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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恐龙化石
再先进的仪器也没用

在恐龙化石资源并不丰富的浙江，找到恐龙和恐龙蛋的

化石，有点讲究缘分。

“为什么不用探测器来找恐龙化石？”我听古生物学家讲，

现代先进的地质探测仪器，可以给地球做“X”光，看到地面

“肚皮”底下的情况。

对恐龙化石挖掘来讲，这个问题就外行了。“墓葬埋在地

下才几千年，恐龙化石远的距今上亿年，最近的也有 6500 万

年，化石与围岩的物理性质过于接近，哪里探得到！”浙江自然

博物馆副馆长、恐龙研究专家金幸生说。

也许只有恐龙化石自己想跟人类碰面了，它才风化出来

会露出地层被发现。

比如，2007年，在东阳市汽车西站附近，当地村民李永财

在自己种的荞麦地里，发现一块骨头形状的石头，他马上报告

给当地博物馆。那是暴露出来的一块晚白垩世早期地层包裹

的恐龙背椎骨化石。

等老百姓能够和白垩纪同款的庞然大物共度“博物馆奇

妙夜”的时候，已经经过了科学家们漫长的修复过程——很长

时间，他们用精细的锤子、钻子、凿子等工具，使骨骼一点点从

整块石头中剥离出来，然后反复尝试、比对，搭建复原骨架、缺

失的骨骼，最后，才能根据恐龙的形态结构制作、还原出恐龙

原本的样子。

浙江大地上没有发生过恐龙灭绝
浩劫前它们已经集体迁走了

都是埋在地底下的宝贝，恐龙化石不像古墓。墓葬通常

头尾比较完整地埋在土中；但大多数情况下，恐龙的化石是残

缺不齐，并且四处星散的。

“我的一位同事，是山东诸城人，她的家乡有个别名就叫

龙城。听她讲，上世纪80年代读小学时，家里后面的山上，有

一条大概深度3米多的山谷里头，一堆四散的恐龙骨头，短一

点的有两三厘米，长的有10厘米。”

金幸生说：“骨头是很容易碎的，加上恐龙生存的年代距

今如此久远，经过亿万年的风沙、水流的带动，自然比较容易

散开。”

对科学进程来讲，这是研究恐龙一个难处。这意味着人

类很难还原彼时的浙江，这些恐龙到底经历了什么。只能通

过骨头的特征，判断出恐龙的种类，了解到恐龙的基本生活习

性。但是很难捕捉个体的生活细节。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浙江大地上并没有发生过恐

龙灭绝。根据地层年龄可以判断，曾经在浙江居住的恐龙，都

生活在距今一亿年前后。学界尚未发现恐龙灭绝的年代——

6500万年前白垩纪晚期的恐龙化石。所以有可能，一亿几千

万年前，恐龙集体迁徙出浙江。至于为什么？科学家目前还

没有得出明确结论。

不过，也鲜有一些恐龙化石，在被发现时是比较完整的。

1971 年，科学家曾在蒙古发现迅猛龙和原角龙的化石

——对，它们是抱在一起丧命的，并共同经过亿万年的风化，

完整地展现在现代人面前。

这不是一对好基友，而是为了食物正在打架。它们在打

斗中，可能遭遇了猛烈的沙尘暴，或是沙丘倒塌在它们身上，

它俩的生命都定格在了那一刻。

同一窝恐龙蛋
可能来自几位妈妈

浙江白垩纪盆地地层多红层沉积，恐龙骨骼和蛋化石也

多现于盆地。浙江省内又以天台和东阳两地化石产地发现最

多。

恐龙蛋化石小则几厘米，大则48厘米，蛋壳有厚的，有薄

的，有表面光滑的，有粗糙的，还有花纹状的，非常丰富。项目

所发现的、产自天台盆地的西峡巨型长形蛋，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一类恐龙蛋。

仔细看一窝恐龙蛋的排列，恐龙爹妈并不是随便放。包

括这种世界之最的西峡型长形恐龙蛋，都呈现出每两个一组

靠近摆，组与组之间又稍微大一点的排列特征。

金幸生说，一窝恐龙蛋，是不止一个恐龙家庭的，很有可

能是几对夫妻的，孵化也是由大家合力完成。

而且，恐龙在排列蛋的时候，是有空间感的，第一层，两个

两个排好，再往下排第二层。

“这很可能是一个团队的恐龙，要占领一个据点的做法。”

金幸生分析说，恐龙有时候也可能像候鸟一样，第二年回到同

一个地方来生产。

根据恐龙蛋通常呈现出来的这种排列特点，1997 年，美

国科学家李大卫（西洋人，有中文名）据此推断，母恐龙有可能

是双产道的。

这个学术推断，后来陆续有学者验证。

2005年，中国台湾和日本学者发现了一个怀有身孕的窃蛋

龙化石——她的肚子里，平行地怀着两个蛋，也都变成了化石。

2010年，金先生征集到另一个窃蛋龙，它是“正在生产的

恐龙”——从腰到尾巴，包括两条后腿。“我们得到化石的时

候，只能看到一个蛋在外面。后来经过我们从围岩石中剥离

化石后发现，这只恐龙的体内，还有一个蛋。”所以有一种说法

推测，可能母恐龙在生产时遭遇不测，生命定格的瞬间，一个

蛋被外力挤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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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太空有一个时空

聚焦镜能够调节到 1 亿年

前，白垩纪地球上的浙江，我

们一定能够清楚地看到：那

里气候湿润，有大片的湖泊

和丰富的裸子植物。

很 快 ，主 角 进 入 镜 头

——巨大的江山龙，正在啃

地上的花草；吉兰泰龙正吃

完一只小恐龙，在湖边散步；

小个子窃蛋龙妈妈正在生

产，一个蛋已经出来了⋯⋯

这不完全是幻想。浙江

的白垩纪盆地慢慢裸露出

来，出露面积约 9245 平方

公里，占全省面积 9.04%。

盆地沉积以湖泊相为主，夹

火岩石。盆地中含多类别古

生物化石，其中恐龙和恐龙

蛋是最丰富的两种。

由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和浙江自然博物馆

联合申报的“浙江省恐龙化

石地质遗迹调查与评价”项

目，最近刚刚荣获 2016 年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科学技

术二等奖。

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发现了多种恐龙和恐龙蛋化

石，包括之前发现的化石，目

前浙江已有包括江山龙在内

的11种珍稀恐龙化石，已鉴

定出 6 种为新属、新种，20

种恐龙蛋化石。原生态保存

的 1 窝陆龟蛋化石、晚白垩

世翼龙脚印和水鸟脚印遗迹

等化石，均是国内外首次发

现。

我们制作了一幅浙江恐

龙活动地图（请移步APP浙

江 24 小时上查看），并邀请

了带领研究的浙江自然博物

馆的科学家，给大家讲讲一亿

年前浙江大地上的真正主人。

刚刚拿了国家奖的一份恐龙研究报告，还原出一幅白垩纪的浙江恐龙地图

浙江大地上没有发生过恐龙灭绝
那场浩劫前它们已经集体迁走了

刷浙江 24 小

时新闻 APP，

查 看 浙 江 恐

龙地图

浙江恐龙生活场景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