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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云南省陆良县的一个第四纪湖相沉
积中的软体动物群中，科研人员发现一个全新
的玺螺蛳化石物种，并命名为爨乡玺螺蛳。这
一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软体动
物研究》上。

论文第一作者、德国柏林自
然历史博物馆博士生张乐嘉介
绍，这次在陆良发现的第四纪湖
相软体动物群，是首个同时分布
有三种玺螺蛳的动物群。除了
已描述过的叠唇玺螺蛳和缁衣
玺螺蛳，还有一种玺螺蛳因具有
大而矮胖的贝壳和肩部的多个
尖锐长刺而受到关注，经比较研
究最终被证实为从未描述过的
新种。

鉴于陆良为新种模式产地，又是古代爨文
化的发源地，研究人员将这一田螺化石新种命
名为爨乡玺螺蛳。

张乐嘉说，不同于一般常见的田螺，玺螺蛳
属物种有着非常复杂的雕刻和厚实的大型贝壳，

是仅分布于滇中地区高原湖泊中的特有田螺类
群。他介绍，此前所发现的几种玺螺蛳都是现生
物种，而且分布地完全不重叠，比较少见。

在陆良县的这个软体动物群中，研究人员
还发现了大量云南高原特有的小型淡水螺类和
双壳类化石。其物种多样性可以与滇池这样的
大型湖泊媲美，远超现在有玺螺蛳分布的阳宗
海、石林湖泊群等地区，且化石层的分布区延伸
至陆良老城下。张乐嘉由此推测，至少在1万年
前的第四纪晚期，陆良盆地很可能有一个生物
多样性足以与滇池媲美的巨大湖泊，甚至是玺
螺蛳属的演化分布中心。

研究人员表示，对这一动物群的持续研究，
有助于更好理解滇中湖泊以及这些高原特有软
体动物的演化过程。

（据新华社 严勇）

我国又发现一田螺化石新种

发现于陆良盆地的三种玺螺蛳化石，（左）爨乡玺螺蛳、
（中）叠唇玺螺蛳、（右）缁衣玺螺蛳。 张乐嘉供图

科学家破解天文学难题

一箭双雕揭秘第一代星系和暗物质
宇宙中第一代星系是如何形成的？暗

物质的性质是什么？这两大谜团能否同时

通过天文观测进行研究揭秘？

最近，我国天文学家提出，通过测量

21厘米森林的一维功率谱，未来的平方公

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将能够同时揭秘

宇宙第一代星系和暗物质的性质。相关研

究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上。

宇宙中存在大量的中性氢气体。这些气体
中的氢原子在基态能级超精细结构之间的跃
迁，会产生电磁波波长为 21厘米的线辐射，也
就是中性氢21厘米线。

中性氢 21 厘米线为天文学家探索宇宙
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中性氢 21厘米线为探
测宇宙黎明与第一代星系提供了独一无二
的手段。同时，利用中性氢 21厘米谱线探测
宇宙黎明与再电离也是平方公里阵列射电
望远镜最重要的科学目标之一。”论文共同
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
学雷说。

同时，宇宙早期各种结构及其周围的氢
原子气体会在高红移射电点源的光谱上产
生密集的 21 厘米吸收线。“这些吸收线丛，
被天文学家形象地称为 21厘米森林。”陈学
雷说，多年来，探测 21厘米森林一直面临极
大挑战。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 21厘米森林信
号微弱，并且探测它所依赖的宇宙黎明时期的
射电亮源难以获取；二是21厘米森林信号同时
受到第一代星系加热效应和暗物质性质的影
响，因此在观测上我们很难区分这两种效应。
这就使得 21厘米森林探测难以实际用于限制
第一代星系的加热效应或暗物质的性质。”论文
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
员徐怡冬解释。

近年来，已经有一批高红移射电噪的类星
体被发现，而且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也进
入了工程建设阶段，开展21厘米森林探测已迫
在眉睫。

在这项研究中，我国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
原创性的统计测量方案，使得21厘米森林不仅
能够限制宇宙第一代星系的性质，还可以同时
测量暗物质粒子的质量。

“我们意识到由第一代星系的加热效应和
温暗物质引起的信号变化，在光谱上的尺度分
布特征存在明显不同。通过一维功率谱分析，
我们未来可以从统计上区分这二者。”徐怡冬
介绍。

“21厘米森林的一维功率谱确实可以成
为一箭双雕的宇宙学探针，它为揭开暗物质
和第一代星系之谜提供了一种极有前景的新
途径。”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东北大学教授张
鑫强调。

针对此研究，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
教授凯瑟琳·麦克评论道：“这项研究提出了一
种有趣的方法，能够利用 21厘米森林功率谱
同时限制宇宙X射线对星系际介质的加热，以
及温暗物质的可能效应这两种现象。虽然以
前的研究已经检查了21厘米森林作为星系际
介质探针的可能性，但将温暗物质效应作为一
个独立信号包含进来，则为未来的观测提供了
一个新的科学目标。”

《自然·天文》的编辑团队也针对这项研究
发表了评论：“我们宇宙的最远处总是极为神
秘，由于被尘埃、吸收光的原子和中间介质中
的气体阻挡而很难直接观测。这项研究将吸
收转化为一种优势，利用它打破了其他方法所
遭遇的不同效应的简并，并可用于阐明早期宇
宙的结构形成。”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突破性方法的发展
对于解开暗物质和宇宙早期天体形成的奥
秘具有重要意义，并将进一步推动我们对暗
物质的理解，揭示宇宙结构形成及演化的过
程。通过更深入的观测和分析，我们有望在
不久的将来获得关于暗物质性质和早期星
系形成的更多见解，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
的认知。

（据《科技日报》陆成宽）

探测21厘米森林一直面临极大挑战 新方法有望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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