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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古生物学家在柴达木盆地发现骨骼超常粗大的鱼化石见证由来
已久的干旱化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08年8月，《美国科学院院刊》在其网络版先行发布了题为“发现于柴达

木盆地的骨骼超常粗大的鱼化石及其与干旱化的联系”一文。该文是由中科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弥曼院士领衔的中美古生物学家们合作研究的

成果。这篇文章超越了传统的古生物学研究，把化石鱼类和现代鱼类的系统学

及生理学方面的现象与古环境研究联系起来，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种尝试。

同时也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岩石圈过程对地表过程影响的又一实例。 

    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 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盆地，发育着干旱的

风沙地貌及大大小小的盐湖(见图1、2), 这是自早新生代以来，由于印度与亚

洲板块的相撞、青藏高原不断上升以及持续干旱化的结果。但迄今为止，这一

古气候变迁的证据，仅见于盆地中所保存的大量的蒸发岩和曾生存于高盐度水

域里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本文报道的伍氏献文鱼(新属新种)，是首次发现于此

的重要的脊椎动物化石。伍氏献文鱼属鲤科裂腹鱼亚科，属种名是纪念已故著

名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的，他是我国淡水鱼类学研究的奠基人。这一化石发现

于柴达木盆地上新世湖相沉积物中，其极为奇特之处，在于它遍布全身的超常

粗大的骨骼，几乎没有多少空间可供肌肉生长，这在现生鱼类中是闻所未闻的

(见图3)。 

    在化石记录上，亦仅发现过一例，是一种？科鱼化石, 产自地中海北部沿

岸中新世晚期墨西拿期(Messinian)盐度危机时沉积的蒸发岩地层中。它也具有

极其粗壮的骨骼，尽管个头要比伍氏献文鱼小的多。与伍氏献文鱼不同之处，

不仅在于其时代较老，还在于其生活在海相或泻湖相的环境中。但盐湖和泻湖

相沉积物都富含盐类，而且两地含鱼化石地层中碳酸钙和硫酸钙的含量都相当

高。说明这种骨骼超常变粗的现象，乃是其生活的水域中的钙质饱和所致。从

这两种鱼类大多在生前都能“怡享天年” (均有正常的寿命)来看，超常粗大的

骨骼似乎并未影响它们的正常生活。这是由于钙质既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又于

鱼类无害。现代高盐度湖泊中，若非含钙量高而是其他盐类(如镁盐、钠盐)异

常的，即使鱼类尚存，它们的骨骼均无增粗现象。地中海沿岸的？科鱼化石以

及青海的伍氏献文鱼均为当时当地水域中仅存的鱼类，只有它们能适应比较严

酷的水化学环境。而且两地的鱼化石骨骼均随年龄增粗，应为后天环境影响造

成。该文的研究者们认为，伍氏献文鱼的发现，不仅展示了鱼类对极端环境的

生理适应能力，也是柴达木盆地干旱化过程的见证，并提供了环境变化和生物



适应间的令人信服的案例。 

    值得指出的是，青藏高原的隆升及其引起的亚洲季风系统，给亚洲及全球

性的气候变化，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而对水圈和生物圈的演化也带来深刻

的影响，这是地球科学领域内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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