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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文昌鱼隶属脊索动物门，头索动物

亚门，是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过渡

的中间类群，同时也是现存脊索动物

中最为原始的类群。由于文昌鱼特殊

的进化地位，以及与脊椎动物相似的

身体构筑方式、基因组成和胚胎发育

模式，是进化发育生物学、比较基因

组学和胚胎学研究的理想模式物种。

本期胡广伟等“文昌鱼左右体轴建立

机制的研究进展”一文对文昌鱼胚胎

的左右不对称发育特点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文

昌鱼左右体轴建立机制方面取得的研

究进展，提出了文昌鱼左右体轴调控

网络图，并对该领域研究目前存在的

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归纳和

展望，以期为全面揭示文昌鱼左右体

轴建立机制提供参考。封面插图展示

了文昌鱼从受精卵、囊胚、原肠胚、

神经胚、幼体到成体的全部发育过程，

文昌鱼的胚胎发育是一个及其复杂的

动态过程，需多条信号通路精确调控。

图片设计：张珍珍 胡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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