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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冀北热河生物群有望获全面保护

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内，
一块脸盆大小的化石上面布满了
密麻麻的生物。

仔细观察，其中个体较大的
是鱼，有成人手指大小；其次是
尾端分为三叉的一种虫子，个体
比瓜子稍大；最小的是一种贝
类，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清。

博物馆工作人员王金玲介
绍，这三种生物，就是热河生物
群的代表。其中的鱼，即狼鳍
鱼，是一种原始的真骨鱼类，细
分种类很多，是中生代后期东亚
地区的特有鱼类；尾巴分叉的虫
子，名为三尾拟蜉蝣，实际上是
这种水生昆虫的稚虫；而贝类则
是东方叶肢介。

1928 年，在北京大学任教
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将以
这三种动物为代表的化石动物群
命名为热河动物群。这些动物生
存于距今约1.25亿年至 1.45亿
年间。后来，在这一地层发现的
动植物越来越多，1962年，我
国古生物学家顾知微将以上述三
种动物为代表的化石群通称为热
河生物群。

热河生物群的化石分布范围
极广。临沂大学张福成教授介
绍，其范围东达朝鲜、日本，南
至浙江，北到西伯利亚，但主要
产区还是在原热河省范围内的冀
北、辽西地区。

资料显示，热河生物群保存
了大量精美的化石，包括20多
个重要生物门类：无蛤类、软骨
鱼类、硬骨鱼类、两栖类、爬行
类、鸟类、哺乳类等脊椎动物类
群，以及无脊椎动物的腹足类、
双壳类、叶肢介类、介形虫类、
虾类、昆虫和蜘蛛类，还有轮
藻、各类陆生植物 （含被子植
物）等。

在丰宁出土的热河生物群知
名化石品种，就包括长背鳍燕
鲟、阿氏燕兽、弥漫始今鸟、丰
宁原羽鸟等。其中的阿氏燕兽，
2007年3月由中美两国研究小组
发现，是河北境内首次发现的中
生代哺乳动物。其体长 15 厘
米，体重30克左右，生活于距
今1.25亿年前。

其独特之处在于中耳骨骼
通过骨化的麦氏软骨连接到下
颚骨上，专家介绍，这为学界
提出的哺乳动物耳演化模式首
次 提 供 了 中 间 环 节 的 化 石
证据。

热河生物群化石不仅分布
在丰宁，还广泛分布于冀北地
区的山间盆地中。河北省区域
地质调查院的统计显示，承德
北部、张家口东北部的24个山
间盆地中，16 个已经发现了
化石。

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馆
长王朝林介绍，冀北地区热河
生物群的年代较辽西地区要
早，因此数量和种类相对较
少，但丰宁的化石围岩坚硬、
细腻，为化石完整保存提供了
良好条件。

而据省区调院退休专家康子
林介绍，1亿多年前，这一带实
际上是湖泊，后来的地质运动
中，地壳自南西向北东逐渐上
升，其间小火山不断喷发，形成
了很多山间断陷盆地，而在火山
灰的掩埋之下，这些远古生物的
生命就定格在其中。

他还介绍，我省根据此前
展开的化石资源调查，已经于
2015年完成了全省化石资源保
护规划，这一规划坚持保护为
主、合理开发、保护第一的思
想，拟对冀北热河生物群划定
28个重点保护区。

文／记者 董立龙

丰宁发现疑似新属

种恐龙化石的消息，近

日再次刷屏。

实际上，地处燕山

深处的丰宁，不仅有恐

龙，还有着一个丰富的

化石群落——热河生物

群。

原国际古生物协会

主席理查德·约翰·爱

尔德利基实地考察后评

价：“热河生物群是世

界古生物化石的宝库，

而丰宁就是这座宝库中

的夜明珠。”

2009 年，当地建

设了我省首家非国有博

物馆，于是，这些远古

生命开始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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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龙

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内的古昆虫类展区。王金玲摄

化石发掘现场，王朝林（左一）、张福成（左二）正与来自英国的学
者（右一）交流。 记者 董立龙摄

在丰宁芥菜沟一带，丰宁古生物化石
博物馆和有关机构联合展开了恐龙化石
的抢救性发掘。 记者 董立龙摄

坐落在丰宁满族自治县文化局一楼的古生物化石
博物馆，面积只有不到300平方米。 王金玲摄

狼鳍鱼狼鳍鱼，，一种远古鱼类一种远古鱼类，，总爱成群活总爱成群活
动动。。图为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收藏的图为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收藏的
狼鳍鱼化石局部狼鳍鱼化石局部。。 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1 建馆收藏，远古生命
重新绽放光彩

走 进 丰 宁 古 生 物 化 石 博 物
馆，就走进了一座侏罗纪公园。

一只丰宁原羽鸟张开翅膀，
正展翅欲翔；一只满洲龟拖着长
尾巴，探头探脑；一只龙虾张扬
着螯和触角，一只蜻蜓正试图降
落。最多的是鱼，或单独在水中
逡巡，或成群结伴在嬉戏，还有
恐龙、鳄鱼、蝾螈、蝉、蜘蛛⋯⋯
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姿态。

其 实 ， 这 些 看 似 鲜 活 的 生
命，早已定格在1亿3千多年前的
某次地质运动中。亿万年后，是
这座不足 300 平方米的展馆，赋
予了它们新的生机。

“这是中华鲟鱼，不同于长江
里面的保护动物，也不是从菜市
场买到的同名鱼类；这是卡勒莱
新 芦 木 ， 芦 苇 和 竹 子 的 祖 先 ，
看，它已经有结了。”展馆工作人
员王金玲的话语充满了自豪感，

“这里面的动植物化石，90%都产
自丰宁，其余也大都属于热河生
物群。”

1928 年，在北大任教的美国
地质学家葛利普率先提出了热河
动物群的概念。其后的 90 年间，
冀北、辽西等原热河省的土地，
因为蕴藏着这座星球上更古老的
生物，吸引了全世界科学家的
目光。

“热河生物群是世界古生物
化石的宝库，而丰宁就是这座宝
库中的夜明珠。”原国际古生物
协会主席、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
理查德·约翰·爱尔德利基实地
考察后，这样评价丰宁的化石
资源。

然 而 ， 不 要 说 外 地 人 ， 就

连大多数丰宁当地人也并不知
道，亿万年前的丰宁大地，曾
经 有 着 一 个 那 样 生 机 勃 勃 的
世界。

把这个世界集中展现给人们
的，是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馆
长王朝林。

20 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出差路过辽宁省凌源市，一间
化石店内摆着的硕大的鲟鱼化石
吸引了他，其上标注的产地丰
宁，更让他感到吃惊。“当时我心
里就想，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
让它流失到外地呢！”

国务院颁布的 《古生物化石
保护条例》 是自 201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在那之前，化石保护
缺少直接的法律依据。

很多地方政府对化石的认识
和管理也不到位。一些外地来的
化石贩子长期驻村，老百姓上山
私挖乱采，挖出来的化石，好的
会 被 贩 子 收 走 ， 不 好 的 随 手
扔掉。

当时和王朝林同行的县政协
常委刘泊洲，曾担任过县文化局
长，也觉得保护这些化石资源非
同小可。二人返回后，立即向县
里进行了汇报。

从那时起，化石保护，开始
在丰宁成为政府议题。当地的政
府工作报告几乎每年都会提到要
建设化石博物馆。然而，作为一
个深度贫困县，丰宁缺钱。

王朝林回忆：“当时的县领导
跟我说，化石保护迫在眉睫，但
县里没钱，作为县里的企业家，
你得把这事担起来！”

这样一句口头邀约，王朝林
把它当成了大事来办。而今，20
年过去了，他收藏的化石已经超
过了一万件。

“乍开始，要跑好几天，才能
收回来一块。有时候，跑半个
月，也收不到一块。”20 年来，
王朝林开着辆吉普车，把化石主
产区外沟门、四岔口两个乡的沟
沟岔岔都跑遍了。

“老百姓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一开始都不卖给我，只卖给东北
来的化石贩子！”王朝林说，好在
自己是用现金支付，所以慢慢赢
得了信任。

2005 年 3 月，丰宁出台了关
于加强古生物化石保护和管理的
七项规定，并授权县化石协会牵
头保护化石资源。

化石协会成立于 2004 年，刘
泊洲担任会长，王朝林任秘书
长。他们多次联手公安部门，从
县城和化石产地的宾馆里，甚至
已经出县境的班车上，堵住化石
贩子，回收化石。

这一举措，不仅打击了外来
的贩子，也在私挖乱采的百姓中
产生了震慑作用，从而制止了化
石大量外流。

“起初只是爱好，但通过后来
的了解和学习，我们已经由一开
始的爱好、收藏，逐渐转变为了
保护。”刘泊洲说。

2008 年，王朝林从事化石收
藏十年之际，丰宁的化石资源保
护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年 4
月，省政府批准建立丰宁古生物
化石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9 年 10 月 23 日，我省批
准的首家非国有博物馆——丰宁
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正式开馆。

由于该自然保护区并没有建
立专门管理机构，博物馆聘用的
工作人员同时担负起了对保护区
内化石资源进行实质性保护的
职责。

对此，多位古生物专家受访
时都表示，当国内多地化石资源
遭遇毁灭性盗挖的时候，丰宁的
化石资源却最大程度得到了保
护，这多亏了当地有这么一些人！

携手科研机构，共探
远古神奇

10月14日，丰宁芥菜沟一处

山坡上，知名古生物专家、临沂
大学教授张福成和同事正带着专
业人员进行化石发掘。

他们身后的岩石剖面，就像
一本厚重的史书，每打开一页，
都会让人有着新的发现。

这次经过自然资源部批准的
发掘，就是奔着一项新发现而开
展 的—— 这 里 埋 藏 着 一 具 恐 龙
化石。

2017 年 10 月，丰宁古生物
化石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这里实地
巡查时，发现了部分裸露的恐龙
化石。这部分化石目前已被保护
性填埋。

王朝林手机中的照片显示，
恐龙化石裸露的部分包括肩胛
骨、肋骨等部分，并且结构完
好。专家推测，恐龙的身长将超
过 7 米。发现体型如此之大的恐
龙，在丰宁尚属首次。

雪 白 的 围 岩 上 出 现 的 那 些
红色的骨头，在专家眼中，还
有着更大意义。多位古生物专
家实地考察后认为，这具恐龙
位于 1.3 亿年前地层中，疑似新
属新种，可能会填补恐龙进化
发展中的断链。

连日来，这些信息经媒体报
道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
注。其实，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
馆早在 10 多年前，就曾经引起过
世界轰动。

2005 年 3 月 20 日，中国地质
科学院研究员季强和研究团队向
世界宣告，他们发现了世界上最
原始的鸟类化石，并将其命名为

“华美金凤鸟”。
而今这对化石之一，作为镇

馆之宝，正展示在丰宁古生物化
石博物馆内。一块深灰—灰黑色
薄层凝灰质砂质泥岩中，那只扬
着长尾巴的生物非常完整。

从头到尾长约 50 厘 米 ， 全
身被覆着清晰的羽毛印痕。头颅
侧面轮廓呈三角形，吻较短，上
下 颚 各 发 育 18 颗 光 滑 的 牙 齿。
保存有 12 节颈椎、11 节背椎和
23 节尾椎，其中尾长约 27 厘米。
最神奇的是，它的体内还有 12
枚卵。

尽 管 其 后 的 研 究 进 一 步 证
实，华美金凤鸟实际上是恐龙中
的一种——伤齿龙类，但这块化
石还是拥有巨大价值，它为伤齿
龙类恐龙长有羽毛提供了首个证
据，并成为了世界上迄今为止发
现的最原始的初鸟类生物。

华 美 金 凤 鸟 化 石 发 现 于
2004 年 7 月 。 化 石 出 土 之 后 ，
王朝林查遍手头的资料，也没找
到这个可以对应的物种。他隐隐
觉得，这应该是个好东西。于
是，立即联系了季强，并与刘泊
洲一起，把化石送到了季强的办
公室。

那 时 网 络 还 未 普 及 ， 了 解
化石的信息只能四处参观、四
处拜访。北京等地的自然博物
馆、地质博物馆，只要是有化
石 的 地 方 ， 他 们 都 想 法 找 到 ，
带着水和干粮，进去一待就是
一天。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
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只
要听说有研究化石的专家，他们
就慕名前去拜访。

经历这样的过程，他们眼中
的古生物化石，已经不再是最初
单纯的收藏品、观赏品，而是凝
结着古代生物发展衍化、古代地
理和气候不断演变的实物证据，
而且有利于研判生物发展、地质
变迁的未来趋势。

他 们 获 得 了 专 家 的 热 情 接
待，不仅从专家那里收获了相关
资料，还和很多专家成为了朋友。

2009 年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
馆开馆时，中科院院士周忠和亲
自前往揭牌，并将该馆确定为中
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
的科研工作站。

华 美 金 凤 鸟 问 世 之 后 ， 引
起各国专家注意。2006 年世界

古生物大会，把丰宁选作分会
场。时任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
爱 尔 德 利 基 领 着 27 个 国 家 30
多 位 古 生 物 专 家 ， 前 来 参 观
考察。

10月14日的发掘现场，英国
爱尔兰 CORK 大学学者 Maria 也
带着团队来到了现场，他们忙着
从每一个岩层上取样，然后要拿
到实验室进行地球化学领域的
分析。

规划地质公园，叫响
区域新名片

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坐落
在该县文化局办公楼的一层，不
足 300 平方米的面积，被分为古
植物类、古鱼类、古哺乳爬行两
栖类、古鸟类和古昆虫类等五个
展区。

王朝林拿出自己全部藏品的
不 到 1/30， 就 把 这 里 装 得 满 满
的。由于空间狭窄，一株水平视
角、2 米见方的铁树化石，挡在
另一株垂直视角的铁树前面。

“ 这 就 像 个 杂 货 铺 ！” 当 参
观 者 为 展 品 的 精 美 而 惊 叹 时 ，
王朝林却不满足于博物馆的现
状了。

他说，目前的博物馆是 2008
年布的展，现在十年过去了，藏
品不断增加，根本展不开。而且
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精
品出现，也需要足够的空间予以
展示。

和 同 属 热 河 生 物 群 的 辽 西
相 比 ， 丰 宁 的 化 石 更 显 精 美 ，
虽然赋存数量较少，但围岩细
腻，石材坚硬，化石保存完整
度 高 。 其 中 很 多 昆 虫 的 翅 脉 、
鸟类的绒毛都非常清晰，而其
他地方的化石，有很多只能看
到一个轮廓。

王 朝 林 希 望 有 一 个 更 大 空
间，能让这些远古生命展现出它
们定格在石头中的精美一面。他
知道，化石买卖价值只能实现一
次，而化石展示，则能让价值实
现不断重复。

目前，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
放，每年参观者达三四万人，还
不定期面向机关、学校及社会各
界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并因此成
为了省科普教育基地。

从事化石资源收藏、保护 20
多年之后，王朝林感慨道：“如果
没有政府部门的重视，光凭我个
人之力真的难以为继！”

而 近 两 年 丰 宁 对 于 化 石 保
护 的 举 措 ， 让 王 朝 林 看 到 了
希望。

经 过 不 断 呼 吁 ， 承 德 市 层
面，已经把丰宁化石资源的保
护和合理利用，提升到了新高
度，计划将其打造为全市乃至
河北的一张旅游新名片。

2017 年 11 月，新一版 《丰
宁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建设发展规
划》 出台。王朝林建设一个大博
物馆的梦想正在逐渐实现。

目 前 ， 在 化 石 产 地 四 岔 口
乡，一个兼具展示功能的大型化
石储藏室和一个展示化石出土地
层剖面的保护棚，已先后开始动
工，总建筑面积达 7000 平方米。
而在县城，一个精品化石展馆的
建设，也提上了日程。

按照新的规划，丰宁还将投
入4.2亿元，在四岔口乡建设一座
古生物化石地质公园。该地质公
园是以古生物化石展览展示、学
术交流为主体，集民俗手工业、
文创产业等于一体的风情旅游发
展区。

“你看这里，东邻亚洲最大的
抽水蓄能电站，南有千松坝森林
公园，北上就是距离北京最近的
稀树草原，打造出来，绝对是个
大景区！”王朝林希望景区尽快打
造成功，因为届时必定能带动化
石产地的百姓尽快脱贫，从根本
上避免他们重新走上私采乱挖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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