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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这一曾经的“地球霸主”早已
为人熟知，但它们是如何崛起的？中
美科学家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奥秘可
能藏在“衣服”里。与人们印象中光秃
秃的外表不同，恐龙可能天生就有羽
毛。这些羽毛好比羽绒服，帮助恐龙
挺过2亿年前导致众多物种灭绝的全
球大寒潮，并迅速“上位”成为侏罗纪
时期的霸主。

2 亿年前的三叠纪末生物大灭
绝，是地质历史上五次生物大灭绝之
一。当时的地球火山活动频发，火山
灰等遮天蔽日。在此后的几年至几十
年中，地球表面温度骤降，大量不适应
严寒气候的生物迅速消失。

此次，科研团队在新疆准噶尔
盆地的野外考察中发现了保存精美
的恐龙脚印化石。在2亿年前，准噶
尔盆地的古纬度位于北纬 71 度左

右。这说明当时的恐龙已经有一套
完备的御寒机制，让它们在寒冷的
极地存活。

恐龙靠什么御寒呢？“靠长羽毛。”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沙金庚介绍，恐龙羽
毛的形态结构明显不是用于飞行的，
最有可能的功能是保暖。

可以推测，正是由于有羽毛保暖，
恐龙得以在这场天灾中幸存，并迅速
占据灾后的生态“C位”。沙金庚说：

“在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后，恐龙体积
增大，分布范围扩张，总数量增加了近
一倍。2 亿年前这场生物史上的浩
劫，不经意间却为恐龙打开了通往食
物链顶端的大门。从此，恐龙开始了
长达约1.3亿年的称霸之旅。”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于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进展》。

提到鱼，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它们生
活在水中、用鳃呼吸。但有一类特殊的
鱼，不仅能用鳃呼吸，还能通过类似肺
的鱼鳔直接呼吸空气，这就是“肺鱼”。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朱敏院士团队，在云南曲靖会泽县
发现了约3.9亿年前的肺鱼化石新属
种“会泽滇双翼鱼”。这是我国发现的
第9种泥盆纪肺鱼，研究表明，它与其
他肺鱼很可能有着不同的“食谱”和进
食方式。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系统古生物学杂志》上。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古脊椎所
博士研究生罗彦超介绍，借助高精度
CT设备与三维复原技术，团队对标本
进行了详细的形态学研究和系统学分
析，发现了会泽肺鱼拥有一种特殊的
齿板类型。

“齿板是肺鱼的标志性结构，一

般在口腔内占据相当大的面积、有相
当的厚度，同时咬合面有小齿突起，
如同磨盘一般，可以磨碎坚硬的带壳
食物，如节肢动物或腕足动物。”罗彦
超解释。

他介绍，会泽肺鱼的齿板只在中
心处有牙齿，这种特殊构造，使得其上
下颌只能进行较松散的咬合，可能无
法像其他肺鱼那样取食质地坚硬的带
壳食物。“因此我们推测，会泽肺鱼更
常用吸食的方式捕食，食物可能是一
些鱼类和软体动物。”

罗彦超介绍，在传统印象里，泥盆
纪海洋里主要是各式各样、体态相对
较大的盾皮鱼类。肺鱼只能瑟瑟发抖
地游荡在海底“扫货”。会泽肺鱼的发
现改变了我们对肺鱼饮食结构的认
识，也表明肺鱼可能在泥盆纪食物链
中占有更高的地位。

科学家发现恐龙或靠
羽毛保暖挺过大灭绝

新华社记者 王珏玢

3.9亿年前化石揭秘
肺鱼“吃饭”新模式

新华社记者 金地 张泉

史前巨兽争霸赛：

谁才是陆地
最大哺乳动物？

新华社记者 胡伟杰 马莎 杨雅婷

陆地上存在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
是什么？它的体形有多大？在甘肃临
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一座特殊的“史
前动物园”里，记者探寻陆地最大哺乳
动物的身影。

走进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穿
行在各种化石之间，仿佛回到遥远的
过去，看到一场“史前巨兽争霸赛”。

一具特殊的大象骨架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它足足有2.5米高，头骨前端
并排长着一对扁平的下门齿。“这是铲
齿象，生活在距今1600万年前。”博物
馆讲解员张海莲介绍。

据了解，铲齿象曾广泛分布于各
个大陆，直到500多万年前才全部灭
绝。“一般铲齿象的体重可以达到2.5
吨，有的象还可以达到3吨到3.5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邓涛说。

“这具骨架保存得比较完整，就连
盆骨、趾骨等极难保存下来的化石都
完好无损。”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馆
长何文说，骨架的所有化石都是在和

政县发现的，经过专家鉴定，象骨年龄
在25岁左右。

想要让这只“庞然大物”重见天日
可不容易。博物馆的6名工作人员用
两年时间一点点清理、筛选，才将化石
清理出来。之后对一小部分缺损的化
石进行补充，又耗费了半年时间。经
过无数次打胶、固定，它才终于在馆里
与游客见面了。

铲齿象化石十分巨大，给人满满
的视觉压迫感。可在整个博物馆馆藏
的巨兽化石标本中，它也只能算是一
个“入门级”的小角色。

在另一个展厅里，一具长约1米的
头骨立在支架上，角座、眼眶、鼻骨等
仍清晰可见。站在化石前，不难想象
这头巨兽当年的雄姿。

张海莲介绍，这是临夏副板齿犀
的头骨化石。临夏副板齿犀是一种体
重可达7吨至8吨的哺乳动物，它的化
石也是在和政县出土的。与同是哺乳
动物的人类相比，一只临夏副板齿犀
的重量，约等于100个体重在70千克以

上的成年人。
史前巨兽争霸赛，没有最大，只有

更大。当研究者还在惊叹临夏副板齿
犀的庞大，2015年一具更大的陆地哺乳
动物化石在临夏州东乡自治县被发现。

何文告诉记者，最初是村民盖房
取沙时，看到了沙土中几个形状怪异
的“土疙瘩”，他带队前去查看后，发现
是古动物化石。因为太过巨大，动用
了货车才将化石拉回博物馆。

经过对化石的研究，邓涛和他的
团队确认了一个巨犀新种“临夏巨
犀”。如今，临夏巨犀的化石就静静地
陈列在展柜里。

这个新发现的古动物有多大？其
中一块下颌骨化石就长达一米，上面
排列的牙齿清晰可见。要是临夏副板
齿犀真能碰见这个大家伙，只怕都得
躲着走。

邓涛介绍，巨犀是陆地上存在过
的最大的哺乳动物，站立时的肩高5
米，头部可伸达7米的高度。它的体重
可达24吨，相当于4头最大的非洲象

的体重总和，大约是3头临夏副板齿犀
的体重总和。

在博物馆临夏巨犀的复原塑像
前，一个成年男性站在巨犀身下，头顶
还接触不到巨犀腹部，足见其身形之
巨大。

邓涛介绍，庞大的巨犀需要大量
植被作为食物来源。临夏巨犀生活在
距今2650万年前，在当时，我国西北地
区的气候比较温暖潮湿，生长着许多
高大的树木，巨犀能以树冠顶部的树
叶为食。

据了解，在地质时代晚渐新世，全
球气候处于冷暖波动期，无法适应的
动物渐趋灭绝。而生存于亚洲的犀类
动物，由于食物竞争者减少，因此养育
出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巨犀。
这一时期的临夏盆地，与巨犀相伴生
的还有二十几种动物。

“临夏地区古动物化石蕴藏量极
为丰富，我们博物馆馆藏量超过3万
件，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将这些化
石清理修复完毕。”何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