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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南京专家解密中生代葬甲：啃食恐龙尸体的小虫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田雯 发布时间：2014-09-17 【字号： 小  中  大 】 

  9月16日凌晨3点，《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迪颖领导

的科学团队，对中国中侏罗世道虎沟生物群(距今约1.65亿年)，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晚白垩世早期

缅甸琥珀(约0.99亿年)中埋葬甲虫(以下简称“葬甲”)化石的系统演化，以及超微构造的功能形态学的分析，解密

了中生代葬甲昆虫的亲代抚育行为，揭示了一些复杂行为特性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甲虫身上的演化奥秘。 

  一直以来，埋葬甲虫就以其复杂的行为学，如它们的亲代抚育行为、食腐习性及埋葬食物的特性等令科学家们

充满着好奇。埋葬甲虫属最奇特的习性是把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尸体埋葬在松软的土壤下做成尸团，并在其上产

卵，作为幼虫的长期食物资源，由此得名“埋葬甲虫”。根据黄迪颖及其团队在热河生物群的化石中发现的证据，

他们发现当时鸟类、哺乳动物已出现明显分异及小型化。因而，白垩纪中期一些葬甲可能已经具备埋葬小型哺乳动

物或鸟类尸体的特殊习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原始的鸟类尚与恐龙分家不久，相当于一类特殊的带毛恐龙。谁曾

想今天小小的葬甲也曾大快朵颐地大啖恐龙肉。 

  此外，根据黄迪颖的介绍，本次道虎沟生物群葬甲化石的发现，还将葬甲科的化石记录提前了1亿3千万年。这

个时间跨度上的大跨越说明，在今天“臭名昭著”的红头苍蝇所属的丽蝇家族出现前，葬甲已经大量出现在生态系

统中。它们“埋葬”着动物们的死尸，将它们作为自己及后代的食粮，这使得这些尸体不至于“烂大街”并成为病

菌繁殖的温床。它们是当时重要的清道夫，认真打扫着原始的地球。正是因为生活习性和食物来源的稳定，所以在

漫长的地质历史中葬甲形态构造变化极其微小。如果有一只葬甲不小心穿越回了古代，也许它会发现，除了能吃到

恐龙肉以外，生活没有太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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