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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内古生物资源丰富，生物丰富 度 和 研 究 程 度 较 高，但 是 其 保 护 管 理 现 状 较 为 薄 弱，亟 需 解

决新途径。古生物馆藏体系和古生物标本信息平台建设，不仅丰富了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藏内容，同时也

为探索中国古生物保护和保管方式提供更多途径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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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生物在生命起源及演化、古环境古地理、地层

划分和对比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直接线索和资料。地

史历史时期，生物的发展史主要分为：藻类和无脊椎

动物时代，鱼类时代，蕨类植物和两栖动物时代，裸

子植物和爬行动物时代，被子植物和哺乳动物时代。
中国是古生物化石比较发育的国家之一，遍及全国

３１个省／市，各个 时 代 生 物 发 育 状 况 基 本 都 可 以 在

我国地层中找到相应的记录。其中，很多地区的古

生物门类及丰富度非常高，为我们进行古生物学研

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源信息，也为古生物馆藏体系提

供了基础。

１　国内古生物资源现状

在古生物学研究中，古生物群落的发育最具特

色，其科研价值非常高，在国内外也有很高的社会知

名度，为生物演化、不同生态位物种形态功能、地层

对比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实物证据。下面简单

列举不同地史时期知名度较高的生物群。

１．１　中国重要的古生物群落

１．１．１　早古生物代生物群———寒武系澄江生物群

澄江生物群位于云南帽天山附近，是保存完整

的寒武纪早期（５３０Ｍａ）海洋生物群。共发现化石３
万余枚，涵盖１６个门类、约１６０个属，近２００个种，

被誉为“２０世 纪 最 惊 人 的 发 现 之 一”［１］。该 生 物 群

展示出了完整的寒武纪早期最古老的海洋生物群落

和生态系统面貌。为研究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生命

起源及其非线性快速演化（突变）提供了直接的科学

证据，同时也对达尔文渐进式进化理论（渐变）产生

了重大的挑战［２］。

国内其他地方也可见发育颇具规模的寒武系生

物群，以布尔吉斯页岩型生物群为主。贵州寒武系

生物群台江生物群、凯里生物群等［３］，云南澄江生物

群、梅树村生物群，以及前寒武瓮安生物群等共同构

成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早期后生生物研究基地，

对寒武系生物大爆炸、海洋生物多样化及其演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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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寒 武 系 古 地 理 环 境 变 迁 等 具 有 重 要 的 研 究

价值［４］。

１．１．２　晚古生代生物群———三叠系关岭生物群

关岭生物群产于贵州省西南部关岭县新铺乡晚

三叠世（２２０Ｍａ）小凹组底 部，展 现 了 晚 三 叠 世 海 洋

生态系统面貌，以海生爬行类和棘皮类海百合最为

标志，并伴生 有 底 栖 生 物 双 壳 类、浮 游 生 物 类 等 门

类［５］。各生态位古生物的极高的丰富程度和保存状

态，对于研究晚三叠世的古生态学、古地理学和地层

学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三叠纪古海洋生态

系统全面恢复的重要证据。

２００７年由中国 地 质 调 查 局 成 都 地 质 调 查 中 心

在云南罗平地区首次发现的罗平生物群，产自于三

叠纪关岭组泥晶灰岩中，是一个化石丰富度极高但

研究起步较晚的生物群，也是中国目前已知的化石

种类最为丰富的三叠纪（２５０Ｍａ）特异埋藏类型的生

物群。化石多顺层面分布，保存精美，丰富度极高，
再现了三叠纪初期海洋古生物生态栖息的状态。对

探讨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事件之后、三叠纪海洋

生物复苏、演化、古海洋生物地理区系及古地理面貌

有重要的意义［６］。

１．１．３　中生代生物群———白垩纪热河生物群

热 河 生 物 群 生 活 在 中 生 代 晚 期 白 垩 纪

（２２０Ｍａ），分布于东亚地区，包括我国北方大部分地

区和东南沿海部分地区、蒙古南部地区和俄罗斯外

贝加尔地区等，以产丰富多彩的陆地脊椎动物和植

物最为特征，是典型的中生代陆相生物群［７］，如已发

现的陆生脊椎动物至少有１２１个属１４２个种，其中

已发鸟类有３０多个属近４０个种，占到世界的三分

之一，是研 究 鸟 类 起 源 与 演 化 的 最 热 点 研 究 地 区。
热河生物群是目前恢复白垩纪陆地生态系统最好的

窗口之一，也为中生代脊椎动物演化和达尔文进化

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直接证据［８］。

１．１．４　新生代生物群———中新世山旺生物群

山旺生物群产自山东省临朐县山旺村新生代中

新世早期（约１８Ｍａ）硅 藻 土 地 层 中，已 发 现 有４００
多个属和７００余个种的化石，是中新世保存精美、门
类丰富、科研价值极高的生物群［９］。山旺盆地 硅 藻

土页岩层薄如纸，稍风化层层翘起，宛如书页，被形

象比喻为“万卷书”，为探索中国华东背部地区新生

代中新世古地理古气候以及地层对比等提供了重要

证据。

２　古生物的保护与管理

古生物化石是地史时期一种特殊的不可再生地

质资源，应该作为珍稀自然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与

管理。

２．１　古生物的保护与管理现状

古生物化石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古生

物化石的流失非常严重。截至２０１０年，从国外追回

的６０００多件古生物化石标本中，几乎全是民间盗采

走私出去的，河南西峡县的恐龙蛋走私就在万枚以

上［１０］。其次，古生 物 的 民 间 盗 采 情 况 也 不 容 乐 观，
盗采者一般缺少专业技术支撑，很容易对古生物化

石产地和化石群落面貌造成双重破坏，给科学研究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野外开采以后，再对古生

物化石地的原貌研究会变得异常困难。另外，由于

缺少古生物专项保护经费，人们的古生物保护意识

薄弱，造成古生物及古生物产地的保护经常是非连

续的、间断性的，甚至是完全无保护的状态。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古生物的保护与管理

力度，出台了针对古生物化石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各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也纷纷根据省内的古生物的

现状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古生物的保护有了

明显提高。１９９９年国土资源部颁发《关于加强古生

物化石保护的通知》，２００２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古生

物化石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古

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２０１０年国务院签发《古生物

化石保护 条 例》并 成 立“国 家 古 生 物 化 石 专 家 委 员

会”，２０１３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实施办法》等，２００８年出台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

法》也将古生物化石纳入实物地质资料的汇交范围。

２．２　古生物的保护与管理建议

随着古生物化石相关法规政策的出台，各省在

加强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的同时也面临着“不知如

何保护”的问题，因此，加强古生物化石的保护管理

方面的研究显得极为迫切。从古生物化石发掘开采

技术，原址保护技术，化石修复技术，科研能力，古生

物展览展示技术以及专项经费支持等方面，需要一

系列的配套工作方法进行全程跟进。其次，还应加

大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民众的古生物资源保

护意识，大力推进地质科普活动，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工作［１１－１２］。同时，古生物保护管理的相关单位和部

门，要做好古生物的保护规划，积极引领社会群众、
科研团队等社会各方的重视，集合社会各方力量为

古生物的保护管理和监督方面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

势［１３－１５］。

３　古生物馆藏体系建设

古生物室内保护，省、市级的古生物化石馆藏机

构，以古生物门类进行馆藏为主。虽然这些馆藏的

古生物标本有其自身的地质意义，但它们不是系统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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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亦无详细的采集地质背景记录，未形成实物地

质资料档案。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可以从馆藏体系

的角度，积极参与古生物保管与社会服务，探索古生

物化石保管新渠道。
古生物馆藏体系是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馆藏

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库体系框架明确规定将“部署于重要区域或重点区

带的区调项目，见证重大进展和重大新发现的系列

岩石标本、光薄片、古生物化石标本……”，“具有特

殊意义、重大研究价值或采于特殊地点的各类古生

物标本、岩石矿物标本……”纳入到实物地质资料的

范畴，并规划到体系建设中［１６］。
根据《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物地质资料

管理办法》和《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分级意见》等有关

实物地质资料的规定，可以参照实物地质资料分级

馆藏的方式构建古生物馆藏体系。由国家级馆藏机

构牵头，将省市级的古生物馆藏机构纳入到体系框

架中，形成多层次的古生物资料系统。

３．１　国家馆古生物馆藏对象

近年来，国家馆从矿山矿石标本和钻孔岩心的

角度筛选和馆藏了大量的实物地质标本及其相关资

料。但是沉积岩层中的岩石标本和古生物标本的馆

藏量较低，不 到 馆 藏 标 本 总 量 的１％。今 后 工 作 中

可以加强对国内的重要沉积剖面岩石标本和古生物

进行筛选和馆藏。结合实物中心馆藏实物地质资料

的特点，可以将能够反映实物地质档案和馆藏体系

的古生物群落标本作为筛选对象。
将筛选的古生物群落标本作为实物地质档案馆

藏，形成以古生物群为特色的古生物馆藏体系，区别

于地质博物馆按照古生物门类进行馆藏的特点。

３．２　国家馆古生物标本馆藏的筛选采集

３．２．１　古生物群的筛选原则

古生物馆藏体系建设中遵循“典型性、代表性、
特殊性、系统性”的国家馆库藏体系建设库藏品定位

的总原则。在筛选过程中，筛选涵盖从早古生代生

命起源到新生代反映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生物界面貌

的代表性化石群落；优先选择物种丰富度较高的古

生物群落，物种的丰富程度越高，代表着生物群的科

研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也越高；筛选代表不同构造地

质背景、不同沉积环境的古生物化石群，以有利于不

同区域的对比研究；优先选古生物群中最典型门类

的模式属种和已公开发表的属种。
在古生物馆藏体系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中，可

以借鉴系列矿床标本的筛选采集方案。首先，调查

了解古生物化石群的现状和化石资源的发育情况。

其次，根据调查情况分析，制定细致的筛选条件，确

定筛选目录和采集名录，如古生物化石群地质时代、
地理位置、化石门类丰富程度、古生物标本等级、代

表性属种、化石地破坏程度、研究意义等。再者，按

照筛选目录和采集名录，结合实际采集实施难度，制
定采集计划和实施方案。

３．２．２　古生物产地的选择

在古生物产地的选择上，可以参考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４年３月公布的首批３８个国家重点保护古生物

化石产地名单（表１），进行采集或者征集。

表２　中国第一批３８个国家级重点保护古生物

化石集中产地及所属古生物群

序号
国家级重点保护古生物

化石集中产地名称
化石产地所属生物群

１ 辽宁朝阳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２ 四川自贡化石产地 自贡动物群

３ 辽宁义县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４ 山东山旺化石产地 山旺生物群

５ 云南禄丰化石产地 禄丰动物群

６ 辽宁建昌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７ 贵州关岭化石产地 关岭生物群

８ 甘肃和政化石产地 和政动物群

９ 山东诸城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１０ 内蒙古二连浩特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１１ 内蒙古宁城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１２ 广东南雄化石产地 南雄生物群

１３ 山东莱阳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１４ 河北泥河湾化石产地 泥河湾动物群

１５ 黑龙江嘉荫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１６ 内蒙古鄂尔多斯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１７ 贵州黔东南化石产地 巴郎生物群

１８ 广东河源化石产地

１９ 湖北松滋化石产地

２０ 湖北南漳化石产地

２１ 内蒙古巴彦淖尔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２２ 山西榆社化石产地

２３ 贵州兴义化石产地 巴郎生物群

２４ 吉林乾安化石产地

２５ 浙江东阳化石产地

２６ 湖北远安化石产地

２７ 新疆鄯善化石产地

２８ 内蒙古四子王化石产地 热河生物群

２９ 广西扶绥化石产地

３０ 福建三明化石产地

３１ 河南汝阳化石产地 汝阳动物群

３２ 吉林白山化石产地

３３ 浙江天台化石产地

３４ 山西宁武化石产地

３５ 山西长子化石产地

３６ 湖南株洲化石产地

３７ 湖南桑植化石产地

３８ 山西五台山化石产地 五台山生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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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古生物馆藏体系建设的其他渠道

除采集渠道之外，还可以通过古生物化石征集

和接受捐赠的方式，丰富国家古生物馆藏资源。古

生物馆藏机构馆藏的古生物标本，可以向产生古生

物标本的项目组或单位进行征集，也可以接受社会

其他形式的个人与组织的捐赠。

３．３　古生物标本信息平台建设

古生物馆藏体系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各方资源，
构建全国古生物标本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全国古生

物标本的统一管理，使全国不同级别的古生物馆藏

机构能够及时进行古生物化石馆藏情况的信息发布

与共享。

４　结　语

古生物馆藏体系是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藏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丰富国家实物地质资料的馆

藏内容，也为探索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和管理方式

提供更多途径和启示。通过古生物标本信息平台建

设，将各级古生物馆藏机构的古生物标本统一管理，
能够进一步加强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与其他古生

物化石保管机构的联系，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

享；也可以丰富实物地质资料数据信息的种类，提供

更多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服务内容，进而提高实物

地质资料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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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支页岩气产业投资基金在渝成立

６月１２日，全国首支页岩气产业投资基金———重庆页岩气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该投

资基金将借助重庆在页岩气资源、管理、技术、投资开发等平台体系优势，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动作、科学决

策、防范风险原则，打造全国第一支运作规范的页岩气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力争将页岩气产业基金规模发展

到５０亿元以上。
据悉，该公司经重庆市政府批准建立，由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北部新区管委会共同出资１０亿元，分别由

下属单位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和重庆广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代表具体实施。公司主要开展页

岩气及相关领域的股权投资及投资咨询服务，以重庆页岩气区块股权投资为核心纽带，发挥股权投资的引擎

效应和辐射作用，引导和吸引投资机构和社会资金投资重庆页岩气产业，整合有效资源，拓宽融资平台，助推

重庆页岩气产业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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