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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考古发掘二长渠墓群

为北宋丰州故城研究添新证

巨猿下颌骨

“带领” 科学家破解

灭绝之谜

展厅中， 第一件明星展品是

一件步氏巨猿下颌骨模型。 它的

原型来自广西柳城的巨猿洞。

时间拉回到 1935 年。荷兰古

人类学家孔尼华在香港的中药铺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与人类牙齿

非常像的类人猿牙齿。经过研究，

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类人猿，将

其命名为步氏巨猿。 名字中的

“步氏” 是为了纪念加拿大解剖

学家步达生———“北京人” 的命

名者。

20 年后，曾挖出“北京人”

头盖骨的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

广西一个山洞里找到了步氏巨猿

的牙齿化石， 确定了步氏巨猿来

自广西。之后不久，一位广西人挖

到的一件“龙骨” 几经周折也辗

转来到了裴文中手上。 他惊喜地

发现，这件“龙骨” 其实是步氏巨

猿的下颌骨。也正是这件“龙骨”

的出现， 带领科学家们找到了柳

城巨猿洞。

“柳城巨猿洞是迄今发现的

步氏巨猿化石材料最丰富、 最完

整的化石地点， 共发现 3 个巨猿

下颌骨和 1000 多颗巨猿牙齿，至

少代表了 75 个巨猿个体。 ” 国家

自然博物馆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王

宝鹏说，科学家推测，步氏巨猿身

高可达 3 米，体重可达 300 公斤。

如此巨大体形的巨猿为何走

向了灭绝？在古人类学中，这曾经

是个“不解之谜” 。 毕竟，与它生

存在同一地区的其他灵长类动物

都成功适应了环境并继续繁衍。

后来， 科学家在它的牙齿里找到

了答案。

“通过分析牙齿化石的微磨

痕纹理、微量元素等信息，综合考

虑步氏巨猿生活的时代跨度，科

学家认为它的灭绝很可能是因为

‘挑食’ 。 ” 王宝鹏说，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最新研究成果显示， 步氏巨猿曾

在食物资源丰富且多样的森林中

盛极一时。 然而，随着环境改变，

其偏好的食物资源渐渐匮乏，种

群无法获取充足的营养；同时，他

们体形越来越笨重， 摄食活动的

地理范围也大为减少。 “步氏巨

猿没有在关键时期及时做出改

变，最终走向了灭绝。 ”

遗憾的是， 由于化石材料的

缺乏，关于步氏巨猿的生活习性、

行动方式等，科学家还知之甚少。

要揭开笼罩在它们身上的更多谜

团， 还要等待更多关键性化石证

据的发现。

牙齿化石

为扶绥中国上龙正名

展厅中， 个头最大的一件展

品当属扶绥中国上龙骨架。 它的

看点也与牙齿有关。

“最初的研究认为，扶绥中

国上龙属于水生爬行动物蛇颈龙

类，2008 年重新被鉴定为棘龙

类。 ” 王宝鹏说，从海洋爬行动物

归类为大型兽脚类恐龙， 牙齿化

石是关键性的证据。展柜中，三颗

圆锥状的牙齿并排摆放。 “最开

始发现的牙齿材料很少， 加上人

们对棘龙的认识不足， 因此才闹

出了身份认定的‘乌龙’ 。 ”

凑近看， 观众可以轻松看到

牙齿上竖向排列的棱， 这是棘龙

类的典型特征之一。 根据牙齿化

石， 科研人员完成了扶绥中国上

龙的头骨复原以及生态复原图。

这些图片同时在展厅展出： 风雨

交加之中， 站立水中的扶绥中国

上龙前肢紧紧抓着一条不断翻腾

挣扎的鱼，头部外形类似于鳄鱼。

王宝鹏说， 广西境内发现了

这种会抓鱼的巨型兽脚类恐龙，

与同时期的丰富鱼类动物群密切

相关。目前，科学家已发现的鱼类

动物群至少包括 6 种淡水鲨鱼、2

种硬骨鱼类， 一些淡水鲨鱼体长

可达 2 米以上； 部分种群的牙齿

也在展厅里亮相。 “满嘴尖牙的

扶绥中国上龙不只是站在浅滩捉

鱼吃，相反，它可能像鳄鱼一样优

雅地在水中穿行抓捕猎物。 ”

扶绥中国上龙所属的棘龙因

背部帆状神经棘而得名。 与步氏

巨猿类似，受限于化石材料，科学

家对它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

“最新的发现认为， 它的四肢都

可以着地， 因此前后肢的长度差

异 可 能 没 有 之 前 想 象 得 那 么

大。 ” 王宝鹏说，棘龙背椎上帆状

物的功能也仍是古生物学家研究

和讨论的重点。人们猜测，这一结

构或是用来调节体温， 或是恐吓

对手，或是吸引异性，但是并没有

最终定论。

“广西第一龙”

化石碎块曾被当废料

与扶绥中国上龙并排而立的

另一个大家伙是大石南宁龙，是

广西乃至华南地区第一个被研究

和装架的鸭嘴龙类恐龙，有“广

西第一龙” 之称。

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的是，

拼凑起骨架的化石碎块一度被当

成了废料。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南宁

市那龙乡大石村村民在石火岭进

行水利建设时， 挖出一堆类似动

物脊椎的“石头” 。当这堆骨骼被

当作废料清理时， 有老人认为它

们可能是能治病的“龙骨” ，便悄

悄捡了几块带回家。

几十年后， 大石村一位小学

教师对村民捡回的一块 “龙骨”

产生了兴趣，查阅资料后认为，它

很像是远古动物的化石， 便联系

了广西自然博物馆古生物研究专

家。 该馆随即带领考古人员前往

那龙一带开展了田野调查， 确认

了“龙骨” 恐龙化石的身份。

1990 年， 广西自然博物馆、

广西地质研究所和南宁市博物馆

又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 此次发

掘收获颇丰———经清点， 共获得

一条鸭嘴龙 40%的骨骼化石，包

括头骨、颈椎、背椎、尾椎、四肢、

肋骨、坐骨等。这是我国南方地区

首次发现鸭嘴龙。 根据这条鸭嘴

龙的出土地点， 专家将其命名为

“大石南宁龙” 。

“大石南宁龙是鸭嘴龙类的

早期代表，身长约 8 米，体重约 7

吨，以植物为食。鸭嘴龙因形如鸭

嘴的吻部而得名， 并最终演化出

上千颗牙齿。 ” 王宝鹏说。它的发

现丰富了鸭嘴龙类的多样性，为

科学家提供了更多关于鸭嘴龙演

化的信息。

巧合的是， 世界上第一具被

研究装架的恐龙也是鸭嘴龙类，

被命名为 “佛克鸭嘴龙” ，于

1868 年完成装架并首次在费城

自然科学院内展出。 而中国第一

具被发现的恐龙同样是鸭嘴龙

类，于 1902 年由俄国人发现于黑

龙江省，1924 年装架， 现存放在

俄罗斯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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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地处中国华南地区的广西曾经是一片汪洋。 约 2.35 亿年前，这里整体抬升，出露到海面之

上，进入稳定的陆地发展时期，成了无数生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由海变陆，沧海桑田。曾经繁盛一时的远古生物如今深埋地下，再次亮相已是写满历史的珍贵化石。如

今，其中的 70 余件被搬进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厅，出现在“桂地寻龙———广西恐龙动物群特展” 中。

该展览由国家自然博物馆与广西自然博物馆联合举办，持续至 2025 年 2 月 23 日。 展览通过“远古广

西”“恐龙发现”“恐龙种类”“恐龙之乡” 及“恐龙文化” 五大部分，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亿万年前生

机勃勃的恐龙世界。

国家自然博物馆“桂地寻龙” 珍贵化石揭开远古生物谜团

重回亿万年前的恐龙世界

广西恐龙命名 9 个属种

广西恐龙化石最早发现于

1963 年， 迄今已发现了 13 处恐

龙化石地点，其中有 10 处属于白

垩纪时期。 这些地点主要集中在

桂南和桂东南， 呈北东—南西向

分布。

研究显示， 广西恐龙包括真

蜥脚类、巨龙形类、巨龙类、棘龙

类、鲨齿龙类、剑龙类、禽龙类、鸭

嘴龙类和角龙类等。 被命名的恐

龙属种有 9 个， 包括世界最大之

一的白垩纪蜥脚类赵氏扶绥龙、

中国最早发现的奇特的鱼食性恐

龙扶绥中国上龙、 中国南方唯一

的禽龙类广西那派龙和首个确切

的鸭嘴龙类大石南宁龙， 以及广

西大型的肉食性恐龙广西大塘

龙。“这表明，广西在侏罗纪和白

垩纪时期曾是各类恐龙的聚居

地，大量恐龙在这里繁衍生息。 ”

王宝鹏说。

上手触摸与恐龙零距离

此次， 展览特别拿出了两件

化石供观众上手触摸， 零距离感

受恐龙的庞大。 两件化石是蜥脚

类恐龙的肢骨。

“两件化石的原型都要在 30

米左右。 ” 王宝鹏说，蜥脚类恐龙

是恐龙世界中的“巨无霸” ，但是

喜欢“吃素” 。大型恐龙在死去后

很难保存完整，留下的椎体、肢骨

相对较多， 为科研人员拼凑它们

的原貌提供了线索。

牛伟坤 / 文 文程功 / 图

� � 新华社电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院的消息，近日，为配合内蒙古准格

尔旗古城煤矿露天开采第四期项目， 考古

人员对准格尔旗二长渠古城附近的墓群进

行了发掘， 已初步完成 49 座砖室墓以及 7

座小型土坑竖穴墓的清理， 并对附近一处

建筑台基进行了发掘。 通过发掘和研究，考

古人员初步判定墓群主体年代为北宋早

期， 墓群的发现为北宋丰州故城研究增添

了新证。

由于此墓群距二长渠古城较近， 被命

名为二长渠墓群。 二长渠古城已考证确为

北宋蕃部藏才族所建丰州城。 二长渠墓

群以带墓道的圆形券顶砖室墓为主，墓

室墙壁多砌筑仿木建筑图案， 如镶嵌于

砖墙的仿檐柱 、斗拱 、普拍枋 、阑额等大

木作，在砖块上刻画形成的门窗、桌椅等

小木作，在起券处用仿瓦砖等。 这些仿木

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目前，考古人

员正通过三维建模等手段对这些建筑构

件进行复原。

考古人员表示，此次考古发掘，为北宋

丰州故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

有助于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

河外三州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

特征以及民族关系。

� � � � 皮洛遗址暨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类迁

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四川甘孜藏

族自治州稻城县举行。 研讨会透露：稻城皮

洛遗址的年代最早已超过了距今 20 万年，

意味着人类至迟在 20 万年以前就登上了

青藏高原东缘。

皮洛遗址位于青藏高原东缘 ， 海拔

约 3750 米。自 2020 年发现以来，已开展

3 次主动性考古发掘 ， 发现石制品 1 .2

万余件。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貌位置 、完

整的地层序列 ， 考古发现的多样石器技

术， 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

提供了关键证据， 也为认识人类在高海

拔地区活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新

材料。

周飞亚 宋豪新

四川皮洛遗址研究取得新进展

� � � � 近日，“北京考古·走进圆明园” 考古工地公众开放日活动在圆明园文源阁遗址举办。 20 名

市民、学生走进考古发掘现场，与考古专家面对面，实地察看考古流程，观摩考古发现。 图为工

作人员向活动参与者介绍文源阁遗址中的蹬道遗迹。 新华 / 传真

� � � � 稽中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是 2023 年发现的一处战国两汉时期高等级建筑遗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4 年对其开展考古发掘， 目前发掘面积近 3000

平方米，发现两汉高等级官署建筑，出土“会稽”“山阴” 等墨书文字，是两汉郡县考古的重要发

现。稽中遗址首次在绍兴古城内确认越国建筑的存在，为探寻越国都城提供重要线索。目前考古

发掘工作还在有序推进中。 图为遗址发掘的古越国时期的马遗骸。 新华 / 传真

� � � �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现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

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存，出土文物的形制、纹饰、组合等具有战国晚期楚文化的典型特

征。 目前，武王墩墓椁室考古发掘有序推进，北、西部 4 个侧室发掘完毕，东一室、南二室发掘工

作正在进行中，提取各类文物 3000 多件（组），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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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绥中国上龙（左）和大石南宁龙。

步氏巨猿下颌骨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