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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是一种吸血昆虫，它们吸食人类或动物的血液，并传播疾病。昆虫的
吸血行为被认为是从用来取食植物汁液的刺吸式口器转变而来的，但吸血行
为的演化过程一直很难研究，部分原因是昆虫化石记录的空白。现今的蚊科
具有超过3000种不同类型的蚊子，但人类对它们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的了解却
极为有限。

早白垩世的黎巴嫩琥珀保存了已知最古老的琥珀生物群。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黎巴嫩籍研究员丹尼·阿扎经过多年艰苦的野外工作，发
现并采集了近500处黎巴嫩琥珀产地。此次研究成果来自其中2块保存了精
美蚊子的琥珀。

研究人员通过南京古生物所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等先进科
学仪器的仔细观察，发现这两只雄蚊均保存了特有的刺吸式口器：包括呈尖锐
三角形的下颚及延长的具有小齿的构造等。现今雌蚊具有刺吸式口器用于吸
血，而雄蚊口器退化则多吸食花露。此次发现的雄蚊刺吸式口器推测在1.3亿
年前雄蚊也是吸血昆虫。

虽然分子生物学证据暗示蚊科起源于更古老的侏罗纪，但过去关于蚊科
最早的化石记录来自距今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中期。此次发现的琥珀化石中
的两只雄性蚊子距今约1.3亿年，将蚊子的化石记录提前了近3000万年。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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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距今约 1.3
亿年前的黎巴嫩琥珀中发现了已知
最古老的蚊子化石。这项新发现还
证明了在蚊科演化的早期阶段，雄
性的蚊子也是吸血的，并揭示昆虫
的早期吸血行为比我们想象的更为
复杂。这一成果12月4日在国际学
术期刊《当代生物学》发表。

△琥珀中雄蚊背面视图

△早白垩世黎巴嫩琥珀蚊子化石的生态复原图

土壤生物要生存，就需要进行自身的新陈代
谢。它们通过地表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土壤呼吸。土壤呼吸是土壤生物活
跃程度的表征，是土壤健康的重要指示。

今年12月5日是第十个“世界土壤日”。土壤
本身是复杂的生态系统，可为土壤生物提供多样的
生存环境。你知道吗？我们平时不怎么留心观察
的土壤是会呼吸的，它会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

挖开土壤，会发现里面有大量植物根系，以及
蚯蚓、蚂蚁等动物。除了能看到的，还有一些肉眼
看不到的，比如数量众多的真菌、细菌等微生物。
这些生活在土壤中的生物被称为土壤生物。多样
的土壤生物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通过“吃”与“被
吃”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构建成一张食物网。

土壤生物要生存，就需要进行自身的新陈代
谢。它们通过地表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土壤呼吸。严格意义上讲，土壤呼吸
是指未被扰动土壤中产生二氧化碳的所有代谢作
用。土壤呼吸的生物学过程包括植物根系的呼吸、
土壤微生物的呼吸和土壤动物的呼吸。

土壤呼吸是土壤生物活跃程度的表征，是土壤

健康的重要指示。土壤呼吸通常与地上植物的生
长状况有关，也存在季节的变化。如果通气不畅，
例如淹水，就会影响到土壤呼吸。受污染的土壤
中，生物活动受到抑制甚至危害，土壤呼吸也会降
低。

和人一样，土壤生物也需要食物来维持自身的
生命活动。它们的食物一方面来自植物死亡后的

凋落物，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土壤生物的排泄物或死
亡后的残体。土壤生物“吃”与“被吃”的过程一方
面构成食物网，令各种生物的种类、数量和所占比
例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维持了土壤中的生物多
样性，另一方面把生物代谢的残余物，如植物的凋
落物、土壤动物的排泄物、微生物死亡后的残体等
分解，释放出养分，供植物生长所需。因此土壤生
物是土壤肥力的重要保障，土壤呼吸也是土壤肥力
的重要指标。

土壤呼吸不仅随土壤的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发
生变化，也与植物的光合作用、生长状况密切相
关。受这些因素影响，土壤呼吸始终处于高度的动
态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日变化、季节变化和
年际变化。所以，对土壤呼吸的准确测定需要长
期、高频率的动态监测。

当下，各行各业都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而
努力。土壤呼吸的微小变化，可能就会导致大气中
二氧化碳浓度和土壤中碳库的重大变化。因此，要
准确评估区域及全球的碳循环，必须对各类生态系
统土壤呼吸过程和机理准确理解，才能做到精准认
识现状，科学预测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

土壤也会呼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