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16 年报

2016 年报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年报编辑委员会

主     任：苗建明

副主任：邓  涛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马安娜      陈平富      高   星      李小强      刘金毅       刘   俊

魏涌澎      王   艳       王   原      武高峰       张   翼        张兆群 

编     辑：  孟   溪



所长致辞

机构设置

科研进展

      （一）“一三五”规划实施进展

      （二）重要野外工作进展      

      （三）重要研究成果获奖情况

重要科研平台年度进展

合作与交流

标本馆藏与图书情报

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生教育

资产财务状况

科普工作

党群工作和创新文化建设

大事记

附录   

目录

2

4

5

5

27

 36

37

39

43

45

46

48

50

53

55

64



2 2016 年报

所长致辞

2016年作为研究所“十三五”规划正式批准实

施启动之年，全所职工围绕我院“率先行动”计划、

“十三五”规划实施目标，在所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团

结奋进，在科研产出、人才队伍建设、科学传播、支撑

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和收获。 

首先，在“十三五”规划制定实施方面，根据我

院统一部署和要求，我所于年初精心组织骨干力量

顺利完成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参加了全院开展的

“十三五”发展规划评议活动，并获得了排名第一的优

良成绩。同时，根据发展规划实施要求，配套制定了所未来5年研究人员引进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完成了我所“十三五”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编报工作。

在科研产出方面继续保持着良好态势，发表论文总数为199篇（其中SCI/SSCI共140篇），

包括Science和Nature刊物论文8篇，PNAS、Current Biology、Science Advance、Proceedings R 

S B等高影响因子刊物论文30篇。其中，在脊椎动物颌演化研究领域取得一项重大突破，将人类

颌骨向前一直追溯到最原始的有颌脊椎动物中；基于灵长类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重大环境

变化事件作用于生命演化的一种新机理模式；基于古DNA的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末次冰期欧

亚地区完整的人口动态变化情况，翔实地绘制出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在古DNA研

究领域取得一项重大突破；奇异滤齿龙的研究成果入选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评选的2016年度

“十大古脊椎动物发现”。

在重大项目组织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作为国家基金委首批资助的三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之

一，我所作为项目承担单位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实施；我所主

持承担的973项目顺利通过项目结题验收，并获评为优秀项目；国家基金委基金项目申报获得较

大丰收，其中新获资助重点项目1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1项；新获院级国际合作项目2项、院

级创新交叉团队项目1项。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获得了突出成绩。新获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荣誉奖项罗美尔—辛

普森终身成就奖者1人、新入选“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计划2人、新获聘中科院特聘研究员3人、

新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者1人、新增政府特殊津贴享受人员2人、新获中科院创新交叉团队

资助团队1个、新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3人；新引进优秀青年人才7人，包括青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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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4人、青年技术人才3人，其中百人计划C类人才2人。

在科学传播方面，继续发挥研究所学科特色科普优势，进一步扩大学科和我所的社会影响

力。如新获“中国科学院新闻宣传先进单位奖”1项；古动物馆参观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国内巡

回展览也有了新突破，举办了首届自然历史类策展人高端专业培训班等，荣获科技部、中宣部、

中国科协联合组织评选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获古生物学会评选的“全国科普基地先

进集体”；由我新接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王原新任协会理事和副

秘书长。此外，许多研究人员应邀做了大量科普讲座、报告，包括在新闻媒体、电视上的报告。

在合作与交流方面，我所与国内外同行保持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继续扩大我所国际影

响力。在国际合作方面，我所研究人员出访达87人次，接待外方组团正式来访7批次；与德国马

普进化人类研究所、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伊朗赞詹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与德国马普

学会联建的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在国内同行合作与交流方面，继续与新疆、内

蒙、天津、浙江等地同行保持多项院地合作工作，为地方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服务。其中，与天

津自然博物馆联合建设的研究中心在北疆博物院正式挂牌成立；与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北

京大学等多家机构共同发起举办了第二届古生物学青年论坛；继续定期组织“杨钟健—裴文中

学术讲坛”和“卓越系列讲座”活动，活跃学术交流氛围。

在支撑保障能力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其中，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我们与高能物理所

共同研制的“板状化石”三维扫描CT设备正式投入使用；新建立同位素、元素分析、光释光测

年3个实验室单元，并制定了实验室相关操作规范，进一步完善了有毒、有害爆炸等化学药品的

管理工作；古DNA实验室改进了皮毛样品古DNA实验提取方法，完善了核基因组捕获实验方

法。标本馆建设方面，新增入库标本5822件，整理馆藏标本9194件，完成小汤山新建250平米库

房改造和搬迁、陆谟克堂现生浸制标本室的标本搬迁工作。此外，我们与国科大联建的自然博

物馆/标本库项目也按计划得到稳步推进实施。

在园区建设方面，我们启动了科技大厦办公用房的装修工程，并顺利制定了科技大厦办公

用房的使用方案以及综合楼、实验楼办公用房统筹调配初步方案；昌平工作站标本库房的改造

工程如期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

2017年，我们继续根据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和我所“十三五”发展规划部署目标要求，

稳定关键人才队伍、新吸收一批优秀青年人才，合理配置资源，稳步推进研究所各项改革和创

新发展工作，并继续向建设国际一流研究机构的目标迈进！在此，谨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支持

和帮助我所发展工作的有关部门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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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生代侏罗纪的燕辽生物群和早白垩世的热河生物群是我国中生代两个最

为重要的、世界级的陆相化石宝库，对讨论关键陆生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演化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2016年，研究团队在这两个生物群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脊椎动物化石，在翼

龙、恐龙、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演化和分异，脊椎动物软组织的特异埋藏等诸多领域发

表了一批重要成果，发表SCI论文22篇，包括在Current Biology、PANS、Proceedings 

B等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成果。代表性成果如：在Journal  of  Ver tebrate 

Paleontology上报道了古翼手龙超科梳颌翼龙科的新标本，这是目前世界上时代最新

的古翼手龙类，增加了古翼手龙类的时代延限；在Current Biology上报道了在幼年具有

（一）“一三五”规划实施进展 

重大突破一：中生代特异埋藏生物群的综合研究

牙齿、成年失去牙齿的泥潭龙，这是首次发现的随着个体发育，牙齿发生完全退化的

恐龙；在Current Biology报道了最古老的鸟类食团化石，提出早白垩世鸟类就已经具有

和现生鸟类相似的消化系统；在Current Biology上报道了首次发现的具有空气动力学

扇状尾羽的反鸟类；在Proceedings R S B发表了关于早期鸟类演化速率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早白垩世鸟类各个支系的演化速率是不均一的、鸟类的早期演化主要受飞行的

选择压力影响等观点；在Scientific Reports报道了对齿兽类的基干物种，为人们研究现

代兽类的演化关系和牙齿同源性提供了关键证据；在PNAS上报道了综合适用扫描电

镜、透射电镜、免疫荧光、免疫电镜等生化方法研究的1.3亿年前羽毛β角蛋白及其中

的色素体，使得古生物的色彩复原更加可信。有关具体进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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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佛堂组的古翼手龙类：热河剪嘴翼龙

 江西赣州晚白垩世发现窃蛋龙胚胎新化石

窃蛋龙类是手盗龙类恐龙的一支，对于了解兽脚类恐龙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徐星课题组王烁等人报道了江西赣州晚白垩世窃蛋龙类胚胎化石。该项研究

首次记述窃蛋龙类个体发育特征，为窃蛋龙类系统发育特征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新发现的三件窃蛋龙类胚胎标本产自江西赣州晚白垩世地层中，均处于胚胎发育的

晚期，保存了精美的骨骼结构。其中一件的头骨保存精美，代表了已知窃蛋龙胚胎

化石中最为完整的头部，为深入研究窃蛋龙类头部骨骼形态的个体发育规律提供了

契机（Wang et  a l .,  2016, BMC Evolut ionar y Bio logy）。

热河生物群中的翼龙化石主要产自热河群下部

的义县组和上部的九佛堂组，其中义县组主要以古

翼手龙超科为主，而九佛堂组主要以准噶尔翼龙次

亚目为主。蒋顺兴、汪筱林等报道了一件产自辽宁建

昌喇嘛洞下白垩统九佛堂组的标本，归入古翼手龙

超科梳颌翼龙科，这一标本的发现首次确认了九佛

堂组包含古翼手龙类成员，也是目前世界上时代最

新的古翼手龙类，增加了古翼手龙类的时代延限。依

据其翼指骨之间的比值、牙齿形态和数量、齿列的

长度、以及胸骨和乌喙骨的形态而与其他古翼手龙

类相区别，据此建立了一个新属新种：热河剪嘴翼龙

（For fexopterus jeho lens is）。首次对翼手龙型类的

所有较为完整的胸骨进行了几何形态分析，发现翼

龙胸骨的整体形态可以细分为胸骨的前缘、侧缘和

后缘的形态三个部分（J iang  e t  a l . ,  2016 ,  Jour na l  

of  Ver tebrate Paleonto logy）。

江西赣州晚白垩世窃蛋龙类胚胎化石（图中比例尺依次为5cm、1cm、5mm）

热河剪嘴翼龙（For fexopte rus j e ho le ns i s）

                 图中比例尺为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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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周忠和与舒柯文发表了关于迄

今最古老的鸟类食团的研究成果，复原了

1. 2亿多年前鸟类消化系统的主要特征。

在鸟类的演化历史中，它们失去了牙齿和

厚重的上、下颌，取而代之的是轻质的角

质喙，同时还演化出了特别的消化系统，

使得它们能够将食物吞入，而不需要咀

嚼。对于骨骼等难以消化的东西会残留在

在肌胃里，随着肌胃的收缩，被压扁而成

科研进展

  最古老的鸟类食团揭示早期鸟类的消化系统

 具空气动力学尾羽的反鸟类新属种

保存有最古老鸟类食物团的奇异食鱼反鸟

           及鸟类消化体统示意图

球状的食团，再通过消化道的逆蠕动作用，由肌胃向前运移，依次通过腺胃、食道，

最终从嘴巴吐出。这样的消化过程不仅能够使鸟类快速将食物吞入体内，减小被捕

食的机率，同时能将难以消化的东西迅速排除体外，减轻体重。这件保存有食团的

鸟类属于早白垩世的反鸟类，该食团内部含有狼鳍鱼的骨骼碎片。新标本的发现，首

次证明早白垩世的反鸟类能够以鱼类为食，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现生鸟类所特有的消

化特征（胃分化为肌胃和腺胃，肌胃能够有力收缩，消化道的逆蠕动作用等）在早期

鸟类中就已经出现了（Wang et  a l .,  2016, Cur rent B io logy）。

邹晶梅、周忠和、胡晗等发表了关于首次发现于中国辽宁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的

具有空气动力学扇状尾羽的反鸟类——契氏鸟研究成果。契氏鸟的尾羽由近10根羽

毛重叠形成一紧密扇状尾羽，这是首次在反鸟类中发现的具备空气动力学功能的尾羽

结构。之前所有发现的反鸟类标本，仅至多保存有装饰用的尾羽。契氏鸟的发现证实

具有扇状尾羽的契氏鸟复原图

了先前研究推测扇状尾羽是反鸟类演化过程中的原始

特征。依据对契氏鸟的分析研究，研究人员推测尾羽

球囊很能已经在反鸟类中出现，也许还包括会鸟在内

的更大类群中已存在。在现代鸟类中，尾羽球囊是一

成对的与尾综骨相关的软组织结构，与球状尾羽肌一

起，能使鸟类通过操控尾羽的形状最大地发挥空气动

力学功能。之前，认为该结构只存在于包含所有现生

鸟类的今鸟型类中，研究人员依据鹏鸟类（反鸟类）、

今鸟类和会鸟（也有一空气动力学功能的尾羽结构）

相似的尾综骨，推测它们已产生了尾羽球囊或类似结

构（O’Connor et  a l .,  2016, Cur rent B i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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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研究团队在云南曲靖、昭通及广西南宁等地的志留纪-泥盆纪地层中采获

了大量的早期脊椎动物化石新材料，并通过采用高精度CT和计算机三维重建技术等对

长吻麒麟鱼、于氏箐门齿鱼、晨晓弥曼鱼、大尹氏鱼等开展了细致深入的比较解剖学研

究，在有颌类早期演化特别是颌演化、肉鳍鱼类早期演化、辐鳍鱼类起源等的研究中均

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突破性进展。混合多个盾皮鱼类群特征的麒麟鱼，为揭示早期脊椎

动物颌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朱敏等）；保存有脑腔、内耳、神经和血管通路等一整

套重要脑颅形态信息的爪齿鱼类箐门齿鱼，为解开肉鳍鱼类早期演化阶段的层层谜团

提供了可靠实证（卢静等）；最初被归入肉鳍鱼类的弥曼鱼，其内颅具有侧颅管与喷水

管等典型的辐鳍鱼类特征，为解开辐鳍鱼类起源谜团提供了最新证据（卢静等）；短胸

节甲类尹氏鱼的再研究，则为探讨躯体大型化的节甲鱼类的摄食机制及晚泥盆世盾皮

鱼类的古地理分布提供了重要依据（朱幼安等）。此外在相关的地层学研究中也取得了

重要进展，依据鱼类化石资料对湖南山门水库周边志留纪含鱼地层的深入研究，不仅确

定了世界范围内胴甲鱼类乃至盾皮鱼类最低层位的时代，而且为华南扬子区志留纪两

套海相红层——下红层与罗德洛统红层的划分对比提供了可靠的古鱼类学证据（赵文

金等）。2016年，研究团队在Science、Science Advances、Biological Reviews、Current 

Biology、Systematic Biology、PloS One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0篇，入选了科技部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有关麒麟鱼的研究位列“2016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

进展”之首，团队负责人朱敏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有关

具体进展如下：

重大突破二：早期脊椎动物演化的整合生物学研究

长吻麒麟鱼正型标本、高精度CT重建与生态复原(比例尺为1cm) 揭秘早期脊椎动物颌演化之路

箐门齿鱼脑颅照片及复原 泥盆纪肉鳍鱼类脑腔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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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志留纪古鱼新发现揭秘脊椎动物颌演化之路

人类的颌骨包括上颌骨、齿骨以及孑遗的前上颌骨，它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的硬

骨鱼中。在原始的硬骨鱼中，这些边缘颌骨内侧还有犁骨、翼骨、冠状骨等一系列颌骨，

这种颌骨称为“全颌状态”。而典型盾皮鱼类颌骨，则为“原颌状态”，有位于口腔内侧

的膜质骨来源的前上腭片、后上腭片和下腭片三对骨板，与面部其他骨骼并不相接。最

近朱敏与阿尔伯格联合团队在曲靖发现了一种4.23亿年前的志留纪盾皮鱼——长吻麒

麟鱼（Qilinyu rostrate），它的下颌只有一块简单的下颌骨，这块下颌骨还保存着明显卷

入口内的部分，而不像全颌鱼与后来的硬骨鱼一样，口内部分只剩下一条窄的咬合面。

   弥曼鱼再研究为解开辐鳍鱼类起源之谜提供新证据

晚志留世至早泥盆世是硬骨鱼类演化的关键阶段。辐鳍鱼类在这一时期留下的

化石却极其稀少。过去对最早期辐鳍鱼类的认识主要来自3.9 -3 .8亿年前的鳕鳞鱼

化石。鳕鳞鱼已经拥有了辐鳍鱼类的绝大多数典型特征，与辐鳍鱼类与肉鳍鱼类的

最近共同祖先相比，形态已经很特化。晨晓弥曼鱼（Meemann ia  eos）是曲靖西屯

动物群的一员，其正型标本是一片薄薄的“凸”字形骨片，骨片的表面有无数的细

孔，这种带细孔的硬组织结构被称为“整列层”。因为整列层被认为是早期肉鳍鱼

长吻麒麟鱼（Qilinyu rostrate）复原图

麒麟鱼的颌骨形态确实处于全颌鱼和其他更

原始盾皮鱼类之间的状态，它有一副“不完全

的全颌”。它填充了硬骨鱼式的全颌与盾皮鱼

式的原颌两种状态之间的形态学鸿沟，在国际

上首次提出全颌盾皮鱼类与硬骨鱼类的上颌

骨、前上颌骨及齿骨与原颌盾皮鱼类的颌部骨

板是同源的理论，将人类的颌骨向前一直追溯

到最原始的有颌脊椎动物——原颌盾皮鱼类中

（Zhu et al., 2016, Science）。

晨晓弥曼鱼复原图

类独有的特征，最早弥曼鱼被归入肉鳍鱼类。卢静

等人借助高精度CT扫描技术对脑颅结构进行了重

新研究，揭示了弥曼鱼内颅具有典型的辐鳍鱼类

特征，如侧颅管与喷水管，为解开辐鳍鱼类起源谜

团提供了最新证据。该研究还发现“整列层”结构

不但见于肉鳍鱼类，也存在于某些早期辐鳍鱼类，

修订了“整列层”是肉鳍鱼类特有结构的传统假

说。弥曼鱼也因此成为目前已知最原始，也是最早

的辐鳍鱼类，它将辐鳍鱼类最早的没有争议的化

石记录向前推了2千万年（Lu et a l .,  2016, Cur rent 

B i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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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三：亚洲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

   2 016年，研究团队围绕亚洲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开展了野外调查、发掘和研

究，取得一系列新发现和认识。在安徽东至华龙洞遗址发现3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和

大量具有人工砍砸痕迹的骨片、石器和疑似人类的股骨化石标本。在周口店北京猿

人用火证据研究、贵州毕节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进展。有关具

体进展如下：

马坝人头骨研究取得新进展

马坝人头骨化石自发现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圆形的眼眶和隆起的

鼻骨被认为是继承了东亚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特点，但同时也是反映与欧洲尼安德特

人基因交流的证据。右侧额骨表面的半圆型凹陷的痕迹周边有明显的伤后愈合迹

象，符合局部受到钝性物体打击的表现，很可能是当时人类之间暴力行为的结果。

吴秀杰等采用高分辨率CT技术，对马坝的额窦、眼窝、颅内模进行了3 D复原。研究

结果显示，马坝人颅容量为13 0 0 c c左右，位于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的变

异范围之间。马坝人脑的额叶较窄、

顶叶短而扁平，这一特点与欧洲海德

堡人和直立人相似。其额叶相对眼

眶的位置、额窦的形态及额鳞的曲

度，却类似于尼安德特人及现代人。

马坝人呈现出的混合特征可能与人

属成员的平行进化相关，也有可能

反映了亚洲古人类的变异情况（W u 

e t  a l . ,  2016 ,  A mer i c an  Jour na l  o f  

Physical  Anthropology）。
马坝头骨CT扫描3D虚拟复原的颅内模

沂源人化石研究取得新进展

沂源人化石材料发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包括一件头盖骨和七颗牙齿，早期研究将其

归为直立人，最新获得的古人类在该地点的

生存年代约为32-42万年前。邢松和山东博物

馆孙承凯等在山东沂源人的研究上取得新进

展。通过与其他直立人或匠人，以及东亚其他

时代古人类和现代人对比、研究发现：沂源人

的牙齿形态特征可与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

和巢县的标本归为一类，而与贵州盘县大洞
沂源人牙齿EDJ（釉质齿质连接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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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区别。沂源人臼齿齿质表面表现出一种由大量附脊和次级沟组成的树枝状结

构，这一复杂的齿质表面形态也出现在周口店、和县的臼齿上，但在已发表的南方

古猿、欧洲和非洲中更新世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现代人中都没有发现。据此研究者

认为这一结构可能代表一种属于东亚中更新世部分直立人人群的独特衍征（Xing et  

a l .,  2016, Journal  of  Human Evolut ion）。

陕西公王岭蓝田直立人内耳迷路研究获新进展

蓝田人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有确定年代数据的最早古人类化石, 最新测年

结果将蓝田人的生存年代从原先距今115万年提早到大约163万年前。早期研究主要

是聚焦在其头骨外表面形态上，对其内部细致结构的研究很少。采用高分辨率工业

微CT，研究人员对蓝田人保存的颞骨岩部进行了扫描和内耳迷路的3D虚拟复原，

通过与欧洲古老型智人、早期人属成员等内耳迷路对比，发现蓝田人内耳迷路的测

量数据与南方古猿非洲种最接近，其次为现代人和欧洲古老型智人，而与早期人属

成员和粗壮傍人相差较大。蓝田人内耳迷路与各对比样本组的相似或差别难以用简

蓝田人颞骨及内部3D虚拟复原的内耳迷路

关于北京猿人用火的证据：研究历史、争议与新进展

周口店第1地点古人类用火证据是该遗址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同类遗存中最早的记录及其分析论证结果被国际学术界广

泛接受。但随着少数西方学者的质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出现

争议，其后开展的埋藏学和地球化学分析又得出进一步否定的结论。高星等对该问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发掘出土的用火证据

单的年代演化框架来解释，蓝田

人可能与南方古猿非洲种具有

某种演化上的意义。该研究为中

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内耳迷路研

究提供了形态数据，并为深入探

讨蓝田人体质特征演化上的意

义提供了参考资料（吴秀杰，张

亚盟，2016，人类学学报）。

题的研究历史做了系统的回顾、考证和分析，

并取得新的认识和突破。研究认为周口店遗址

洞穴堆积十分复杂，发掘揭露的13个层位历经

漫长的沉积过程，期间各种自然营力和人类活

动都留下过印记；不同层位、不同部位都有不

同的演化历史和不同的营力作用，形成不同的

地层堆积过程、环境演化过程和人类与其他动

物生存事件的叠加；从以前的发掘记录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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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掘出土的烧骨                              一处疑似火塘遗迹

分析结果看，周口店遗址埋藏着丰富的古人类用火证据，这些证据可相互验证和支

持。此外，还报道了20 0 9年以来在遗址堆积上部开展的新发掘与研究工作所获得的

重要进展，包括揭示出具有结构的火塘、烧骨、石灰化的灰岩块等原地用火产生的遗

物与遗迹，对相关材料的现代科技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些遗存的人类用火性质（高

星等，2016，人类学学报）。

贵州毕节发现古人类化石与哺乳动物群

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化石证据是探讨和解决现代人起源理论问题的关键。赵凌

霞课题组发表了在贵州毕节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伴生哺乳动物群研究成果。在毕节

市团结乡麻窝口洞原生堆积的砂质粘土层中发现3颗古人类牙齿，可归入“解剖学上

的现代人”或“早期现代人”。与人类化石同层位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经初步

鉴定包含8目20科43属53种，其中23种大哺乳动物；同时还筛洗了小哺乳动物化石，

经初步鉴定共30个种，均是亚热带森林型动物。麻窝口洞内人类牙齿和砂质粘土的

光释光测年初步数据为距今11. 2-17.8万年，麻窝口洞动物群的时代可能为中更新世

晚期或者晚更新世早期。动物群组合反映出亚热带森林的生态环境。麻窝口洞古人

类化石及伴生动物群的发现为论证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增添了证据，提示早

期现代人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在贵州西部高原地区已经出现（赵凌霞等，

2016，人类学学报）。

      毕节麻窝口洞  毕节麻窝口洞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            麻窝口洞灵长类化石                             麻窝口洞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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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研究团队在该研究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发表Nature论文5篇（第一作者1篇，

我所为第一单位），Nature Communication论文1篇（第二作者），PNAS论文1篇（第三作

者）。作为国际科学家团队的成员之一，付巧妹研究员所在的国际研究小组利用几种不

同的遗传分析方法，确定大约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发生了基因交流事件，

取得了重要突破，该项研究成果于2月17日发表于Nature期刊。该研究是第一次通过遗传

证据发现一些现代人类可能很早已离开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并与欧亚大陆古老的古

人类基因混合，混合发生的时间早于当今生活在欧亚大陆的现代人祖先从非洲迁出的

时间。5月，我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Nature发表了题为“冰河时期的欧洲人群历史”的

Article文章。该项目提取和研究了51个末次冰期欧亚不同人群个体的基因组数据，极大

扩展了此领域研究的时空框架；与以前静态分析旧石器时代晚期单一个体基因组不同，

重点培育方向一：
古DNA分析与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及迁徙扩散研究

欧亚距今距今7千年-4.5万年51个留下核基因组信息的人类个体的年代和分布（图中每个柱子对应于一个个体，

颜色代表相关遗传群体，柱高越长年龄越老（投影在背景网格的散点图显示相关样品年代。这些个体不包括所有

欧洲境内次末冰期的样品，但涵盖主要文化的遗址样品（奥瑞纳文化（Aur ignac ian cu l tu res）、格拉维特文化

（Gravet t ian cultures）、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 culture)。

图为这一突破性研究涉及到的“阿尔泰尼安德特人”

发现地——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丹尼索瓦洞穴

本项目首次揭示了该时段欧亚地区完整的

人口动态变化情况，更翔实地绘制出冰河时

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呈现出史前人类演

化的复杂性细节，揭密了人类历史鲜为人知

的过去，是该领域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被

评为“2016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之

一。此外，付巧妹研究员被Nature期刊评为

中国十大科学之星，并获得2016年度中国科

学院青年科学家奖。该方向其他有关具体进

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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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地区更新世黄土地层中的旧石器埋藏与环境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秦岭北麓及南洛河中下游地区黄土堆积厚度大，黄土-古土壤地层发育完善，

有比较连续的冰期-间冰期尺度上的黄土堆积；秦岭主脊以南各山间盆地黄土堆积

厚度不大，颗粒较细，人类文化遗存密度普遍高于秦岭以北的旧石器遗址。地层年

秦岭地区主要山间盆地旧石器遗址分布图

代学研究结果证实，距今1 .15（1 . 6 3 / 1 . 6 2？）-

0 .6 M a期间，秦岭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属旧大

陆模式I石器工业范畴。距今0.4 - 0 . 25Ma时段的

洛南龙牙洞遗址则继承了当地前期模式I旧石器

遗存的特点；距今250 - 50ka期间，秦岭地区出现

了大量模式II石器工业遗存，两面修理的手斧、

手镐和薄刃斧等工具普遍发现，说明该地区石器

工业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型过程。到晚更新世晚期

与全新世之交，秦岭南北麓可能还存在小石片石

器工业类型的遗存。秦岭地区不同阶段的旧石

器组合展示了更新世期间人类石器工业技术发

展演化的历程（Wang and  Lu ,  2016 ,  S c i enc e 

China: Ear th Sc ience）。

乌兰木伦遗址、晚期桃山遗址和小长梁遗址研究新进展

侯亚梅课题组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不同遗址材料研究中获得新进展：中期

乌兰木伦遗址在技术类型学方面，修理工具研究反映出遗址古人类在狩猎、屠宰等

方面的明显需求；在动物考古学方面，骨器、鹿角锤、切割痕的存在，证明遗址为诱

惑猎物至此实行屠宰的场所；在实验考古学方面，对石英岩的装柄实验发现和辨别

出一些有规律的微痕痕迹。晚期桃山遗址测年取得新进展：遗址不同层位年代为距

今19 0 0 0 - 50 0 0年之间，遗址工业为典型的东北亚晚更新世末期细石器，各层位文化

原料的差异和丰富的出土物（含早期陶片）对探讨我国东北地区新旧器时代过渡具有

石英岩装柄实验研究副本桃山遗址石制品 小长梁遗址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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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研究表明遗址不同层位原料与遗址周边植被变迁直接相关，说明了当时人

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此外，早期遗址研究从石料资源开发能力、打制技术分析等角

度解读了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所反映的东亚早期人类行为特征，确定中国北方三

门峡地区早更新世时期埋藏有阿舍利因素的大型切割工具（刘扬、侯亚梅等，2016，

人类学学报；Zhang L ,  e t  a l ,  2016,  Quaternar y In ternat iona l；Yang,  et  a l ,  2016, 

PloS one）。

贵州马鞍山遗址骨角制品研究取得进展

贵州桐梓马鞍山遗址出土的17件骨角

器来源于遗址上部堆积的多个层位，其中相

对较早的第6、第5层出现的工具类型包括骨

锥、骨矛头及楔形器等，这是迄今为止我国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同类骨角制品（碳14校正

年龄为35 -34 cal  kyr BP）；相对较晚的遗址

第3层（碳14校正年龄为23 -18 ca l  kyr  BP）

则以鱼镖、箭头等骨质工具为其代表。研究

团队以“操作链”的动态视角较为系统地观

察、探讨了上述骨角制品的选料、取坯、制

作、使用、维护及废弃等工艺流程及其所透

晚更新世中国古人类的广谱适应生存

在全球气候变化频繁的晚更新世晚期，中

国古人类在生存行为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

化。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水洞沟遗址与南方

马鞍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考古学研究表明，

古人类的食物广谱化过程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源

强化现象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记录中

是客观存在的：相对于此前以大中型有蹄类动

物为主要猎捕对象的狩猎策略而言，这一时期

的古人类在其食谱范围中更多纳入了体型相对

更小的动物类别；与此同时，古人类在大中型猎

物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强

趋势。然而，在古人类广谱适应事件的潜在驱动

力方面，这两个遗址之间却有着较为重要的差

别（Zhang, et  a l .  2016, Sc ience China: Ear th 

Sc iences）。

古人类肢解、食用中小型动物的

     考古学证据（人工痕迹）

马鞍山遗址出土的骨角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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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来的古人类技术水平与认知能力。这一发现为探讨骨角器在非洲与欧亚大陆的

起源与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马鞍山遗址较晚阶段的骨角制品中开始出现了

新的工具类型，表明古人类生存模式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为重要的改变，开始

将小型哺乳动物以及鱼类资源更为频繁地纳入他们的食谱范围，体现出了较为明显

的广谱型食物获取趋势及生存模式（Zhang et a l .,  2016,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 ience）。

新石器时代的叶葬文化：基于植硅体证据

丧葬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丧葬文化的重建可以反映传统文化的等级

观念、宗教观念和人伦关系等，是揭示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陕北神圪垯

墚遗址有迄今陕北地区发现的史前规模最大的墓葬M7（M7人骨AMS14C年代为3825 -

3615 ca l  a  BP）。就其墓主人身上和周边保存有红色颜料和黑色残留物是否是一种

丧葬习俗问题，吴妍系统采集了红色颜料和黑色残留物样品，并进行了拉曼光谱和植

物遗存分析。拉曼光谱分析显示散落在墓主人骨架周围的红色颜料是朱砂。发现了

大量特殊形态的植硅体，经与现代样品植硅体数据库比对，确认这些植硅体源自紫

草科植物的叶子，显示了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开始在墓葬中用植物叶片加以覆盖的丧

葬形式，可能指示了对该类植物的“崇拜”或药用价值的认可。该研究深化了人们对

史前丧葬习俗的认识，并有助于探讨新石器时代可能出现的社会等级和复杂化的关系

（Wu et a l .,  2016, Microsc.  Res. Tech）。

墓 葬 M7红色颜 料 与黑色残留物 ( a ) .神圪垯墚 遗址墓 葬 M7

墓主 人仰身直 肢，其 右侧 椁外 陪 葬侧身相对的成 年 女 性；

( b ) .  墓主人概况；(c ) .墓主人身上和周边的红色颜料和黑色

残留物; (d ) .红色颜料和黑色残留物概况

( a )  ( c )  拉曼光谱分析红色颜料；( b )  ( d )  拉曼光

谱分析结果显示红色颜料是朱砂



172016 年报

重点培育方向二：
脊椎动物化石高精度数字成像与功能形态学研究

科研进展

   2 016年研究团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同时与中科院高能所、南古所、地质

所等单位开展了多次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其中，通过比较与鸟类亲缘关系较近

的恐龙和真正鸟类尾的特征，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鸟类扇形尾的起源与

早期演化，成果发表在Cur ren t  B i o l o gy（邹晶梅等）；基于一种早白垩纪食鱼的

反鸟类化石，通过分析其食丸的成分，揭示了现代鸟类消化系统具有的某些特征

在鸟类多样性分化的早期即已出现，相关成果发表在C u r r e n t  B i o l o g y；通过研

究Chongming ia  zheng i系统位置，发现了一个新的基干鸟类支系，利用古组织学

等手段，揭示了鸟类的飞行起源经历了多种形态与功能的演化“试验”，相关成

果发表在S c i en t i f i c  Rep o r t s（王敏等）；通过利用最新获得的特征矩阵分析，发

现鸟类早期分化不同特征在不同支系中的演化速率是不同的，相关成果发表在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 iety,  B；结合现生鳄鱼的解剖，研究了肋骨钩状突

的起源问题，在国际古脊椎动物学年会上做了口头报告（舒柯文等）。通过对早渐

新世的笔尾树鼩化石研究，并就始新世－早渐新世转换期亚洲低纬度地区的生态

环境进行了讨论，相关成果发表在Sc ien t i f i c  Repo r t s，Sc ienc e杂志对这项研究

进行的重点介绍（李强等）。关于灵长类始新世－渐新世的研究，揭示了全球变化

对灵长类演化轨迹的影响，提出演化滤器理论，相关成果发表在Sc ience（倪喜军

等）。方向责任人倪喜军多次参加高能所组织的关于新光源应用的学术交流活动，

介绍古生物学对同步辐射光源的前沿应用成果，向合作方阐明古生物学对于同步

辐射光源的需求并不是简单的应用需求，而是具有极高理论和技术挑战的需求。

目前我所与高能所、北京综合中心正在积极按计划推动“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

科研创新平台项目“古生物化石与人类遗存综合成像与测试平台”的立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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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执行一年来，研究团队已在新生代哺乳动物关键类群的演化及其环境背景的研

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内蒙古二连盆地始新世阿山头组上部发现一个柯氏犀

类新种退化祖犀（Pappaceras meiomenus），首次揭示了柯氏犀类颅基部的形态特征，

支持柯氏犀类是典型巨犀类祖先类型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早期犀类演

化历史的传统认识（王海冰等）；描述了属于恐剑齿虎（Machairodus horribilis）的最大

科研进展

重点培育方向三：
哺乳动物演化与新生代陆地生态系统变迁

剑齿虎头骨，解剖特点指示其混合了原始和进步的形态特征，它只能捕猎相对较小的动

物，表明在剑齿虎中也存在不同的捕杀方式，揭示了导致它们功能和形态多样性镶嵌进

化的另一种机制（邓涛等）；发现于宁夏同心中中新世丁家二沟地点的一类保存精美的

铲齿象科化石集群以11个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相当完整的个体为代表，具有铲状的下颌和

下门齿，然而其上门齿不论在任何性别和年龄段均缺失，这一特征在象型类中为首次发

现，揭示了象型类在其早期演化过程中形态和生态的多样化分异（王世骐等）；在西藏

札达盆地发现的新属种喜马拉雅原羊（Protovis himalayensis）不仅将羊类的化石记录

扩展到青藏高原的上新世，并且提出青藏高原，可能还包括天山-阿尔泰山，代表了盘羊

的祖先生活地区，这一基干类群是所有盘羊现生种的最近共同祖先，并与冰期动物“走

出西藏”的起源理论一致（王晓鸣等）；对内蒙古中部发现的新近纪啮齿动物化石进行

了详细研究，记述大量新属种，探讨了啮齿动物各科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演化历史，推

测了不同地质时期的生态环境，诠释了这一地区啮齿动物的多样性和地层意义（邱铸鼎

等）。其他有关具体进展如下：

左上：早期犀类的系统演化关系

右上：恐剑齿虎与其主要猎物

        平齿三趾马的体型对比   

左下：赵氏隐齿象化石

        及生态环境复原图

右下：盘羊的起源与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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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二连盆地始新世啮型类研究进展

对二连盆地额尔登敖包剖面上红层中的仓鼠类

和跳鼠类化石进行了研究，发现该层位共有仓鼠2属3

种、跳鼠3属5种，其中3个新种。这些化石是该层位啮

齿类化石的首次发现，通过与亚洲和欧洲仓鼠、跳鼠

类化石对比研究，认为该层位时代接近始新世与渐新

世界线，为我们了解始新世与渐新世之交全球降温事

件大背景下，仓鼠、跳鼠类的演化及在不同大陆之间的

扩散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L i  e t  a l . ,  2016 ,  P los 

One; L i  et  a l .,  2016,  H istor ica l  B io logy）。通过对乌

兰胡秀地点的啮齿类和兔形类进行研究，发现该地点

A 中亚考察团额尔登敖包剖面 B额尔登

敖包剖 面“中白”层、“上 红”层 和“上

白”层在野外的出露

下部的动物群与其他地点伊尔丁曼哈组中的化石组

合接近；上部地层中的动物组合与沙拉木伦组中的

接近。根据动物群的对比划分了该地区地层时代，并

完善伊尔丁曼哈期、沙拉木伦期哺乳动物面貌（L i  e t  

a l .,  2016, Acta Palaeonto logica Polonica）。

左图为Eucr icetodon wangae  s p.  nov.的头骨、上、下颊齿及门齿

内蒙古中部中新世最晚期三趾马化石的新发现

在内蒙古中部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的晚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了笨重三趾马亚

属（B a r y h i p pa r i o n）的契考三趾马（H i p pa r i o n  t c h i ko i c u m）。下颊齿深入的外

谷和圆润的双叶表明契考三趾马是欧亚大陆上的原始种类，两种北美的三趾马

H i p pa r i o n  s h i r l ey i和H . teh o nens e也具有上述特征，它们可能是笨重三趾马的

祖先类型。新发现指示了笨重三趾马在欧亚大陆的扩散：它在最晚中新世最先

出现于华北，然后向北扩散到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在上新世向西迁徙，经

过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到达欧洲；在外贝加尔一直残存到早更新世。契考三趾马

在内蒙古中部的发现扩大了这个种的分布范围，并且连接起其在山西东南部和

蒙古的分布区。契考三趾马在时代上早于笨重三趾马亚属的另一个种意外三趾马

（H ippa r i on  i ns per a tum），前者发现于山西榆社盆地的马会组顶部，而意外三

契考三趾马化石及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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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蓝田晚中新世羚羊化石研究

Gaze l la羚羊是“三趾马动物群”中常见成员，在晚中新世至更新世地层中广泛

分布，演化速率相对较快，具有重要的生物地层学及生态指示意义，但在我国尚未

有保德期之前的化石报道。磁性地层学资料显示发现于陕西蓝田灞河组中部的羚羊

化石的时代为晚中新世灞河期。根据发现的标本装架起第一个完整的Gaze l la羚羊

骨架。形态对比与测量数据研究表明，蓝田标本与巴基斯坦西瓦里克发现的Gazel la 

最大的剑齿虎折射其家族的镶嵌进化

采自 甘 肃 武 都 晚中 新 世 晚 期 三 趾马 红 土中 的 一 件 大 型 雄 性 恐 剑 齿 虎

（Machai rodus hor r ib i l is）头骨，其顶线长度达415毫米，超过此前所有已知的剑齿

虎头骨。解剖特点指示恐剑齿虎利用其犬齿穿透至咽喉并造成大量失血来捕杀猎

物，就像在更进步的剑齿虎中被推断的行为。然而，恐剑齿虎具有发达的前、后关节

突，使其连接头骨和下颌骨的关节窝变得非常深，因此其下颌开启的角度受到限制，

只有约70°的中等水平。尽管恐剑齿虎具有所有剑齿虎中最大的头骨，但混合了原

始和进步的形态特征，其捕猎行为既不同于现代的大型猫科动物，也不同于锯齿虎

（Homother ium）和刃齿虎（Smi lodon）等更进步的剑齿虎。恐剑齿虎只能捕猎相对

较小的动物，四肢短小、奔跑较慢的平齿三趾马（Hippar ion p la tyodus）可能是其主

恐剑齿虎头骨化石 恐剑齿虎捕猎场景

l y d e k k e r i 非常相近，而不同于欧洲晚中新世常见的

Gaze l la各种以及我国发现的种类。从肢骨的形态分析

与测量比例数据来看，Gaze l l a  c f . l ydekke r i适合快速

奔跑运动，可能生活在相对开阔的环境中，与灞河期动

物群的生态类型以及与灞河组沉积学、同位素地球化

学等研究所指示的相对干旱、半干旱的开阔草原环境

相一致（张兆群、杨睿，2016，古脊椎动物学报） Gazel la羚羊化石标本

趾马产自高庄组和麻则沟组，契考三趾马的首次出现年龄约为6 0 0万年。与宝格达

乌拉的玄武岩年龄以及三趾马层之下的小哺乳动物所代表的时代相结合，证实内

蒙古中部的契考三趾马的年龄也为距今6 0 0万年前（Deng e t  a l . ,  2016 ,  H is to r i c a l  

B i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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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夏盆地的粗壮柱铲齿象的研究

柱铲齿象（Konobelodon）是扁齿象科形态上最进步的一个属，广泛分布于欧亚

大陆、非洲、和北美，最早关于此类材料的报道可以追溯到1857年。然而，由于材料

一直比较破碎，这一类动物一直与几个相关的属，如Tetra lophodon、Amebelodon、

P l a t y b e l o d o n混淆。直到19 0 0年才提出了Ko n o b e l o d o n这个名称，且当时只是作

为Amebe lodon的一个亚属，仅限于美洲的材料。到2014年才把欧洲的材料归入本

属。而在临夏盆地晚中新世，有大量的Ko no b e lo do n存在，包括各年龄段的头骨，

下颌和头后骨骼。之前这些材料被简单鉴定为Tet ra lophodon exo le tus。王世骐等

通过形态对比辨认出了Konobe lodon，

并建立了新种K . r o b u s t u s，这一名称

来源于其头后骨骼非常粗壮的特征。

甘肃临夏盆地的 K . r o b u s t u s 出现在

晚中新世的最早期，在形态上比欧洲

K . a t t i c u s和美洲K . b r i t t i都要原始，代

表了本属的最早期分化，并有重要的

生物地层学意义（Wa n g  e t  a l . ,  2 016 , 

Geodivers i tas）。
粗壮柱铲齿象的化石及闭合肌组复原图

内蒙古乌兰塔塔尔渐新统地层学研究进展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兰塔塔尔动物群是中国陆相哺乳动物分期乌兰塔塔尔期

的代表性动物群，但已有的化石没有准确的地层标定，所有该地区采集的化石被集

合在一起为一个动物群。新的化石发掘与地层学工作表明乌兰塔塔尔剖面厚度超过

1 0 0米，可识别出渐新世 1 4个岩

石地层单元，连续的哺乳动物化

石记录涵盖了渐新世大部分的时

间段，为始新世/渐新世之交关键

时期哺乳动物演化提供了准确的

地层框架（Z h a n g  e t  a l . ,  2 016 , 

Comptes Rendus Palevol）。

内蒙古乌兰塔塔尔渐新统地层剖面

要猎物。新证据表明，即使在最大的具剑形犬齿的食肉目动物中也存在不同的捕杀

方式，并揭示了在剑齿虎中导致功能和形态多样性镶嵌进化的另一种机制。随着环

境和猎物的演变，在剑齿虎的整个历史中捕猎行为很明显独立地进化了多次（Deng 

et  a l .,  2016, Ver tebrata PalAsiat 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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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方向四：
新近纪以来环境演变与脊椎动物演化研究

科研进展

大连骆驼山金远洞远景

山阳剖面沉积相与沉积特征

大连市复州湾骆驼山金远洞古人类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展

对大连市复州湾骆驼山金远洞古人类遗址进行了第三次系统发掘，采集动物化

石上万件，查明大型哺乳动物有50多种以及小型哺乳动物40多种，包括东北地区首

次发现的纳玛象、泥河湾巨颏虎、桑氏硕鬣狗、德宁格尔洞熊、中国长鼻三趾马、泥

河湾披毛犀和巨副驼等。完成了古地磁年代的测定和孢粉分析工作，初步确定其地

质年代属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距今约160 - 50万年。发现了一批燧石、砂岩、脉石英

等不同石料的疑似人工石制品，大量有明显砍砸痕迹的动物骨骼以及“火塘”等古

人类用火的遗迹。金远洞堆积可能保存了东北地区时代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

山阳盆地白垩纪/古近纪界限（K-Pg界限）及环境演变研究进展

针对白垩纪-古近纪之交的气候环境演变及重大环境事件等重要科学问题，

2016年4 - 5月，选择陕西南部山阳盆地中出露良好且可能保存K-Pg界限的寺沟沉积

序列，剖面厚约320米，共采集3210份沉积物样品，磁化率测试结果显示K-Pg界限

下部存在数次磁化率异常增强事件，将继续开展元素地球化学、同位素和孢粉分析

工作，深入了解K- Pg界限陆生植被演化及气候环境突变过程，为恐龙等脊椎动物灭

绝的原因研究提供宝贵材料。

 北方草原起源及哺乳动物协同演化研究进展

北方草原（北半球温带草原带）的起源与扩张是新生代重要的生态环境事件。

亚洲内陆地区被认为是北方草原渐新世-中新世起源的核心地区，2016年5月，古环

境演化研究室的周新郢和吴妍副研究员赴新疆阿勒泰地区采集了夺勒布勒津及铁

尔寺哈巴台剖面，已分析10 0余个孢粉和元素地球化学样品，为重建新近纪以来亚

洲内陆草原植被特征及其与哺乳动物演化的关系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232016 年报

科研进展

黄河中游地区气候要素的定量重建：基于黍碳同位素和木炭记录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以来黍作农业广泛存在，其炭化种子在各文化层中保

存连续且易于获取。研究发现黍δ 13C与生长期降水量（P g p）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R= 0 .75），Pg p对黍δ 13C的影响程度达到5 6 %，能够较好地记录作物生长过程中

降水量。基于关中盆地黍种子碳同位素重建了7 7 0 0 - 3 3 0 0年降水变化，出现两次

显著湿润和2次相对湿润期，夏季降水的最大值出现在5 5 0 0 - 6 0 0 0年（Yang e t  a l . ,  

2016, Cl imate of  the Past）。关中盆地多遗址点木材组合的共存因子法研究显示，

630 0 - 6 0 0 0 ca l  y r  BP，关中地区年均温为14.8℃，年降水为831.1mm，显示了暖-湿

的气候组合特征，属北亚热带气候，与黍碳同位素年降水量重建值基本一致。该研

究为了解全新世大暖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据(Sun et  a l . ,  2016, 

Holocene)。

史前早期农业活动研究取得新进展 

稻作起源与传播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水稻

植硅体分析成为获取和鉴定稻作遗存的一个重要且

有效的手段。吴妍等在海南岛史前农业活动研究中，

通过植硅体分析发现早在5 6 0 0年前，稻作农业已扩

散至海南岛，从而为稻作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

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Wu et  a l . ,  2016 , 

Quaternar y Internat ional）。

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主要农作物及杂草种子

河西走廊小麦产量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关中盆地7700-3300BP 年降水定量重建 关中盆地6300-6000 ca l  y r  BP气候估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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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集中于古生代向中生代之大转变时期，关注这一时期的脊椎动物演化

事件。在过去一年中主要集中于中三叠世的研究，进展顺利，命名了3个新属4个新

种，发表了5篇SCI文章，新鳍鱼类第二性征、卵胎生以及滤食海生爬行动物等成果

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大众广泛关注。成果如下：（1）新鳍鱼类第二性征的最早化石记

录：多饰维纳斯鱼（Venusichthys comptus）（徐光辉等）；（2）最早的卵胎生新鳍鱼

类：光泽肋鳞鱼（Pel topleurus ni t idus）（徐光辉等）；（3）最早的植食性以及海生爬

行动物：滤齿龙（Atopodentatus un icus）（李淳等）；（4）新的半水生的主龙类：梦

境滨鳄（L i torosuchus somni i）（李淳等）；(5)巴东组新的离片椎类：茅坪场远安鲵

（Yuanansuchus maopingchangensis）（刘俊）。有关具体进展如下：

科研进展

重点培育方向五：
二叠、三叠纪脊椎动物演化及其时间框架

最早的第二性征的新鳍鱼类以及最早的卵胎生的新鳍鱼类

新鳍鱼类是辐鳍鱼亚纲最大的演化支系，除了多鳍鱼和鲟鱼，其它所有的现

生辐鳍鱼类都属于新鳍鱼类。新鳍鱼类的起源和早期辐射是目前古鱼类学和进化

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云南罗平中三叠世安尼期海相地层出产大量保存精美

的鱼化石。依据30余块化石，徐光辉和赵丽君报道了多饰维纳斯鱼（Venus i c h thys 

comptus）。维纳斯鱼具有明显的性双型：成年雄鱼具有第二性征，包括雄鱼头部、

鳞片和鳍条上的尖突，以及臀鳍前面钩状的接触器。多饰维纳斯鱼代表了新鳍鱼类

第二性征的最早化石记录。根据11块化石，徐光辉和马昕莹研究命名了光泽肋鳞鱼

（Pe l to p l eu r us  n i t i dus）。它是目前肋鳞鱼目最古老、最原始的代表，比此前在欧

光泽肋鳞鱼雌性标本及其复原图

光泽肋鳞鱼雄性标本

多饰维纳斯鱼

   雌性个体

多饰维纳斯鱼

   雄性个体



252016 年报

科研进展

洲发现的肋鳞鱼类要早两百万年。与其它肋鳞鱼类相似，光泽肋鳞鱼的雄鱼具有交

配器（特化的臀鳍），用于体内受精。体内受精是卵胎生的必要前提条件，雄鱼交

配器则是卵胎生新鳍鱼类的关键鉴定特征。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卵

胎生新鳍鱼（Xu and Zhao,  2016,  Sc ience Bul le t in；Xu and Ma,  2016,  Sc ience 

Bul let in）。

滤齿龙（Atopodentatus unicus）是一种具有

特殊牙齿形态的滤食性三叠纪海洋爬行动物。

在早先的研究中，由于化石保存原因，其特异的

头骨形态并未得以正确认识。李淳等人通过两件

保存完美的化石标本重新复原了这种动物的头

骨结构，其夸张的横向加宽现象此前仅在极少数

鱼类和史前两栖类中偶有出现，这是爬行动物中

的首次记录。此外，滤齿龙口腔中三种不同形态

的牙齿分别用于啃食和滤食藻类，是植食性海洋

爬行动物的最早记录，同时进一步说明早期海洋

爬行动物适应辐射的多样性超乎想象（Li et al., 

2016, Science Advance）。

最早的植食性海生爬行动物

 三叠纪一新海洋主龙型类：梦境滨鳄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主龙类的基

干成员基本上是陆生动物，近些年

的发现表明某些基干主龙类以及主

龙型类是半水生的。李淳等人报道了

云南富源法朗组竹杆坡段发现的一

具几乎完整的骨架，命名为梦境滨鳄

（Li torosuchus somni i）。这种动物长

约两米，全身被甲，颈粗尾长，口中利

齿参差，四肢短小壮硕并且具蹼，是史

前近岸海洋环境中凶猛的掠食动物。

梦境滨鳄（Li to rosuc hus somn i i）化石及复原图

滤齿龙（Atopodentatus unicus）化石及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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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骨骼特征与半水生生活方式一致。研究显示这种动物属于非常原始的主龙型

类，并且与北美的Vancleave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研究表明主龙型类（包括主龙类）

在其历史的很早阶段就已经开始半水生的海洋生活（Li et  a l .,  2016, The Sc ience 

of  Nature）。

中国的短吻鳄的研究

为了解决短吻鳄的历史生物地理问题，查明扬子鳄的祖先是何时迁徙到亚洲，

需要解决短吻鳄的分类以及系统发育关系。刘俊课题组汪衍胤等人重新研究了原

来归入始猛鳄（Eoal l igator）的存义始猛鳄与怀宁始猛鳄。研究结果表明：存义始

猛鳄应为南岭亚洲鳄的后出异名，应该废除；而怀宁始猛鳄属于短吻鳄类，被重

新命名为Pro toa l l i ga to r  hu in ingens is。目前中国已知的短吻鳄有四种，它们是多

次由北美迁徙到亚洲（Wang et  a l .,  2016, PeerJ）。

怀宁始猛鳄Protoa l l i ga to r hu i n i nge ns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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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曲靖周边志留纪潇湘脊椎动物群鱼类化石发掘

2 0 16年朱敏课题组在曲靖周边地

区的志留纪地层中开展鱼类化石的发

掘工作，从2月底一直到12月底共持续

工作3 0 9天，先后有11名课题组成员轮

流参加了野外发掘工作，共采集鱼类化

石标本重约5吨，化石材料涵盖了早期

鱼类的各大类群，既有大型的盾皮鱼

类，又有原始的硬骨鱼类、以盔甲鱼为

代表的无颌类等，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重

要演化意义的过渡类型。

2．广西郁江-邕江流域下泥盆统含鱼地层考察及鱼化石发掘

2016年11月中下旬，赵文金课题组对广西郁江—邕江流域广泛出露的早泥盆

世地层进行了野外考察，分别在五合、仙葫、五象岭及贵港莲花山等地的莲花山

组、那高岭组及郁江组中发现较为丰富的鱼化石，并开展了鱼化石的野外发掘工

作，采获了一些盔甲鱼类、盾皮鱼类、硬骨鱼类等鱼化石的新材料，在进一步丰富

早泥盆世脊椎动物多样性的同时，为早期脊椎动物一些重要类群的起源与演化、

含鱼地层的对比以及古动物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古鱼类学新证据。

（二）重要野外工作进展

云南曲靖志留纪鱼类化石野外发掘现场

云南曲靖志留纪鱼类化石新材料

                      广西早泥盆世鱼类化石新材料

A，产自莲花山组的盔甲鱼类；B，产自那高岭组的肺鱼类；

C，产自那高岭组的肉鳍鱼类；D，产自郁江组的盾皮鱼类

广西早泥盆世莲花山组野外化石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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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疆侏罗系野外考察

2016年6月至7月，徐星课题组一行15人在新疆五彩湾、天山北麓进行了为期5

周的野外考察，主要采集了准噶尔盆地侏罗纪陆相地层中的爬行动物化石。野外

队在卡拉麦里保护区的五彩湾扎营约3周。化石层为中晚侏罗世石树沟组；岩性为

红色、灰白色、灰绿色砂岩，上部含砾岩。石树沟组下部产出甲龙类和角龙类恐

龙、鳄类、龟鳖类、原始两栖类、兽孔类等；石树沟组上部产出兽脚类和蜥脚类恐

龙、蜥蜴、龟鳖类等。此外，野外队还考察了周边具代表性的中生代化石剖面，如

大红沟剖面和“九龙壁”产地大黄山剖面。共采集标本70余件，现正进行修理、入

库。目前修理完毕、在研标本包括保存完整的孙氏鳄和早期肉食类蜥蜴。

新疆哈密翼龙动物群考察

2 016年10月至11月，汪筱林团队对新疆哈密地区

天山南北的中生代沉积地层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野

外考察。在天山以北的伊吾地区，首次发现尚未被破

坏的“侏罗纪化石森林”，有约40多层连续出露的原位

保存的树化石上千棵；在由雅丹组成的白垩系地层中

第一次发现脊椎动物化石。同时，对天山以南的白垩系

地层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发掘，并深入戈壁深处，不但

发现多个新的翼龙和恐龙化石富集区域和层位，而且

采集了包括翼龙头骨及恐龙在内的脊椎动物化石近6 0

件。这次野外期间，还为哈密博物馆采集了一件从雅丹

坍塌下来的大型标本（重约16吨），有大量哈密翼龙头

准噶尔孙氏鳄新标本                                        五彩湾化石点                                           野外考察队   

采集大型翼龙标本

后骨骼和1 0多个头

骨，标本将作为院

地合作的成果之一

在哈密博物馆广场

永久展出。

哈密野外科考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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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莱阳恐龙发掘与古生物夏令营

自20 0 8年以来，我所与莱阳市政府合作，在莱阳地区进

行了持续的考察与发掘，并协助地方政府成功申报建成了莱

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及古生物博物馆，并于2016年先后开

馆和揭碑开园。今年在野外期间，科考队还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科普活动，接待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生物夏令营，开展

了包括化石寻找、采集、打包、修理等丰富多彩的野外实践

活动。

5．青藏高原考察

2016年7月至8月，邓涛带队组织多家单位近3 0位科研人员考察了西藏吉隆盆

地、阿里地区札达盆地，以及藏北伦坡拉和尼玛盆地。全队察勘了吉隆盆地的沃马

剖面，重访了三趾马的出土地点，并首次采集到鱼类的牙齿和骨片化石。结束吉隆

的考察后，全队继续西进，途中采集现生裸鲤用于对比，采集水样和腹足类标本用

于同位素分析。到达札达后，全队考察了盆地中观景台、萨让沟、香孜等地，采集了

一批哺乳动物、鱼类和大植物化石。较之往年，化石数量更为可观，不少门类化石

保存更全，更具科研价值。

按照预定计划，7月25日全员分作两队。邓涛和倪喜军等留驻札达继续工作至

札达盆地

 化石采集（第3层）

化石现场保护   发掘现场（第5层化石富集层）

古生物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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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坡拉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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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塔里木盆地考察

塔里木盆地的麻扎塔格剖面是盆地内部唯一出露中新世至上新世地层的地

点，其准确年代对于限定塔里木盆地开始出现风沙沉积的时间非常重要。目前对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形成年龄争议颇大，主要原因在于对该剖面的古地磁结果的

对比方案的差异。为了进一步厘定该剖面的古地磁对比结果，非常有必要再次对

该剖面开展综合考察，寻找更多的哺乳动物化石线索。2016年5月由邓涛带领我

7月31日，后回程沿南线经日喀则、林芝、然乌等地一路采集同位素样品，因塌方

断路而放弃了川藏线东段的采样。另一组则由吴飞翔和王世骐领队，历经3天抵达

藏北尼玛，短暂工作后转战伦坡拉。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考察队发掘伦坡拉盆地

达玉山附近的化石点，收获不少鱼类、植物和鸟类羽毛化石，其中不乏未知的新类

型。伦坡拉的工作之后，考察队折回尼玛。重点踏勘了桑千山以东至吴如错以北出

露良好的含化石层段。化

石采集有突破：比已知化

石层更低层段找到了鱼类

和植物化石，鱼群组成有

不同；出现了环境指示意

义较强的新的化石类型。

 塔里木盆地

达玉剖面的构造和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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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甘肃武山盆地、兰州盆地、民和盆地、西宁盆地考察

2 016年10月10日至19日，王世骐等

人与兰州大学联合，组织开展了甘肃武

山盆地和兰州盆地的野外工作。与兰州

大学合作的武山盆地的工作至今已有五

年左右，之前主要发现了中中新世的层

位和动物群。在这一两年，考察队共同

把剖面延续到早中新世的层位。在杨坪

地点，发现了一件残破的长鼻类颊齿化

石。虽然化石很残破，但是可能代表了

中国最早的长鼻类化石地点。通过对杨

科研进展

武山盆地

坪剖面的古地磁测年数据，这一化石地点的年代在~20 Ma，证明长鼻类在山旺期的

早期~MN3左右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果以长鼻类的出现为山旺阶下界的一个标志，

那么山旺阶的下界可以大致与海相Burdiga l ian阶一致。由于有比较可靠的古地磁数

据，又有明确的化石证据，武山杨坪剖面无疑可以作为山旺阶下界层型的重要候选

剖面。此外，在杨坪东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富集的化石地点，包括大小哺乳动物化石，

时代约在18~17Ma。

2016年10月20日至28日，应青海地调院邀请进行，王世骐等人开展了青海民和

盆地和西宁盆地的考察工作。在民和盆地来家山剖面，考察了位于中中新统通古尔

阶的化石层位，收集到了民和库班猪（Kubanochoerus  m inheens is）化石。在西宁

盆地考证了两个重要的化石地点：吊沟和八盘山。这两个地点都是安特生1921年在

中国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的化石产地，其中的长鼻类化石由Hopwood（1935）年《中

国的象化石》中发表（吊沟和八盘山分别是间型嵌齿象和维曼嵌齿象正型标本的产

地），但长期以来没有人考证过具体出处。本次考察通过当地人确认了这两个化石地

点，这对中国地质的研究史有重要的意义。对吊沟和八盘山剖面进行了地层对比工

作，发现咸水河组下段和上段之间存在一不整合面，说明咸水河组存在沉积间断。而

间型嵌齿象和维曼嵌齿象的层位均位于咸水河组上段底部，都在不整合面之上，两

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层位差别，这对于确定间型嵌齿象和维曼嵌齿象的时代有重要的

参考意义。

所10人考察队，与中科院地质所同行合作，对麻扎塔格山剖面进行了系统的化石发

掘。此次发掘过程中，正值塔里木盆地沙尘暴最频发的季节，考察队克服了南疆沙

尘暴的侵袭，在麻扎塔格剖面发现了众多化石标本，包括三趾马肢骨、偶蹄类肢骨、

象牙碎片、龟板等。考察队最后从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于库车附近发现

良好的新生代沉积露头，为下一步的考察提供了重要线索。



32 2016 年报

科研进展

9．泥河湾盆地化石发掘

20世纪20年代桑志华和德日进等在桑干河盆地的泥河湾村和下沙沟一带采集

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经德日进和皮孚陀研究后，这些化石作为经典的泥河湾动物

群，时代上可与欧洲维拉方期动物群对比。后来在桑干河盆地陆续发现了许多人工

制品地点，包括东北亚最早的人类活动地点。因此桑干河盆地成为了探索中国早期

人类演化及其环境背景的关键地区之一。董为课题组自2013年以来在桑干河盆地

连续进行野外调查和发掘，2016年5月至6月期间继续在红崖扬水站地点、庄洼地

点及钱家沙洼野牛坡地点进行了野外发掘并在野牛坡地点出土了大量的野牛和羚

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标本，为研究早期人类演化的环境背景积累了更多的材料。

8．大连骆驼山金远洞系统发掘

大连处于东北亚核心部位，是华北古动物和远古人类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迁

徙的纽带。2013年金昌柱在复州湾骆驼山进行野外考察时，发现一处富含脊椎动

物化石的洞穴堆积，称之为“金远洞”。此后，2014年至2016年我所对该地点进行

了3次系统发掘，采集到属种多样的脊椎动物化石上万件，化石保存完整，包括东

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泥河湾巨颏虎、桑氏硕鬣狗、中国长鼻三趾马和泥河湾披毛犀等

较原始珍贵的哺乳动物化石。金远洞动物群的整体性质和动物生态组合特征可与

著名的泥河湾动物群（狭义）和周口

店猿人遗址动物群相对比，地质时

代属于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距今约

16 0 - 5 0万年。此外，在金远洞的化石

层中还发现了一批疑似人工石制品和

“火塘”等古人类活动遗迹，该地点

已成为我国第四纪地质与古生物的重

要研究基地。
大连骆驼山金远洞远景

泥河湾小水沟发掘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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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中盆地龙岗寺和西成客运专线洋县范坝旧石器遗址发掘

2016年，我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继续联合发掘汉中盆地龙岗寺遗址

第三级阶地部位的堆积，发掘面积171平方米，发掘深度15.5米，发掘出土各类旧石

器制品50 0 0余件。本次发掘基本查清了龙岗第三级阶地部位旧石器遗存的埋藏堆

积状况和文化内涵。初步年代测试结果显示，龙岗寺第三级阶地遗存大约形成于距

11．贵州毕节韦家洞古人类遗址发掘 

汉中龙岗寺旧石器遗址发掘现场

汉中盆地洋县范坝旧石器地点发掘现场

2016年10月至11月，赵凌霞课题组在毕节大方县响水乡韦家洞进行了深入考察

和试掘，并获得大量古人类遗物。韦家洞遗址隶属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响水乡前进

村桥边组，与毕节市区直线相距约 25公里，与省会贵阳直线距离约150公里；此次

发掘共发现人牙5颗、近3000件石制品以及大量哺乳动物牙齿和碎骨，初步判断韦

家洞是一处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其石器技术类型不同于黔西观

音洞，对探讨西南地区古人类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今60万年至10万年之间。

2月至 6月，对“西安-成

都铁路客运专线”穿越的

洋县谢村镇范坝旧石器

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

积17 5平方米。发掘中在

原生的黄土和古土壤条带

中共出土各类旧石器制品

8 0 0余件。洋县范坝遗址是整个汉中盆地首次发掘的位于

第二级阶地的旧石器遗存，初步估计其形成年代大约在距

今14 - 3万年左右，该遗址的发掘填补了汉中盆地中更新世

末期到晚更新世阶段人类旧石器文化的时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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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鸽子山遗址野外科考收获

鸽子山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西北树新林场，地处腾格里沙漠东

南缘，贺兰山山前盆地。2016年我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

鸽子山第10地点（QG10）继续扩大发掘，在遗址东北部开辟T5发掘区，发掘面积

约20 0平米。出土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细石核、磨盘、装饰品等文化遗物/遗

迹共5822余件/处。其中在第3层底部出土一件完整磨盘；在第4层下部揭露多个

疑似为柱洞的建筑类遗迹；并在第4层再次出土3件直径不超过2mm的鸵鸟蛋皮

串珠，另采集超过20 0 0升浮选样品及数千份水洗样品。目前，鸽子山遗址正在参

评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13．水洞沟遗址野外科考收获

2016年我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了对水洞沟第2地点（SDG2）3个年

度的发掘，发掘面积约50平米，揭露了一处超过10米的剖面。出土石制品15 8 9

件，动物化石3 87件，鸵鸟蛋皮共159件，钻孔鹿牙装饰品1件，飞禽类蛋壳碎片若

干，贝壳碎片3件，疑似火塘3处，疑似染料18件。首次在SDG2发现一件钻孔鹿牙

坠饰；第一次在SDG2出土飞禽类蛋壳碎片；另出土数十件钻孔鸵鸟蛋皮装饰品。

本年度发掘首次对所有出土以2mm和1mm孔径网筛进行水筛和并对火塘、灰烬

等关键遗迹出土进行浮选，大量相关微小标本仍在整理中。

火塘                                                                 QG10疑似建筑遗迹  

钻孔鹿牙坠饰 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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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发掘和准旗考古调查

侯亚梅课题组在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进行发掘工作获得一些石制

品和动物化石；在准格尔旗发现了黄河阶地不同位置的明确的旧石器埋藏线索，

时代跨度可能较大，是未来工作新的突破点所在。

15．古环境演化研究室野外科考工作

2016年古环境演化研究室在运城盐湖、蒲城卤阳湖、榆林湿地等进行了环境钻

探工作，获取了高质量沉积岩芯，为利用生物代用指标重建气候环境变化序列提供

重要材料。收集整理了黄河中游地区5 6处遗址的人类植物学样品，在多个省份收

集动物和人骨样品约40 0件，为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基于更新世气候

左上：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发掘现场

右上：乌兰木伦遗址第2地点出土的锯齿刃器

左下：内蒙古准旗调查场景

右下：内蒙准旗调查发现旧石器层位

杨家湾1号洞穴沉积地层

杨家湾2号洞穴沉积地层

青冈县化石村剖面样品采集   青冈县化石村剖面 华龙洞遗址野外工作人员华龙洞东壁剖面

环境变化与人类起源、哺乳动物演化研究，参与安徽东至

华龙洞旧石器遗址点发掘工作并采集环境研究样品10 0多

个，对江西省上栗县杨家湾化石点、黑龙江青冈县化石点

进行了发掘和采样工作，共获得研究样品近千份。针对中

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重点开展丝绸之路早期农业传

播以及文化和文明交流研究。2 016年9月，周新郢赴乌兹

别克斯坦采集新石器时代以来17处遗址的环境考古样品，

采集全新世高分辨率湖相剖面，为中亚地区绿洲农业演

化，东西亚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以及早期人类适应研究提供

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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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研究成果获奖情况

《中国古脊椎动物志》编研工作获优评。2016年

10月，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对371个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进行了年检绩效考评。经审核项目

年检材料以及抽检部分项目，并对各项目进度、已有

成果质量、经费管理等方面进行考评打分，得分在90

分（含）以上、评为优秀的项目有126个，占34%。经

报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对评为优秀且得

分在95分（含）以上的36个项目提出通报表扬，由我

所承担编撰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志》位列其中。 《中国古脊椎动物志》

张弥曼院士荣获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张弥曼院士荣获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

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罗美

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旨在表彰在古脊椎

动物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享誉全球的资深

科学家。10月29日，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在

2016年度年会闭幕晚宴上举行了奖项颁奖仪

式，张弥曼院士获此殊荣。该奖项周明镇院

士曾于1993年荣获过，至此我所成为世界上

继哈佛大学、德州大学（奥斯丁）、堪萨斯大

学之后，拥有两位该奖得主的学术机构。

周忠和院士荣获何梁何利基金奖“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10月21日，何梁何利

基金奖在北京颁奖。周忠和院士中生代鸟

类演化研究方面取得杰出成就，荣获何

梁何利基金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付巧妹研究员入选《自然》杂志评选

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6月20日，《自然》

杂志公布了十位中国科学之星评选结果，

付巧妹研究员因其在利用古人类的遗骸

的DNA研究方面取得突出贡献，改写了亚

洲古人类演化历史而最终入选。

周忠和院士荣获何梁何利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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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在科技部、科学院以及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配合所内学科发展的需

求，在原有实验平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和升级，2016年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

   与高能物理所合作研发的板状CT实验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该实验平台将板状

层析成像技术CL（Indust r y  Computed Laminography）技术用于对古生物板状化

石的精细器官及内部微观组织进行断层扫描和三维立体重建，满足了国内外相关

学科对于古生物板状化石的无损检测及研究。运用板状层析成像技术CL显微成像

（一）重点实验室

重要科研平台年度进展

系统对大量化石样品进行无损检测，能够

精细扫描板状化石材料的内部结构及微观

组织构造，已建立了板状化石的X 射线三

维显微成像测试方法和三维成像数据库；

完成了稳定同位素测试实验平台建设工

作，可以获取高分辨率同位素信息，为全面

了解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演化及其与环境

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手段。
板状化石CT（CL）实验室

   完成了古DNA实验室测序服务器平台的搭建工作。目前，古DNA实验室二代测

序分析平台已可以实现从DN A提取、处理、测序及分析过程独立、熟练、高效地进

行，为实验室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完成了演化生物学大数据计算

实验平台的设备采购及场地施工工作，搭建高性能计算机集群计算平台，有望成为

生命演化系统树重建的一个数据中心，有效促进我所与国内其它研究单位、大专院

校开展实质性的有关生命演化系统树重建的合作研究。

MAT253p l us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数据平台刀箱示意图测序数据分析系统内部结构



38 2016 年报

重要科研平台年度进展

（二）技术室

技术室拥有我国古生物研究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技术队伍，工作任务主要包括

野外发掘、标本修理两大方面。本年度在野外发掘方面，足迹遍布全国24个省及自治区，考

察了各地质时代地层，新发现了多个重要化石点，采集了大量鱼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化

石以及旧石器等标本，尤其是组织参与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克服高海拔、缺氧等不利因素

影响，顺利完成剖面测量、样品采集和化石发掘等科考任务。室内标本修理是化石研究的重

要前提，本年度累计修理化石800余件，包括大中型标本20余件，整理石制品几千件，为科研

论文的撰写和发表提供了大量研究材料，其中精心修复的长吻麒麟鱼标本发表于Science杂

志上。除基本业务外，技术室还组织了一系列培训活动，内容涵盖地质学基础、标本绘图、CT

与电镜扫描、标本收藏与管理、化石模型制作与上色、化石修理（工具篇、大化石篇、小微化

石篇、鱼类专项）等重要方面，促进了知识交流，提升了整体技能。

野外考察 化石发掘

化石修理 业务培训

   在实验室技术支撑队伍建设方面，新建设的实验平台均配置了专业技术人员，

为研究所的科研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保障。实验室计划下一年度建设“数字-

实体模型转换系统平台”。未来还将更好整合实验室现有资源，对部分实验室进行

升级改造，不断提高实验室技术支撑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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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交流
（一）国际合作与交流

   本年度我所继续与国外同行机构保持、发展广泛的、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积极

承担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联合组织野外科考、国际组织会议和学术会议，联合培养

学科专业人才，鼓励尖子人才积极在重要国际科技组织中任职，努力创造条件引进

国际同行到所学习、工作，继续提升研究所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徐星研究员负责的基金委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生代中晚期亚洲和北美

恐龙动物群对比研究”，按计划执行。徐星研究员赴加拿大开展白垩纪晚期恐龙研

究合作交流，主要在加拿大著名化石产地开展有关白垩纪晚期的恐龙化石调查，

以探索阿尔伯塔晚白垩世地层，寻找并收集以恐龙为主的脊椎动物化石，以获取北

美白垩纪晚期恐龙资料，同时增加中国恐龙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倪喜军研究员负责的中科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始新世-渐新世亚洲南部与西

南部灵长类演化与类人猿起源研究”，按计划执行。倪喜军研究员和李强副研究员

赴美国开展亚洲与北美古新世-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研究，观察和测量堪萨斯大学

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古新世晚期和早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测量并拍照，制作

相关标本的模型，与合作者（Beard博士）一起开展有关古新世-始新世亚洲与北美

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增进了合作双方的交流，并获得一批重要的标本数据和模型。

   刘武研究员负责的中科院国际合作重点项目“中国古人类演化及其与欧洲古

人类的关系”，按计划执行。项目研究将汇集距今170万年以来中国与欧洲古人类

化石形态特征、健康状况、生存活动等方面的数据资料，重点分析更新世中、晚期

中国与欧洲古人类化石特征及演化关系、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中国古人类

与欧洲尼安德特人之间是否存在基因交流以及中国与欧洲古人类健康与生存适应

活动在化石上的证据，进而为研究论证整个欧亚地区人类起源与演化提供证据。

通过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合作研究，有望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促进中欧在古人类学

的合作。

   高星研究员负责的科技部第七批中南（非）联合研究计划项目“中国-南非旧

石器技术与古人类行为模式对比研究”，按计划执行。李浩助理研究员赴南非开展

中国-南非双边旧石器研究。研究涉及的材料来自南非北开普省（Nor the r n  Cape 

Prov ince）的Canteen Kopje早期阿舍利遗址。该遗址年代经铝铍埋藏法测年为距

今约130万年，遗址发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预制技术风格的大型石核。旧石器石核

预制技术流行于旧石器时代中期（~30 - 4.5万年），之前尚未在旧石器早期阶段发现

石核预制技术。因此，Canteen Kopje遗址发现的预制石核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旧

石器预制技术，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古人类早期演化阶段的技术以及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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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重要意义。李浩博士利用了三维扫描技术对这些大型预制石核进行扫描，

并通过相关分析软件对扫描标本进行几何形态和剥片技术的分析。

   刘俊研究员负责的科技部第八批中国-南非联合研究计划项目“中国与南非二

叠纪到侏罗纪陆地脊椎动物演化”，按计划执行。项目组成员C or w in  Su l l i van、

J ingmai  Kath leen O 'Connor研究员赴南非开展二叠纪到侏罗纪陆地脊椎动物演

化的合作研究。我所接待了南非合作单位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科研人员一行5人。

双方对中国和南非在三叠纪和侏罗纪时期陆生脊椎动物及其生活环境进行对比研

究，包括对南非三叠纪和侏罗纪时期地层的考察以及对南非三叠纪到侏罗纪时期

陆生脊椎动物标本的考察，并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研究思路，促进相关研究工

作的展开，提高我国在古脊椎动物学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这一项目对于中生代早期

动物群演化、大陆格局和环境变迁对动物群演化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进

一步加强两国在这一传统优势领域的合作。

   5月，国际古生物学会理事会（I n te r na t i ona l  

Pa laeonto log ica l  Assoc iat ion，IPA）工作会议在

我所召开，会议由现任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周忠

和院士召集，来自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瑞

典、日本、俄罗斯、阿根廷、新西兰、比利时和伊

朗等10多个国家的国际知名古生物学者参会，共

同探讨国际古生物学发展大计，促进学科发展和

国际合作。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有助于促进

国际古生物学的科技合作交流，推动学科发展，

而且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古生物学科研工作和学者

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I PA会议

   5月，我所接待了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专员一行，

双方交流了多年来科技合作进展与成果，就可能开

展的合作方向、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设想，并对法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CEO访问我所计划有关事项进行

了商讨，希望可以进一步推动开展多方面合作。

   9月，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遗传学、考

古学与人类学交叉研讨会在我所举行。来自德国马

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

大学、华大基因研究院、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相

关研究所等国内外学术机构30余位遗传学、考古

学、人类学与古环境学领域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

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殿文出席开幕式和

揭牌仪式。吴新智院士和Svante Pääbo院士共同为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访

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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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与我院联合建设的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揭牌。此次会

议促进了学科交叉与融合，推动我国古人类学研究步入国际前沿行列。

   9月，我 所 接 待了伊 朗 赞 詹 大 学（ Z a n j a n 

U n i v e r s i t y）校长一行。双方交流了多年来科技合作

的进展和成果，就可能开展的合作研究的方向、人才

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并就研究、教育和科技合作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接待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一行，双方交流了多年来科技合作的进展和成果，就

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培训、收集、

展览等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并就人员交流、标本交

换、展览合作、联合培训项目等方面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接待了英国诺丁汉市议员一行来访。近年来我所

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密切合作，在古生物科普与展示方

面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2017年诺丁汉市中国恐龙展

将是我所恐龙化石三十年后重回欧洲的重要展览，对

加强中欧文化交流、古生物科普互动将有积极意义，

双方签订了展览合约。

   11月，我所接待了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一行

来访。双方交流了多年来科技、科普合作的进展和成果，就

今后可能开展的多种形式的科研、科普合作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此次来访，促进了我所与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在文化

交流、科普互动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12月，我所接待了《自然》杂志高级编辑一行来访。

外宾为“杨钟健-裴文中”学术讲坛做精彩报告，就《自

然》杂志的发展历史和投稿流程、如何撰写科技论文，

如何选择读者群、如何简明的突出学术研究成果、如何

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揭牌

诺丁汉政府来访签约

赞詹大学来访-签字仪式

撰写投稿信，及如何面对审稿人意见和质疑退稿的方式

等内容与我所科研人员及学生进行了交流。

   此外，本年度我所执行院国际人才项目国际杰出学

者1项，国际访问学者4项，新获国际人才计划项目5项，

执行国际组织任职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资助1项。遵照国

家及我院相关外事管理规定，本年度我所科研人员执

行我院捷克、阿根廷等国院级协议交流项目、参加国际

会议、开展合作研究等出访85人次，接待捷克、波兰院

级协议、所级合作交流等来访外宾80余人次。

《Nat u re》编辑来访

国际杰出学者证书
         E r 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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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合作与交流

   2月25日，中科院古脊椎所—天津自然博物馆联

合研究中心在北疆博物院正式成立。邓涛副所长代

表研究所与天津自然博物馆黄克力馆长签署合作协

议并为中心揭牌。邱占祥院士等专家一行11人参加

了活动，并组织召开了联合研究中心首届学术指导

与规划委员会会议。为充分利用和发挥双方优势，

提高北疆博物院在国内专业领域及国际上的影响

力，促进地区之间合作与共赢发展，更好地在科学
中科院古脊椎所—天津自然博物馆联合研究中心

               在北疆博物院正式成立

研究、科学普及教育和促进共同发展等方面开展长期、稳固的合作，11月20日联合

研究中心在天津召开了2016年年会。

   8月21日至25日，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15次

学术年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科

研院所、高校、文博系统90多家单位的260余位

代表参加会议，交流研讨最新学术成果，为我国

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国

际化发展献计献策。参会代表通过讨论与交流，

促发了新的合作、新的方向、新的契机，促进我

国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的综合实力的提升，

推动我学科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方向大步迈进。

   11月5日至6日，我所主办的第二届古生物学

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

10个单位的24位优秀青年学者作了学术报告。

我所及来自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20多个科研机构和大学近300名专家、青年学者和学生参加了

本次会议。24位优秀青年学者的报告内容涵盖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各个分支领域最

前沿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质学处姚玉鹏处长在闭幕讲话中对论坛活动对

促进学术交流、促进青年学者成长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届古生物学青年学者论坛 近300名专家、青年学者和学生参加了

     第二届古生物学青年学者论坛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会间考察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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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本馆馆藏

2016年标本馆新增馆藏标本5 82 2份，其中新增模式标本78种18 0号4 41份。标

本数字化信息新录入标本13 0 9 0份；本年度共为8 6 9人次提供5 97 7件标本借阅服

务；积极参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

提交500条新增数据，完成了古生物专题“禄丰蜥龙动物群”的撰写；承担了可移动

文物的整理与上报工作，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115 5 8条数据，涵盖第四纪中国人化

石地点的人及哺乳动物化石；顺利完成“步入式恒温恒湿试验室”的安装、调试和

验收工作，为珍贵馆藏标本的存放提供了理想的储藏环境；为小汤山新增库房购置

并安装了2 .5T重型货架31组，完成了大型标本的移库工作，改善了重型标本的馆藏

条件；顺利完成20 0余件浸制标本和51组装架标本的搬迁工作，并统一存放于陆谟

克堂，极大改善了现生浸制标本的保藏条件；积极响应研究所的要求，组织编写了

《征集标本入库流程》和《征集标本申请流程》及其对应的流程控制文档。

标本馆藏与图书情报

标本馆藏与图书情报

1
2

3

4

5

6

1 .  齐陶送交标本

2. 黄万波移交标本

3. 步入式恒温恒湿试验室

4. 交换标本Khaan mckennai模型——与美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交换

5. 交换标本Homotherium nestianus模型——与法国国

    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交换

6. 李静海副院长来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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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藏书刊近10万册，典藏了一批珍

贵的专业文献。其中最早藏书可追溯至十八

世纪。在珍藏的西文图书中，仅出版于19世

纪的文献达374本。2016年，图书馆升级了

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更新了Opac发布系

统，大大提升了文献的检索速度。另外，图书

馆建立的机构知识库访问量和下载量继续

得到不断地提升。

《古脊椎动物学报》完成2016年全年4

期出版发行。2016年，学报积极约稿组稿、加大了英文比重；改进了学报封面；全文上网、免

费下载，给作者发送PDF文件；向专业论坛和国外同行发送学报文章PDF的链接，加强宣传，

新增微博、Research Gate，进一步提高了刊物知名度；获得“2016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

期刊”。

《人类学学报》完成2016年全年4期出版发行。2016年，学报顺利完成了学报编委会换

届工作；加强了学报信息化和国际化建设；学报复合影响因子略有波动，但复合总被引频次

有所上升。

标本馆藏与图书情报

（二）图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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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底，我所共有在职职工163人。其中科技人员68人，科技支撑人员69人，包括

中国科学院院士4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1人、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2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41人(含研究员37人)、副高

级专业技术人员58人(含副研究员26人)；外籍学者4人。

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研究所和学科发展建设实际需求，继续

加强了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本年度新获国际古脊

椎动物学界最高荣誉奖项——罗美尔—辛普森终

身成就奖1人（张弥曼）、新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

军人才计划2人（朱敏、倪喜军，现共有“万人计划”

计划杰出人才1人、领军人才3人）、新获聘中科院特

聘研究员3人（汪筱林、王元青、李小强，现共有我

院特聘研究员10人）、新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者1人（倪喜军）、新获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1人（付

巧妹）、新获中科院创新交叉团队资助团队1个（古

人类颅骨复原创新交叉团队，负责人：吴秀杰）、新

增政府特殊津贴享受人员2人（李小强、倪喜军）；

此外，新入选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3人（吴飞

翔、白滨、李锋）；本年度新引进青年人才7人，包括

青年研究人才4人、青年技术人才3人，其中“千人计

划”1人（付巧妹，青年千人）、百人计划C类人才2人

（易泓宇、李志恒）；新聘博士后2人，包括外籍博

士后1人。

人才队伍年龄梯次结构初步呈现优化完善趋

势。从在职职工年龄分布情况上看，此前总体年龄

结构分布呈现35岁以下青年职工和46岁及以上中老

年职工占比较高、36至45岁中青年占比偏低的“哑

铃型”结构，今年得到初步改观，“哑铃型”结构两

头峰值有所下降，中间低洼峰值有所提高，梯次结

构初步呈现出了均衡优化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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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教育

   我所现设有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地球生物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硕士

研究生培养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在站博士后3人）。2016年底，我所现

有导师6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6人。2016年在读学生92人，其中博士研究生4 4

人，硕士研究生48人，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2人，台湾籍硕士生1人。本年度我所

共录取了16名硕士研究生和14名博士研究生。与国科大地学院科教融合后，在

地学院开设为硕博生开设了7门（次）专业课，在研究所开设了2门专业课。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时/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性质

 脊椎动物进化 专业核心课 60/4 朱敏等 集中教学

现代地层学原理与

古生物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 60/4 张兆群等 集中教学

环境与生物考古 专业核心课 40/3 李小强等 集中教学

脊椎动物骨骼学 专业核心课 80/5 倪喜军等 集中教学

地史学 专业普及课 40/2 .5 王元青等 集中教学

生物进化论 专业研讨课 40/2 .5 郭建崴 集中教学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专业核心课 60/3 高星等 所级课程

古人类学 专业核心课 20（40）/1（2） 吴新智等 所级课程

         2016年，在读研究生获得多项奖励，包括院长优秀奖1人，朱李月华优秀博士

1人，地奥奖1人。国家奖学金博士1人，硕士1人。

   2016年，我所共有16位毕业生（含1名博士留学生）获得学位，其中10人获博

士学位，6人获硕士学位。毕业生就业率81%，其中博士10 0%，硕士67.7%，具体

去向为：博士：事业单位2人，博士后4人，留所1人，高校1人，出国1人，回原籍国1

人；硕士：出国1人，高校1人，其他就业渠道1人，其余3人待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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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会在2016年进行了招新重组后，组织了不同系列的主题活动。在体

育健身方面，举办了奥森公园健步走活动、参加了2016年中科院大学中关村、

奥运村篮球联赛；文化生活方面，以主持人、演员、工作人员等身份积极参与

所工会举办的迎新春联欢会，组织了“每周一片”观影活动，组织举办了迎双

旦学生联欢会；团队建设方面，参加了所党委和研究生部组织的“挥洒青春活

力，放飞梦想希望”拓展活动；生活方面，组织了“我爱我屋”宿舍及学生办

公室的卫生打扫与评比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大家业余文化生活，强健了体

魄，促进了交流，也增强了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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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研究所收入10507.43万元，含财政补助收入6612.9万元，事业收入3611.48万元，拨入

专款199万元，其他收入84.05万元。财政补助收入和事业收入为研究所收入主要来源，分别占

总收入的62.94%和 34.37%。

1. 收入情况

     2 .  支出情况分析

2015年总支出11984.37万元，其中人员支出5865.57万元，占总支出的48.94％，含工资福利

支出3619.17万元和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2245.87万元(含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住房补贴等)；

公用支出6118.8万元，占总支出的51.06％，含商品服务支出4226.48万元，资本性支出1892.32

万元。总支出比上年增加1738.54万元，增长16.97％。

资产财务状况

2016年收入分析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今年比上年

增加额

今年比上年

增长率（%）

收入构

成比例（%）

财政补助收入 7966.74 6612.9 -1353.84 -16.99 62.94 

拨入专款 208.1 199 -9.1 -4.37 1.89 

事业收入 2984.79 3611.48 626.69 21.00 34.37 

其他收入 125 84.05 -40.95 -32.76 0.80 

收入总计 11284.63 10507.43 -777.2 -6.8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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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资产构成表

                              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类别
2015

12-31

2016

12-31

今年比上年 

增加额

今年比上年

  增长率（%）

收入构成比例

（%）

货币性资产 6, 892 .74 13,750.81 6 , 8 58 .07 99.50 73.75 

其他流动资产 1, 50 5.77 1,623.60 117.83 7.83  8 .71 

固定资产净值 9,748.88 10,626 .15  877. 27 9.00  56 .99 

无形资产净值 67.06 69. 23  2 .17 3 . 24  0 .37 

在建工程 4 30.10 76 .15  -353.95 　  0.41 

资产合计 18,6 4 4 .55 26 ,145.94 7, 501.39 40. 23 140. 23 

3.  资产状况分析

2 0 1 6 年底研究所资产总额

26145.94万元，负债总额13711.55万元

（其中合同预收款12781.6万元），净资

产总额12434.39万元，。年末资产构成

情况如下：

2016年支出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 2016年
今年比上年增

加额
今年比上年
增长率(%)

各项支出占
总额比例(%)

工资福利支出 30 51.68 3619.7 568 .02 18 .61 30. 2

商品服务支出 4 255.53 4 226.48 -29.0 5 - 0.68 35. 27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 57.94 2245.87 587.93 35.46 18 .74

其他资本性支出 1280.68 1892 .32 611.6 4 47.76 15.79

合  计 10245.83 11984 .37 1738.54 16 .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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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院对外重要的科普窗口之一，2016年中国古动物馆参观人数升至25万人，

新创历史新高纪录。至2 016年底中国古动物馆微信公众号已有9 0 0 0多人关注，增

幅显著。另外在古动物馆官方网站（ht tp: / /w w w.pa leozoo.cn）首页增加了“全景展

厅”通道，其中为博物馆实景展示及中英文真人讲解。在组织科普活动和馆内展览

方面，成功组织4场”达尔文大讲堂”讲座，邀请研究所周忠和院士、倪喜军研究员、

李锦玲研究员和国家天文台郑永春研究员讲解“从鱼到人”的演化过程以及“人类

未来向哪里去”的科学故事。由周忠和院士、戎嘉余院士担任主编的《生命的起源

与演化》系列视频课程本年度开始执行，我所邓涛研究员、汪筱林研究员、王原研

究员已完成其主讲课程的录制。该系列视频课程是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发起并与中宣

部、教育部、科技部、工程院和中国科协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高层次科普活动“科学与

中国—院士专家讲座”项目的选题之一。另组织“中国古动物馆小小讲解员”、古生

A B
C

C

A 达尔文大讲堂

B "昔日巨兽"古生物复原展

C  小达尔文俱乐部在周口店、植物园活动以及云南科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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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雕塑、科学绘画等馆内培训活动，同时还在周口店、灰峪、北京植物园、云南等

地组织青少年野外化石科考活动。古动物馆还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举办了“昔

日巨兽——古生物复原艺术展”、并举办了宣传研究所最新科研成果的“长吻麒麟

鱼特展”。

所党委书记苗建明致开幕辞

首届自然历史类策展人高端专业培训班

                   结业典礼

   在科普项目实施方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作，启动拍摄108集动画片《恐龙五宝寻祖历

险记》项目；完成中国科协“科普中国”虚拟现

实互动体验——“人类进化史”项目。与英国诺

丁汉大学、圆恩基金会合作组织“首届自然历

史类策展人高端专业培训班”项目，邀请包括

大英博物馆David Francis、故宫博物院单霁

翔院长在内的八位中外专家授课，来自全国各

地的49人参加了培训。完成研究所18位专家的

讲解视频录制，为研究所留下宝贵资料，这些视

频也将用于“掌上中国古动物馆”APP项目的升

级。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合作组织

新疆维族少年“第二届边疆少年京城科普行”

项目。“中国古动物馆VR体验厅”项目成功申请

到2017年北京市科委经费并立项。邢路达、胡

晗和王维2016年完成科普图书英国古生物学家

理查德 •福提的《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的

翻译工作，王原馆长审校；王原馆长完成图

书《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中文典藏

版），此两本图书将于2017年出版。

     在巡展外展方面，组织两个国内巡展：

与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合办“飞向蓝天的恐

龙”特展；与北京自然博物馆合办“飞向白

垩纪——中国翼龙展”。另外组织了两个国

外展览：在日本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举办的

“恐龙展2016”深受欢迎，展期从原定2016

年6月延至2 017年1月；而在日本福井恐龙博

物馆举办的“恐龙的大移居”特展同样受到

追捧，展期结束后于2017年3月又继续在名

古屋科学馆延展，在日本国内掀起一股恐龙

潮。经过多方努力，2016年底与英国诺丁汉

市签约举办“中国恐龙：从撼地巨龙到飞羽



52 2016 年报

科普工作

精灵”展览，该展览将于2017年7月在诺丁汉开幕。

   在技术开发方面，为配合展览需求，解决吊点、焊点技术难题，不断突破更新，

马门溪龙的装架高度由普通4.38米提升至13米，让展览效果更为突出震撼；而在模

型制作方面，除了传统的模型制作式，开发新增了许多复原雕塑的制作，扩展了模

型制作的业务范围。

   在博物馆的策划方面，完成研究所在怀柔新馆自然馆的展览大纲修改工作以及

对澳门恐龙馆展览方案和展品清单进行了重新编写 。

   在获得奖励和荣誉称号方面，中国古动物馆获得科技部、中宣部和中国科协授

予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这是时隔六年后的再次评选，也是中国古生

物学界首次获得此类荣誉。另外，古动物馆还获得中国古生物学会授予的“全国科

普基地先进集体”称号、北京市科普基地展评三等奖和“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

首批试点单位”等荣誉。古动物馆组织撰写的《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一书

在获得第11届文津图书奖、第8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金签奖、第四届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金奖等奖励，并入选2016年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图

书，以及科技部2016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在科普期刊发行方面，《化石》和《恐龙》杂志完成了4期杂志的编辑出版。

2016年，《化石》杂志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创办了“《化石》四季系列科普”活动，

在“第三届全国地质古生物科普研讨会”上，《化石》编辑部被认定为“中国古生物

学会科普基地”；《恐龙》杂志完成了杂志新媒体认证运营，完成了期刊编辑72学

时培训及网络编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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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所党委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作用，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深入推进各项工作，为推进“率先行动”计划和“十三五”规划

的开局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加强思想建设，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学习贯彻六中全

会精神暨党务干部专题培训；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家报告会；全年安排四

个主题的党委中心组学习。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严抓实党员干部学习教育。领导班子

带头学习研讨，发言内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所党委组织多次学习辅导：《依靠学习走向

未来--“两学一做”如何学？》、《学习践行党章 做合格共产党员》、《不忘初心 根本在做》、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对促进党支部深化专题学习研讨起到了良好的指

导作用。

抓组织建设，为从严治党、发挥作用提供保障。积极探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方法，破解党

建难题。2016年以党支部换届为契机，进行了调整基层党组织架构的几项举措，从组织上改

善支部工作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等问题。将党支部书记设置与行政（业务）部门负责人设置

相融合，选举党员中层干部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由原3人调整为5人；在职党支部增设副

书记，各支部设置了党小组。在8月底，完成了职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的换届，以及离退休党

支部成员的微调。支部换届后又专门组织了党支部专题培训，为党支部结合中心工作提供组织

保障。推进党支部发挥主体作用，结合自身特点

开展活动。支撑党支部联合植物所系统进化实验

室党支部，开展党建及专业交流研讨会。重点实

验室党支部召开“两学一做”专题学习会，党支

部书记上微党课，学习《准则》《条例》等党内法

规。管理党支部组织支部党员到周口店遗址科学

家纪念园缅怀杰出先辈科学家；结合学习习近平

系列讲话，召开读书学习交流活动。扎实有序做

好基础工作，完成了上级党组织部署的党员组织

关系集中排查、党代会代表和党员违纪违法未给

予相应处理排查清理、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专项

检查、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等4项基层党建重

点任务。

落 实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责 任制，推 进 反 腐 倡 廉

建设工作。推进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工作，完成了
王庭大作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辅导报告

“两学一做”集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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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二期工作流程的复审并公布实施，逐步将风险防控领域覆盖所有主要业务领域和管理部

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学习教育，纪委书记作《解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学习贯彻<监督

条例>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报告。认真制定内审工作计划，推进实施2016年15个

课题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以及劳务费、材料费、会议费专项审计工作，召开审计结果情况通报

会，指导和督促对指出的问题及不合规情况进行整改，有效保证科研业务活动合规合法的顺利

开展。

加强对群团工作和统战的组织领导。为进一步加强离

退休工作，成立了所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加大对离退

休老同志的关爱，举办80岁以上老同志集体过生日活动，

加大特困补贴和慰问金发放力度，在建党95周年前后走访

慰问了30位老党员。抓青年工作，召开青年科技人才座谈

会，直接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重点做好解决两地分居、

子女入托入学等工作；中关村人才公寓房全部提供给青年

科研人员租用。积极推荐青年科研骨干加入院青促会，并

鼓励帮助所青促会举办“青年论坛”。关爱职工健康，办公

室配置空气净化器；在关心职工生活方面所工会发挥重要

作用，为职工申报重大疾病筛查补贴、做好职工疗养、职工

子女入幼、入学和研究员体检、为职工办理公园门票等工

作。所工会围绕中心工作，组织职工地质考察活动。各文体

协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举办了乒乓球比赛、羽毛

球比赛、职工书法绘画摄影展等，组队参加了中科院“全民

健身日”活动并获得2016年中科院“全民健身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职代会积极行使职权，特别是提案工作逐年规

范、质量不断提高。支持民主党派开展活动和参与民主管

理；支持民主党派加强组织建设，做好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的相关支持工作，做好西城区政协委员的人选推荐工作。

深化创新文化建设，促进研究所健康和谐发展。组织编印所年报，完善研究所管理制度，

推动科技管理规范化；组织参加北京分院纪念建党95周年系列活动，刘武研究员被评为“中科

院优秀共产党员”，在京区第四协作片“学党史、知党情、谈创新、促科技”知识竞赛获得三等

奖，在京区“报党恩、科学情、创新美” —-书法、绘画、篆刻、摄影和微电影活动，我所参加

了全部类别的作品参赛，共11件作品获奖，其中获一等奖2件，在全京区300多件作品获奖中，

约占获奖总数的3.7%，所工会在此活动中获得优秀组织奖；组织了职工喜闻乐见、非常期待的

2017年职工新春联欢会，整场联欢内容充实、节奏紧凑，突出了“筑梦强所 欢乐祥和”的主

题；继续做好“杨钟健-裴文中学术讲坛”和“卓越系列讲座”，活跃研究所学术交流氛围；以 

“十三五”规划制定过程为载体，将全所职工的思想统一、凝聚到研究所的发展规划上来。

问责条例解读

职工新春联欢会

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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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一月 

6日，咖啡沙龙活动在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举行，主讲嘉宾为徐星研究员，主题为

   “Analysis of the bizarre theropod Yi qi, with comments on modern science”

13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邓涛研究员，主题为“Origin and preadaptation of the 

     Quaternary Ice Age megafauna in the Tibetan Plateau”

19日“首次发现具有皮膜翅膀的小型恐龙”研究成果入选由中国地质学会组织评选的“2015年    

     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20日，我所通过了中科院工会“合格职工之家”复验考评。中科院工会“合格职工之家”复验考评组

    一行5人对我所“合格职工之家”进行复验考评。所党委书记苗建明、所工会主席张江永以及所

    工会常委参加了考评会。

    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易鸿宇博士，主题为“Adaptive traits in key transitions: 

    habitat specializations of an ancestral snake”。

21日，我所举办了离退休同志迎新春茶话会。所党委书记苗建明出席活动。苗建明代表所党政领导

        班子通报了研究所2015年各项工作成绩及“率先行动”计划实施、卓越创新中心建设进展情

        况，并代表所党政领导班子向老同志致以节日问候。离退休同志80多人参加了茶话会。

22日，所党委组织召开了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

        持，我所10余位代表人士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代表人士围绕所战略发展规划、标本采集管理、

        弱势群体关怀以及其他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多项宝贵建议。

       技术室面向所内支撑技术人员组织举办技术室技能培训系列讲座及实习活动。有关技术人员

        7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所长周忠和、所党委书记苗建明到昌平工作站慰问了在站工作人员。周忠和、苗建明一行先后察

       看了工作站标本库房、化石修理室，并为在站工作人员送去了新春的祝福。

27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同号文研究员，主题为“The Pleistocene megafauna: close but 

        different”。

28日，我所组织召开了青年科技人才座谈会，倾听青年人才成长诉求。所长周忠和、所党委书记

        苗建明、副所长邓涛及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和青年科技人才共30余人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二月
18-19日，所战略研讨工作会议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召开。会议围绕包括我所“十三五”发展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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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实施、人才队伍建设、技术平台建设和国际化进程等议题，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副所长

      邓涛分别主持。所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所学位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

       任、职代会主席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共30余人参加。

19日，值吴汝康院士诞辰100周年之际，《人类学学报》出版纪念吴汝康先生诞辰100周年专辑

     （第35卷，第1期、第2期），以纪念他为中国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做出的

       卓越贡献。

24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Matt Friedman博士（英国），主题为“Scales of phenotypic 

        diversification: from living fossils to adaptive radiations”。

25日，我所与天津自然博物馆联合建设的研究中心在北疆博物院正式挂牌成立。副所长邓涛代表

        研究所与天津自然博物馆黄克力馆长签署合作协议并为研究中心揭牌，并召开了联合研究中

        心首届学术指导与规划委员会会议。 

26日，“发现东亚最早的现代人化石”研究成果入选科技部组织评选的“2015年度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

三月
1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陈萌博士（美国），主题为“Investigating Mesozoic mammals 

        for functional morphology, ec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paleoecology”。

8日，我所与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恐龙展在日本东京开展。

9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王原研究员，主题为“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the Jehol Biota 

        and related Early Cretaceous ecosystem”。

16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董佳荣博士（泰国），主题为“The proboscidean and their 

        evolution: focusing on Stegodontidae”。

17日，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段子渊副局长来所调研，了解、指导研究所“十三五”规划中战略生

        物资源等有关工作。所党委书记苗建明、副所长邓涛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调研活动。 

        我所召开2016年工会职代会工作会议，总结工会职代会2015年度工作和部署2016年要点

        工作。

24日，“杨钟健—裴文中”学术讲坛第六期开讲，主讲嘉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日祥。讲坛报告题

       为“克拉通破坏与资源效应”，由所长周忠和主持，所领导班子成员、研究骨干、研究生等90

       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Pedro Godoy博士（英国），主题为“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the case of crocodylians”。

29日，所党委组织召开了2016年度党建工作会议。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所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党支部委员近30人参加。苗建明作了所2015年党委工作总结，通报2016年党委工

      作要点，并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计划活动重点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邓涛作2015年

       度纪监审工作报告，通报了2016年纪监审工作要点。

30日，所党委组织开展了2016年度党委中心组第二次集中学习活动。此次学习主题为“学习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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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助力‘率先行动’计划”。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所党委书记

      苗建明、所长周忠和、副所长邓涛及党委委员、所务会成员参加了学习活动。

      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吴飞翔博士，主题为“Evolution of the Cenozoic fishes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progress and prospects”。

四月
6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Ashley Heers博士（美国），主题为“Building a bird: 

       ontogenetic and 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avian body plan”。

12日，“卓越系列讲座”第五讲开讲，主讲嘉宾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祝卓宏教授。讲座报告

       题为“科学应对压力，维护身心健康”的专题讲座，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所领导班

       子、研究骨干、管理支撑岗位职工和学生1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12-15日，德国马克思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Prof. Svante Pääbo团队的分析平台负责人Rigo 

        Schultz应邀到我所访问交流，协助建设古DNA实验室测序服务器平台。 

13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刘俊研究员，主题为“Warm blood vs. cold blood: origin of 

         endothermy and homeothermy in birds”。

18日，中科院北京分院科技处管兵处长等一行来所调研我所院地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副

         所长邓涛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活动。 

20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Jonah Choiniere博士（南非），主题为“Forelimb reduction

         in theropod dinosaurs: evidence from two new Chinese alvarezsaurs”。

22日，2015年度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评选揭晓，李淳研究员撰写的《挖掘者手记》获得二等

         奖，邓涛研究员撰写的《阿里纪行——探秘雪域之巅的往昔生命》获得三等奖。

25日，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鸿钧、副局长张永清一行来我所调研，了解研究所

      “一三五”战略规划布局和实施进展情况。前沿科学与教育局综合处处长杨永峰、重点实验

       室处处长侯宏飞、地球科学处副处长段晓男等陪同调研。所长周忠和、所党委书记苗建明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调研活动。 

26日，所党委组织召开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集中学习会。所党委委员、党群处长、支部

       书记、支部委员20余人参加了会议，所党委书记苗建明就“如何学？”作了题为《依靠学习

        走向未来》的主题研讨交流报告。

       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Paul Barrett博士（英国），主题为“Turtle taxic-richness in 

        deep time and its role in modern conservation biology”。

五月
2日，Nature杂志发表了付巧妹研究团队成果，首次揭示了末次冰期欧亚地区完整的人口动态变

        化情况，绘制出了冰河时代欧亚人群遗传谱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

4日，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专员白蔓女士、科技处项目官员安龙先生来所访问。所长周忠和、所长

       助理张翼及同号文研究员、董为研究员、吴秀杰研究员等接待来访。双方就多年来科技合

      作进展与成果、合作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及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CEO计划到所访问事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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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座谈交流。 

       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高克勤教授，主题为“Research on Late Cretaceous lizards 

       from the Gobi Desert”。

6日，Science杂志发表了倪喜军研究团队成果，提出了重大环境变化事件作用于生命演化的一

       种新机理模式。

11日，为进一步增强我所管理部门职工综合管理能力，提升管理岗位人员综合素质和管理水

        平，我所面向管理部门全体职工组织了管理理念和技能专题培训系列活动。第二期专题培

       训活动如期举行，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讲。培训专题报告题为“数据分析与信息统计”。

        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Melinda Yang博士（美国），主题为“Population genetic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studying human prehistory”。

15-17日，国际古生物学会理事会工作会议在我所召开，来自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10多个 

       国家的知名古生物学者参加会议，共同研讨国际古生物学发展大计，促进学科发展和国际

       合作。会议由现任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周忠和院士召集，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杨群作为理

       事会成员参会。

20日，根据《科技部关于公布2015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的通知》（国科发政〔2016〕

        152号），李淳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朱敏团队入选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所党委举办“两学一做”集中学习会，全所有近50位在职党员、学生党员、离退休支部支委

       成员在线收看了中国干部网络学院中央党校张希贤教授主讲的题目为《学党章、强党性，

       坚定理想信念，做合格党员》辅导报告。学习会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郑州召开。会上，高星研究团队的水洞沟研究成果获中国考古学

       会评选出的“金鼎奖”，李锋获中国考古学会评选出的青年学者奖“金爵奖”。

25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Alexander W. A. Kellner博士（巴西），主题为“Dragons of 

         the air: the latest news about pterosaurs”。

31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Scott V. Edwards博士（美国），主题为“Genomics of the

         dinosaur-bird transition”。

六月
1日，《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近期公布一年来（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论文的社会影

       响力得分（Altmetric score），我所囊括《自然》指数2015年社会影响力（Altmetric）中科院

       单位前五名。

12日，北京分院第四协作片单位在我所举办研究所干部培养经验交流会。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

       建明主持。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京区党委副书记房自正，组织员刘松林、北京分院干部处

       处长欧云以及协作四片各研究所党委书记、副书记等21人参加了交流座谈会。

16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Chris Johnson博士（澳大利亚），主题为“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xtinction of Pleistocene megafauna”。

大事记

58 2016 年报



592016 年报

17日，所党委组织开展了2016年度党委中心组第三次集中学习活动。此次学习活动主题为“深

      入学习党史、党章、党规，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 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所

     长周忠和、副所长邓涛及党委委员、所务会成员参加了学习活动，北京分院第四协作片组织

      员刘松林到会指导。

20日，付巧妹研究员入选《自然》杂志评选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 

22日，根据《关于印发〈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通知》公布的第二批国家“万人计

       划”领军人才人选名单，朱敏入选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倪喜军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3日，所党委组织召开了党员干部“两学一做”专题学习会。所党委委员、党员干部、支部书记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会上，苗建明传达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安全的重

      要论述精神，并根据《中国科学院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督促检查“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开展情况的通知》精神对我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

      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Alison Betts博士（澳大利亚），主题为“The Neolithic of 

      Kashmir”。

28日，2016年中科院优秀科普图书评选结果公布，由王原研究员、舒柯文研究员和楚步澜博士

      合作撰写的中英文科普图书《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入选中科院2016年优秀科普

      图书。

29日，所党委组织召开了“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党员大会暨“两学一做”专题党课报告会。所

       党委书记苗建明同志作了题为《学习践行党章，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专题党课报告。 

七月
7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Fernando Abdala博士（南非），主题为“Diversity and 

        ontogeny of basal cynodonts from South Africa”。

8日，我所与日本福井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恐龙展在福井开展。

10日，由王原研究员、舒柯文研究员和楚步澜博士合作撰写的中英文科普图书《征程：从鱼到人

         的生命之旅》荣获台湾第八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金签奖（原创类）。

八月
10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Susan E. Evans博士（英国），主题为“Odd amphibians in 

         East Asia”。

15日，刘武研究员领导的课题组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16日，我所在正式签署《科技大厦交接确认书》，即日起科技大厦九层、八层部分及地下车库等

         建筑正式交付我所。

21-25日，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15次学术年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顺利召开，会议由我所和大

        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大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大庆市博物馆承办。来自全国各科

        研院所、高校、文博系统90多家单位的26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30日，所党委组织召开了“两学一做”第三次专题集中学习会。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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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处处长、支部书记和委员共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会上，

     苗建明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作了题为《不忘初心，根本在做》的

     党课报告，纪委书记邓涛作了《解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报告。 

九月

1日，朱敏研究员、付巧妹研究员分别获得中科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资助。

1-2日，研究生开学典礼暨新职工入所教育活动在所内举办。2日上午举行了研究生开学典礼，

     所长周忠和、所党委书记苗建明、副所长邓涛、部分导师、研究生、新入所职工和博士后等60

     余人出席了典礼活动。

5日，新建古生物标本库第五次会议在所内举行，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副所长邓涛等10人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经研讨对去年编写的项目建议书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和要求。

5-7日，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遗传学、考古学与人类学交叉研讨会在我所举行。来自德

     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大基因研究院等国内外学术机构的遗传

     学、考古学、人类学与古环境学领域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上举行了分

    子古生物学实验室（中科院与德国马普学会联建）揭牌仪式。开幕式由副所长邓涛主持，马普

     进化人类学研究所Svante Pääbo院士、周忠和院士分别代表合作双方讲话。中科院国际合

     作局副局长曹殿文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9日，伊朗赞詹大学校长Khalil Jamshidi教授、副校长Abolfazl Jalilvand教授、国际科技合作部

     部长Esmail Karamidehkordi教授等一行来所访问。所长周忠和、所长助理徐星、张翼等

     接待来访。

13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王俊杰博士，主题为“同步辐射在古生物研究上的应用”。

18日，《中国古脊椎动物志》编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

19-20日，周忠和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四

     亿年以来中国陆地生物群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结题验收会议在北京召开。该项目最终获

     评为优秀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

22日，英国诺丁汉市议员David Trimble、文化局局长Ronald Inglis及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王琦副

     教授、韩娜女士等到我所参观交流，并签订了2017年英国诺丁汉“中国恐龙：从撼地巨人到

     飞羽精灵”展览合约。

27日，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Bruno David、科研部主任 Sylvie Rebuffat、收藏部副主

     任 Pierre-Yves Gagnier、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 Pierre Lemonde、科技专员 Sophie De

     Bentzmann和科技处项目官员 Florent Anon等一行来所访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

     华、欧洲合作处业务主管陆晓风、所长周忠和、所长助理张翼及朱敏研究员等接待来访。

28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吕君昌研究员，主题为“Hunting dinosaurs from 

     southwestern Gobi of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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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9日，我所“十三五”发展规划及任务书等材料正式上报中国科学院。

12日，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静海一行来所调研并参加了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中科

       院发展规划局副局长黄晨光、规划管理处处长陶诚、副研究员张月鸿、办公厅秘书处王小

       伟、北京分院组织部部长蔡晨曦等陪同调研。所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室主

       任参加了学习调研活动，中心组学习会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

15日，倪喜军研究员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19日，我所与大化所联合上报了关于推进“率先行动”计划的请示，进一步推动“生物演化与地

       质环境卓越创新中心”筹备工作。

21日，何梁何利基金奖在北京颁奖，周忠和院士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Science杂志发表了朱敏研究团队关于志留纪盾皮鱼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全颌盾皮鱼类与

       硬骨鱼类的上颌骨、前上颌骨及齿骨与原颌盾皮鱼类的颌部骨板是同源的理论。

24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Peter Houde博士（美国），主题为“生物学和基因组学在新鸟

       类早期辐射上的相互呼应与启示”。

      新建古生物标本库第六次会议在我所举行。此次会议是我所首次与中科院大学、中国中元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正式交流。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

       主持，副所长邓涛等15人参会。会议就项目建议书编写、标本库选址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和

       探讨。

25日，“卓越系列讲座”第六讲开讲，主讲嘉宾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副局长郑永和研究

      员。讲座报告题为“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的若干思考”，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所领

       导班子、研究骨干、管理支撑岗位职工和学生8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28-29日，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年会在美国盐湖城举办。会上，张弥曼院士荣获了北美古脊椎动

      物学会颁发的代表古脊椎动物学会最高荣誉奖项——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会上还

      公布了由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主办评选的2016年度“十大古脊椎动物发现”，李淳研究员主

       导研究的“奇异滤齿龙”入选。

31日，由王原研究员、舒柯文研究员和楚步澜博士合作撰写的中英文科普图书《征程：从鱼到人

       的生命之旅》荣获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金奖。

十一月

2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Kira Westaway博士（澳大利亚），主题为“Establishing robust

       chronologies for important but complex palaeontological and paleoanthropological 

       sites using multiple dating techniques-a trade off between precision and accuracy”。

3日，所党委组织开展了2016年度党委中心组第四次集中学习。北京分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国、党

      群工作处处长霍妍丽、第四协作片组织员刘松林到会指导。学习活动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

      持。会上，苗建明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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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中央关于学习〈胡锦涛文选〉的决定》，研究部署了我所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纪委书记、

       副所长邓涛、党委委员裴树文、职代会主席张江永先后做了重点发言，分别就“两学一做”如何学

      与做紧密结合，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实际谈了践行创新科技为民、“四个率先”的体会。 

4日，新建古生物标本库第七次会议在我所举行。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副所长邓涛介绍了国外

       一些新建博物馆的成功案列，中科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彤对场馆选址进行了介绍。

5-6日，由中科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与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

       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云南省古生物学研究重点实验室联

      合主办的第二届古生物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20多个同行科研机构和大学近300名

      专家、青年学者和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7日，新建古生物标本库第八次会议在我所举行。会议由标本馆组织古动物馆、技术室与中国中元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就古生物标本库项目建议书中涉及到的标本数量、库房面积等具体数据进行了会议

       沟通。此次会议由标本馆馆长刘金毅主持，古动物馆副馆长金海月、曹强等10人参会。

15日，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滕清生副馆长及夫人、张钧翔研究员等一行来所访问。所长

       周忠和、所长助理徐星、张翼等接待来访，并与他们进行座谈交流。

      所党委组织举办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中央纪委驻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党

      建工作专家王庭大研究员应邀作了题为“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专题报告。

      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全体在职党员、学生党员及离退休党员代表共70余人参加了学习报

      告会。

17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齐进博士，主题为“骨组织的形成与其形态学技术和应用”。

18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张钧翔博士，主题为“台湾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

21日，《Current Biology》高级编辑Florian Maderspacher博士应所长周忠和邀请来所访问交流，并做

       题为“Publishing i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s——a view from the editor's desk”的报告。

21-22日，中科院各研究所“十三五”规划交流培训在北京召开，副所长邓涛、所长助理张翼参会。我

       所“十三五”发展规划在院里组织的全院104个单位参加的评议活动中，获得排名第一的突出成绩，

       副所长邓涛受邀做大会报告交流。

22-23日，“2016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在北京举行。大会公布了2016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

       期刊”名单，《古脊椎动物学报》再次入选。

29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布2016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获奖者名单的通知》（科发函

       字〔2016〕442号），付巧妹研究员荣获2016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

  十二月

1日，“杨钟健-裴文中”学术讲坛第七期开讲，主讲嘉宾为《自然》杂志高级编辑Henry Gee博士和执

      行编辑Ed Gerstner博士。讲坛报告题为“How to get published in Nature, Nature Ecology 

      Evolution and beyond”，由所长周忠和主持，所领导班子成员、研究骨干、研究生等80余人参加了

      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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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所党委组织开展了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暨党务干部专题培训活动。培训活动由所党委书记苗

       建明主持。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委员30余人参加了培训。会上，苗建明作了题为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报告；邓涛作了“学习贯彻《监督条例》、 深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报告；马安娜作了题为“加强支部建设、把党的工作落到实处”的主题

        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6年正式启动了基础科学研究中心项目。由我所作为依托单位、周忠和

        院士担任项目负责人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项目成为首批获资助项目。

13日，中科院科学传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颁发了2014—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奖，我所

        荣获新闻宣传先进单位奖，张翼荣获新闻宣传先进个人奖。 

14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董丽萍博士，主题为“A diverse squamate assemblage from the 

        Paleocene deposits of Qianshan Basin, China”。

19-20日，我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实施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刘丛强、地球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柴育成、综合与战略规划

       处处长刘羽、中科院前沿局地球科学处处长段晓男、项目管理工作专家组、项目成员，以及各院所、

       高校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柴育成主持。

23日，新建古生物标本库第九次会议在我所举行，会议由所党委书记苗建明主持，共8人参会。会议就中

       元公司提交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古生物标本库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初稿进行了意见交流，并提

       出了修改和完善建议。

26日，我所正式签订“十三五”时期“一三五”规划任务书并上报。 

27日，咖啡沙龙活动，主讲嘉宾为John C. Willman博士（美国），主题为“Teeth as indicators of 

        Late Pleistocene human behavior”。

30日，所党委组织召开了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大会。会议由纪委书记、副所长邓涛主持。所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全体在职党员、研究生党员、离退休党支部委员70多人参加了大会。考核会上，所党委书

       记苗建明作了题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述职报告；在职党支部书记、

        研究生党支部大书记分别向所党委作了一年来各党支部开展的工作总结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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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全所在职人员名单

（按英文字母排序，截止到2016年12月，共163人）

白  滨　　曹红艳　　曹  鹏　　曹  强　　曹  颖　　陈福友　　陈  竑　　陈  津

陈平富　　崔  宁　　党丽媛　　邓  涛　　丁今朝　　董丽萍　　董  为　　杜文华

冯文清　　冯晓恬　　冯兴无　　付巧妹　　盖志琨　　高  伟　　高  星　　葛俊逸

葛  旭　　耿丙河　　关  莹　　郭建崴　　郭肖聪　　郭艳萍　　郝昕昕　　何  丽

侯素宽　　侯韡鸿　　侯亚梅　　侯叶茂　　霍玉龙　　贾连涛　　蒋顺兴　　金  帆

金海月　　金  迅　　科  文　　李  淳　　李大晗　　李东升　　李  锋　　李  浩

李  婧　　李  录　　李利娜　　李  茜　　李  强　　李贤贵　　李小群　　李小强

李  岩　　李志恒　　刘  俊　　刘俊池　　刘金毅　　刘庆国　　刘  武　　刘效立

刘新正　　刘  艳　　刘毅弘　　卢  静　　芦秀芬　　娄玉山　　罗志刚　　马安娜

马  宁　　马行超　　孟  溪　　毛方园　　苗建明　　倪喜军　　潘  雷　　裴树文

彭  菲　　乔  妥　　邱占祥　　饶慧芸　　邵  颖　　尚庆华　　史爱娟　　史立群

史勤勤　　时福桥　　孙德慧　　田晓霞　　同号文　　托马斯　　王根身　　王海军

王  敏　　王  平　　王  强　　王社江　　王世骐　　王  炜　　王晓龙　　王  原

王  元　　王  艳　　王元青　　王  钊　　汪筱林　　魏涌澎　　吴飞翔　　吴秀杰

吴新智　　吴  妍　　武高峰　　谢  丹　　邢路达　　邢  松　　许  勇　　徐光辉

徐绍龙　　徐  星　　徐  欣　　易鸿宇　　杨  静　　杨  周　　尹鹏飞　　尤海鲁

余  静　　张  杰　　张江永　　张立民　　张立召　　张弥曼　　张  平　　张绍光

张蜀康　　张双权　　张  伟　　张晓凌　　张  翼　　张  乐　　张颖奇　　张  昭

张兆群　　张兆霞　　赵凤霞　　赵克良　　赵凌霞　　赵  祺　　赵文金　　赵  雪

郑  芳　　周国平　　周  爽　　周  珊　　周  伟　　周新郢　　周忠和　　朱根柱

朱  敏　　郑  妍　　邹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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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科研任务（项目）情况
（2016年承担和争取项目，其中红色字体标记部分为2016年争取、2017年度执行的项目/课题）

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科技部

973 计划项目 四亿年以来中国陆地生物群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2012.01-2016.08

周忠和（首席）

973 课题

陆地脊椎动物的起源、早期演化及其古环境制约 朱敏

新生代哺乳动物多样性和动物区系演变及其与重大环

境时间的关系
王元青

四亿年以来我国主要陆地生物群演化特征及其对环境

变化的响应机制
周忠和

黄河中游旱作农业起源发展及其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响

应
2015.01-2019.12 李小强

基础性工作专项
古生物志书编研及门类系统总结 2013.05-2018.05 邓涛（首席）

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址考察与研究 2014.01-2019.12 高星（首席）

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建设专项子课

题

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子平台 2012.01-2017.12 刘金毅

中组部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

计划

“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2014.01-2016.12 周忠和

“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2015.06-2018.06 徐星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015.11-2018.11 盖志琨

“万人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2016.06-2019.06 朱敏

“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16.06-2019.06 倪喜军

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基础科学中心项

目
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 2017.01-2021.12 周忠和

重大研究计划集

成项目
华北克拉通破坏对燕辽生物群和热河生物群的影响 2016.01-2017.12 周忠和

国际 ( 地区 ) 合

作与交流项目
中生代中晚期亚洲和北美恐龙动物群对比研究 2012.01-2016.12 徐星

重点项目

中国新近纪哺乳动物地理区系的发展演变及其青藏高

原隆升驱动
2015.01-2019.12 邓涛

志留纪潇湘脊椎动物群与有颌类早期分化研究 2016.01-2020.12 朱敏

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扩散的化石证据 2017.01-2021.12 刘武

杰出青年基金 古灵长类与古人类学 2017.01-2021.12 倪喜军

面上项目

中国晚二叠世 - 三叠纪辐鳍鱼类的演化及全骨鱼类的

起源

2013.01-2016.12

徐光辉

青藏高原地区新生代鱼类的演化及其对高原隆升和水

系变迁的响应
王宁

宁夏卫宁盆地晚泥盆世脊椎动物与古动物地理研究 赵文金

旧石器时代晚期黄土高原西部的古人类活动与生存适应 陈福友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行为与环境耦合 侯亚梅

中国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的形态变异 - 新方法新手

段的应用研究
吴秀杰

华南三叠纪始鳍龙类系统发育和演化
2014.01-2017.12

尚庆华

内蒙古化德上猿类的系统学和年代地层学研究 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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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中国的乳齿象化石所提供的乳齿象起源与系统演化的新

证据及其功能形态学转移对晚新生代环境变迁的响应

2014.01-2017.12

王世骐

我国北方典型中更新世旧石器遗址的年代学及古环境

研究
葛俊逸

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关系研究 -

以麻地沟遗址为例
裴树文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植被演替及其对气候变化和农业活

动的响应
李小强

甘肃党河南山地区新生代哺乳动物与青藏高原特有类

群的起源和演化

2015.01-2018.12

李强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兰塔塔尔渐新世哺乳动物研究 张兆群

云南昭通早泥盆世布拉格期肉鳍鱼类形态学与系统学研究 卢静

中三叠统巴东组的脊椎动物群以及芙蓉龙的形态、功

能以及古生态学研究
舒柯文

东北大兴安岭新发现早白垩世两栖动物群之研究 王原

三叠纪软骨硬鳞鱼类（龙鱼类和比耶鱼类）的形态学

和系统学研究
吴飞翔

云南禄丰及周边地区早 - 中侏罗世恐龙动物群研究 尤海鲁

中晚始新世及早渐新世基干类人猿在东亚地区的演化 倪喜军

秦岭山间盆地更新世旧石器工业发展演化与黄土地层年代 王社江

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基于早期稻田的植

硅体记录
吴妍

河姆渡遗址区高分辨率古地磁年代学及环境磁学研究 郑妍

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起源与演化研究

2016.01-2019.12

同号文

内蒙古二连盆地啮齿类起源、演化序列及其与环境变

化之间的关系
李茜

江西、浙江志留纪兰多维列世盔甲鱼类脑颅比较解剖

学研究
盖志琨

中国内蒙古二叠系脑包沟组四足动物的初步研究 刘俊

新疆哈密翼龙动物群及其集群死亡事件研究 汪筱林

奇蹄类起源与中国早始新世哺乳动物地理研究 王元青

西藏晚更新世古人类旧石器调查与研究 张晓凌

中亚地区阿姆河流域全新世农业活动及气候环境适应研究 周新郢

中国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古 DNA 研究

2017.01-2020.12

付巧妹

禄丰古猿行动方式及系统发育分析 赵凌霞

北京猿人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与石制品功能关系研究及

古人类生存适应
张双权

河南许昌古人类化石的修复和研究 吴秀杰

广西早泥盆世肉鳍鱼类形态学及古动物地理研究 乔妥

中国地区早期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考古学研究 高星

内蒙古二连盆地古近纪貘形类化石研究 白滨

中生代新鳍鱼类的分类、系统发育和适应辐射 徐光辉

周口店第一地点高精度磁性地层学研究及古环境重建 葛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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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 广东河源盆地恐龙蛋化石群及古环境研究 2017.01-2020.12 王强

青年项目

关中盆地全新世气候要素及农业活动重建的黍粟碳同

位素记录

2014.01-2016.12

杨青

周口店第一地点直立人绝灭假说验证 - 牙齿形态学证

据
邢松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中晚期若干旧石器考古遗址点年代

学研究
年小美

更新世末期水洞沟古人类对肉食资源的强化利用研究 张乐

洛南盆地阿舍利石制品残留物分析 关莹

中国三趾马类的系统研究

2015.01-2017.12

刘艳

中国晚中新世麝牛类牛科动物的系统发育关系以及生

存环境的研究
史勤勤

蒙古高原古近纪两次重大气候转折期哺乳动物牙齿釉

质氧碳稳定同位素研究
毛方园

中生代鸟类的形态学与分类学、骨组织学和系统发育

研究

2016.01-2018.12

王敏

中国辽西地区驰龙类化石的骨组织研究 赵祺

山东沿海地区晚更新世早中期古人类石器技术与行为

适应研究
李锋

辽西金刚山层翼龙及胚胎化石形态学研究

2017.01-2019.12

蒋顺兴

中 - 晚中新世气候转型期大气 CO2 浓度研究：基于化

石叶片气孔分析
白云俊

中国南方直立人颅骨形态的变异研究 崔娅铭

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面上项目子课题 新疆南部巴楚地区中 -晚奥陶世脊椎动物群研究 2014.01-2017.12 盖志琨

重点项目子课题 风成红土地层学及土壤学研究 2015.01-2019.12 葛俊逸

应急管理项目 大连复州湾骆驼山地质古生物及古人类活动遗迹调查 2016.01-2016.12 金昌柱

中国科学院

重大项目匹配 科学家工作室 2017.01-2021.12 周忠和

院专项经费 古脊椎所化石发掘与修理专项 2011.01-2017.12 邓涛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

项目

有颌类起源与早期演化 2016.01-2020.12 朱敏

古 DNA 分析探究现代人迁徙扩散及演化 2016.01-2020.12 付巧妹

先导专项 B课题
不同时期古高度的定量估算 2012.10-2017.12 邓涛

华北克拉通破坏与热河 -燕辽生物群演化 2016.07-2021.06 王元青

先导专项 B子课题

新生代亚洲腹地哺乳动物演替对古气候演变的响应 2012.10-2017.12 倪喜军

黄河中游地区早期人类影响 2015.01-2019.12 李小强

鱼类与原始四足动物演化与生态适应 2016.07-2021.06 王原

重点部署项目 东方人类探源 -泥河湾专题研究 2013.06-2016.12 高星

院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 2009.01- 至今 朱敏

修购专项经费
稳定同位素测试平台 2016.01-2016.12 李小强

演化生物学大数据计算平台 2016.01-2016.12 倪喜军

科发局专项经费 标本古基因组捕获技术 2017.01-2017.12 付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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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

创新交叉团队 古人类颅面复原创新交叉团队 2017.01-2019.12 吴秀杰

百人计划 百人计划（C 类）资助 2016.01-2018.12 李浩

青年创新促进会

2013.01-2016.12 王世骐

2014.01-2017.12 邢松

2015.01-2018.12 赵祺

2016.01-2019.12 周新郢、王敏

2017.01-2020.12 吴飞翔、白滨、李锋

国家奖院匹配奖金 硬骨鱼纲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 2014.01-2016.12 朱敏

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中国与西班牙古人类化石对比及欧亚地区人类起源与

演化
2013.10-2016.12 刘武

中国古人类演化及其与欧洲古人类的关系 2016.01-2018.12 刘武

始新世 - 渐新世亚洲南部与西南部灵长类演化与类人

猿起源研究
2016.01-2018.12 倪喜军

国际合作专项经费
国际古生物学会理事会工作会议、国际组织任职、国

际人才计划、院级协议访问等
2016.01-2016.12 周忠和、高星等

科普项目

飞上蓝天的恐龙科普项目 2016.01-2016.12 张平

场馆导览移动示范应用 2017.01-2017.12 王原

项目来源 / 项目类型 项目 / 课题名称 执行年限 项目 / 课题负责人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调查课题 中国陆相下中新统山旺阶及其下界型研究 2015.01-2018.12 王世骐

大连自然博物馆横向合作 大连骆驼山第四纪化石研究 2014.10-2016.10 金昌柱

浙江自然博物馆横向合作 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修复及合作研究 2014.01-2016.12 李淳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中国重要古生物化石产地分布图编制研究 2015.07-2016.12 王强

北京市科协科普项目 《从鱼到人》脊椎动物演化关键节点主题展览 2015.01-2017.12 王原

中国大洋发现计划（IODP）任务 IODP354 航次科研任务 2015.01-2017.12 葛俊逸

莱阳市国土资源局横向合作 莱阳恐龙化石联合科考发掘项目 2015.01-2018.12 汪筱林

二连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横向合作 二连浩特国家地址公园化石发掘及研究 2015.08-2018.08 赵祺

德国马普学会国际合作项目 与德国马普学会古 DNA 相关合作研究 2015.08-2020.08 付巧妹

广西自然博物馆横向合作 中越边境宁明盆地渐新世生物群及环境的进一步研究 2016.01-2017.12 张弥曼

广东省河源市博物馆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化石标本修复保护与研究 2016.01-2016.12 王强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 贵州省博物馆新馆展陈深化 2016.01-2017.12 李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骨制品和石制品研究 2016.01-2019.12 李浩

现代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资源地层学与古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资助科研课

题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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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发表论文和论著目录
序号 论文标题 全部作者 期刊名称 类别 卷 期 起止页 DOI 号

1

An updated review of the Middle-Late 

Jurassic Yanliao Biota: Chronology, 

Taphonomy, Paleontology, and Paleoecology.

Xu X, Zhou Z 

H, Sullivan C,  

Wang Y,  Ren D

Acta Geologica 

Sinica (English 

Edition)

SCI 90 6
1801-

1840
　

2

Small mammal fauna from Wulanhuxiu (Nei 

Mongol, China) implies the Irdinmanhan-

Sharamurunian (Eocene) faunal turnover.

Li Q, Wang Y Q, 

Lucja F F

Acta

Palaeontologica 

Polonica
SCI 61 4 579-776

http://dx.doi.org

/10.4202/app.

00292.2016

3

North American-Asian aquatic bird dispersal 

in the Miocene: evidence from a new species 

of diving duck (Anseriformes: Anatidae) from 

North America (Nevada) with affinities to 

Mongolian taxa.

Stidham, T A  

and Zelenkov N
Alcheringa SCI 　 　 　

DOI: 10.1080

/03115518.

2016.1224439

4 The Endocranial Anatomy of Maba 1
Wu X J, Bruner 

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SCI 160 4 633-643 　

5

Perikymata distribution on anterior teeth 

of Miocene 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 from 

Yuannan, southern China

Wang C B, Zhao 

L X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SCI 　 　 　
DOI:10.1002/ajpa.

23102. 

6

The origin of novel features by changes 

in developmental mechanisms: ontogeny 

and three-dimensional microanatomy 

of polyodontode scales of two early 

osteichthyans

Qu Q M, 

Sanchez S, Zhu 

M, Blom H , 

Ahlberg P E 

Biological 

Reviews
SCI 2016 　 1-24

DOI:10.1111/brv.

12277

7

Elongatoolithid eggs containing oviraptorid 

(Theropoda, Oviraptorosauria) embryos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of Southern China

Wang S, Zhang 

S K, Sullivan 

C and Xu X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SCI 16 　 67-88 　

8

Summer precipitation reconstructed 

quantitatively using a Mid Holocene δ13C 

common millet record from Guanzhong Basin

Yang Q, Li X Q, 

Zhou X Y, Zhao 

K L, Sun N

Climate of Past SCI 　 　 　 DOI:10.5194-2016-87

9

Lithostratigraphic context of Oligocene 

mammalian faunas from Ulantatal, Nei Mongol, 

China

Zhang Z Q, Liu 

Y, Wang L H, 

Kaakinen A, 

Wang J, Mao F 

Y, Tong Y S 

Comptes Rendus 

Palevol
SCI 15 　 903-910 　

10

A “source and sink” model for East Asia? 

Preliminaryapproach through the dental 

evidence

Martinón-

Torresa M, 

Xing S, Liu W 

et al

Comptes Rendus 

Palevol 
SCI 　 　 　

http://dx.doi.org

/10.1016/j.crpv.

2015.09.011

11

A new tyrannosaurine specimen (Theropoda: 

Tyrannosauroidea) with insect borings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Honglishan Formation of 

Northwestern China

Li F, Bi S D, 

Pittman M, 

Brusatte S L 

and Xu X

Cretaceous 

Research
SCI 66 　 155-162 　

12
A Half-Century on the “Broad-Spectrum 

Revolution” and Associated Themes
Guan Y

Current 

Anthropology
SSCI 57 5 552-553 　

13

An enantiornithine with a fan-shaped tail,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ctricial complex 

in early birds

O’Connor J 

K, Wang X L, 

Zheng X T, Hu 

H, Zhang X M, 

Zhou Z H

Current Biology SCI 26 1 114-119 　

14

A fish-eating enantiornithine bird from the 

Early Cretaceous of China provides evidence 

of modern avian digestive features

Wang M, Zhou Z 

H and Sullivan 

C

Current Biology SCI 26 　
1170-

1176

DOI:10.1016/j.cub.

2016.02.055

15

The oldest actinopterygain highlights the 

cryptic early history of the hyperdiverse 

ray-finned fishes

Lu J, Giles S, 

Friedman M, 

Blaauwen J L, 

Zhu M

Current Biology SCI 26 　
1602-

1608
　

16
Time-transgressive onset of the Holocene 

Optimum i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region

Zhou X, Sun 

L G, Zhan T, 

Huang W, Zhou 

X Y et al

Earth &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SCI 　 456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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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olecular development of fibular reduction 

in birds and its evolution from dinosaurs

Botelho J B, 

Smith-Paredes 

D,  Soto-Acuña 

S, O’Connor J 

K et al 

Evolution SCI 　 　 　
DOI: 10.1111

/evo.12882

18

High-precision U-Pb geochronology of the 

Jurassic Yanliao 

Biota from Jianchang (western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ge constraints on the rise of feathered 

dinosaurs and 

eutherian mammals

Chu Z Y, He H 

Y, Ramezani J, 

Bowring S A, 

Hu D Y, Zhang 

L J, 

Zheng S L, 

Wang X L, Zhou 

Z H, Deng C L, 

Guo J H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SCI 　 　 　
DOI:10.1002

/2016GC006529

19

A new species of the tetralophodont 

amebelodontine Konobelodon Lambert, 1990 

(Proboscidea, Mammalia) from the Late 

Miocene of China.

Wang S Q, Shi 

Q Q, He W, 

Chen S Q, Yang 

X W

Geodiversitas SCI 38 1 65-97 　

20

New material of Jiangxichelys ganzhouensis 

Tong & Mo, 2010 (Testudines: Cryptodira: 

Nanhsiungchelyidae) and its phylogenetic and 

palaeogeographical implications

Tong H Y, Li L, 

Jie C Q, Yi L 

P

Geological 

Magazine 
SCI 　 　 　

DOI:10.1017

/S0016756816000108

21

Early Cretaceous vertebrates from the 

Xinlong Formation of Guangxi (southern 

China): a review

Mo J Y, 

Buffetaut E, 

Tong H Y, 

Amiot R, Cavin 

L, Cuny G, 

Suteethorn V, 

Suteethorn S, 

Jiang S

Geological 

Magazine 
SCI 153 1 143-159 　

22

Rock Magnetic Investigation of Loess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Qingling Mountains 

(Central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of Early Humans

Wang X Y, Lu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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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

Guan Y, Wang F 

G, Xie F, Pei 

S W, Zhou Z Y, 

Gao X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SCI 　 400 86-92 　

99

Hafting wear on quartize tools: An 

experimental case from the Wulanmulu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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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盟，魏偏偏，

吴秀杰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2 172-180 　

180 贵州毕节发现古人类化石及哺乳动物群

赵凌霞，张立召，

杜抱朴，年小美，

郑远文，张忠文，

王翠斌，王新金，

蔡回阳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1 24-35 　

181 关于广西崇左地区早更新世的三次生物事件

徐钦琦，金昌柱，

张颖奇，王元，

朱敏，严亚玲，

王乃文，何希贤，

李素萍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1 121-124 　

182
中国近代人群上颌前臼齿釉质 - 齿质连接面形状

的三维几何形态测量

周蜜，崔娅铭，

邢 松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4 588-600 　

183 江西萍乡上栗县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发现

邹松林， 陈曦， 

张贝，赵克良，

文军， 邓里，

同号文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1 109-120 　

184 陕北榆林王阳畔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夏秀敏，孙周勇，

杨利平，康宁武，

陈相龙，王昌燧，

吴 妍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2 257-266 　

185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的工具类型与修理技术初

探

刘扬，侯亚梅，

杨泽蒙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1 76-88 　

186 黑龙江省伊春市桃山遗址 2013 年发掘报告

常阳，侯亚梅，

杨石霞，张伟，

李有骞，郝怀东，

王雪东，仇立民，

岳健平，胡越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2 223-237 　

187
末次盛冰期以来沙漠—黄土过渡带植被演替及其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杨青，李小强，

周新郢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3 469-480 　

188 中国古代人群头骨的若干赤道人种特征检测
张银运，吴秀杰，

刘武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1 36-42 　

189
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釉面横纹与牙冠形成时间研

究
王翠斌，赵凌霞 人类学学报 核心 35 1 101-108 　

190
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

散与人群迁移（序号 2的中文版）

李锋，陈福友，

汪英华，高星

中国科学：地球科

学
核心 46 7 891-905 　

序号 论文标题 全部作者 期刊名称 类别 卷 期 起止页 DOI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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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著目录（2016 年）

序号 书名 作者 类别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内蒙古中部新近纪啮齿类动物 邱铸鼎，李强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2 第十五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董为 编著 海洋出版社 2016

3 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 邢路达，胡晗，王维，王原 译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4 脊椎动物化石：道虎沟生物群 
韩凤禄，王原，Sullivan Corwin，王元

青，秦子川，徐星
编著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16

5 演化 邢路达，胡晗，王维 译著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6

6
《中国古脊椎动物志》第三卷第二册《原始
哺乳动物》

孟津，王元青，李传夔 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16

7 世界恐龙大百科 董枝明 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序号 论文标题 全部作者 期刊名称 类别 卷 期 起止页 DOI 号

191
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特征的 

多样性

刘武，邢松，吴

秀杰

中国科学：地球科

学
核心 46 7 906-917 　

192 秦岭地区更新世黄土地层中的旧石器埋藏与环境 王社江，鹿化煜
中国科学：地球科

学
核心 46 7 881-890

DOI: 10.1360

/N072015-00443

193
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的广谱适应生存—动物

考古学的证据

张双权，张乐，

栗静舒，高星

中国科学：地球科

学
核心 46 8

1024-

1036
　

194 北大兴安岭地区全新世植被演替及气候响应

赵超，李小强，

周新郢，赵克良，

杨青

中国科学：地球科

学
核心 46 6 870-880 　

195 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研究进展 刘武，吴秀杰 中国科学基金 核心 30 3 306-314 　

196 中国很快会出现更多诺奖得主吗 ? 周忠和 中国科学基金 核心 30 5 385 　

197 过去 2万年以来气候变化的 影响与人类适应

郭正堂，任小波，

吕厚远，高星，

刘武，吴海斌，

张春霞，张健平

中国科学院院刊 核心 31 1 142-151 　

198 中国的翼龙化石新发现与研究进展 汪筱林，蒋顺兴 科学 核心 68 4 10-16 　

199 灵长类及其近亲的起源与早期演化 倪喜军 科学 核心 68 2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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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发表科普文章目录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名称 期 卷 页码

1 丙申之初话灵长 倪喜军 化石 2016 1 2-8

2 济源动物群及其中意外发现的阔齿龙类 刘俊 化石 2016 1 9-12

3 远古人类的狩猎武器 李超荣 化石 2016 1 23-25

4 密歇根湖畔 邓涛 化石 2016 1 38-46

5 遇见 Les Eyzies 岳健平 化石 2016 1 47-52

6 走进内蒙 孙丹辉 化石 2016 1 61-65

7 为了黎明的守候 -吴新智院士与他的科普力作《探秘远古人类》 赵凌霞 化石 2016 1 66-67

8 自古以来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 郭建葳 化石 2016 1 68-71

9 龟的起源之谜 刘俊 化石 2016 2 2-5

10 郑氏重名鸟 -基干鸟类新化石揭示鸟类早期演化的复杂性 王敏 化石 2016 2 6-10

11 谁是最早石质工具的制造者 马东东，裴树文 化石 2016 2 11-17

12 江西考古的结缘地 -安义 李超荣 化石 2016 2 23-27

13 保加利亚访问记 邓涛 化石 2016 2 28-41

14 德克萨斯的旷野 -德州中北部下二叠统化石搜寻记 刘俊 化石 2016 2 42-46

15 古罗马到中新世 -进化之光被遮蔽的时代 郭建葳 化石 2016 2 58-60

16 迟到的爱 -我和昭通剑齿象 张建军 化石 2016 2 70-73

17 猛犸象动物群 -往来于欧亚大陆与北美洲之间的“使者” 同号文，刘永卓，陈平富 化石 2016 3 2-6

18 夹缝求生机 -恐龙时期的哺乳动物 刘永卓，陈平富 化石 2016 3 11-18

19 猛犸雪原 邓涛 化石 2016 3 31-38

20 俄罗斯二叠系陆相底层考察记 刘俊 化石 2016 3 43-52

21 神锢的松动 郭建葳 化石 2016 3 59-60

22 阿塔普尔卡见闻 张亚盟 化石 2016 3 61-68

23 岁月留声 -纪念吴汝康院士诞辰 100 周年 赵凌霞 化石 2016 4 2-4

24 吴汝康先生传略 吴新智 化石 2016 4 5-11

25 追忆与吴汝康先生相处时光中的往事 陆庆五 化石 2016 4 12-14

26 温血的起源 刘俊 化石 2016 4 29-33

27 自然神学·大链条·进化 郭建葳 化石 2016 4 36-37

28 走进西藏 -探寻“走出西藏”的远古动物 孙丹辉 化石 2016 4 48-54

29 和田拾零 邓涛 化石 2016 4 55-64

30 侏罗纪世界趣闻录（下） 孙博阳 恐龙 2015 4 6-11

31 那些用国名命名的恐龙 贺一鸣 恐龙 2015 4 12-15

32 图说小董的新疆野外 董丽萍 恐龙 2015 4 22-27

33 忙碌的祖先们 魏偏偏 恐龙 2016 1 7-11

34 来自远古的祖先 陆晓彧 恐龙 2016 1 12-17

35 广西崇左首次发现蜥蜴类化石 严亚玲 恐龙 2016 1 18-19

36 云南貘生态复原 许勇 恐龙 2016 1 28-29

37 与禄丰恐龙亲密接触 张茜楠 恐龙 2016 2 6-11

38 龙之盾—甲龙类的荐盾板 郑文杰 恐龙 2016 2 18-23

39 古 DNA 解开冰河时代欧洲人群遗传图谱的秘密 孟溪 恐龙 2016 2 24-27

40 我们的祖先从水里来——硬骨鱼类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进展 卢静、朱幼安、朱敏 自然杂志 38 6 1-8

41 和恐龙同时代的鸟是怎么吃喝的 王敏 中国青年报 2016-6-7 　 　

42 猴年话猴 高星 中国文物报 2016-1-15 　 　

43 古生物研究队伍要少而精 周忠和 光明日报 2016-7-8 　 　

44 透过古生物看气候变化 邓涛 光明日报 2016-8-26 　 　

45 露西是怎么死的 张亚盟 果壳科学人 201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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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获奖及荣誉情况

 1．张弥曼荣获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2．周忠和荣获何梁何利基金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3．付巧妹荣获 2016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

 4．付巧妹入选《自然》杂志评选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

 5．白滨、李锋、吴飞翔入选 2017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6．李淳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朱敏研究员团队入选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7．“志留纪古鱼揭秘脊椎动物颌演化之路”成果（朱敏研究团队）和 “绘制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

成果（付巧妹团队）入选首届“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分列第一、第二）。

 8．古人类颅面复原创新交叉团队入选（吴秀杰为团队负责人）2016 年度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

 9．高星研究团队的《水洞沟：2003—2007 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荣获中国考古学会颁发的研究

成果奖——金鼎奖，李锋荣获中国考古学会颁发的青年学者奖——金爵奖。

10．“奇异滤齿龙” （李淳研究）入选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评选的 2016 年度“十大古脊椎动物发现”。

11．《自然》指数近日公布一年来（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文章的社会影响力得分，我所囊括《自

然》指数 2015 年社会影响力中科院单位前五名。

12．《古脊椎动物学报》入选 2016 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名单。

13．《挖掘者手记》（李淳撰写）获 2015 年度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二等奖，《阿里纪行——探秘雪域

之巅的往昔生命》（邓涛撰写）获 2015 年度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三等奖。

14．《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舒柯文、王原和楚步澜联合撰写）荣获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

“2016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台湾第八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金签奖（原创类）、中国科

学院 2016 年优秀科普图书、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金奖。

15．我所获中科院 2014—2015 年度新闻宣传先进单位奖，张翼获 2014—2015 年度新闻宣传先进个人奖。

16．中国古动物馆荣获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联合组织评选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获古

生物学会评选的“全国科普基地先进集体”，获北京市科委评选的北京市科普基地展评三等奖，

入选国家文物局“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首批试点单位”。

17．李小群荣获 2015 年度“ARP 系统明星用户”。

18．所工会财务荣获中科院 2014 年度基层工会财务工作一等奖。 

19．在中科院京区纪念建党 95 周年系列文化活动（“报党恩、科学情、创新美”——书法、绘画、篆

刻、摄影和微电影活动）的奖项评选中，我所参赛作品荣获一、二、三等奖各 2 件，优秀奖 3 件，

最佳创意奖 1 件，最佳新苗奖 1 件，我所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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