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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凌源中生代鸟类化石一新属
`

口 中国地质博物馆 季 强 姬书安

近年来
,

辽宁西部及其邻区 中生代大量原始鸟类化石及其祖先类型的发现 (季强等
,

1匹巧巧; 侯

连海
,

1卯7 ; iJ 。 t 以
,

1卯8)
,

使我们对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有了新的更加全面的认识
。

本文简要

记述一件产 自辽西凌源
“

义县组
”
的鸟类化石

,

与该鸟类保存在一起的戴氏狼鳍鱼 (匆
℃
咖倪ar 面

企

凌 )等化石
,

为确定该鸟类的时代为晚侏罗世提供了依据
。

这是辽西冀北一带晚侏罗世鸟类化石的

又一次发现
,

也是凌源中生代鸟类化石的首次确切记述
,

为研究早期鸟类的分异与演化增添了新

的材料
。

1
.

描述

反鸟类 E n a n 柱o n ` ht es w 日k e r ,

1始 1

科未定 R犯川y i n d e t
.

凌源鸟属 (新属 ) 乙鞠卿

~
栩幽 罗 n

.

~
·

小凌源鸟(新属新种 ) 劝卿~
川心 p . , 琳 g e n

.

et 印
.

von
.

词源 几御黔撇
几
f来 自新属的产地凌源少; 。用翻 (鸟少

。
尸。 八 ,u ` f 小的

,

示新种很小的个体 )
。

正型标本 一关联的较完整骨架
,

并保存有部分羽毛印痕
。

中国地质博物馆标本登记号
:

C MV Z15 6 (图 l ;图版见封三 )
。

产地及层位 辽宁凌源 ;晚侏罗世
“

义县组
” 。

描述 这是一件很小的鸟类化石
,

从其前领骨前端至尾椎末端仅约 80 ~
。

该标本较完整
,

仅

前肢末端指骨及后肢趾骨有缺失
,

基本上保存为印痕
,

仅有极少量的骨骼残余
。

根据椎体印痕的形

态
、

以及肩脚骨和肋骨的覆压关系
,

该标本应为腹视面
。

头骨与下领 ( S ik 山 歇以 N肠 . 西b le ) 保存为侧面印模
,

全长 22
.

2
~

。

由于其部分骨骼与尺
、

挠

骨叠压在一起
,

故形态特征不易观察
。

前领骨 ( p er
n

以 i ll a
)吻部不甚长

,

约呈三角状
,

其前端尖锐
、

直
,

不向下钩曲
,

未保存牙齿或其印痕
,

可能为标本保存时所致 ;前领骨之鼻突 ( n

asa } p IDC es s )较短
。

鼻

骨 (
n as al )窄长

。

眶孔 (obr it) 位于头骨中部
,

极大
,

其直径大于头骨全长的 1/ 3
。

额骨 伍朋 alt )长阔
,

占

据脑颅顶面绝大部分
。

顶骨 ( p an aelt )较小
。

枕骨大孔 ( fo

~
m哭 , unI )位于头骨后部略靠下一些

,

为

后位
。

下领狭长
,

其下缘较平直
。

* 原地质矿产部九
·

五重点项 目 (编号
:
95 0 1 122) 及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编号

: 4 96 25 20 2)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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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小凌源鸟 (新属新种 )素描图

(正型标本
,

G M V Z 1 5 6 )

F 19
.

1 S k
e t e h

o
f L in g y u a n o r n is p a r v u s g e n

.

e t s p
.

n o v
.

( h
o lo t y p e ,

G M V Z 15 6 )

e a u ,

尾椎 (
c a u

d
a l v e r t e b r a

) ; c e r ,

颈推 (
e e r v ie a

l
v e r t ,

b
r a

) ; e r
.

d p
,

肚骨之三角蜻

(d
e
lt

o p e e t o r a
l

。 r e s t o
f h

u m e r u s
) ; e r

.

f i
,

胫骨之胖骨突

( f ib
u
al

r e r e s t o f t ib ia ) :

f
,

额骨 ( fr
o n t a l ) ; f

e ,

股骨 ( f
e m u r

) ; f
u r ,

叉骨 ( f
u r e u

l
a
) ;

h
u ,

肚骨 (h
u m e r u s

) ; 11
,

肠 骨 ( i li
u m ) : 15

,

坐骨 ( i
s e

h i u m ) : m e l l
,

第 1 1 掌骨

(m
e t a e

ar pal 1 1 ) ; m
e l l l

,

第 1 1 1掌骨 (m
e t a e a r p a

l 111 ) ;
n a

.

鼻骨 (
n a s a l ) : p r

.

a e : ,

肩押骨之
“

角突
”

(
a e r o m io n p r o e e s s 。

f
s e a p u 坛 ) ; p r

.

n a ,

前领骨之鼻突

(
n a s a

l p r o e e s s 。 f p r e m ax i u
a
) ;

o r
b

,

眶孔 (
o r

b it ) ; p
,

顶骨 ( p
a r ie t a

z )
: p m x

.

前领骨

(p
r e m ax i ll a

) : p u ,

耻骨 (p
u
b i

s
)

:

p ,
,

尾综骨 ( p y g o s t y l
e
)

: r ,

挠侧腕骨 (
r a d ia l

e ) ; r a
,

挠骨

(
r a

d i u s
) ; r ib

,

背肋 ( d
o r s a

l
r ib ) ;

s a 。 l
,

第 l 荐椎 ( f ir
s t s a c r a

l
v e r t e b r a

)
: S c

.

肩脚骨

( cs
a p u al ) ; t ,

纷骨 ( t a r s al ) :

t i
,

胫骨 ( t ib ia ) ; t m t ,

跄环骨 ( t
a r s o m e t a t a r s u s

) ; u
.

尺侧

腕骨 (
u
l
n a r e

) ; u
l

,

尺骨 (
u
l
n a

)

脊柱 ( V e的eb 川日 〔匀加哑 n ) 脊柱保存较完整
,

由于标本为腹视面而骨骼本身又未保存
,

故所见

的印痕应反映出椎体背面的形态
。

颈椎 (
~

c al v
ier 曲毗 ) 9 枚

,

前部的椎体较大
,

向后逐渐减小
,

但

椎体宽度变化不大
。

中部的颈椎 (如第 5 颈椎 )为显著的双凹型
,

神经棘窄
,

椎体两侧的前
、

后突很

长
。

背椎 ( d o sr al v e rt e baer ) 11 枚
,

其大小与颈椎相近
,

神经棘窄
、

不高
。

前部背椎形态与颈椎很相

似
,

中部背椎椎体前
、

后面平或微凹
,

后部背椎较大
。

荐椎 (洲司
v
时 d 州岭 ) 约为 7枚

,

较宽
,

保存不甚清晰
。

尾椎 (
c a u d叔 v e rt e b俄 ) 包括前部约 7 枚未愈合的椎体和最后一较长的尾综骨

。

未愈合的尾椎

椎体 自前向后宽度减小
,

同时尾椎横突亦相

应缩短
。

尾综骨 (哪g 龙
ylet )末端保存不全

,

其

长略大于前部未愈合尾椎的总长
,

接近跄拓

骨的长度
。

胸骨与肋骨 (剐理. . 班日 又加 ) 胸骨

未见保存
。

肋骨完整清晰
,

构造简单
、

细长
,

其与背椎相关节的肋骨头明显膨大
,

但尚不

能断定是双头还是单头
。

右侧的大部分肋在

保存中发生错动
,

而左侧 的基本在原来位

置
,

共 n 根
,

最后 3 根肋的保存长度约为前

部肋最大长度的 1乃
。

肩 带 (叨比n 比k G血d k ) 肩 月甲骨

(义句川h )长且略粗壮
,

其骨体中部与后端直

且宽度无变化
,

末端宽度不变窄 ; 肩脚骨前

4 6

表 1 部分骨骼长度洲 t (单位
:

毫米 )

T a b l e 1 L e n gt h
s o f s

ome bo
n e s

( i n
:

mm
)

骨骨 骼 名 称称 左 ( L e ft ))) 右 ( R ig h t )))

肩肩脚骨 ( s e a p u l a ))) 10
.

111 10
。

111

肚肚骨 ( h u

me
r u s ))) 1 5

.

555 15
。

444

尺尺骨 ( u ln a ))) 15
。

66666

侥侥骨 (
r a d iu s ))) 1 4

.

99999

掌掌骨 一 (me
t a e a 犷p a

l l ))) 7
。

44444

股股骨 ( f e m u r ))) 1 4
。

444 14
。

555

胫胫骨 ( t ib i a ))) 1 6
.

555 1 7
。

111

跄跄肠骨 ( t a r s o m e t a t a r s u s ))) 1 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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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较宽
,

其内侧与叉骨相关联
,

而其背侧的
“

角突 ( ? )
”
(

一
on p n 犯 es s

)很发达
。

乌嵘骨 (

~
id) 未

保存
,

其形态不明
。

叉骨 (允代
u la )较细弱

,

上端与肩押骨前端相接
,

下端隐约可见
,

愈合为
“
V’

,

形
,

其

夹角约 O4
一 4 50

。

前肢 ( F o找五m b ) 肚骨 ( h

~
) 宽大

,

明显弯曲
。

近端最宽
,

胧骨头较凸
,

其外侧的三角峪

(d el t o户改二ot 耐
c

esr )t 保存不好
,

推测不甚发育
。

肚骨骨体中部不显著变窄
,

具一条与骨干延伸方 向平

行的浅沟
。

该骨远端外侧的关节骸明显向外扩展
。

尺骨 (uln a) 略长于挠骨 (m由u s )
,

且 比挠骨稍显粗壮
,

尺骨近端明显弯曲
,

而挠骨较直
。

尺骨长几

与胧骨长相等 (表 1 )
。

腕
、

掌骨未见愈合
。

左侧尺
、

挠骨与掌骨之间保存了两枚腕骨
,

略呈豆状
,

推测应为尺侧腕骨

(u l n aer )和挠侧腕骨 (m di al e
)

。

掌骨 (m e ta c a耳` 11)未愈合
,

仍为较原始的状态
,

掌骨 工未保存
,

fl
、

111 保存较好
。

n 稍粗壮
,

111 较

细 ; 且比 皿稍短
,

111 的长度略小于尺骨长的一半 ; n 骨体直
,

111 则明显向内弯曲
。

指骨 ( p h al an ges )仅见不完整的 2 枚
,

较掌骨细
。

腰带 ( r目访 c G in 皿e ) 腰带部分比较模糊
,

各骨形态难以确切得知
。

肠骨 ( iil uln )前部宽大
,

前缘

圆钝
。

坐骨 ( isc hi uln )较短
,

后部细
。

耻骨 ( p曲15 )伸向后下方
,

末端不扩张
。

后肢 (H湘儿 . 由 ) 股骨 (企m u r
)骨体稍弯曲

,

其宽度略小于远端宽
。

股骨头不大
,

它与骨体之间

无股骨颈存在
,

故仍显示出较原始状态 ;股骨远端关节骸亦不发育
。

胫骨 (曲 ia ) 的粗壮程度及弯 曲程度均与股骨的相似
,

但略长于股骨
。

右侧胫骨外侧之排骨突

(6 b u lar c

esr )t 较小
,

其与近端之距离尚不足其距远端距离的 l 2/
。

排骨 ( 6 b
u l a )未见保存

。

右侧胫骨远端可见一枚较大的独立存在的跄骨 (切珊1)
。

左侧跄拓骨 ( ta 岌犯m e at at 玲 u s ) 中部缺失且远段保存欠佳
,

该骨长约为胫骨长的 3/ 5
。

第 111 一 W拓

骨近端已初步有愈合的趋势但不明显
,

第W拓骨较细弱
。

趾骨和爪绝大部未保存
,

左侧可见一轮廓较好的趾爪 ( e l a w )
,

显著钩曲且末端尖锐
,

该趾爪相

对于跄踌骨来讲显得较大
。

羽毛 ( E 汾山 e r ) 仅在左右尺骨与掌骨后方
、

尾椎两侧保存部分羽毛印痕 (见图版 )I
,

由于岩层

表面颗粒较粗
,

未能保存其形态结构
,

但在局部隐约可见羽枝的印痕
。

飞羽印痕保存长度略大于 37

~
,

约为尺骨长的 2
.

5 倍
C

2
.

讨论

19 81 年
,

W a玫er 建立 了反鸟亚纲 ( F泊朋 6溯
l i th es )

,

其名称源 自该类鸟的肩脚骨和乌咏骨的关节

同其它类群的鸟类相比
,

凹 凸情况正好相反的结构
。

近年来大量反鸟类化石的发现表明
:
其化石遍

及北美
、

南美
、

欧洲
、

亚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

包括若干个不同的目 (M a rt u l ,

199 5 )
。

我国辽西朝阳地区

早 白奎世九佛堂组 的中国鸟 ( s i
n D阴。 ) (曳此朋 。 t 成

,

199 2 )
、

华夏鸟 ( G 林入
在 , ~ ) (周忠和等

,

199 2 ;

hz ou
,

199 5 )
、

波罗赤鸟 ( oB z眠h认 )( 周忠和
,

199 5 )
、

龙城鸟 (助
了

哪触吧
。

ha )
、

尖嘴鸟 ( c呵
〕i

~
~ )

和大嘴鸟 (劲娜功
s

而
。

~ ) (侯连海
,

199 7)
,

以及内蒙古鄂托克旗早白奎世伊金霍组的鄂托克鸟

(口女卿~ ) (且
〕n g

,

199 3 ; 侯连海
,

1卯4 )等都可归人反鸟类
。

世界其它地区的反鸟类化石
,

以西班牙

早白奎世的 瓜 or
~

。

~ (S anz
。 t 以

,

1卯2)
、

蒙古晚白奎世的戈壁鸟 (肠b勿et , )( E IaZJ
l o w s k i

,

197 7)

保存较好
C

本文记述的新属凌源鸟 (几砚约切肋~ gen
.

n o
.

)
,

其腕
、

掌骨未见愈合现象
,

肩脚骨前端具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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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
“

角突
” ,

这些特征使它与很多其它鸟类如华夏鸟
、

尖嘴鸟
、

戈壁鸟等区分开来
。

波罗赤鸟许多

骨骼未保存
,

但其仍以稍大的个体
、

嘴具利钩
、

跄拓骨近端已愈合
、

尾综骨明显长于跄环骨等与凌源

鸟不同 (周忠和
,

1卯5 )
。

中国鸟在腕
、

掌骨未愈合
、

头骨前部较短直
、

趾爪较大等方面与凌源鸟表现

出较相似的特征
,

尤其在掌骨 n
、

111 的形态
、

长短和粗细 比例上极接近
,

表明两者可能具有较近的

系统关系
,

然而中国鸟亦可以跄环骨近端已愈合
、

尾综骨相对很短等与凌源鸟相 区别 (头enI
o et 心

,

1卯 2 )
。

西班牙 双论m翻
。 m此 属前肢腕

、

掌骨相互未愈合
,

尾综骨长与跄肠骨长相近
,

拓骨近端未愈合

等
,

亦与凌源鸟比较相似 ( S田 l z et 心
,

1卯2 )
。

但前者的肩脚骨细长弯曲
,

后者的直且前端很宽 ;前者

股骨与胫骨之比为 0
.

78
,

后者股骨仅稍短于胫骨等
,

这些特征的不同充分表明两者应为不同的

属
。

199 7年
,

侯连海还记述了一件采 自冀北丰宁森吉图晚侏罗世义县组中的鸟类化石
,

并建立了

一新属种滦河冀北鸟 (五拢认记 lau hn e ar )
,

该化石较凌源鸟稍大
,

其腕
、

掌骨也没有愈合
,

侯连海认为

其处于侏罗纪鸟类向早 白垄世鸟类演化的过渡类型
。

虽然冀北鸟在一些骨骼的构造上与凌源鸟的

相差不大
,

但其掌骨 11 较 111 长且几乎不弯曲
,

尾综骨 明显比跄坏骨短等
,

亦与凌源鸟有着显著的区

别
。

凌源鸟 ( “
了越。 ,
妞如m岛 gen

.

n
vo

.

)具有许多原始特征
,

如 :
颈椎结构简单

,

肋骨简单而无钩状突
,

腕
、

掌骨未愈合
,

跄拓骨近端未明显愈合等
。

但同时又具有一些较为进步的特点
,

如 :
具尾综骨

,

叉

骨明显为
”
V ” 形

,

前肢长且强壮
,

飞羽发育等
。

其发育的前肢和飞羽无疑表明其已具有较强的飞行

能力
,

凌源鸟在研究早期鸟类的分异与演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

中国地质博物馆郭克毅先生摄制照片
,

作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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