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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恐龙蛋化石属于一类珍稀的古蛋类化石，是地质历史时期自然地质遗迹和一类不可再生的地质古生物
资源，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恐龙蛋是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其他相关科学非常重要的信息载体。
我国是一个恐龙蛋化石丰富的国家，已在17个省（区）发现。
具备类型多样、数量巨大、密集分布、状态原始、绝灭界线最佳等特点，并有世界上唯一的长圆柱蛋
化石（长径34.5 ～61cm，短径14～27cm）产出，是目前世界上已知产地不可比拟的。
集典型性、稀有性、优美性于一体，而具极高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是我国经济、生态、社会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恐龙蛋化石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杨锺健、周明镇等学者，作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从70年代中后期始，赵资奎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山东、广东、内蒙古、河南等地的恐龙蛋
化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索，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恐龙蛋分类系统，并对恐龙绝灭、地层划分、稳定
同位素组成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推动了我国恐龙蛋化石科学研究的发展。
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21世纪之初，我国还没有一本系统地论述恐龙蛋的大型专著问世（只是在2005
年周世全等出版了《中国南阳恐龙蛋》一书，这是一本研究古生态环境方面的专著），这种状况显然
与我国蓬勃发展的科学事业和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地球科学正处在革命的时代不相适应
。
而恐龙蛋的科普读物更是非常缺少，几乎没有一本可读性强的、雅俗共赏的这类著作，来满足广大地
学、古生物学爱好者和广大群众对了解恐龙蛋知识的需要。
科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科学与知识的基础，在于普及和广泛的传播，总是从必然到自由，创造如诗如画的文化生活。
地学、古生物学一旦由专业性转变为普及性，使广大群众登上科学的舞台，变作群众的知识库，科学
真正被群众所掌握和在头脑中燃烧，就会变成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
对于推动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国家建设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开源、解放思想、发展经济，
提高群众的科学素质，避免愚昧和盲目性，破除迷信，激发探索热情，建设我们强大繁荣的祖国和促
进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不可推辞的义务，促进科学与广大群众的结合是国家和社会赋予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越过障碍，瞻望未来，用毕生的精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使地学、古生物学从头脑中解放出来，变为
群众性、可读性的文化产品，贴近生活、走向群众，紧跟社会，这是科学全球化趋势和时代发展所需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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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近恐龙蛋世界》以通俗和大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恐龙蛋化石家族、恐
龙繁殖方式、恐龙帝国的覆灭、恐龙蛋化石的鉴别与辨伪和我国的恐龙蛋之乡与博物馆。
深入讨论了1992—1993年问全国的恐龙蛋事件及恐龙蛋化石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客观地评价、分析了恐龙蛋化石的科学价值、观赏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内涵。
文中插有大量精美的照片与图表，书后附有相关地质名词解释及图录检索，使全书更具趣味性、可读
性、知识性和时代性。
专业工作者和普通爱好者都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走近恐龙蛋世界》适用于观赏石、古生物化石爱好者、收藏者，观赏石贸易、鉴定人员，博物
馆工作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或培训班的学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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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全，男，汉族，1937年生，湖南省湘乡市人。
地质矿产高级工程师，国家宝玉石专家，南阳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中国宝玉石鉴定师、评估师，长期
从事区域地质与矿产勘查。
1974.年至今，致力于中、新生代地层和恐龙蛋化石古生态的研究工作，并主持、参与河南省重大科学
研究项目，主编大、中、小型各类区域、矿产地质报告50余份，发表科学论文近60篇，出版专著或合
著《中国南阳恐龙蛋》、《中国黄石砚》等四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荣誉奖多项，优秀论
文1～3等奖多项。
目前主要从事恐龙蛋化石、中生代地层、沉积环境及宝玉石、观赏石资源、宝玉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工作。
曾赴印度尼西亚考察宝玉石矿产，并接受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香港“阳光卫视”、“河南
日报”等媒体的多次采访。
事迹被收入《中华人物辞海》等名录。
崔保建，男，汉族，1966年生，河南省南阳市人，大专学历，工程师，宝玉石质检师。
近20年来，一直从事奇石、观赏石资源的勘查、收藏和恐龙蛋化石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宝玉石文化
、观赏石文化等的研究工作，已发表科学论文数篇，合作出版专著一部，获科技成果奖一项。
多次参加全国及部级单位主办的有关专业会议。
目前，主要从事观赏石资源、宝玉石矿产的调查与玉文化、古代石文化的研究工作。
郭一峰，男，汉族，1963年生，河南省周口市人，大学本科，工程师，评估师，瀚博商贸公司总经理
。
长期从事奇石、观赏石资源的勘查、收藏和恐龙蛋化石保护的研究工作，并一直从事石文化与古代、
现代石文化结合的探索，多次参加全国及部级单位主办的有关专业会议，发表科学论文数篇。
目前，主要以观赏石收藏、矿产勘查开发与石文化的研究为主要工作方向。
钱兴华，男，汉族，1963年生，江苏省无锡市人，大专文化，工程师，注册质检师，石文化研究者。
主要从事矿产、奇石、观赏石资源等的普查、收藏，并长期参与恐龙蛋化石的保护与开发的研究。
已发表科学论文数篇，多次参加全国、省级的有关专业会议。
目前，主要从事观赏石资源的调查、石文化研究及恐龙蛋化石保护技术的研究工作。
金华兴，男，汉族，1956年生，浙江省温州市人，大学本科，助理研究员，四达科贸公司总经理。
主要从事非金属矿产、观赏石资源的勘查、收藏和恐龙蛋化石保护科学的研究工作。
发表科学论文数篇，合作出版专著一部。
目前，主要从事观赏石资源的调查与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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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化石”一词来自拉丁文，由法国采矿工程师阿格里科拉1546年提出的，意思是指地下挖出的
东西，就是把从地下挖出的岩石、矿物以及动植物的遗体统称为化石。
我国北宋沈括（公元1031-1095年）在《梦溪笔谈》中称“近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
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
“悉化为石”是现代所用的“化石”一词。
我国古代对古生物化石的认识和论述，在成书于春秋中叶至战国时代（公元前500——公元前300年）
之间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述，它是我国最早记载化石的古代文献。
在《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又东二十里，日金星之山，多天婴（又名九婴），其状如龙骨，可以
已痤。
”这说明龙骨在几千年前己被祖先用作中药，是“龙骨”一词的由来。
《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指出：“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一日缎，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
一日鳌鱼在夭野北，其为鱼也如鲤。
”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鱼化石的记载，比希腊人鸠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4一公元前287年）在《石谱
》一书中记载：“鱼化石是鱼卵散布于石，然后硬化成化石”的说法要早200多年。
而对于象化石在《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人稀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
《后汉书·郡国志·南郡》中庐侯国注云：“荆州纪云：是杉县马头山，又县南15里有涑水，东流注
沔。
水中有物如马，甲如鲜鲤，射不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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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2005年9月，我们著述的《中国南阳恐龙蛋》一书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们30年来
为之付出的劳动、汗水和艰辛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但没有感到轻松，而且在长夜中冥思苦想，困惑与向往一直伴随我们，我本人（周世全
）作为一个几乎终生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和地层与恐龙蛋化石研究，年过古稀的科学工作者来讲，在我
们置身于无边的科学和书海之中时，常有一种悲哀的感觉，深悟“人生苦短、学海无边”的惆怅。
我们总想以微薄之力，皓首穷经，为社会做点什么，尽一点做人的责任和义务。
从2005年秋末，我们酝酿筹划再写一本关于恐龙蛋的科普读物，以实现我们对众多朋友和广大地学爱
好者的承诺，把他们的希望变成现实，这决不是事急就章。
纯科学性的论文、著作，难以使广大群众和地学爱好者关注，而望而却步。
科学只有在自由、开放和普及的气氛中，引起社会共鸣，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与繁荣。
一本书既要有思想性、科学性，又要有可读性和趣味性，使人看了爱不释手，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
这就达到成功的目的。
我国太缺乏这样的地学科普著作了，尽管我国科普事业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近些年出版
的科普读物像鲜艳之花，绽放在中华大地上，然而与我国在世界上和地球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及我
国实际状况与已取得的成就还是不适应的。
但我们相信，我国从事地质、古生物科学的研究人员和地质工作者，有100万之众，并有国际上著名的
地学、古生物学研究机构，有一个改革开放、崇尚科学的伟大祖国和波澜壮阔的时代，地质古生物科
学的普及，必定会呈现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灿烂的局面。
在近4年的时间内，搜集资料于内外，著书集益在斗室，苦心孤诣的思考，艰辛与惶恐跟着走过春夏
秋冬，我们始终没有烦恼，也不后悔，更无所懈怠，知难而进，此情此景难以忘怀。
本书是以我国丰富广泛分布的恐龙蛋化石和众多科学家、研究者在相关领域多学科中取得的大量、富
有开创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正是他们的这种奋斗精神，严谨治学的风范，而光照着我们孜孜不倦的学习，积极努力的攀登，从而
使我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指迷种种。
对此，我们不会忘记众多学者、科技人员在我国恐龙蛋、恐龙科学研究中作出的创造性贡献，更不会
高自标置，将他人的劳动成果改头换面，抄袭成文或专著出版，并高卧不窥石镜，这些是我国社会和
科学向前发展所不需要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幻想依托某个人物的“公平、公正”或贴上“专家”的标签，就能使自己在学术
界出名的，那结果只能是随风而逝的海市蜃楼。
科学是圣洁的，不是一言堂，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谁都可以攀登、参与其中，只要他在大自然的词
典中，找出特点，揭示秘密，抽象出规律，为人类服务，他就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我们深知，在科学的征途中，妒忌是一种懦弱和心理残缺的表现，是人类古老的一种感情和心里定势
，是一种阻力，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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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恐龙蛋世界》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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