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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十二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选录了29篇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
年会的学术论文。
这些论文观点新颖，内容丰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最近几年我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在古脊椎动物学、生
物地层学、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环境学等方面的现状及进展，同时也体现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局面。
其中有些论文是对化石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些是对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和方法的总结和评论，有
些是对争议较大的课题进行的探讨。
《第十二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可作为古脊椎动物学、生物地层学、古人类学、史前
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博物馆与文化馆工作人员及大专院校的教
师与学生从事科研、科普与教学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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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石炭一二叠纪脊椎动物研究回顾赖氏龙类鸭咀龙(恐龙：鸟臀目)的演化和生物地理学历史鸟类生
活习性的人工神经网络识别浅析三峡地区更新世动物群与古环境蒙古野驴肢骨在不同性别中的变异试
论东北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广西崇左泊岳山的早更新世偶蹄类郧县人遗址大熊猫的重
要发现与研究认识大熊猫生境特征与种群演化辽宁朝阳龙城马山洞的两种小哺乳动物湖北建始杨家坡
洞更新世哺乳动物群新疆鄯善洋海地区青铜一铁器时代人群头面部形态特征观察化石标本的虚拟与现
实三维重建黑曜岩石器加工兽骨的微痕研究关于泥河湾盆地马圈沟旧石器时代考古问题许家窑遗址问
题及其探讨忻州旧石器大同杜庄发现旧石器吉林省发现的细石器及其工艺技术研究一百色红火山遗址
发掘简报苏北鲁南晚更新世石器工业初论海南省新发现的旧石器材料旁观者看欧亚大陆“最早的”人
工制品虚拟3D化石标本博物馆由Nature、Science论文统计分析侧看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发展态势以科学
发展观对待达尔文的学说下颌体厚度测量方法的思考中国全新世人群牙列长度的变异山东莱阳白垩纪
恐龙和恐龙蛋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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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3 交角三维的感知由于人们左右双眼之间有一段距离，所以人们的双眼所观察到物体在视网
膜上所成的影像是有视角上的差别的。
这种差别随着被观察物体距双眼之间的距离减少而增加。
有人把这种差异称为“视差”，并根据这种视差效果制成“立体照片”和“立体电影”。
在立体照片和立体电影中，左眼看到的是一幅图像，右眼看到的是另一幅视角略有差别的图像。
这两幅视角不同的图像通过双目放大镜，或互相垂直的偏振眼镜，或蓝红双色滤镜分别映入左右眼睛
的视网膜，形成可以感知物体远近方向第三维位置差异的视觉效果。
由于这两幅图像的叠加有一个视角差，相当于在观察实物时双眼视线之间的交角，因此可以把这种三
维图像称为交角三维图像。
人们在观看交角三维图像时，虽然两眼的视线交角随着被观察物体在两幅不同视角的图像中的不同位
置而变化，但是两眼的晶状体焦距都是固定在图像的平面上，不会随着两眼视线交角的变化而改变。
这也是交角三维感知与现实三维感知和平面三维感知的本质区别。
所以在观看立体电影时，可以“看到”飞虫飞到鼻子跟前，这时虽然两眼视线的交角很大，眼珠近于
“斗鸡眼”的位置，但是晶状体的聚焦点仍然在屏幕的远方，眼睛老花的观众不带老花镜仍然可以观
看清楚，伸手也摸不到鼻子跟前的飞虫（图2）。
1.4 三维感知的启示尽管人类一直处在三维物质世界中，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也通过泥塑和陶器来表达对
三维世界的认知，但是真正清楚地在平面上表达三维空间，还是在文艺复兴以后。
从绘画历史上看，早至2万多年前的史前洞穴壁画到中世纪的绘画，都是以平面二维的形式表达的。
自从达芬奇把透视学原理应用到绘画以后，平面三维的绘画才逐渐发展起来。
从个体认知的发展来看，儿童在绘画过程中也是从平面二维开始的，然后逐渐感悟到远近方向上的第
三维关系的存在并把它运用到绘画中。
所以在对三维空间的认知中，上下左右这二维方向的位置关系是最先认知到的，然后发展到远近方向
的第三维位置关系。
如果要做一项三维长度的目测，上下和左右方向上的目测结果显然要比远近方向上的目测结果准确，
因为后者的难度更大，只能依靠晶状体调焦和两眼视线交角的调节来测量，距离越远精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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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将于2010年9月在山东省平邑县召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中国第
四纪古人类一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年会。
本人非常荣幸地再次受到学会理事会与年会组织者的委托主编这届学术年会的论文集，为学会的学术
活动服务。
这是继前五届学术年会出色完成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第六次组织编辑出版学术年会的论文集。
在此编者衷心感谢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分会理事会及本届学术年会组织者对本人的信任。
特别感谢本届年会论文集全体撰稿人对本届学术年会的积极支持。
还要感谢海洋出版社对本学会的论文集出版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
按惯例，本届学术年会论文集的编辑顺序也是基本上按照时代上由远到近，脊椎动物进化序列上从低
等脊椎动物起到哺乳动物、古人类，然后按旧、新石器考古、第四纪地质、古环境、理论与方法等的
顺序编排。
截稿日期后收到的稿件按收稿日期的顺序编排。
编者根据论文集的风格及出版社对版面质量等技术上的要求对所有稿件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编辑。
大部分的稿件在做了修改编辑后都与作者进行了沟通协商。
但是由于联络上的一些问题未能与个别作者建立联系。
如果出现与作者原意不符的改动请予谅解。
最后，尽管编者尽了最大努力，但因水平有限，加上工作繁多、时间紧迫，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和遗漏
，希望读者原谅并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也希望广大会员继续支持学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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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十二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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