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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次程延年研究員率同助理研究員單希瑛，執行本年度大陸地區採集、研究計

劃。於 2009 年 5 月 13 日至 5 月 29 日，會同加拿大國家自然博物館 (Ottawa) 資深研

究員 吳肖春博士、南京中國科學院地質古生物研究所 王偉銘博士、國土資源部地質

研究院古生物研究中心 邢立達等人，共同前往廣東、江西、安徽（華南地塊）進行

合作採集研究計劃，進行系列標本比對、量測、取樣分析與論文初稿三審之修訂討論

事宜。初步行程，順利達成預期工作項目，成果滿意。擬定後續進行之持續合作項目

與執行流程細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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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

目的：

赴中國華南地區，包括廣東茂名，南雄地區；江西贛州地區；安徽合肥地區，與

江蘇南京等，進行既定合作項目之野外與實驗室工作，有多重目的：

（1）持續進行中生代三疊紀中期，與白堊紀晚期陸棲初龍形古脊椎動物、海棲蜥

鰭類群，與魚鰭類群古脊椎動物— 其分類位置、系譜關係、古地理分佈，與

相關聯之行為模式、生殖策略、個體發育等議題。

（2）專注於白堊紀中、晚期恐龍窩蛋群之分析研究— 包括標本之量測、記錄、採

樣分析，並進行系列野外剖面量測、採集，與論文初稿修定討論事項。

（3）針對西太平洋新生代鱷形動物（始新世到更新世）的分類系統、分佈、地層

序列、古環境（孢粉指示）與演化關係進行系列、完整的分析、採樣研究。

（4）通過國際團隊合作模式，進行多重手段，整合與分工方法，得以完成系列計

畫之研究成果，提供科學領域最新訊息，古生物的數據，進一步做為宏觀演

化 (Macroevolution) 之資料庫源。

（5）培植博士生階層之深入訓練，包含野外地層工作與實驗室標本比對、模式標

本觀察、描繪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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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行程、工作項目、初步成果與預期發展）：

（一）五月十三日至五月二十日，廣東省茂名與南雄地區部份—

(1.) 到達廣東廣州市。與加拿大國家自然博物館 (Ottawa) 吳肖春研究員，中國科

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古孢粉室主任王偉銘博士，國土資源部北京地質

研究院古生物地層研究中心邢立達會合，商議行程之進行。並拜會當地資深地

質野外工程師（高工），討論廣東地區野外剖面事宜。

(2.) 僱用野外採集車輛配司機人員前往金塘鎮（茂名地區）油頁岩區剖面（新生代

始新世地層）。會同當地礦主李飛經理，獲得同意，引導並協助進入露天礦場

底層開始進系列剖面量度及採樣工作。並討論茂名龜、鱉類化石、鱷化石與其

它脊椎動物化石分佈狀況。

(3.) 往羊角村、雄鷹礦區比對類似地層，並檢視相關化石保存狀況。量測剖面。

(4.) 往邵關（乘火車自廣州前往）。會合預訂之野外採集車輛及司機。並拜會地質

調查位之野外高級工程師，商議詢問南雄地區剖面事宜。

(5.) 往南雄地區，進行中生代白堊紀與新生代第三紀剖面界線地區（所稱 K／T，

恐龍大滅絕界線）之考察。

茂名金塘礦區露天油頁岩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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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南雄地區檢視恐龍足印化石點。界線地層保護碑之地層部面。恐龍破碎蛋片

分佈狀況。

初步結論與初步成果：

(1.) 完成茂名地區，新生代始新世含龜、鱷等脊椎動物化石剖面之量測、採樣與含

化石層位之確認。

總計確認於表面覆土（高嶺土）下逾 90 米厚之油頁岩地層及水平面下逾 23

米厚含煤層（總計 3-5 層）以及 4-8 層之凝灰岩層（黃褐色）標示區。

(2.) 總計精密採集逾 18 編號樣品，攜往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進行古孢粉化石

之後續分析工作。

(3.) 根據古孢粉之分析，將確認：(a)

地層之孢粉生物地層帶，與對比

之地質年代；(b) 古環境指標，

以推測茂名龜、鱷等化石沉積之

時，此一廣大地區湖泊相／濱海

相之古沉積環境與古生態。

(4.) 於南雄地區，針對白堊紀最晚期

之陸相紅層堆積（含有大量恐龍

與恐龍蛋片化石埋

藏）與其上覆蓋含

礫石層之第三紀最

底層接觸狀態之解

理。南雄為中國華

南地塊少數具較為

完整之陸相 K／T

界線出露地區。先

後經由中法、中
南雄楊梅坑地質保護區碑。

參與工作人員礦場採樣及記錄；上起加拿大自然博物館

吳肖春研究員，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王偉銘博士，北京地

質研究院邢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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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美等科學家，就地層層序、微體化石層位、同位素分析等手段，進行諸

多有關恐龍大滅絕事件原因之探究。有各種假說提出，唯未獲進一步驗證。

(5.) 針對該地區之恐龍蛋片序列，與甘肅、陝西、河南汝陽地區相類似 K／T 界線

蛋片堆疊分佈比較。將進一步針對陝西地區蛋片層序標本，做詳盡分析，以針

對恐龍大滅絕事件(~65.5 ma) 是否能經由蛋片特徵性狀之變化趨勢，獲得任何

生物性原因假說之驗證。

(6.) 針對恐龍足跡化石（蜥腳類）之檢視。初步結論對理解 K／T 界線事件無大

助益。

（二）五月廿一日至五月廿四日，江西贛州地區部份—

(1.) 到達江西贛州。與江西省（贛州）地礦局高級工程師及該地區地礦研究所陳洪

治主任會同商討剖面工作如何進行事宜。

(2.) 針對江西贛州紅城盆地，數種恐龍窩蛋埋藏狀態，與在地層中分佈狀況進行檢

視。

(3.) 針對「紅城盆地」與鄰近不同之山間盆地水平分佈、延伸狀況進行理解，並針

南雄地區白堊紀地層含恐龍腳印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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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地區白堊紀／第三紀剖面進行野外檢視。並針對「通天岩」地區第三紀原

層角礫岩質剖面進行一日野外檢視。

(4.) 前往陳洪治主任庫房，檢視所採集於二處不同層位之恐龍窩蛋化石，與部份巨

型陸龜外殼化石標本。

初步結論與初步成果：

(1.) 經前往陳洪治主任庫房，初步認定有二大類恐龍窩蛋埋藏於紅城盆地— 即：

長橢圓形竊蛋龍窩蛋。是目前我們詳細進行研究的部份。另一種圓形窩蛋，是

與河南西峽、廣東南雄與廣東河源地區類似。另外有較小型長橢圓形蛋，尚待

切片研究。

(2.) 經檢視近贛州火車站前方荒地剖面與盆地邊緣，工業新區附近剖面以及前往林

業試驗所山區剖面，該盆地於古湖泊水系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沉積相截然不

同，對恐龍聚居、產卵、孵化養育等不同地點，及沉積相變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與地礦研究所陳洪治（右二）主任於野外合影。



8

(3.) 針對白堊紀晚期與上覆新生代第三紀地層之接觸情況，與貴州地區、河南汝陽

地區與陝西山羊盆地、廣東南雄盆地比較，顯示白堊紀最晚期多末到頂部，被

第三紀礫石風化切割層面不整合接觸。因而，在陸相（河流、湖泊）欲尋找相

對完整 K／T 界線是相對困難的事情。

(4.) 與地調隊總工程師進一步商談，討論對贛州盆地古地質、古環境之了解，並洽

談進一步合作之可行性。

（三）五月廿五日至五月廿九日，南京中國科學院地層與古生物研究所（含安徽合肥

與江蘇常州恐龍園地區）—

(1.) 前往南京、宿東南大學（原

中央大學榴園接待貴賓

樓）。拜會楊群所長與沙金庚

前所長、戎嘉余院士、王偉

銘主任等古生物學家同僚。

(2.) 參訪該所與江蘇省科委合辦

化石博物館由該館館長親予

接待。其中寒武紀大爆發澄

江生物群珍稀標本，檢視並

贛州紅城盆地野外露頭中埋藏的大型龜骨板化石（左）及恐龍蛋。

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古生物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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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攝影存檔。

(3.) 參訪該所收藏豐富圖書館期刊館藏。

(4.) 前往安徽合肥，檢視該古生物館

籌備處館藏之茂名短吻鱷類

(alliqators) 標本。

(5.) 前往常州市恐龍園區，檢視館藏

一件「白台溝潛龍」之正型模式

標本 (holotype)，並照相細節部

份，與正在進之胎生標本比對。

論文經詳細討論，撰稿修正中。

初步結論與初步成果：

(1.) 與南古所進行初步研究課題成

果交換意見，規劃進一步合作研

常州恐龍園主體建築及其前方造景。

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古生物博物館館長，攝於該館澄江

展示區岩石剖面剝製模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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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事宜。初步共識進新生代鱷形動物化石與地層層序中古孢粉之研究比對工

作。

(2.) 完成白台溝潛龍正型模式標

本之詳細量測工作，並與存放

在地質研究所之胎生潛龍標

本進行研究。論文初稿已投往

倫敦皇家學會國際頂尖期刊

之一。

(3.) 檢視茂名發掘三件短吻鱷類

珍貴標本。為茂名地區第四

型，未命名之鱷類化石。

總結心得與建議：

1. 持續進行中生代雙孔類古爬行動物，與新生代鱷形動物之跨國際合作研究

課題。初步成果如附件。

2. 中國華南地區包括古特堤斯海東緣與古西太平洋邊緣之海相地層，兩區動

物群形貌交會使得化石豐富而多樣）。

3. 如何持續、長期、紥根、跨國合作，包括與中國卓越的科學家共同進行研

究合作計畫，是在揚棄政治惡鬥，偏頗心態，歸於學術、文化交流之大道。

4. 研究成果，陸續發表於國際學術刊物，受到世界科學界矚目。將持續進行

國際合作研究課題。

白台溝潛龍正型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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