕犪狉犿狅狋犪

狆犪狉狏犪）、河狸（犆犪狊狋狅狉ｓｐ．）、甘肃模鼠（犕犻犿狅犿狔狊

犮犳．犵犪狀狊狌狀犻犮狌狊）、灞河鼠（犅犪犺狅犿狔狊ｓｐ．），兔形类的

矮脚丝绸兔（犛犲狉犻犮狅犾犪犵狌狊犫狉犪犮犺狔狆狌狊），灵长类的安

氏猴 （犕犪犮犪犮犪犮犳．犪狀犱犲狉狊狊狅狀犻）、甘 肃 副 长 吻 猴

（犘犪狉犪犱狅犾犻犮犺狅狆犻狋犺犲犮狌狊犵犪狀狊狌犲狀狊犻狊），食肉类的鸡骨

山狐 （犞狌犾狆犲狊犮犺犻犽狌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德 氏 犬 （犆犪狀犻狊

狋犲犻犾犺犪狉犱犻）、龙担犬（犆．犾狅狀犵犱犪狀犲狀狊犻狊）、短头犬（犆．

犫狉犲狏犻犮犲狆犺犪犾狌狊）、拟震旦豺（犛犻狀犻犮狌狅狀犮犳．犱狌犫犻狌狊）、硕

獾 鼬 （犈犻狉犻犮狋犻狊 狉狅犫狌狊狋犪）、德 氏 狗 獾 （犕犲犾犲狊

狋犲犻犾犺犪狉犱犻）、 进 步 豹 鬣 狗 （犆犺犪狊犿犪狆狅狉狋犺犲狋犲狊

狆狉狅犵狉犲狊狊狌狊）、桑氏硕鬣狗（犘犪犮犺狔犮狉狅犮狌狋犪犾犻犮犲狀狋犻）、河

南 斑 鬣 狗 （犆狉狅犮狌狋犪 犺狅狀犪狀犲狀狊犻狊）、锯 齿 虎

（犎狅犿狅狋犺犲狉犻狌犿 犮狉犲狀犪狋犻犱犲狀狊）、泥 河 湾 巨 颏 虎

（犕犲犵犪狀狋犲狉犲狅狀 狀犻犺狅狑犪狀犲狀狊犻狊）、临 夏 西 瓦 猎 豹

（犛犻狏犪狆犪狀狋犺犲狉犪犾犻狀狓犻犪犲狀狊犻狊）、古中华虎（犘犪狀狋犺犲狉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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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犪犾犪犲狅狊犻狀犲狀狊犻狊）、德氏猫（犉犲犾犻狊狋犲犻犾犺犪狉犱犻）、山西猞猁

（犔狔狀狓狊犺犪狀狊犻狌狊），奇 蹄 类 的 中 国 长 鼻 三 趾 马

（犎犻狆狆犪狉犻狅狀狊犻狀犲狀狊犲）、埃氏马（犈狇狌狌狊犲犻狊犲狀犿犪狀狀犪犲）

（图５ａ）、泥河湾披毛犀（犆狅犲犾狅犱狅狀狋犪狀犻犺狅狑犪狀犲狀狊犻狊）

（图５ｂ）、黄昏爪兽（犎犲狊狆犲狉狅狋犺犲狉犻狌犿ｓｐ．），偶蹄类的

野猪 （犛狌狊ｓｐ．）、龙 担 日 本 鹿 （犖犻狆狆狅狀犻犮犲狉狏狌狊

犾狅狀犵犱犪狀犲狀狊犻狊）、步氏羚羊（犌犪狕犲犾犾犪犮犳．犫犾犪犮犽犻）、短

角丽牛（犔犲狆狋狅犫狅狊犫狉犲狏犻犮狅狉狀犻狊）和秀丽半牛（犎犲犿犻犫狅狊

犵狉犪犮犻犾犻狊）等。

在早更新世真马动物群中，埃氏马是在和政地

区早更新世黄土地层中发现的一种新的真马化石，

埃氏马（犈狇狌狌狊犲犻狊犲狀犿犪狀狀犪犲）是世界上最大的真马

（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ａ），它的头骨长度

达到０．７３ｍ，同时它的脸部无论从绝对还是相对两

个方面来说在马类中都最长的，也就是说，它具有世

界上最长的马脸。在和政真马动物群中，还发现了

一件 目 前 世 界 上 年 代 最 为 久 远 的 披 毛 犀

（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ｎｉｈｏｗａｎｅｎｓｉｓ）完整头骨化石 （Ｑｉｕ

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ａ；ＤｅｎｇＴａｏ２００２ｂ），以

往发现的披毛犀化石大都在距今０．５Ｍａ～０．４Ｍａ

左右，而和政地区发现的披毛犀化石却在距今２．５

Ｍａ～２．１Ｍａ之间。披毛犀是已绝灭的最著名的冰

期动物之一，具有非常粗壮的骨架、厚重的皮毛和巨

大的前角。披毛犀化石出现于第四纪初期，因此，和

政地区的披毛犀是大冰期开始的一个重要指示。

４　讨论

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化石群主要形成于

３０Ｍａ前的渐新世至距今１０Ｋａ的更新世，由于生

物与环境密切相关，而哺乳动物对环境的变化尤其

敏感，因此我们可以从临夏盆地的化石中了解过去

地球环境的特点和变化。正是地质地貌和生态环境

的改变，导致了临夏盆地分别以巨犀、铲齿象、三趾

马和真马为代表的各个动物群的更替（Ｔｏ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

临夏盆地的巨犀动物群生活于３０Ｍａ前的渐

新世晚期，那时以温暖湿润的森林环境为主，间杂有

一些开阔地带。巨犀动物群中已知的种类中以各种

犀牛占绝对优势，还有爪兽和巨猪等，捕猎性的动物

相当原始，只存在少量的巨翼齿兽。临夏盆地位于

青藏高原北缘，而在青藏高原南缘巴基斯坦的渐新

世地层中也有巨犀化石。由此可以推测，青藏高原

可能在渐新世发生了第一次范围较大的隆升，但隆

升的幅度不太大，还不足以阻挡大型哺乳动物的交

图５　和政地区早更新世真马动物群古动物化石特征

Ｆｉｇ．５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Ｅｑｕｕｓ

ｆａ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ｘｉａＢａｓｉｎ

（ａ）—埃氏马头骨化石；（ｂ）—披毛犀头骨化石

（ａ）—Ｅｑｕｕｓｅｉｓｅｎｍａｎｎａｅｓｋｕｌｌｆｏｓｓｉｌ；

（ｂ）—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ｎｉｈｏｗａｎｅｎｓｉｓｓｋｕｌｌｆｏｓｓｉｌ

流，巨犀、巨獠犀和爪兽等都还可以在“青藏高原”的

南北之间自由地迁徙（ＤｅｎｇＴａｏ２００４ｂ，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ｂ）。巨犀化石在临夏盆地的发现反映出晚渐

新世时期该地区森林广布，能够支持食量巨大的巨

犀生存（Ｑｉｕ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２００４ｂ）。

从距今３０Ｍａ到１５Ｍａ，中国西北的生物和环

境经历干旱气候的波动，但又重新回到森林环境，并

比３０Ｍａ前更加温暖和湿润。临夏盆地的铲齿象

动物群生活在１３Ｍａ前的中中新世，根据铲齿象特

有的板形下颌联合部可以推断其以水生植物为食。

铲齿象具有釉质厚实的研磨剪切功能结构型颊齿，

适合于咀嚼掺合少量泥砂的柔嫩短纤维水生植物，

因而铲齿象的生活环境中必定有丰富的水体存在

（图３ａｂ）。铲齿象在青藏高原北侧的很多地点都有

发现，但与巨犀的情况不同，在青藏高原南侧的印巴

次大陆却见不到铲齿象的踪迹，这反映出青藏高原

此时已经隆升到足以阻碍动物交流的高度。沉积地

层也显示，这铲齿象动物群化石都产于河湖相的砂

砾岩地层中。

在距今１２Ｍａ的中新世中、晚期之交，临夏盆

地发生了剧烈的气候环境变化，森林消失了，代之以

半干旱的稀树草原，季节性变化加强。此时三趾马

生活在地势低平的热带，亚热带森林草原上，它分布

极其广泛，在欧亚大陆，北美及非洲都有过它的足

迹，是上新世动物的典型。和它共生的动物有犀牛、

长颈鹿，羚羊等，总称三趾马动物群。在我国华北，

西北地区及印度北部等地的上新世地层中，三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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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群化石常有出现。这说明当时三趾马动物群生

活的地方，地势比较低，气候也比较暖湿。临夏盆地

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不但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了山

西保德和陕西府谷，甚至也超过了欧洲最著名的希

腊Ｐｉｋｅｒｍｉ和Ｓａｍｏｓ。三趾马动物群在高等分类单

位的组成上已与现代哺乳动物格局相似（Ｔｏｎｇ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它们的出现，使临夏盆地

在中新世晚期成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时期（图

４）。沉积地层研究表明，三趾马动物群化石产在与

风成作用有关的褐黄色粉砂质泥岩层中。

随着地球进入一个新的气候阶段，全球环境在

第四纪（距今２．５９Ｍａ以来）初期发生剧变，周期性

的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自此以后达到了顶峰。临夏

盆地也在更新世（距今２．５９Ｍａ～１０Ｋａ）早期历经

了同样的过程，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环境成为多样

性较低的寒带干旷草原，真马动物群也随之替代了

曾经盛极几百万年的三趾马动物群。在马类演化中

面部扩展是为了适应变大的食草性牙齿组合，以便

处理低消化率的硬草。马类头骨的面部长度与取食

的植物类型有关，更大的面部长度能够容纳更长的

颊齿列，以便能更有效地咀嚼和研磨干旱环境中少

汁的硬草 （ＪａｎｉｓＣＭ １９７６；ＲａｄｉｎｓｋｙＬＲ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因此，埃氏马巨大的体型显示其可能生活在

一个寒冷干旱的高纤维硬草植被环境。临夏盆地的

真马动物群在组成上是很特殊的，小哺乳动物特别

少，缺乏食虫类和小型鼬类；食肉类化石特别多，在

种数上几乎占目前已知该动物群总种数的一半；偶

蹄类，如鹿和羚羊的数量很少。上述特点与已发现

的大多数更新世早期哺乳动物群的组成都不同，这

种不均衡的分布现象很可能就是临夏盆地真马动物

群本身的特点，而且与现代高原动物群有着惊人的

相似性。与真马动物群同时代的沉积黄土也显示，

当时为干旱寒冷的气候条件（ＤｅｎｇＴａｏ，２００４ｂ，

２００９；ＬｉＪｉｊｕｎ，２０１３）。

５　结论

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主要发育老沟、

桦林等２８个重要地质遗迹化石点，４个按地层时代

划分的古动物化石群：底部红色砂砾岩中埋藏着距

今３０Ｍａ的巨犀动物群，生存在温暖湿润的森林环

境；下部河湖相地层中，埋藏着距今１３Ｍａ的铲齿

象动物群，生存在森林更加茂密，水体更加丰富的环

境中；中部以红土为主，埋藏着距今１０Ｍａ左右的

三趾马动物群，生存在半干旱的稀树草原；上部黄土

堆积中埋藏着２Ｍａ前的真马动物群，生存在干旱

寒冷的气候条件下。

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出土的古动物化

石大部分保存在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中，馆藏的

渐新世以来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绝大多数标本相当

完整。出土的化石填补了我国古脊椎动物化石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其数量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保

存之完好，世界罕见，富含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连续剖

面也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历史不可多得的证据。为

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的地质遗迹，甘肃和政古生物

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已于２０１３年揭碑开园。甘肃和

政临近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中联点，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地质遗迹具有极高的

游览价值、珍藏价值、科普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致谢：在２０１３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协助甘肃临夏

州政府举办甘肃和政古生物国家地质公园揭碑开园

和中国和政古动物化石保护与开发学术研讨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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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本文为三方合作部分成果，和政县国土资源

局和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对本文给予了相关帮

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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