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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次赴大陸地區進行採集研究工作，系執行本館地質學組 100 年度核定之計劃。

針對中生代雙孔類爬行動物化石研究 (II)，於白堊系為主之內蒙古地區與三疊系／侏

羅系為主之雲南東部地區，進行工作。 

由本館地質學組程延年研究員與單希瑛助理研究員共同執行，會同中國科學院古

脊椎動物與古人類研究所 (IVPP) 研究人員、國土資源部地質研究所古生物研究中心

人員、內蒙古二連浩特國土資源局人員、雲南地礦局祿豐恐龍研究中心主任，與中國

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 (NIGP) 研究團隊及所長等研究人員，共同進行野外剖

面測繪；室內模式標本比對、量測；論文手稿 (ms) 三篇修訂、討論、完稿等工作；

同時協商下一年度工作進度與計劃，並且草擬下一階段五年挖掘、研究計畫。 

本次工作在先期工作妥善安排下，進行順利。因應大陸近年來物價飛漲，在租用

野外車輛、雇用協助人力方面，阮囊羞澀。大陸出差，視同本地野外工作食宿補助，

不與國科會計劃項下差旅標準同步，雖因長期合作關係，優惠接待，唯一般同仁，恐

有難以承擔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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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 

目的： 

經由本報告主持人過去十餘年 (1998-)，長期經營，以及協同主持人過去五年 

(2006-) 持續進行中國中生代與新生代雙孔類古爬行動物化石研究工作，已然建立穩

固、良好、互信之兩岸學者共同採集、挖掘、分析，與研究共同發表論文機制。並會

同國際合作關係（加拿大與日本為主），進行廣泛、跨越兩岸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主要鎖定兩大研究項目，進行中、長期的合作議題：(1) 中生代陸棲與水棲

古爬行動物化石─前者包括中白堊系為主的初龍類動物群，主要為恐龍支序；後者包

括三疊系為主的鱗龍類動物群，主要為始蜥鰭類群、腫肋龍、幻龍，與蛇頸龍祖先型

化石群。(2) 新生代早、中期鱷型動物群，包括台灣地區的馬來鱷類群、揚子鱷化石

種，與廣東茂名油頁岩地區的始新世─兩大類鱷類化石群。 

本次行程，係執行本館地質學組 100 年度核定之赴大陸地區採集研究計劃。主要

前往三個地區：一為南京、北京─系檢視模式標本，修訂論文初稿，商定後續研究計

劃事宜；二為內蒙地區─進行白堊系恐龍骨骼埋藏、恐龍窩蛋檢視，與古生物博物館

標本檢視工作；三為雲南地區─進行三疊系海棲爬行動物與古鱷類化石之野外剖面，

室內標本修復與模式標本檢視工作。前二項，由主持人先行、單獨前往執行；後一項，

由協同主持人併入參與，會同古脊椎所、古生物研究中心等合作夥伴共同進行。 

主要目的為： 

（1）針對與中科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 (NIGP) 持續進行之合作計劃，檢視樣

本分析結果、商議論文初稿內容修正，與訂定下一個五年計劃進度； 

（2）針對與中科院北京古脊椎所 (IVPP) 與其研究人員，調閱野外圖幅，確認野

外剖面路線，與行程規劃，確認雇用野外採集車輛等事宜； 

（3）針對內蒙古地區部份，有三個主要工作項目：一為白堊系陸棲恐龍類群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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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檢視，包括骨架化石與窩蛋化石；二為檢視二連浩特博物館中模式標

本；三為應國土資源局 張局長之邀，為興建中之「中國古生物博物館」提供

諮詢顧問之具體意見。 

（4）針對雲南地區，主要工作包括野外剖面／化石點之量測，發掘標本之檢視，

篩選；以及室內工作針對修復之標本之量測。分為三疊系中、晚期海棲爬行

動物化石群，與中生代侏羅系恐龍化石群二個部份。 

（5）針對整體工作，最終於祿豐恐龍研究中心，會同團隊研究人員舉行非正式討

論會，彼此交換意見。。 

以上為本次短暫行程中，多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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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與成果（行程、工作項目、初步成果與預期發展）： 

根據上述之詳盡設定目的與擬定行程，順利執行並完成下列各項工作，並且達成

初步成果，同時擬訂出後續、下一個五年的工作計畫，預期了未來發展方向、發展策

略與發展優先順序。 

（一）去程與拜會等準備工作 (8 月 27 日-8 月 29 日)— 

往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 (NIGP)，與學弟楊群所長會面，並與古孢粉研究室王偉

銘博士會談，拜會戎嘉余院士與沙金庚前所長。參觀所博物館與馮偉民博士兼館長

商談。 

與王博士合作之澎湖海溝古孢粉分析已有初步成果，並引用分析資料發表論文一

篇。進一步分析，顯示中新世中、晚期溫暖期的古環境／古氣候，有助於單希瑛博

士論文之強化。針對廣東茂名地區始新世孢粉分析，初步詳細名單已完成，尚需進

一步分析指標種屬 (index fossils)，以更精確指示年代與古氣候。 

邀請楊所長於明年來訪一個月，進行典藏在本館的一批重要的微體放射蟲  

(Radiolarians) 化石共同研究工作 ─ 該批化石為我們共同指導教授，已退休大師 

Dr. Emile Pessagno, Jr. 的畢生研究與採集，尚待研究全部材料，極具學術重要性。 

與博物館馮偉民博士／館長商討本年十一月初來臺參訪一事細節。該行程一行 8

人，由所博物館，南京市旅遊局、湯山新城建設部組成，為一個嶄新南京市政府籌

辦自然史博物館，做考察觀摩行程。其中台中安排三天。 

南京經動車組往上海，檢視一件竊蛋龍胚胎標本，暫存於上海科技館。之後直飛北

京，與中科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 (IVPP) 唐治路副研究員會合。並短暫拜訪古脊椎

所張彌曼院士、周忠和所長等老友。準備野外所需地質圖幅與相關資料。 

（二）內蒙古地區部份（08 月 29 日至 09 月 03 日）— 

內蒙古戈壁灘與大草原，幅員遼闊，東西長而南北狹。前次，經國科會計畫已完成

呼和浩特（首府，呼市）以西地區之野外工作，包括著名的白堊系恐龍聖地巴音滿

都湖地區之發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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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次考察野外工作，介於赤峰（東）與二連浩特市（西）之間，東西近一千公

里。亦峰地區，檢視機場以北山梁頂部白堊系早期，相當於遼西四合屯、北票

地區之熱河生物群地層。該地層於最近二年先後發掘魚、翼龍、蠑螈、龜與鳥

化石，現歸屬於赤峰國土資源局。該剖面距熱河生物群標準剖面之四合屯地區

僅約 160 公里。赤峰地質局相關總工與行政人員陪同商議後續發掘工作。 

(b) 自赤峰經 306 公路，克旗國土資源局人員陪同往經棚（即，克什克騰旗）。途

中前往克什克騰世界地質公園（青山園區），為世界罕見之花岡岩風化，並經過

第四紀冰蝕作用，復加荒漠地區日夜溫差與冰雪作用，加乘效果的特殊地質景

觀。受國士資源局之邀，往博物館參訪，並座談。該博物館是以地質公園為主

要訴求的展示，無正規「博物館」之蒐藏、研究部門。同時，受邀隔日往「濕

地展示館」參訪，該博物館為中國與加拿大合作，列在 “內蒙古生物多樣性保

護和社區發展項目” 中執行。硬體頗具水平，維護與管理因地處邊陲，經營甚

差。 

(c) 接續往世界地質公園範圍內，另一地質景觀─阿斯哈圖石林。極為壯觀。該區

境內白堊系地層發育較差，雙孔類爬行動物除赤峰地區，延續了遼西義縣組出

露地層，並且成功發掘出一批珍貴化石而外，本區域仍在探勘路線，期能有進

一步發掘。 

(d) 二連浩特國土資源局人員，接續經 303 國道，經鍚林浩特市，轉 101 與 309

國道直奔二連。路程達六百餘里。 

途中，停留部份出露之白堊系地層、新生代火山錐地貌與大草原地形。二連浩

特國土資源局 張瑞新局長、二連中國古生物博物館 寧裴傑館長等親自接待。 

(e) 先後完成二連盆地，白堊紀恐龍經典埋藏剖面之檢視、量測。寧館長親自解說

發掘現況。二連地區雙孔類爬行動物古化石發掘、研究近百年，先後經中美、

中加、中蘇、中日，與中瑞合作，成果輝煌。 

往地質公園附設三大主體（正在建設中），與張局長領導團隊交換意見，提供經

驗諮詢。「中國古生物博物館」硬體完成，軟件籌劃中，預定三年內開館，採 OT 

形式經營。「化石原地埋藏館」，為典型 Site Museum，正緩慢剝離豐富恐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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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以食肉龍類、鳥腳類與鴨嘴龍類為主。 

「二連礦物晶體館」已完成，規模不大，陳列制式，不具現代化規模。另前往

硅化木公園與恐龍景觀大道，與「中蒙國界展廳」參訪。 

(f) 由寧館長陪同，沿中蒙邊界線（即，南北向，往西北突出之邊界），經查干敖包

廟、紅格爾岩畫群，與洪格爾石林區。二連地區為中國最重要白堊系產恐龍與

相關化石地區，唯因地層分佈遼闊，地處偏遠，深入不易。原由文博系統轄管

之省博物館（呼市），近五年來被由國土資源部轄管之「地質博物館」所取而代

之。一是因經費分配所致，二是因制度所致。 

（三）雲南地區部份（9 月 3 日至 9 月 12 日）— 

執行二項持續進行之計劃，一為三疊系中、晚期水棲爬行動物群化石；二為中生代

侏羅系陸棲恐龍、中鱷類化石群。水生爬行動物，重要產地從近廿年前，貴州（黔

西南）為主的發掘（貴陽、盤縣、頂效，羊圈等地），轉移至近五年來，雲南（滇

東南）為主的發掘。 

近十年來，我們國際合作團隊，陸續針對貴州盤縣動物群（中三疊早期～234± ma）、

興義動物群（中三疊晚期～227± ma）、與關嶺動物群（晚三疊早期～220± ma），完

成一系列研究論文，參閱附件。 

最新經由中國地質局成都地質調查中心，提出雲南東部羅平地區五萬分之一地質填

圖時，發現大量保存精美、多樣性、豐富的化石群，稱為「羅平生物群」，時代為

中三疊最早期。這批標本，我們已經陸續經由合作計畫完成二篇論文。本次為第二

次實際踏勘化石地點，會同三個研究單位研究人員，一起往羅平、富源與師宗地區

完成初步、最新挖掘現況。 

(a) 昆明夜宿之後，由祿豐的「川街恐龍谷研究中心」租用越野車輛，先前往中心，

拜會董枝明教授，並與北京國土資源部古生物中心尤海魯博士、蘭州甘肅地質

博物館李大慶博士，與吉林大學關谷透教授會面，商討行程細節。 

參訪「中國祿豐恐龍大遺跡館」與「中國祿豐恐龍研究中心」，並檢視修復完成

三件珍貴標本─楯齒龍類新種屬、新的侏羅紀最早期腔骨龍類新種屬，與一未

知名食肉龍類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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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驅車前往富源地區，經國道 G236，近 200 公里，前往當地老鄉發掘場，檢視

標本，並請其帶領前往發掘礦坑量測剖面。近五年來，地方老鄉辛苦發掘大量 

“矇板”（即，未經修復的原板化石），多數運往羅平集散，轉往貴陽化石市場。 

(c) 驅車前往附近地層（關嶺組二段），追索新露出地層，並轉往 G324 國道，經

黃泥河，雨汪（黔滇邊界地區），並繼續往羅平集散地與師宗地區。回昆明市。 

完成最新發掘狀況的檢視，並篩選重要原板，之後運往祿豐，待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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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心得與建議： 

  1. 本次野外工作順利完成，會同多方研究人員，分工合作，事前設計周詳。

分內蒙與雲南二大區塊於最短期間（分別 5 天與 8 天時程）進行工作。「效率」

是關鍵。 

2. 本年度二次大陸地區野外工作，同屬行政院下經費，國科會計畫日支費用

與教育部項下日支費用截然不同。一國兩制，在大陸地區，物價（油價）飛漲情

況下，如何持續進行工作，多數人打退堂鼓，是需要釐清調整的。唯行政效率牛

步化下，很難冀望過大。 

3.檢附近年來，因課題經費支助所完成之研究成果，提供參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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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圖與圖說： 

01. 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 (NIGP) 慶賀建所 60 週年，於頂尖期刊 Science 刊之文

宣 

02. 中科院北古所 (IVPP) 蒐藏庫房中，新立中國古脊椎之父 楊鍾健院士銅像 

03. 水生爬行動物化石展覽廳一角 

04. 計劃討論會參與人員一角 

05. 克旗世界地質公園（青山園區） 

06. 地質公園地形景觀 

07. 克旗地質公園博物館正門 

08. 溼地古生物多樣性展廳 

09. 二連中國古生物博物館 

10. 二連恐龍國家地質公園 

11. 與張局長、寧館長、唐研究員合影 

12. 二連礦物晶體館 

13. 二連恐龍景觀大道 

14. 景觀大道解說石碑與巴副局長 

15. 位於白堊系剖面檢視 

16. 滇東南富源三疊系剖面量測 

17. 地方陳列館檢視標本 

18. 於農民老鄉家檢視標本 

19. 地層發掘坑道一探 

20. 老鄉家蒐藏珍貴標本 

21. 老鄉家大型魚龍標本 

22. 檢視侏羅系珍稀標本（攝影者：李大慶博士，旁坐者：尤海魯博士） 

23. 與董枝明教授討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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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與董教授於恐龍谷入口 

25. 於中國祿豐恐龍大遺跡館 

26. 董教授帶領造訪祿豐恐龍研究中心 

27. 與董老修訂論文草稿 

28. 於恐龍研究中心與竊蛋龍復原模型合影 

29. 於楊老銅像前與董老合影 

30. 於恐龍研究中心與團隊成員參訪合影 

31. 攝於祿豐恐龍研究中心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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