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权威海 洋 生 物 学 数 据 库《世 界

海 洋 生 物 目 录》发 布 的 2020 年 度“ 十

大海洋新物种”名单中，由自然资源部

第二海洋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学家团队发表的

深海海星新物种成功入选。这个新物

种，有个形象的中文名——“派大星”背

板海星。

“派大星”背板海星通体呈粉橙色，

有 7 只细长的腕，外观与动画角色“派大

星”相差甚远。那它为什么会被叫作

“派大星”？该物种的命名者、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联

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张睿妍介绍：“‘派

大星’背板海星所属的项链海星目分布

于深海，外表与大家印象中的海星区别

较大。取名‘派大星’，命名灵感来自该

物种特殊生活习性——与深海海绵动

物生活在一起，从而获得更多食物，有点

像动画片中的派大星和海绵宝宝。”

其实，“派大星”背板海星的发现过

程颇为曲折。张睿妍说，早在 2013 年国

内科研人员就曾经采集到过样本，“但

不是所有标本采集后都能立刻得到鉴

定。现在从事海洋生物分类学的人才

有限，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样品馆中

总有大批样品等着人们来研究鉴定。”

“我们的研究团队通过提取‘派大

星’背板海星基因片段，并在全球生物

序列数据库中进行比对，确认其属于项

链海星目。又通过体视显微镜分析其

形态构造，加之文献、照片对比，发现它

属于项链海星科背板海星属，再通过它

与该属下目前发现的唯一物种‘巴拿马

背板海星’存在明显差异推断，这可能

是新物种。”张睿妍说。

“命名灵感来自该物种特殊生活习性”
本报记者 窦瀚洋

“师兄，这个薄唇蕨感觉跟以前的

不一样。”2019 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博士张良和师弟梁振龙前往

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

展蕨类植物调查。一种不到 20 厘米的

小型蕨类植物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长期的野外调查，练就了张良识别

蕨类植物物种的“火眼金睛”。大多数

蕨类植物，他扫一眼就能大概确定其科

属、是否为疑似新种。“看叶形和孢子囊

群等特征，肯定是水龙骨科薄唇蕨属，

但跟以前发现的薄唇蕨属植物又有明

显不同，初步判定为疑似新种。”张良解

释道，大多数薄唇蕨属植物都超过 20
厘米、裂片在 3 对以上，可该物种的植

株却不到 20 厘米、裂片为 1—2对。

拍摄照片、制作标本、收集实验材料

后，张良和梁振龙决定对这一疑似新种

进行基因测序。通过比对薄唇蕨属近缘

物种的基因序列，张良快速、准确地判定

所采集的标本是新物种，还根据其形态

特点将其命名为纤细薄唇蕨。

“通过对 DNA 数据的解读，我们能

确定纤细薄唇蕨和哪些物种有最近的

共同‘祖先’，并进一步厘清它和其他薄

唇蕨属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张良表

示，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分子系统学的

兴起给分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良说，“科研人员从事野外调查、

采集标本等，对不同类群植物开展亲缘

关系研究，归根结底是为更科学保护、

利用这些物种提供依据。云南物种丰

富，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在这里开展

蕨类多样性研究得天独厚。”

“归根结底是为更科学保护”
本报记者 杨文明

2018 年 5 月的一天，经过在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错那县崇山峻岭间反复寻

找，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昆虫室

考察团队终于在一片与雪山、森林相邻

的开阔地，采集到足够的昆虫样本。

从天色刚黑到凌晨四五点，在捕获

了上百只昆虫后，研究人员才把设备收

起、装车，返回住处进一步研究。研究所

副研究员达娃告诉记者，“捕获的昆虫大

多要及时做成标本，特别是其中形态不

熟悉的，我们还要一一鉴定。”

“这个没见过吧？”临时驻地里，工作

人员开始归类整理当天采集的标本，一

名工作人员的话吸引大家围了上来，仔

细打量一个盒子中的蛾类。大家怀疑这

是新的物种，但也不敢轻易下结论。

之后，研究人员把标本寄到华南农

业大学进行鉴定。很快，实验室传来好

消息——“这是缺口青尺蛾属的一个新

种！”不久后，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

所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发表论文，宣告

新物种“西藏缺口青尺蛾”被发现。

“ 昆 虫 种 类 的 确 定 比 较 困 难 ，种

类确定要经过多种分析。因为昆虫种

类多，很难凭借形态鉴定确定其物种属

性，还需进行解剖对照分析，有的还要

进一步进行分子分析。”达娃解释道。

这也是近年来在西藏发现的一系

列昆虫新种中的一种。在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支持下，青藏高原

地区更多昆虫新物种将会被发现。

“此前，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昆虫

调查、研究还不多。”达娃介绍，“像西藏

缺口青尺蛾这样的蛾类，其种群稳定对

生态平衡很重要，对高原生物多样性也

有重要意义。”

“种类确定要经过多种分析”
本报记者 徐驭尧

编者按：今年 10 月，《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 会（COP15）将 在 云 南 昆 明

举行。近年来，我国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和

取得的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认可。

生物多样性保护离不开科

技的保障与助力，这其中，物种

识别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发现新物种，不仅能增加

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更能进

一步厘清物种的分布范围、生

境状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采

取保护举措。

从深山到深海、从动物到

植物，新物种是如何被发现、鉴

定的？本版推出“共建万物和

谐的美丽家园·特别策划”，讲

述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走

近那些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努

力“找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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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缺口青尺蛾

发现地点
西藏自治区错那县

物种特点
生活在海拔 2500 米左右的阔叶林中，

翅灰黄色，中域有小白斑，前翅顶角钩

状，后翅外缘中部凸出

发现时间
2018 年

物种名称
纤细薄唇蕨

发现地点
云南省金平县

物种特点
生于次生林下的石灰岩上；叶片小，

长 14—20 厘 米 ，裂 片 对 数 少 ，极 斜

向上

发现时间
2019 年

物种名称
“派大星”背板海星

发现地点
西北太平洋海山 1400—2100米水深处

物种特点
生活于深海，栖息在海绵动物上，拥

有 7 只细长的腕且体盘较小

发现时间
2020 年

●新物种是如何被鉴定的

新物种的鉴定需要严格而规范的研究过程。

首先根据标本的外部形态特征，依据成熟可靠的分类检索表，初步确定该标本所属的生物类群；其

次，以属或者亚属等为单元，进一步根据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等信息，并与该单元已知物种进行对比分

析；同时，可以基于分子数据对基于形态特征的鉴定结果进行验证。如果能找出标本与这些已知物种在

形态、遗传信息方面的重要差别，则可最终确定该标本所属物种作为新种的分类地位。

●新物种是怎样被命名的

新物种的命名要严格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和《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来执行。

每个物种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拉丁学名。新物种的名称，也就是物种的拉丁学名采取“双名法”（属

名+种本名，同时加定名人和定名年代），属名和种本名可以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标本采集地、标本采集

人等来命名。

●新物种主要分布于哪些地区，主要由哪些学者发表

我国新物种主要由从事生物分类学研究的学者发表。相关研究者需要在全面掌握生物学以及生物

分类学相关知识，并对所研究类群有了深入研究后，才能科学地发现并发表新物种。

发表新物种所依据的模式标本的分布地区，一般多数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极端与特殊环境等。在

我国，青藏高原、西南山地等热点地区，以及深海的热液或冷泉等都是新物种发现的重要地区。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特别策划特别策划R

备注

每年新增的物种来源主要是：已收录在名录中的生物

类群，专家会根据新发表的文献内容，增加或调整个别的物

种信息；原来没有收录在名录中的生物类群，专家认为该类

群的信息已完成系统性整理，符合编制规范的要求后，会收

录进入名录。

本版策划：陈 娟 程 晨

本版责编：申 茜 张文豪 何宇澈

版式设计：沈亦伶

资料整理：乔格侠 陈 军 纪力强

吴月辉

1313 生态生态2021年 9月 14日 星期二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