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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

本文第一作者在辽宁中生代九佛堂组地层中
，
采到两件 卜分珍贵的鸟类化

石标本
�

本文择其中一块保存近完整的标本进行初步研究
，

建立了
一

鸟类一新目
，
暂包括一属一

种
�

辽宁发现的这两件鸟类标本及随后在同一地点采得的大量标本
，
在时代上仅比德国的始

祖鸟 ��
，‘
��

。 口������� 稍晚
，
但保存相当完整

，
数量及类型又十分丰富

�

这批材料填补了一

个多世纪以来
，
晚侏罗世至晚白奎世鸟类进化上的许多空白

，
对探讨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无

疑意义十分重大
，
此外

，
为解决长期争议的有关地层的时代及侏罗

一

白奎系的界限间题提供了

重要的脊推动物化石依据
�

一
、

描 述

华互鸟目 �新目� ������������������
� ���

·
���

·

华衷鸟科 �断科� ���������������� ���
·
���

华互鸟属 �析属� ��
�入�少����， ���

·
���

·

燕都华互鸟种 �断种� ��
�����

���， ����犯� ��
·
���

·

�
�

特征 小型鸟类
�

头部骨骼较少愈合
，
枕骨大孔后腹位

，

前领骨及齿骨有齿
�

肩钾片

细而直
，

乌嚎骨支柱状
�

胸骨凹发育
，

龙骨突低
�

腰带各骨不愈合
�

脓骨头低平
，

气窝小
�

尺

骨外裸略呈月牙形
，
腕掌骨具发育的腕骨滑车

，

翼保留爪
�

啡骨细弱
，
不和胫骨愈合

�

踱骨不

愈合
�

趾爪强烈勾曲
，

末端尖锐
，
屈肌结节不发育

�

愈合荐推包括 �枚脊推
，

最后两枚脊推的

推弓横突在远端扩大并愈合
�

尾综骨长
�

�
�

正型标本 一近完整的骨架
，

主要保存骨骼印痕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编

号 ����� �
、
� �同一材料

，
正反两面�

，

图 � 燕都华夏鸟 ��‘ ，人‘ ，���” ‘�

�
�

����� � ‘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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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产地及层位 辽宁省
，
朝阳县�九佛堂组�早白坚世�

。

心询派 目
，
科及属名取自中国的古称

“
华夏

”
��������

�

希腊词 ��认卜 �鸟�和 ���卜

�鸟�
�

种名取自化石产地朝阳的古称
“
燕都

”
��

�����
�

�
�

标本描述 头骨全长约 ” �� ，
左右前领骨可能愈合

�

前颇骨前部较宽
，
含 �枚牙

齿
，
牙齿呈短推形

，
齿冠基部略收缩

�

前领骨的鼻骨突呈细捧状
�

左右鼻骨接缝长而直
�

额骨

大
�

齿骨壁薄
，
具齿两枚

，

分别靠近齿骨的前端和后端
，
左右齿骨分离保存

�

上颇骨与鼻骨接

缝较宽
�

脓骨长约 ����
，
中段显著收缩

，
远端略扭曲

，
脓骨头低平

，
二头肌脊不发育

，
气窝小

�

挠

骨细而直
，
长约 ����

�

尺骨长约 ����
，
宽度约为挠骨的两倍

，
外裸略呈月牙形

�

挠腕骨较

小
，

略呈四边形
�

尺腕骨较大
，
具有较发育的掌骨切迹

�

腕骨与掌骨愈合为腕掌骨
，

长约 ��

二�
�

腕骨滑车发育
，
第一掌骨突不发育

，

掌骨不愈合
�

第一指的第一指节细弱
，
长约 ，���第

二指的第一指节长约 �
�

���
，
宽约 ���

，
第二指节长约 �

�

���
，
远端较窄�第三指的第一指

节长约 �����
，
远端略圆

�

指爪小
�

股骨略弯曲
，
长约 ����

，
转子不 发 育

�

径 附骨长 约

” �� ，
胫脊不发育

，

未见骨质键桥
�

排骨细弱
，
不和胫骨愈合

�

附踱骨长约 ����
，
班骨互

不愈合
，
第三踱骨最长

�

趾爪强烈钩曲
，
末端尖锐

，
屈肌结节不发育

�

肩脾骨长约 ����
，
肩脾片细而直

�

乌咏骨呈支柱状
，
远端显著扩大

�

左右锁骨以锐角

相交
，
并愈合为叉骨

，
叉骨突细长

�

胸骨主体部分略圆
，

腹面略凹曲
�

胸骨两侧向后伸出一对

细长而平行的后侧突起
，
其末端扩大

，
略呈三角形

�

胸骨每侧发育两个胸骨凹
，
龙骨突很低

，
仅

限于胸骨的后部
�

耻骨细长
，
弯曲

，

骼骨背缘较直
，
在舰臼前宽大且较长

，
在位臼后显著缩窄

�

肋

骨细
，
未见钩状突

�

愈合荐推由 �枚脊椎构成
，
最后两枚脊推的椎弓横突最发育

，
并在远端扩

大愈合
�

愈合荐推之后
，
约有 �枚左右分离的尾推

�

尾综骨长约 ��二�
，
前端较宽

，
向后逐渐

变窄
。

二
、

比 较 和 讨 论

在已发现的鸟类化石中
，

华夏鸟在时代上仅稍晚于始祖鸟“ 一习�

二者除共有若千原始特征

外
，
前者在许多方面都比后者进步

，
如枕骨大孔后腹位

、

乌嚎骨较长
、

胸骨骨化并具龙骨突
、

出

现尾综骨等
�

然而始祖鸟所具有的强壮的叉骨
、

宽大的脓骨三角脊以及踱骨的部分愈合等特

征
，
表明这一最早的鸟类已较特化

，
因而不能作为所有后期鸟类的祖先

。

早白至世的 才������。 闭 及西班牙的鸟类化石与华夏鸟比较相似
，

但 ���而，�“ � 在脓

骨
、

胸骨等方面较为进步
，

其肩脾骨的形状等特征也不同于华夏鸟
�

西班牙的 鸟 类 化 石
【‘�，�

��叮。 ，。 ，耐， 等�与华夏鸟共有前肢进化为翼
、

乌嚎骨呈支柱状等进步特征
，
以及腰带和踱骨

各不愈合等原始特征
，
这表明它们在进化级别上较为接近

，
但在荐推的数督等另一些方面又存

在显著差异
�

早白坚世的其它鸟类
，
如 ��，，，��’� 、

�，��‘�����门 、
���������

、

平���，�� 以及

世界各地发现的羽毛印痕和足迹等
，
或因其特殊的适应与华夏鸟相差很远

，

或因材料所限
，
目

前尚无法与华夏鸟比较
�

晚白坚世发现的鸟类化石中
，
阿根廷的反鸟 �������������

���
【�� 与华夏鸟比较相似

，
但在

腰带
、

荐准等方面较华夏鸟进步
�

除个别特征外
，
鱼鸟 ��

�无�人�口，，
���，�� 在其余特征上几乎都

比华夏鸟注步
，
如龙骨突高

、

第一掌骨突发育
、

附踱骨完全愈合等
�

晚白至世的其它鸟类
，

包括

适应潜水生活的黄昏鸟 ��������
��������

、

墨西哥的 才�。 二����� 和蒙古的戈壁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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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现于美国并与鹅形目关系较近的丰富为鸟类
，
以及两种可疑的鸟类 �。 ，” 。 如，

和

�����������。 。 等
，
它们在特征上都 与华夏鸟相差很远

�

需要指出的是
，
��������

�。 ������报道的三叠纪的 鸟类 ��
口，��“ ，，

在肩带等一些特征

上确实与鸟类十分相似
，
但其前肢与鸟类最重要的特征

，
即翼为结构却相差很远

，
因而其鸟类

归属目前还难以确定
�

基于以上分析
，
华夏鸟不同于所有已知早期鸟类

� ‘

已所具有的胸骨
，

愈合荐推以及头部一

些骨骼特征还是该鸟所特有的
�

同时
，
华夏鸟还具备了突胸鸟类 ��

��������‘��� 具有的主要飞

行结构以及与飞行相关的特征
�

因此
，
发现于辽宁的这一早期鸟类

，
显然已具备了较强的飞行

能力
，
而且其后肢的结构及其它特征

，
还表明这是一类主要营树栖生活的小型鸟类

�

西班牙早白坚世的鸟类与华夏鸟都具有较进步的前肢和肩带
，
以及较原始的后肢和腰带

，

这表明
，

在通常笼统称作鸟类的特征中
，
前肢及肩带的特征比后肢及腰带的特征出现较早

�

这

一特征演化的顺序说明
，
飞行在鸟类早期的演化中

，

一开始就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
而后肢及

腰带等结构的较晚变化更可能与飞行的完善有关
�

一些兽脚类恐龙由于适应两足奔跑
，
庄后

肢及腰带等方面
，
往往表现出比一些早期鸟类还要进步的状况川，� 这种平行演化的结果提醒

我们
，
在仅依据极少的后肢等特征区分早期鸟类和恐龙时

，

需要特别懊重
�

以上分析的特点
，

似乎也可以进一步支持鸟类飞行的树栖起源假说
，
因为陆地奔跑起源假说对后肢及腰带等结

构应有的要求
，
似乎与早期鸟类演化的化石证据不相吻合

�

华夏鸟在特征上远比晚侏罗世的始祖鸟进步
，
同时

，
又远比晚白至世的鱼鸟原始

�

在进化

水平上
，
华夏鸟和西班牙早白至世的鸟类十分接近

。

因而依据鸟类化石证据
，

我们认为
，

含鸟

化石地层九佛堂组长期争议的时代
，
应为早白奎世更为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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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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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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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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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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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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