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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
志上的新研究显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快速上
升标志着晚古生代冰河期的结束，阐明二氧化碳
数亿年来在调节地球气候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晚古生代冰河期始于距今约3.7亿年前的晚
泥盆纪，结束于距今约2.6亿年前的二叠纪，其中
很长一段时间，地球被认为持续处于冰川状
态。尽管人们已了解二氧化碳在地球气候调节
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但在地球地质历史的大
部分时间里，人们对其在寒冷气候和温暖气候
转换过程中的理解还十分有限。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领导的这项最新研究
提供了重要证据，表明二氧化碳是推动这一进
程的关键因素。为了生成可靠量化数据，圣安
德鲁斯大学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通过腕足动物

化石壳中保存的硼同位素等多种化学指纹，计算
出腕足动物生存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及变
化情况，提供了8000万年的原始二氧化碳记录。

结果显示，晚古生代冰河期冰川状态时期
的二氧化碳浓度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这在地
球历史上前所未有。随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浓度在2.94亿年前急剧上升，导致地球变暖，冰
雪融化，使地球摆脱了这一冰河期，并使早二叠
纪变成了一个更温暖的世界。

新研究表明，数亿年来，二氧化碳一直在调
节地球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在全球进入和走出
冰河时代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二氧化碳
浓度和地球气候在长期地质时间尺度上如何变
化提供了新的见解，表明二氧化碳在地球重大气
候转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新研究揭示数亿年间二氧化碳气候调节作用

近日，记者从京津冀产业协同暨先进制造
业集群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京津冀自动驾
驶实现跨域全场景应用，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里
程 4311 公里，完成测试里程 6000 余万公里，打
造了国内最大智能网联汽车城市级应用场景。
同时，全国首部全环节规范自动驾驶汽车创新
应用活动地方立法制定出台，实现三地政策互
认，自动驾驶车辆可便捷开展道路应用试点。

据介绍，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产业
基地，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基础设施建设、应
用场景示范等方面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区域
合作紧密协调，京津塘高速“燃料电池+自动驾
驶+北斗导航”全线贯通，三地联合建设8000亩
京津冀汽车生态港；产业链攻关全覆盖，以集群
内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

“卡脖子”环节，通过三地联合开展旨在解决关
键基础技术和产品工程化攻关难题的产业筑基
工程等，推动22项卡点攻关，车载操作系统等4
项卡点已实现规模应用。 来源:人民日报

京津冀打造全国最大

智能网联汽车城市级应用场景
日前，记者从云南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获悉，该院脊椎动物研究团
队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重庆市
规划与自然资源局等单位合作，在
重庆渝北区发现侏罗纪早期距今
约1.9亿年属于渝州生物群的一件
鸟臀类恐龙化石，这也是迄今为止
亚洲最早的鸟臀类恐龙化石。相
关研究成果近日刊发在国际期刊

《交叉科学》上。
鸟臀类恐龙是恐龙三大主要

演化支系之一，包括了为人熟知的
甲龙类、剑龙类、鸭嘴龙类和角龙
类等。但关于其起源，学术界一直
存在争论。而越早期的化石记录，
越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全
球发现最早的鸟臀类恐龙化石位
于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时代属于侏
罗纪早期。此前在亚洲发现的最
早鸟臀类恐龙化石，是在云南易门
地区和禄丰盆地侏罗纪早期地层
中发现的有甲类恐龙。

这件新发现的标本虽然只保
存了一根单独的股骨，但其形态特
征显示，这属于一种非常原始的鸟
臀类恐龙，比亚洲地区发现的所有
鸟臀类恐龙都要更早，甚至可以追
溯到鸟臀类恐龙起源时的形态。
根据标本特有的新形态，研究团队
将其命名为亚洲古奔龙，寓意“来
自亚洲擅长奔跑的古老恐龙”。

研究团队对其股骨作了切片
研究，骨组织学证据显示这件股骨
来自一个亚成年个体，在其死亡时
身体生长已经逐渐减缓，表明其已
接近成年。结合这件标本的长度
只有 9.3 厘米，研究人员估计这种
恐龙体长在 1 米左右。系统发育
分析表明，亚洲古奔龙代表亚洲地
区迄今发现的最早分异的鸟臀类
恐龙，并且它可能和非洲南部的娇
小始奔龙属于姐妹群。

现有证据表明，鸟臀类恐龙起
源于南方的冈瓦纳大陆，随后在侏
罗纪早期迁移到北方劳亚大陆，乃
至东亚。因此，这一结果指示鸟臀
类恐龙在侏罗纪早期起源之后，可
能有多次向东亚的迁徙事件。而
古奔龙这一支系，至少有一次区别
于有甲类恐龙的独立迁徙事件，其
抵达东亚的时间，可能比此前在云
南地区发现的有甲类恐龙时间更
早。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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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详细评估了淡水动物群的灭绝风险。研究
涵盖超过23000个物种，而这些物种中有接近1/4面临灭绝风险。这项分析指出了污
染、水坝、农业和入侵物种带来的主要威胁，为今后开展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
了重要信息。

生活在淡水中的物种占已知物种的10%，这一多样性带来了多种益处，如营养循
环、洪水控制和缓解气候变化。淡水生态系统受到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影响，但缺乏对这
一生态系统中物种灭绝风险的全面评估。

此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科学家为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提供了多分
类群全球淡水动物群的评估结果，其中囊括了23496种鱼类、十足目甲壳动物（如蟹、小
龙虾和虾）和蜻蜓目（如蜻蜓和豆娘）。总体上，这些物种中有接近1/4（24%）面临高灭
绝风险；相比淡水鱼类（26%）和蜻蜓目（16%），十足目的受威胁物种百分比最高（30%）。

在被研究的物种中，54%的濒危物种被认为受到污染的影响，39%受水坝和取水影
响，37%受到土地用途改变和农业相关效应的影响，28%受到入侵物种和疾病影响。

科学家总结称，这些结果凸显了应对威胁的紧迫性，以防止物种减少和生物多样性
损失。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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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丽脂鲤 来源：自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