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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自然规律。
地质历史在前进，环境在转变，导致地球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生物面貌具有千变万化的差别。
据科学家研究，曾在地球出现过而最终灭绝了的生物种类则远远超过现生生物的种类。
可生命正是经过这种不断演化、繁衍、绝灭与复苏的循环，才形成今天这一千姿百态、繁花似锦的生
物界。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类开始按自己的意识改造世界，致使地球上的物种越来越少。
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而引起的生存环境恶化，造成了物种的加
速灭绝。
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由于人类的因素，地球已经开始进入第六次生命灭绝的进程之中。
 这套关于古代生命的丛书，以新奇有趣的分类方式，对生命的起源与进化、繁荣、灭绝、再繁荣的历
程进行了再现，用通俗易懂的优美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非常适合于那些想了解地球生命历史的读者
阅读，各个年龄段都很适合。
能够帮助读者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动植物资源，实现生态和谐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人类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
 中国北疆博物院 天津自然博物馆主任 匡学文 北疆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是北方地区创建最早的博物馆，
也是中国建立时间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在1922年由法国友人桑志华一手筹办的，旧址位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内。
 到1952年，北疆博物院馆藏标本达20万件，为现在的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藏品基础。
1952年更名为天津人民科学馆。
1956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
1997年又新建了规模宏大、馆藏达40万件的大型现代博物馆，1998年竣工并向世人开放。
 从桑志华来华到如今的近百年间，北疆博物院经历了西学东渐、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
也经历了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的历程，她将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融的结晶永世长存。
 本书由吴磊著，参与本书创作的人员还有王梓宇、石磊、杨学亮、李媛、周冠琳、刘慧儒、周鹏、沙
树强、杨桂英、孟旭、阎明、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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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惊天大灭绝》是“探索消失的生物世界”系列之一，由吴磊编著。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自然规律。
地质历史在前进，环境在转变，导致地球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生物面貌具有千变万化的差别。
据科学家研究，曾在地球出现过而最终灭绝了的生物种类则远远超过现生生物的种类。
可生命正是经过这种不断演化、繁衍、绝灭与复苏的循环，才形成今天这一千姿百态、繁花似锦的生
物界。
《惊天大灭绝》以新奇有趣的分类方式，对生命的起源与进化、繁荣、灭绝、再繁荣的历程进行了生
动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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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2 庞大的家族——各种各样的无脊椎动物 如果说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带来的是无脊椎动物的大
量出现，那么这个家族在奥陶纪只能用繁荣昌盛来形容了，仅仅从数量上来说，很可能就已达到寒武
纪无脊椎动物数量的4倍以上，种类更是异常丰富繁多，出现了如笔石、珊瑚、腕足、海百合、苔藓
虫等比寒武纪生命更高级的生命形式。
只是那时候的陆生植物和动物，在奥陶纪尚未找到可靠的代表。
 笔石 在寒武纪就已经出现的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因为它们的化石非常像用笔在岩石上书写的痕迹
，“笔石”一名即由此而来。
这种动物在奥陶纪时期达到了极盛，遍布大海的各个角落。
 严格意义上说，在笔石的口部已经发现了原始的脊索，是口索动物的一个分支。
它具备了无脊椎动物和脊索动物的双重特征，但无脊椎动物的特征更明显罢了。
 笔石的种类很多，一般大小为长几厘米或几十厘米，较大的可达70厘米或更长。
它们的生活习惯也不相同，区别就好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一样，有的笔石类喜欢像树一样扎根在海
底，附着在海底的泥沙或者岩石上，过着底栖固定生活；有的笔石却又像水母那样随着海水的流动过
着漂移不定的生活。
 时至今日，像很多古老的物种一样，笔石已经完全灭绝，它们在石炭纪末期的那次物种大灭绝后从地
球上完全消失，甚至没有任何相似的亲属活在今天的生物圈内。
 三叶虫 和笔石一样，三叶虫也是在寒武纪诞生的。
到了奥陶纪，三叶虫继续兴盛发展，虽然从种类上说，比寒武纪时期少了很多，但它们的数量却极其
庞大，达到繁育高潮。
现在发现的三叶虫化石更多来自奥陶纪时期的地层，迄今为止发现的个体最大的三叶虫化石也来自那
个时期。
 奥陶纪时期的三叶虫要比它们的祖先进化得更高级。
由于当时海洋里的大型捕食动物越来越多，这些凶猛的动物很多都是以三叶虫为捕食对象的，很多三
叶虫的化石上都发现了被动物啃噬的痕迹。
一些三叶虫为了保护自己，便在自己胸部和尾部的外壳上进化出一些尖刺，像豪猪和刺猬那样让捕食
者无从下口。
 与此同时，一些出现在奥陶纪晚期的三叶虫还进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类似脊椎的结构，这让它们对周边
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大大增强了。
 俗话说：“盛极必衰。
”在奥陶纪达到繁盛的巅峰后，三叶虫也逐渐走向衰落，从奥陶纪晚期开始，三叶虫数量随着门类众
多的海相无脊椎动物的大量涌现而减少，中生代到来时终于绝灭。
 海蝎子 在奥陶纪的海洋里，还出现了一种凶猛的海洋杀手——海蝎子。
 海蝎子并不是生活在海里的蝎子，但它们却是蝎子的近亲，也是第一种从水中移居到陆地，并知道如
何蜕壳的动物。
 海蝎子拥有坚固的盔甲。
它们用6条腿走路，后面还有2条扁平如桨的腿。
它们原本在靠近沿岸的温暖海水中活动，后来转移到淡水生活。
这些庞然大物一旦离开了水，便会行动笨拙，如果在水下，则可以游一段距离。
 海蝎子的性情非常凶猛，在当时的海洋里，这个挥舞着一对巨螯的家伙算得上是一方霸主，早期的海
洋动物对它根本构不成威胁。
它经常潜伏在浅水区，寻找小鱼、三叶虫和其他泥沙中的动物，有时连同类也不放过。
 它们的体形一般有1～2米长，但也有像“帝鲎”这样的另类，体长可以达到2～3米，足足像轿车二样
大。
“帝鲎”光钳子就有40多厘米长，巨大的钳子可以钳断任何物体，经常隐藏在海底的泥沙中，以伏击
的形式猎取食物，没人能逃脱它的巨钳，它是那时的海洋霸主，横行无阻，经常以其他的海蝎子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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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饥饿的时候，两只“帝鲎”会拼得你死我活，直到一方成为另外一方的食物。
 虽然帝鲎曾经八面威风，在奥陶纪的海洋里四处挥舞着它们巨大的钳子耀武扬威，可是当海洋中出现
鹦鹉螺这样的顶级掠食动物时，帝鲎的时代就结束了，在体型更大、性情更凶猛的鹦鹉螺面前，帝鲎
反而像是一只待宰的羔羊，被鹦鹉螺视为美味佳肴。
所以有科学家推测，帝鲎的灭绝正是由于鹦鹉螺的大量出现。
 鹦鹉螺 素有“活化石”之称，是在奥陶纪大量出现的新物种，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生存在我们的地球
上，但是种类只剩下6种，数量也非常稀少，被列为最高级别的保护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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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索消失的生物世界”这套关于古代生命的丛书，以新奇有趣的分类方式，对生命的起源与进
化、繁荣、灭绝、再繁荣的历程进行了再现，用通俗易懂的优美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非常适合于那
些想了解地球生命历史的读者阅读，各个年龄段都很适合。
吴磊《探索消失的生物世界：惊天大灭绝》为丛书之一，能够帮助读者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动
植物资源，实现生态和谐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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