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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鼠兔科动物
在中国青藏高原大量
分布，它对环境特别
敏感，堪称环境变化
的“晴雨表”，尤其
是 对 今 天 生 物 多 样
性、青藏高原环境保
护等均有重要研究意
义。例如新疆的伊犁
鼠兔，现已列入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中新社记者：在
兔子起源演化研究过
程中，中国科学家与

国际同行开展了哪些
合作研究？有什么代
表性合作成果？未来
国际合作研究有何计
划安排？

李茜：兔子起源
演 化 研 究 中 ， 中 科
院古脊椎所在20世纪
70年代发现安徽模鼠
兔化石之后，很快进
行研究工作并将研究
成果带到国际学术会
议、国际合作交流当
中。20世纪80年代，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
提出“鼠兔同源”概
念，并在国际学术会
议上进行展示介绍，
随即引起国际学术界
尤其是研究兔形类和
啮齿类专家学者的广
泛关注。

在随后的进一步
研究里，中国不仅对
兔子起源演化开展形
态学研究，也参与到
通过古生物学的形态
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
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当
中。时至今日，无论
是古生物的形态学研
究，还是综合现代分
子生物学的研究，国
际学术界都已认可“
鼠兔同源”概念，安
徽模鼠兔是兔子的“
老祖先”或者说祖先
类型，也成为国际学
界共识。

同时，因为在中
国发现“兔祖先”化
石，以及较为完整的
有 关 兔 演 化 的 化 石

证据，这也吸引非常
多的国际同行到中国
来进行相关国际合作
研究。前面提到，兔
子起源演化研究领域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在破解这些谜题的时
候，中国所拥有丰富
的、重要的兔化石材
料将更富吸引力，相
信未来在这些领域会
有更多国际合作的推
进，产生更多的研究
成果。

值此兔年到来之
际，中科院古脊椎所
科研团队根据安徽模
鼠兔化石研究成果，
对 “ 兔 祖 先 ” 形 象
进行科学复原并完成
生态复原图，展示出
6200万年前潜山盆地
的生态环境面貌，并
成为央视兔年春晚吉
祥物“兔圆圆”的灵
感来源和设计基础，
我们也借此祝大家兔
年新春快乐，在新的
一 年 里 “ 兔 ” 飞 猛

进 、 大 展 宏 “ 兔 ”
。(完)

专家简介：
李茜，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 研 究 所 ( 中 科 院 古
脊 椎 所 ) 研 究 员 ， 博
士。主要从事古近纪
哺乳动物及陆相地层
学方面的研究。重点
研 究 小 型 哺 乳 动 物 (
啮 齿 类 、 兔 形 类 等 )
的分类和系统学，物
种的起源和演化，及
哺乳动物与古环境之
间的协同演化。她迄
今已在国际及国内核
心期刊杂志发表研究
论文70余篇，取得的
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是在中国诸多
地点和层位上首次报
道有关啮齿类和兔形
类化石，对其中不同
门类的起源和演化提
出新的认识、进一步
证实啮齿类的亚洲起
源。二是首次建立起
东亚早始新世至早渐
新世啮齿类化石的连
续演替序列，该序列
明显反映出啮齿类对
同期全球气候、环境
变化的响应；该序列
也成为中国及东亚不
同地区地层划分和对
比的重要参照。三是
推进并解决亚洲哺乳
动物分期与北美及国
际分期之间对比的问
题，建立有年龄标定
的古近纪地层框架，
为中国陆相地层建阶
提供有力支持。

6200万年前“兔祖先”的安徽模
鼠兔化石(右)和5300万年前的远

古道森兔化石。孙自法 摄

李茜研究员展示介绍采自内蒙古
地区约3000万年前一件保留出土
时状态的一只兔子完整骨架化石

材料。孙自法 摄

李茜研究员展示介绍根据6200万
年前“兔祖先”安徽模鼠兔化石研
究成果科学复原的生态复原图。孙

自法 摄

李茜：兔年说兔(下)
谁是地球上兔子的“老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