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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东亚地区是全北界哺乳动物重大迁

徙活动的“交通枢纽”，保留下丰富化

石，是生物演化和古生态学研究的材

料宝库．通过学者的不懈努力，东亚

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群的演化概貌已

经勾画成形，但其形态功能和生态环

境等方面的很多细节尚未被完全了

解．本期刊出的“东亚晚新生代哺乳

动物环境适应”专题，报道了9篇相关

代表性成果，门类囊括长鼻类、食肉

类、奇蹄类，研究方法涉及形态学、

埋藏学、生物力学分析．封面图片所

示的铲齿象(上)、安琪马(中)、剑齿

虎(下)仅仅是曾经生活在东亚大地

哺乳动物中的三个类群，但以其广泛

的分布、高度的多样性以及对环境

的明确指示作用，傲然屹立在这片绿

色的沃土之上，述说着千万年来的传

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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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述评晃息还胖

1399 选择性外延生长大尺寸二硫化钨／二硫化钼横向和垂直异

质结

孙研，王琳，黄维

观点

1401 学术与表达：技术驱动下的科技论文发展趋势

刘荣，范真真，佟建国，吴晨

随着技术的发展，当人类重复性工作逐步被AI替代了之后．科技论文的形

式越趋多样化，而论文表达形式的变化对论文整体的构思、呈现方式特

点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科研工作者运用视频、音频、图表、数据、代

码、想法等不同方式，交流研讨相关学术内容，技术已经对科学研究发展

产生了巨大影响．

评述

分子生物学

1408 CRISP刚Cas介导的非转基因植物基因组编辑

高鸿烨，冉取丙，胡昕，朱强

cRIsPR，cas介导的基因编辑系统在植物基因组编辑方面应用广泛，但仍

属于转基因的范畴．因此，如何在改造植物性状的同时消除外源基因插入

的影响是科学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利用CRISPR系统获得DNA．

free的植物基因编辑产品的技术应运而生，可有效降低监管风险，推动基

因编辑作物的产业化应用推广，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旨在介绍

CRISP刚Cas系统介导的非转基因植物基因组编辑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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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环境适应专题

编者按

1423 穿行在时空边缘——东亚晚新生代哺乳动物形态功能演化与
生态环境互动

邓涛，王世骐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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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中国更新世大型犬族物种的地史分布：现状和展望

江左其果

本文梳理了中国更新世的大型犬族属种的地史分布和主要形态学特征，并初步探讨

了更新世不同地史时期大型犬族多样性和可能的演化关系．在梳理回顾的基础上，对

中国更新世大型犬族化石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中国晚新生代猫科剑齿虎的分类述评及古生态探讨

李雨，刘文晖，王李花

对中国已发表的剑齿虎类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梳理，对相关属种的有效性进行厘定。

分析了剑齿虎类系统关系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展望，对中国相关剑齿虎类的古生态

(生境和猎物类群)进行了探讨．

哺乳动物牙齿微痕分析方法的发展与应用

史勤勤

哺乳动物牙齿徽痕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分析牙齿釉质表面徽痕纹理，推测其可能食

性的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哺乳动物食性判断和古环境重建等研究领域，为探讨生物

演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文

开远小龙潭新发现的宽齿脊棱齿象及古猿时代的讨论

李春晓，吉学平，张世涛，罗俊，苏艳萍，李艳波，甄明，侯素宽，江左其杲，

张晓晓，朱云生，徐怀立，白晓春，杨溢，王世骐

小龙潭是中国南方最早的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点，出产著名的开远禄丰古猿．本文报

道古猿同层位发现的宽齿脊棱齿象，为解决古猿的年代学问题，以及探讨这一时期南

方动物区系、动物地理以及古环境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重庆巫山玉米洞遗址出土剑齿象化石及其埋藏动因

陈少坤，庞丽波，吴雁，胡鑫

在华南地区更新世古人类的演化之路上，剑齿象是最重要的伴生动物之一．重庆市巫

山县玉米洞遗址出土的东方剑齿象化石中，婴、幼年卜沐和头、足部骨骼均占绝对

多数．显示出非常清晰的古人类选择性搬运行为．

临夏盆地安琪马类新材料兼论东亚地区安琪马类演化

孙博阳，邓涛

报道了甘肃临夏盆地的若干安琪马亚科新材料，对东亚已知的安琪马做了全面的回

顾和形态对比，厘定了中国安琪马亚科的分类，对东亚安琪马亚科的系统关系、迂徙

演化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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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铲齿象类(amebelodontids)摄食行为相关的下颌形态学分化及
力学适应

王世骐，张骥

1516

1527

铲齿象天生白带挖掘工具?它究竟怎样使用嘴上长的那一具大铲子?古生物学家与

力学家通力合作，用有限元模拟方法来解译铲齿象自带大铲如何进食、生活的谜题

云南晚中新世元谋无鼻角犀的头后骨骼与体型重建

卢小康，邓涛，吉学平

犀类是元谋盆地古猿动物群中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本文根据骨架化石估算其

体重介于苏门答腊犀和黑犀之间，肢骨比例与黑犀接近，椎骨和脚骨显示具有一定的

奔跑能力，生活在林间疏地或森林边缘的灌木丛附近．

戈壁中新乳齿象(^射Dm口s￡D砌刀妒西fP刀s括)头骨的发现及生物地层
学分布

李岩，张晓晓，李春晓，王世骐

世界上目前发现的第一件中新乳齿象头骨．也是欧亚大陆发现的第二件早．中中新世

玛姆象科头骨，证实了轭齿象类中中新世存在深刻分化，中国地区占优势的是中新乳

齿象而不是轭齿象，且地层分布具有较显著的时代意义．

▲卢小康等p1516

www．scichina．cOm csb．scichina．cOm

万方数据



钭学屯趣
92些坐竺竺竺二坚=!兰三譬竺竺2翌：墨乙竺竺竺生生．．．．．．．．．．．．．．．一cHINEsE scIENcE BuLLETIN●__l__ll___ll__l____-_-__---_---__l-__●_●_-_一⋯⋯一一一～⋯一一⋯一’’’。

Maln C0ntentS

1399

140l

1408

1423

1441

1456

1469

V．olume 66 Number 12 April 2021

Selective epitaxial growth of largeWS2，MoS2 late阻l and venical heterost棚ctu弛s

Yan Sun，Lin Wang&W西Huang

A明demic麟pmssi伽：Development trends 0f∽ienU瞰articles driven by tech肿logy
RongL．u，Zhenzhen Fan，J．ang帅Tong&Chen Wu

DNA-n佻窖enome ed锨ng
Hongye Gao，Qubing Ran，Xin Hu&Qiang Zhu

R肌nning acmss恤e ed妒of time and s帕ce：The inte髓ction between mammaHan eV胡ution and paleoec0109y

in the Iate Cenozoic of East Asia

T钮o Deng＆Shiqi Wang

Geog随phical and chmnological distributi蛐of Chi耻辩Heisto∞ne large canids：Cur心nt status and

prOspects

Qigao Jiangzuo

Chine鲫M扯haimd伽ti蚰e(Camivom，FeMae)and山eir e∞logical significance

Yu Li，Wenhui Liu＆Lihua Wang

DentaI micr们vear a蚰lysis in mammaIs．Tbeth，diet aIId仪oIogy

Qinqin Shi

The眦w fossiI mcord of脚却^o咖疗缸l姚嬲fhm the Xiaolongtan l∞aHty'Yunnan，Chi曲，and
the di湖ssi蚰蚰the a嚣of the L咖n罟|p豇矗ecns露e咖Hnnens话
chunxiao L．'xueping Ji，shitao zhang，Jun Luo，Yanping su，Yanbo Lj，Ming zhen，sukuan Hou，Qigao Jjangzuo，

Xia似iao Zhang，tunsheng zhu，Huain xu，xiaochun Bai，Yi Yang&Shiqi Wang

1镐2 An assenlblage of S姆优幻n o，妇纽踟fossilS fr帅the Yum讨ong C钾e site in Wushan，Chon鹊．ng，
wim emphasis on恤e taphonomic analysis
ShaOkun Chen，LjbO Pang，Yan Wu&Xin Hu

1492 New sp佻imens of anchi恤eriine from U弛Linxia BaSin，G粕轴粕d evoll帕on of East Asian anchi山盯iines

BoyangSun&ThoDeng

1503 Mandibular functional morphology diver∞and mechanical adaptaUons of amebelodonHds in relaHon to their

fbeding behaViO体

Shiqi Wang&Ji Zhang

1516 Postcmnialb帅骼ofAc咖胁伽Ⅱs J，H删小oH朋s鼢fI．伽the Late Mioce眦of the Yuanm伽Basin，Chi眦，and

body re∞nstruction

Xjaokang Lu，Tho Deng&Xueping Ji

1527 The n璐t cmnium of肘如m口s幻如n go西记n豳and its biostl陌tig隋phic distrmution

Yan Li，Xiaoxiao Zhang，Chunxiao Li&Shiq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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