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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生物所首次建立具极叶胚胎化石早期发育序列

  文章来源：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1-24 【字号： 小  中  大 】 

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三胚层两侧对称动物的起源问题一直是演化生物学领域悬而未决之谜，也是古生物学家长

期以来关注的前沿热点之一。我国贵州埃迪卡拉纪瓮安生物群作为全球迄今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特异埋藏化石库，为

研究后生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提供了精美的实证材料。而瓮安生物群中是否存在两侧对称动物的证据，则一直

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 

2006年，Science上首次报道了瓮安生物群中可能的具极叶动物胚胎化石。这类发育极叶结构的胚胎化石表明两

侧对称动物特有的发育机制在5.8亿年前的瓮安生物群中就已经出现。然而仍有学者对这一证据持怀疑态度。为了检

验这一证据的可靠性，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殷宗军博士、朱茂炎研究员及其合作者使用目前最先进的

化石三维无损成像手段——同步辐射相位衬度显微断层成像技术，对来自瓮安生物群中可能的具极叶动物胚胎化石

标本进行了无损成像研究，首次清晰的观察到了极叶结构和胚胎之间的颈状通道，并首次建立了具极叶胚胎化石的

早期发育序列，直接证实了具极叶胚胎化石在瓮安生物群中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结合埋藏学研究，殷宗军等人

系统提出了有效区别极叶胚胎和具有类似形态的其它化石的若干标准。 

这一结果不仅支持了前人的结论，表明两侧对称动物具有的胚胎发育模式已经在前寒武纪出现，而且暗示未来

在瓮安生物群中还可能找到更多有关两侧对称动物化石的记录，为后续的研究工作点亮了一丝曙光。 

该成果发表在2013年最新一期的国际地学知名期刊《前寒武纪研究》（Precambrian Research）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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