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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
龙
足
迹
为
何
如
此
珍
贵

“根据现场勘察，宣化恐龙
足迹群虽然形态各异、大小不
一、深浅不同，但大部分未经长
时间侵蚀破坏，保存较为完好，
因此十分珍贵。”恐龙研究专家、
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李建军
表示。

李建军告诉记者，恐龙足
迹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形成
并保存至今所需的条件十分
苛刻。

“恐龙足迹化石的形成与保
存远比人们想象得要难。首先需
要恐龙生活环境离水比较近，比
如河海、湖滨等区域，太干、太坚
硬的地方形不成脚印，太湿、太软
的地方足迹也无法保存下来。”李
建军解释。

此外，恐龙足迹形成以后，
如果马上下雨或者被水淹没，
尚未干燥的足迹就会在水中消
融。因此，足迹在潮湿地面形
成后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干燥过
程，待保存足迹的地表干燥硬
化后，再被沉积物掩埋，才可能
形成化石。

足迹化石形成后，很有可能
被后来的地层深埋于地下，永远
不见天日。因此，还需要足迹化
石所在地块发生地壳运动，被抬
升起来，恐龙足迹才可能在亿万
年后显露在世人面前。

“根据研究，这次发现的宣化
恐龙足迹，在形成化石后，又被火
山喷发形成的凝灰岩覆盖。和一
般覆盖物相比，凝灰岩硬度更高，
因此更加有利于这些足迹完整保
存。”李建军说。

恐龙足迹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可以为人们提
供很多独一无二的研究材料。

“恐龙骨骼化石是恐龙死亡以后留下的，而恐
龙足迹是恐龙在生活期间留下来的，保存的是恐龙
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它可以提供许多关于恐
龙生活、行为以及古地理和古环境方面的信息。因
此，恐龙足迹具有骨骼化石无法替代的作用。”李建
军说。

如今，通过这些恐龙足迹化石，科学家们不但可
以了解恐龙的行走姿态，还能推算出恐龙的长度、重
量和大小，甚至计算出恐龙的行走速度。

这种情况，在河北以往的恐龙足迹研究中也有
体现。

比如，在尚义、赤城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中，专
家发现，蜥脚类恐龙当时可能正在游泳。

“单从恐龙化石上我们无法分辨恐龙是否会游
泳，而足迹则可以作为分辨的依据。”专家分析，在对
赤城恐龙足迹的考察过程中，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批
只有趾痕，没有脚后跟的足迹。

这些足迹属于窄足龙足迹。根据足迹形态，专
家推测认为，足迹的造迹者下水后，先在湖底留下爪
子的刮痕，随着湖泊深度的增加,它们脚部所能接触
到的水底越来越少，力度逐渐变弱，3个趾头印记也
不能完整留存。据此，专家认为，“这正是恐龙戏水
的铁证。”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宣化发现国内单点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恐龙足迹

追寻燕赵大地上的“龙迹”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苑立立 通讯员 章洪涛 贾瑞婷

近日，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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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和广大网友的普遍关注。

国内数量最多的恐龙足

迹为何会出现在宣化？此次

发现对我省恐龙研究有何重

要意义？

阅读提示

宣化恐龙足迹群中的雷龙足迹。 高 尚摄

省区域地质调查院工作人员在宣化恐龙足迹群
发现地进行石膏模型制作。 张运强摄

相关

“保存这么完好、规模这么大的恐龙足迹
面，我也是第一次见。”

7月7日，张家口宣化南部山区，两位来自
北京的恐龙研究专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研
究员李建军、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邢立达，正
和省地矿局所属区域地质调查院（简称省区调
院）工作人员一起进行现场踏查。

看着一串串保存完整、结构清晰、分布密
集的恐龙足迹，两位见多识广的专家发出了这
样的感慨。

“在 9000 多平方米的单个化石点范围内
发现 4300多个恐龙足迹，既是单点面积最大，
也是数量最多。”李建军表示，“此前国内发现
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点位于四川省昭觉县，面
积约9000平方米，包含900多个恐龙足迹。与
之相比，宣化恐龙足迹化石点的密度之大可见
一斑。”

全程参与此次古生物项目调查的省区
调院总工程师孙肖介绍，和此前在我省发现
的恐龙足迹相比，宣化恐龙足迹不但数量
多，而且类型丰富多样。“根据推断，这些足
迹属于侏罗纪到白垩纪之交的时代。当时，
这里应该存在大片的森林和水源，并有大量
植食性（蜥脚类）恐龙与肉食性（兽脚类）恐

龙共存。”
“恐龙足迹位于距今约 1.5 亿年含砾细砂

岩上，其上被厚层火山灰覆盖，为足迹保存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目前，我们已经发现4个不
同种属的恐龙足迹，分别是蜥脚类的雷龙足
迹，以及兽脚类的跷脚龙足迹未定种、西氏安
琪龙足迹和王氏亚洲龙足迹。其中，王氏亚
洲龙足迹属于新发现的恐龙足迹种属。”孙
肖说。

“看，这就是典型的兽脚类恐龙足迹。”在
踏查现场，李建军指着一处形似鸟爪的三趾状
印迹说，“这类看起来很锋利的足迹多为肉食
性恐龙所留，这些足迹长度大部分在10厘米左
右。其中，最大的一个兽脚类恐龙足迹长度达
到37.5厘米，据此推断，该恐龙的体长可达4至
5米，处于当时的食物链顶端。”

和兽脚类恐龙足迹不同的是，蜥脚类恐龙
足迹大部分为椭圆形。这类足迹多为植食性
恐龙所留，其长度远超兽脚类恐龙足迹，最长

的一处足迹长度超过70厘米。专家推断，这类
蜥脚类恐龙身长可达15米以上。

“此次发现宣化恐龙足迹群有一个显著特
点，就是恐龙足迹与大量硅化木共生。”孙
肖说。

硅化木，是数亿年前因种种原因被深埋入
地下的树木经石化作用而形成的木化石。由
于其所含的二氧化硅成分多，因此得名硅化
木。硅化木是研究中生代地质时期古地理、古
气候演化的重要依据。事实上，此次宣化恐龙
足迹群的发现，也和硅化木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

“宣化恐龙足迹群的发现非一日之功，而
是省区调院古生物化石团队长期积累与坚持
的结果。”孙肖说。

据介绍，2005 年以来，省区调院在有关部
门的协调支持下，完成了30多项古生物化石资
源调查评价和保护利用项目。2015年以来，又
先后完成了《河北省古生物化石资源调查评价

与保护规划编制（2015-2025年）》《河北省重点
保护古生物化石登记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项
目。2020年4月，在宣化地区做硅化木相关研
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恐龙足迹。

“最初在宣化发现恐龙足迹时，大家非常
兴奋。同事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一片不大的
范围内找到了上百枚恐龙足迹。”孙肖回忆。

宣化恐龙足迹首次发现后，省自然资源
厅、省地矿局积极协调财政资金，并组织协调
技术单位开展了专项调查工作。

经过 2 年多的努力，宣化恐龙足迹群的
调查成果于近期公之于众：恐龙足迹出露面
积 9000 多平方米，恐龙足迹 4300 余个，恐龙
行迹 70 余条，出露面积、足迹数量为全国
第一。

“目前，省区调院和有关部门已经对宣化
恐龙足迹群开展了 3D 影像采集和足迹铸模
等工作，并对现场足迹进行了覆土保护。”省
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省自然资源厅将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协调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科
学规划，做好恐龙足迹化石群的开发利用和
保护，积极推动自然遗产继承和生态文化产
业发展。

“宣化恐龙足迹群属于距今约 1.5 亿年前
的侏罗纪到白垩纪之交的时代，生物组合上与
燕辽生物群及热河生物群均有较大区别，可能
为介于二者之间的生物群落。该足迹群填补
了燕辽和热河两大中生代生物群落之间的‘空
白区’，对研究两大生物群落的关联性等科学
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有专家评价。

什么是燕辽生物群和热河生物群？这两
大生物群有何特点？

燕辽生物群和热河生物群是存在于今辽
宁西部、河北北部区域的两个重要古生物群。
其中，燕辽生物群距今约 1.67 亿年，热河生物
群距今约 1.35 亿年。这两大生物群化石几乎
囊括了中生代向新生代过渡时期的所有生物
门类，它们的发现因此被誉为“20世纪全球最
重要的古生物发现之一”。

迄今为止，燕辽古生物群中的重大发现，
主要集中在辽宁。而热河古生物群的研究成
果中，则包含更多的河北元素。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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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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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长背鳍燕鲟、阿氏燕兽、弥漫始今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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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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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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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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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我省已于2015年完成了全省古生
物化石保护规划，冀北热河生物群有望获全面
保护。

“恐龙足迹作为恐龙研究的一个新分支，
不仅能反映恐龙日常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等，
还能解释恐龙与当时环境的关系，因此有着恐
龙骨骼化石无法替代的作用。”邢立达表示。

在孙肖看来，此次宣化地区恐龙足迹研究
成果发布，是近年来我省恐龙遗迹研究不断取
得新进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在我省北部的
张家口、承德地区，不断有新的恐龙化石、恐龙
足迹被发现。

也就是说，在亿万年以前，张家口、承德一
带曾经是恐龙频繁活动的乐园。

“河北北部自西向东，首先是张家口尚义
小蒜沟镇，往东是张家口赤城张浩村，再往东
是承德滦平的几处，然后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
庄和承德县……这些区域，都是我省恐龙足
迹、恐龙化石发现地。”孙肖介绍。

最早对河北恐龙足迹展开研究的专家，是
中国古脊椎动物奠基人杨钟健。在 1929年到
1979年的漫长岁月里，杨钟健几乎是凭一己之

力，开创了中国古足迹学研究，这个时代可以
称为“杨时代”。

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恐龙足迹并不算
多，但杨钟健却先后以河北的地名命名了两种
恐龙足迹：张北足印和张北足印属下的滦平张
北足印。

后来，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我省恐龙
足迹、恐龙化石新发现不断涌现。

1999 年年底，中日两国科学家共同宣布，
75枚恐龙足迹化石在滦平县境内被发现。经
过鉴定，这些恐龙足迹化石距今已有 1.3 亿余
年，其中禽龙足迹在当时为亚洲首次发现。

2013年9月，科学家团队在张家口赤城县
境内一处名为“落凤坡”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类

似“鸡脚印”的足迹。据考证，这些足迹为兽角
类恐龙的脚印，距今约1.4亿-1.5亿年。

经过进一步研究，学者们在“落凤坡”发现
恐龙脚印 170个左右。在此之前，当地居民误
把恐龙足迹当成传说中的凤凰足迹，因而取了
一个寄予祝福的地名。

2018 年 10 月，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四岔口
乡李起龙村芥菜沟，研究者发现并认定了距今
1.3亿年的大型恐龙化石。

“它体积大，体长至少7米，根据化石骨骼、
关节关联程度推测，这是一具保存完整的、世
界罕见的恐龙化石精品，在冀北热河生物群分
布带还不曾发现这样的恐龙化石，具有极高的
科学研究价值。”著名古生物研究专家张福成

这样评价。
仅仅一年多之后，2019年11月26日，中外

科学家团队宣布，在丰宁又发现了一个美颌龙
类新物种——英良迅猛龙。它是生活在距今
大约 1.2 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的小型肉食恐
龙，体长只有 30厘米，体型近似一只公鸡。这
个新物种不仅是亚洲美颌龙类中最早出现的，
也是该类群中最小的物种。

同年12月6日，承德市文物局和中国地质
大学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避暑山庄及
周围寺庙的地面上发现大量保存完好的侏罗
纪恐龙足迹。根据统计，这些足迹总数近 300
个，分布在150多块铺路石板上。

恐龙足迹化石的不断发现，让河北在国内
恐龙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目前，我们对张家口、承德地区包括恐龙
足迹在内的古生物化石资源研究还在继续。”
孙肖表示，未来，我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
不断产生新的成果。

重要意义

填补两大古生物群之间空白

恐龙乐园

张承地区曾是多种恐龙栖息地

惊人发现

单点面积最大、足迹数量最多

（上接第一版）形成年产电热水器300万套、集成
灶20万套的生产能力。

智能厨电工业园负责人李威介绍，该项目
整合利用了美的集团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机
器人自动化技术，结合了 5G、AI大数据平台，主
要生产集成灶、热水器、洗碗机、净水机等厨卫
电器产品，将打造一个设备自动化、生产透明
化、物流智能化、管理移动化和决策数据化的世
界级“灯塔工厂”。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0

亿元，将为邯郸打造千亿级白色家电产业注入
新动能。

各类手续帮办代办，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为加快美的智能厨电工业园项目建设，邯

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门成立了美的智能厨电
工业园项目协调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部
门定期会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项目入
区建设所涉及的各类事项提前“一单清”告
知，将项目纳入“白名单”管理，建立“预审联

审+快审快批”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压缩审批
审核时间。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敬超介绍，该区坚持“全天候、不打烊”服务
理念，通过延时服务、错时办理、加急审核，确保
项目建设过程不卡顿、环节不停留。同时建立帮
扶帮办、服务承诺、信息“直通车”、奖励惩戒等工
作机制，落实帮办责任主体，当好“店小二”“服务
员”，开展全链条帮扶。

去年 12 月 28 日，邯郸美的智能厨电工业园
首台产品正式下线。从签约到投产，仅 9 个多
月时间，这样的速度在美的集团发展史上前所
未有。

把高端白色家电制造业作为调结构、促转
型的重要产业，近年来邯郸在优化营商环境、
改造提升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持续发力。目
前，已吸引了 30 多家白色家电配套企业落户，
涉及钣金、电子、注塑、包装等多个行业门类。

今后将瞄准压缩机、电机等关键零部件，继续
开 展 精 准 招 商 ，进 一 步 壮 大 白 色 家 电 产 业
集群。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配套能力，邯郸家
电产业发展优势赢得了行业认可。自美的落户
以来，星星冷柜、惠菱电器等品牌家电企业纷纷
布局邯郸。目前，邯郸共拥有白色家电整机生
产企业十几家，产品包括空调、洗衣机、热水器
及空气净化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