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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似玉璧横空，下方如巨石砌成的百宝盒，
外披网格状“珠帘”——太原市汾河西畔这座别具
匠心的建筑，便是山西地质博物馆，体现了“天圆
地方”的建筑设计理念。

山西地质博物馆 2017 年 5 月 1 日正式对公众开
放，共有藏品 5.1 万余件，包括山西特色岩石、矿
产、古生物化石及世界各地矿物珍品。博物馆以

“表里山河”为展陈主题，设有“穿越时空”“远古
物种”“大地宝藏”“物华天宝”4 个主题陈列，分
别展示山西的地质历史、生物演化、矿产资源禀赋
和矿物岩石精华；还有“测绘天地”和“衣被天
下”两个专题陈列，分别展示山西测绘发展史和土
地资源管理与开发概况。

壮美河山：见证远古地质变迁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
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
的小村旁……”这首 《人说山西好风光》 唱出了山
西的锦绣山河。

这样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穿越时空”展厅娓
娓道来。

地球形成有46亿年历史，山西现存最古老的岩
石有近32亿年历史。数十亿年间，山西大地历经多
次海进海退、造山运动。

寒武纪前山西是一片陆地。寒武纪开始，地壳
逐渐下沉，海水从晋东南不断向西北入侵，山西变
成一片汪洋。

展厅里展出了波痕、豆粒结构、竹叶状灰岩等
海相沉积岩。

“海相沉积岩承载着海洋环境和生物特征等信
息。比如，豆粒结构一般是海藻等微生物留下的活
动痕迹。”山西地质博物馆自然资源科教部主任郭然
介绍。

约 6500 万年前，受剧烈的喜马拉雅运动影响，

山西地貌结构在新生代时期进一步分化。正如山西
地质博物馆 《地质赋》 所写：喜山运动，汾渭成裂
谷，沃土润天，福地滋生。五盆雁列成序，七峰耸
峙如仪，卒成今日之山河形胜……

亿万年间，地质变迁造就了众多地理奇观，如
大同火山群、黄河壶口瀑布、太行龙洞岩溶等。目
前，山西有世界级地质遗迹14处、国家级地质遗迹
141处。

展厅里，一组火山弹形态各异，这是大同火山
群喷发的产物。大同火山群分布于大同市云州区和
阳高县一带，是中国第四纪六大著名火山群之一，
也是世界级地质遗迹。

“大同火山群是岩浆作用的产物，完整保存了火
山渣锥、混合火山锥、熔岩锥 3 种火山锥和熔岩
被、熔岩舌等火山地貌，火山后期风化、剥蚀遗迹
也保存完好，为地质学者提供了珍贵的研究材料。”
郭然说。

黄河壶口瀑布是山西又一处世界级地质遗迹。
黄河流经壶口时，河床从宽约 300 米的宽谷突然缩
小至30米的窄谷，形成特大马蹄状瀑布群。

通过展厅里的向源侵蚀示意图可以看到，黄河
壶口瀑布由 10 万年前禹门口的龙门大瀑布后退而
来。随着向源侵蚀作用不断加强，壶口瀑布还在不
断向上游退移。

大型多媒体演示屏上播放着太古宙、远古宙、
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5 个时期的山西地质发展
历程。演示屏下方，陈列着直闪石岩、震积岩等各
个地质时期的岩石。

“山西地质遗迹丰富，除了古生代志留纪和泥盆
纪地层缺失，其他地质年代的地层都有分布。”郭然
介绍。

珍稀化石：承载地球生命故事

从海洋到原始森林到陆地，从藻类生物到爬行
动物到哺乳动物……“远古物种”展厅入口处，一
个生命坡道浓缩展示了生命进化历程。

郭然介绍，山西是中国古生物学发源地和重要
研究地之一，“华夏植物群”“中国肯氏兽动物群”

“保德三趾马动物群”等众多专业术语都出自山西。
展厅里，一块黑色鳞木化石见证了“华夏植物

群”曾经的繁盛。距今 3.23亿年至 2.52亿年的晚石
炭世至二叠纪，山西气候炎热、雨量充沛，生长了
大规模的茂密森林，被学者称为“华夏植物群”，其
中既有高大的乔木，也有繁茂的灌木，代表植物有
大羽羊齿、华夏羊齿、鳞木等。鳞木是一种乔木，
因树叶脱落后在树干表面留下鱼鳞状花纹而得名，
它们挺拔雄伟，直径有两三米，高可达40多米。

三叠纪时期，北方陆生爬行动物陆续登场。
山西山西鳄骨骼化石是山西地质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这件珍贵的标本 2010 年发掘于吉县黄河
边，是全世界迄今发现最完整的山西山西鳄化石标
本，保存有完整的头骨，证实其有两个眶前孔，并
有以往化石中从未发现的间椎体，具有极高的科研
价值。

“它是山西鳄属、山西种，所以叫山西山西鳄。

它生活于距今2.4亿年的三叠纪中期，虽然以‘鳄’
命名，但其实是比恐龙和鳄类更原始的爬行动物，
在山西榆社、武乡、吉县等地均有分布。”郭然介
绍，它的牙齿又长又尖，两个眶前孔可以减轻头部
重量、增加咬合力，是“中国肯氏兽动物群”中的
顶级掠食者。

从三叠纪晚期到白垩纪末期，非鸟类恐龙统治
地球长达1.6亿年，是名副其实的中生代霸主。大同
市左云县、天镇县等多地均发现恐龙化石，包括剑
龙、华北龙、特暴龙、左云龙、天镇甲龙等。

展厅中央，一具具恐龙化石和复原模型十分壮
观，好像电影 《侏罗纪世界》 中的场景。其中，一
具大同云冈龙化石标本长 11 米、高 4.5 米，头颅高
昂，吸引了不少观众。

大同云冈龙是山西地质博物馆科研人员2011年
在大同市左云县发现的一种大型植食性恐龙。它后
肢粗壮，前肢细弱；颌骨两侧长着菱形牙齿，数量多达
2000多颗；喙吻部又宽又扁，类似现代的鸭子嘴巴。

“大同云岗龙是由我们自行发掘并与相关科研机
构共同研究命名的，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它
的发现填补了晚白垩世早期基干类鸭嘴龙超科向鸭
嘴龙科过渡进化的一个空白。”郭然说。

进入新生代后，哺乳动物迅速演化为成千上万
个物种。山西出现了著名的保德三趾马动物群和榆
社动物群，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煤铁之乡”：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山西矿产资源丰富，为国家工业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有“煤铁之乡”之称。

“大地宝藏”展厅全面展示了山西矿产资源的种
类、规模、分布特征和成矿过程，让观众了解不同
矿产资源的规划、用途和科学开发前景。

煤、铝、铁是山西三大优势矿产。为什么地处
黄土高原的山西会有如此丰富的煤炭资源呢？这与

“华夏植物群”密不可分。“华夏植物群”不断生
长、死亡、腐烂，形成了厚厚的泥炭层。随着地壳
不断运动，泥炭层被深埋地下，在温度、压力的持
续作用下，经历亿万年的漫长演变，形成今天遍布
山西全境的石炭—二叠纪煤田。

山西煤炭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煤种齐全、煤质
优良，所有的煤炭种类在山西都可以找到。气煤、
肥煤、焦煤、瘦煤……展厅里，山西 9 种主要煤炭
标本依次排列。不同种类的煤用途各异。长焰煤变
质程度最低，主要用作燃料。无烟煤是高变质煤，
主要用于化肥、化工生产，山西晋城、阳城一带的
无烟煤被称为“兰花炭”，闻名中外。

铝土矿是仅次于煤炭的山西第二大优势矿种，
已探明储量占全国的 40%以上。在航天工业中，铝
是制造飞机、火箭、导弹的主要结构材料，得到了

“翼金属”的美称。山西铝土矿有着独特的形成过
程，地质学家称之为“红土海相沉积型铝土矿矿床”。

在“大地宝藏”展厅，还陈列着另一件“镇馆
之宝”——狗头金。它产于大同市灵丘县料堰金
矿，称重 425 克，纯度达 90%以上，是山西有史记
载以来发现并保存下来的最大的一块狗头金。因形
似蟾蜍，又名“华北金蟾”。

“狗头金是天然产出、含有杂质的块金，大型狗
头金非常难得。”郭然介绍，山体中含金的岩石遭风
化剥蚀变成金碎屑，被流水运到下游沉积下来，经
过一系列复杂作用，生成薄而不规则的小块金，经
过数万年到数十万年的积累才能形成大块金。

为了更系统地展示山西自然资源，山西地质博
物馆在东南广场修建了 6000 平方米的“晋地宝藏”
标本园，陈列了 100余件来自山西 11地市的特色矿
物、岩石标本，总重超过1000吨，形成集科普教育、休
闲娱乐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公益性室外科普园。

“我们会在收藏、展览、社教、科研等方面综合
发力、不断创新，把山西地质博物馆打造成地质展
示的殿堂、学生学习的课堂、观众游览的天堂。”山
西地质博物馆馆长史建儒说。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加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及馆藏文物的保护、研究和
传承利用，促进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故宫博物院北院区
项目在京开工。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文化设施、中央
和国家机关在京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平安故宫”工程子项目之
一。该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依山傍水，建筑面积 10 万余平方
米，是一座集文物展示、修复、保存和文化传播、观众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在项目开工动员会上指
出，北院区的建成，将有助于故宫古建筑空间腾退和修复保护、有
效缓解大型珍贵文物科学保护和展示利用问题，为故宫博物院提供
新的发展空间，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参观服务和文化体验，
也将助力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带动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故宫博物院将全力支持工程建设，
扎实做好北院区未来的整体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故宫博物院本院与
北院区的关系，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中华文
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本报电（庞革平 黄金玉）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 《广西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专项评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自2023年起，各历史文化街区所属市、县，每年
要组织开展一次自体检，并形成年度自检报告，报送所在设区市相
关主管部门；自治区每五年一次，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区内所有历史
文化街区进行调研评估，对各片街区评估得分情况和各市、县综合
得分等情况分级排序，对评估情况进行通报。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广西
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精神，此次印发 《办法》 是
率先在全国省级层面出台此类文件。《办法》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估
指标和评估办法，有助于全面准确评估广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
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
推动经验推广、表扬激励、问责问效、整改问题，切实提高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利用能力和水平。

本报电 （记者邹雅婷）“古希腊人：运动
员、战士和英雄”特展日前在江苏苏州博物馆
西馆开幕。本次展览通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77
件精美文物，展现了希腊人在儿童游戏、体育
运动、表演艺术、军事装备、陵墓装饰等多个
方面的竞争精神。

从描绘两个男孩玩羊拐骨游戏的红绘陶
罐，到形态各异的赛跑者青铜小雕像；从制作
精良的全套青铜盔甲，到璀璨夺目的胜利女神
玉髓宝石，观众可以生动地感受到“竞争”给
古希腊文化带来的积极意义与深远影响。

“‘立江南，观世界’，秉持着这个办馆理
念，我们将‘古希腊人：运动员、战士和英
雄’特展呈现给了观众。”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
婷说，展览中有来自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哈
利卡纳索斯陵墓的5件文物，这是它们首次在国
际巡展中展出。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02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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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运动员、战士和英雄”展览现场。
张 锋摄 （人民图片）

“古希腊人：运动员、战士和英雄”展览现场。
张 锋摄 （人民图片）

观众欣赏展品。 张 锋摄 （人民图片）

广西出新规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广西桂林靖江王府历史文化街区。 庞革平摄山西山西鳄骨骼化石。 山西地质博物馆供图

图①：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发现的狗头金。
山西地质博物馆供图

图②：鳞木化石。 山西地质博物馆供图
图③：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发现的自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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