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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盆地在亚

洲哺乳动物化石研究史上占有极为

特殊而重要的地位。20 世纪 20 年

代,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

织了第三中亚考察团, 这支研究亚

洲地质与古生物有史以来最大的队

伍在内蒙古地区以及蒙古国南部戈

壁沙漠进行了成功的发掘, 其成果

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

为何要派出这样一支考察团呢? 原

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脊椎动

物部的主任, 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奥

斯朋提出了一个观点, 认为所有的

哺乳动物与人类都起源于亚洲, 然

后逐步扩展分布到全世界。结果,

考察团在内蒙古二连地区发现了大

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恐龙和恐龙

蛋化石,由此拉开了二连地区脊椎

动物化石研究的序幕。巨犀是最大

的陆上哺乳动物,一只完全成年的

雄性巨犀站起来超过 7 m, 其体重

根据推算可达 24 t ,这样的庞然大

物相当于 8 只现代白犀的重量, 其

身材不仅大过非洲象, 还要高过长

颈鹿。1922 年中亚考察团首次在二

连附近发现了巨犀化石,随后在更

多的地点找到这种巨兽的材料。然

而 80多年过去了, 巨犀的化石总的

来说还是相当的稀少。因此,我们

又踏上行程,继续追寻巨犀的踪迹。

1 到达二连

夏天的内蒙古考察之旅, 我们的

队伍由 12 个人和 3 辆车组成。出发的

日子,清晨 6 点半就从北京起程了, 沿

八达岭高速公路向北, 到达张家口。

这个季节穿过八达岭, 特别是在早上,

空气格外清新, 而风景也是一年中最

好的,满山翠绿, 一段段长城蜿蜒在山

脊上,气势磅礴。过张家口, 然后奔张

北,再转向化德。

从化德到商都, 200 km 的路途,两

旁再没有好的牧场, 一直是荒漠向天

边延伸,牛羊也很少见到。由此向北,

过朱日和,经赛汉塔拉, 最后到达二连

浩特。

二连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

部的正北方, 东西南三面与美丽富饶

的苏尼特草原相邻, 北与蒙古国东戈

壁省扎门乌德市隔界相望, 是我国与

蒙古国接壤的唯一铁路口岸。二连浩

特市是随着集宁至二连国际铁路的建

设而兴起的。1953 年这条铁路开工修

建, 1956 年北京 � 乌兰巴托 � 莫斯科

国际联运列车正式开通, 以铁路为中

心的建筑群成为二连浩特的雏形。

1956 年设二连浩特镇, 隶属锡林郭勒

盟苏尼特右旗。1957 年升格为旗级,

1966 年国务院批准设二连浩特市。城

市看起来比以前来时更整洁, 这是值

得欣慰的变化。

第二天晴空万里,  蓝蓝的天上白

云飘!, 典型的蒙古草原风景。我们去

二连恐龙博物馆联系工作并参观陈

列,展览以二连盐池出土的恐龙化石

为主,也有一些哺乳动物化石, 主要就

是呼尔井组中的巨犀材料。二连是亚

洲和我国最早发现恐龙化石及恐龙蛋

化石的地区之一, 素有 恐龙之乡! 的

美誉, 已陆续发现盘足龙、欧氏阿莱

龙、鸭嘴龙、似鸟龙、甲龙、角龙和巨盗

龙化石十余种以上, 出土了许多较完

整的恐龙骨骼化石。在博物馆的库房

中还有大量巨犀的肢骨标本, 真是很

可观的收藏,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

2 认识巨犀

我们的野外考察从二连浩特东

面、盐池西岸的巨犀化石产地开始。

首先去看了几个采砂坑, 里面的化石

随处可见,都是巨犀的肢骨, 但没有找

到牙齿化石。这些砂石坑是在平坦的

草原上向下挖掘形成的, 这一带的地

层就是所谓的呼尔井组。随后去了呼

尔井陡坎,化石依然很多, 找到了一排

前臼齿和几枚单独的牙齿和牙齿碎

片,都是犀牛的, 有两栖犀, 还有一种

较小的犀牛。我们沿盐池西岸一直向

南,出露的情况很好, 地面上风化出来

的化石相当多,但还是没有发现牙齿。

整个草原非常干旱, 实际上, 据说

2007 年到目前为止才下过一次雨, 也

只有半个小时。二连完全没有水源,

所用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以外抽取的

地下水靠管道输送过来, 这水还带有

咸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城里,

觉得收获不小。晚上出去散步, 突然

来了沙尘暴,当地人都躲避不及, 我们

也就赶紧回招待所了。

巨犀是亚洲土生土长的土著居

民,也就是说, 它们起源于亚洲 , 主要

分布在亚洲, 后期稍往西扩展到东欧

的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

地, 但它们从未到过北美、西欧和非

洲。在亚洲的中国、蒙古、哈萨克斯坦

和巴基斯坦等地都发现过它们的踪

迹,其中以我国发现的化石最为丰富,

种类最多。巨犀家族最早、最原始的

成员是在我国内蒙古二连盆地中始新

世沉积中发现的小巨犀, 而最晚的代

表是晚渐新世时生活在我国新疆准噶

尔盆地的准噶尔巨犀和巴基斯坦布格

提地区的副巨犀。巨犀家族为什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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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仅在亚洲繁荣分异呢? 这

显然与巨犀家族的生活习性和亚洲当

时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据现生犀牛的生态来推断, 很可

能巨犀也是喜欢潮湿温暖的动物。巨

犀家族成员的体型虽很巨大, 但并不

像现生的犀牛那样笨重, 可以说是巨

大的长腿的犀类。巨犀的颊齿虽然比

现生犀牛的大, 但它们与巨犀头骨大

小的比例却比现生犀类的小, 而且齿

冠仍很低, 构造也较简单、较原始, 与

亚洲现生的犀牛很相似, 而比以草食

为主的非洲白犀的齿冠低很多, 结构

也简单得多。巨犀很可能与亚洲现生

的犀牛食性相似, 以柔嫩多汁的茎叶

等为食。巨犀和现生犀牛的区别还在

于前者的颈椎较长, 巨犀各颈椎的形

态结构,如椎体较窄长、椎体头和椎窝

向前背侧倾斜、与椎体纵轴不垂直而

斜交等,与现生犀牛的区别也很明显,

却与现生的马比较相似。很可能巨犀

在站立时, 其颈部并不像现生的犀牛

那样近于水平延伸, 而是像现生的马

那样向前上方斜伸。另外 , 现生犀类

的桡骨与胫骨的长度相近, 而巨犀类

的前腿明显比后腿长, 特别是桡骨要

比胫骨长许多。这样巨犀在站立时,

它们的前半身抬得明显地比后半身

高。综合分析巨犀的形态特征, 可以

推测巨犀是吃树顶上叶子的动物。

3 马捷茨营地

马捷茨营地是美国中亚考察团的

一个化石地点, 位于二连的西南面, 有

40 km 路程。出了新建的宽阔平整的

二连浩特大街, 我们的车子一头就扎

进了茫茫草原上的土路中。

越野车一直开到马捷茨营地的平

台顶上。这里的地层据原来的认识包

含了阿山头组、伊尔丁曼哈组和呼尔

井组三个层位, 阿山头组是红色的, 伊

尔丁曼哈组灰色, 呼尔井组黄色。阿

山头组中没找到化石, 而上面两层的

化石相当丰富, 以奇蹄类的材料居多,

都是风化后暴露在地表的化石。我发

现了不少, 以一枚雷兽的牙齿最好。

完整的肢骨材料是搜索到的主要

部分。

雷兽是一类在始新世和渐新世时

期非常繁盛的古老奇蹄类, 它们的头

很大, 多半都有角。雷兽的角与犀牛

的角不同, 是由鼻额骨突出形成的骨

质角。雷兽的角一般多用于炫耀, 而

不用于顶撞, 因为这种角十分容易破

碎。虽然与马和犀牛一样都属于奇蹄

目中的成员, 但是雷兽长得既不像马

也不像犀牛。雷兽也是身躯很庞大的

哺乳动物, 其体型通常有现代犀牛的

两倍,但其大脑只有现代犀牛的三分

之一那么大, 因此雷兽不是一种聪明

的兽类, 然而它们却是最成功的哺乳

动物之一。雷兽化石在亚洲、欧洲和

北美洲都有发现。在亚洲发现雷兽化

石的地点很多, 其中以我国内蒙古的

材料最丰富, 在始新世和渐新世地层

中发现了大量的化石。

然后我们再到不远处的另一个地

点,层位比马捷茨营地低一些。整个

下午就在这个地点搜寻, 风特别大, 吹

得人睁不开双眼。但收获不错, 人多

力量大, 找到了各种各样的骨头。我

自己最满意的发现是一枚恐角兽的完

整髌骨。恐角兽是古近纪的大型食草

哺乳动物,头上长有三对角, 还有马刀

状的上犬齿。

2006 年还在这里发现了爪兽的骨

架,没能取回去, 所以这次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打一个大套箱将其整体搬回

北京。爪兽是最不同寻常的奇蹄动物

类群之一,它们外形很像马, 牙齿与雷

兽相似, 但最特别的是它们是有蹄类

动物中唯一长爪子的类型。爪兽常用

指关节行走,以保护长长的爪子, 它们

强有力的四肢是非常有效的防卫武

器。但更多的时候 , 爪兽用它们的爪

子勾下树枝,以便吃到最鲜嫩的树叶。

爪兽从始新世首次出现后一直延续到

更新世, 但这个类群从来没有大发展

的时期, 不论何时的动物群中爪兽都

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4 额尔登敖包

接下来, 我们继续考察其他的古

近纪剖面露头。额尔登敖包是中亚考

察团的另一个重要化石地点, 这里的

地层出露最全, 而古新世的脑木更动

物群也发现于这一带。去额尔登敖包

的路途很远,头一天晚上计算的是 160

km,要跑 4 个小时。我们的行车路线

从二连到额仁淖尔, 再到脑木更, 就可

以望见额尔登敖包了。真巧, 结果实

际跑的时间和距离完全如预计,早上 7

点 55 分出发 , 中午 11 点 55 分到达。

这么早上路, 晨风吹过来还很有些寒

意。经过淖尔采油区时, 看见墙上的

标语很有意思:  只有边远的草原, 没

有荒凉的人生!, 挺感人的。

从采油区上到战备公路, 也是一

条土路, 但有人维护, 道路笔直 , 在上

面可以开到 100 km 的时速。不过, 到

额仁淖尔后我们就转到草原上的便

道,向脑木更进发。草原道路并没有

明确的方向,东绕西弯, 主要是牧民偶

尔行车留下来的。这一带非常干燥,

几乎是戈壁滩, 所以放牧的人很少, 羊

群难得一见。有时经过放牧点, 大多

处于破败的废弃状态。走了很远以后

看到一个有树的村庄, 那可能是多年

前的场部,现在也一片萧条, 只有两个

残疾人还留守在这里。路上就遇见过

两辆车,原来这里有一个露天矿, 我们

没有时间停下来看是什么矿。这里能

见到的最多的野生动物就是毛腿沙

鸡,成群结队地在路旁活动, 我们的车

一过就会惊起一大群。其他动物就很

少,黄鼠也只见过一、两次, 而鹰则只

见过一只。

从自然地理条件看, 二连浩特周

围是盆地,地势总走向南高北低, 坡降

较小, 地形平坦。气候属中温带干旱

草原化荒漠型大陆性气候, 年平均气

温 3 . 4 # , 无霜期 132 天, 年均降水量

142 mm, 年平均蒸发量 2 685 mm。二

连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原硝、萤

石、原盐、天然碱、石膏、砂石、粘土等

矿产资源。野生动物种类, 据报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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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獾、狼、黄羊、鹅喉羚、天鹅、沙

鸡、鹰、雁、百灵鸟等。但从我们看到

的实际情况判断, 这些动物的生存环

境正在急剧恶化, 野生动物的数量明

显减少。

在分辨了无数的岔道之后, 我们

终于到达脑木更, 这里是一个苏木, 即

以前的公社所在地。只有不多的一点

房屋,远远看去, 一个稍好的院落还安

装有篮球架, 可能是军队的。有两架

风力发电机,还有一排太阳能电池板。

我们直接前往不远处的额尔登敖包,

它是这一带最大的敖包, 也是最明显

的一个地标, 用砂石块垒成。敖包旁

的平台顶上扔满了碎酒瓶, 可能是牧

民在这里开那达慕大会狂欢后留下

的。在一个平台下发现风化出来的化

石特别多,到了坡脚处化石更加丰富,

肢骨遍地, 牙齿和牙床也不少。这里

是伊尔丁曼哈组,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到台地最上部的呼尔井组去看是否有

巨犀化石。工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找

到了巨犀的确凿证据, 是一段破碎的

下颌带有一枚破碎的牙齿, 还有一些

巨大骨头的碎片,应该也属于巨犀。

5 神圣高地

正在修建的二连公路有许多采砂

坑,考察期间的一天民工报告说发现

了恐龙化石, 但从他们的描述以及这

一带的地层判断, 应该是哺乳动物的

化石。我们前去筑路工地 , 在采砂坑

中确实发现了化石, 产于伊尔丁曼哈

组的白色砂岩中。民工收集了成麻袋

的化石,主要是大型动物, 特别是钝脚

类的肢骨,也有头骨的碎片, 还有犀牛

化石。民工很慷慨, 把这些化石都送

给了我们做研究。

离开筑路工地, 我们寻路去巴颜

乌兰。路不熟, 反复停下来讨论、询

问、观察, 最后终于到了被称为神圣高

地的地方。当年中亚考察团来到这里

时,广袤开阔的地带上唯一醒目的高

台上有一座喇嘛庙。喇嘛不让考察团

在这里扎营,说寺庙是神圣之地, 因此

考察团就以神圣高地命名了这个化石

地点。高地的一处中断形成一个孤立

的平台,更是非常壮观。

高地下部出露了红色的阿山头组

沉积,所含化石并不多, 但有不少从上

部风化下来的碎片。我们一直爬到平

台顶部,这是一层砂岩, 应该是呼尔井

组的底部。很奇怪 , 顶上有大量发掘

的痕迹,还有很多破碎的巨犀骨骼, 不

知是什么人留下的。我们在这一带反

复寻找,但收获不大, 我只找到两栖犀

的一枚距骨和一枚头状骨。高台下的

一大片红色沉积就是巴颜乌兰, 蒙语

的意思是丰富的红色, 我们在这里发

现了很多化石。

我们找到一条顺电线杆的便道往

回走,这条路上一个地点的伊尔丁曼

哈组地层中曾经找到过犀牛化石。到

了化石点,大家分头行动, 结果我发现

的材料最好, 找到一件完整的恐角兽

下颌。当时我发现地面上有两块对称

排列的骨片, 立刻想到是否是一个下

颌的一对冠状突, 果不其然, 往下发

掘,上升支露出来, 水平支也露出来,

最后发现全部牙齿都存在。

6 丰硕收获

马捷茨营地周围有很多个化石

点,其中有个地点中亚考察团住了一

宿,就被命名为过夜营地, 也是一个台

地。实际上, 这个地点的蒙古语名字

应该叫道特因敖包。还没到台地我们

便发现了一个小的露头, 但没找到化

石,却看见一窝沙鸡蛋, 一共 3 枚, 直

接产在做成窝状的沙地上, 没有任何

筑巢的材料。后来在过夜营地又看见

一个在草根下的鸟巢, 里面有两只还

未睁眼的百灵幼雏,听见有动静, 还以

为是它们的父母找到食物回来, 拼命

张开黄色的大嘴。我觉得不好意思打

扰了它们,赶忙走开了。

过夜营地我们去了两次, 在烈日

当头、狂风呼啸下的工作很有成效。

我开始找到不少碎骨, 最后找到一处

可能是一个雷兽骨架散落的化石, 头

骨和牙齿都有, 但风化得很厉害。也

可以看见许多大型骨骼碎片, 明显属

于巨犀。我找到一件巨犀的下颌, 可

惜牙齿已全部失去, 其他人又找到一

件巨犀的完整肩胛骨, 两件标本都用

石膏包裹后取出。我还发现了一排颊

齿列,从第三前臼齿到第二臼齿, 但不

属于巨犀,是一种较小的犀牛。

呼和勃尔和也是一个化石丰富的

地点,考察的结果发现, 这里并没有原

来报道的呼尔井组。不过, 在伊尔丁

曼哈组的白色砂岩中雷兽化石特别丰

富。我发现地面上只露出一个动物的

枕髁,结果最后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

雷兽头骨。不仅如此, 其他人也找到

好几个下颌,这真是一个好地点。

考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又去了马

捷茨营地,就在淖尔油田旁的台地上,

所以一整天都有手机信号, 在这一带

跑野外时还是少有的现象。小型奇蹄

类和偶蹄类的化石材料找到不少, 特

别是在一棵草根下发现几十块不同类

型的远端肢骨。天气特别热, 风吹过

来都让人窒息。在台地上太阳直射,

想找个阴凉都不可能, 只是远远地看

见台地的另一个边缘上有一棵树, 但

也没有多少树荫, 因为太矮了, 而我们

也没有时间走到那里去休息。中午时

发现越野车的排气管掉了, 好在离下

面的淖尔油田不远, 另一辆车去那里

找回来一些铁丝, 把排气管暂时捆好,

勉强开回了二连。这是最早收工的一

天, 3 点过就回到了招待所。车开去修

车铺,把掉下来的排气管焊好, 而我们

正好整理这次采集的标本, 享受着收

获的喜悦。

( 2007年 12月 1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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