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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９７３”项目办公室

（南京
!&"""*

）

+%%%%%%%

国家“
,-.

”项目“重大地史时期生物的起源、辐射、灭绝和复苏”，于
!"""

年
'

月立项，依托部门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依托单位为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

首席科学家是戎嘉余院士。

有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北京大学等
&!

个单位、
-"

多名研究人员和
)"

多名研究生参加研究，是

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界一次多学科的大协作。

地球生命至少有
.*

亿年的历史，古生物学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大大丰富了人类知识

宝库，且被广泛应用于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查。但在地质历史长河中，生物进化和环境演变的复杂过程

和机制，至今仍有许多奥秘未被揭开。该项目以生物演化为主线，探索重大地史时期全球生物和环境协同

演变的基本特征，为人类认识生物多样性及面临的环境危机提供大尺度的地史借鉴。

)

年多来，该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果。
!"")

年夏，
*

个课题通过验收，均被评为优

秀；同年
&"

月，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专家评审。
&&

月
!!

日科技部通过网站报道：“该项目紧扣科学目标，

开展了多学科、多门类的综合野外考察，在获得多项重大发现和深入研究后，发表了一系列古生物学与地

层学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对提升我国相关学科研究水平并在国际领域占一席之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项目实施期间，共发表论文６６６篇（含第一作者５５６篇），其中ＳＣＩ刊物论文３４４篇（含第一作者 ２７０

篇），Ｎａｔｕｒｅ２６篇（含第一作者２４篇）、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篇（含第一作者８篇）；出版中、英文专著 １３部，另有将出

版的专著４部、国际ＳＣＩ刊物专集２部。项目成员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

项目执行期间，有一大批优秀年轻人才脱颖而出，包括４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２人入选中国科

学院“百人计划”，１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以年轻人为主体的２个研究组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创新研究群体”基金，１个研究组首批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在该领域的国际重要学术组

织中任选举委员以上职务的有２０人，其中有９位是４５岁以下的年轻人。

&++

地球早期生命及寒武纪大爆发

通过对我国新元古代晚期四个多细胞生物化石库和早寒武世梅树村动物群、澄江生物群的深入研

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科学价值和国际影响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如
)$*

亿年前已知最古老两侧对称动物

小春虫的发现，首次将两侧对称动物成体化石记录前推到寒武纪之前
' """

万年，该项发现被Ｓｃｉｅｎｃｅ专

题评述，还被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评为 !""'

年度全球百项重大科技成就之一；在贵州瓮安新元古代晚期发现的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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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状腔肠动物化石是迄今已知最古老后生动物实体化石，对了解后生动物起源过程和机制有重要意义；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鄂西碳酸盐中埃迪卡拉动物群三维立体化石，修正了国际著名古生物学家的假

说而引起轰动，国际评论认为这将极大地促进对该动物群亲缘关系和分类地位的认识；发表在Ｓｃｉｅｎｃｅ的

论文“六亿年前的似地衣”，把陆地生态系统建立的先驱者（地衣）的化石记录由原先
'

亿年前提前到
#

亿

年前，表明早在前寒武纪地衣已开始对地表岩石进行改造，对植物登陆事件的研究影响很大，已入选
!""(

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对中国新元古代冰期年代研究的两篇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不到

一年时间就被列入相关领域引用最多的论文（
)*+%&,

），并使新元古代冰期年代地层研究成为一个国际热

点；新发现和系统研究获知，澄江生物群共由
!""

多种组成（分属于
!"

多门、
("

多纲），其中许多是疑难类

群或灭绝类群的代表；第一次生动地再现距今
($-

亿年前海洋动物世界的真实面貌，展示了“寒武纪大爆

发”的规模、作用和影响及由此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和复杂生态系；丰富了人类对早期生命演化历史的了解，

证实了“突变”在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和重要作用，为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

要贡献，项目组成员陈均远、侯先光、舒德干为此获得
!""-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

古生代生物大辐射研究

奥陶纪生物大辐射是显生宙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事件之一。立项前我国相关研究还是空白，在国际上

也起步不久，且对奥陶纪生物大辐射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全球或区域性数据的汇总和分析上，缺少典型实例

的精细剖析，研究程度较粗。项目以高精度生物地层学和系统古生物学研究为基础，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从

多门类综合和多学科交叉（生物地层学、定量地层学、生态地层学、演化古生物学、分支系统学、沉积学、同

位素地球化学等）的角度，重点致力于对华南具体实例的深刻剖析，开展早中奥陶世生物大辐射事件研

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原创性成果。根据华南材料开展的群落古生态分析和系统古生物学研究，首次

提出华南早、中奥陶世腕足动物在正常浅海起源，后分别向近岸和远岸迁移的独特辐射模式，代表古生代

动物群辐射的一种新的模式。根据华南材料和数据进行的双笔石类起源的分支系统学研究结果，已被纳入

编撰中的国际古生物学权威论著《古生物学论丛》（笔石卷），并成为构建笔石动物高级别分类单元体系的

主要依据。项目组多位成员对华南奥陶纪生物大辐射研究的

初步结果
.%

引起了国外有关专家的关注，并对在大量可靠数据

基础上进行的典型地区实例研究赞赏不已。上述工作为国际

相关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对深入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古生代三次生物大灭绝及其后的复苏

显生宙的生物界，由于外部环境在相对短暂的地史时期

内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多次大的灭绝事件，不仅导致大量物

种消亡，也造成大灭绝后生物的进化分异、生态重建和生物地

理区系重组，宏演化意义重大。以往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寻

找灭绝的原因和机制。
/"

年代中期，大灭绝后生物复苏问题

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但多限于理念层面上的探讨，应用翔实

材料做具体分析的论文不多见。本项目以华南丰富、多样的化

石材料和连续、完整的地层资源为依据，以古生代 ３次（奥陶

纪末、晚泥盆世
010

、二叠纪末）大灭绝事件及其环境和生态系

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大灭绝起因，并从古生物宏演化角度出 世界首枚翼龙胚胎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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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史时期生物演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发，探视大灭绝事件前后多样性剧烈变化过程，确立各事件精确年代及国际对比新方案，恢复主要生物门

类灭绝、残存和复苏的过程、特征及差异。用大量生物地层、地化数据和灭绝定量方法，对宜昌王家湾奥陶

志留系界线地层和长兴煤山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进行深入研究，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均已成为全球对比的

标准。首次对华南古生代３次大灭绝事件及其后的复苏进行纵向对比分析，探讨造成差异的原因，取得一

系列有创见的新认识。
(

年来发表一批有国际影响的论文，并组织
'"

位专家，于
!""'

年出版了国内第一

部既研究生物大灭绝又研究灭绝后生物复苏的学术专著《生物大灭绝与复苏———来自华南古生代和三叠

纪的证据》（上、下卷）。

'%%

热河生物群研究

热河生物群是我国乃至全球百年不遇的“世界级”化石宝库之一，相关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国际影响。

项目组成员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通过不懈的努力和锐意进取，在这一领域包括鸟类起源与早期演化、鸟类

羽毛和飞行的起源、恐龙、哺乳类、翼龙、昆虫和被子植物的早期演化以及热河生物群生态的综合研究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原创性研究成果，仅在Ｎａｔｕｒｅ和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就发表论文１８篇，为进一步

研究该生物群所代表的生物辐射事件、恢复早白垩世地球陆相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对国外专

家的“孑遗生物避难所”假说提出了质疑，首次提出了热河生物群的分布区可能是许多重要生物类群进化

的摇篮和扩散中心的假说。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我们对许多重大生物学理论问题的固有认识，而

且为我国古生物学研究走向世界、占领国际学术前沿领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研究因其具有重

大的进化生物学意义，在国内外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项目成员分

别应邀专为Ｎａｔｕｒｅ杂志撰写有关热河生物群和羽毛演化过程的综述文章，获得国际同行的好评。这些研

究不仅是当今我国地球科学研究最具特色和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也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在国际舞台

上的一个亮点。５项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分别入选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５年度 “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或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

史前华南海洋生物多样性演变

生物多样性不仅涉及动、植物的数量概念，更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活和发展质量的大问题。学者们把今

日生物多样性下跌与史前情况对比，期盼给人们以地史借鉴与自然启示。项目首次组织５０位专家创建华

南前寒武纪以来海洋生物化石数据库，据此完成“华南埃迪卡拉纪至三叠纪末期海洋生物属、科、目级多

样性曲线图”，探讨重大地史时期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特征和型式。在埃迪卡拉纪至三叠纪末的４．３亿年里，

华南海洋生物多样性演变既与全球同步，又具有与全球框架不同的区域特色，共识别出６次多样性峰值，

包括３次大辐射事件（寒武纪早期、奥陶纪早中期和中三叠世）和 ３次正常辐射事件（志留纪 Ｌｌａｎｄｏｖｅｒｙ

世中晚期、早泥盆世晚期中泥盆世和二叠纪中晚期）；对华南新元古代末期到中生代早期海洋生物多样性

变化，以６大时间段做了详细分析和总结，为进一步了解地球生命史提供重要实际资料，也为现代地球生

存环境提供地史借鉴。

#%%

年代地层学研究的重要进展

精确的年代地层研究是本项目工作的重要基础，项目组成员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取得了多项具国

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突出的进展包括：确立寒武系芙蓉统排碧阶、二叠系乐平统和长兴阶底界的全球界线

层型（“金钉子”），并已列入“国际年代地层表”；上奥陶统底界全球辅助界线层型、上奥陶统赫南特阶全球

界线层型分别获得国际地层委员会的通过；寒武系四分方案也被国际地层委员会采用，列入最新公布的

“国际年代地层表”，改变了延续１７０多年的国际寒武系三分的传统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