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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侯先光教授从事古生物研究已有

多年 ,多年来一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

科学基金 的支持和重视 ,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

侯先光教授是云南澄江动物化石群的发现者 ,该化

石群的发现 ,为早期生命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

的创新性研究领域 。侯先光教授对节肢动物 、叶足动

物 、奇虾动物及其分类位置不定类群等的系统分类学

和演化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在寒武纪

大爆发科学意义及早期生命演化理论创新性研究方

面做出重要贡献 。侯先光教授的系列研究成果获得

“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特等奖 ”。

侯先光教授在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早期节肢动

物辐射及其环境研究 ,' 的资助下 ,经

过 年的潜心研究 ,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 ,分别在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和 。上发表 ,其学

术价值受到世界同行的广泛关注 。

发现并研究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形

成的能够反映节肢动物集体行为特征的化石

证据

在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早期节肢动物辐射及其

环境研究”的资助下 ,侯先光教授率领项目研究组对

澄江动物化扫群中指示动物集体行为的节肢动物进
行了研究 。现代动物的行为是动物界一个普遍的特

征 ,是长期演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生命演化历史

长河中 ,反映动物行为特征的化石证据 ,特别是能够

指示动物集体行为的化石证据更是稀少 ,因此 ,早期

动物集体行为特征及起源是科学界难以解释之谜 。

研究组科究了澄江动物化石群中指示动物集体
行为特征的化石 图 ,标本显示了 个动物个体

头、尾连接,白前一个动物的尾部嵌人后一个动物个
体壳体前部之内,形成了一个牢固难以分离的链状

图 漫江动物群中指示集体行为节肢动物化石

个动物个体头 、尾连接 ,形成一个链状体化石 前一个动物的尾部嵌人后一个动物个体壳体前部之内 完

整的一个动物个体背视特征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 目资助项目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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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动物个体一个连接一个排列成链条状连接方

式 ,其运动的集体行为特征在节肢动物中是非常独

特的 ,没有发现这种特征存在于现代任何节肢动物

中 ,也难以与其他动物行为特征相比较 。该动物群

体排列成链条状在海洋水体中漂浮或游泳运动 ,其

集体行为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食肉动物的攻击

或者是为了逃逸当时恶劣环境而快速有效地迁移 ,

证明动物的不同行为 ,包括动物复杂的集体行为在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也已经形成 。

年 月 日 ,侯先光教授及其国际合作

者英国牛津大学 和莱斯特大学

、 的研究论文

“

。, , ”在

上发表 。该研究成果评为 “ 年中国十大科学发

现 ”和 “ 年度十大地质科技成果 ”。

开创性研究了保存完美的澄江动物化石

群中的抚仙湖虫脑部和其他神经及感官构造

侯先光教授和马晓娅博士等发现并研究了迄今

为止最古老的关于动物脑部构造的化石 图 ,其

精美的化石保存使科学家得以进行深入研究并和现

生动物的脑部构造进行直接对比 。这是继 “澄江化

石 ” 年 月被联合国正式列人 “世界自然遗产 ”

后 ,澄江化石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 。

埋藏的化石记录中被发现 ,如云南澄江动物化石群 。

澄江动物化石群是世界上最古老 亿年前 、保

存最精美及物种最丰富的化石富集地 。许多澄江化

石不仅保存了精美的外部形态 ,还经常保存了一些软

体构造和内部构造 ,如肌肉 、肠道等 。早期的澄江动

物化石群研究主要以报道新属种为主 ,而该研究是澄

江化石研究领域中的又一重大突破 ,首次专题研究了

保存完美的脑部和其他神经及感官构造 ,这些精美构

造在所有古生物研究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也为寒武纪

特异保存的化石动物群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

澄江动物化石群中的抚仙湖虫是一个结构相对

简单的较为原始的寒武纪节肢动物 ,该研究让科学

家们吃惊的是 ,这个古老的原始节肢动物已经具备

了非常复杂的脑部构造 ,与现生的昆虫类及甲壳类

节肢动物的脑部构造极为相似 。它们的脑都是由前

脑 、中脑和后脑 部分组成 ,各具一对神经束分别连

接茎状眼 、触角及第 对附肢 。他们也详细研究了

抚仙湖虫的茎状复眼 ,化石证据显示该动物的视觉

系统也较为复杂 ,其眼可进行一定程度的翻转 。因

此该动物的复杂的神经结构与其复杂的感宫构造的

进化是相辅相成的 ,这些研究都进一步支持抚仙湖

虫可能是澄江动物群里的一个捕食者 。

根据抚仙湖虫的脑部构造特征 ,科学家们推断 ,

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节肢动物已经具备了复杂

的脑部构造 ,因此 ,现生鳃足类节肢动物中较为简单

的脑部构造应该是二次退化形成的 ,而非节肢动物

脑部构造的祖先类型 。

该研究成果于 年 月 日 ,在

杂志上以 “

” 发 表 。, ,

一

图 完整的节肢动物抚仙湖虫

动物的软躯体部分在化石保存过程中很容易腐

烂 ,因此软躯体化石的保存十分罕见 ,仅在一些特异

研究发现 了目前澄江动物化石群 中最可

靠的羽鳃纲半索动物化石

这是目前澄江动物化石群中最可靠的羽鳃纲半

索动物化石 ,为研究后口动物的早期演化以及理解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内涵提供了新证据 。

羽鳃纲是小型的海生底栖半索动物 ,软体被坚

硬的栖管包围 ,触手从栖管的顶部伸出 ,用来捕捉浮

游生物 。现生的羽鳃类约有 个种 ,其已绝灭的亲

缘类群笔石类在奥陶纪 、志留纪极度繁盛 ,但保存下

来的笔石化石全部为几丁质硬壳的残留物 。 自笔石

动物发现的 多年来 ,演化生物学家对生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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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以上科研机构组织实施 , 以上的 “杰青 ”等

高层次人才均出自于省部级以上科研机构 , 以

上的重大科技成果奖励来源于省部级以上科研

机构 。

结束语

以理工见长的高校 ,在办学理念中一般强调与

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 ,为社会培养大批应用型人才 ,

在科学研究中 ,注重产学研结合 ,为经济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 。我校作为一所工科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

型大学 ,在长期发展中非常注重科学研究的应用性 ,

并在支撑 “珠三角 ”产业发展的高新技术研究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 。同时 ,学校也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的发展 ,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 ,充分发挥基

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源头的作用 ,注重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 ,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基

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形成工科特色的基础研究 。

如早在 世纪 年代初就设立了华南理工大学青

年科研基金专门资助青年教师从事基础研究的前期

探索 ,鼓励承担科学基金类项 目 ,并把承担科学基金

项目作为职称评定的条件之一等 。

工 口 刃 硬扭 幼甘们 周凡奴工 份 《

一

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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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笔石以及其他羽鳃类的软体部分的特征一无

所知 。

侯先光教授与其合作者在云南澄江动物化石群

中发现的这块新化石标本尽管不到 厘米长 ,但保

存十分完好 ,并可以看到微小的细节 ,包括一条羽状

腕上 个小触手 。这块化石标本要比其他已知的

现生的物种大许多 ,但其他方面的比较显示出这个

种群以及它们的捕食模式和构建栖管的方式在 亿

多年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莱彻斯特大学地质系的

记 教授认为 “太神奇了 ,它保存了异常

精美的软体组织 ,包括用来摄食的羽状腕和触手 ,为

研究此类古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窗口 。”

年 月 , 少杂志刊发了侯

先光教授及其国际合作者关于澄江动物化石群研究

的最新进展 。文章报道了保存有软躯体的羽鳃纲半

索动物 · · · ·

澄江动物化石群特异保存的化石以保存精美的

软躯体化石为特征 ,这一寒武纪特异埋藏化石群为

理解早期后生动物的辐射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证

据 。然而 ,许多物种的系统关系及化石群生活 、保存

的环境因素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侯先光教授将带领

其团队 ,继续在澄江动物化石群研究的道路上进行

不断钻研和探索 。

“

, ,

力花 山 护￡夕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