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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x〕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揭晓
: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均远教授
,

云南大学侯先光

教授和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共同完成的
“

澄江动物

群和寒武纪大爆发
”

获得一等奖
,

由于 3 位获奖者从

不同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

并列第一
,

这在我国 自

然科学奖评奖史上尚属首次
。

当代自然科学十大难题之一—
“

寒武纪生命

大爆发
”

是探索早期生命起源中的重大疑难的科学

问题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在云南省澄江县发现

的大量保存精美的古生物化石—
“

澄江动物群
” ,

证实在距今 ( 5
.

4一5
.

2 )亿年间
,

出现了地球演化史

上规模最宏大
,

影响最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 即
“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 ,

在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百分

之一的
“

瞬间
”

创生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动物门类
,

揭开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演化历史的序幕
。

澄江生物

群是充分展示
“

寒武纪大爆发
”

的最佳窗 口
,

含有极

丰富的有关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和
“

寒武纪大爆发
”

奥

秘的科学信息和重要线索
,

被国际学术界称为
“

20

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 。

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研究过程中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予 了极大的关注
,

并给予了

连续资助
,

3位获奖者共获得面上项 目 8项
,

重点项

目 2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联合资

助的攀登专项二级课题各 1项
。

经过十几年艰难的

探索和勤奋的研究
,

在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成果
。

研究上有较好的成果
,

而且发现了后 口动物
“

半棵

树
”

中的类半索动物
、

棘皮动物
、

头索动物
、

尾索动

物
、

脊椎动物几个最为重要的分支类别
,

发现并论证

了绝灭的古虫动物 门
,

从而突破了早寒武世长期囿

于原 口动物
“

半棵树
”

的认知局限
,

系列性成果发表

在 从珑
uer

、

反
~ 等杂志上

。

首次全面勾勒 出这次

大爆发事件同时创生出了原 口动物和后 口动物两大

枝系的完整动物演化
“

大树
”

的基本轮廓
,

诊释并回

答了寒武纪大爆发这一重大疑难科学问题
。

1 首次揭示出寒武纪大爆发主幕的全貌轮

廓

该研究组不仅在原 口动物
“

半棵树
”

(三叶虫等 )

2 探索了脊椎动物
、

真节肢
、

鳌肢和 甲壳等

动物的起源

( l) 通过深入研究发现
,

海 口鱼不仅具有一对很

大的眼睛和明显的嗅囊
,

而且有类似于听囊的构造
。

这些构造的发现证明海 口鱼已经步人了有头类的进

化轨迹
。

同时海 口鱼又保留有其祖先类型 的多对
“

重复型
”

生殖腺
,

显示海 口鱼这一 已知最古老脊椎

动物独特的镶嵌特征
,

处于有头类演化的早期关键

环节
。

成果发表在 了Vat uer 杂志上
。

( 2) 对海 口虫解剖学和分支生物学进行了深人

的研究
,

证实了海 口虫处在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

演化的中间阶段
。

提出了神经脊动物的概念
,

将神

经脊动物分为原有头类和有头类两个演化阶段
。

同

时对脊椎动物脑的起源
、

头部感觉器的起源
、

鳃弓的

起源
、

食性的起源和脊椎骨的起源进行了探索
。

(3) 在对叶足类和节肢动物解剖学重新认识和

新的关键化石发现的基础上对节肢动物的起源开展

了研究
。

提出寒武纪大附肢节肢动物为现生鳌肢类

的祖先类群的新解释
。

同时提出节肢动物通过三个

一理卜母l乙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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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独立演化的事件起源于叶足类状的祖先
。

这三

个事件为
:

节化事件
、

节肢化事件和头化事件
。

3证实 了现生动物门和亚门以及复杂生态

体系起源于早寒武世

在原有基础上又发现了箭虫 (毛颗)
、

尾索动物
、

甲壳动物和鳌肢类等现生动物高级分类系统化石的

代表
,

为寒武纪大爆发是现生高级分类系统主要的

历史起点提供了新的化石依据
。

同时
,

对生物食性

和粪化石包含物开展了一 系列研究
,

对寒武纪早期

生态链的特征有进一步深人的了解
。

4 挑战了 自下而上倒锥形进化理论模型
,

为

自上而下的爆发式理论模型提供 了化石证

据
。

提出了神经脊动物 的概念 ; 创建 了无脊

椎动物向脊椎动物演化五个阶段的假说

探索动物界中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大基本

类群间的演化关系
,

一直是进化生物学 中的一个核

心命题
。

基于近年来在早寒武世
“

源头
”

时段的后 口

动物系列性发现
,

提出了脊椎动物起源分
“

五步走
”

的新假说
:
首次发现并论证古虫动物门开始出现鳃

裂构造 ;标志着从原 口动物 向后 口 动物演化迈出了

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接下来与现代动物学
“

四步走
”

假说相对应的早寒武世三个演化步骤是
:
类半索动

物云南虫类 (含海 口虫 )及原始棘皮动物— 尾索动

物长江海鞘— 似头索动物华夏鳗 ;海 口鱼 (可能还

包括昆明鱼和钟健鱼 )既具备了低等脊椎动物所有

三个主要方面的基本性状
,

同时又保留着无头类祖

先的原始生殖构造特征
,

代表着刚刚跨人有头类门

槛的原始类型
。

这
“

五步走
”

假说显示
:
中国是全球

脊椎动物的发祥地
。

所有这
“

五步走
”

的实证材料均

发表于 Na ut er
、

旋le cen 杂志上
。

该研究组在 国内外刊物上共发表论文 90 余篇
,

其中本项 目主要完成人在 八h艺u er 和 sc ic二 发表论

文 14 篇
,

其中第一作者 13 篇
,

出版专著 6 部 ; 37 篇

论文被 SCI 收录
,

70 篇被 SCI 引用 84 2 次
。

aN t
uer

和 cs ic二 发表专评 9 篇
。

纽约时报两次专题评论本

项 目成果
,

美国《科学新闻》周刊两次发表本项 目有

关成果的封面专评
,

《国家地理 》汉无,。 刀℃叮 和德国

《明镜周刊》发表题为
“

东方的神秘
” , “

挑战达尔文
”

和
“

脊索动物起源
” ,

对澄江动物群进行专题介绍和

评论
。

该成果还荣获
“

19 % 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
” ,

“

19 99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 , “ 199 9 年中国基础研

究十大新闻
” , “ 2 00 1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 , “ 2 00 3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

该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

广泛的关注
。

该奖的获得
,

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国古生物

研究就是靠着我 国的化石优势的偏见
,

她是对我国

古生物研究工作者
,

在探索早期生命起源所做出的

实质性科学贡献和科学精神的充分肯定和褒奖
。

诚

然
,

我国的地域优势为探索早期生命起源提供了一

个理想的平台
,

但化石是无声的
,

如何将我国的地域

优势转化成我们的科研优势和科学成就优势 ? 这是

通过我国一批专业素质高
,

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开拓

思维精神的科学家
,

几十年如一 日
,

默默耕耘
,

勤奋

探索
,

将蕴涵在化石里 的几亿年前丰富信息艰难地
“

解读
”

出来
,

进行理论探索
,

建立了令该领域科学家

所瞩目和认可 的一系列有关早期生命起源 的新理

论
,

向人类展示了我们所共同关心的科学难题—“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 。

在该领域
,

我国已以科技强

国的形象活跃在世界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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