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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质古生物综合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 作者：马扬 陈敏 ] 

  新华网乌鲁木齐4月27日电 新疆准噶尔盆地在距今约两亿年到六千五百万年前的恐龙时代是什么样子？当时还有哪些生物？它们

是怎样生存的？……  

  正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德合作新疆古生物、地质演化及环境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从多个研究领域
共同探讨了这一话题。  

  会议德方主席、德国图宾根大学莫斯布鲁格教授说：“中德合作新疆工作队在地质填图、沉积学、孢粉地层学、古植物学、化石
森林、脊椎动物群的演化、古气候与古生态、煤岩及油气分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进一步研究新疆准噶尔地区生命演化

和环境变迁提供了有力证据。”  

  研讨会上，我国古植物学家、吉林大学孙革教授介绍了他们对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白杨河一带发现的距今约1.8亿年前的植物化石
的最新研究成果；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古生物专家马丁博士展示了两国学者近期在准噶尔地区发现的古动物化石的新类群。  

  中德科学家此次研讨的成果还包括：首次建立起具有较高分辨率的晚三叠世至中侏罗世孢粉地层序列；首次在准噶尔盆地发现距

今约1.75亿年前的早期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了距今约1.6亿年的大型蜥脚类恐龙的新属种；在恐龙骨骼化石中发现反映气候变化的生
长周期构造等。  

  孙革说：“这些重要发现，对研究中生代时期准噶尔地区、中亚和全球的生物演化，以及我国新疆的古地理与古气候变迁等，具

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中德合作新疆地质古生物科研队成立于1998年，他们的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德科学中心、德国科学基
金会以及德国马普学会的大力支持。其成员包括来自吉林大学、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德国图宾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及
博物馆的数十位专家。  

  在长达7年的合作中，双方科学家一直瞄准当今地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完成了总长约两万米的地层剖面

测量，采集了4000多件化石及各类样品，足迹遍及准噶尔盆地近6万平方公里的工作范围，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所有成果对研究
准噶尔盆地的生物地层、古气候及古地理环境，特别是对进一步寻找石油、天然气及煤炭资源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际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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