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们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传播 出版 信息公开 专题 访谈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 > 传媒扫描

探寻鱼类如何“登陆”成陆生脊椎动物

【光明日报】我科学家发现最古老的“奇异东生鱼”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齐芳 发布时间：2012-10-24 【字号： 小  中  大 】 

 奇异东生鱼生态复原图以及脑颅三维虚拟复原图。古脊椎所Brian Choo绘制 

肉鳍鱼类脑演化示意图，指示大脑的增大与加长在四足动物演化初期即已发生。古脊椎所提供 

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我国云南地区发现了距今4.09亿年的基干

四足动物化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基干四足动物，将四足动物支系的演化历史前推了一千万年。为了纪

念我国泥盆纪脊椎动物的早期研究者、已故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先生，这一化石被命名为“奇异东生鱼”。  

四足动物是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包括人类，都属于四足动物。但很多人不

知道，四足动物全类群不仅包括这些脊椎动物，也包括它们最直接的鱼类祖先。这些鱼类祖先就被称作“基干四足

动物”。正是基干四足动物的一支，在3.7亿年前的晚泥盆世“登”上陆地，衍生出最早的陆生脊椎动物，并最终演

化为人类。科学家们认为，基干四足动物是探讨鱼类“登陆”的最关键类群。奇异东生鱼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基干四

足动物早期化石记录的空白，也大大缩短了四足动物与肺鱼两大支系化石记录之间的年代鸿沟。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奇异东生鱼的研究，科学家们找到了四足动物脑演化的关键证据。研究小组的卢静博士等

利用高精度X射线断层扫描和计算机三维虚拟重建技术复原了东生鱼的颅腔以及相关的神经、血管等结构，揭示了这



种动物的脑的基本形态。科学家们发现，某些与脊椎动物陆地生活相关的重要脑部特征，在四足动物演化的最初期

就已经出现了。 

朱敏解释说，奇异东生鱼的内颅仍保留了大量原始肉鳍鱼类的特征，但下颌却展示出典型的、甚至是非常进步

的四足动物特征，表明东生鱼下颌的演化速率较内颅更快。同时，东生鱼脑腔结构呈现出奇异的镶嵌组合型式，兼

具原始有颌类的特征与典型陆生脊椎动物的特征。此外，在奇异东生鱼垂体窝前部发现一对前伸的突起，与现生四

足动物特有的腺垂体结节部，在位置与形态上都非常相似。这指示了四足动物脑部的某些重要变化可能在其演化初

期，即远在它们爬上陆地之前就已经完成。科学家们认为，东生鱼呈现的特征组合表明，四足动物在其早期演化中

相对保守，但在泥盆世中期经历了一次非常快速的分化阶段，陆生脊椎动物正是这次快速分化的产物。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2-10-24 06版）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