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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技
.

中华龙岛(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x )化石研究新进展

’

. 季 强 姬书安

自中华龙鸟 ( 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x p r im a )化石

被正式描述以来 (季强
,

姬书安
,

1 99 6 )
,

国内外

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它的重要科学价值
,

同时围

绕着其归属间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

有些恐龙

学家仅依据化石骨骼解剖学特征
,

主张中华龙

鸟应归人恐龙类 (爬行纲 )
,

我们认为
:

该化石因

具有羽毛
,

而应归人鸟纲
。

在 1 9 9 6 年 12 月中国

地质博物馆庆祝建馆 80 周年之际
,

辽宁省北票

市政府捐赠给中国地质博物馆一件新的中华龙

鸟标本
。

本文简要报道作者对该化石的初步研

究
,

并对中华龙鸟的分类归属作进一步讨论
。

一
、

化石补充记述

中华龙鸟科 F a m i l y 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g id a e

J i
e t J i

,

1 9 9 6

中华龙鸟属 G e u n s 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x J i e t

J i
, 1 9 9 6

原始 中华龙鸟 S i n o s a u r o p t e r y x p r im a Ji

e t Ji
,

1 9 9 6

正型标本 一完整未成年个体
,

中国地质

博物馆标本登记号
:
G M v 2 1 2 3

。

新 型 标 本 一 较 完 整 成 年 个 体
,

G M V 2 1 2 4
。

产地与层位 辽宁北票上 园四合屯
,

上侏

罗统义县组下部
。

修订特征 头骨眼前孔较大
,

上领骨发育
,

齿骨粗壮
。

上
、

下领齿极为发育
,

每侧各约 12

枚
,

前部牙齿尖锥状
,

后部的侧扁且后边缘锯齿

状
。

尾长
,

尾椎 50 枚左右
。

前肢很短
,

肢骨细
。

耻骨长且末端愈合
,

伸向前下方
。

坐骨近端宽而

远端窄
。

后肢长且粗壮
,

胫骨长于股骨
,

排骨未

明显变细
。

跳骨粗
、

长
,

不愈合
,

第 I 跳骨短小
,

位置靠上
,

第 V 跳骨存在
。

趾骨粗大
。

羽毛原

始
,

分化较弱
,

已具明显羽轴
。

补 充 描 述 中华 龙 鸟 的 正 型 标 本

( G M V 2 1 2 3 )全长 0
·

6 5 m
,

为一未成年个体
,

其

形态特征参见季强
、

姬书安 ( 1 9 9 6 )的描述
。

本文

仅对新发现的标本 ( G M V 2 1 2 4) 作补充记述
,

该

标本全长 1
.

06 m
,

代表一成年个体 (见封三图

版图 1 )
。

头骨 呈右侧面保存
,

仅部分骨缝可辨认
,

头骨因受挤压而变得很扁
,

但整体形态较好
。

头

骨全长 1 1
.

3 e m
,

眶孔处保存高 3
.

6 e m
。

眼前孔

较大
,

为椭圆形
。

眶孔大
、

圆形
,

位置略靠后
。

前

领骨发育
,

后部窄长
。

泪骨直立
,

上部宽而略呈

T 形
。

扼骨窄长
。

顶骨较大
。

方骨略呈 L 形
,

方

扼骨小
。

下领强壮
,

后部稍高
。

齿骨发达
,

上隅骨较

大
。

牙齿极为发育
,

上领齿 n 或 12 枚
,

下领齿

1 2 枚
。

前领骨及下领齿骨前部 4 ~ 5 枚牙齿直
、

尖锥状
,

仅末端变尖
,

基部及 中部直径 近 l

m m
,

最长的保存约 5
.

5 m m
。

上领骨齿及齿骨

后部的牙齿为左右侧扁的短刀形
,

齿基部宽约

2 m m
,

最长的齿冠高 5
.

5 m m
,

齿冠向后弯曲
,

后边缘呈明显的小锯齿状 (见封三 图版图 2 )
。

上领齿齿冠高度向后逐渐减少
,

最后一枚仅约

1 m m
。

脊柱与肋骨 颈椎保存不好
,

其数 目形态

尚未确认
,

但第 3 或第 4 枚之椎体长 1
.

5 。 m
,

前部颈肋极细
,

长超过 2
.

3 。 m
。

. 地质矿产部九
·

五重
.

点科技项 目 (编号
: 9 5 0 1 1 2 2) 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编号

:

49 62 52 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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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椎仅保存数枚
,

零散而未相互关联
。

至少

能观察到 12 对或单侧的背肋
,

肋骨较粗
,

弯曲
,

近端宽扁
,

具两个关节头
。

前中部肋骨最长的可

达 8 c
m

,

肋骨中部直径约 0
.

2 c
m

。

后部肋骨短

且稍直
,

长仅 4 c m
。

腹肋较细弱
。

尾长
,

尾椎清晰
,

仅保存 34 枚
,

估计应超过

4 0 枚
。

前部尾椎长 1
.

5一 1
.

6 c m
,

椎体高度约

0
.

8 c m
,

椎体下缘明显内凹
,

前突发育
,

横突明

显
,

神经弧位于椎体上方中后部
,

略向后倾斜
,

脉弧发育
,

长 1
.

1一 1
.

3 c m
,

远端略扁宽
,

指向

后侧方
,

位于相邻两椎体下方之间
。

中部尾椎椎

体长度 l(
.

6 c m 左右 )与前部的相近
,

但椎体较

低 (0
.

6一 0
.

7 c m )
,

前后突均发育
,

尤以前突显

著
,

其内侧与前一椎体后突外侧相关联
,

神经弧

低矮
,

脉弧变小
,

末端变尖
,

几乎指向后方
,

长约

0
.

8~ 1 c m
。

末部尾椎小
,

侧面观略呈矩形
,

长约

为高的 2 倍
,

椎体前
、

后突低平
,

但较细长
,

脉弧

细
,

贴在椎体下方
。

肩带与前肢 肩脚骨较细长
,

乌咏骨约呈

不规则的扇形
。

脓骨近端略宽大
,

指骨细长
,

指

爪大
。

化石保存不甚完整
,

但可以肯定
:

该动物

的前肢与后肢相比显得十分短小
。

腰带与后肢 保存极完整且清晰 ( 图 1)
。

腰带粗壮
,

肠骨长 9
.

1 c m
,

上下高 2
.

7 c m
,

上缘

拱凸为弧形
,

形态与小型兽脚类恐龙的相似
。

耻

骨很长
, 9

.

6 c m
,

下端相互愈合
,

伸向前下方
,

耻

骨长度仅稍短于股骨
。

有意义的是在两耻骨之

间
,

保存有一枚长约 2 c m 的原始哺乳动物齿骨

及其牙齿
。

坐骨长 5
.

6 c m
,

近端约一半较宽
,

远

段变窄
,

整个坐骨后背缘内凹
。

股骨长 10
.

8 c m
,

两端圆钝
,

略宽
,

中部较

窄
,

股骨稍向后弯曲
。

胫骨很长
,

巧
.

1 c
m

,

近端

宽 2
.

2 c m
,

中部较窄
,

胫骨较直
,

其与股骨长度

之比约 1
.

4
。

胖骨略短于胫骨
,

亦较细
,

紧贴在

胫骨之上
,

其近端宽约 1
.

5 c m
。

跄骨可见数枚
,

胫侧跄骨或胖侧附骨较大
,

约为半月形
。

跳骨长且宽
,

未愈合
,

n 一 IV 长超过 9 c m
,

111

图 1 腰带与后肢寮描圈 ( G M V Z12 4 )

e a ,

附骨 ; e a
·
v ,

尾推 ; d e n
.

m
,

哺乳动物齿甘 ;

d
.

v ,

背推 ; f
,

股甘 ; f i
,

排骨 ; 11
,

肠骨 ; 1
5 ,

坐骨 ; m t l
,

威骨 I ; m t V
,

礁骨 V ; p u ,

肚骨 ; t i
,

胜骨 ; 11
,

第 11趾 , 111
,

第 111趾 , IV
,

第 IV 趾

跳骨 I 短小
,

长仅 1
.

6 c m
,

其上端位于踱骨 11

上部约 4 c m 处
,

位置较靠上
。

瞧骨 V 存在
,

位

于上端
,

很小
。

趾骨趾节的宽度及长度都有差异
。

趾骨 I

趾节短小
,

n 趾节略长且宽
,

11 1 的趾节相对最

为宽大
,

长
,

IV 的趾节长度依次显著递减
。

趾

式
: 2一 3一 4一 5 一。

。

羽毛 在前部尾稚下方及尾末端保存有两

枚明显的羽毛
,

单个的羽毛长约 2
.

3 c m
,

宽 1
.

1

c m
,

呈片状
,

已具羽轴
。

值得指出的是
,

有一小块表皮印膜保存了

一些羽毛羽轴的断面
,

近圆形或椭圆形的羽鞘

及髓帽围绕着羽轴动脉作同心状分布 (见封三

图版图 3 )
。

比较 中华龙鸟目前仅记述过 2 件标本
,

均采自北票上园四合屯
,

它们有许多特征相近

甚至相同
,

如头较大
,

下领强壮
,

牙齿尖锐 ,背椎

(肋 )数目相同
;
尾极长

;
前肢短小

,

后肢长而粗

一 3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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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

跳骨未愈合
;
腰带粗大

,

耻骨长且伸向前下

方
;
均发育有羽毛等等

,

因此两者应为同一属

种
。

正型标本长 65 c m
,

羽毛形态原始
,

同时在

尾部近端下方还残存有少量鳞片
,

应代表一未

成年个体 (季强
,

姬书安
,

1” 6 )
。

而本文记述的

成年个体 ( G M V 1Z 2 4) 全长 1 06 c m
,

羽毛呈片

状
,

并有较明显的羽轴
,

反映了中华龙鸟不同发

育阶段的特点
。

我们将它指定为原始中华龙鸟

的新型标本
,

它在头骨
、

牙齿
、

腰带与后肢
、

尾椎

等方面保存极好
,

补充了正型标本的一些不足

之处
。

这两件标本除个体大小相差较大外
,

在个

别之处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 (见表 1 )
,

这反映

了不同发育阶段的特征差异
,

有的为不同个体

之间的差异
,

这些尚不足 以作为两个不同属种

的区别
。

具有了无法估量的科学价值
。

要讨论中华龙鸟

到底是龙还是鸟
,

有必要先来看看划分爬行类

和鸟类的生物学标准是什么?

众所周知
,

现生爬行类身披盾甲或鳞甲
,

是

冷血动物
,

而鸟类则身披羽毛
,

是温血动物
。

我

们认为这是爬行类与鸟类最大的区别
,

因而羽

毛应作为鸟类最基本的首要特征
。

实际上
,

科学

家对于象
“

纲
”
这样的高级别分类单元之间的划

分通常采用生物学标准
,

有时并不过多地强调

某些骨骼特征
,

尤其是在处理个别过渡类型的

分类归属时更是这样
。

德国 的始祖鸟 ( A
r -

e h a e o p t e r y x l i t h o g r a p h ie a )仅就其骨骼特征而

言
,

与小型兽脚类恐龙亦很接近
,

但始祖鸟已有

羽毛的事实
,

表明它已是鸟类的一员
,

中华龙鸟

也有羽毛
,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它是鸟呢?

鸟类羽毛与爬行类鳞片是同源的
,

是由鳞

裹 1 原始中华龙鸟未成年个体与成年个体的比较

特特 征征 正型标本 ( GM V 2 1 23 ))) 新型标本 (G M V Z1 2 4 )))

未未未成年个体体 成年个体体

111
.

全长长 6 5
emmm 1 0 6 e mmm

222
.

眼前孔孔 不甚大大 大
,

短圈形形

333
.

股骨长
,

胫骨长长 1 . 1
.

1 333 1 : 1
.

4 000

444
.

尾推推 5 4枚枚 多于 4 0 枚枚

555
.

羽毛毛 短小
,

分化不明显显 较大的片状
,

已具羽抽抽

片演变发展而来的
。

羽毛的出

现最初是为了保持体温
,

进而

进一步发展才为鸟类的飞行提

供可能
。

如果带有羽毛的中华

龙鸟果真能归人恐龙类的话
,

那么鸟类的定义该如何划定
,

鸟类与爬行类的界线又该如何

区分呢? 鸟类是整个动物界中

唯一长有羽毛的动物
,

正是根

据这种定义
,

作者认为具有羽

如果说正型标本由于羽毛短小
,

分化不明

显而难以让人认同是鸟的话
,

那么新型标本大

的片状羽毛
,

则使人有理由认为中华龙鸟应是

鸟类的成员
。

二
、

中华龙鸟的分类归属

无可否认
,

从骨骼结构特征上看
,

中华龙鸟

仍具有明显的小型兽脚类恐龙的特点
,

如头较

大
,

牙齿锐利
,

后部牙齿后缘呈锯齿状
,

骨骼结

实
,

腰带与后肢强壮
,

尾椎数目多等等
,

但同时

中华龙鸟已呈现出一些典型鸟类的特点
,

如身

披羽毛等 (见封三图版图 4 )
。

正是它的这种过

渡性质将恐龙类与鸟类紧密联系在一起
,

使其

一 3 2 一

毛的中华龙鸟无疑应属于鸟纲
。

中华龙鸟的骨

骼特征非常近似于小型兽脚类 (虚骨龙类 )恐

龙
,

这正反映了鸟类确由小型兽脚类演化而来

( o
s t r o m

,

1 9 7 6 )
。

中华龙鸟层位之上
,

还产有与

德国始祖鸟大体处于同一进化水平的原始祖鸟

( P
r o t a r e h a e o p t e r y x r o b u s t a

,

季 强
,

姬 书安
,

1 9 9 7 )
,

以及更进步的孔子鸟 ( C o n f u e i u s o r n is

sa cn ut s ,

侯连海
,

周忠和等
, 1 9 9 5) 等原始鸟类

,

代表了早期鸟类演化的不同阶段
。

中华龙鸟是

目前已知最原始的鸟类
,

是鸟类的真正鼻祖
。

辽宁省北票市政府赠送化石标本
,

中国地

质博物馆郭子光研究员
、

靳悦高 ( 下转封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