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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将毕生珍藏的一批书籍、资料赠予常山“金钉子”地质博物馆。现本报刊发陈旭院士专访的部分内容。

以我所学 馈我“初心”
记者 葛锦熙 徐露霞 占振宇

▲黄泥塘“金钉子”标志雕塑

▲陈旭院士在“金钉子”博物馆和工作人员面对面

交流

所谓“金钉子”，是全球界线层
型剖面和点位的俗称，由国际地层
委员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指
定，用于定义和区别全球不同年代
（时代）所形成的地层的全球唯一
标准，是确定和识别地层间界线的
唯一标志。简单来说，“金钉子”就
是一把“尺子”，用来“测量”地层年
龄，“金钉子”地质剖面的古生物化
石则是这把“尺子”上的“刻度”。

“刻度”越多、越清晰的地质剖面，
越具有代表性。

“金钉子”一名源于美国的铁
路修建史，原本标志着横跨美洲大

陆的首条铁路线建成。之后，“金
钉子”就被注入了“关键位置的链
接”的涵义。1972 年首枚“金钉
子”—泥盆系底界的“金钉子”，落
户捷克布拉格市的西郊，拉开了全
球建立“金钉子”的序幕。每个“金
钉子”在全球都具有唯一性，存在
着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

常山黄泥塘地层剖面，代表着
4.6亿年奥陶系达瑞威尔阶的最典
型、最标准、最权威的地层剖面，先
后PK掉江山、开化、玉山、美国、加
拿大、新西兰、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同类地层，最终以94%的多数票

通过了专家表决，获得“金钉子”称
号，这也是中国第一枚“金钉子”，
时间定格在1997年7月。

这一国际的命名荣誉，源于中
国科考工作者孜孜不倦的接力研
究和艰苦奋斗。从1924年开始，
先后十五批40多人次的科考专家
来常考察调研，建立了黄泥塘地质
剖面系统的的数据和报告。作为
其中一名科考专家，陈旭带着敏锐
的直觉、严谨的态度，潜心研究黄
泥塘地层剖面课题。功夫不负有
心人，黄泥塘荣膺“金钉子”称号。

陈旭，男，1936年
9月，出生于江苏南京，
籍贯浙江湖州，古生物
与地层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学位委员会主
任。

陈旭于1959年从
北京地质学院地质调
查及找矿系毕业，并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1981
年至1983年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地质系作访
问学者；1987年起先后担任国际笔石工作组副
主席、主席，国际奥陶系分会选举委员、副主席，
现任国际奥陶系分会主席；2003年当选中国科
学院院士；2019年获得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
就荣誉。

陈旭缘何要送书给常山陈旭缘何要送书给常山？？

“黄泥塘‘金钉子’是具有世界
意义的一个研究场所，它的价值挖
掘开发对于地质学、地理学专业的
深入研究非常重要。”近日，本报记
者采访到陈旭，他表示，自从1997
年他带着团队在常山黄泥塘找到
了中国的第一枚“金钉子”，更好地
发挥其作用就是他一直努力的方
向。

为了这个目标，多年来，陈旭
多次来常考察研究，此次更是将
84.9GB电子资料，以及1200本图
书、学术杂志等全部捐赠给了常
山。其中，既有陈旭自1959年参
加工作以来发表的珍贵著作，也有
他多年珍藏的科研资料。“化石资
料和文献资料是我们做基础科学
研究的人最重要的财富，常山这个
地质剖面在国际同类研究的竞争
中胜出，从而在地球历史的划定时

代年代表中，中国素材拥有了话语
权。”在陈旭看来，将这批科研成果
捐赠给常山“金钉子”地质博物馆，
是找到了最好的归宿，也是对引导
学界关注常山地层学、古生物学研
究的一次推动。

“毕生收集的资料是我离开后
带不走的心血，我的工作离不开常
山这枚‘金钉子’，把资料送给常
山，就是在这里架起了一座通往世
界的地质桥梁。”陈旭说。

学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个人
的事情，让学术像明灯一般星星点
点地布满各个角落才能真正实现
科学的发展。今年已经88岁高龄
的陈旭是见证我国科学不断走向
繁荣的学者，他说，要发展科学，现
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化石资料是物
质基础，学术资料除了给国家用之
外，更要通过不断地用在“刀刃”上

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我见过
我们国家学术薄弱的时刻，但是现
在我们的学术是一定要在世界舞
台上有一席之地的。”在陈旭的眼
中，“金钉子”博物馆是最有资格收
藏和持有这一批珍贵资料的地方。

“我有一天肯定要离开这个世
界，我珍视的资料若放在图书馆只
会让图书馆变得更加拥挤，放在常
山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陈旭表
示，自从1985年以来，他多次来到
常山开展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研
究，与常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把我
的科学生涯‘融化’在常山的山水
之间，是我莫大的光荣。”陈旭说，
无论是“金钉子”博物馆、院士工作
站，还是国家地质公园，都是他和
常山一起努力的成果，能用他的珍
藏壮大这份成果，他感到十分欣
慰。

陈旭与常山陈旭与常山““金钉子金钉子””的故事的故事

今年4月18日，中国常山“金
钉子”地质博物馆正式开馆，12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及业界相关专家、
学者受邀参加开馆仪式。中国常
山“金钉子”地质博物馆的布展面
积达1500多平方米，馆内有实物
古生物化石及模型800多件、地质
相关书籍800多本，将成为奥陶系
科研工作者和科学爱好者研学的
绝佳之地。来自江苏的游客徐先
生是一名地质学爱好者，在开馆首
日就来到现场参观，“科学家把古
生物化石解读出来，转化成生动的
科普语言，然后通过平台展示出
来，非常有意义。”徐先生表示。

“金钉子”是定义和区别全球
不同年代所形成的地层的唯一标
准。一颗“金钉子”的成功获取，标
志着一个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地学
研究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黄
泥塘“金钉子”剖面位于我县天马
街道周塘村，在19世纪70年代的
地质调查中被发现。陈旭院士所
领导的研究团队，历经5年对黄泥

塘“金钉子”剖面进行了系统考察
和研究，为建立奥陶系达瑞威尔阶

“金钉子”奠定了基础，于1997年
获得了国际奥陶系分会、国际地层
委员会、国际地科联执行局的通过
和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枚“金钉
子”。

当天，陈旭院士也来到了现
场。“当时来浙江工作的时候，我县
在物质条件上比较贫乏，突然在这
里发现了中国第一枚‘金钉子’，可
以说常山为中国填上了一块空白，
当时在我们地质行业是一个不小
的震动，大家很惊喜、兴奋。这是
一种精神文明的力量，我们要珍惜
常山同时拥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的时刻，进一步去推动常山的未
来发展。”在陈旭院士的指导下，常
山“金钉子”不断绽放出夺目的光
彩。2000年，浙江省政府批准建立

“浙江常山黄泥塘‘金钉子’地质遗
迹自然保护区”；2001年底，原国
土资源部批准成立常山国家地质
公园；2004年，金钉子景区揭碑开

园。截至目前，常山县共有地质遗
迹资源83个，其中世界级3个、国
家级8个、省级17个；有不可移动
文物63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4处；有非物质文化遗产255
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级11项。

据了解，常山国家地质公园包
括了以地质剖面为主的“金钉子”
景区、以奥陶系石林为主要景观的
三衢石林景区，还有以峡谷、瀑布、
森林景观为代表的白菊花尖景区。

2024年，我县将迎来申报世
界地质公园国际专家组的现场评
估，“金钉子”地质博物馆将作为常
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的副馆迎
检。接下来，我县将以此为契机，
举全县之力打造世界地质科研、全
国研学旅游、华东科普教育“三大
高地”，全力争创世界地质公园品
牌，真正让常山成为地质文化建设
的“主阵地”、专家学者研究的“首
选地”和社会科普教育的“打卡
地”。

知识链接：金钉子相关背景介绍

▲陈旭院士在“金钉子”博物馆门口与小朋友们交

流化石相关知识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与常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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