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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藏高原的西北，延伸着一片广袤的土地，绝大部分区域的海拔超过4500m。
其中大部分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它在北边和新疆相连：在东边和青海相邻：藏族人把这片土地叫做
“羌塘”——北部平原。
那里的植被稀疏，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怒吼的风不断掠过这片荒芜的土地。
当地的牧民居住在南部，那里的植物比较丰富，足够养活牧民的牛羊。
其余的土地就更多地属于了野生动物。
    在羌塘，虽然一眼望去显得十分贫瘠，但是她却孕育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哺乳动物群落。
那里有狼、西藏棕熊、雪豹等食肉动物，同时也有野牦牛、西藏野驴、岩羊、藏原羚等有蹄类动物。
更重要的是，那里拥有着著名的藏羚羊，这个物种的迁徙活动覆盖了这个没有尽头的高原，勾勒着整
个生态系统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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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藏羚羊的系统进化与适应高原的特征　　在我们探讨藏羚羊的系统进化之前，有必要先了解
一下牛科动物的演化、中国羚羊分类系统等相关内容，以便于更好地理解藏羚羊在牛科动物演化中的
分类地位。
　　1.1　牛科动物演化　　周明镇（1959）认为，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亚洲中部和东亚地区是早期偶
蹄类动物的起源中心。
Gentry研究（2000）也表明，生活在5000万年前的古鼷鹿Archaemeryxoptatus已经具备了许多反刍动物
的初级形状，如无角、齿式完全、有上切齿但是没有多少功能、犬齿小而尖、尾巴长、第三趾和第四
趾开始增大、现代反刍动物的“炮骨”尚未形成等特点。
到第三纪中新世时期，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古鹿类动物逐步分化，形成了今日牛科动物的祖先（Colbert
，1941；Wan9，1992）。
到300万～500万年前，牛科动物在温暖的欧亚大陆演化出众多的种类，其中一些演化为抗寒的牦牛与
美洲野牛，这些牛科动物在气候剧烈变化的第四纪时生存了下来（蒋志刚等，2004）。
早期的一部分牛科动物经过多次的扩散，长期演化逐步形成了今天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羚羊类动物。
　　利用动物化石构建动物的系统进化史是系统进化研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由于化石标本少，
我们通常无法对数量形状进行统计检验，化石标本也常常残缺不全，缺乏除骨骼以外的性状资料，甚
至不同的古生物学家对所发现化石研究的结果有时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利用化石来构建牛科动物系统
进化显得尤其困难。
由于化石材料的缺乏，尽管有人提出了牛科动物的进化树，但是，随着新的化石的陆续发现，特别是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动物分类中的广泛应用，人们发现了动物细胞内线粒体DNA和核DNA水平上的差异
，这些差异为动物分类提供了新的依据，解决了一些宏观分类中的难题，同时，分子生物学数据也给
动物分类学带来了新的混乱，虽然过去的许多牛科动物分类系统都面临着修订，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无法重新构建牛科动物的系统进化历史（蒋志刚等，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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