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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加恐龙计划
　　　 （ＣＣＤＰ，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董枝明

１９８３年５月，一架由北京飞往西安的私人包机上，有三位特殊的乘客：

一位是沙特王国的亿万富商；一位是加拿大的激光专家ＥｒｉｃｋＳｃｈｍｉｄｔ；另一位

是柔中带刚气质风雅的女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

长的张弥曼院士。在机上他们商讨研究加拿大阿尔伯特州ＥｘＴｅｒｒａ基金会主席

Ｂ诺布拉 （ＢｒｉａｎＮｏｂｌｅ）拟订的组织一次由中 －加科学家联合进行大型恐龙

考察的可行性计划。这一计划已被莫斯科和乌兰巴托忽视摈弃。

１９８０年，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在科学家之

间立刻形成洪流。西方年青的一代古生物学人，急需了解东方奥妙神奇的中

国；在地质古生物学者中他们对中亚戈壁和它产出的丰富化石，重温他们前辈

的辉煌和检讨前辈们掠夺性采集的羞耻，成为一种梦想和时尚。东方学者，渴

望得到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积累的资料，充实扩展自身研究。在这种情势

下，颇有前瞻意向性的张弥曼大胆果断地同意了这一计划，促成了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 “中国 －加拿大恐龙计划

（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ａｄａ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８６年春，时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孙艾玲和恐龙研究者

董枝明应邀访问了爱德蒙顿市的ＥｘＴｅｒｒａ基金会，参观了加拿大著名的红鹿河

谷恐龙化石产地，会见了菲利普·柯瑞 （ＰｈｉｌｉｐＪＣｕｒｒｉｅ），磋商了在两国境内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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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路线和发掘地、考察成员和装备等事项，回到北京开始落实计划，撰写

计划书上报科学院，呈送国务院后得到正式批准，并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３日在北

京双方正式签订了中－加恐龙计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中－加联合考察计划，由加拿大阿尔伯特州在爱德蒙顿市注册的公益单位

ＥｘＴｅｒｒａ基金会筹资赞助，加拿大阿尔伯特州立皇家迪瑞尔古生物馆 （Ｒｏｙａｌ

Ｔｙｒｒｅｌｌ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渥太华的加拿大自然科学博物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Ｎａｔｕｒｅ）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计划为期５

年，囊括了两国当时顶级的恐龙学者，诸如皇家迪瑞尔古生物馆的菲利普－柯

瑞 （ＰｈｉｌｉｐＪＣｕｒｒｉｅ），加拿大自然博物馆的戴尔·罗素 （ＤＲｕｓｓｅｌｌ）以及中

国的董枝明，赵喜进。三方协调人是菲利普·柯瑞，戴尔·罗素和董枝明。

图１　在中国：中－加恐龙计划考察路线和化石采集点

根据双方商定，考察地区有４个，准噶尔盆地，内蒙古戈壁和鄂尔多斯盆

地 （中国），阿克塞尔海堡岛 （加拿大北极地区）和加拿大阿尔伯特的红鹿河

流域等地，侏罗纪和白垩纪一系列化石地点。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的主要目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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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调查研究在中国北方中生界陆相岩层与北美同时代的岩层之间对比关

系，寻找良好恐龙化石，探求亚洲和北美大陆上恐龙动物群之间的关系，创建

亚洲恐龙谱系。本计划，从加拿大和中国出动了超过４０位古生物学者和技术

人员，动用了９辆越野车，在中国准噶尔盆地的将军戈壁、五彩湾，内蒙古的

阿拉善戈壁，鄂尔多斯盆地和二连地区的考察和发掘，取得了难以置信的发现

和成果。这是自美国中亚考察团之后６０年来东西方合作最大的一次恐龙发掘

计划。

图２　１９８７年，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通向天山，走进准噶尔盆地

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的成果已撰写出版两本专著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两部

科普书；记述了１３种恐龙，以及新的鳄类，龟类，蜥蜴类等一批新属种。发

现调查了１０多个重要的恐龙化石产地，涉猎的地层从中侏罗统到上白垩统。

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的发掘活动，摄制成影视纪录片，通过卫星向世界播

放，一个世界性的恐龙巡回展：在加拿大爱德蒙顿，日本大阪，新加坡和澳大

利亚悉尼展出。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使中国一批专门的技术人才和研究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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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８７年将军戈壁的营地

图４　１９８７年，戴尔·罗素 （ＤＲｕｓｓｅｌｌ）、董枝明在将军庙戈壁

生，得到了在外国培训和深造，促使了中国的恐龙学研究步入世界恐龙化石的

先进行列



。

　阿尔伯特红鹿河谷 　

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的野外考察开始执行。中国派出董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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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明、赵喜进、唐治路、余超和李荣。野外考察的首站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州的

红鹿河谷开始进行。红鹿河谷是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冲刷切割形成的冰川侵蚀

裂谷，两岸陡峭，岩层林立，出露着白垩系晚期地层。这里是北美最著名的恐

龙化石产地。这里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阿尔伯特州立皇家迪瑞尔古生物馆在这里设有考察发掘

营地，每年夏季接待世界各国恐龙爱好者、志愿者来此挖掘化石。我们到达这

里，吃住都在营地，加方只有几名技工在做组织挖掘工作。当时的中国人，出

国是一种政治荣誉，经济上是 “贫民”，每人每天一美元津贴，出国前ＥｘＴｅｒ

ｒａ基金会答应的资助，没有到位；我们身无分文，外国人实行 ＡＡ制，我们只

能留在营地；弄得我们抽烟的唐治路戒了烟。政治荣誉起了作用；唐治路在陡

坡上找到了一块完整伤齿龙 （Ｔｒｏｏｄｏｎｆｏｒｍｏｓｕｓ）脑颅；乐得菲利普·柯瑞手舞

足蹈，从其脑神经形态提出小型兽脚类与鸟亲缘关系。这一发现是１９８６年红

鹿河挖掘的最重要的成果而载入史册。

１９８６年７月初，我与余超飞到北极圈的瑞索柳特，进行北极大陆架考察，

寻找恐龙化石。７月８日，在北极地区首次升起了五星红旗，这一活动被中央

台收入 【历史上的一天】。我在北纬８１度的阿克塞尔海堡岛，找到了蛇颈龙

和仓龙化石，是目前脊椎动物化石纬度最高的纪录。１９８６年８月，我们带着

满意与遗憾回到北京。１９８９年再度进入北极，在巴芬湾洛克岛上发现了鸭嘴

龙化石和鱼鸟化石



。

　准噶尔盆地将军戈壁 　

１９８７年，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在准噶尔盆地将军戈壁地区进行。这里

出露的岩层是中－晚侏罗世的红色碎屑岩，是古河流相堆积。在上侏罗统的岩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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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含有丰富的硅化木化石，此岩层叫做 ［石树沟组］。中国 －加拿大恐龙

考察队，经过三个野外季节，在该地区采集到的恐龙化石有：将军庙单嵴龙

（Ｍｏｎｏｌｏｐｈｏｓａｕｒｕｓｊｉａｎｇｉ）、董氏中华盗龙 （Ｓｉｎｒａｐｔｏｒｄｏｎｇｉ）和巨型的中加马门

溪龙 （Ｍａｍｅｎｃｈｉｓａｕｒｕｓｓｉｎｏｃａｎａｄｏｒｕｍ），这一动物的挖掘用去了 ７００多千克炸

药，费时三个考察年度。在五彩湾地区采集到小型的鸟脚类和兽脚类恐龙化

石，以及鳄类和龟化石。在将军戈壁我们对出露的石树化石作了记录和测量，

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为以后建园提供了信息



。

　内蒙古的包音满达乎 　

中－加恐龙考察队，在内蒙古戈壁最有成效的发现是包音满达乎恐龙化石

产地。包音满达乎属于乌拉特后旗管辖，地处狼山之北，北邻蒙古国的南戈壁

省。１９２８年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中，Ｂ布林 （ＢｉｒｇｉｒＢｏｈｌｉｎ）曾到达乌拉特

后旗考察，发现了托巴什 （Ｔｅｂｃｈ）和包音土 （Ｂａｙａｎ?Ｔｕ）两个化石点，并在

后一地点采到原角龙化石。

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的记录中，用的是中国旧的地图。今日称为包音满

达乎，当时叫做”干达庙”。干达庙，是一座小的喇嘛庙，当１９８８年我们找到

它的时候，它已成了圈养羊群的地方。包音满达乎出露恐龙化石的地方，叫做

努琪大坝 （蒙古语，可以藏东西的地方）峡谷。这个峡谷，大约长４５千米，

宽１～５千米，深２４～３２米，切入戈壁。沉积的岩层是胶结疏松的浅黄色，灰

白色砂岩，含有钙质结核，其堆积可能是在沙漠的环境中形成，与蒙古南戈壁

有名的恐龙化石产地巴音扎克 （Ｂａｙｉｎ?Ｄｚａｋ）的岩层相同，所产化石也类同，

为原角龙 （Ｐｒｏｔ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 －疾走龙 （Ｖｅｌｏｃｉｒａｐｔｏｒ） －窃蛋龙 （Ｏｖｉｒａｐｔｏｒ）动物

群，两地相距２９０千米。包音满达乎已成中国最著名的上白垩统化石产地，近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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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续发掘正在进行。

１９８８年我们的营地建在包音满达乎。在这里，我们采集品中，以原角龙

骨头最多，６０余件，最有意义的发现是一群７只幼年的甲龙 －绘龙 （Ｐｉｎａｃａ

ｓａｕｒｕｓ）在一起，第一次有化石证据表明，甲龙类是群居性的动物。另一件有

趣的标本是１９９０年在这里，被柯瑞发现，一只窃蛋龙蹲在她的巢穴中孵蛋。

１９９０年，中－加恐龙计划在内蒙古包音满得乎考察，加拿大的著名恐龙

学家菲力普·柯瑞 （ＰｈｉｌｉｐＣｕｒｒｉｅ）找到了窃蛋龙的骨骸和蛋化石在同一巢穴

中，蛋化石作了蛋壳切片，观察结论是此蛋为兽脚类恐龙所产，而非奥斯朋推

测的那样，是鸟臀类恐龙 （原角龙）所产，因此排除它是原角龙所产的蛋。

１９９２年，作者在日本大阪的ＣＣＤＰ恐龙展览的报告会上，指出窃蛋龙这个小家

伙，可能是一位母亲，她是正在孵蛋或产蛋时而死。作者这一观点，被日本科

普作家金子隆一先生，在１９９４年引证在他的著作 ［霸者恐龙进化的战略］

一书中，为窃蛋龙平反。１９９４年，美国人报道了他们在蒙古戈壁找到了窃蛋

龙的胚胎，彻底平了反。

包音满达乎的调查发掘进行了两个年度的野外工作 （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０年），

除了上述标本外，还采集到疾走龙、似鸟龙、大量蛋化石以及龟鳖类、蜥蜴、

和哺乳动物



。

　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盆地 　

１９８８年，中－加恐龙考察队在结束了包音满达乎的发掘，将调查工作移到

鄂尔多斯盆地，目的岩层是白垩纪早期的堆积物。在这里采集到，杨氏中华蜥鸟

龙 （Ｓｉｎｏｒｎｉｔｈｏｉｄｅｓ），鹦鹉嘴龙，剑龙，伊克昭龙，龟鳖类和许多的足迹化石。

在鄂克托斯查布找到了大量的足迹化石，这一地点现建成恐龙遗址博物馆；鄂克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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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查布也采到了鸟化石－成吉思汗鸟，是中国最早的反鸟化石之一



。

　二连戈壁 　

访问安得鲁斯的恐龙产地，是柯瑞童年时代的梦。１９８７年柯瑞、罗素和

我，在结束了准噶尔盆地的工作后，由乌鲁木齐驱车沿 “古丝绸之路”东行，

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内蒙古戈壁，赶了６０００千米，到达了二连浩特，已是大

雪飞扬，在零度的天气下，重温安得鲁斯的壮举，使我终生难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国内许多地区对外国人不开放，我

们的考察路线要提前向有关部门申请，按时通过。如我们由哈密经河西走廊，

通过酒泉，才能进入内蒙古，必须按指定的路线，绕过卫星发射基地，为了赶

路，我们日夜兼行，柯瑞和罗素等人是不能理解的，我也不便说明。我带三辆

车，其中一辆解放牌的卡车拉汽油和水，一路不断的出毛病，司机的抱怨，客

人的不快 （近１０天没有洗澡），道路之颠簸，天气之冷，使我们筋疲力尽，

疲惫不堪。当我们到二连盆地时，也只能是短暂的访问。但是，我记得：当柯

瑞站在安得鲁斯的营地上，那双兴奋深邃的眼睛，使我忘记了３０００千米路上

的一切烦恼和不快。

１９８８年９月，我们回到安得鲁斯的二连营地—二连达巴苏，旧日的电报

转换台的土屋已荡然无存，在废墟上残留的电池，破碎的碗，盘子和瓶子，到

处都是。一只破的啤酒瓶上印有 ［大日本啤酒］，我在废弃的水井旁，拾到了

一个安得鲁斯的汽车喇叭，上有一图案：“一辆道吉牌的四轮驱动车，前排坐

着两个人”，这就是历史。

中－加恐龙考察队在二连盆地调查了安得鲁斯的恐龙产地和中苏古生物考

察队的采集坑。采集几窝蛋化石，发现了一个保存不甚好的兽脚类化石，因时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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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没有挖掘。１９９０年再次回到二连挖掘了这个标本，柯瑞鉴定是镰刀

龙类。

１９９０年，中－加恐龙考察队野外考察结束，室内修理研究在继续，传承，

这就是一段恐龙挖掘的历史。回忆２０多年前的往事，记起那绚丽的山川，那

碧蓝的水，那艳亮的花草，那可爱的动物，那闪亮情谊的眸子，那永存的友

谊，我忘却了那不快和忧伤，怀着愉快面对生活，祝福中国，寄希望于后来

者，他们已踏过旧日之路，奔向新的起点。从２００７年，中国恐龙属种已超过

美国 （ＰＤａｄｓｏｎ２００９），为恐龙泱泱大国。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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