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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者一生从事地质专业教学生产、科研工作，参加过长江流域葛洲坝、乌江渡和黄河流域
河南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枢纽坝址的地质勘查。实地考察过终年冰雪覆盖的巍巍天山，世界海
拔最低、干旱炎热的吐鲁番盆地及全国许多名山大川的地质地貌。

作者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野外调查时，在武汉阳逻镇的丘陵地区，在当地农民开采砂砾石作
为建筑材料的空旷场地边缘，偶然看见一个被人遗弃的“废品”，感到有些面熟。跑过去一看，
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上天赐给人们的珍奇瑰宝———化石木啊，作者与同伴高兴得手舞足蹈。据
当时工地的农民介绍，这个又丑又大的笨重“废品”是两年前（１９８２年）被挖掘出土的。由于放
在场地上影响工地作业和交通，才将它移到工地边缘，受到烈日暴晒、风吹雨打的。我们返回
住地后，随即用电话向湖北大学领导汇报。原校长徐章煌教授高度重视，第二天就派了一辆大
卡车，把这个笨重的化石木运回到了地质实验室。切片鉴定树种为我国首次发现的被子植
物———武汉樟型木。

化石木是分散埋在地下岩层中的标本，对一个退休人员来说，想进一步将这些标本挖掘出
土，返回室内切片鉴定，真是困难重重。但适逢千载难逢的好机遇，那时我国刚刚启动改革开
放，研究工作受到湖北大学原校长徐章煌教授，武汉市政府吴官正、赵宝江、陈华芳（女）、郭友
中、王守海等领导，原市文化局郑自来局长，武汉阳逻电厂等领导和国内、外众多科学界学者、
教授、专家的鼎力支持鼓励。虽然工作中也受到一些不良干扰，但都没有动摇我们课题团队全
体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争取多出科研成果的坚定决心。作者等２０多年来，发表了许多被
子植物化石木论文，有的被俄罗斯等国外刊物摘要转载，有的被美国权威只读光盘数据库ＢＡ
《生物文摘》摘录收藏。中央、省、市电台、电视台、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等数十家媒体作了专门
报道，２００６年中国气象局为该研究成果拍摄了记录片“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群与古气候”并在
电视放映。

关于化石木的由来，曾经有过“上帝造物”等很多迷信传说，作者力求用通俗易懂，是科学
性、可读性的文字，向广大读者及青少年传递化石木科普知识。

本书是一本公益性科普读物，它的出版得到了湖北大学刘国新校长和离退休工作处王辉
处长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张武、郑广林、李海君、丁湘红、程业明等有关专家、教授提供的资料图
片。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孔宇、唐婉珍同学参加全书的资料整理、编排等许多工作。湖北大
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资源环境学院、学校教务处领导给予资助出版经费，作者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重点是阐述中国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林的发现和研究，也引用了国内外一些被子植
物和裸子植物化石木的资料图片，敬请原作者谅解。书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还请各位读者、
专家批评指正。



引原北京博物馆馆长李承森教授为

专著《中国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群》作序

　　该专著全名为《中国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群》，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专著是２００５年由作者等从野外挖掘采集运回实验室的化石木标本，在室内制片后，应用
最先进仪器观察研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撰写而成。专著分为九章，阐释了化石木产地位置、发
掘过程、埋藏岩层、地质年代、化石木的形成和来源，为我国地质、生物学家研究提供了新的有
力的研究材料，充实丰富了长江中下游新近纪地质古植物、古气候、古环境等问题的新论据。

记得１９７８年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已故徐仁院士拟招生七名，但是结果只挑选了
我们师兄弟四人。我研究最早的陆地（泥盆纪）植物，两位师兄研究稍后的石炭纪和二叠纪的
煤核植物，即研究保存在钙化材料中的植物器官和组织，还有一位师兄研究化石木材，即硅化
木。在导师心目中，生活在地质历史时期的植物所能提供的证据，特别是生殖和解剖方面的证
据是探索和重建陆地植物演化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再配以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认识
和理解植物界的演化规律和机制。导师生前年近八旬高龄的时候还亲临武汉察看在武汉地区
发现的被子植物化石木群，并欣然题词，足以见到导师对研究化石木的重视。

齐国凡先生是我的长辈。我与齐先生是在１９８７年开始交往的。当时，我的导师邀请德国
著名古植物学家Ｓｃｈｗｅｉｚｈｅｒ教授访华，安排我陪同他从北京到武汉、广州、梧州、桂林和西安
访问，并做野外工作。武汉之行，得到武汉师范学院（后改为湖北大学）地理系任教的齐先生的
大力支持。德国外宾十分高兴，访问圆满成功。从此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从欧洲留
学回国后，齐先生与我，无论是长幼之间的亲情来往，还是学术之间的探讨交流，日见其多。近
年来，我多次陪同国外科学家专程到武汉拜访齐先生，探究化石木。

我国化石木的发现和研究较为悠久。但是，我国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化石木以裸子植物为
主，新生代虽有化石木发现，也多以裸子植物保存。到目前为止，我国可以称“被子植物化石木
群的重大发现只在湖北武汉地区和云南元谋地区”。武汉地区被子植物化石木研究已有相当
积累，足以汇集成书，而元谋地区被子植物化石木的研究正在推进中。

齐先生以研究地质学起步，成绩斐然。在“史无前例”的动荡时代，齐先生备受煎熬，九死
一生。待科学研究的曙光刚刚显露的时候，齐先生顾不得十年中身体和心灵上遭受的创伤，又
开始了新的科学长征。在杨家驹先生鼎力相助下，武汉地区被子植物化石木的研究得以成功
进展，其成果备受国内外关注。

８０岁高龄的齐先生叮嘱我为本书作序。作为晚辈实在不具备为本书作序的资格，但是，
恭敬不如从命。我仅就我们与齐先生的交往、友谊，齐先生对晚辈的关爱以及我们对齐先生锲
而不舍从事科学研究精神的敬佩，敬书于此，权作一个小序。

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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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人未老

———地质学者齐国凡

徐石山

齐国凡，１９２６年生，浙江青田北山张岙人。我国珍稀罕见大型“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群”
发现研究的地质学者。在长江工程大学、湖北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
深受同学爱戴。

齐国凡早年就读于北山小学。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在温州市初中念书，１９４６年在省立处州中学
高中肆业。他性情耿直，有话直说。年轻时受党的爱国民主思想熏陶，极力反对贪污腐败。

１９４６年在省立处州中学读书时，曾领导同学积极开展反对当年学校领导，挪用学生伙食费与
商人合伙开戏院评理斗争。由于得罪领导，期末被逼退学。１９４７年转入温州瓯州瓯海高中
部。１９４８年春，全国青年学生轰轰烈烈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温州市各校学生
也积极响应，罢课上街呼口号游行。齐国凡在温州市最热闹的五马街当众演讲，揭露国民政府
的种种腐败恶行。事后温州市学联主办的油印刊物，进行了表扬报道。１９４９年初参加中共浙
南游击队，青田县城的地下联络工作。青田县城解放前夕，中共浙南游击队与人民解放军取得
联系，共同商定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解放青田城。但是，盘踞在县城的青田自卫总队，在中共
浙南游击队和民兵的强大压力及百万大军过长江，青田上游丽水、下游温州相继解放的胜利消
息震撼下，５月１２日下午，他们狼狈向水南阜山方向逃窜了。当时城内空虚秩序大乱，少数留
城的残兵勾结地痞流氓，企图开仓抢粮，私分归己。齐国凡得此消息后迅速赶到城内上店街金
巷底，在仓库前面大声讲解党的政策，劝他们离开。几分钟后，被骗的群众相继散去，他迅速地
贴上封条，保住了仓库内的全部粮食。齐国凡讲述解放前夕受党的委托，掩护同事安全，紧张
书写和张贴欢迎解放军进城标语，站在城内最繁华热闹的上店街，向群众宣传，不要相信谣言，
共同携手维护社会秩序等事项，如数家珍宝、记忆犹新。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青田县城和平解
放，齐国凡被委任青田县人民文化馆馆长兼中等学校接收委员。

１９５７年齐国凡毕业于吉林省长春地质学工程地质系（调干学员），参加过河南鸭河口水
库、陕西石泉水库、贵州乌江渡水库、长江葛洲坝水库等大型水利枢纽的坝址工程地质勘察。
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考察过４　７００余米的天山冰川及世界海拔高度最低的吐鲁番盆
地等许多高山低地河谷。工作认真踏实，实践经验丰富。

１９６６年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齐国凡刹那间失去了自由，遭受过多次的残酷批斗。

１９６９年以“白专道路典型”“现行反革命”“漏划逃亡地主”“死不坦白，顽固到底分子”等罪名，
被开除公职，强制遣返押回浙江青田北山张岙原籍监督劳动。由于老家山多地少，分不到可以
种植的土地，又没有住房，无法生存。经生产队批准，独自一人去深山老林种植药材，自食其力。
他在高山石棱间的田坪荆棘丛中，开出一小块平地。几根小树杆作柱，稻草树皮作瓦，搭起一个
用树枝作门的茅屋，在荒芜野莽中，过着与弃尸乱坟为邻、鸟兽为伍、食不裹腹的穷困生活。

１９７２年齐国凡饱含满肚委屈，从老家青田奔赴武汉，向原单位领导申诉，要求按政策重新
核实。原单位拒不接待，暗地里积极布置要进一步扩大打击批斗。齐国凡闻讯后，连夜乘车奔

·３·



向北京，向中央信访部门申诉，受到代号“４０１”首长的接待。青田—武汉—北京—青田往返２０
余次，在中央国务院和湖北省委的督促下，由湖北省公安厅牵头，４个不同单位抽调７名精干
人员联合进行全面核查。１９７３年按政策昭雪平反。但原单位领导心里不平衡，复职后常常无
故被穿“小鞋”，工作不顺心。１９７９年调入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地理系讲授地质学。

１９８４年齐国凡与同事进行野外地质调查时，在长江北岸新洲阳逻镇半边山，偶然在农民
采石场边缘看见一个被甩在草木丛中的大型化石木（硅化木）。这个化石木树型完整，纹理清
晰，随后将它运回实验室。由于这是基础研究，要钱要人都十分困难，这项研究只得暂时搁置。

１９８７年齐国凡离开工作岗位，退休在家了。闲来无事心中时常惦记着这个大化石。此时
他又想起中央信访部门“４０１”首长排除干扰、落实政策的严正作风，终于鼓起勇气，试着要把这
个化石木谜底揭开。该化石在室内通过多次取样、切片、磨片，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这是
被子植物化石木。自然界植物按种子裸露或包裹被分为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我国化石木分
布很广，但学者在新疆、辽宁、四川等地发现的化石木都是年代较老的裸子植物，却未见内容结
构丰富的大型被子植物化石木。这个新的发现对武汉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地质、地理、古气
候、古环境都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踏遍青山人未老。齐国凡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过多次残酷批斗，
妻离子散，备受煎熬。平反后的８０年代，我国科学研究初显曙光，他没有考虑“文革”动荡年代
自己身体和心灵遭受的创伤，没有居家欢度幸福晚年，离休后又忘我地投入到新的科学长征。

在武汉市政府各级领导的积极鼓励支持下，他得到荷兰化石木专家杜乃正教授、中国林业
科学院木材学专家杨家驹先生等的鼎力相助。他从武汉带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去阳逻野外继续
寻找化石。他２０多年来不计报酬，共采集大小化石木标本６００多块，重量达数十吨，最长的一
棵树干１３余米，最大的直径８０ｃｍ。这些化石木纹理清晰，色泽鲜明。远看为木，近观为石，不
仅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观赏价值。已经鉴定的树种有秋枫、武汉楸木、
武汉杜英等１２科１３属２０种，其中有被子植物化石９科９属１５种，裸子植物３科４属５种，属
我国迄今“独一无二”的被子植物化石木群。它具有两个世界之最：①为世界已发掘、采集规模
最大的被子植物化石木群；②同一地区世界被子植物属、种最多的产地。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
群研究成果，相继在国家的《植物学报》《古生物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填补了我国新生代被子植
物化石木群的空白，丰富了世界植物研究资料。其中有的被俄罗斯《古生物学报》等刊物摘要
转载，有的被美国权威性只读光盘（ＣＤ－ＲＯＭ）数据库ＢＡ《生物文摘》收藏。从而引起国内外
许多科学家们的重视和关注。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仁教授，年近８０高龄
还亲临湖北大学察看，并欣然题词：“被子植物硅化木———秋枫在我国首次发现”。德国著名古植
物学家斯威彻教授说：“中国的这一发现，对研究世界被子植物有很大意义。”美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库柏教授说：“它的被发现，是对国际植物研究的巨大贡献。”齐国凡质朴单纯不图回报，这些天
赐武汉的珍稀宝贵遗产，全部无偿捐献给湖北大学化石木专题陈列馆、武汉市科学技术陈列馆永
久展出，供人们观赏。它们将使参观的人们感受自然灵气，享受精神乐趣，丰富科学知识。

齐国凡长期从事野外室内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２００５年贾兰坡等７位中
国科学院院士联名签发出版了《中国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群》专著。２００６年中国气象局又将
“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群与古气候”专题拍摄，搬上银幕。齐国凡一生宠辱不惊，为人正直，具
有锲而不舍的科学研究精神。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４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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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原国际植物学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徐仁教授（左一）亲临湖北
大学审视中国首次发现樟型木并题词：

·６·



　　２．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贾兰坡等７
位院士，在作者等依据自己在野外和室内试验观察、收集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中国武汉被子
植物化石木群》专著扉页上，高度评价其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和陈列观赏价值：

·７·



３．德国波恩大学古植物学家斯威彻（Ｓｃｈｗｅｉｚｈｅｒ）来湖北大学地质实验室后指出：“中国的
这个发现，对研究世界被子植物很有意义。”他非常高兴地去了化石木场地现场观察，回到实验
室还提出指导建议，并对进一步如何研究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德国波恩大学斯威彻教授在地质实验室（左二）与李承森教授（右一）

及作者（左一）共同探讨进一步研究问题

现 场调查之一：徐瑞瑚教授（左一）、斯威彻教授（左二）、李承森教授（左三）、李刚教授（左四）

现场调查之二：斯威彻教授（中）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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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德国原古植物学会主席、著名被子植物化石木研究者塞米尔教授到湖北大学交流学习。

塞米尔教授到实验室参观化石木实验 塞米尔教授（中）与湖北大学地理系

两位主任及作者夫妇留影

塞米尔教授在实验室观察化石木薄片

·９·



德国塞米尔教授（后排中）与作者夫妇（前排中、右一）留影

塞米尔教授（右五）参观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标本及实验室后，离校前合影留恋

·０１·



　　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库柏教授和波兰教授来参观交流被子植物化石木及研究成果后
说：“中国这项发现是对国际古植物研究的巨大贡献。”

美国古植物学家库柏教授、波兰教授在湖北大学实验室参观

交流后与作者（左三）等留影纪念

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室的教授、专家们对武汉被子

植物化石木的发现和研究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波兰古植物教授仔细观察化石木林及实验室科研成果后，

与作者共同游览中国名楼———黄鹤楼

·１１·



６．荷兰莱顿大学古植物学者杜乃正教授认为中国被子植物化石木众多树种的发现，是对世
界植物研究的重大贡献，他不为名利，无私支持援助，两次自费来实验室，在高倍显微镜下工作。

杜乃正教授（左）、王清萍实验员（中）与作者（右）

７．武汉被子植物化石木群研究组主要成员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解剖学家杨家驹
教授、中国科学院林学钰院士、俄罗斯著名木材解剖学家阿里克什教授等数十名教授专家来湖
北大学参观被子植物化石木。

中国林业科学院杨家驹教授（左一）与作者（右一）共同在武汉阳逻化石木产地现场留影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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