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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质学上的“金钉子”实际上是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的俗称，相当于地
球历史时间标尺上的刻度。
有了这个标准和刻度，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地质调查和地层对比。
然而，这些地质时间单位的确立需要智慧与辛勤劳作。

　　在祖国的大地上寻找“金钉子”，是中国几代地质科学家的梦想。
梦想成真时，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共同为“金钉
子”书写了《大地文学一金钉子报告文学集》。
文集中描述了几代地质工作者和古生物专家为“金钉子”的发现、科学研究和最终确定所付出的艰辛
劳动，其间发生的动人故事；采用尽量通俗的语言讲述了“金钉子”的意义，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请热爱科学、热爱地球家园的人们读一读这本书，了解我国地学工作者为世界贡献的“金钉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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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有了“金钉子”
——走近浙江常山黄泥塘“金钉子”
解读无字天书
——长兴二叠系一三叠系界线“金钉子”确立纪实
寻找五亿年前地球的主人
——湖南排碧“金钉子”发现实录
解密生物大灭绝
——广西蓬莱滩“金钉子”确立前后
给我一天，还你亿年
——走近浙江长兴“金钉子”
赫南特寻踪
——湖北王家湾“金钉子”确立始末
牙形石之谜
——湖北黄花场“金钉子”发现记
触摸古丈密码
——湖南古丈设立“金钉子”的故事
众里寻它千百度
——广西碰冲“金钉子”发现纪实
感恩记
附录一：《地球年轮一金钉子的故事》系列活动宣传图片
附录二：国际地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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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侏罗纪和白垩纪因为电视剧的原因很出名了，它们属于中生代，白垩纪是中生代的最后一个
纪。
“白垩”一词，是因为早先在英国运河两岸的白垩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群。
中生代时间大致起始于距今2.3亿年前，截止于6500万年前，正是恐龙出现和消失的时期。
白垩纪的最后一个“期”，称为马斯特里奇期。
而“马斯特里奇”取自于发现第一块巨型爬行类化石的荷兰马斯特里奇镇。
恐龙的灭绝就发生在马斯特里奇期的末期，所以制片商可以在电视上搞得很热闹。
由此可以推定，“金钉子”还是科幻文学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制片商才有底气花钱叫剧作家们
去展开想象的翅膀。
所以，大凡类似的科幻片制作，都应该聘请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当顾问，听说国外有这么做的。
否则，出现“关公战秦琼”的故事，就闹大笑话了。
　　上面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话是陈旭说的。
陈旭说，过去，科学家研究地质发展历史，都是从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大陆开始研究，
研究的根据就是地层中古生物化石的演化记录。
光阴留痕，每个阶段的痕迹都会以化石的形式留存在地层里。
这是最准确的。
可是，这样的研究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却出了问题。
因为古代的地质年代的生物分布和现代的生物分布一样，是有地域限制的。
好比是熊猫中国有，美国就没有。
用生命发展史来书写地球发展史，这中间带有很强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如果把不同时代的地层对比在
一起，这就要闹“关公战秦琼”的笑话。
　　在陈旭他们研究黄泥塘剖面中笔石化石的时候，发现在剖面的褐黑色页岩中，夹杂着灰白色的石
灰岩，而在这石灰岩里他们发现了另外一种化石，这就是像牙齿样的牙形刺化石。
王志浩告诉我们说，牙形刺化石是远古海洋里的一种鳗鱼样生物的头部骨骼变化成的。
我们知道，生物化石的演化过程几乎一样。
这种鳗鱼样生物死亡后，肉体很快腐烂分解，只留下头部的一点坚硬的齿状构造保存为化石。
但这种生物一般在浅海区里生活，成为石灰岩里面的化石。
而笔石生物却常生活在较深的水中，化石常常保存在褐黑色的页岩里，也就是说，页岩一般是在海水
较深的地方沉积的。
这两种生物在黄泥塘的漫长岁月里，它们的生命是否实现了一次时空跨越？
　　于是，我们的站位随同陈旭回到了他们发现那条特殊的古地理分区界线上。
　　原来，这条江南斜坡带在古地理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因为在奥陶纪时期，江南带的西北部是广阔的浅水台地，几乎遍布整个长江流域，地质学界称为扬子
台地。
而在江南带的东南部，则是一个广阔的深海盆地，它遍布整个珠江流域，我们将它称作珠江盆地。
海水中的营养物，借助上升流，沿着斜坡带向上漂浮，也顺势富集在斜坡带和台地边缘，常山地处斜
坡带上部，正是营养物富集地，不但适于笔石的生活，而且也适于牙形刺的发育，这才使这两种不同
门类的生物在常山黄泥塘相遇。
　　资料显示，早在17世纪时，欧洲的科学家就发现了笔石化石，之后，经过数代科学家持续深入的
研究，认为笔石像今天的珊瑚虫一样群体生活，后来，才认识到是一种浮游生物。
这种海洋生物的身上长有许多管子，学名叫胞管。
每个胞管里都生活着一个虫体，这些虫体呈串状连在胞管里（胞管是它们的房子，它们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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