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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昆虫化石—唬拍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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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化石
，

通常是指那些从岩层里发掘出

来的
、

坚硬如石的生物遗骸
。

通常情况下
，

生物

死亡以后
，

其尸体的有机质部分一般都会在空

气的氧化作用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很快腐

烂
、

消失
，

而躯体的坚硬部分�如贝壳
，

昆虫的鞘

翅等�或生物体活动时遗留下来的孔洞
、

痕迹及

排泄物等埋藏在地下
，

经过 自然界亿万年复杂

而缓慢的石化作用后
，

最终形成了我们通常意

义上所说的化石 〔’ 〕 ，

这类岩石上形成的化石也

就是古生物学家主要的研究材料
。

而对于古昆

虫学家来说
，

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化石具有极

高的研究价值
，

那就是琉拍昆虫
。

� 唬泊昆虫的形成及研究概况

我国历史上关于琉拍昆虫的记述最早可以

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

当时的著名医学家陶弘景

曾留下简单记录
�“
俗有琉拍中有一蜂

，

形色如

生
。 ……此或当蜂为松脂所粘

，

因坠地沦没

尔
”
���

。

以后
，

北宋年间的陈承对琉泊昆虫的成

因作了更为详细而准确的描述
�“
若琉泊乃松树

枝节繁盛时
，

为炎 日所灼
，

流脂出树身外
，

日渐

厚大
，

因坠土中�津润藏久为主土所渗泄
，

而光

莹之体独存
。

今为拾芥
，

尚有粘性
，

故虫蚁之

类
，

乃未人土时所粘者
” 〔’」。

古人对唬拍昆虫早

有认识
，

然而对于琉拍中昆虫化石的研究
，

我国

从本世纪 �� 年代才开始
，

不久以后研究中断
，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

随着我国古昆虫学专业

队伍的形成
，

情况才有所改观
。

而今
，

随着一门

介于地质古生物学与现生昆虫学之间的交叉学

科—古昆虫学的形成和发展
，

唬拍昆虫的研

究在该学科及相关领域已 日益系统而深入�’」。

人类真正利用唬拍进行科学研究
，

最早可

追溯到 ��� 多年以前
。

当时
，

从波罗的海墟泊

中发现的许多古动物及植物群化石
，

引起了包

括古昆虫学者在内的古生物学家们的极大兴

趣
。

而后
，

世界各地又有更多的大型唬泊相继

被发现
。

在众多的唬拍昆虫产地中
，

拉丁美洲

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出产的第三纪唬泊因其分布

十分广泛
，

包含的昆虫种类异常丰富�约有 ���

个科�而引起了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川
。

我国唬

拍昆虫资源丰富
，

其中抚顺煤 田出产的始新世

唬拍昆虫以其保存完好
，

种类繁多
、

独特而闻名

于世
，

成为中国唬拍昆虫的代表图
。

那么
，

琉泊

昆虫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研究意义呢�

� 唬拍昆虫独特的研究价值

琉拍昆虫之所以受到古昆虫学家们的高度

重视
，

主要原因在于和其它类型的化石相比
，

它

具有 自己独特的优点
。

唬泊在形成过程中常常

能使一些身体纤弱而柔软的小型昆虫得以完好

地保存下来 �同时
，

墟拍通体晶莹透明
，

能将包

含其中的昆虫的立体形状
，

体表颜色
、

花纹
，

外

骨骼上的细微特征
，

甚至行为状态等真实而清

楚地呈现出来
。

唬拍昆虫正是以这些独具的优

点为微进化
、

生物地理学
、

行为学
、

古生物生存

环境的重建
、

古生物的共生关系
、

昆虫系统学等

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闭
。

下面就其在

一些相关领域中的应用作简单介绍
。

�
�

� 唬拍昆虫与昆虫系统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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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虫系统学研究中
，

了解各昆虫类群在

化石记录中最早出现的时间
，

对于昆虫系统关

系的构建十分重要
。

从唬泊中已发现昆虫多个

科
、

目的最早记录
，

而从中发现的昆虫属级
、

种

级单位的最早记录则更是难以胜数了
。

例如
，

从第三纪琉泊中己发现缨尾 目
、

蛙螂 目
、

缺翅

目
、

纺足 目
、

蚤 目及捻翅 目最早的化石记录 �人

们熟知的三大类社会性昆虫�蜜蜂
、

蚂蚁
、

白蚁�

在白要纪墟拍中就有发现
，

其中从早白奎世的

黎巴嫩琉拍中发现的一种蚂蚁被认为可能是该

类群最早的祖先
。

我国的古昆虫学家们由抚顺

煤田发现的始新世
“
抚顺琉拍

”
在世界上已成为

中国唬拍昆虫的象征与代表
。

该地区唬拍昆虫

种类十分丰富
，

其中仅双翅 目的长角类和短角

类就鉴定出 �个新属
，

�� 个新种及 �个新亚种
。

专家们通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
，

该地区昆虫种

群的生存年代处于中生代与近代之间
，

属
“
镶嵌

进化
”
类型

，

这种类型的发现有助于研究和对比

双翅 目昆虫在进化过程中的演化来源及发展的

关系
，

它体现出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相对间断的

基本面貌���
。

在昆虫系统关系的构建中
，

昆虫

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尝试通过对现存种类形态特

征的研究和比较来推测昆虫形态特征中的古征

和新征
，

然而结果常常仍难以确定
。

对于某一

形态特征最早出现的时间
，

唬泊中的昆虫化石

常常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

从而为解决系

统学研究中的难点提供宝贵的线索
。

�
�

� 唬拍昆虫与古生物地理学及古气候学研

究

动植物化石的研究能为古生物生活环境的

阐释和古地理的重建提供必不可少的参考
。

从

世界上某些地区发现的琉泊动植物化石中
，

我

们能够得到该地区的古昆虫区系及其它动植物

的许多重要信息
。

例如
，

我国的古昆虫研究人

员在对抚顺琉拍昆虫的研究中发现
，

从中鉴定

出的蚊类
、

蝇类
、

蚤蝇类和蛇类昆虫绝大多数至

今仍然存在
，

但这些种类如今大多只分布于亚

热带地区
。

专家们进一步研究了当时与这些昆

虫伴生的植物及抱粉化石
，

结果得到相同的结

论
，

即抚顺在始新世时期属亚热带气候囚
。

有些昆虫对生存环境有着特殊的要求
，

它

们的发现能为当地原始生境的重建提供独特的

线索
。

例如
，

研究人员从多米尼加唬拍中发现

的一种啮虫 �、，琴昭仪〕。 ��
�

推论出当地曾存在

着许多具板状根的植物而同时发现的另外 �个

属的啮虫则表明
，

在当地森林的开阔处生长着

大量的棕搁树 �榕小蜂的发现则直接证明了当

时那里榕树的繁盛
。

所有这些推论都是根据这

些昆虫特有的生境要求而得出的
。

这些来 自昆

虫化石的信息与当地大型植物化石提供的证据

一起
，

证明了当地在中新世的早期曾是一片常

绿热带雨林
。

另外
，

通过对唬拍昆虫的研究
，

还能推断出

某些昆虫种类古今地理分布的变化
，

为了解世

界各地昆虫群落的相互关系
，

阐明地球的地理

演变过程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

例如
，

从多米尼

加墟拍中发现的许多小蚁属 帅���” �刀�� 的昆

虫如今在全美洲均已灭绝
，

但却在澳大利亚发

现有个别种的存在 �从多米尼加及墨西哥唬泊

中发现的一种澳白蚁属 匆�以口沈用��‘
的昆虫

，

如

今其代表种也仅分布于澳大利亚北部的热带雨

林
。

与之相似的不少例证从昆虫古今地理分布

变化的角度证明了南美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地

理渊源关系
，

为
“
大陆漂移说

”
提供了新的佐

证仁�〕 。

�
�

� 唬拍昆虫与昆虫行为学研究

在琉拍的形成过程中
，

由于小型昆虫在突

然陷人树脂后迅速死亡
，

其行为状态常常因此

瞬时定格
，

保持了原状
，

这一特点使得唬拍昆虫

成为古昆虫学家们研究昆虫行为的宝贵材料
。

多米尼加唬拍为昆虫交配行为的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资料
。

研究人员从中发现不少正在成

对交配的昆虫�包括邻毛蚊
、

摇蚊等不少种类�
，

其中有一对正在交配的龟蜻尤其引起了专家的

兴趣
，

这对龟蜻中的雄性个体在交配的同时明

显地摆出一付攻击姿态以阻止其它雄性竞争者

的干扰
。

这也是有关昆虫交配中攻击行为最早

的化石记录
。

唬拍中某些昆虫独特的形态特征还能为功

能形态理论提供有力的佐证
。

例如
，

现存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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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白蚁为食
，

生活于白

蚁巢穴内
。

这种蜻为与其生活习性相适应
，

表

现出极度特化的外形特征
，

如身体扁平
，

头和附

肢隐藏在身体下方
，

单
、

复眼均退化等
。

从墨西

哥墟拍中发现的一种蜷具有与之相似的形态特

征
，

身体也明显变得宽扁
，

其形态特点及在该唬

泊中同时发现的两只干瘪的白蚁尸体
，

证明这

种蜻的原始种类也曾生活于白蚁穴中
。

������

以唬拍昆虫为对象
，

就昆虫行为及协同进化进

行了深入研究
。

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
，

他提出
，

生物的行为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
，

己灭绝的生

物的行为特点与其现存的后代十分相似
。

�
�

� 提供有关昆虫病原物及寄生物的化石证

据

关于从琉拍昆虫中发现的几种病原菌迄今

已有一些报道
，

这些已发现的侵染昆虫的病原

物看起来似昆虫体表的一些细微结构
，

辨别困

难
，

其种类大部分仍难以鉴定
。

从多米尼加墟

拍中发现了几种寄生摇蚊和果蝇的寄生性线

虫
，

从两种蛾类和一种摇蚊躯体上则发现了不

少寄生性蜡类
。

这些例子表明
，

早在 ����
�

《 联�万年前
，

与现存种类生活史相似的寄生类

群就已出现川
。

肌肉细胞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存
。

观察中还

发现
，

其细胞核内含有具一定密度
，

与染色质合

成有关的核质
，

同时还发现核膜
、

线粒体
、

脂滴
、

核糖体以及气管
、

微气管等结构及成分川
。

更

有意义的是
，

近年来研究人员将现代分子生物

学技术应用于唬拍昆虫的研究
，

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
。
���

�

等继对多米尼加唬拍中的一只蜜

蜂 乃�〕����记 面������ 成功地进行了
��� 的

分离和部分鉴定之后
，

又从黎巴嫩墟泊中�距今

�
�

��
一 �

�

��亿年�成功地扩增了一种象甲�鞘翅

目
、

毛象科�的 ���
��州�

。

将这种象甲与鞘翅

目另两个科的两个种
，

以及两种双翅 目昆虫的

������� 序列 比较表明
，

该种 已经灭绝
，

而且

鞘翅 目与双翅 目应从不同的分支进化而来图
。

我国幅员辽阔
，

陆相地层发育完整
，

昆虫化

石十分丰富
，

在世界昆虫产地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图
。

近几十年来
，

我国的古昆虫学研究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有的研究成果在一些领域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有理由相信
，

随着研究的

进一步深人
，

唬泊昆虫这一大 自然匠心独运的

艺术品
，

必将在相关的科学领域焕发出更加美

丽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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