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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福建省
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领衔的科
学家团队近日宣称，该团队此前在福
建发现的龙翔恐龙足迹群中的大型
恐爪龙类恐龙足迹，为目前已发现的
世界最大恐爪龙类足迹，其中5个足
迹平均长约 36.4厘米，宽 16.9厘米。
研究人员为此建立新的足迹属种，名
为“英良福建足迹”。

恐爪龙是一类生活于侏罗纪晚期
至白垩纪的肉食性或杂食性兽脚类恐

龙。它们身披羽毛，后足的第二趾有
巨型镰刀状爪趾，被称为“杀戮爪”，行
进时会在地上留下二趾型足印。

2020年 11月，福建省英良石材
自然历史博物馆与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组成联合科考队，在福建省龙岩
市上杭县临城镇龙翔大道附近发现
大规模晚白垩世恐龙足迹群。经过
几年来的研究，目前团队已在此发现
大型蜥脚类、鸟脚类、兽脚类、二趾型
恐爪龙类等至少八种恐龙足迹。其
中，二趾型的恐爪龙类足迹共12个，
来自于两类恐爪龙。

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

邢立达介绍，两种不同的恐爪龙足迹
中，较小形态类型的足迹平均长约11
厘米；大型二趾足迹共有6枚，其中5
个足迹组成了一道行迹，足迹保存清
晰且足趾细长，其大小远超之前发现
的山东驰龙足迹的长度（28.5厘米）。

“这是目前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
恐爪龙类足迹。”邢立达说，从形态上
看，这些大型二趾足迹并不符合以前
所建立的所有恐爪龙类足迹属的特
征。据足迹大小推断，留下足迹的恐
龙体长至少5米、臀高可达近2米，体
型堪比南方盗龙和犹他盗龙。

“龙翔恐龙足迹群是我国目前发
现的保存最好、面积最大、多样性最
高的晚白垩世恐龙足迹群。”福建省
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钮科
程表示，“英良福建足迹”的发现极大
拓展了恐爪龙类足迹的尺寸范围，也
显示出亚洲的恐爪龙为成为陆地顶
级掠食者出现的体型巨大化的适应
性演化，对我国晚白垩世恐龙动物
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悉，该
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交叉
科学》。 （魏梦佳 李昊泽）

美国航天局近日在官网发布消
息说，一个国际团队利用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观测发现，一颗炙热的
太阳系外岩石行星可能存在大气层。

这颗行星代号为“巨蟹座 55e”，
是恒星系统“巨蟹座55”的5颗已知行
星之一，距离地球约41光年。该行星
的直径约为地球的2倍，质量约为地
球的8.8倍，成分可能与太阳系的岩石
行星类似。由于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其
恒星很近，仅为水星到太阳距离的二
十五分之一，因此它可能被熔融的岩
石覆盖，并且可能处于“潮汐锁定”状
态，即这颗行星始终以同一面朝向恒
星，其另一面永远处于暗夜。

利用韦布望远镜搭载的近红外
相机和中红外仪，美国航天局喷气推
进实验室等机构参与的国际团队观
测了该行星发出光线的细微变化和
热能释放。观测发现，这颗行星朝向
恒星的一面温度低于预期，表明热量
在其表面分布得相对更均匀。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是大气层
存在的一个“强烈迹象”，表明富含
挥发性物质的大气将热量从朝向恒
星的一面带到背面。近红外相机光
谱数据也显示，该行星可能存在含
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的大气层，它
们吸收掉了某些波段的红外线。

研究人员认为，“巨蟹座 55e”行
星的原生大气层早已被恒星辐射和恒
星风剥离掉了，目前存在的可能是从
覆盖该行星表面的岩浆海洋中冒出气
体形成的次生大气层。 （郭爽）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美国
航天局“好奇”号火星车获得的探
测数据发现，火星盖尔陨石坑内的
砂岩富含锰元素，鉴于锰元素沉积
物的特性，研究人员推测这个古老
的陨石坑可能曾拥有类似地球的
宜居环境。

这项由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
家实验室、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
等机构合作完成的研究近日发表
在美国《地球物理研究杂志·行星
卷》杂志上。

研究团队研发了“好奇”号火
星车搭载的“化学相机”，并利用
该设备发现，火星盖尔陨石坑的
砂岩中锰元素含量远高于正常水
平。这个陨石坑估计有 35亿到 38

亿年历史，可能是干涸湖泊的一
部分。

矿物质中的锰元素是以锰的
氧化物形式存在，其形成需要持续
的水源和高度氧化的环境，而满足
这样条件的环境正是宜居环境。
在地球上，大气中由光合作用产生
的氧气使富含锰元素的沉积物能
够形成，而微生物的存在会帮助催
化锰的氧化反应，具有氧化条件的
湖泊是常见的锰元素沉积地点。

研究团队分析了盖尔陨石坑
内的砂岩中富含锰元素的可能原
因，以及哪种氧化剂可能导致锰在
岩石中沉积。研究认为，这些沉积
物是在河流、三角洲或古代湖岸附
近形成的。

“化学相机”首席研究员尼娜·
兰扎解释说，锰矿在地球湖岸的浅
水区很常见，但在火星上“找到这
样可识别的特征是非常难得的”。
这些古老的火星岩石揭示了盖尔
陨石坑可能曾经拥有宜居环境，这
个环境看起来与今天地球上的一
些地方很相似。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表
明，火星大气或地表水中可能发
生过大规模的氧化进程。人类
尚未掌握火星上存在生命的确
切证据，也不清楚火星上锰的氧
化物形成的具体机制，未来需要
开展更多研究来理解火星上的
氧化机制。 （葛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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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火星陨石坑或曾拥有类地宜居环境
韦布望远镜

发现一颗系外岩石行星
可能有大气层

新研究：

宇宙早期星系演化速度可能超出想象
一个国际团队对早期宇宙观

测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宇宙早期
星系的演化速度比科学家之前认
为的要快得多。

英国杜伦大学研究人员领导
的国际团队在新一期英国《皇家天
文学会月刊》上发表论文说，他们
借助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发
现宇宙年龄只有几十亿年时星系

棒形成的证据。
星系棒是在盘状或螺旋星系

中发现的细长恒星条带，其存在表
明星系已进入稳定的成熟阶段。
此前研究人员认为，星系需要漫长
的时间才能形成有序星系棒，而在
宇宙早期的“动荡时代”，星系一般
还未形成稳定的星系棒。

研究团队发现，在利用韦布望

远镜观测到的 357个盘状星系中，
20%的星系存在星系棒，比之前用
哈勃望远镜观测到的多出数倍。

研究人员说，最新研究表明，
早期宇宙中星系的成熟速度比之
前认为的要快得多，这意味着科学
家们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宇宙形
成初期星系演化的相关理论。

（郭爽）

福建龙翔恐龙足迹群（2020年11月10日摄，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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