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质科技
,

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是生物

演化过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

论问题
,

一直是古生物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
。

长期以来
,

由于我国一直没

有发现保存完好的早期鸟类化石
,

因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是西方少

数几个国家的
“

专利
” ,

德国的始祖

鸟 ( A r e h a e o p t e : y x l i t h o g r a p h i e a
)

一直占据着鸟类始祖的位置
。

辽宁西部是我国非海相中生代

地层古生物研究的经典地区
,

该区

侏罗一 白要纪地层是我国陆相生物

化石的天然宝库
,

其中所保存的各

类化石在生物演化研究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
。

叻 年代以来
,

大量中生代

原始鸟类化石
,

尤其是侏罗纪鸟类

化石在本区连续不断的发现 (侯连

海 等
,

19 9 5 ; 季强
,

姬 书安
,

1 9 9 6
,

1 9 9 7 ; H o u e t 0 1
,

1 9 9 6 )
,

在 国 内外

科学界引起了轰动
,

使我国成为 国

际古鸟类学家瞩目的焦点
。

其中最

令人关注
、

也是最有意义的发现是

原 始 中华 龙 鸟 ( 3 i 0 0 0 a u r o p t e r y x

p r im a ) 和 粗壮原始祖鸟 ( P : o t a r -

c h a e o p t o r y x r o b u s t 。 ) (季强
,

姬书

安
,

1 9 9 6 , 1 9 9 7 )
,

这两件化石都比始

祖鸟更为原始
,

为研究鸟类的起源
、

早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直接

证据
。

尤其是中华龙鸟
,

如果
“

原始

羽毛
”

没有保存的话
,

即使是一个很

有经验的古生物专家
,

也会将其归

人爬行动物恐龙之中
。

它的骨骼接

近于小型兽脚类恐龙
,

同时又长有

类似羽 毛的结构
,

其重要价值就在

于此
。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化石

赋存的层位如何? 其生存的地质时

代如何?是否发育有真正的羽毛?鸟

类和爬行类的最主要 区别标准是什

么?这些问题太重要了
,

以至于治学

严谨的国际古鸟类专家不亲眼看到

这些标本就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
、

当代欧美最著名的古鸟类学家

接受了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季强博

士的邀请
,

并在美国费城自然科学

院的资助下
,

组成了一个代表团
,

于

1 9 9 7 年春季 ( 3 月 1 8 日~ 4 月 1

日 )
,

专程到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
。

代表团由 5 名成员组成
,

他们是
:

代

表团团长
、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

鸟类

恐龙起源假说的提出者
、

国际著名

古鸟类学家 .J H
、

0 , t or 。 博士
,

美国康奈提克大学教授
、

古鸟类学

家
、

羽毛专家 A
.

B r u s h 博士
,

美国

堪萨斯大学教授
、

古鸟类学家
、

鸟类

槽齿类起源假说的倡导者 L
、

M ar
-

it n
博士

,

德国巴伐利亚古生物和历

史地质学博物馆教授
、

古鸟类学家
、

始祖鸟专家 P
.

Well
o h 。介:

博士
,

美国费城 自然科学院高级摄影师

D
.

B o b i e r

博士
。

代表团于 3 月 1 8 日晚抵达北

京
。

19 日上午
,

地质矿产部领导接

见了代表团
,

并希望共同对中国的

古鸟类化石进行研究
。

下午
,

在中国

地质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国际

学术研讨会
,

在会上
,

任东介绍了辽

宁北票地区晚侏罗世义县组含鸟化

石地层
,

姬书安将博物馆采获的鸟

类及其爬行类化石作了介绍与演

示
,

季强馆长还就中华龙鸟和原始

祖鸟的最新研究结果和鸟类早期演

化四个阶段的观点作了详细阐述
。

在随后的三天 (加~ 2 2 日 ) 里
,

代表

团对博物馆馆藏鸟类及其重要的共

生化石逐个进行了观察与讨论
,

重

点观察了中华龙鸟化石
,

初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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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科技
·

了类似羽毛结构的存在
;
同时亦指出原始祖鸟

的原始性及其在鸟类起源研究方面的重大科学

价值
。

23 日
, “

辽西原始鸟类珍品展
”

在中国地

质博物馆正式开展
,

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开

幕式
,

并向与会的 30 多名中外记者散发了有 4

名外方专家共同签名的声明
,

除了向接待单位

的同行们所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外
,

并认为辽

西可能是含有有关鸟类起源和演化问题答案的

最好地区
。

24 ~ 27 日
,

代表团在季强博士等陪同下
,

前往南京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观

察了另外两件中华龙鸟化石标本
,

并再次发表

了对中华龙鸟肯定的看法
。

他们于 28 日下午返

回北京
,

即转往辽宁北票进行实地考察
。

在野外活动的两天 ( 29 ~ 30 日)中
,

中外学

者分别对北票市上园乡晚侏罗世义县组四合屯

剖面和尖山沟剖面进行了详细观察
,

对鸟类化

石的产出地点和层位进行了核实
,

尤其对产中

华龙鸟
、

原始祖鸟和孔子鸟的四合屯地质剖面
,

从剖面起点开始一直逐层追索到四合屯村
,

从

而对几种鸟类化石的产出层位及其上下关系有

了充分认识 (参阅附录 )
。

尸八声ttI r’’ h let oP et 移-lt r’,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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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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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四合屯义县组下部实测剖面图

野外考察结束后
,

随同的北京 电视台和中 代表团于 3 月 31 日晨回到北京
,

下午又受

国日报的记者联合对代表团进行了采访
。

在采 到地质矿产部领导的接见
。

次日上午离开北京

访中
,

A
.

B ur hs 认为
:

原始中华龙鸟身体上的 回国
。

纤状结构物质肯定不是毛发 ( ha i r )
,

但它又与 总之
,

欧美古鸟类专家代表团通过对中华

现代鸟类的羽毛结构有所不同
,

它们可能是一 龙鸟等标本的观察并进行了野外考察
,

基本赞

种原始的羽毛 ( p or ot 一 f ea t h er )
,

是一种我们以 同季强博士等对中华龙鸟和原始祖鸟的看法
;

前从未见到过的原始羽 毛 ( rP im ar y fea t h er
s ) ;

并对今后化石的进一步深人研究表示出强烈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用有无羽毛来区别是鸟还是 合作愿望
。

看来在不久的将来
,

我们对鸟类起源

爬行类
,`

现在还没有例外来说明鸟类没有羽毛
;

及早期演化的认识将会有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

如果我们可以证明中华龙鸟身上的结构是羽 答案
。

毛
,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它归人鸟类
。

( 图版见封四 ) (下转第 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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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建议
·

(二 )快速海底地质填图技术

由于我国海域辽阔
,

调查程度极不均匀
,

总

体研究程度较低
,

目前尚拿不出为与周边海域

国家划界谈判所需确切的科学依据和精确的图

件
。

为此
,

在开展海域地形地貌精密探测技术的

同时
,

研究开发快速海底地质填图技术巫为迫

切和急需
。

该项主要关键技术有
:

.

海底沉积物类型识别技术
;

.

海底地质结构与构造的探测技术 ;

·

滨岸及浅海固体矿产勘查及评价技术 ;

·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资源评估技术
。

(三 ) 海底复杂油气田勘查评价技术

我国近海的含油气盆地自中新生代以来
,

经历了多次构造运动演变
,

断裂发育
,

形成许多

地质构造复杂的油气田
。

因此
,

研究开发海底复

杂油气田的勘查评价技术
,

对缩小寻找油气远

景靶区和提高勘探命中率
,

扩大油气储量
,

缩短

勘探周期
,

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

该项主要关键技术有
:

·

三维地震勘探技术 ;

·

高分辨地震勘探技术
;

·

复杂油气田快速综合评价技术
;

.

油气信息地球化学探测技术
;

·

卫星热红外线探测技术
;

·

快速直接找油气预测油气技术
。

(四 )海底工程地质勘察及快速评价技术

随着油气资源开发和沿海工程建设的发

展
,

对海底工程地质条件和地基稳定性资料的

需求 日益迫切
。

国外先进国家已广泛应用了海

底软土的原位锥快速测量及评价技术
,

我国在

这一技术领域仍处在空白状态
,

改变这种落后

局面对促进海洋开发及各类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

的合理选址
、

设计和施工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

济意义
。

本项主要关键技术有
:

·

浅层高分辨率地球物理精细勘察技术
;

·

开发海洋工程物探技术 ;

·

海底软土沉积物土力学性质的快速原

位触探及评价技术
;

·

沿岸滩涂及浅水域小型工程钻探和钻

探船的开发研制 ;

·

高保真液压 (或振动 ) 活塞取样器的开

发研制
。

为了发展海洋地学高技术
,

提高我国海洋

地球科学水平
,

地矿部应以 8 20 主题办公室组

织有关专业人员进行调研
,

编写有关选题的立

项建议和可行性论证报告
,

邀请专家论证评审
,

并及时上报国家科委
。

切实加强海洋地质工作
,

加大经费投人的力度
,

充分发挥地矿部海洋地

质队伍主力军的作用
,

集中力量形成优势群体
口

同时在某些方面
,

如航空遥感
、

物化探
、

钻探等
,

要吸收专业技术力量统一领导
、

联合攻关
。

主要参考文献 (略 )

(上接第 34 页 )

【附录】

义县组底部剖面简介如下 (见图 1 )
,

有关义县组地

层的划分与对比等问题将在今年《地质论评 》上详细讨

论
。

义县组 (未出露到顶 ) 厚 2“ m

9
.

黑色致密块状玄武岩 9
.

74 m

8
.

凝灰质砂岩
、

粉砂岩
,

风化后呈灰色或灰黄色
,

倾向 1 0 5
0

乙 1 0
0

25
.

6 8 m

7
.

灰白色纸片状页岩
,

富含昆虫
、

叶肢介
、

鱼
、

孔

子鸟 ( C o n f u e i u s o r n i
。 ) 1 4

.

g o m

6
.

灰 色 凝 灰 质 砂 页 岩
,

底部 含 中 华 龙 鸟

( S in o s a u r o p t e r y x )
,

在中华龙鸟之上 5
.

s m 处 含原始

祖鸟 ( P r o t a r e h a e o p t e r y x )
,

倾向 1 1 8
。

匕 2 2
0

1 4
.

o 4 m

.5 玄武岩
,

风化后呈黄揭色 78
,

09 m

4
.

灰褐色致密似层状玄武岩 40
.

83 m

3
.

灰黑色气孔状玄武岩
,

上部风化面呈黄褐色

2 6
.

0 2 m

2
.

灰绿色含砾粗砂岩及砂岩粉砂岩 43
.

79 m

L 灰黄色
、

土黄色厚层砾岩
,

倾向 800 匕 5
0

n
.

87

n 1

~ ~ ~ ~ 不整合~ ~ ~ ~

下伏地层
:

土城子组上段
:

杂色粗砂岩夹砾岩 (未

见底 )
,

倾向 7 2
0

乙 4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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