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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蒙古是中国重要的文物宝库、一部草原文明史，既是一部北方民族史，又是一部文化交汇史。
内蒙古草原作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犹如一座大熔炉，不断催生出充满活力的新文化。
《草原宝藏：内蒙古重大文物考古发现纪实》就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简洁的配图，为青少年写就了这
样一本自然科学的普及读物，展示了内蒙古的发现以及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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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恐龙墓地发现纪事查干诺尔龙发现始末查布恐龙追踪猎获伊克昭龙戈壁寻龙未出世的恐龙走出白
垩纪“禽龙”就擒货记“亚洲最大的猛犸象”出土记披毛犀“徇情”永恒“大窑文化”遗址的发现和
命名河套一鄂尔多斯人是怎样发现的走进“草原第一村”翻开赵宝沟的神灵世界中华第一龙历险记寻
觅“朱开沟文化”修梯田修出“阴阳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揭秘匈奴王冠发现记林教授临终捐千件带
钩居延考古记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写真米文平发现鲜卑石室双头金龙和鹿角冠收藏记从土洞掏出鲜卑金
牌饰羊铲挖出突厥金蹀带契丹女生死之谜——吐饵基山辽墓发掘与研究纪实走进千年画宫抢救发掘耶
律羽之家族墓地辽陈国公主墓发掘记契丹女尸出土追述揭开庆州白塔密藏文物面纱征集金马鞍的故事
考识阿尔寨石窟监国公主发现记浏览元上都元朝“圣旨令牌”收藏记元代钧窑香炉的发现明代珐琅盘
的曲折故事记康熙宝刀康熙私访月明楼荣宪公主的珍珠团龙袍苏赫抢救《甘珠尔经》蒙古族老乡送来
的玉如意神秘的太阳神——记召烧沟岩画阴山岩画出深山艺术大师色拉西捐赠潮尔末代王爷捐献“头
饰之冠”达王银马鞍抢救记王爷宝座背后的故事寻找烈士的货郎担“要来”的司令员日记在奎璧家发
现珍贵照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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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3年初冬，一个面色红润的中年汉子，气喘吁吁的来到内蒙古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部，用浑厚
而生硬的汉语夹杂着蒙古语激动地说：“我看到一条巨龙的尼如古恩耶素（脊梁骨）躺在山坡上，长
达几百米！
”经过仔细问询，得知他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牧民，放牧时在查干诺尔碱矿一带发现了一大片
化石、化石是棕红色的，而且很巨大，他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化石。
当地的老人告诉他：“这是龙的骨头，像这样巨大的骨头应该是真龙天子的骨头，到底是哪一位我也
说不清：”为搞清是哪个皇帝的龙骨，并且能为国家收藏，他专程来到这里。
听了他的介绍之后，一位专业人员告诉他说：“您说的骨骼是古代动物的骨骼，它不是古代神话传说
中龙的骨头，古代人民崇拜的龙实际上是动物集合的产物，这样的动物在自然界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所说的脊梁骨，应该是恐龙的骨骼。
”由于是冬季，没能开展发掘工作，博物馆仅派专业人员到现场勘探及掩埋暴露的骨骼化石。
　　1985年，内蒙古物馆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派出专业考察发掘人员来到恐龙骨骼化石发掘现场—
—查干诺尔碱矿矿区，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勘察、测量、发掘工作。
恐龙化石产地位于矿区两南部，由于经过多次自然搬运，化石分布散乱，在几公里的范同内均能找到
它们的遗骸，主要发掘地点约为400余平方米。
恐龙化石埋藏于距今一亿两千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早期砂质泥岩层中，由于矿物质的填充，呈棕红
色，质地十分坚硬，虽然人都残破缺失，但是骨骼的做细结构仍清晰可辨，主要有：枕骨、牙床骨、
牙齿、颈椎、背椎、尾椎和较完整的肩胛骨、肱骨、肠骨、坐骨、耻骨、股骨及大量肋骨等，这个体
庞大、数量集中、部位相对齐全的骨骼的发掘出土，在内蒙古恐龙化石发掘史上还不多见。
 　　经过古生物工作者的认真研究与鉴定，认定这是一具从未发现过的巨大恐龙化石，属蜥脚龙类，
圆顶龙科中的新属种，命名为“查干诺尔龙”，生活时代为中生代白垩纪早期。
1987年修复装架成功的查干诺尔龙，体长26米，背部高6米，胸宽3．30米，拾起头可高达12米，约等
于四层楼房那么高，活着时体重可达60吨左右。
就其大型骨骼而言，肩胛骨高2．40米。
宽1．10米，肱骨高1．50米，最大骨径0．57米，股骨高1．80米，最大骨径0．60米，腰带（肠骨、坐
骨、耻骨）高2．15米，长2．21米。
这具世界罕见的恐龙化石骨架，成为迄今所知亚洲最大的恐龙。
　　查干诺尔龙化石骨架及同时出土的剑龙骨骼化石，不仅填补了我国华北和内蒙古地区没有该属种
记录的空白，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同时也是研究恐龙家族的系统演化、分布范围适应特性、个体
发育、比较解剖、确定地质年代、揭开地球变迁奥秘、以及模拟再现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环境等
方面十分难得的文物依据。
 　　（作者为内蒙古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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