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名片

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

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

室由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 208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队（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勘查设计院）、自贡恐龙博物

馆、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共同组建，

由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批复建立的重庆市地质遗迹

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升级而来，

是川渝两地首个古生物学科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于 2021

年5月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局、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联合认定。

该实验室以川渝两地丰

富的古生物化石为基础，开展

古生物学和化石保护技术的

研究；研究化石埋藏古环境，

寻找生物演化与环境演变之

间的联系，探索地球环境变化

趋势，推动川渝古生物研究工

作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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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看云阳恐龙和自贡恐龙有多亲密

◆ 普安云阳龙◆
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以普安云阳龙的化石

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动力学分析，重建恐龙的肌肉、骨骼和软组织，让普安

云阳龙“复活”，并且更加真实。

□本报记者 张亦筑

身高2米多、身长5米多，皮肤纹理清晰
可见，形态表情生动逼真。当这样一只复原
恐龙出现在你眼前，会让你恍如穿越到侏罗
纪，伸手即可触碰那时的世界“顶流”。

“这是以普安云阳龙的化石为基础，通
过计算机模拟和动力学分析，重建恐龙的
肌肉、骨骼和软组织复原而成的。”5月16
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川渝共建古生物与
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以下
简称古生物实验室）化石修复中心，该实验
室主任代辉向记者展示着他们的新成果。

川渝两地埋藏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
源，古生物实验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摸
清两地重要古生物化石资源家底，研究重
庆云阳恐龙动物群与四川自贡恐龙动物群
之间的关系。

“也许你以往在电影里看到过很多恐
龙，但艺术家想象创作出来的恐龙，与科学
家修复还原出来的恐龙，有点不一样。”代
辉笑着说。

有“顶流”宝藏
专门仓库存放了万余件大大

小小的化石

走进位于北碚蔡家的化石修复中心化
石仓库，记者看到，整齐排列的货架上，放
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修复过的化石，每
一块还贴有自己的“身份证”。

“化石仓库存放了万余件化石，有很多
都是从云阳搬回来的。”这里的每一件化
石，都是代辉的“宝贝”。

2015年，代辉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博士毕业后，被引进到重庆市地矿局208
地质队，牵头编制重庆首个古生物类规
划——《重庆市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
（2016—2020）》，从无到有搭建起地质遗
迹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和团队，开展重庆古
生物化石研究与保护工作。

代辉刚到重庆不久，就传来云阳发现
恐龙化石的消息。这个“意外之喜”让他从
此与云阳恐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云阳恐龙化石群是世界级恐龙化石
群，经过两年的调查、发掘和鉴定，才于
2017年正式对外宣布。”代辉说，在云阳县
普安乡发掘形成的长150米、厚2-4米、高
6-8米的恐龙化石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
单体最大的侏罗纪恐龙化石墙。据探测，
墙下仍有大量恐龙化石，埋藏深度至少有
20米。

不过，恐龙化石墙所在地，原来是一个
山坡，仅在表面上有几块化石露头。而且，
这还是一个反向坡，即地质体的产状与坡
向相反，对边坡稳定有利，但对化石发掘不

利——只有把厚厚的覆盖层挖开，才能看
到深藏在底下的化石层。

代辉作为发掘现场技术负责人，不仅
引进了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倾斜摄
影、高清视频监控等先进技术手段，还把自
贡恐龙博物馆的专家团队请到了现场。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专业
性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
之一，在恐龙化石研究、发掘和保护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代辉表示，正是从那时
起，双方开始了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
入，双方都萌生了共建重点实验室的想法，
共同开展以恐龙化石为主的四川盆地古生
物化石研究。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
略部署的提出，让他们共建重点实验室的
想法变成了现实。

“古生物化石研究离不开化石沉积环
境研究，而四川省地勘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掌握了大量四川盆地地层的研究资料，能
够为古生物化石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
撑。”代辉说，为此，四川省地勘局区域地质
调查队“入圈”，三方联手，于2021年正式
组建古生物实验室。

有技术绝活
全面“上妆”的恐龙化石墙抗

风化能力显著增强

走进化石修复中心的一间修复室，几位
化石修复师正埋头清理化石周围的岩石。

在台灯的光照下，他们手持气动笔，像

打磨玉石那样，一点点剔掉多余的石头，化
石慢慢露出真容，结构和纹理逐渐清晰起
来。有些肉眼难以辨认的细微之处，化石
修复师们还得借助显微镜，才能精准剔除
掉毫米级的岩石。

“这不仅特别考验耐心、细心、眼力，还
是一场‘持久战’。”化石修复中心主任张玉
清说，把一大块岩石上的化石全部剥离、精
修出来，即使从早到晚地干，可能也要花几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张玉清是国内顶尖的化石
修复师之一，19岁时被著
名古人类学家黄万波
从老家巫山带到北京，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技艺。从那时
起，他一直从事化石修复工作，至今已有
20多年。国内发现的很多知名恐龙，都经
他的妙手进行化石修复和装架后“复活”。
同样是在2015年，张玉清回到重庆，由他

“坐镇”的化石修复中心，从无到有，现在已
有20多人。

在修复室里，记者还看到，修复出来的
化石，会被涂上保护试剂，避免遭到破坏。

“做好化石保护，减少风化作用的影
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代辉说，云阳恐龙
化石墙所在区域为耕作养殖地，风化侵蚀
严重，化石保护是个难题。

最初开展化石保护工作时，他们也是
向自贡恐龙博物馆“取经”，采用了自贡恐
龙博物馆和四川理工大学研发的纳米二氧
化硅化石保护试剂。

后来，随着自身经验的不断积累，他们
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技术改良。

“虽然云阳和自贡同在四川盆地，但自
然环境仍有一些差别。”代辉解释道，比如，
云阳夏天温差更大，白天在太阳暴晒下，恐
龙化石墙的表面温度可高达70℃，晚上则
只有20多℃，而且更加多雨。

为了更适应云阳的自然环境条件，他
们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和上海大学，研发出硅基系列新型古
生物化石保护试剂，并于2022年提交了国
家发明专利申请。

目前，这种保护试剂已经在云阳恐龙
化石墙上进行了应用。

被全面“上妆”的云阳恐龙化石墙，如今
抗风化能力显著增强，国内不少权威专家前
来实地考察，都惊叹其保护得好。“我们打算
把化石保护技术推向全国。”代辉表示。

搭建科研平台
牵头编制我国首个古生物类

行业技术标准

古生物实验室的建立，搭建起高水平

的科研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人才加
入。

“目前，我们获批设立了市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引进的博士、博士后不仅有来自
中国科学院的，还有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
学的。”代辉介绍，用计算机模拟恐龙形态，
让普安云阳龙“复活”的，正是来自英国布
里斯托大学的博士。

由于化石发掘、修理、复原和装架水平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古生物实验室团队还
牵头编制了《古脊椎动物化石发掘与修复
装架技术规程》（DZ/T 0440-2023）（以下
简称《技术规程》）。

目前，该《技术规程》已在自然资源部
官网发布，将于2023年8月1日起正式实
施。

这是我国首个古生物类行业技术标
准，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化石发掘、修理、复
原装架工作提供系统规范、科学合理的技
术指导，将促进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
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

不仅如此，川渝两地对恐龙化石的研
究合作也更加密切。

“重庆云阳恐龙化石群的发现，填补了
恐龙演化序列的空白。”代辉表示，目前，他
们已经发现并命名了普安云阳龙、磨刀溪
三峡龙、普贤峨眉龙、元始巴山龙4个新属

新种恐龙，相关工作仍未完待续。
更重要的是，恐龙新属新种在云阳的

不断发现，不仅再次证明云阳恐龙化石群
具有化石资源丰富、种类丰富、分布范围
广、时间跨度大等特点，有非常高的科学价
值和开发利用价值，也让云阳恐龙与自贡
恐龙穿越时空，在这个川渝共建重点实验
室“相聚”。

“云阳恐龙动物群与自贡蜀龙动物群
的关系非常紧密。”代辉说，其中，沙溪庙组
发现的恐龙动物群与自贡蜀龙动物群是同
时代的，而新田沟组发现的恐龙动物群比
自贡蜀龙动物群更为古老。

不过，沙溪庙组发现的恐龙动物群，一
部分与自贡蜀龙动物群有着相同的物种组
合，但由于地理隔离的因素，还有一部分可
能是新的恐龙。

“川渝两地恐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东西有
待我们去搞清楚。”代辉表示。

为此，2022年5月，重庆市地矿局208
地质队、自贡恐龙博物馆、重庆云阳县普安
恐龙化石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川渝恐龙研
究合作协议》，利用古生物实验室这一平
台，在科学研究、化石保护等方面，开展更
多形式的交流合作。

“未来值得期待！”代辉信心满满地说。

川渝共建古生
物与古环境协同演
化重庆市重点实验
室，实验室主任代
辉在谈论修复还原
恐龙的问题。

记 者 谢 智
强 摄/视觉重庆

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化石仓库，实验室主任代
辉在测量化石。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