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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实验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推

动了这一系列共振态研究的发展 实验通过新现象

的发现指导理论构造更为精确的势能面 ,而更为精

确的理论帮助实验发现新现象 ,并进一步验证理论

自身的精确性 。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验结合的

研究 ,也使得我们对共振态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

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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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晚期昆虫化石系统研究获得新进展

我国北方中生代晚期传粉昆虫及各类昆虫化石

种类极为繁多 ,在世界古昆虫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

它代表了昆虫演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处于早期代表

绝灭 、新生类型层出不穷的大转折时期 。传粉昆虫

不仅对当时虫媒植物的兴起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促

进作用 ,而且对现生传粉昆虫的形成和演化起着承

前启后的作用 。

一 年其间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任东教授及其团队对北方侏罗系主要分布地区

内蒙 ,辽宁 作了较系统的化石标本补充采集和必

要的剖面测量工作 ,新采回各类昆虫化石 余

件 。目前已研究的昆虫化石涉及 个 目 , 个科 。

建立新科 个 ,新属 个 ,新种 个 。共有

个目的 个科级单元在世界上是最低层位 , 个

目的 个科级单元化石在我国是首次发现 。研究

表明我国北方在中生代是昆虫的重要起源与演化中

心之一 。

传粉昆虫与虫媒植物的协同演化是其研究成果

中的一个亮点 。 年 ,任东首次利用喜花昆虫化

石证实了被子植物在中国东北侏罗纪已经存在 ,将

以前被子植物起源于白奎纪的观点向前推进了至少

万年 。为解决了被子植物的起源时间和地点

这一植物学界的难题做出了贡献 ,该成果以独著的

方式发表在当年美国的 “ ”杂志上 。在发表时

还配发了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著名古昆虫学

家 博士所撰写的评论文章 ,对本文

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在过去的十年中 ,任东教授又

陆续在 ” ' , ,

, 等刊物上发表了 余篇

传粉昆虫论文 ,丰富了传粉昆虫研究的内容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 ,任东教授的最

新研究成果 “

, 一

'' 发表在 `杂志上 。该论文是任东教授
与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兰博德拉博士等 名国

际昆虫学家合作的成果 。他们发现了距今 亿 千

万年的中侏罗世传粉昆虫与当时的虫媒裸子植物之

间存在着一种新的传粉模式 ,在昆虫与植物的协同

演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进展 。此项成果将为一些

重要传粉昆虫类群的起源 、早期演化和一些关键特

征性状极性的确定提供直接的证据 ,从而为探索传

粉昆虫演化的原因和模式 ,以及当今全球传粉昆虫生

物地理格局和区系的形成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意

义 ,而且在探索虫媒植物和有花植物 被子植物 的起

源及昆虫与植物的演化关系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英国北安埔敦大学著名昆虫学家 教授

在 《科学 》杂志同期发表的特邀评论中写到 任东等

人的工作向传统的白坚纪晚期传粉昆虫与开花植物

之间的协同演化经典模式提出了挑战 ,揭示了一种

更为复杂的植物和传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学现

象 。任东等用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在中生代具有细长

吸受式口器的长翅目昆虫可以在已灭绝的裸子植物

上取食传粉滴 ,同时起到了传粉的作用 。这是 目前

为止最早的关于传粉昆虫和虫媒植物之间协同演化

的例子 。任东等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 ,改变了我们

对传粉昆虫早期生态演化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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