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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世界最早足迹化石 距今5.7亿年

作者： 石磊  发布时间： 2008-10-08  文章出处：千龙网

科学家发现世界最早足迹化石 

    考古学家日前在美国发现了一个生物化石，该化石上的足印显示动物在距今约5.7亿年前就可以使用双腿

行走，这比此前科学家认为的要至少提前了3000万年。 

    动物距今5.7亿年前即可行走 

    据英国媒体6日报道，考古学家通过对化石上的两个平行的直径为两毫米的小点进行分析，得出这是古代

动物行走的足迹；也证明了在古代内华达地区曾经有数量众多的多腿生物在古代海洋的洋底行走。 

    据了解，这些被多腿动物踏出来的路径，其时间可以追溯到埃迪卡拉(Ediacaran)动物群的寒武纪时期—

—现代生物的开始阶段，是地球上现代生命开始出现、发展的时期。科学家们曾一度认为微生物和简单的多

细胞动物在地球存在的时间早于寒武纪。 

    偶然发现该化石 

    据了解，这对足迹是2000年在美国内华达州戈德菲尔德附近被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地球科学教授巴布科特

和俄亥俄州大学寒武纪研究学院的斯图尔特偶然发现的。巴布科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讨论过在埃迪

卡拉动物群中发现更多复杂动物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软体珊瑚虫、节枝动物以及扁形虫；不过证据不能令

人感到信服。不过一旦发现相应的证据——就像我们现在发现的动物腿脚化石一样，那么就可以证明这里曾

经有动物行走的痕迹，据此可以推测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发生。” 

    巴布科特教授回忆说：“当时我们俩看到一块露初地面的岩层，它看起来就像是前寒武纪的岩石，因此

我们立即停下来仔细观察起来。随后我俩开始将这块岩石旁边的乱七八糟的石头弄走，直到一个小时候我们

才看到这块岩石的全貌。” 

    科学家通过对该岩石的研究分析发现这种行走在海底沉积物上面的动物，行走时的脚步肯定是非常轻盈

的，因为这种动物只是在沉积物上压出了浅浅、极其微小的足印。巴布科特教授认为留下足迹的生物有可能

是诸如蜈蚣、蚰蜒或者一条腿的肢节蠕虫一类的节枝动物。 

    此前也有类似发现 

    2002年，也有科研人员报告在加拿大发现过类似的化石足印，其时间可以追溯到寒武纪中期，距今约5.2

亿年；另外也曾在中国南部发现过距今5.4亿年前的动物足印。 

 



    据悉，巴布科特教授还将在内华达继续寻找存在远古时期的动物足迹；不过他表示类似的化石也有可能

在俄罗斯的白令海峡附近、澳大利亚南部、纽芬兰或者纳米比亚被发现，此前那里都发现过寒武纪时期的动

物化石。 

    俄亥俄州大学一名博士生孙云韩(音译)日前在位于休斯顿的美国地质学学会向公众展示了这个距今5.7亿

年的足印化石。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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