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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此次大会上还
获悉，南京古生物所的博士

樊隽轩经过 10年的研究，
可以将奥陶纪大灭绝时期
的生物变化精确到 10万
年。这在我国地质年代划分
研究历史上是一次突破。

或许你会认为10万年
还是太粗糙了，但是与地球

的年龄 46亿年相比，10万
年就是非常短的时间段了。
专家告诉记者，一般能够将
地质年代划分精确到百万
年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眼前的樊隽轩，30岁出

头，长期的野外工作，皮肤已
经变成了古铜色。古生物学
一向被学者戏称为“贵族”
的研究，对研究工作来说最
基础的是让不说话的石头
开口。说起10年研究生涯，
樊隽轩说，他就是不断的将

在华南采集的石头背到南
京。当记者问及能不能计算
出这些石头的重量时，樊隽
轩想了想说了一句：“10吨
以上应该有了吧。”

野外工作伴随着的是
孤独和饥饿，每年樊隽轩都

要进山两到三次，最多的时
候在山里一呆就是两三个
月。干冷的馒头和榨菜就是
一顿午餐，最丰盛的也不过
是两个水煮鸡蛋。
“华南地区山路崎岖，

樊隽轩和他的同事能依靠

的交通工具只有自己的两
条腿，爬几个小时的山是家
常便饭。寻找过程需要努力
也需要运气，“白做功”的
时候非常多，遇上刮风下
雨，就支帐篷护着采集的标
本，然后还得背着几百斤的

标本下山。”樊隽轩说，最
惨的一次是在四川的一次

采集，突然天空下起了倾盆
大雨，气温猛然下降 5℃，
冻得人瑟瑟发抖，当地好心
的农民给我们送来几个烤
红薯填饥。就是在这样的情
况我们还是一直在山上工
作到下午4点钟才肯下山。

回想起10年来的点点滴滴
真是“苦不堪言”，不过樊
隽轩话锋一转，他告诉记
者，对知识空白的揭秘，需
要经历了这些辛苦才更加
令人兴奋不已，欢乐伴着痛
苦而来。

樊隽轩说，采集的岩石
分层越薄，划分的年代就越
精细，几厘米的岩石代表着
地球的一本本“古书”，堆
起一层层地球的生命演化。
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把记录
地球历史的岩石一一解读

出来，并建立起几十万、几
百万年的档案序列。

奥陶纪的生命大灭绝
事件就这样被樊隽轩记录
在上千万个采集标本中，在
樊隽轩的显微镜下，奥陶纪
的岩石薄片中的生命痕迹

从有到无，从丰富到稀少，
宛如读一本笔触细腻的日
记，事无巨细，娓娓道来，却
又不乏惊心动魄的高潮。
“对老百姓来说，一万

年太久，眼前变化最重要。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寻找地

球演化尺度的努力，没有终
点。他们要在“大尺子”上
找出“小尺子”，这个“尺
子”记录的历史越短，越能
满足人们 “先有蛋还是先
有鸡”的好奇。

有新生就有灭绝。奥
陶纪的生命不可避免的

经历了两幕式的灾难性
灭绝。这两次灭绝的主要

凶手都是冰川，不同的
是，第一幕是冰川的形
成，第二幕则是冰川的融
化。在奥陶纪大灭绝中，
地球上约有三分之二的
物种突然间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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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生物所的博
士樊隽轩告诉记者，奥
陶纪的生命大灭绝时间
持续了200多万年。主
幕的灾难就像美国大片

《后天》，当时地球的南
极是现在的北非地区，
单极冰川的形成让地球

气温突然下降，一片冰
天雪地。海水结成了厚
厚的冰层，海平面下降

了150米，大量生物失
去了生存空间，生存环
境非常恶劣，生命与生

命之间为了争夺仅有的
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
斗争，适者生存的规律
再次体现出来，一些生

命迹象弱的生物在这次
斗争中渐渐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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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的灭绝发生
的原因是冰川的消融，
海平面的迅速上升，专
家称，在主幕中幸存的

一些海洋动物再次遭到
洗牌。海底动物不得不
承受巨大的海水压力，
原来生活在 10米处的
动物一下子降到了 100
米，大量生活在海底的
腕足类动物迅速灭绝，

第一幕灭绝事件中幸存
笔石类动物也不能幸
免，但是专家告诉记者，
笔石类动物漂在海平面

上，它们的灭绝速度非
常缓慢。

樊隽轩告诉记者，

通过地层研究证明，在
灭绝事件中，最先灭绝
的都是些特化分子，越

是区域性动物越是难
以生存。幸存者都是在
全球广泛分布的，例如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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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生命史
上，如果说寒武纪生命

大爆发支起了地球上生
命之树的树干，那么奥
陶纪生命大辐射就使这
棵大树首次变得“枝繁
叶茂”了。这个时期生命
爆发的规模是寒武纪生
命大爆发的三倍多。奥陶

纪海洋中的生命比从前
整整增加了7倍，整个
生命大辐射时间也经历
4000余万年。

南京古生物所研究
员詹仁斌介绍，5亿年
前，在广阔的海洋中，海

洋生物进入了鼎盛时
期，海洋生物种类快速
增加的速度令人目不暇
接。如今人们所能看到
的几乎所有门类的动物
和植物，都出现了“祖先
级人物”。地球生命世界

从此进入了纷繁复杂的
时代。

詹仁斌说，从华南
岩相和生物相中可以发

现，从奥陶纪开始，有壳
的腕足动物逐渐取代了

三叶虫原先在海洋生态
域中的霸主地位，再加
上有发育较丰富的漂浮
相笔石动物，展现了一
个充满生机的奥陶纪海
洋生命世界。

令所有考古学家感

到纳闷的是，这一次的
生命大辐射并没有伴随
着暴风骤雨般的重大环
境变化。专家们认为这
是地球生命演化到一定
阶段，厚积而薄发的结
果。专家们还原了 5亿

年前的地球世界，在奥
陶纪大部分时间里，全
球持续温室效应，高水
位的海平面、广阔平坦
的海底，宽阔的陆表海
域，活动频繁的板块构
造将原来连在一起的大

陆孤立成岛屿，这就造
成了生物的基因突变，
原来的一种生物完全有
可能变成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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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地质史上，
“年代阶” 的命名竞争激

烈、漫长而又充满荣耀。这
一次，中国人笑到了最后。
今年 6月 30日，在南京东
大榴园，奥陶纪 （5亿～
4.4亿年前）的第三个“年
代街道”最终被命名为“大
坪阶”，地点在湖北宜昌黄

花场。
什么是“年代阶”？专

家解释说，在奥陶纪的
6000万年中，分为 7个历
史年代，每一个年代用
“阶”命名，就是像我们的
历史一样，划分为唐宋元明

清。每个朝代之间都有一个
时间界线。每一个“阶”的
命名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因为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
都希望把“阶”留在自己的
国家，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
荣耀和古生物研究领域的

科研水平。而“阶”也就成
为一种地层研究的标准，全

世界的古生物学家在研究
一段历史的生命演化都以
这个“阶”为参照物。

对于此次“大坪阶”的
命名，国际地层委员会奥
陶纪分会的选举委员李军
满怀激动地说，经过选举

委员会专家们的几轮激烈
投票，中国的“大坪阶”终
于在最后一轮击败了俄罗
斯胜出。
“大坪阶”地层剖面还

原的是 4.72亿～4.68亿年
前古生物的原貌，李军介绍

说，“大坪阶”地层剖面发
育得非常完好，不但物种丰
富，而且成型完整，加上中
国古生物界近年来对于奥
陶纪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
果，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个
“年代阶”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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