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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160米深水下拍到罕见活化石腔棘鱼
  文章来源：新浪科技 作者 彬彬 发布时间：2009-11-19 【字号： 小  中  大 】 

 

  科学家利用远程摇控车拍下了罕见的腔棘鱼的生活录相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日本海洋科学家近日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万鸦老湾大约16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

条罕见的腔棘鱼幼苗，并拍下了它的生活录相片段。 

  腔棘鱼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古鱼类，大约3.6亿年前就已出现在地球上，因此它也是一种著名的活化石物种。从录

相中可以看出，这条腔棘鱼大约有32厘米长，身体呈蓝色，上面有许多白色斑点。当时，它正在海底岩石间缓缓游

动，在那里共呆了约20分钟。 

  据日本福岛海洋科学馆科学家岩田正光介绍说，“据我们所知，这是人们第一次拍摄到腔棘鱼幼苗的录相。对

于我们来说，腔棘鱼现在仍然显得十分神秘。这条腔棘鱼看起来似乎是刚刚出生。”科学家们希望这次发现能够帮

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种罕见的鱼类，并找到养殖腔棘鱼的方法。科学家们是利用一种远程摇控车完成这次拍摄

的。 

  此前，人们也曾经在一条怀孕的腔棘鱼体内发现过相近大小的腔棘鱼幼苗。科学家们认为，腔棘鱼的鱼卵是在

母体内孵化，当它们出生时就已经完全成形。通常认为，腔棘鱼自史前时期以来几乎没有进化，因此它们也被称为

活化石。此前人们一度认为腔棘鱼已经灭绝。直到1938年，人们在非洲南部海域首次发现了活着的腔棘鱼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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