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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看云南专  题

发掘“世界级化石宝库”

长期以来，寒武纪发生的“生命

大爆发”猜想在古生物学界虽是共识，

但一直未能找到充足的物证。1984 年

7 月 1 日，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侯先光在澄江帽天

山敲出纳罗虫、腮虾虫和尖峰虫化石，

为古生物学界开启了一扇认知寒武纪

早期群落结构的窗口。从那时起，云

南逐步开启澄江化石地的研究、管理

和保护之路，直至 2012 年申遗成功，

并于 2014 年 2 月开始建设澄江化石

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

在博物馆项目推进过程中，澄江

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澄江化石委”）邀请到一名

德国专家对遗产进行评估，急需一名

英语翻译，便找到了土生土长的澄江

人张溪琳。“虽是本地人，但我之前

对澄江化石的认识并不多。直到这次

偶然的机会，才与化石结下不解之缘。”

张溪琳回忆道，在一个多月中，她陪

同专家跑遍了澄江化石地，在协助澄

江化石委谈妥项目的同时，也留在了

澄江化石委工作。

“国外的化石一般在花岗岩和石

头上，但澄江的化石在泥质页岩里，

不仅保留了动物的骨骼，还完整保存

了软躯体结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

等，这就是澄江化石最厉害的地方。”

据澄江化石委党组书记金宏森介绍，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分布最集

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早期

寒武纪地球生命现象的记录，澄江化

石地是动物界各个门类多样性起源的

直接证据，被国际科学界誉为“世界

级的化石宝库”。近年来，依托澄江

化石资源，科学家们还破解了达尔文

“人类远祖的躯体构型及更多基础器

官在何时、由何种低等动物创造并传

渊而来”等谜题。

游客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参观澄江鱼类标本

从 1984 年 学 者

发 现 澄 江 化 石， 到

2012 年 7 月 1 日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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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命演化的礼赞

澄江化石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