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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辽宁拥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它们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具有非常高的科研、
科普和社会经济价值。 根据近年来辽宁古生物化石资源的调查成果资料,对辽宁古生物化石的类型、时空分布规律

等进行总结研究,并分析了辽宁古生物地质遗迹的保护利用现状,对其保护和利用模式进行分析探讨。 提出了化石

保护与利用多元化发展模式,并挖掘化石的最大优势,对化石资源研学旅行开发进行探讨和设计,以化石文化为依

托打造化石衍生文创产品。 对古生物化石特征的总结以及对保护利用模式的探讨,能够为辽宁古生物化石的深入

研究工作提供基础材料,为辽宁的古生物化石产业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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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
 

保护利用;
 

发展模式

　 　 地质遗迹是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时代,由各

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

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董颖等,2010;
 

何泽

新等,2020),它是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可产生社会和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

未来福利的自然遗产(赵岩等,2021)。 古生物化石

作为 7 大类地质遗迹分类之一,又可分为古人类、古
动物、古植物、古生物遗迹等 4 个类和 6 个亚类(国

土资源部,2010),它们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生命形式

的化学演化和生物演化历程的载体,是研究地质历

史和生命演化不可替代的非再生资源,对我们认知

和探寻地质历史时期古地理、古气候和古环境的发

展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地史时期的生态

环境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成世才等,2020),更
是地学知识普及的最好载体。 辽宁的古生物化石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这里不仅化

石种类丰富、数量庞大,且多具有非常高的科研和社

会价值,特别是以发表在 Nature、Science 等国际权

威杂志的辽宁古果 Archaefructus
 

liaoningensis
 

( Sun
 

Ge
 

et
 

al. ,
 

2002)、赫氏近鸟龙 Anchiornis
 

huxleyi
 

(Xu
 

Xing
 

et
 

al. ,
 

2011)、 中华侏罗兽 Juramaia
 

sinensis
(Luo

 

Zhexi
 

et
 

al. ,
 

2011)等为代表的植物、恐龙、哺
乳动物等化石,对为解决生物演化的诸多问题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和实物依据,大大提高了辽宁古生物

化石的世界影响力。
辽宁作为古生物化石的资源大省,化石种类繁

多,目前已发现 30 余个门类,且化石数量众多。 同

时,辽宁古生物化石的时空分布也非常广泛,在时间

上,辽宁发现了从太古代到新生代各个时期的化石;
在空间上,辽宁 14 个地级市行政范围内均有化石产



表 1
 

辽宁省已列入全国重点保护的古生物化石一览表

Table
 

1
 

Paleontological
 

fossils
 

that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key
 

protection
 

in
 

Liaoning
 

保护级别 数量 化石名称

一级 184
千禧中国鸟龙、赫氏近鸟龙、郑氏晓廷龙、孙氏振元龙、杨氏锦州龙、义县薄氏龙、喀左中国暴龙、模块达尔文翼龙、
强壮建昌颌翼龙、圣贤孔子鸟、川州孔子鸟、义县锦州鸟、娇小辽西鸟、三塔中国鸟、马氏燕鸟、中华侏罗兽、五尖张

和兽、辽宁古果、中华古果等 184 种

二级 43
天义初螈、钟健辽西螈、皮夹沟伊克昭龙、楔齿满洲鳄、凌源潜龙、李氏凤凰翼龙、梅勒营鹦鹉嘴龙、新野见远藤兽、
鹿间明镇古兽、常氏辽俊兽、硕猕猴、肿骨大角鹿、三门马等 43 种

三级 39
张北足印、长翼蝙蝠、中华鼢鼠、变异狼、棕熊、最后斑鬣狗、杨氏虎、真猛犸象、披毛犀、大连马、东北马鹿、东北野

牛、普氏羚羊等 39 种

注:数据统计截止 2020 年。

表 2
 

辽宁化石主要时代及化石类型

Table
 

2
 

The
 

main
 

ages
 

and
 

types
 

of
 

Liaoning
 

fossils
 

时代 地层 代表产地 产地数量 化石类型

新

生

代

第四纪 　 本溪庙后山 41 古人类、哺乳类等

古近纪
杨连屯组、洋河组、栗子沟组、古城子组、

季军屯组、西露天组
抚顺市东露天矿 6

介形类、腹足类

昆虫、鱼类、爬行类、植物等

中

生

代

白垩纪
义县组、九佛堂组、沙海组、阜新组、孙家湾

组、梨树沟组、聂耳库组、泉头组

北票四合屯

化石馆　
136

恐龙类、鸟类、翼龙类、离龙类、两栖类、哺乳类、
鱼类、龟鳖类、蜥蜴类、叶肢介、介形类、植物等

侏罗纪
土城子组、海房沟组、髫髻山组、北票组、

南康庄组、瓦房店组、小东沟组
玲珑塔大西山 24 恐龙类、翼龙类、鱼类、叶肢介、双壳类、植物等

三叠纪 林家组、羊草沟组 本溪林家崴子 2 真蕨类、种子蕨类、松柏类、银杏类等

古

生

代

石炭纪 本溪组、太原组、山西组 桓仁县暖河子煤矿 5 牙形刺、 、海百合、腕足、植物

奥陶纪 冶里组、马家沟组、亮甲山组 复州湾大岭村东 6 头足类、三叶虫、腕足类、腹足类、海绵、笔石等

寒武纪 昌平组、碱厂组、馒头组、张夏组、崮山组 本溪山城子朴家堡 19 三叶虫、腕足类、腹足类、头足类等

元

古

代

中—新

元古代
钓鱼台组、南关岭组、十三台组、兴民村组 大连棋盘磨 8 原始藻类

 

、类水母

古

元古代
大石桥岩组

大石桥段家堡子

北山沟
1 原始藻类

 

太古代 茨沟岩组 弓长岭铁矿 2 蓝细菌类

地分布。 关于辽宁单个化石产地或单个化石的研究

前人已发表过众多成果,也有学者对辽宁西部的古

生物化石旅游开发和化石管理与保护进行了研究,
如尹德涛等(2005)曾对辽宁西部古生物化石资源

的旅游开发进行了探讨,王丽霞(2008)从促进地质

公园建设和地方旅游发展的角度对辽宁古生物文化

工程进行了论述,韩刚等(2014)则侧重化石管理的

角度进行了分析,吴子杰等(2018,2022)、张立军等

(2021)则针对建昌、锦州等特定区域进行了地质遗

迹特征和保护规划的研究。 但以往研究多注重于某

个生物地质遗迹的集中区域,缺少对全省的资源特

征进行系统分析和对全省的古生物地质遗迹资源进

行保护与发展模式的探讨。 本文根据近年来辽宁古

生物化石资源的系统调查成果资料,总结研究了辽

宁古生物地质遗迹的类型、时空分布规律,分析其保

护利用现状,对其综合利用发展模式进行探讨,旨在

为辽宁古生物化石的深入研究工作提供基础材料,

为辽宁的古生物化石产业发展提供思路。

1　 辽宁古生物地质遗迹特征

1. 1　 古生物化石类型

辽宁迄今发现的化石有 30 余个门类主要包括:
菌藻类;腔肠类、三叶虫、笔石、古杯、珊瑚、海绵、苔
鲜虫、腕足类、头足类、 类、牙形刺、海百合、腹足

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鱼类、双壳类、腹
足类、介甲类、介形类、甲壳类、昆虫、蜘蛛、植物和孢

子花粉等,以及多种类型的恐龙蛋和恐龙脚印化石。
根据初步估计辽宁具有上万种的化石,目前已列入

全国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中有 266 种,其中一

级 184 种、二级 43 种、三级 39 种(辽宁省自然资源

厅,2022;表 1)。
1. 2　 古生物地质遗迹分布特征

1. 2. 1　 地理分布

辽宁古生物地质遗迹分布广泛,
 

14 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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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辽宁主要化石产地分布及化石产地分区

Fig.
 

1
 

Distribution
 

of
 

major
 

fossil
 

localities
 

in
 

Liaoning
 

and
 

division
 

of
 

fossil
 

localities

所辖范围均有化石产地,目

前已发现化石产地 250 个,
其中国家级化石产地 79 个、
省级 46 个、县级 125 个(表

2,图 1),以朝阳市辖区化石

产地最多,共有 104 个,占全

省化石产地的 41. 6%,且多

为中生代化石产地。 其次在

锦州和葫芦岛两地也分布着

众多的化石产地,分别为 30
个和 20 个, 占全省比重的

12%和 8%,这两市的化石产

地与朝阳相同主要是中生代

化石产地。 大连和本溪市是

辽西以外化石产地分布最为

广泛的地区,其中大连以前

寒武纪和古生代化石产地为

主,共有 23 个,而本溪则较

为集中的分布着 22 个化石

产地,且以古生代的化石产

地为主,两市化石产地占比

分别是 9. 2%和 8. 8%。 此外

在阜新、铁岭、抚顺等其它市

辖范围内也零星分布着不同

时代的化石产地(图 2)。
1. 2. 2　 化石时代

辽宁化石形成的时代跨

度非常大,目前已发现了从太古代到新生代各个时

期的化石。 辽宁的化石时代大致可分为太古代、元
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5 个时期,以中生代

产地最多,占全省化石产地比例的 64. 8%(表 2,图
3)。

在太古代地层中有 2 个化石产地,分别是弓长

岭铁矿和南芬露天铁矿,在铁矿 &&& 石中发现了

古老的细菌和蓝藻化石(欧阳舒,1979),这是辽宁

最古老的化石记录,也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生物化石

记录,它们形成于距今 3. 8
 

Ga 的鞍山群变质岩系

中,在全球早期生命演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辽宁的元古代地层中也有少量的化石发现,可

分为古元古代和中—新元古代两个时期,其中古元

古代有 1 个化石产地,位于大石桥段家堡子北山沟

的辽河群大石桥岩组上部,发育有藻类化石。 中—
新元古代化石产地共有 8 个,主要分布在大连金州

和瓦房店一带,含化石层位是青白口纪的钓鱼台组、

图 2
 

辽宁各市不同级别化石产地统计

Fig.
 

2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grades
 

of
 

fossil
 

localities
 

in
 

Liaoning
 

cities

震旦纪的兴民村组、十三里台组、南关岭组等,化石

类型以原始藻类为主。
古生代初,地球上迎来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此

后地球上出现了诸多的生物种类,辽宁广泛沉积的

古生代地层保存了这一时期化石记录。 该时期化石

产地形成于寒武纪、奥陶纪和石炭纪 3 个时期,以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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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辽宁不同地质时代各级别化石产地统计

Fig.
 

3
 

The
 

statistics
 

of
 

fossil
 

localitie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different
 

geological
 

ages
 

in
 

Liaoning

武纪化石产地最多,含化石层位包含从昌平组到崮

山组的所有寒武纪地层,化石类型为三叶虫、腕足、
腹足、头足等,共有 19 个化石产地。 奥陶纪化石以

冶里组、亮甲山组、马家沟组为主要含化石层,化石

类型与寒武纪相近,但出现了海绵、笔石、鹦鹉螺等

奥陶纪化石,共有复州湾大岭村东等化石产地 6 个。
石炭纪包含本溪组、太原组、山西组等 3 个化石层

位,主要出露在以桓仁县暖河子煤矿等代表的辽宁

东部地区,化石类型以牙形刺、 、海百合、腕足、植
物为主,共有 5 个化石产地。

中生代是辽宁最主要的化石形成时代,著名的

燕辽生物群、热河生物群、阜新生物群等均形成于该

时期,辽宁也因中生代丰富的化石种类和庞大的化

石数量被称为化石王国。 三叠纪主要有辽宁东部的

林家组和辽宁西部的羊草沟组两个层位,化石产地

为本溪的林家崴子以及朝阳的羊草沟 2 个,以植物

化石为主。 辽宁中生代生物自侏罗纪开始了爆发性

的增长,辽宁西部的海房沟组、髫髻山组等地层内发

现了燕辽生物群,包括恐龙类、翼龙类、哺乳类、鱼
类、植物等化石代表,其中以赫氏近鸟龙、中华侏罗

兽等能为生物演化提供重要信息的化石最为著名,
除辽西以外的其它地区也发现了鱼类、叶肢介、植物

等化石产地,辽宁共有侏罗纪化石产地 24 个。 白垩

纪是辽宁古生物的鼎盛时期,大量的鸟类、爬行类、
哺乳类、两栖类、鱼类、植物以及多门类无脊椎动物

化石被发现和发表,以义县组、九佛堂组为代表的地

层内发现多门类典型化石组合被称为热河生物群,
辽宁西部是热河生物群的核心地带,此外辽宁白垩

纪还有阜新生物群,其位于热河生物群之后,广泛分

布在辽宁西北部地区,同时在辽宁东部小文治沟等

地也有鱼类、 叶肢介化石发现 ( Wu
 

Zijie
 

et
 

al. ,
 

2019,
 

2021;
 

Li
 

Gang
 

et
 

al. ,
 

2021)。 辽宁白垩纪的

化石产地不仅化石类型众多,同时数量巨大,共有

136 个产地分布于辽宁的各个地方。 新生代是辽宁

古生物化石又一重要时代,在古近纪和第四纪均有

化石被发现。 古近纪的化石主要赋存于杨连屯组、
洋河组、栗子沟组、古城子组、季军屯组、西露天组,
在抚顺市东露天矿、新城子虎石台等 6 个化石产地

内发现了昆虫、鱼类、爬行类、腹足类、植物等化石。
第四纪化石是辽宁继热河生物群之后又一个被人熟

知的生物群,近年来大连骆驼山金远洞发现了与北

京周口店猿人同时代的疑似古人类活动遗址(刘思

昭等,2017),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最为古老的文化

遗存之一(李宏龙等,2018)。 此外,还有大连古龙

山遗址、本溪庙后山遗址等 41 个化石产地,发现了

大量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古人类化石。
1. 2. 3　 产地分区

为了便于化石产地的归类讨论、综合研究和保

护开发探讨,根据辽宁省古生物化石产地的行政区

划、产地时代、构造分区、地层区划、自然地理、地形

地貌等综合要素,将辽宁省划分 5 个化石产地分布

区,分别为辽北新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辽东古生代

化石产地分布区、辽南古生代与前寒武纪化石产地

分布区、辽西中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和辽中新生代

化石产地分布区(图 1)。
辽北新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位于辽宁北部,行

政区划位于沈阳和抚顺的北部以及铁岭市全部,共
有化石产地 19 个,以新生代化石产地为主,共有 17
个,以昌图八面城、昌图曲家店等为代表。 另有 2 个

为中生代化石产地,分别为昌图前五家子和铁岭南

康庄。 分布区内的 19 个化石产地均为县级化石产

地。
辽东古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位于辽宁东部鞍

山—辽阳—本溪到桓仁一带,共有化石产地 40 个,
以古生代化石产地为主,共有 18 个,新生代化石产

地 14 个,此外还有前寒武纪化石产地 3 个、中生代

化石产地 5 个。 在众多化石产地中,本溪庙后山遗

址和本溪溪湖公园洞穴 2 个化石产地为省级,其他

均为县级产地。
辽南古生代化与前寒武纪化石产地分布区位于

辽东半岛的南部,行政区划位于大连旅顺口、甘井

子、金州和瓦房店一带,共有化石产地 23 个,以前寒

武纪和古生代化石为主,其中前寒武纪化石产地共

有 8 个,古生代化石产地 8 个,此外还有新生代化石

产地 6 个、中生代化石产地 1 个。 根据评价成果,骆
驼山金远洞为省级化石产地,其余 22 个为县级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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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辽宁古生物化石产地时空分布

Table
 

3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aleontological
 

fossil
 

localities
 

in
 

Liaoning

化石产地分布区 产地级别 时代 化石产地名称

辽北新生代

化石产地

分布区
 

19
县级

 

19
新生代

 

17
昌图八面城、昌图曲家店、法库丁家房、法库石柱子、抚顺东露天矿东、抚顺东露天矿中央、开
原市官粮窑村、开原市赵地沟、铁岭李千户、铁岭县遥沟采石场、新城子虎石台、新民东荆家

房、彰武大清沟水库、彰武县六家子屯、彰武县闹德海水库、彰武县上村、彰武县扎兰营子水库

中生代
 

2 昌图前五家子、铁岭南康庄

辽东古生代

化石产地

分布区
 

40

省级
 

2

县级
 

38

新生代
 

2 本溪庙后山遗址、本溪溪湖公园洞穴

新生代
 

12
鞍山市大井村、鞍山市杨柳河南岸、本溪市三道岗、大石桥金牛山遗址洞穴、大石桥市藏山洞、
东港白家堡村、东港市石灰窑采石场、凤城市通源堡北山、弓长岭鬼子坟、弓长岭三星村、海城

市仙人洞、辽阳市安平南山

中生代
 

5 本溪林家崴子东山、桓仁小文治沟、桓仁杨家街、新宾朝阳、新宾县下清村南山

古生代
 

18
本溪红脸沟、本溪欢喜岭、本溪季家堡、本溪孔家堡子村东、本溪孔家堡子西北山、本溪岭下、本
溪朴家堡村、本溪市北、本溪市柳塘西山、灯塔甜水峪南山、桓仁城头店子北、桓仁鸿雁西南、桓
仁木盂子、桓仁木盂子镇北、桓仁暖河子煤矿南山、桓仁葡萄架岭、辽阳兰家、新宾杉木厂村东

古元古代 1 大石桥段家堡子北山沟

太古代
 

2 弓长岭铁矿、南芬露天铁矿

辽南古生代

与前寒武纪

化石产地

分布区
 

23

省级
 

1

县级 22

新生代
 

1 金州复州湾骆驼山金远洞

新生代
 

5 大连海茂村、金州复州湾望海洞、金州湾里水泥厂、旅顺口区北海、瓦房店龙山村古龙山

中生代
 

1 瓦房店砟窑北水泥厂

古生代 8
金州北山、金州复州湾、金州复州湾大岭村东、金州复州湾盛家屯北、金州复州湾盛家屯东、金
州满家滩北楼、金州七顶山拉树山、金州区前石灰窑

中—新

元古代
 

8
大连金石滩、大连棋盘磨、金州复州泡崖小高家屯、金州复州湾庙山、金州复州湾西瓦店、金州

满家滩凉水湾、金州杨屯、瓦房店赵坎子

辽西中生代

化石产地

分布区
 

165

国家级
 

79

省级
 

43

县级
 

43

中生代
 

79

北票白家窝铺、北票达子营东南、北票大片石砬子、北票恒道子、北票黄半吉沟、北票尖山沟村、
北票市大板沟村西、北票市二道沟村东、北票市黑蹄子沟北、北票市陆家屯村西、北票市庙沟、北
票市五间房村西、北票四合屯化石馆、北票塔子山北东、北票小甸子村西、北票哑巴沟、北票张家

沟、朝阳八棱观喇嘛沟西、朝阳疙瘩墙子、朝阳胡家营子砖场、朝阳聚财沟、朝阳喇嘛沟、朝阳喇

嘛沟西南、朝阳马家沟、朝阳南炉村北、朝阳上河首地质公园、朝阳石桥子、朝阳市原家洼村东、
朝阳隋家沟、朝阳西窝铺、朝阳西营子古塔、朝阳县胡家营子沟里、朝阳小东山、朝阳小四家子、
朝阳颜家沟、朝阳羊草沟、朝阳饮马池、朝阳赵家沟村、阜新三吉窝铺各么沟、黑山红槽、建昌二

道杖子、建昌喇嘛沟、建昌郎家沟北、建昌牛角沟、建昌潘杖子北、建昌前狮子沟、建昌青石岩、建
昌上白庙、建昌水泉沟、建昌微波塔、建昌西店、建昌肖台子、喀左刺槐山北、喀左化匠沟、喀左头

道洼沟里、喀左下湾子、凌源范杖子二道梁子、凌源刘李沟、凌源卅二道湾、凌源市郭家沟、凌源

松岭西北沟、凌源乡范杖子、新邱露天矿、义县白台沟、义县二虎桥、义县河夹心、义县金刚山鱼

石梁、义县金家沟、义县皮家沟东山、义县皮家沟南东山、义县破台子、义县上园林场、义县王家

沟西山、义县王油匠沟、义县吴家屯西、义县业南沟、义县英窝山南山、义县枣茨山

新生代
 

5 朝阳马山洞、喀左鸽子洞、喀左帽儿山、喀左宅后洞穴、凌源八间房

中生代
 

38

北票成子山村西南、北票达子营、北票尖山子山梁、北票梁家杖子、北票孟家屯、北票跑达沟、
北票市朝阳沟村、北票市伍代沟村西、北票小根菜沟、朝阳二道沟、朝阳黄花沟、黑山机斗井矸

子山、葫芦岛三角城、葫芦岛水口子、葫芦岛新台门东、建昌大西山村西、建昌箭石沟、建昌荆

条沟、建昌刘家沟、建昌梅力沟、建昌山咀、建昌上胡仙沟、建昌石门沟水库、建昌西窝铺、建昌

小宝地县、建昌小道岭北、建昌邢杖子、建昌要路沟北、喀左羊角沟、凌源房申、义县何家沟、义
县夹心村东、义县老虎、义县三道壕、义县双山子北、义县四方台、义县团山子、义县团山子东

新生代
 

2 凌海杏树沟、凌源胡林子

中生代
 

37

凌源汤沟梁村南、凌海杏树沟、凌源胡林子、北票官地、北票刘家沟、北票柳树沟林场、北票三

家子村东北、北票上古家子、北票市台子山、北票羊草沟、北票油房、北票于家沟、北票扎兰营

子老北沟、朝阳东波赤、朝阳东波赤村东北、朝阳碾子沟、朝阳肖杖子、阜新海州矿、黑山煤矿

砖厂、建平县棺材山南、喀上东沟、喀左谷家岭、喀左金沟梁村、喀左九佛堂小孤山、喀左马莲

沟、喀左三观庙娄子山、凌源大新房子、凌源范杖子、凌源关爷庙、凌源韩家沟、凌源喇嘛寺、凌
源马杖子、凌源前牛营子东、凌源市董杖子村、凌源市帽子山、凌源无白丁营子东、凌源野鸡

沟、义县西砖城子、义县下石洞沟、义县英窝山

古生代
 

4 凌源市大汤沟村北、凌源市老庄户、凌源市汤沟梁村北、凌源汤沟梁村南

辽中新生代化石

产地分布区
 

3
县级

 

3 新生代
 

3 大洼黄金带、盘锦兴隆台、盘山高升

　 　 注:化石产地分布区、产地级别、时代后面数字代表包含化石产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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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辽宁古生物地质遗迹原地与场馆保护工程明细

Table
 

4
 

Details
 

of
 

Liaoning
 

paleontological
 

geological
 

heritage
 

site
 

and
 

venue
 

protection
 

projects
地区 国家级集中产地 国家级地质公园 国家自然保护区 化石收藏单位 化石收藏等级

朝阳
辽宁朝阳化石产地

辽宁北票化石产地

辽宁朝阳鸟化石

国家地质公园
北票鸟化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乙级

朝阳济赞堂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丙级

锦州

辽宁义县化石产地

辽宁锦州古生物化石和

花岗岩国家地质公园

锦州世博园古生态馆 丙级

义县宜州化石馆 丙级

义县中德古生物博物馆 丙级

葫芦岛 辽宁建昌化石产地 建昌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丙级

本溪 辽宁本溪化石产地 辽宁本溪国家地质公园 本溪地质博物馆 丙级

沈阳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甲级

辽宁省博物馆 乙级

大连 大连自然博物馆 甲级

阜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地质博物馆 丙级

产地。
 

辽西中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位于辽宁西部朝

阳、锦州、阜新和葫芦岛辖区内,化石产地数量多达

165 个,是辽宁化石产地最为集中的分布区,主要是

中生代化石产地,共有 154 个,另有古生代化石产地

4 个、新生代化石产地 7 个。 该化石产地分布区处

于热河生物群和燕辽生物群的核心地点,含有众多

国家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共有国家级化石产地 79
个,省级化石产地 43 个,县级化石产地 43 个。

辽中新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位于辽河平原沈

阳—盘锦一带,目前仅发现化石产地 3 个,位于盘锦

市的大洼、兴隆台和盘山地区,均属于新生代化石产

地。

2　 辽宁古生物化石地质遗迹保护现状

辽宁非常重视古生物化石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古生物化石资源保护管理专

门机构,并率先出台了省级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的

地方性法规及相关管理办法,基本健全了化石保护

管理领域的各项制度。 在政策保障的前提下,辽宁

的古生物化石原地自然保护与场馆保护两方面都取

得了诸多成果。 在原地自然保护方面,辽宁先后两

批共 5 个化石产地入选国家级化石集中产地(国土

资源部公告,2014,2016;表 4),辽宁西部的绝大多

数化石产地均被包括在内,又兼顾了辽宁东部本溪

地区的新生代化石产地。 此外,朝阳和锦州的化石

产地也被纳入了国家级地质公园;其中辽宁朝阳鸟

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是专门针对中生代鸟化石而建设

的国家级地质公园,辽宁锦州古生物化石和花岗岩

国家地质公园则兼顾了古生物化石及其花岗岩地质

遗迹;辽东地区的辽宁本溪国家地质公园在保护岩

溶、地层剖面、地质构造等地质遗迹外,古生物化石

也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国家地质公园的大区内,北
票单独为鸟化石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表 4),
这也是辽宁省唯一的一个古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这些国家级的集中产地、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

的批准设立,基本覆盖了辽宁西部和辽宁东部的绝

大多数化石产地,被保护的化石产地内均布设了监

控系统、并有专人巡查,大大的提高了辽宁的古生物

化石地质遗迹保护水平,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古生物

地质遗迹的自然状态。
为了发挥化石的科普、科研价值,并有效保护已

被自然风化、地质灾害等破坏的古生物化石,辽宁建

有 20 余个化石博物馆(包含展览馆)。 为提升化石

收藏保护水平及科普教育能力,辽宁省自然资源厅

(2021)确定了 11 家具备合法化石收藏资质的单

位,其中甲级单位 2 个、乙级单位 2 个、丙级单位 7
个(表 4)。

3　 辽宁古生物化石保护与利用
模式分析

3. 1　 古生物化石保护和利用的多元化

古生物化石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是地球科

学研究最基本的资料,其不仅是地球科学研究的主

要对象,而且在地质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王训练等,2020),同时古生物化石也

是人们了解地球最直观的材料,因此古生物化石具

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与科普价值。 那么,摸清古

生物化石资源的家底就成了获取化石科研价值与科

普价值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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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化石保护可概括分为原地自然状态下的

保护和迁地场馆式保护,其中化石集中产地、地质公

园及自然保护区作为原地自然状态下的保护,是古

生物化石的主要保护方式,其保护方式的属性仍是

保护,化石资源的利用和发展比较淡化。 而以博物

馆为主体的迁地保藏体系建设是化石保护与利用的

主要方式,专业化、多样化和集中化展示是其主要特

点。 针对两种不同保护方式的优势和缺点,辽宁应

该打破原有的保护方式属性思维,做到保护和利用

多元化发展。
3. 1. 1　 加强古生物化石资源调查和评价工作

作为化石资源大省,辽宁开展了全省的化石资

源扫面调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省化石资源的分布

概况,相继又开展了朝阳、北票、义县、建昌、瓦房店

等市县的区域古生物化石调查评价工作,这些工作

的开展总体查明了调查区古生物化石产地的地理位

置、分布范围、
 

化石特征、地层剖面和保存现状,为
科学研究、保护规划制定、数据库建设提供了翔实资

料。 但以往这些调查及评价工作主要集中在辽西中

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其它化石产地分布区仅在瓦

房店开展了系统的调查评价工作,而辽东、辽北、辽
中等分布区内上未开展专项工作。 这些分布区的化

石产地大多是基于过去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发现

的,但由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目的决定对古生物化

石的调查没有严格的要求(王训练等,2020),这就

导致很多化石产地没有被发现或发现了也没有深入

研究,因此这些尚未开展化石资源调查的分布区内

仍有可能存在调查盲区或研究盲区。 建议对本溪、
桓仁、抚顺、铁岭、金州、阜新等市、县开展化石资源

调查和评价工作,彻底摸清全省化石资源家底。
此外,在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或其它地质勘查项

目过程中,地勘部门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化石,这些

化石中不乏建立新属新种的模式标本。 但随着地勘

队伍中古生物研究被淡化和老一辈古生物工作者的

退休甚至离世,这些珍贵的标本无人问津,其科学价

值也无人知晓,没有得到应有的保存,自然损耗破坏

严重甚至被一扔了之,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王训

练等,2020)。 为了充分保护好这些化石,发挥它们

巨大的科研和科普价值,建议国家和省级相关管理

部门开展这类化石标本的调查工作,并将这些化石

转移至博物馆保存,并联合研究机构与地勘单位,共
同对这些化石进行研究。
3. 1. 2　 在原位保护中利用发展

近年来,
 

“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

相继被提出,在保护的基础之上服务于生态文明建

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成了至关重要的工作(钟自然,
2018;丁华等,2020)。 以地质文化村为例,目前全国

共有 26 个地质文化村(含挂牌筹建) (殷小艳等,
2021),但拥有众多古生物化石地质遗迹的辽宁并

未有村庄申报和入选,古生物化石资源并未得到合

理应用。 目前辽宁有多处以化石为主体的集中产

地、地质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这些原位的保护地多集

中在辽宁西部地区,他们大多属于最原始的保护状

态,政府定期组织人力和财力对一些化石产地进行

回填复垦,安装了监控和定期巡逻。 目前对于经济

发展相对缓慢的这些地区,化石不仅没有带来经济

效益,反而却增加了一定的负担。 其实化石集中的

原位或近位保护地不仅化石资源丰富,其周边也有

着丰富的地层、构造、古地理、古气候等地质现象或

喀斯特、花岗岩、峡谷、古火山等自然景观,如建昌玲

珑塔镇大西山化石产地,这里作为赫氏近鸟龙的产

地有着最连续的中侏罗统髫髻山组剖面,是了解中

生代火山活动、古气候和地层结构较为理想的场所,
该产地西 500

 

m 有韩杖子水库,西南 7 千米是著名

的白狼山花岗岩景观,将化石产地与这些自然景观

结合起来,打造成自然资源科普研学路线,或者建设

成地球科学实习基地,这样不仅会提升原住民和来

访游客的科学素养,更能带动临近村庄的经济发展。
此外,在化石产地临近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美丽乡村

等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古生物化石的元素,让古生物

化石在得到保护的同时,应用方式也逐渐趋于多

元化。
3. 1. 3　 提升博物馆服务能效

古生物博物馆是目前将古生物化石价值发挥到

最大的保护开发模式,其属性是在保护的同时达到

利用的目的,但目前辽宁的博物馆的地理布局上并

未完全发挥出博物馆的最大能效,其仍以服务化石

产地周边和沈阳、大连两座大型城市为主,锦州、朝
阳和沈阳 3 座城市占据了全省超过 60%的博物馆资

源,而盘锦、营口、丹东、铁岭、鞍山等 7 座城市却无

古生物类博物馆。 从化石产地的 5 大分区上分析,
辽北新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无古生物类博物馆。 此

外,博物馆主要分布在城市中,一些偏远城镇和农村

的居民是无法参观博物馆的,尽管这些居民可以通

过网络成为受众,但化石的属性并未被完全挖掘。
基于以上现状,建议辽宁建立馆际合作机制,不仅要

强化古生物博物馆之间的化石交流活动,更要加强

非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与古生物博物馆之间的合作。

7

 

10 月 吴子杰等:辽宁古生物化石特征与保护利用模式分析



如在盘锦、丹东、铁岭等市级综合性博物馆开展化石

特展活动,有条件的综合性博物馆可开设化石展厅,
进一步提升当地居民的科学素养。

化石是不可再生资源,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目前,辽宁多处博物馆有许多珍品化石,尽管博物馆

在化石的保管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化石在运输、展
览和收藏过程中依然会持续的风化和破损。 博物馆

在化石保管本身上做文章以外,还要制定化石替代

方案,特别是对于那些独一无二的稀有化石。 首先

应有技术过硬的化石复制能力,制作精品化石的高

质量复制品,因为高质量复制品在科普上的功效几

乎等同于真品。 其次对尚未开展研究的藏品进行系

统研究,挖掘化石本身最大的科研价值。 第三对化

石进行三维扫描建模,做到化石数字化保存,并将数

字模型放在网上展厅进行展览,方便实地参观有困

难的受众。 最后由省级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全省化石

综合管理导览系统,方便对化石资源的统一监管、促
进馆际交流和网上展览。
3. 2　 最大限度发挥化石本身优势

古生物地质遗迹和其他类型地质遗迹最根本的

不同在于,前者呈现的主体是化石,它们可以通过实

体、生态复原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铸模标本在各类

与地质相关的博物馆展出,在不影响标本自身和科

学研究的前提下,服务的最终对象是人(阎春波,
2022)。 目前辽宁拥有众多古生物博物馆,主要位

于沈阳和大连,另外在朝阳、葫芦岛、锦州和本溪等

地也有地区性古生物博物馆。 这些场馆通过对古生

物化石的陈列展览,担负着重要的科学普及和文化

宣传的职能,但受众主体主要是生活在场馆所在城

市的居民。 尽管随着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一些博物馆开始开通了网上展厅、直播展厅等覆盖

面更全的科普方式,但对于没有古生物化石资源或

者没有古生物展览场馆区域的人们而言,由于以前

接触化石机会极少而并未形成主动成为科普受众的

思想,因此他们其中大多数并不能成为博物馆地质

及古生物知识网络科普的受众。 而对于这个群体里

少数的化石爱好者来说,网络科普对他们并没有太

大的吸引力。 因此应考虑将化石本身的优势发挥,
最大化做到全民受益,前提应是让这些群众先接触

化石,并吸引他们对化石产生浓厚的兴趣。 辽宁和

多地的政府、博物馆等单位曾举办过建昌古生物化

石进京特展、辽宁中生代古生物化石杭州市展、辽西

古生物化石建德市科普特展等活动,极大的发挥了

化石的科普优势,建议辽宁各级政府、化石资源管理

部门、化石收藏单位以及公安、财政等联合制定化石

巡展规划,到没有化石博物馆的城市开展古生物化

石巡展,更要注重到一些偏远农村开展化石巡展活

动。 此外,在城乡美化改造过程中,应考虑融入化石

元素,最大限度发挥化石本身优势。
3. 3　 地学研学旅行路线开发

在国家研学旅行的激励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快速

增长下,近些年研学旅行作为“科普+旅游”的新兴

载体,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应用(董婷婷等
 

2019;宋春伦等,2022)。 地学研学资源是研学旅行

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球科学、历史文化等丰

富的内涵,古生物化石资源又有着其它地学资源无

法比拟的优势。 为推动地学科普研学工作的开展,
中国地质学会已组织了两批精品地学研学路线的评

选活动,但拥有众多地学研学资源的辽宁却未有一

家入选(张诚信等,2021;孙莉莉等,2022)。 研学旅

行是深度旅游的主要形式,是吸引有科学文化需求

主体参与的最佳旅游模式。 因此,辽宁应利用自身

化石资源优势,结合不同化石产地的地质特征及不

同年龄段研学主体需求,着力打造出多条“世界化

石宝库”主题研学路线。 此外,辽宁除了古生物化

石,其它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但也同样

未得到开发利用。 建议具备这些资源的各市、县级

管理部门组织专业团队,开展化石及其它旅游自然

资源的普查、保护和开发工作,将这些自然资源融合

包装,且积极调动地方旅游、招商、教育等管理部门,
协调博物馆、地勘单位和高校联合开发,中小学校及

产地所在乡镇政府参与设计,探索建立地学科普研

学联盟,组织开展各类地学研学活动。 根据辽宁化

石特征及化石产地、博物馆的空间分布情况,再结合

周边的热门的旅游自然资源,初步在 5 个化石产地

分区内各设计 1 条精品研学路线(图 4)。
3. 3. 1　 路线一:抚顺典型煤炭矿床及古近纪生物

化石路线

　 　 该路线位于抚顺市区南部的东、西两大露天煤

矿内,其中西露天矿大坑曾经是排名亚洲第一,这里

不仅可观察最典型的煤田矿床,更能在煤海中找到

与煤田同时期形成的介形类、腹足类、昆虫、鱼类、爬
行类、植物等化石,此外一些化石也形成了松脂化石

(琥珀),目前已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路线安排:抚顺西露天矿 →抚顺东露天矿。
考察内容:采矿遗迹景观、典型煤炭矿床、古动

物和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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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路线二:本溪典型喀斯特地貌景观

及古人类文化遗址路线

　 　 该路线位于本溪市东南部的辽宁本溪国家地质

公园内,路线包含著名的本溪牛毛岭“本溪组”层型

剖面、被誉为“世界第一长地下充水溶洞”的本溪水

洞,此外还有庙后山古人类文化遗址和本溪地质博

物馆。
路线安排:牛毛岭层型剖面 →本溪水洞 →

本溪地质博物馆 →庙后山古人类文化遗址。
考察内容:本溪组全国性标准剖面、喀斯特地貌

景观、地质博物馆、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活动遗迹。
3. 3. 3　 路线三:大连典型地层剖面及古生物路线

该路线整体位于大连西部渤海海岸线上,这里

有华北地区出露最为齐全的中—新元古代地层和古

生代地层,在古生代地层中有牙形刺、 、海百合、三
叶虫、腕足类、腹足类、海绵、笔石等化石,除了能看

到古生代的代表性化石,路线上还有复州湾骆驼山

金远洞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产地,此外享誉国内外

的大连自然博物馆也包含在路线内。
路线安排:赵坎子前寒武纪剖面 →复州湾古

生代剖面及化石产地 →骆

驼山金远洞 →大连自然博

物馆。
考察内容:区域性标准剖

面、古动物、古植物、古人类活

动遗迹、自然博物馆。
3. 3. 4　 路线四:辽西典型中

生代生物化石路线

　 　 该路线位于辽宁西部,包
含众多化石产地和博物馆,是
享誉世界的燕辽生物群和热

河生物群的核心地带,这里作

为中生代化石产地的门户,在
全国乃至全球独一无二。 本

条路线以化石博物馆(含展

馆)为主轴,向邻近重要化石

产地辐射,包含了 6 个博物馆

和近 20 个重要化石产地,适
合进行深度研学。

路线安排:义县宜州化石

馆 →义县中德古生物博物

馆 →义县白台沟 →义县

金刚山 →义县金家沟 →
北票白家窝铺 →北票达子

营东南 → 北票黄半吉沟

→北票市陆家屯村西 →北票四合屯化石馆 →
朝阳慕容街化石一条街 →朝阳济赞堂古生物化石

博物馆 →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朝

阳八棱观喇嘛沟 →朝阳市原家洼村 →朝阳县胡

家营子 →喀左化匠沟 →喀左头道洼沟里 →喀

左九佛堂层型剖面 →建昌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
建昌喇嘛沟 →建昌潘杖子北 →建昌上白庙 →
建昌西店 →建昌肖台子 →玲珑塔大西山。

考察内容:古生物博物馆、古动物、古植物、区域

性标准剖面、化石文化街。
3. 3. 5　 路线五:沈阳精品

化石展馆研学路线

　 　 该路线位于沈阳市城区,由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和辽宁省博物馆两个省级博物馆组成,其中辽宁古

生物博物馆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
该馆全面展示了辽宁近 3. 0

 

Ga 来生物化石,馆藏中

有赫氏近鸟龙、辽宁古果、孔子鸟、孙氏丝鸟龙等众

多精品化石,是全面展现辽宁化石的重要窗口。 辽

宁省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素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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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丰富,特色鲜明而享誉海内外的综合性博物馆。
2021 年该馆进入化石领域,并正在打造热河生物群

珍品化石特展(辽宁省博物馆,2022)。 在这里不仅

能看到亿万年前的生物,更能品位几千年的中华

文化。
路线安排: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古生物博物

馆.
考察内容:综合博物馆、中华文化、古生物博物

馆、十大生物群、精品化石等。
3. 4　 化石文化衍生品开发

辽宁作为我国古生物化石种类最全、数量最多、
社会经济价值最高的省份,具有诸多文化产品开发

的优势。 目前在朝阳、北票和凌源建设的小型化石

商业街中,仅是售卖一些非保护级别的化石,未见有

文创产品出售。 辽宁的古生物化石明星众多,如被

誉为世界上第一朵花—辽宁古果、世界上第一只长

羽毛恐龙—中华龙鸟、世界上第一个真兽类哺乳动

物———中华侏罗兽,这些化石的复原图非常精美,已
被世人熟知,以往仅用于科研和展览中,政府和企业

等参与的程度较低。 此外,诸如霸王龙、始祖鸟、侏
罗纪、新生代、冰墩墩等一些知名度极高的古生物或

地学词汇本身就带有网红属性,但目前并没有对这

些具有商业价值的词汇进行融合开发。 辽宁很多明

星化石在形成、发掘、研究或者演化意义上都具有一

些有趣或者感人的故事,例如解开达尔文“恼人之

谜”、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朵花的辽宁古果,象征着忠

贞不渝爱情被称为“永恒的爱”的夫妻鹦鹉嘴龙化

石,流失海外多年最终被追索回国的短羽始中国鸟

等化石,这些故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因

此,辽宁应吸收科研机构、博物馆、学校、旅游公司、
文创科普企业等,组成专业的开发团队,将化石的学

术影响力转变为社会影响力、将地学和化石词汇知

名度转变为商业品牌、将化石背后的故事转变为荧

幕和书籍上的故事,加大在化石文化衍生品的创作

和研发的投入,打造电影、动漫、玩偶、书籍、游戏等

一系列衍生品,并持续发力引发连锁效应,打造化石

文化中心。
3. 5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

宣传是扩大影响力最有效的途径,辽宁曾尝试

用出版科普图书、举办化石巡展、张贴宣传海报、举
办化石文化节、刊登报纸、在电台和电视台投放广告

等多种宣传方式,宣传效果良好。 但对于庞大的潜

在受众群体来说,这些传统的宣传方式影响又非常

小,此外这些宣传的受众主要是城市人口,对于乡村

居民影响极微。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

的受众不断减少,宣传效果大不如从前。 随着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已成为当今最流行的宣传

媒介,其引领社会发展向潮流技术层面前进,因此建

议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相关机构要挖掘出新媒体背景

下对外宣传的价值,适时调整或改变宣传策略。 首

先要组建专业的新媒体宣传团队,完善软硬件环境

和设施。 其次要加大对展品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的

力度,加强馆际资源网络共享。 还要不断提升官网、
公众号、微博、视频号等平台的服务功能,发布高质

量的科普类图文和视频,定期举办主题直播活动。
在做以上几方面内容的同时,要格外注重提升博物

馆新媒体宣传团队的知识素养,以达到高质量、可持

续的发展。

4　 结论

(1)辽宁化石种类繁多,迄今发现的化石有菌

藻类、腔肠类、三叶虫、笔石、古杯、珊瑚、海绵、苔鲜

虫、腕足类、头足类、 类、牙形刺、海百合、腹足类、
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鱼类、双壳类、介甲

类、介形类、甲壳类、昆虫、蜘蛛、植物和孢子花粉等,
以及多种类型的恐龙蛋和恐龙脚印化石 30 余个门

类,目前已列入全国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中有

266 种,其中一级 184 种、二级 43 种、三级 39 种。
(2)辽宁古生物地质遗迹分布广泛,在 14 个地

级市共发现化石产地 250 个,其中国家级化石产地

79 个、省级 46 个、县级 125 个。 辽西地区的朝阳、
锦州、葫芦岛化石产地最多,分别占全省比例 41.
6%、12%和 8%。 化石形成的时代跨度非常大,大致

可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5
个时期,以中生代产地最多,占全省化石产地比例的

64. 8%。
(3)根据辽宁省古生物化石产地的行政区划、

产地时代、构造分区、地层区划、自然地理、地形地貌

等综合要素,将辽宁省划分辽南古生代与前寒武纪

化石产地分布区、辽东古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辽中

新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辽西中生代化石产地分布

区和辽北新生代化石产地分布区等 5 个化石产地分

布区。
(4)辽宁古生物化石应在保护中利用,要加强

化石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工作,多元化发挥化石产地

和博物馆的科普价值,将化石本身的优势发挥到最

大化。 对化石产地 5 大分布区初步设计 5 条研学路

线,同时对化石文化衍生品开发提出建议,并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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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做了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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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Liaoning
 

is
 

famous
 

in
 

China
 

and
 

even
 

in
 

the
 

world
 

for
 

containing
 

rich
 

paleontological
 

and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which
 

are
 

valuable
 

fo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opular
 

scienc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paleontological
 

relics
 

can
 

provide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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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for
 

the
 

in - depth
 

study
 

of
 

paleontological
 

fossils
 

in
 

Liaoning,
 

and
 

can
 

also
 

provid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leontological
 

fossil
 

industry
 

in
 

Liaon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survey
 

results
 

of
 

paleontological
 

fossil
 

resources
 

in
 

Liaoning,
 

the
 

type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aleontological
 

relics
 

in
 

Liaoning
 

are
 

summarized
 

and
 

studied,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aleontological
 

heritage
 

in
 

Liaoning
 

is
 

analyzed,
 

and
 

it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is
 

discussed.
 

Result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model
 

of
 

fossi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s
 

analyzed,
 

the
 

greatest
 

advantages
 

of
 

fossils
 

are
 

excavated,
 

and
 

the
 

research
 

and
 

travel
 

development
 

of
 

fossil
 

resources
 

are
 

recommende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fossils
 

are
 

proposed.
 

Conclusions:
 

Liaoning
 

should
 

consider
 

a
 

variety
 

of
 

paleontological
 

fossil
 

protection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maximize
 

the
 

advantages
 

of
 

fossils,
 

expand
 

geoscience
 

research
 

travel
 

routes
 

through
 

multi - department
 

joint
 

development,
 

attract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the
 

cre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aleontologic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establish
 

Fossil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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