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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罗平生物群是继贵州关岭动物群之后的又一新发现。本文结合云南罗平生物群的特点, 分析了罗平生物

群的科学研究价值 、审美学价值及其开发前景, 认为建立地质公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　键　词:罗平;生物群;地质公园;可行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P52 文献标识码:A

1　引　言

地质遗迹是在地球演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珍贵

的 、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
[ 1]
。建立地质公园就是为

了保护地质遗迹,是一种利用地质资源的方式,可促

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罗平生物群
[ 2]
位于云南曲靖市罗平县西南部,

距县城约1km(图 1) 。拟建公园核心区属罗雄镇大

凹子村 、九光村 、裸可村 、上阿来村 、上小寨村 、箐补

董村的部分地域 。地理坐标:东经 104°20′00″～

104°22′30″,北纬 24°45′00″～ 24°48′00″, 面积约 25平

方公里 。

拟建公园位于滇东高原向黔西过渡的斜坡面

上,地层以三叠系为主,碳酸盐岩分布广泛, 岩溶十

分发育,是极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区内有大量

发育的溶丘,周围分布有锯齿状小山峰 。区内具有

南亚热带到北亚热带过渡的气候特征,夏秋多雨 、秋

冬多云雾。

罗平生物群以数量丰富 、种类多样的鱼类为特

征,还伴生有爬行类 、两栖类 ( ?) 、棘皮动物 、节肢动

物 (甲壳类 、昆虫等 ) 、双壳类 、腹足类以及植物化

石,其中鱼类化石品种丰富, 主要为裂齿鱼类 、真颚

图 1　罗平生物群区位图

Fig.1　LocationoftheLuopingbiotainYunnan

鱼类 、弓鳍鱼类 、半椎鱼类 、全骨鱼类 、龙鱼类 、肋鳞

鱼类等,大部分鱼类化石为新属种 。

2　罗平生物群的科学价值

罗平生物群化石产出时代为安尼期 。与著名的

意大利 /瑞士交界处 MonteSanGiorgio地区的 Gre-

nzbitumenzone动物群 (安尼阶 -拉丁阶界线附近 )时

代相当
[ 1]
。其在古生物学 、生态学 、埋藏学 、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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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气候学上都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罗平生物群中目前已发现的脊椎动物中以鱼类

最为繁盛,大部分鱼类化石为新属种。同时也发掘

了大量保存比较完整的海生爬行类化石, 从保存形

态及保存状况初步判断其属原地埋藏 。除此之外,

海百合 、虾 、双壳 、腕足以及未确定门类的节肢动物

等都有发现且保存完好。这些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将

会填补海生爬行动物演化的早期链条, 并且可以为

海生爬行动物 、鱼类以及节肢动物各类群的演化 、系

统发育 、古生物地理以及生物群特异埋藏理论提供

可靠且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

初步推断罗平生物群主要是原地埋藏, 尚需进

行群落古生态学研究 。主要的科学问题包括 ( 1)生

物之间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如捕食 、寄生 、共栖 、互

利 、偏利等关系;( 2)群落成员的丰度 、分异度 、优势

度,生物灭绝同新生和外界环境因子的关系;( 3)化

石群落的地质地理分布;( 4)通过研究古生物与古

环境的相互关系,了解安尼期罗平生物群古生物的

生活方式 、生活条件 、生命活动的遗迹 、生物及其器

官的形态功能 、古生物死亡后的埋藏过程和机理等

问题。

化石个体完好地顺层面分布,埋藏体位多样,少

量鱼类 、龙鱼类化石斜穿层理, 埋藏方式十分独特 。

埋藏学研究表明,脊椎动物死亡之后通常会浮出水

面,同时在漂移过程中腐败 、肢解, 即使有幸沉入水

底也将被其它动物吃掉,完整保存的概率极低,如此

完整的保存可谓神奇, 将为埋藏学研究提供新的思

路 。

罗平地区位于扬子地台东南边缘 、弥勒 -师宗断

裂东侧和南盘江印支裂陷盆地边缘, 向东延展到广

西称为右江 “再生地槽 ”。通过古生物对比研究为

了解南盘江盆地构造格局及其演化历史提供证据 。

通过研究区内生物化石产出层位中某些特征的岩石

地球化学特征以及沉积构造标志, 可以为了解安尼

期该区的气候条件和变化及其变化原因提供重要的

依据。

罗平生物群的属种和个体均十分丰富, 化石多

顺层面分布,为原地埋藏, 标本保存精美, 一些微细

构造和关键部位都完整无缺, 如鱼类化石的鳍 、鳞 、

牙齿 、体表细微纹饰等清晰可见 。化石丰度极高,富

集地带鱼类可达 20条 /m
2
。埋藏体位多样, 侧视 、腹

视 、背视标本均可见及,且不同生长阶段的个体比较

齐全, 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

3　开发条件评价

罗平县位于云南省东部, 地处滇 、桂 、黔三省

(区 )结合部, 素有 “滇黔锁钥 ” 、“鸡鸣三省 ”的美

誉,境内所蕴藏的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如每年在油菜

花盛开期间举办的 “油菜花旅游节 ”活动 、九龙河观

光 、鲁布革畅游以及独具特色的多依河 、布依文化等

资源,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

开发建设条件十分优越, 表现在:①区位优势

好;②罗平县交通 、住宿 、通讯 、医疗 、休闲设施等齐

全,完全可以满足广大游客的需要;③土特产资源丰

富,便于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 。

4　结　论

罗平生物群无论在丰度 、分异度 、保存程度上堪

称神奇和完美,具有融科学性 、观赏性 、典型性 、独特

性于一体,具备了建立地质公园的基础 。同时,罗平

县的交通 、住宿 、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发达的旅游业

对建立地质公园具备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

拟建罗平生物群地质公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 1)地质公园的建立必将对园内的地质遗迹 、

自然森林 、生态环境起到保护作用,产生巨大的环境

效益 。

( 2)地质遗迹资源产业是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

发展型的产业 。地质遗迹资源与基础产业相比, 不

需要专业的原料消耗, 资源可以持续利用。地质遗

迹资源产业发展本身就是以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为

方针,在开发资源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这也决定了地质遗迹资源产业将成为引导罗

平县产业绿色化的前锋 。

( 3)地质公园的建立, 可以为罗平市创立一个

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品牌。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是潜

在的无形资产,能吸引开发商的投资以及大量的国

内外游客,也会进一步推进区际间经贸 、科技 、文化

等各方面的双向交流,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 4)地质公园的建立可以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

和资源利用方式,使地质遗迹资源成为地方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点,促进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从而解

决当地居民的就业和经济收入问题,提高当地群众

的生活水平,形成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良性态势。

( 5)罗平目前的旅游形象集中于油菜花, 到目

前为止,已连续举办了多届 “油菜花节”。金灿辉煌

的油菜花已成为罗平旅游形象的显著标志和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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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但是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相对不足 。地

质公园的建立弥补了目前旅游形象的片面性和旅游

淡旺季明显的问题, 提升了罗平旅游形象的文化内

涵 。可促进罗平县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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