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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 1995 年开始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 目的资助以来
,

已经持续 8 年对西藏南部喜马拉

雅山东段中生代地层进行研究
,

获得大量的菊石和

双壳类化石标本
。

所采集到的中生代菊石类标本的

属种数量
,

有可能已超过前人几十年间在这一地区

的总和
。。

西藏喜马拉雅地区和一些国际经典研究地

区比较
,

交通方便
,

社会稳定
,

剖面出露清晰便于在

大面积范围内追溯
,

中生代菊石层序更完全
,

菊石

动物群面貌更具有地方性特色
。

但是在项 目的初期

研究阶段
,

我感受到要使西藏地 区的研究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
,

要让研究成果尽快纳人世界地质学知

识库和数据库
,

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和科学交流势在

必行
。

近几年来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
,

以

科学基金项 目的早期研究成果为基础
,

我和 国际著

名古生物学家建立了密切的通讯关系和学术交流
,

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会 )与英国皇家协会的双边协议性合作项

目和 自然科学基金会与法国科技教育部的
“

中法先

进科技项 目
”

的资助
。

我本人先后和英国
、

加拿大
、

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建立 了实质性的科研合作
,

受

邀赴加拿大
、

法国
、

英国和美国进行了为期不等的访

问和合作研究
,

这使得我所承担的基金项 目研究逐

步纳人和融 汇到和 国际知名古生物学家合作的层

次
,

获得了有特色的阶段性成果
。

2叨3 年我所申请的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

际合作研究项 目 (西藏晚三叠世末期生物绝灭
、

复苏

和环境
: 区域和全球性驱动力 )已获得批准立项

,

资

助强度达 85 万元
。

在开展基金项 目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我有如下

的体会
:

国际合作要充分发挥区域性优势和特色

西藏地区在进行中生代菊石类和双壳类研究方

面具有特定的地域优势
,

这是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
。

菊石类是一种演化迅速
,

分布广泛的海生动物 ;它们

在侏罗纪后期和 白平纪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
,

几乎

统治了中生代海洋环境
。

和陆生恐龙一样
,

菊石类

在中生代末期的迅速绝灭也成为古生物学中的不解

之谜 ;人们对生活在海洋环境的菊石类绝灭事件的

了解甚至比对恐龙绝灭更加模糊
。

在年代地层学的

研究范畴
,

百余年来
,

菊石类一直是中生代生物地层

学最为精确的定年依据
,

在研究详尽的西欧 中生代

经典地层剖面
,

大部分菊石带或亚带的定年精度可

以达到 l 至 0
.

1 百万年的精度
。

近数十年来
,

尽管

放射性测年的技术手段和测年精度都有迅速 的发

展
,

但是迄今为止
,

菊石类在中生代年代地层学的研

究的作用依然无可替代
。

在整个东岗瓦纳的其他地

区
,

能够有像东喜马拉雅地 区如此完善的中生代菊

石层序少之又少
。

再如
,

在世界范围内
,

晚三叠世一

度繁盛的的礁相生态系
,

受晚三叠世生物灭绝 的影

响而被破环
,

在整个赫塘阶和辛涅谬尔阶普遍缺失

生物礁沉积建造 ;其它生物群的分异度则显著降低
。

礁相生态系的再度发生是早侏罗世的生物复苏一个

明确的信号
。

西藏的各米格地 区
,

中赫塘阶菊石层

之上有整合接触的灰岩沉积
,

在这些灰岩沉积之是

普林斯巴赫期的一种独特的造礁双壳类生物
。

2 发挥地区性材料优势要和国际研究热点

相结合

新的研究材料的发现往往对学科的发展起至关

重要的作用
。

但是
,

如果缺乏对学科发展方 向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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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把握 ;就不免会使研究兴趣和选题受新材料的发

现而左右
,

从而使得有些研究或是立项停留在较浅

的层面上
。

因而在筛选研究课题和确定主攻 目标

时
,

必须既考虑到研究立项 的资源条件
,

又考虑要和

国际上的热点和重点方向相结合
。

喜马拉雅地区是解决喜玛拉雅地区中生代生物

地层和生物地理区系的关键地区
。

西藏喜马拉雅动

物群的迁移成为冈瓦纳大陆裂解不同阶段的标志
。

西藏晚侏罗世菊石层序表明
,

中牛津阶菊石动物群

是以地方性的玛雅菊石临砚” it 澎 )为特征
,

并伴之以

海水增深事件
,

表明该时期在西藏喜玛拉雅地区的

高海平面事件
。

由此一个新的生物地理亚区
、

西南

太平洋
一

澳大利亚生物区是在晚侏罗世至早 白要世

期间逐步形成的 ;而 围绕东岗瓦那的玛雅菊石类分

布则可视为该生物区开始建立的第一个信号
。

喜马

拉雅侏罗系研究的传统地区
,

如印巴交界处的斯匹

提地区 ( S int i) 和尼泊尔的塔克霍拉地区 ( hT ak k ho l a )

等地由于地层出露不完整
,

虽然经过印度
,

法国
,

德

国等国学者几十年的研究
,

仍然没有能够建立 比较

完整的菊石层序
。

因此
,

当我 199 6 年首次和专门研

究侏罗纪菊石的权威
,

原国际地层委员会侏罗系分

会主席
,

法国里昂大学安奈教授去信讨论西藏侏罗

纪菊石问题的时候
,

就立即引起他的浓厚兴趣
。

并

随即获得法国科技教育部资助
,

在里昂第一大学进

行了半年期的合作研究
。

晚三叠世末期发生的生物绝灭是显生宙 5 大生

物绝灭事件之一
,

西藏晚三叠世生物灭绝及随后的

复苏作为一个全球性质的地质生物事件
,

具有重要

的区域性和全球古地理意义 ; 也是是国际古生物界

关注的重点地区
。

笔者在法国参加的一次专业会议

上对于西藏三叠 系侏罗系地层界线的介绍
,

吸引了

原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
,

英国伯明翰大学 Hall am 教

授的注意
。

在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
,

我和英国

伯明翰大学 Hall am 教授共 同申请的英国皇家协会

项 目获得批准
,

随后对该剖面的地球化学研究论文

也已出版
。

西藏地区丰富的晚三叠世瑞替阶的动物

群提供了对于全球性的晚三叠世生物灭绝研究的新

资料
,

由此而获得的认识和解释将有可能不同于地

学界 目前普遍流行的生物灭绝的假说
。

加拿大省温

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海洋地球科学系主任史

密斯教授对西藏晚三叠世生物绝灭和早侏罗世菊石

类也表示 了浓厚的兴趣
,

在 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项目的资助下
,

他已来华访问两次
,

并和我们建立了

比较长期的双边合作研究计划
。

3 我国科研人员应积极争取在国际一流学

术刊物发表论文

我赞同
,

在衡量基金项目完成的质量和研究水

平时
,

可以将项 目负责人和参加者在国际刊物发表

科研论文的数量
,

特别是在 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和为

SCI 收录的论文数目作为一个重要 的参数
,

是评价

项 目完成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依据
。

这也许不是最好

的方法
,

但仍然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

不仅仅是

因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定量的数据 ;更重要的是
,

它是我国科学家走向世界科学前沿的阶梯
,

有助于

更好更快地建立我国成为科技大国的形象
。

从另一

个方面来讲
,

在国际刊物发表科研论文是提高我国

科研人员研究素质的有效方法之一
。

众所周知
,

大

部分基金项 目所研究的内容形成的论文所涉及的具

体研究细节内容和涉及的某些参考文献
,

在很多情

况下
,

大抵只有撰稿人本人了解
。

如果撰稿者所从

事的研究内容在国内少有他人熟悉
,

国内杂志编辑

部对这样的稿件审稿稍有不慎
,

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

不言而喻
,

国际一流刊物都拥有一批相当高水平的

编辑人员和比较固定的审稿队伍
。

投递到国际一流

刊物的稿件会被仔细审核
,

审稿人所提的问题多能

切中要害
,

可以使撰稿人获得非常精辟的建议
,

有助

于提高论文水平和研究者科研素质
。

由于我们的母

语和英语差之甚远
,

写作自然会受到英文水平的限

制
。

这种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国内
、

外学者

的交流和了解 ;也使得一些原本质量非常优秀的研

究论文不能及时地为国外同行所了解
。

提高我国学

者撰写英文科研论文的英文水平是一个巫待解决的

问题
。

在 目前情况下
,

通过国际合作项 目
,

双方协作

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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