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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导致不同科属类群食性的特化。而脂 

鲤类鱼类在摄食习性进化上 采取 了不同的策 

略，使之尽可能地 占领可利用的生态灶，形成对 

南美和非洲热带淡水水体的适应辐射，成为其 

鱼类区系的主要成员。鲤科是东亚淡水鱼区系 

的主要成员，约占总数的 60％以上。此类群鱼 

类虽然无颉齿，但是有较为复杂的 口唇及其相 

关结构，存在较大的摄食 习性的差异。这无疑 

与其特殊的下咽骨和下咽齿的分化有密切的关 

系。然而，单细胞角质突起的鲤科鱼类 口唇及 

其相关结构上的不同分布式样，可能提示它的 

发生与鲤科鱼类 口部结构的适应辐射，以及 由 

此引起其摄食食性的分化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单细胞角质突起的发生是骨鳔 

类底栖性鱼类类群对流水环境适应 }生进化的结 

果。在鲤形 目和鲒形 目鱼类对淡水底层水体的 

栖息地，尤其是对流水栖息地的适应辐射中，单 

细胞角质突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与 

鲤科鱼类摄食食性的分化密切相关。 

5 结 语 

鱼类虽然生活在水环境中，但 同其他陆生 

四足类脊椎动物一样，其皮肤也存在角质化衍 

生物，而且对鱼类的生存进化有重要意义。因 

此，对鱼类皮肤角质化衍生物之一——单细胞 

角质突起的更进 一步的研究，必将深化对脊椎 

动物皮肤角质化现象的认识。尽管早在 40年 

代，我国学者就 已发现福建纹胸姚的胸腹吸盘 

表面皮肤存在角质化现象；但时至今 日，国内对 

此类皮肤角质化衍生物的了解仍然甚少。我国 

是世界上鲤科鱼类分布最富庶 的地 区，类群繁 

多，物种丰富。鲤科鱼类 口唇及其相关的软组 

织结构具有其他类群无法比拟的多样性。单细 

胞角质突起在不同类群口唇及其相关的软组织 

结构上有不同的形态结构和分布式样。系统地 

对我国鲤科鱼类类群的单细胞角质突起 的形态 

结构 与分布式样研究，不仅可为鲤科鱼类系统 

学的研究和系统发育的探讨提供新的特征 ；而 

且还能增加对我国鱼类皮肤角质化衍生物的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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