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收藏本站 | 中国科学院  

首页 | 组织机构 | 规章制度 | 科研项目 | 支撑平台 | 人才系统 | 文章推荐   

科研进展

   

全文检索 

请输入关键字 搜索

首页 > 科研进展  

南京古生物所科学家发现新生代银杏演化新证据 
2012-04-23 10:25:00 来源：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字体大小[ 大 中 小 ] 

作为裸子植物中一支独特的类群，“活化石”银杏具有非常悠久的演化历史。和现生银杏相似的叶

化石较为常见，广泛的分布于南北半球自侏罗纪至第三纪的各个时期。但是，具有更高分类价值的银杏

属繁殖器官化石并不多见，在新生代地层中尤其稀少，这使得我们对该属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历程知之甚

少。 

近日出版的《国际植物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刊登了一项对北美第三纪银杏胚

珠器官及其伴生叶片的研究。该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周志炎院士及其博士后全成

博士等人完成。这是迄今为止首次也是唯一一例对新生代银杏繁殖器官化石的细致研究，也是继周志炎

等报道距今约1.7亿年的最早的银杏属化石和距今约1.2亿年的银杏演化史上的缺失环节之后的又一项重

要研究工作。 

这项研究的化石材料产自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晚古新统，包括有三维立体保存的银杏胚珠器官（雌性

繁殖器官），压扁的种子以及叶片压型化石。这些化石最初为Peter Crane教授（FRS）等人发现和报

道。为了纪念他的这项工作，新发现的银杏胚珠器官被命名为克伦银杏Ginkgo cranei。克伦银杏的胚

珠器官和现代银杏非常接近，它的胚珠不具有珠柄，直接着生于总柄顶端的珠领上。每个总柄上仅有一

枚胚珠最终发育成熟。珠被角质层的气孔器为双环式，保卫细胞深度下陷，副卫细胞稍隆起。区别于现

代银杏的是，克伦银杏的种子较小（10-19 mm × 12-17 mm；现生种的胚珠长宽达 30 mm × 20 

mm），气孔器较为稀少，珠被和珠领角质层普通表皮细胞外面观呈穹顶状，平周壁增厚，垂周壁角质

突缘较为发育。相伴生的银杏叶化石的角质层结构与胚珠器官的大致相似，气孔器密度也比现生叶片稍

低。 

长期以来，银杏属的演化趋势被认为是一个退缩的过程，但一直缺乏化石实证。直至近二十多年

来，随着中侏罗世和早白垩世银杏属繁殖器官的发现，我们对该属演化历史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化

石证据显示，银杏属的演化趋势为胚珠器官的珠柄逐渐退缩直至最终消失，胚珠体积不断增加，成熟胚

珠数目逐渐减少直至仅有一枚种子直接着生于较粗强的总柄上，叶片不断扁化、蹼化和融合。克伦银杏

的发现和研究为新生代银杏演化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退缩的假说。克伦银杏的胚珠器官和

叶片都已经与现生银杏比较相似，它的种子比现生银杏小，但比侏罗纪的银杏大。在胚珠器官角质层微

观构造方面，克伦银杏和侏罗纪的义马银杏等比较，其珠被角质层较厚，表皮细胞却较小，这些特征可

能都与当时不利的环境条件有关。 

相关文章：Zhou Zhiyan, Quan Cheng, Liu Yusheng (Christopher), 2012. Tertiary Ginkgo 

ovulate organs with associated leaves from North Dakota, U.S.A, and their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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