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知道恐龙灭绝了，但其实恐龙也
曾是“幸存者”。

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历史上，曾发生
过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大约在2亿年
前的三叠纪末，超级火山喷发带来了火
山冬天，阻挡日照辐射而造成地球表面
温度骤降，地球盘古泛大陆解体，环境
的剧变造成了新一轮生物大灭绝。

近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相关研究者与美国学者合作，在
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晚三叠世至早侏
罗世的层位中，同时发现了恐龙脚印和
冰筏沉积。冰筏沉积就是沙粒或小砾

石（直径 0.1~15 毫米）漂浮于泥岩中。
这说明，恐龙非常适应极地季节性的严
寒气候，有能力挺过火山冬天。

同时，研究者在部分非鸟类兽脚类
恐龙的分支和两个基干类食草性的鸟臀
目恐龙都发现了羽毛化石的证据，根据
系统发育支架法，推断恐龙天生具有羽
毛，这些羽毛极有可能是用于保温的。

具有保温功能的原始羽毛，确保了食
草性恐龙能够抵御中高纬度的冷冬，进而
独享中高纬度丰富且稳定的植物资源。
最终，恐龙加冕为王，一跃成为食物链顶
端生物，并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1.4亿年。

早年间，一些村民把乡间劳作时捡到
的奇形怪状的石头带回家，并称之为“龙
骨”。因为买不起真正的油灯，人们就用
“龙骨”的凹陷面点起了油灯，村里很多人
家都有这样的“龙骨油灯”。此后，这里出
土的恐龙化石个体达上百具，年代跨越侏
罗纪早、中、晚三个时期，该地也因此被誉
为“中国恐龙原乡”。

故事还要从100年前说起……

相关链接

早些年，恐龙化石不单被用来点
油灯，还是一味治病救人的药材——
龙骨。

1957 年四川合川马门溪龙首次
发现时，就有不少民众敲下化石用作
药材。成书于东晋的《华阳国志》就记
载了四川武城发现恐龙化石，当时的
人们以为是龙的骨骸，便将其入药，起
名“龙骨”。

中医学中的龙骨并不特指恐龙化
石，指的其实是新生代哺乳动物如三
趾马、犀类、鹿类、牛类等骨骼化石或
象类门齿的化石，在1963版和1977版

的《中国药典》中有收录。但是到
1985 年后《中国药典》不再收录龙
骨。至 2011 年，我国开始实施《古生
物化石保护条例》，中药龙骨自此受到
极大的限制，所以现行《中国药典》中
并没有龙骨。

未经批准，采挖、买卖龙骨均不合
法。按照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对古生物化石的定义，龙骨的来源均
属于“古生物化石”，一旦被鉴定是具
体的物种后，可根据《古生物化石保护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
条款进行处罚。

不仅点灯，龙骨还能吃？
■ 罗文佳

恐龙也曾经是“幸存者”
■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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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禄丰恐龙大遗址馆一景。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100多年前
村民的“龙骨油灯”

100多年前，云南楚雄禄丰一带的
村民在山谷溪边劳作时，经常会捡到
一些形状特别怪异的“石头”。村民猜
测，这样的形状很可能是传说中的

“龙”留下的骨头。
起初大家对这些“龙骨”的态度是

敬而仰之，顶礼膜拜，到后面胆子渐渐
大了起来。当时属于经济困难时期，
村里基本没有人家有钱买油灯，于是
有人就想起了这些“龙骨”。

村民将“龙骨”捡回家中，利用骨
头中的凹陷面点起了油灯。甚至还有
胆子更大的，把较为完整的“龙骨”抬
回家，放在门前“镇宅”。

就这样，村里开始流行起了“龙骨
油灯”。直到1938年，“龙骨油灯”的存
在被一位古生物专家发现。

1938年
发现完整恐龙化石

1938年冬天，古生物专家卞美年
来到禄丰进行科考，在当地村民家里
发现了一种很特殊的油灯。他一眼就
看出了村民口中的“龙骨油灯”底座是
一种古生物的脊椎骨化石。

专家当即就叫村民带路去平时捡
“龙骨”的地方，结果在那里惊喜地发
现了不少古生物化石。他将这些化石
带给了中国古生物学界泰斗杨钟健过
目，后者凭借着经验认定这些化石极
有可能属于某种恐龙。于是一行人顺
着村民提供的线索，经过长达两个月
的工作，发掘、修复、装架了完整的恐
龙化石标本——许氏禄丰龙。

此后80多年来，这里出土的恐龙
化石个体达上百具，年代跨越侏罗纪
早、中、晚三个时期，禄丰因此被誉为

“中国恐龙原乡”。

1940年
“中国第一龙”在渝展出

许氏禄丰龙是中国人自己发掘、
修复、装架的第一条恐龙，被称为“中
国第一龙”。

1940年，许氏禄丰龙的化石在抗
战中迁往重庆。1941年，第一次公开在
重庆北碚装架展出。因为是头一回有
机会看见“龙”，这场展览的参观者甚
众，其中甚至有“持香来叩头者”。

同时，“中国第一龙”的发现，也让
禄丰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中国恐龙原
乡”、生物考古圣地。后来，随着当地恐
龙化石发掘的不断推进，恐龙以及恐龙
化石保护的相关知识也进一步普及。

1995年
巨大的“恐龙坟场”

1995年，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发
生，禄丰阿纳村的村民罗家有在自家
地里干农活时，挖出了两块“奇形怪
状的石头”。不同的是，此时已经接
受过“中国恐龙原乡”各种科学知识
普及的他，马上意识到这肯定不是普
通的石头。

他立刻向相关部门报备，专家赶到
现场考察后，发现这座小山坡下面竟然
藏着一座巨大的“恐龙坟场”，掩埋着多
达400余具恐龙化石。

为了保护好这些恐龙化石，专家建
议就地建馆。

2008年
遗址馆建成

2008年，位于禄丰的世界恐龙谷
正式建成，这座堪称“恐龙坟场”的小山
坡也作为谷内的遗址馆，成为展陈的一
部分。在随后的时间里，这样的展陈还
在不断增加。

从1938年起的80多年里，这里出
土的恐龙化石个体有上百具，5个乡镇
的18个村委会都发现过恐龙化石，出
土地点多达31个，年代跨越侏罗纪早、
中、晚三个时期。这些化石都证明着，
禄丰人脚下的这片土地，在亿万年前曾
是恐龙漫步的家园。

2022年
历史的见证

在禄丰世界恐龙谷的一隅，48岁
的罗家有正专注地用气动雕刻笔修复
着恐龙化石。菱形脚手架顶棚下，射
灯透出昏暗的光，一具具装架好的恐
龙化石林立，仿佛把人带回了神秘的
远古时代。

因为当初意外发现“恐龙坟场”，阿纳
村村民罗家有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他系统
学习了化石修复知识，成为了恐龙谷的一
名化石修复师。他正在修复的这块恐龙
化石，正是出土于云南禄丰。云南的地层
保存了从太古代生命起源到新生代人类
出现的各时期的化石，仿佛一座见证了亘
古至今生物多样性的博物馆。

在他工作的不远处，“龙骨油灯”作
为展品，正在遗址馆里展出。

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宽裕、也不了
解恐龙化石重要性的时代，村民们拿来
点油灯的这些“龙骨”，确实大部分都是
恐龙的脊椎骨化石。

如今，“龙骨油灯”已成为了历史的
见证。入夜的山乡灯火通明，也不再需
要用“龙骨”来点灯了。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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