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发现 2023年5月29日 星期一12

编辑/史茜 宁静 殷晓蕾 美编/王敏 一读/刘艳君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与南京大学、云南大学
的古生物学者合作，揭示 2.52 亿年前生物大
灭绝时期存在大规模高温野火燃烧事件，为
了解该时期陆地生态系统的崩溃过程提供重
要依据。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张华介绍，2.52亿年前的二叠纪
末生物大灭绝导致约 81%的海洋生物和 89%
的陆地生物在很短时间内灭绝。在该时期，特
提斯周缘强烈的酸性火山活动和西伯利亚大
火成岩省通过释放大量温室气体和有毒气体，
导致全球变暖，使得野火事件显著增加。“野
火事件产生的多环芳烃有很强的化学惰性，能
够在地层中长期稳定地保存，因此成为恢复古
代野火事件最常用的一类指标。”

为深入了解二叠纪末期的野火事件对陆
地生态系统崩溃和植被演替过程的影响，科研
团队开展了详细的多环芳烃化合物分析工

作。研究发现，在陆地二叠纪末大灭绝发生期
间，多环芳烃含量显著增高，有机碳同位素出
现负异常，揭示在该时期高温且干旱的古气候
条件下，存在大规模高温野火燃烧事件。在这
些多环芳烃化合物中，部分低分子质量化合物
源于生物降解，其异常富集程度还表明多环芳
烃主要来自陆地植物的高温野火燃烧，燃烧的
燃料由该时期的热带雨林植被系统提供。

此外，一些多环芳烃参数指标还表明，在
经历陆地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后，陆地生
态系统受到极大影响，分布于古特提斯洋东岸
地区高度多样化的热带雨林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草本石松类植物所代表的“草地”植被系
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大羽羊齿植物群
在二叠纪末期存在“快速”灭绝事件。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地学
期刊《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上。

（朱筱）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科学家揭示大灭绝中高温野火事件
或为陆地生态系统崩溃重要原因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获悉，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
科考人员近期在珠穆朗玛峰地区发现新的喜
马拉雅鱼龙化石。新发现将深化细化对这一
青藏高原迄今已知的最庞大史前动物的科学
认知，有助于该地区中生代生命演进研究。

鱼龙是一种已灭绝的中生代海生爬行动
物，早在恐龙称霸陆地之前，鱼龙就成为海上
霸主。20世纪6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在珠穆朗
玛峰地区考察后，采集到两件鱼龙化石标本。
这种嘴长、牙齿锋利，身长十余米的巨型鱼龙，
被命名为“喜马拉雅鱼龙”，生活在两亿一千万
年前的海洋中，主要以海洋鱼类和其他无脊椎
动物为食。

今年 3月至 4月在珠穆朗玛峰极高海拔地
区综合科学考察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尚庆华研究员等科考队员，
发现了一些新的喜马拉雅鱼龙化石。

据介绍，新发现的鱼龙脊椎骨、肋骨化石
保存良好，而在之前的科学考察中，保存良好

的喜马拉雅鱼龙化石并不多见。由于反复搬
运和修理加固，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两件喜马
拉雅鱼龙化石材料如今已很残破，而近期在定
日地区新发现的同类材料保存得更加完整和
清晰，必将提供关于这种珠峰地区“史前海怪”
更多、更确切的科学信息。

新发现让科考队员王维欣喜不已。“化石
是会‘说话’的，喜马拉雅鱼龙为什么能长这么
大？有什么样的习性？与同时期全球哪个地
区的鱼龙更为接近？这些都将是我们研究的
重点。”王维说。

据王维介绍，人类脊椎骨横截面大小大约
相当于一枚一元硬币，而新发现的喜马拉雅鱼
龙脊椎骨横截面有一顶棒球帽那么大。结合
过去几十年来已发现的大量古生物化石证据，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青藏高原生命演化
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长邓涛说，早期青藏高原科考活动和发现填
补了古生物知识的空白，积累了大量基础科学

资料。近十年来，青藏高原古生物的一系列新
发现，都在帮助古生物学家全面审视青藏高原
在影响新生代生物多样性演变进程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

（田金文 陈尚才）

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科研团队近期在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临城镇黄竹村，发现整
窝恐龙蛋化石及零星恐龙蛋壳化石碎片。经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
定，本次发现的恐龙蛋为长形蛋类，产蛋母体

为生存于白垩纪晚期的窃蛋龙类。这是当地
在 2020年发现恐龙足迹群化石后，首次发现
恐龙蛋化石。

据参与此次恐龙蛋化石调查工作的福建
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总工程师陈润生介绍，上杭
恐龙足迹群化石发现后，该院科研团队继续在
上杭开展红层盆地恐龙化石调查，并在临城镇
黄竹村发现整窝恐龙蛋化石。从目前保存的
蛋片来看，至少保留了6枚恐龙蛋化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副研究员王强介绍，根据目前修复出来的蛋片
情况判断，这是一个在孵化阶段或者是已经孵
化过的蛋窝；发现的恐龙蛋呈孵化状态保存形
态，蛋壳因孵化碎裂分布。同时，根据现场两
个破损的蛋化石推断，这应该是一个原地保存

下来的蛋窝。
相关专家表示，根据发现的恐龙蛋的宏观

形态、蛋壳外表面纹饰和显微结构特征，可将
其归入长形蛋科的长形蛋属，这一类恐龙蛋的
产蛋母体为生存于白垩纪晚期的窃蛋龙类。
上杭县恐龙蛋化石的发现，填补了福建省恐龙
研究的又一空白，对研究福建乃至华南地区的
古气候、古地理、古生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
料，也为进一步开展闽西地区恐龙化石资源调
查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据了解，对于此次发现的恐龙蛋化石，上
杭县已委托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联合中科
院古脊椎所的专家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工作，并
由国内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专业修复，以便作
进一步研究。 （秦宏）

珠峰地区再次发现喜马拉雅鱼龙化石

福建上杭首次发现恐龙蛋化石

工作人员正在研究恐龙蛋化石 受访者供图

日本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团队在新一
期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新发现了一颗
太阳系外行星，这颗行星上可能有活跃的火山活
动，可能拥有大气，能帮助人们探寻生命的起源。

根据日本东京大学、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日
前联合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人员利用太空望
远镜和地面望远镜的组合观测，在距离太阳系
约90光年的红矮星LP791-18周围发现了一颗
与地球体积、质量都差不多的系外行星LP791-
18d。这颗行星半径约为地球的1.03倍，公转周
期为2.75天，受沿外侧相邻轨道公转的一颗体
积和质量都更大的行星引力影响，LP791-18d
的轨道呈椭圆形。公报说，在绕椭圆形轨道
公转的过程中，LP791-18d受恒星的潮汐力影
响，会出现微小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使行星
内部产生摩擦，从而加热行星，使行星表面发
生活跃的火山活动。研究人员计划今后观测
这颗新发现行星的大气，如能检测出大气的成
分，就能深入研究行星地壳活动对其大气的影
响，从而有助于研究生命的起源。（钱铮）

科学家新发现一颗
可能有火山活动的系外行星

喜马拉雅鱼龙化石及复原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