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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海绵动物骨针是海绵动物骨骼的主要组成，是由生物矿化产生的；在地学研究中它是

一种可用作地层对比的古生物化石。近年科学家发现了海绵骨针的光纤特性，特别是指出了这

些特性可能引导人类开发新的光纤制造方法，从而引发了对其微结构、特性、生长机制与调控的

生物学、生矿物学和仿生学的研究热潮。文章简介了海绵动物骨针的早期研究、光纤特性的发现

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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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地学研究中，海绵骨针首先是作为一种古生

物化石成为地层划分、对比的依据，也是一种环境标

志物。其后的研究表明，骨针在海绵动物体内的形

成过程是一种典型的生物矿化现象，这又成为新的

交叉学科———生物矿物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世

纪 @% WB% 年代人们发现了海绵骨针的导光作用和

光纤特征，引发了对其微结构、特性、生长机制与调

控的生物学、生矿物学和仿生学的广泛研究。近 ’%
年来仅在《-E:O=<》、《49F<K9<》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就

已有 @ 篇。!%%? 年 B 月我国科技界媒体报道了美国

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在当年 @ 月的《-E:O=<》上的撰

文，该论文指出海绵骨针的优良光导特性可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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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光纤制造工艺提供有益启示［! " #］，这才引起我

国科技界对这一研究方向的关注。我国科学家在前

寒武纪海绵化石研究、现代海绵骨针光学特性的发

现和细胞培养与特性研究方面都作了有益工作［$］。

!" 海绵骨针的早期研究
海绵动物是地球上最古老、最简单的动物，它

代表了现存动物进化历史最长的门类，成为研究动

物在新元古代演化水平的最好证据，被称为“ 活化

石”［%］。海绵动物繁衍最茂盛的时代是寒武纪，经

数亿年的演化，通常认为现今的海绵动物主要有：

寻常海绵（!"#$%&$’()*"）、六放海绵（+",*-.)’"//)0
1*）和钙质海绵（2*/-*3"*）动物三个纲。海绵动物

又是为数不多的营固着生活的水生动物，其腔体由

硅质或钙质的纤维状物———“骨针”（&’()*+,）及其

构架支撑，骨针的形态、性质及结构是海绵动物分

类的基础［- " .］。

早在 !/ 世纪中叶就有海绵动物及其骨针的论

文，在其后的长时间内研究目标主要是其形态、结

构、分类、生长及演化［0 " /］，参与这些研究的主要是

生物学家和地质古生物学家；#1 世纪21 年代后的一

个重要研究方向是海绵活性物质及其药物提取［!1］；

#1 世纪 /1 年代后发现了海绵骨针的良好光学特性

之后，才引起科学家对骨针纳米结构、光学特性及生

长机制与调控和仿生学等广泛的研究兴趣［!!］。

#" 骨针光纤特性的发现及相关研究
#$ !" 国内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我国在 !/2. 年的一次海洋调查中，从南海获

取了一束十分引人注目的海绵动物大骨针：无色、

透明，稍扭曲，似一束蓬松的马尾，更像一束光纤；

该骨针束有 #1 多根，每根长约 /1 )3，从底端（ 断

裂状）到顶端直径约 14 $ 5 14 - 33（图 !）。其后对

该“光纤”物样品进行了多项室内测试研究，这包

括用常规的光学显微镜观察了其精美的多层同心

圆结构（图 #）、用 6 射线衍射和电子探针分析确定

其主要成分为无定型 &(7#；在北京玻璃研究院观

测了其光学性能；在 #1 世纪 /1 年代初还用上海和

8*9: 大学（ 瑞典）的扫描核探针（&;<）检测了其

痕量元素的微区分布。这是我国对海绵骨针结构

与性能进行的初次探索研究。

图 != 采自南海的六放海绵大骨针

>(?4 != @(?AB’()*+,B CD +",*-.)’"//)1* DEC3 &C*FG HG(9I &,I

图 #= 南海海绵骨针的微结构

>(?4 #= <()ECABFE*)F*E,B CD FG, B’C9?, B’()*+, DEC3
&C*FG HG(9I &,I

#$ #" 国外的发现及相关研究

早在 !//% 年意大利科学家从丝状绿藻与海绵

骨针紧密共生这一现象就推断光能可能通过硅质

骨针到达海绵动物体内供绿藻生长（图 $）；随后他

们用取自南极罗斯海海绵动物的长骨针（!1 余厘

米）作了一系列的光传导试验，试验结果使他们确

信，在这样罕见环境条件下生长的硅藻是借助于硅

质骨针所传导的光能，从而认为南极的这种长硅质

骨针具有光纤作用［!# " !$］（图 %）。从其后与此有关

的文献量的迅速增加可知，海绵骨针这一特性的发

现已引起生物和材料科学界的关注。

图 $= 丝状绿藻与海绵骨针共生［!#］

>(?4 $= &J3K(CB(B CD ?E,,9 I+?I+ D(+I3,9FB I9:
B’C9?,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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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南极海绵骨针的光导特性实验［#$］

%&’( !" )*+, -. -/,&01234&56* /6-/*6,&*+ -4 ,7* +/-.’* +/&082*+
46-9 :-8,7 ;-2*［#$］

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凭借他们的职业敏

感性，在研究了海绵骨针的微结构与光导特性后，

于 <==$ 年撰文进一步指出海绵骨针的优良特性将

为人类改进光纤制造工艺和改善光纤性能提供有

益启示［$］。这一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海绵骨针仿生

学研究的兴起。近两年相关文献的成倍增长表明

这一研究领域的活跃。

!" 海绵骨针研究的现状
当前海绵骨针研究正处在十分活跃的时期，所

涉及的领域亦相当广泛，也吸引了多学科领域科学

家的参与，这包括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地学（ 地质古生物学、地球化学、生

物地球化学）、化学和材料科学。这一研究方向需

要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生物矿化（>&-9&.*612&?13
,&-.）或生物矿物学和现代生物技术是其最基本的

理论与技术方法。近 <= 年间，从不同学科角度论

述生物矿化的专著已有 #@ 部。目前，美国、德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都有一些研究小组在从事海

绵骨针的结构、生物矿化以及仿生学等方面的研究

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

结构和组成是特性及仿生研究的最基础资料。

美国贝尔实验室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AB）对六

放海绵偕老同穴（!"#$%&’%$$(）的整个骨骼结构进行

了系统研究，不仅发现了骨针是由一层层同心圆状

的硅薄层及一有机质中心丝构成的复杂结构，还进

一步研究证明了这些硅薄层是由硅纳米颗粒围绕

中心丝通过分级（ 七级）机制自组装而成的［#! C #D］

（图 D）。研究已知海绵骨针的主体成分是无定型

:&E<，而 中 心 丝（ 芯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硅 蛋 白

（:&2&01,*&.），但对其中的痕量无机组分了解得还很

少，而这些可能对调控骨针的生长有重要作用。

图 D" 海绵骨针的 #$% 微结构［#，#F，#D］

%&’( D" B&06-3+,680,86* -4 +/-.’* +/&082*+ 5G :AB［#，#F，#D］

骨针的光学及其他物理、机械特性也是人们特

别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自人们发现了骨针的导光

特性后，美国贝尔实验室和德国的科学家［$，#@ C #F］

系统地研究了六放海绵阿氏偕老同穴（!"#$%&’%$$(
()#%*+,$$"-）骨针的光学性能及其结构之间的关

系，发现骨针不同位置（根部、中间和顶端）的折射

率虽有变化，但都有一个高折射率核心（图 @），从

而认为利用这一特点可制成单模或多模光纤。

图 @" 海绵骨针光导特性［#@］

%&’( @" H&’7,3’8&I* 071610,*6&+,&0+ -4 +/-.’* +/&082*+［#@］

生长机制和生物矿化过程一直是海绵骨针研

究中最活跃的领域。在短短 <= 多年间经历了从细

胞生物学到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多角度来深入研究

骨针的生长、沉积过程及调控机制。业已证明骨针

的生长主要是由轴丝硅蛋白（ 基因）控制的，因此

轴蛋白丝的组成和结构以及生长调控的研究越来

越受到人们关注。美国加州大学课题组［#J］研究了

硅蛋白催化合成 :&E< 的分子机制，认为在合成纳

米结构 :&E< 时，硅蛋白既是水解和聚合反应的催

化剂，又充当分子模板。K166-.* 等［#L］的研究认为

胶原质是一种细胞外基体蛋白质，具有三维螺旋结

构，可形成小纤维，由此生成的微纤维作为黏合剂

对骨针构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M61+N- 等［<=］发

现 %*$ O 可以诱导海绵细胞团的繁殖和刺激骨针的

生长，表明了痕量元素对骨针生长具有调控作用。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对我国海域海绵进行

了系 统 研 究，指 出 了 我 国 海 域 海 绵 的 分 布 及 分

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则对海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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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活性物质及天然药物开展了研究［!!］，近年来

该研究小组与德国美茵兹大学合作，正在开展硅生

物技术离体培养合成纳米生物硅（骨针）的研究工

作，并取得了可喜进展［!"］。

#$%& 年至 !’ 世纪 $’ 年代初作者研究小组开

展了海绵骨针微结构、化学组成及光学特性的研究

工作；贝尔实验室在《()*+,-》发表了相似研究成果

之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作者研究小

组与清华大学合作正继续开展这一研究工作；但无

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我国与国外的研究工作差

距还很大。因此，为尽快了解国外已有成果，充分

利用我国的物种资源和已有技术，发挥自身优势，

以迅速提升国内的研究水平，!’’. 年国家地质实

验测试中心邀请了德国美因兹大学 /011-, 教授来

访与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了

与国内相关研究小组的合作，大大提升了国内海绵

骨针研究的起点，加速了研究进程［!2］。

!" 结语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能以越来越大的

规模和营造力改造地球，索取资源，促进了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破坏了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

生态环境，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

变当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展“ 环境友好”

产业和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和谐社会，走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是当今的世界潮流。

通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中的作用是

显而易见的，而当今信息传输的主要载体是光纤。

然而，当今超自然条件（ 高温、高能耗和超洁净环

境要求等）的光纤制造工艺和生产模式有勃于当

今新的社会发展方式和环境观念。海洋生物在完

全自然的环境条件下，能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硅和

氧建造出比人造光纤材料更精美、具有更好性能的

多种生物硅材料，这就为人类在环境友好条件下制

备高性能电子和光学材料指出了新的仿生科学理

念与技术途径。仿生材料、生物技术和“ 环境友

好”制造业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为促进我国仿生科学的快速发展，以“仿生学的

科学意义与前沿”为主题的第 !!’ 次香山科学会议

（!’’" 年）提出了我国发展仿生科技的研究方向和

优先领域［!3］。生物经亿万年生存演化造就了与自

然和生存环境和谐共存、选择发展的各种优异性状

和功能品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取之不尽的知识宝

库。近年来我国在生物矿化及仿生学研究虽已有不

少可喜成果［!.］，但与国外相比还是相当薄弱，!’ 世

纪 $’ 年代以来国内外在海绵骨针研究方面表现出

的强烈反差应引起人们和相关部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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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张汉卿、周剑雄，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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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4 罗夏5 深海“ 天然光纤”更胜一筹［(］5 科学时报，

!’’" 6 ’$ 6 #%［!’’. 6 #’ 6 ’%］5
［!］4 7+89), : ;，<)=1>8 ? @，A,)B+1 C D，-* )15 EF=,-G

>H*FI)1 E-)*+,-J >K ) A1)JJ 7H>8L-［ C］5 !"#$%&，!’’"，

2!2（!#）：%$$ 6 $’’5
［"］4 DF ; M，;N-8 C <，O+) P Q5 R,-I)S=,F)8 7H>8L-J

TF*N ;-11+1), 7*,+I*+,-J［ C ］5 ’()&*(&，#$$%，!&$
（3"3!）：%&$ 6 %%!5

［2］4 /011-, M-,8-, Q A，王晓红，曾令森，等5 海绵动物的

演化意义及其生物硅的仿生应用［ C］5 科学通报，

!’’&，3!（#!）：#"&! 6 #"%#5
［3］4 张维5 海绵的分类、演化及其地质意义［ C］5 古生物

学报，#$$#，"’（.）：&&! 6 &%35
［.］4 R-,,U ; ;5 7F1FI) E>,S)*F>8 F8 7H>8L-J，F8 VF>SF8-,)1G

FB)*F>8［/］5 -9 =U @>W- R /5 M)JNF8L*>8：PN- /F8G
-,)1>LFI)1 7>IF-*U >K ?S-,FI)，!’’"：!$# 6 "’25

［&］4 DF-=-,X+N8 (5 V-F*,)L- B+, ?8)*>SF- 9-, 7H>8LF-8［C］5
+%(,)- .$% +*"#/0)& $*1 2,34)/5/6)&，#%3$："&. 62’"5

［%］4 @-D)L- <5 QS=,U>L-8F- 9-J -H>8L-［ C］5 +%(,)-&4 1&
7//5/6)& 89:&%)0&*#"5&，#%$!，#’："23 6 2$%5

［$］4 YFL=U C Z，7*-),8 ; M5 7H>8L-J )89 7H>8LF>S>,HNJ
［C］5 ’#$1)&4 )* ;&/5/63，#$%"（&）：!!’5

［#’］4 薛松，赵权宇，张卫，等5 中国海绵天然产物的研究

［C］5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3（2）："3$ 6 "."，

".%5
［##］4 王晓红，王毅民5 海绵骨针特性及其仿生学研究

［C］5 地球科学进展，!’’.，!#（#’）："& 6 2!5
［#!］4 A)F8> Q，7),[ /5 7F1FI->+J 7HFI+1-J >K P-*NU) 7-UG

IN-11-8JFJ（ R>,FK-,)）7+HH>,* *N- A,>T*N >K ) A,--8
?1L)：? R>JJF=1- DFLN* ;>89+I*F8L 7UJ*-S［ C］5 <"%)*&
8(/5/63 2%/6%&44 ’&%)&4，#$$2，#’%：#2& 6 #3#5

［#"］4 ;)**)8->G:F-**F Y，V)W-J*,-11> A，;-,,)8> ;，-* )15
\H*FI)1 EF=,-J F8 )8 ?8*),I*FI 7H>8L-［ C］5 !"#$%&，
#$$.，"%"："$& 6 "$%5

［#2］4 7),FX)U) /，E>8L O，7+89-,1)89 (，-* )15 VF>SFS-*FI
/>9-1 >K ) 7H>8L-G7HFI+1), \H*FI)1 EF=-,GS-IN)8FI)1

—&’2—

第 3 期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王晓红等：海绵动物骨针研究简介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第 !. 卷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ykcs.ac.cn 



!"#$%"&’%( )*+ ,&"-.&-"%［ /］0 !"#$%&’ "( )&*+$,&’-
.+-+&$/0，1223，34：3512 6 35170

［38］9 :’;%*<%"= /，>%)?%" / @，AB)*)C)D) E ,，%& )D0 ,F%DG
%&#* #H I-$D%.&%DD) ($0 ：,&"-.&-")D J’%")".BK H"#L &B%
M)*#(.)D% &# &B% E)."#(.)D%［ /］0 1/,+%/+，1228，N2O：

1P8 6 1P70
［34］9 :’;%*<%"= /，,-*+%" Q @，R)<D#* : S，%& )D0 T’#D#=’G

.)D UD)(( V’<%"(： @#""%D)&’#* <%&C%%* W$&’.)D )*+
,&"-.&-")D !"#$%"&’%(［ /］0 2$"/++3,%4- "( *0+ 5&*,"%&’
6/&3+78 "( 1/,+%/+- "( *0+ 9%,*+3 1*&*+- "( 67+$,/&，

1225，323（32）：NN87 6 NN4N0
［3P］9 EXDD%" > I U，,.B"Y+%" J @，>’%*( E，%& )D0 A")+’G

&’#*)D )*+ E#+%"* T’#L%+’.)D !"#($%.&’*=：!)"& !—

AB% T%*%H’&(［ /］0 :;,3+%/+3<=&-+3 >"7?’+7+%*&$8 &%3
6’*+$%&*,;+ )+3,/,%+，1225，3（1）：3NN 6 3550

［37］9 @B) / M，,B’L’;- Z，[B#- R，%& )D0 ,’D’.)&%’* V’D)G
L%*&( )*+ ,-<-*’&( H"#L ) E)"’*% ,$#*=% S’"%.& &B%
!#DKL%"’;)&’#* #H ,’D’.) )*+ ,’D’.#*%( ’* Q’&"#［ /］0
2$"/++3,%4- "( *0+ 5&*,"%&’ 6/&3+78 "( 1/,+%/+- "( *0+
9%,*+3 1*&*+- "( 67+$,/&，3OOO，O4：N43 6 N480

［3O］9 U)""#*% \0 @#DD)=%*%，($#*=’*% %& (]-%D%&&% L’*%")D
.B%; D^%$#*=% J)D’.D#*) "#(%)［ /］0 !"#$%&’ "( ),/$"-<
/"?8，3O4O，7：873 6 8O70

［12］9 Z")(F# :，,.B" +%" J @，T)&%D \，%& )D0 _"#* _*+-.%(
!"#D’H%")&’#* )*+ E#"$B#=%*%(’( ’* !"’LL#"$B( H"#L
&B% E)"’*% ,$#*=% ,-<%"’&%( S#L-*.-D)［/］0 @56 &%3
>+’’ A,"’"48，1221，13（3）：4P 6 720

［13］9 李锦和0 中国海域污着生物中的海绵［ /］0 海洋科学

集刊，3O74，14：PN 6 3340
［11］9 张骁英，赵权宇，薛松，等0 海绵生物活性物质及

海绵细 胞 离 体 培 养［ /］0 生 物 工 程 学 报，1221，37
（3）：32 6 380

［1N］9 ‘- R’，[B)*= >%’，a’ J-)，%& )D0 @-D&’?)&’#* #H E)G
"’*% ,$#*=%(［ /］0 >0,%+-+ !"#$%&’ "( B/+&%"’"48 &%3
C,7%"’"48，1228，1N（1）：3O5 6 3O70

［15］9 >)*= b’)#B#*=，a’ /’*B%，‘’)# a’，%& )D0 AB% U’)*&
,$’.-D%( #H &B% S%%$ ,%) J%c).&’*%DD’+)* ,$#*=%( #H
&B% U%*-( E#*#"B)$B’(（J%c).&’*%DD’+)：:L$B’+’(.#(’G
+)：E#*#"B)$B’+’+)%）［ /］0 6/*& D""’"4,/& 1,%,/&，

122P，8N（N）：88P 6 84O0
［18］9 杜家纬0 生命科学与仿生学［ /］0 生命科学，1225，34

（8）：N3P 6 N1N0
［14］9 郭中满，王荔军，陈霞，等0 生物矿化合成纳米针状

,’W1［/］0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1222，13（4）：75P 6

$$$$$$$$$$$$$$$$$$$$$$$$$$$$$$$$$$$$$$$$$$$$$

7570

欢迎订阅9 9 欢迎投稿9 9 欢迎刊登广告

《分析测试学报》

9 9 9 9 9 9 9 9 国内刊号：@M 55 6 3N37 d AJ9 9 9 9 9 国际刊名代码 @WSIM：V@IbI,
9 9 9 9 9 9 9 9 国际标准刊号：_,,M 3225 6 5O8P 邮发代号：54 6 325
9 9 9 9 9 9 9 9 国外代号：TE 423N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 23221O

《分析测试学报》是由中国分析测试协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中文核心期刊。刊登电

子显微学、质谱学、光谱学、色谱学、波谱学及电化学等方面的分析测试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研究成果，介绍新仪器装

置及在医药、化工、商检、食品检验等方面实用性强的实验技术。适合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学、卫生以及厂矿企业分析测

试工作和管理人员阅读。

本刊入选美国化学文摘千种表、俄罗斯《 文摘杂志》、《 日本科技文献速报》、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分析文摘》（!!）、

《质谱公报》（"#$）等。本刊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

库”收录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全文收录期

刊、《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等。

本刊自 1227 年起变更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大 34 开，单价：31% 22 元 & 册，全年 355 元。请在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未在邮局订到者可直接向本编辑部补订。

补订办法：请从邮局汇款至广州市先烈中路 322 号《分析测试学报》编辑部9 （邮编：8322P2）

电话：（212）7P475PP4 或 NP4844249 9 9 ’ 6()*+：,-./-0e .1*2)% .3(
写明订户单位、详细地址、收刊人姓名、邮编及补订份数（全年或某期）。

—725—

第 8 期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岩9 矿9 测9 试9
B&&$："KF.(0 ’N&0 .#L0 .* d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122P 年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ykc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