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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获悉，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科考
人员近日在珠穆朗玛峰地区发现新的喜马拉雅鱼龙
化石。新发现将深化细化对这一青藏高原迄今已知
的最庞大史前动物的科学认知，有助于该地区中生代

生命演进研究。
鱼龙是一种已灭绝的中生代海生爬行动物，早在

恐龙称霸陆地之前，鱼龙就成为海上霸主。20世纪60
年代，我国科研人员在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后，采集
到两件鱼龙化石标本。这种嘴长、牙齿锋利，身长 10

余米的巨型鱼龙，被命名为“喜马拉雅鱼龙”，生活在
两亿一千万年前的海洋中，主要以海洋鱼类和其他无
脊椎动物为食。

今年3月至4月在珠穆朗玛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
科学考察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尚庆华研究员等科考队员，发现了一些新的喜马
拉雅鱼龙化石。

据介绍，新发现的鱼龙脊椎骨、肋骨化石保存良
好，而在之前的科学考察中，保存良好的喜马拉雅鱼
龙化石并不多见。由于反复搬运和修理加固，20世纪
60年代发现的两件喜马拉雅鱼龙化石材料如今已很
残破，而近期在定日地区新发现的同类材料保存得更
加完整和清晰，必将提供关于这种珠峰地区“史前海
怪”更多、更确切的科学信息。

新发现让科考队员王维欣喜不已。“化石是会‘说
话’的，喜马拉雅鱼龙为什么能长这么大？有什么样
的习性？与同时期全球哪个地区的鱼龙更为接近？
这些都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王维说。

据王维介绍，人类脊椎骨横截面大小大约相当于
一枚一元硬币，而新发现的喜马拉雅鱼龙脊椎骨横截
面有一顶棒球帽那么大。结合过去几十年来已发现
的大量古生物化石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青
藏高原生命演化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
涛说，早期青藏高原科考活动和发现填补了古生物知
识的空白，积累了大量基础科学资料。近十年来，青
藏高原古生物的一系列新发现，都在帮助古生物学家
全面审视青藏高原在影响新生代生物多样性演变进
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记者 田金文陈尚才 曹槟）

珠峰地区发现
新的喜马拉雅鱼龙化石

西藏定日地区三叠纪曲龙共巴组岩层中的鱼龙化石锥体（圆盘状物体）和肋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建设诚信社会，离不开社
会诚信风尚的培育。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作为一种道德
规范，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于个人，它是人
之为人的最重要品德；于社会，它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石；于政府，它是一项基本的政治道德。因此，治国、
理家、立身都需要讲诚信。

不可否认的是，在商潮涌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
里，一部分人将诚信抛在脑后，欠债不还的有之、欠薪不
付的有之、欠款携逃的有之……相比之下，近年来涌现
出的许多诚信实例，似一股清泉，洗尽社会的浮华和躁
动，洗尽世间的虚假和欺诈。比如2月27日《娄底日报》
上《“不能把债带到黄土里去！”——新化农妇刘爱珍守
信践诺临终前还清贷款》一文中报道的刘爱珍，让我们
看到了圣洁的道德之光。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道德基础和基本价值取
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将“诚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是一
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同时，更需要用制度的
硬约束来规范、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比如建设完善个人
信用制度，将诚信作为一个人的重要身份标识。如果一
个人诚信记录有问题，会影响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失信
的成本将大大增加。目前，不论是个人信用网上查询，
还是法院发布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都释放出将诚信
制度化的强烈信号。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只要我们心中仍保持对诚
信、规则之美的向往，把诚信作为人生价值的基石，让诚
信、良知在人心深处燃烧不息，就会逐步在全社会形成
人人讲诚信的良好风气。总之，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
更好弘扬诚信文化，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做诚实守
信的坚定践行者、维护者、宣传者，推动诚信社会向善向
上、行稳致远。

让诚信社会行稳致远

再次再次
发现发现！！

诚信理念诚信理念

红外相机在红外相机在
珠峰地区拍摄到珠峰地区拍摄到
的雪豹的雪豹。（。（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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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5月22
日电（记者田金文、陈尚才）记

者从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
悉，近年来“珠峰雪豹保护计划”项目持

续开展珠峰地区雪豹栖息地监测和种群
调查，累计监测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
初步估计珠峰自然保护区内雪豹数量超
过百只。

珠峰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雪豹是珠峰地区
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
康与否的气压计”。雪豹通常生活在人
类干扰较少的高山地带——海拔2500米
至 5000米的高山上，可以耐受零下 40摄
氏度的低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20 世纪偷猎行为猖獗时期，雪豹一
度被列为濒危物种。为保护雪豹，2013
年，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非
营利性组织共同发起“珠峰雪豹保护计

划”。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将雪豹列为重点研究

的高原物种，广泛运用红外
相机、卫星定位系

统等新技术开
展雪豹种群规模、活
动范围和生活习性研究。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珠峰保护
区的雪豹数量增多，这让珠穆朗
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定日管理分
局珠峰大本营管理站站长拉巴次仁
很是高兴。拉巴次仁 10 多年前曾在
珠峰大本营见到过一次雪豹，这几年
通过架设在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又见
了几次。

珠峰雪豹保护中心执行主任拱子凌
介绍，雪豹的保护成效直接关系到高原
山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通
过“珠峰雪豹保护计划”，他们已经初
步探索了珠峰雪豹种群研究的科
学范式，建立了物种监测标准体
系。未来，他们将有针对性地
加 强 珠 峰 地 区 的 巡 逻 保
护，对雪豹的保护也将
更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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