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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颈颈鹿鹿的的脖脖子子为为何何那那么么长长？？
四四万万年年前前古古代代老老虎虎长长啥啥样样？？

“从鱼到人”演化关键环节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发生的？长颈鹿的脖子为何那么长？距今43500
年前的古代老虎长什么样？3月17日，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南京发布“2022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
选结果。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和
高校领衔完成的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入选。

名单一览

2022年度
中国古生物学
十大进展

◆志留纪化石库揭示早
期有颌脊椎动物崛起与多
样性

◆古基因组揭示新疆五
千年来人群的形成历史

◆超微结构揭示云南虫
具有原始脊椎动物咽部骨骼

◆皱囊虫是早期蜕皮动
物，而不是最早的后口动物

◆性选择促进长颈鹿类
头颈部特异性演化

◆四万年前东亚现代人
的颜料加工和创新性复合工
具使用

◆中生代昆虫关键生态
行为的演化

◆世界首例老虎古基因
组

◆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变
化揭秘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
机制

◆晚古生代冰室气候下
的全球变暖及海洋缺氧(并
列进展十)

◆三叠纪-侏罗纪之交
火山作用与陆地生态系统波
动影响(并列进展十)

我国科学家发现
“从鱼到人”进化证据

包括人类在内，地球上99.8%的脊椎
动物都有上颌和下巴，被统称为有颌类。
有颌类的出现和崛起，是“从鱼到人”脊
椎动物演化史上最关键跃升之一。那么
我们的下巴是怎么演化来的？这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古生物学家。

2022年9月29日，国际期刊《自然》
（Nature）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同期发
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朱敏院士团队的4篇学术论文，向世界
展示了一批距今约4.4亿年的志留纪早期
鱼类化石，填补了全球志留纪早期有颌
类化石记录的空白，首次为有颌类崛起
与最早期辐射分化提供确切证据，进一
步夯实了“从鱼到人”的演化路径。

据悉，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
刊上首次实现一次性发布4篇报道，刷新
了学术界对于人类起源的认知。登上
Nature杂志封面的是最新发现的5种志
留纪古鱼新属种，分别为蠕纹沈氏棘鱼、
新塑梵净山鱼、双列黔齿鱼、灵动土家鱼
和奇迹秀山鱼。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距今4.4亿年至
4.1亿年前的志留纪期间，发现的有颌类
化石凤毛麟角，关于早期有颌类生物仍
存在3500万年的化石记录空白。近10年
来，朱敏团队踏遍我国志留纪地层可能
含鱼的200多个地点，终于在华南志留纪
早期地层中发现“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
和“贵州石阡化石库”，发现大量特异埋
藏保存的完整志留纪早期鱼类化石，找
到了破解有颌类最初崛起与辐射分化之
谜的钥匙。

长颈鹿进化长脖子
不是为了吃树叶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有说
法是脖子长是为了吃到高处的叶子。这
个答案看似合理，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美国纽约自然历
史博物馆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长
颈鹿脖子长，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吃到高
处的树叶，而是利用头颈部打击对手，在
求偶中获得优势地位。

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北
部的戈壁滩中，中国
科学院古脊
椎 动 物
与

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人员有了重要的发
现。考察人员找到了一件神秘的化石，
根据测定结果，这件化石距今约1700万
年，是一件大型反刍动物的脑颅化石。
让研究人员感到惊讶的是，这个脑颅化
石异常厚实，头顶还有圆盘状的骨质角，
根据化石头顶上的独角，研究人员将其
命名为獬豸盘角鹿。“獬豸”（xiezhi）是
中国古代神话中一种长有独角的神兽。

研究人员对早期长颈鹿獬豸盘角鹿
头颈部特异性演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
雄性长颈鹿类在争夺配偶的斗争中，具
有利用颈部控制头部进行激烈斗争的行
为，不同的斗争方式强烈塑造了颈部的
形态演化。研究为从性选择的角度，解
释长颈鹿长脖子的演化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有力地扩充了达尔文用自然选择解
释长颈鹿长脖子演化的传统观点。

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
是云南虫

现代脊椎动物从何而来？最古老的
脊椎动物是什么？在地球生命演化的历
程中，有关脊椎动物起源的问题始终是
最吸引人的科学热点。

演化生物学家通常根据现生头索动
物文昌鱼的特征，推测脊椎动物的祖先
是一类具有脊索、背神经管和鳃裂的后
口动物。然而，这一假想的脊椎动物祖
先始终没有得到化石证据的支撑。

这些重大古生物学问题的谜底，藏
在位于我国云南的澄江动物群中。2022
年7月8日，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领导的“地球-生
命系统早期演化”研究团队和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姜宝玉课题组
密切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科学》杂志。研究发现，5.18亿年前的寒
武纪澄江动物群产出的云南虫，其咽弓
具有脊椎动物独有的细胞软骨结构，确
认了云南虫是脊椎动物的最原始类群。

研究团队利用三维X射线断层扫描
显微镜、傅立叶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扫
描电镜和透射电镜等多种现代实验技术
手段，从微观解剖学结构上重新研究了
一种此前分类存疑的动物：云南虫。

通过对127块云南虫标本的鳃弓结
构的再分析，研究团
队首次在云南虫咽
弓上发现了微纳
尺度三维保存的
叠盘状细胞结构
和蛋白微原纤维
构造，证明云南虫
具有脊椎动物独有

的、由细胞软骨构成
的咽弓，表明云南虫属

于原始脊椎动物。
“研究成果支持了云南

虫是一种干群脊椎动物，为
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早期演

化提供了关键证据，对脊椎动物咽颅关键
特征演化的探索将产生深远影响。”中科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赵方臣
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该研究再一次展
示了澄江动物群化石具有保存微纳尺度
精细生物学结构的潜力。

虎化石新发现
找到现代老虎“远房亲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赖旭龙研究团
队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吉林大学专家
团队合作，于2022年7月27日在《英国皇
家学会会刊》（Proceedings B）发表了
世界首例老虎古基因组研究成果。

2003年，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在吉林
省通化市大安镇的一处溶洞中，发掘出
大量古生物化石，并将其中部分斑鬣狗
化石提供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古DNA
研究团队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对化石中
残存DNA的分析鉴定，研究人员意外发
现其中一块残破的下颌骨（标本编号：
CADG482）并非斑鬣狗，而属于一类古
代老虎（以下简称“大安虎”），其年代已
超过43500年。

在生物学分类上，老虎属于猫科、豹
属、虎种，是大型猫科动物中的“明星”，
其演化历史、生存状态均受到社会和学
界的广泛关注。当前老虎主要包括六个
地理亚种：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华南
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印度虎）、马来虎、
苏门答腊虎。已有研究认为，它们均分
化自一个距今约11万年的祖先种群。

为探究大安虎与现生老虎各地理亚
种的亲缘关系，研究人员加大对大安虎
下颌骨化石的古DNA提取及二代测序文
库构建等工作，从24个测序文库中，组装
得到大安虎近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及部
分核基因组信息。

基于大安虎和所有现生老虎遗传成
分对比分析及系统发育树构建，发现大
安虎不同于任何现生老虎，属于此前未
知且现已灭绝的遗传支系，它所代表的
遗传支系与现生老虎的祖先，在约26万
年前就已分道扬镳。与现生老虎的祖先
随后在各地辐射分化形成不同地理亚种
不同，大安虎代表的遗传支系，随后走上
绝灭之路。

据介绍，对于现生老虎的研究，只能
揭示它们直系祖先的演化历史。大安虎
基因组的测定和解析，表明在老虎演化
历程中，有部分遗传支系丢失，所有现代
老虎只是其中一个支系的后代。

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老虎化石发现
于我国甘肃，距今超过200万年的早更新
世，其他中、晚更新世的虎化石也遍及东
亚。研究人员表示，在得到古DNA数据
之前，消失老虎支系的遗传信息，一直被
尘封在破碎、易被误读的化石中，古基因
组研究使得绝灭的老虎支系重见天日，
为系统全面探究老虎的演化历史提供必
要、不可替代的分子依据。

亮点解读

獬豸盘角鹿雄性
求偶斗争复原。

云南虫生态复原图。

据《南方都市报》

22002222年年度度中中国国古古生生物物学学十十大大进进展展发发布布
众众多多古古生生物物之之谜谜被被揭揭开开

“十大进展”

2017年首次发布
世界古生物学
风向标

据悉，每一年度“中国古
生物学十大进展”的评选和
发布展示该年度中国在古生
物学领域取得的重大发现和
科研成果，推动中国乃至国
际古生物学的发展和科学
传播。

本次入选成果由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长安大学等科研院所和
高校领衔完成。“十大进展”
从31项提名成果中选出，进
展涉及自寒武纪到第四纪的
多个地质年代。

“自2017年‘十大进展’
首次发布以来，中国古生物
学十大进展已经成为世界古
生物学的一个风向标。”中国
古生物学会秘书长张元动告
诉记者，除古生物学外，本次

“十大进展”还涉及非常多的
相关学科，例如地层学、古生
态学、古人类学、地球化学以
及大地构造学等，是十几个
学科融合交叉的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