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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鸟类化石的发现及鸟类的起源
’

季 强 姬书安

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一直是生命发展史中若干有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
,

也始终是世

界各国科学家
,

尤其是古生物学家
,

密切关注及研究的热点
。

1 8 61 年
,

德国巴伐利亚省索伦霍芬晚

侏罗世灰岩中始祖鸟 ( A cr h ae op et yr x ilt h o g r a P ih ca )的建立
,

不仅为鸟类起源于爬行类提供了化石

依据
,

而且一直被作为鸟类的祖先而倍受重视
。

90 年代中期
,

我国辽宁西部中生代原始鸟类化石圣

贤孔子鸟 (oC
,

lfu ic u so nr i: : a n ct u : ) 的发现 (侯连海
,

周忠和
,

顾玉才
,

张和
, 1 99 5 )

,

打破了德国在这个

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
。

通过对几十件孔子鸟标本的观察
,

并与始祖鸟进行对比研究后
,

我们认为
,

孔

子鸟较始祖鸟进步
,

在地质时代上较始祖鸟也稍晚
,

因而不可能是鸟类的祖先类型
。

然而
,

我国辽西

地区产圣贤孔子鸟的地层之下为厚达千余米的陆相地层
,

很有希望在这些地层中发现更早的真正

的鸟类祖先类型
。

基于以上认识
,

寻找更为原始的鸟类化石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方向之一
。

有幸的是
,

1 9 9 6 年 8 月
,

我们终于在辽宁西部北票上园乡义县组底部第一层凝灰岩下部获得了一件珍稀鸟类

化石标本
,

其层位低于产孔子鸟的地层
。

该化石所具有的原始特征表明它是目前已知全球最原始的

鸟类
,

是鸟类的真正真祖
。

这是鸟类化石研究历史中唯一可与德国始祖鸟相提并论的重大发现
,

具

有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
。

一
、

标本记述

鸟纲 A v e s L i n n a e u s ,

1 7 5 8

晰鸟亚纲 S a u r i u r a e H a e e k e l
,

1 8 8 6

中华龙鸟目 (新目 ) 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g i f o r m e s 。 r d
.

n o v
.

中华龙鸟科 (新科 ) 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g id a e f a m
.

n o v
.

中华龙鸟属 (新属 ) S i n o s a u

OrP
t e

哪 群
n

.

n o v
.

属型种 原始中华龙鸟 (新种 ) S in os au
r ap et yr x P ir m o sP

.

on v.

词源 iS n于 中国古称
,

sa ur 于 龙
,

tP er y x 冀
,

属名示该化石具有小型兽脚类恐龙向鸟类过渡的

特征
; p r im a 原始的

。

正型标本 一较完整的个体
。

标本保存在中国地质博物馆
,

登记号
:
G M V 2 1 2 3

。

产地与层位 辽宁北票市上园乡
,

上侏罗统义县组底部
。

属及 . 型种特征 小型原始鸟类
,

头骨较高
,

吻端钝
,

前领骨略高
,

眼前孔不大
,

长圆形
。

齿骨强

壮
,

上隅骨窄长
。

牙齿极发育
,

锐利
。

尾椎 5 0 余枚
,

很长
,

占身体全长的 6 0%
。

前肢很短
,

腼骨短粗
。

耻骨长
,

下端膨大
,

坐骨宽
。

后肢长且粗壮
,

胫骨仅略长于股骨
,

附骨游离
,

嘛骨较粗
,

近端未愈台
。

羽

毛短小
,

未见分化
,

多分布于头顶
、

颈
、

背上部及尾部上下
。

O 地质矿产部
“
九五

”
重

.

点科技 项 目 (编号
:

95 0 1 1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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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化石呈侧面保存
,

全长约 6 5c m
,

由于化石较为完整
,

其整体保存较好 ( 图版见封三 )
。

头骨 侧面观略呈三角形
,

长大于 6c m
。

头骨较短且较高
,

吻端略钝
,

前领骨较高
,

其前端牙齿尖

锐
,

上领骨牙齿保存较差
。

鼻骨窄长
,

向后延伸很远
。

额骨大
,

构成眶孔上缘
。

扼骨狭长
。

眼前孔不

大
,

长圆形
。

围眶骨前部的窄而后部的较宽
,

眼孔直径约 1
.

cI m
。

眶孔后部骨骼较凌乱
。

下领最高处

位于中部
,

高 0
.

sc m
,

与眼孔相对的部位有一长形下领孔
,

齿骨长且粗厚
,

上隅骨窄长
。

下领齿未能

全部保存
,

前 2 枚极发育
,

相互接触
,

第 2 枚齿冠高 0
.

25 c m
,

齿冠下半部较粗大
,

上半段尖且略向后

弯
,

下领后部的牙齿较低小
。

脊柱与肋骨 颈椎可能 9 枚
,

总长约 7c m
,

具细短的颈肋
。

背推 12 剪 13 枚
,

全长接近 gc m
。

至少

有 1 2 枚背椎保存有成对的戴一侧的背肋
,

第 3一 6 对背肋较长
,

约 sc m
,

肋骨直径 0
.

1 5c m
,

后部的

肋骨依次变短
。

肋骨与背推相关联的一端稍宽
,

并略弯曲
。

在背肋游离端之下可见大约 2 0 条很细

的腹肋
,

长 cZ m 左右
,

两端窄尖
,

弯曲程度及弯曲方向与背肋的一致
。

尾椎基本完整
,

长 3 c8 m
,

54

枚
,

前半数的尾稚椎体侧面观近长方形
,

长度略大于高度
,

后一半尾稚推体高度明显减低
,

向后逐渐

变小
。

神经弧为较低的长形
,

位于相都两椎体下方之间的脉弧呈垂直于推体方向的长条形
。

尾椎神

经弧及脉弧向后逐渐变小
,

但形态变化不大
。

肩带与前肢 肩胭骨仅见后端极少一部分
,

大部分缺失
。

有一约 0
.

sc m 的方圆形骨可能系乌嚎

骨
。

前肢很短
,

约为后肢总长的 2 / 5
。

腼骨短粗
,

长约 cZ m
,

两端宽 0
.

7~ 0
.

sc m
,

微凸
,

骨干中部窄
,

仅 0
.

3c m
。

挠
、

尺骨有缺损
,

沽计长略大于 cZ m
,

两骨形态大小相似
。

腕
、

掌
、

指骨保存较差
。

与始祖

鸟
、

孔子鸟相比
,

中华龙鸟的前肢相对非常短小
,

另两者由于适应滑行并着生羽毛而次生变大
。

腰带与后肢 肠骨前后长 3
.

sc m
,

其主要轮廓同于一般的小型兽脚类恐龙类型
,

后突不变窄
。

耻

骨上端不清
,

但该骨长度至少为 4
.

sc m 以上
,

中部窄而下端膨大呈一较明显的后突
。

坐骨远端缺

损
,

保存长 1
.

sc m
,

骨板较宽
。

整个后肢骨骼长而粗壮
,

股骨粗壮
,

稍弯向后方
,

长 5
.

3c m
,

两端膨大

近 cI m
,

骨干中部仅为 0
.

6~ 0
.

7c m
。

胫骨粗大
,

不中空
,

近 6c m 长
,

近端关节面略凸
,

远端平且较宽
。

胖骨近端宽 .0 65c m
,

向远端很快变窄并贴近胫骨
。

附骨至少保存 4 枚
,

大都为椭圆形
,

2 排
,

近身诬
一侧 3 枚

。

璐骨发育
,

仅见 3 枚
,

近端未愈台
,

长 3
.

c6 m
,

较粗
,

直径 0
.

2~ 0
.

c3 m
。

趾骨趾节较短
,

具

爪
。

羽毛 仅头骨顶面后部
,

颈
、

背上部
,

尾部上下方见有羽毛
,

其它部位未见保存
。

羽毛短小
,

没有

分化
,

类似于绒羽
,

不具有后期鸟类体羽的羽轴
、

羽枝等结构
。

比较 由于中华龙鸟具有很短的原始羽毛
,

无疑应归入鸟纲 ( A ve s
)

,

又因其具有许多与始祖鸟

( W el ln h of er
,

1 9 9 2 )
、

孔 子 鸟 不 同 的 原 始 特 征
,

应 代 表 鸟 类 一 新 目一中 华 龙 鸟 目

( 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g i f o r m e s
)

。

中华龙鸟骨骼的主要特征以及前后肢的长短比例
,

与一些小型兽脚类 (s m al l ht er
o p o d s

) 恐龙

的较为接近
,

但中华龙鸟已具有羽毛
,

其头骨亦相对短且高
,

后肢相对较粗壮
,

从 而与小型兽脚类不

同
。

其身上的羽毛表明它已是一个真正的鸟类
。

中华龙鸟与始祖鸟
、

孔子鸟在个体大小
、

前肢具爪
、

胸骨不发达等方面较为相似
,

均表现出较为

原始的特征
。

但中华龙鸟与后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

中华龙鸟头骨较高并相对较短
,

牙齿粗壮锐

利
,

尾推很长且未愈台
,

前肢短小
,

后肢长而粗壮
,

嘛骨近端未相互愈台
,

羽毛未明显分化等等 (见

表 )
。

二
、

讨论

原始中华龙鸟是肉食性戴杂食性的原始鸟类
,

不具有飞行能力
,

就象现今的鸵鸟一样主要依靠

后肢奔跑
。

这种原始鸟类代表了由小型兽脚类恐龙向鸟类演化的过渡类型
,

是鸟类的真正奔祖
,

它

3 1



中华龙鸟 (新属 )与始祖鸟
、

孔子鸟的主要特征比较

SSSSSi n ou s a roP te ry xP r
im aaaA e r he a op te ry xli t hog a rp hi

e aaa C onf u e
i

u s o rni
s s an e tu sss

ggggg n e
·

e t sP
.

n ov
...

v onM
ey e r,

1 8 6 111 H
o u e t a l一

,
1 9 9 555

头头 骨骨 头 骨较 短 高
,

厚重
,

吻吻 头骨相对较细长
,

吻低尖
,

前前 头骨较厚
,

吻较低
,

前领骨很很

高高高
、

钝
,

前领劳 高
,

眼前前 领骨小
,

眼前孔大 ;齿骨细长长 大
,

前后长
,

眼前孔缩小 ; 齿齿

孔孔孔 不大 ,齿骨粗壮
,

前端端端 骨粗壮
,

前端略尖
,

止隅骨极极

近近近直立立立 长长

牙牙 齿齿 尖
,

粗壮壮 尖锥状
,

齿冠较高高 十分退化
,
口前部残存有徽徽

弱弱弱弱弱牙齿齿

前前后肤肤 前艘短 小
,

后艘长而粗粗 前肢较长
,

脆
、

掌骨未愈合
,,

与始 祖乌的相似
,

脓骨近端端

壮壮壮
,

琅骨近端未愈合合 后艘峨毋近端愈合合 脚大
,

具一 气孔孔

尾尾 推推 很长
,

50 余枚
,

约为背背 长
,

近 25 枚
,

约为背长的 222 短 于背部长度
,

最末数 枚尾尾

彬彬彬总长的 4 倍
,

未愈合合 倍
,

未愈合合 推 已初 步愈合合

羽羽毛与飞行行 身体背部及尾部可见很很 前肤
、

尾部有较长的体羽
,

可可 前艘 两奚有十拿发育的 飞飞

能能 力力 短 的原始 羽毛
,

未见分分 作短距离滑行行 羽
,

表明 其 已具有 一定的 飞飞

化化化
,

尚 不能 飞行行行 行能力力

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

1
.

动摇并取代了德国始祖鸟一百余年来作为鸟类始祖的位置
。

2
.

充分论证了鸟类系由小型兽脚类恐龙演化而来的学说 ( O st or m
,

19 7 6 )
。

近年来
,

该学说虽

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

但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介于小型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
,

中

华龙鸟为鸟类的恐龙起源说提供了最直接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

3
.

表明我国辽西地区应是世界鸟类的起源中心及最重要的演化中心
。

辽西 (包括相部的河北
、

内蒙古等地 )晚侏罗世至早白至世不同层位鸟类动物群 (侯连海
,

周忠和
,

顾玉才
,

孙玉铁
,

1 9 9 5) 的

分异辐射填补了鸟类早期演化史上的许多空白
。

冲 4
.

是初步建立鸟类早期演化模式的重要基础
。

在对辽西鸟类化石的研究中
,

我们发现与孔子

鸟同层产出的还有 3~ 4 个鸟类新属种
,

表明这是一个鸟群
。

鸟群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辐射演化期的

产物
,

而不是演化初期的特征
,

因而孔子鸟应该是介于始祖鸟与真鸟类之间的
、

相对较为进化的原

始鸟类
。

通过对原始鸟类特征的比较研究
,

我们提出鸟类的早期演化 (晚侏罗世至早白呈世 )可分为

4 个阶段
,

即中华龙鸟期
、

始祖鸟期
、

孔子鸟期和真鸟类期
。

5
.

为解决长期争论的陆相侏罗一白至系界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化石依据
。

中华龙鸟
、

始祖鸟
、

孔子鸟处于鸟类演化过程中的初期阶段
,

而真鸟类 (如中国鸟从 on 二is sa nt en is : 、

华夏鸟 ca ht ay -or
n l’s y “ n d ic a

等 ) 已具有许多非常特化的特征
,

代表了鸟类演化的新阶段
。

因此
,

可以真鸟类的出现

作为白至系的开始
。

中国地质博物馆任东
、

卢立伍副研究员给予大力帮助
,

李建军先生摄制照片
,

作者谨致谢意
。

( 中国地质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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