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7日 星期一14 探索·发现

编辑/赵薇 张靖瑜 殷晓蕾 美编/曹洁 一读/刘艳君

“海绵动物通常被认为是最基础
和最原始的后生动物，对地球早期海
绵化石的寻找和研究，能为我们探索
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模式提供关键
证据。”论文通讯作者、南京古生物所
副研究员万斌说。

已有研究表明，海绵起源时间应
该在距今约7亿年。然而，现实研究
发现，海绵化石记录在寒武纪才大量
出现，存在长达约1.6亿年的空缺期，
这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被称为海绵
早期演化研究中“消失的岁月”。

万斌结合过往研究解释说，第
一，由于大多数现生海绵具有硅质或
钙质骨针，因此研究者假设海绵的共
同祖先具有矿化骨针，而寒武纪之前
距今约 6.35亿年至 5.39亿年的埃迪
卡拉纪海绵化石的缺失，可能是由
于当时的环境不利于骨针保存；第
二，海绵动物的共同祖先不具有矿
化骨针，在分化出主要类群后，各类
群才独立演化出矿化骨针，因此前
寒武纪的早期海绵动物没有骨针，保
存潜力相对较小，难以从化石记录中
识别出来。

近年来，袁训来团队在石板滩生
物群进行了大规模化石发掘，并在 5
年前发现了一类大型海绵动物化石。
由于该化石表面具有多次分级的网格
结构，标本下部的网格以螺旋排列的
方式连接到底部的盘状固着结构，直
立底栖在沉积物表面，因此被命名为

“螺旋网格海绵（Helicolocellus）”。
据万斌介绍，新发现的螺旋网格

海绵表面由规则的方格组成，这些方
格可以被细分为 4个形态相同的次
级方格，次级方格又可以进一步细
分。螺旋网格海绵的这种特殊方格
结构与古生代六放海绵动物的形态
特征类似。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螺旋网格海绵的网格由有机质组成，
而古生代海绵化石的网格则由矿化
骨针组成。

袁训来团队联合英国剑桥大学
和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员
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认为，螺旋网格
海绵化石可能代表了一种不具有矿
化骨针的早期海绵动物。

为了论证这一解释，研究团队构
建了一个包含各种现生动物和古生
代化石动物的形态数据矩阵，并进行
了严格的系统发育分析。研究结果
显示，螺旋网格海绵化石属于冠群海
绵，并且与六放海绵亲缘关系接近。

“螺旋网格海绵化石的发现表明，
前寒武纪确实存在非生物矿化的海绵
动物。”万斌说，“该化石的发现也提示
我们不能完全以现生海绵作为蓝本寻
找前寒武纪海绵化石，因为早期海绵
可能没有生物矿化骨针，并且可能不
具备现生海绵的所有特征。”

这项研究还推测，在六放海绵早
期演化历程中，可能存在一个以有机
物构建网状骨架的阶段，直到进入寒
武纪，它们才获得生物矿化能力，把
矿物添加到已有的有机质骨架上，形
成由复合的矿化骨针组成的骨架。

“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榔头会
敲出什么样的新奇化石！”这是袁训
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化石是
地球生命演化的实证，关键演化阶段
的化石更是不可多得。这些化石需
要古生物学家一榔头一榔头从石头
里面敲出来。

袁训来团队对石板滩生物群进
行了长期的艰苦发掘，并发现薄层灰
岩中不仅保存有丰富多样的埃迪卡
拉型化石，还保存了大量的动物遗迹
化石和其他动物的实体化石。

2018年，《科学进展》报道了团
队发现的最早动物足迹化石；2019
年，《自然》报道了团队发现的最早具
有运动能力的两侧对称动物——夷
陵虫。螺旋网格海绵化石的发现是
团队的又一重要成果。

“这篇论文2023年7月投稿，经历
了5位审稿人长达4轮的审稿后才得
以发表。”万斌说，“我们的发现是对海
绵动物早期演化传统理论的一种挑
战。这个过程很艰难，但结果还是比
较理想的。我们通过精美的化石标本
和严谨的论证，最终说服了审稿人。”

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前后的生
物群落面貌曾被学术界认为存在巨大
差别。这是因为埃迪卡拉纪是形态奇
异且亲缘关系未知的埃迪卡拉生物群
主宰的时代。而到了寒武纪，各个现
生动物门类接踵而出，人们熟悉的现
代海洋生态系统得以建立。

螺旋网格海绵的发现连接了埃
迪卡拉生物群和寒武纪生物群，也表
明埃迪卡拉生物群的某些类型也许
和现生动物之间有某种直接的演化
关系。

这项研究发现了比寒武纪还要
早 1000万年的海洋中，生活着没有
矿化骨针的海绵。这意味着，没有矿
化骨针的海绵在寒武纪之前就已经
发生了一定规模的辐射，即一个物种
获得了某种关键特征，从而导致大量
新生特征和物种的涌现。

那么，其他类型的动物是否在寒
武纪之前也发生了辐射？是什么原
因使得海绵动物产生了矿化骨针？

“我们这项研究也许会引发新争议，
这些争议问题的解决有望推动学科
进一步发展。”万斌说。

（据《中国科学报》沈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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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消息报道，这
颗备受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关
注的新星将出现在北冕星座中距
地球约 3000光年的双星系统北冕
座 T。新星指白矮星爆发时骤然增
亮，从而被当作新产生的恒星的天
文现象。

北冕座 T双星系统由一颗白矮
星和一颗红巨星组成。这颗白矮星
大小如地球，质量和太阳差不多，它

的引力源源不断地将红巨星上的氢
吸引过来，堆积在自身表面，积聚起
压力和热量，最终发生热核爆炸，迸
发出耀眼的光芒。白矮星是演化到
末期的恒星，通常很暗，难以发现，但
在爆发时亮度激增。

科学家发现，北冕座T新星属于
会多次爆发的再发新星，平均 80年
爆发一次。美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
中心新星研究专家丽贝卡·豪恩塞尔
说，北冕座 T新星爆发将是“一生只
能见一次”的天文事件。

豪恩塞尔说，尽管有些再发新星
爆发周期很短，但人的一生中很难两
次看到同一颗新星爆发，尤其是这种
离地球较近的新星爆发，这相当于

“在前排”观看新星爆发，“令人无比
激动”。

人类最早于 1217年秋季记录观
测到北冕座T新星，当时一名欧洲男
子记录到“一颗暗淡的星在一段时间
里变得很亮”。

人类上一次从地球上看到这颗
新星是在 1946年。美国航天局说，
这颗新星过去10年的动向与1946年
爆发前同期惊人地相似。

美国航天局流星体环境办公
室负责人威廉·J·库克说，大部分
新星爆发会没有征兆地突然发生，
但北冕座 T 新星是银河系已知 10
颗再发新星中的一颗，“从 1946年
的爆发知道，北冕座 T中的白矮星
会有一年多时间变得暗淡，之后迅
速变亮”。这颗星去年 3月开始暗

淡，一些研究人员因此推断，从现
在起至今年 9 月之间它可能再度
爆发。

北冕座T新星一旦爆发，从地球
北半球肉眼就能看到，但能看到的时
间不超过一周，之后它将逐渐暗淡直
至消失。

北冕座 T新星爆发有没有可能
爽约？戈达德航天中心天体物理学
家向井厚二（音译）说，再发新星再
次爆发的时间无法百分百确定，“当
你以为它们不可能遵循一个确定的
模式时，它们却（按照模式）运行；而
当你开始指望它们重复相同的模式
时，它们又完全背离。北冕座 T新
星的情况会是什么样？让我们拭目
以待”。

（据新华社 欧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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