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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上世纪8080年代年代，，我国科学家发现了澄江动物群我国科学家发现了澄江动物群，，为解开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谜提供了大为解开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谜提供了大
量详实的关键证据量详实的关键证据。。现在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寒武纪时代曾涌现了一大批现代动物门类的祖先我们已经知道寒武纪时代曾涌现了一大批现代动物门类的祖先，，生生
物已广泛分布于海洋浅海区各个区域和不同的水层中物已广泛分布于海洋浅海区各个区域和不同的水层中，，生物间已然建立起了较为复杂的多级食生物间已然建立起了较为复杂的多级食
物链物链，，完整的动物谱系已经形成完整的动物谱系已经形成，，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那么那么，，科学家是如何抹科学家是如何抹
去覆盖在化石上的历史尘埃去覆盖在化石上的历史尘埃，，还原出寒武纪时代精彩纷呈的海洋动物世界的呢还原出寒武纪时代精彩纷呈的海洋动物世界的呢？？

化 石 见 证 寒 武 纪 生 命 大 爆 发化 石 见 证 寒 武 纪 生 命 大 爆 发
□□ 冯伟民

我 在 北 京 麋 鹿 苑 工 作 20
年，观鸟 10 年，但兴致不仅未
减，反而与日俱增，为何？因为
尽管天天在不到千亩的麋鹿苑里
转悠，舞台不变，但随着季节变
换，“鸟演员”们你方唱罢我登
场，角色常变，就是同一角色、
某一种熟悉的鸟，也会不时给你
上演惊人的新曲目，这就是观鸟
的乐趣。

7 月 26 日，我幸运地看到
了、录到了“养母”苇莺饲喂
宝宝大杜鹃的场面。早上我独

自走在鹿苑东区的水泥路上，
听到北侧鹿苑唯一荒野的桃花
岛 附 近 ， 传 来 一 阵 急 切 的 鸟
鸣 ， 望 去 ， 一 只 苇 莺 上 蹿 下
跳，鸟虽很小，但动静不小，
还是容易发现的，怎么了？我
举 起 望 远 镜 上 上 下 下 仔 细 观
察，忽然发现在这棵小树的下
端横枝上，端端地站着一只大
鸟，猛一看以为是红隼，我喃
喃自语，难道是猛禽进到了鸣
禽 苇 莺 的 地 盘 ， 苇 莺 在 驱 逐
它？再看，不对呀，两只鸟并

非 对 立 的 敌 人 ， 而 是 相 呼 的
“ 亲 人 ”， 我 忙 不 迭 地 举 起 相
机，拉近再拉近，先轻易地拍
摄到了大鸟——杜鹃稳健的雄
姿。这只棕色的、浑身带有棕
色虎斑花纹的杜鹃，还在不断
哆嗦着翅膀，并发出雏鸟乞食
的 鸣 叫 ， 而 急 来 疾 走 的 小 鸟
——这只浅褐色的大苇莺，竟
是频频来喂食的妈妈角色。

这就是久闻大名的寄生与代
养关系的两种鸟，大杜鹃与大苇
莺。但大苇莺尽管名声大，其实

小如麻雀，而大杜鹃即二声杜
鹃，已经与成年杜鹃大小相近
了，只等亲妈的呼唤，远行非洲
了，这是近两年才被人们凭借卫
星定位技术揭示的真相，杜鹃的
越冬地，乃是非洲。

而说到杜鹃的寄生性，也是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春夏之季，
杜鹃从南向北，万里赴戎机，关
山度若飞，飞来繁殖地，即我们
身边，通过昼夜不停的鸣叫，侦
缉到抱窝中的鸟 （大杜鹃专找大
苇莺），这位大鸟便伺机把蛋下

到那位小鸟的巢中。杜鹃的蛋不
仅酷似苇莺的蛋，使苇莺难辨真
伪，来者不拒地抱窝，而且杜鹃
能早出壳，出壳的小鸟，天生绝
技，把苇莺的蛋，挤出鸟巢，结
果，这窝苇莺的妈妈就成了名副
其实的“养母”，把小小的独子
——大杜鹃饲喂成了比自己肥硕
好几倍的大宝宝。

世 界 真 奇 妙 ！ 万 幸 能 看
到！

（作者系北京南海子麋鹿苑
博物馆副馆长）

久 闻 今 撞 见 苇 莺 喂 杜 鹃
□□ 郭 耕

澄江动物群是特异埋葬的软驱体化石群，动
物化石保存极为完整，90%以上还保留了诸如眼
睛、附肢、口器、消化道、神经、鳃裂和脊索等
软体组织印痕，其姿态千奇百怪，有站立、爬
行、进食、钻孔等，有大量遗迹化石，如粪便、
运动痕迹，还有反映动物间依存关系的化石，如
微网虫与星口水母等，为研究寒武纪早期动物大
爆发及这个时期动物的解剖构造、功能形态、生
活习性、系统演化、生态环境、埋藏条件和保护
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化石依据。

奇虾为何是顶级捕食者？奇虾是寒武纪时代
的巨无霸，身长2米，傲视群雄（图1）。奇虾也
是寒武纪时代食物链的顶级捕食者，因为在奇虾
相伴生的排泄物里发现了瓦普塔虾碎片，而瓦普
塔虾是当时海洋数量比较丰富的一种三叶虫，科
学家分析认为奇虾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在寒武
纪食物链上处于顶级捕食位置。

动物是如何开始行走的？澄江动物群中有一
批叶足动物，其中有一种啰哩山虫（图2），是最
典型的跪地式行走者。啰哩山虫的腿在行走时大
部分落地，只有近基端离开海底表面。怪诞虫和
心网虫腿落地部分可能短于啰哩山虫。爪网虫和
微网虫的腿粗短，已经没有跪地部分，使得身体
距离海底表面较远。这些古老的蠕虫状步行者行
走的方式可能与现代蠕虫相似，借助体节伸缩来
完成提腿和前移的动作。正是这批靠叶足迈步的
动物，开启了动物步行时代。

动物活动复杂化的考证。前寒武纪末与寒武
纪动物世界存在巨大差异，遗迹化石为此显示了
独特的指示意义。遗迹化石是地质历史时期生物
活动所遗留在沉积物表面或沉积物内部的各种生
命活动的形迹，如各种生物扰动、足迹、移迹、
潜穴、粪化石以及钻孔等。科学家发现，前寒武
纪地层中遗迹化石贫乏，只在晚期有极少量简单
的遗迹化石发现。相反，寒武纪时代生物扰动现
象频繁，生物活动形式多样，遗留下来的遗迹化
石亦复杂多变，如步行的、蠕动的和钻孔的动物
行为，造就了海洋混合底质的变化，被称为寒武
纪“底质革命”或“农艺革命”。

鳃裂构造引爆最重要的发现。咽鳃裂构造是
后口动物的共同特征（图3），科学家在数百块古
虫标本的观察及解剖基础上，揭示了古虫动物囊
状构造内部普遍存在着通往消化道前段（咽）的
鳃裂，证实它具有排出咽内海水的功能，即当水
把食物和氧气带进去，食物分离以后就送到后面
肠道消化，肛门排出去。含有氧气的水就在鳃裂
用鳃丝进行气体交换，废水就排出去。咽鳃裂这
一创新构造开创了新陈代谢的新时代，对于后口
动物亚界的起源及后期繁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动物的集体行为的发现。一块动物个体首尾
相连，呈波形运动的动物行为化石（图4）引起
了科学家的极大关注。这块神秘的化石披露了一
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原口动物
的社会性集体行为已经出现。这些节肢动物标本
个体密切相连，相互形成一个链，科学家推测这
类集体行为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食肉动物的
攻击。

神经系统的奇妙保存。科学家研究澄江动物
群昆明澄江虾化石，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
神经系统，这是一种类似甲壳纲动物，中枢神经
系统包含着缩小大脑和类似串珠的链状互连神经
组织。这显示了寒武纪时期最复杂的中枢神经系
统，使科学家能够更好理解神经系统和早期动物
是如何进化的。

科学家还通过数理统计方式，揭示了澄江动
物群多样性发展和不同生态空间优势物种分布。

科学家就是根据化石特征，通过各种研究手
段，如化石修复和解剖手段，采用各种研究方法，
如比较法、数理统计法、功能相关性和将今论古
等，在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高精度的成像系
统帮助下，从宏观和微观层次的不同角度详细地研
究了澄江动物群的分类学、生态学、发育生物学和
谱系亲缘关系，揭示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一恢弘
壮观且意义深远的重大生物演化事件。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副理事长）

图1：奇虾化石。图2： 啰哩山虫化石。
图3：古虫的鳃裂构造。图4：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节肢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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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起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来自于来自于太阳、月
亮和星空；来自于生物界；来自于植物界。上期我们探讨
了第一个方面：光来自宇宙；下面我们来看光起源的第二
个方面：生物界的光源。

在生物界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光源，如萤火虫、月亮
鱼、闪光鱼等等。

首先我们来看萤火虫发出的光。在夏天的夜晚，我们
在野外总能看到能发光的虫子在空中飞舞。这是因为在萤
火虫的腹部有一个发光器，这个发光器是由发光层、反射
层和透明层三个部分组成的。此外，在萤火虫的身体内，
还存在一种被称作荧光粉的化学物质，当萤火虫呼吸时，
这些荧光粉就会发生氧化，从而产生光。

这种神奇的小动物不仅能发光，而且发出的光是冷
光，什么是冷光？冷光即低温发光。也就是说，它所发出
的可见光温度不高。利用萤火虫能发冷光这一特点，人类
发明了日光灯。日光灯的亮度要比同等功率的普通灯泡要
大很多。利用冷光制成的矿灯，有效避免了在矿井中的瓦
斯爆炸现象，因为当矿井中瓦斯浓度达到一定的数值时，
一遇到热，就很容易发生爆炸事件。所以，矿工们在矿井
下工作时，戴上配有这种矿灯的安全帽。

除了萤火虫，在生物界还有几种鱼自身能发光，如月
亮鱼、闪光鱼等。

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到海边游玩并仔细
向海中观察的话，在南美洲的一些海岸，就有可能发现许
多圆圆的，像月亮一样形状的鱼儿，这种鱼就叫“月亮
鱼”。月亮鱼的身体不大，体重也比较轻，每条大约只有
500克左右。但因为它的身体一侧是银亮色的，故能在夜晚
发出像珍珠似的夺目的光。

还有一种能发光的鱼，叫“闪光鱼”，在这种鱼
的头部眼睛下面，有一粒可发光的小肉粒，这颗小
肉粒能发出青色的光。利用这种光，闪光鱼能探
测，捕食和与同类鱼儿进行沟通交流，闪光鱼头上
的这个闪光灯平均每分钟可以闪光75次左右，当它
们遇到同类鱼儿时，闪光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它
们不幸被其他鱼类追逐时，就动用另外一种频率的
光用以隐蔽自己，用以保护自己不被吃掉。

最后，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植物可以发光？
在自然界中有一些植物也可以发光，如发光

的草“灯草”，能发光的树“灯笼树”和“鬼
树”。

“灯草”顾名思义就是能发光的草，在一些灯草集生
地，当地的居民常把它们移植到自己家门口，作为晚上照
明用的“路灯”。而“灯笼树”能生一种果子，这种果子在
夜晚能发光，向下垂着，前端弯曲向上，远远望去，很像
在树枝上挂满一个个小灯笼。

另外，在我国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生长有一种树，这种
树的树叶上含有磷，释放出来的磷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化合

生成磷火，磷火能发出一种没有热度，也不能燃烧的有光
亮的冷光。这种光白天看不到，但到了夜晚，人们就能看
见这些冷光了。因此当地的人称这种树叫“鬼树“。

这些都是自然界中的神奇之光，往后还会给大家介绍
生活中的奇妙之光。

7月29日，“黄金世界”主题讲座在中国地质
博物馆地球厅举行，约50名家长和孩子参加了此
次讲座。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工
程师、科技部“科技列车行”成员卞跃跃，他长
期担任科普专栏作者，具有丰富的科普工作经验。

讲座伊始，卞跃跃引用学校中物理、化学老
师对黄金的描述，讲解了黄金神奇光泽、稳定、
珍贵的特点。围绕黄金的历史，讲解了古巴比伦
最早的黄金首饰、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度、布
雷顿森林体系、中国黄金产量世界第一等内容。
黄金诞生主要分为淘金和采金两种方式，卞跃跃
配合图片详细讲解了淘金和采金的流程。在讲到
淘金时，卞跃跃为现场观众延伸了美国领土扩张
和西进运动以及牛仔裤是如何诞生的。最后，他
用示意图形象地讲解了黄金的全球储量，以及黄
金在当今世界发挥的作用。

风趣幽默的讲课方式感染了现场的观众，小
朋友不时向卞老师提出问题，卞老师耐心解答孩
子们的疑惑，并对孩子们能够提出问题进行了表
扬。

陪同孩子参加讲座的杨女士表示，这场讲座
效果非常好，不光让孩子学到了有关黄金的地质
学知识，还学到了相关的历史知识，自己跟孩子
一起听讲也促进了亲子关系。现场的二年级小朋
友说他通过卞老师的讲解明白了黄金是怎么来
的，黄金为什么这么珍贵，非常喜欢卞老师的讲课方式。

据悉，“黄金世界”是“地博讲堂”系列讲座之一。“地博讲
堂”是中国地质博物馆主办的科普类讲座活动，旨在将专业性的地
质学知识通俗地讲给听众。下一期“地博讲堂”将于8月5日上午
在一楼地球厅举办主题为“先有鸟语还是花香”的讲座。

上图：主
讲人卞跃跃与
现场小朋友互
动

左图：中
国地质博物馆
展出的“狗头
金”

科普时报讯（实习生 马进忠）
面对当今世界生态破坏和动物灭绝
的新情况，为了提醒人们热爱自
然，保护动物，唤起人们的环保意
识，《我爱动物》 艺术作品展将在
2018 年 9 月 23-30 日在北京东单视
觉经典美术馆举办艺术展。

《我爱动物》 艺术作品展由北
京数字科普协会主办，将展出中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
漫画、数字绘画、摄影、壁画和邮
票设计、剪纸、刺绣、染织、陶
瓷、儿童画、动画短片等 100 件左
右。

本次展览会将展出许多精美的
艺术品，其中包括丰子恺先生的护
生作品，并附有动物科普展板的展
示。另外，现场观众还将获得一次
完美的视觉享受，展览开幕式上，
汪志勇将用人工智能中的语音识别
系统对动物分类、动物之最、动物
保护、古代埃及诸神中的动物形
象、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动物形象以
及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中
国科学家童第周、动物保护领域优
秀人物介绍、动物保护领域的专业
机构、协会、动物园、博物馆的介
绍、纸质媒体、电影、电视作品介
绍等内容进行搜索展现。

展览现面向全社会招展，9 月 1
日前可将作品照片发至策展人张骏
的 微 信 （微 信 号 ： zhangjundong-
hua），或在 9 月 20 日直接将作品送
至北京东单视觉经典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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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刘诗平） 7月10日以来，高温天气一直盘踞我国中
东部地区，多地高温天气突破极值。与此同时，北半球三大洲高温
事件频发。今年夏天高温为何如此之强？

我国22县市高温破极值
气象学上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定义为“高温日”。截至

7月30日，中央气象台连续17天发布高温预警。据国家气候中心评
估，4月以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6.8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三多，呈现出高温日数多、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强的特点。重
庆、四川及吉林、辽宁等地有22县市最高气温突破７月历史极值。

热浪席卷北半球
高温天气不仅盘踞中国，整个北半球都被热浪席卷。7月以来，

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尤其北半球的亚洲、欧洲、北
美洲等地高温事件频发。

是哪些因素使得今年夏天北半球高温天气频发？国家气候中心
专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是北极地区冷空气向南扩散明显偏弱导致。

入夏以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明显偏弱，加上控制东亚地
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强度偏强，平均强度超过
常年同期2倍以上。

8月高温仍不容小觑
气象专家预计，8月初，我国南方高温范围减小，强度有所减

弱，但北方高温逐渐发展，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将加入高温阵营。
高温天气容易给人们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徐东群研究员表示，持续高温或热浪易导致人体中暑，甚至引发
热衰竭、热射病，也会导致消化不良、胃肠道疾病发病率增加，诱
发关节炎和心、脑血管疾病，民众须注意防暑降温。

我国多地高温破极值

走
进
地
博

走
进
地
博

走
进
走
进
﹃﹃
黄
金
世
界

黄
金
世
界
﹄﹄

□□

科
普
时
报
实
习
生

崔
志
源

萤火虫（www.4908.cn） 月亮鱼（www.car0575.com）

闪光鱼（ baike.so.com）

灯草（ wenwen.soso.com ）

奇
妙
之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