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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博物馆的组织下，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澳大

利亚海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海洋调查，发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物

种。比如这种被称作“花生虫”的生物，当受到威胁的时候，它的头部会

向内收缩，很像一只花生。深海的花生虫能够进行有性和无性繁殖，也

就是说，单只花生虫可以自己繁殖后代，这些后代的基因会与它们的母

体完全一样。

澳海域发现奇特花生虫

美国有一只“网红”小狗名叫露西。它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左

耳上的斑点图案简直就是张自拍照。

现在 8个月大的露西是一只搜救犬。它在遭遗弃后被送往纽约一

家动物救助站。后来，小家伙被一对小情侣领养，这对小情侣在救助站

时完全没发现露西耳朵上的小“惊喜”，直到它们抱着它去买狗粮时，一

个店员发现了露西左耳的特别之处。现在，露西已经成了大红人，走到

哪里都是焦点。

搜救犬左耳“胎记”似自拍

奇观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一位冲浪摄影师拍摄了一段关于海

豹“奇葩觅食”的视频，引发网友转发和评论。

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觅食是一件苦差事，有时还需跋涉千里，而

对于这只奇葩的海豹来讲，觅食可以选择趴在渔船船尾明目张胆地“顺

手牵羊”。

视频中，只见一只巨型海豹悠闲自在地趴在船尾，等待着食物。当

一名船员手拿一条鱼走近这只海豹时，海豹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这条

鱼。船员用鱼挑逗这只海豹，假装要给它吃，海豹十分期待地看着食

物，僵持 20秒后，船员最终将鱼扔给了这只海豹，让它饱餐一顿。

奇葩海豹趴船尾“觅食”

第二看台

近日，江苏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

员在泗洪县梅花镇赵庄遗址又有新的发现，在一

处墓群中不但发掘出多件精美随葬品，墓室外还

发掘出完整的陶窑遗址，以及家猪、家犬殉葬坑

有规律地分布在墓室周围。

2016 年 12 月，考古人员在泗洪县梅花镇赵

庄遗址挖掘现场，确认发现了 5000多年前的大汶

口时期文化遗址。截至目前，共清理大汶口文化

晚期壕沟 1条、不同时期墓葬 30余座、灰坑近 400

座，以及陶窑、水井、兽坑等其他重要遗迹，出土

玉、石、陶、骨等各类文物 300余件。

大汶口遗址最早在山东大汶口镇发现，后来

又在山东境内及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河

北南部、辽东半岛相继发现了与此同类型的遗

址，被学术界命名为“大汶口文化遗址”。而泗洪

县赵庄遗址发掘出的大汶口时期文化遗址，为新

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遗址。赵庄遗址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可以根据墓葬中的骸

骨、以及陪葬物品研究出当时的社会风俗、生活

习惯等，证明江苏早期的文明历程。

泗洪赵庄遗址考古新发现

50005000年前江苏人已养畜烧窑年前江苏人已养畜烧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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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墓室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墓室

近日，俄罗斯东部的居民拍摄到成千上万只外表精致的黑脉白蝴

蝶，这些昆虫蜂拥进西伯利亚山林草地间，所到之处无不成为风景。有

不少游客在蝶群中穿行，以图更近距离地观赏它们。专家预计，这种学

名为山楂粉蝶的物种明年还会更多。

上万黑脉白蝴蝶入侵西伯利亚

重庆发现世界级恐龙化石墙重庆发现世界级恐龙化石墙

““群龙群龙””因何沉睡于此因何沉睡于此
雍 黎 本报记者 冯 竞

6 月 28 日，重庆市举行云阳县普安乡恐龙化

石抢救性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云

阳县发现世界级恐龙化石群。该化石群化石资

源规模大，化石种类多，地质时代横跨侏罗纪早

中晚期，已形成长 150 米、厚 2 米、高 8 米的“恐龙

化石墙”，具有很大的科研和开发利用价值。目

前已确定基干蜥脚形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

类、剑龙类等五大类恐龙化石。世界恐龙权威专

家、中科院研究员徐星认为，这是目前全世界发

现的侏罗纪时期最大的单体恐龙化石墙。

这一世界级侏罗纪恐龙化石群发现地位于

云阳县普安乡老君村，距云阳新县城 23 公里，距

云阳龙缸国家地质公园 22公里，位于长江南岸一

级支流磨刀溪上游。周围群山连绵，居住在这附

近的人，最初都不知道这片山里竟埋藏着远古时

期的大型生物。

在发掘现场，正在发掘的化石墙岩壁上各

种恐龙骨骼化石镶嵌其中，犹如一堵震撼的浮

雕墙。

化石发掘现场技术负责人、重庆市地勘局

208水文地质工程队代辉博士介绍，两年前，当地

一放牛的村民发现了一块骨骼化石，经专家现场

踏勘，确认其为恐龙化石。随后有关部门开始在

这里进行保护发掘工作，慢慢揭开了恐龙化石墙

的面纱。

这样规模巨大的恐龙化石墙是如何形成的？

代辉说，从化石的堆积来看，属于异地集群

埋藏。也就是说，当时恐龙并不是在现场的埋藏

地原址灭亡的。

徐星表示，化石墙形成原因尚需进一步研

究，就目前的发现推测，化石埋藏时间大约在 1.8

亿至 1.6 亿年前。当时，云阳附近有一个巨大的

古巴蜀湖泊，自然环境优越，促成了动植物的多

样性。

恐龙的死亡原因，初步推测应与大洪水或者

泥石流有关。洪水、泥石流携带着恐龙尸体一路

奔袭，到达湖泊三角洲地区后，流速下降，尸体也

因此沉积下来。

如何形成
或为洪水、泥石流夹携恐龙尸体至此

根据恐龙化石露头调查，现场约 5 公里长范

围内均有化石露头。据徐星介绍，恐龙化石核心

区出露长度达 550米，包含 4个区域，目前正在发

掘的是一区。通过抢救性发掘工作，目前已形成

长 150米、厚 2米、高 8米的恐龙化石墙，墙体面积

1155平方米，含 17个化石富集小区。

据探测，恐龙化石墙下仍有大量恐龙化石，

埋藏深度至少 20 米。距核心区约 1 公里远的更

古老的早侏罗纪自流井组地层中，同样有较密集

的恐龙化石出露。

相比其它恐龙化石群，专家认为云阳普安恐

龙化石群有六大特点：化石分布时代跨度大，从

早侏罗纪晚期到中侏罗纪，再到晚侏罗纪的地层

中，都有化石发现；化石分布范围大，在约 5 公里

长的岩层走向上有多处化石露头，显示了巨大的

潜力；化石种类丰富，目前已经发掘暴露出来的

化石包括基干蜥脚形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

和剑龙类等至少 5个恐龙亚类群以及蛇颈龙类等

其它爬行动物；属于异地集群埋藏，化石数量多、

总体分布密集、关联程度较低、存在许多碎块化

石，但分选性差，具有短距离搬运和快速埋藏的

特点，比如大型泥石流形成的异地集群埋藏；化

石墙的保存方式有利于科普和旅游事业，规模如

此大的恐龙化石点是极佳的科普教育基地，也非

常有利于推动旅游文化事业；云阳普安恐龙化石

四区自流井组有较为丰富的恐龙和蛇颈龙化石，

很可能填补了世界上早侏罗纪晚期至中侏罗纪

恐龙时空分布上的一个空白，具有填补恐龙演化

序列空白的潜在重大研究意义。

徐星透露，云阳普安恐龙化石群中，极有

可能发现新的恐龙类型。他说，如何给云阳普

安的恐龙发现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价，尚需进行

大量工作，目前的发掘和研究，还仅仅是一个

开始。

有什么意义
极有可能发现新的恐龙类型

据了解，云阳县普安乡古生物化石发掘工作

已获国土资源部批准，被列为国土资源部示范项

目，是重庆市首个获得国家部委正式批准的古生

物化石发掘项目。发掘工作主要包括化石盖层

剥离及弃渣、化石发掘、化石探井探查、化石运

输、化石保存、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等。为

更好地记录化石原始埋藏情况，该发掘项目还构

建了古生物化石发掘现场的原始三维场景，实现

信息化管理及展示等功能。同时，还创新性地将

物探测试、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倾斜摄影等先

进技术手段应用到古生物发掘中。

今年 5 月，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批准建立了重

庆市云阳普安恐龙市级地质公园，规划保护面积

为 91.3 平方公里。为更好保护和合理利用恐龙

化石资源，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将与云阳县政府共

同建设普安恐龙化石原址博物馆、科研科普教育

基地，并打造化石村，申报国家级重点保护古生

物化石集中产地，争取建成国家地质公园。

怎么挖出来的
多项高科技手段助力考古发掘

除了这次的恐龙化石墙之外，重庆还发现过

哪些恐龙呢？一起来看看吧。

最巨型的恐龙：合川马门溪龙
发现时间：1957年

发现地点：合川太和镇鼓楼山

生活年代：侏罗纪晚期（1.5亿—1.35亿年前）

最凶猛的恐龙：上游永川龙
发现时间：1977年

发现地点：永川上游水库

生活年代：侏罗纪晚期（1.5亿—1.35亿年前）

最温顺的恐龙：江北重庆龙
发现时间：1981年

发现地点：江北猫儿石

生活年代：侏罗纪晚期（1.5亿—1.35亿年前）

最大规模恐龙足印：綦江恐龙足印化石群
发现时间：2003年

发现地点：綦江区三角镇红岩坪村莲花保寨

生活年代：白垩纪中期（距今 1亿年前后）

重庆恐龙之最

兽脚类恐龙股骨化石兽脚类恐龙股骨化石

恐龙牙齿化石恐龙牙齿化石 基干蜥脚形类恐龙肋骨化石基干蜥脚形类恐龙肋骨化石

重庆云阳恐龙化石墙考古现场重庆云阳恐龙化石墙考古现场 刘嵩刘嵩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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