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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重要古生物化石资源及其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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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徽省地处华北、华南板块的交变地带。沉积单元和生物群落均非常复杂。自晚太古

代以来的各时代地层发育较全并含有丰富的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植物化石和遗迹化石等。

该省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以分布广泛，类型众多．保存完好，科学意义重大为主要特征。本文重点

探讨了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分布特征、赋存特征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古生物化石类型，对该

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意义进行了初步评价，并对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深入研究和合理开发

利用的方向进行了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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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处华北、华南两大沉积单元和生物区系的交变地带，自晚太古代以来的各时代

地层发育较全，剖面出露完整，含有丰富的古无脊椎动物、古脊椎动物、古植物、微体古生物

和遗迹化石‘1I。

古生物化石是在地质时期中经过多种地质作用形成、改造并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地

质遗产，是一种珍贵的自然资源。

1 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主要特征

安徽省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还以其分布广泛，类型众多，保存完好，科

学意义重大为特征。

1．1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分布特征及分区

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分布与地层出露特征一致。在淮北一宿州一带主要产出前寒

武纪至早古生代古生物化石，代表性化石包括叠层石、宏观藻类等前寒武纪化石和三叶虫、

头足、腕足、小壳类等早古生代化石，可划分为淮北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古生物化石分布区

(淮北一宿州一带)；沿淮地区产出有数量可观的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如淮河象化石、古猿

人化石、犀牛化石等，可划分为沿淮淮北新生代古生物化石分布区；江淮之间则产出有新元

古代至新生代的化石，如著名的“淮南生物群”化石、志留纪的三叶虫、无颌类、棘皮动物、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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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动物等、泥盆纪的大型植物化石，石炭纪一二叠纪的珊瑚、腕足、藻类、植物等。三叠纪的

鱼龙、鱼类、菊石、双壳、植物等，侏罗纪的植物等、和县猿人、繁昌人字洞多门类动物及古人

类遗址、潜山盆地动物群等，可划分为淮南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化石资源分布区(淮南一霍

邱一带)、沿江古生代一新生代古生代古生物化石分布区(安庆一巢湖一带)。江南地区主

要产出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及中生代化石，如新元古代蓝田植物群、寒武纪海绵动物、三叶虫

动物、奥陶纪笔石动物、中生代统治地球的爬行动物在皖南黄山地区则产出较多，可划分为

皖南新元古代一古生代古生物化石分布区(长江以南地区)。

1．2赋存特征

安徽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保存类型多样，保存状态良好。

化石保存类型，既有实体化石，又有模铸化石和遗迹化石。实体化石以古无脊椎动物中

的三叶虫、笔石、珊瑚、腕足、菊石等，古脊椎动物中的恐龙、象、龟鳖类和古植物等；模铸化石

多由古植物的茎、叶、三叶虫、腕足、菊石、双壳类等无脊椎动物的外模、内模和空腔的复铸物

组成；遗迹化石多由无脊椎动物的爬迹、觅食迹、穴居迹、古脊椎动物的脚印和古人类使用的

石器、骨器等保存而形成。

化石保存状态总体较好，部分化石保存相当完整；实属罕见。如在五河县发现的古菱齿

象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象化石‘j1；1980年在和县陶店乡汪家山石灰

岩洞穴中发现的猿人脑颅是我国继北京猿人之后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猿人头骨口“1；淮

北新元古代产出稳定的叠层石礁体，其原始的生长状态可与现代潮坪带的叠层石相媲美；淮

南中寒武统徐庄组砂岩层面上的古动物爬迹，皖南齐云山小壶天白垩纪砂岩层底面的大型

脊椎动物脚印H1均属罕见而珍贵的遗迹化石。

1．3安徽省的特色化石(群)

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中除具有分布广泛各时代代表性化石之外，还产有极具本地特

色的古生物化石群。如新元古代的“淮南生物群”[5-141、“蓝田植物群”[15-18]、早寒武世的

“西递海绵动物群”[垮埘】、晚寒武世的“夹沟头足动物群”【211、早三叠世的“巢湖鱼龙”[221、

中生代的“皖南恐龙动物群”【5】、古近纪的“潜山脊椎动物群”∞埘】、第四纪的“人字洞古人

类遗址”及其伴生动物群瞵】、“和县猿人”及其伴生动物群汹增】、“淮北古菱齿象动物群”[2】

等，均为安徽特有的古生物群，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重要的科学意义，使安徽长期

成为中国甚至世界古生物研究的热点地区，主要代表化石及产出特征见表1。

2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意义

2．1 科学意义

古生物化石是划分和对比地层、确定相对地质年代、了解地球发展历史的重要根据，是

研究生物与人类起源、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珍贵资料。

古生物研究所揭示的生物演化规律(连续性、阶段性和不可逆性)表明，在正常情况下，

不同地质时代形成的沉积地层中所含的古生物群是不同的。由老至新形成的沉积地层中所

含的古生物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特征，而且在相对老的沉积地层中已经

消失的生物不会在相对新的沉积地层中重新出现。地质学家们可以运用古生物演化的这些

规律，来划分和对比地层，确定地层的相对地质年代。例如，前寒武纪地层年代久远，化石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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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且不易保存。“淮南生物群”的发现不仅为地质年代的确定和区域性地层划分、对比提

供了依据，而且还使同年代的洲际地层对比成为可能。三叶虫、笔石、腕足等也具有同样的

作用。

表1安徽省典型化石群产出特征

Table 1 Occurrence characters of the typical fossil communities of Anhui Province

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古生物化石及其围岩中蕴含有重要的古环

境信息，对其研究可以使恢复古环境和探讨古环境的演变成为可能。如：淮北地区发现多具

古菱齿象化石，类似的化石也见于陕西、内蒙、日本和朝鲜。古菱齿象化石记录表明，在距今

约5万年之前，这些地区可能属于同一地理环境。近5万年来，由于环境的变化，象类已从

这些地区逐渐消失。今天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各异，气候也有很大差别，生活的动、植物群

也各不相同。因此，通过古菱齿象等古生物化石和地层的研究可以追溯这些地区的环境演

变史，从而为预测未来环境的发展趋势及其应采取的保护对策提供依据。

古生物学上的一些重要发现，不仅为生物界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而且也为进

一步研究古生物类群内及古生物类群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和县猿人与巢县早

期智人的发现，为探讨他们与北京猿人和印尼爪哇猿人之间的演变关系，乃至人类的起源与

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地史时期生物的起源和集群绝灭的原因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可有助于揭开这个谜底。如“淮南生物群”的发现对地球上后生动物的首次大发展出现于

晚元古代的最后一次冰期(Varanger冰期或南沱冰期)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淮北凤山组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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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动物化石的发现为研究头足类生物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信息、安徽三叠纪巢湖鱼龙化石和

皖南白垩纪大量恐龙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则为探讨中生代恐龙的起源以及绝灭提供新的信
息。

地质时期中系列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表明，地球上的生命开始于距今约38亿年，今天的

生物界是距今约38亿年前出现的原始生物不断演化的产物。古生物的研究可以为生物由

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历程提供直接证据和可靠信息，为弘扬科学精神，发展科

学理论，破除“神创论”等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2．2经济意义

纵观安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古生物化石在地方国民经济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经过几代地质古生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在全省范围内不同地质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了

数量众多，门类广泛的古无脊椎动物、古脊椎动物、古植物和微体古生物化石。古生物学研

究的进展为指导找矿勘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两淮煤田的发现、勘探与开采均与古生物资

料的利用密切相关。

开发利用古生物化石资源，发展旅游业，既可促进安徽旅游业的繁荣，也可带动区域经

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保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保存在皖南齐云山风景区小壶

天景点和雨君洞景点的恐龙足迹化石自被发现以来，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去观赏，

成为皖南地区的旅游热线之一，使该区的旅游收入大幅度提高，有效地推动了该区和周边地

区经济的发展。

在工业生产中古生物化石资源也具有重要用途。叠层石作为一种生物沉积构造，因其

具有精美别致的自然花纹和图案而受到建筑装饰界的青睐。叠层石石灰岩被大量开采、加

工，并用作住宅和楼堂馆所的装璜材料，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如由安徽宿州地区新元古代叠层石石灰岩加工而成的红皖螺、灰皖螺已作为高

级建筑材料和工艺品畅销国内外。

2．3社会意义

安徽省数量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为该省

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古生物化石对于地质古生物学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古生物化石的

实地考查和观察、研究，可以丰富知识，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这对于丰富古生物学理

论，发展古生物学科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发安徽特有的古生物化石资源，或陈列于博物

馆，或保护于野外，作为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科普教材，意义十分重大。古生

物化石记录可以向人们展示生物的进化史和进化规律，可以为人们理解生物演化和环境演

变提供真实证据和可靠信息。这对于弘扬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态度，尊重科学事实具有十分

深远的意义。

古生物化石还是重要的对外宣传资源。安徽省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特别是富有安

徽特色的重要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对于提高安徽在国内和国际的知名度具有直接的效应，

同时也为全省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开拓新的渠道。如“淮南生物群”、“蓝田植物群”、“巢

湖鱼龙”、“淮北古菱齿象”、“和县猿人”“繁昌人字洞动物群”等的发现与报道，均引起了国

内外相关领域科学家的高度关注，纷纷前来安徽进行实地考察和开展合作研究。古生物领

域的科学合作与交流也可促进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在宿州、淮南、巢湖、黄山等地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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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形象塑造中，古生物化石资源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3结语

尽管安徽省分布有许多丰富、珍贵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但古生物学及其研究对象一化石

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对古生物化石的科学价值了解的人更少。因此，加大科研资金投

入，进一步对安徽省古生物化石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宣传，普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加强立

法和执法，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古生物资源，建立自然保护区或地质公园等，科学利用

这些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对于繁荣科学，发展经济，造福后代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非常重要，而且

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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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fossil resources of Anhui Province

and its
7

significance

ⅡA zlli—hai，HONG Tian—qiu，ZHANG Li—wei，WANG Wei

(School ofResources and Endronmen础Engineering，蚴i Un／ven／q of Techno研，鳓230009，Ch／na)

Anhui Province is locatcd in tlle alternating zone between the NDrdl China and South China

blocks，the sedimentary units and biota communities are very complicated．Since the Neoarcheozoic．

the strata of various ages with abundant fossils of invertebrates，vertebrates，plants and trace fossils

have been well preserved．The fossil reseUl℃es of Anhui Province are characteized by extensive diS-

tribution，numerous types，well preservation and great scientific significance．卟e distribution charac．

ters，occurrence charact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ossil resources were discussed，some provincial

fossil resoui．ces were evaluated，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feasible exploitation of the fossil resources

in Anhui Province were also review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fossil；resource；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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