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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的古哺乳动物学家们在甘肃临夏盆地工作时 , 采到
一件属于晚中新世地层中的大型地栖鸟类的腰带骨

骼. 经研究, 这一大型鸟类属鸵鸟类的一个早期代表, 
可归入鸵鸟属(Struthio). 从中新世至上新世, 鸵鸟化
石通常和三趾马动物群共生 . 化石产出地区临夏新
生代沉积盆地从渐新世至全新世的地层保存连续完

整[1,2], 产大量哺乳动物, 其中也含不少鸟类化石. 其
生存环境为广阔的湿地和草原.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形最大的鸟类 , 仅有一属
一种, 它的前肢已经十分退化, 胸骨不具龙骨突, 不
具飞行能力, 两趾行走. 鸵鸟属最早的化石纪录出现
在非洲中新世的早期 , 在上新世广泛分布于非洲和
欧亚地区 . 但过去尚未见有中新世鸵鸟化石在亚洲
发现的报道 . 本文报道的甘肃鸵鸟材料代表了早期
鸵鸟保存最好的骨骼标本之一 . 这一发现也将鸵鸟
在中国生活的历史向前推移数百万年. 

鸵鸟目 Struthioniformes 
 鸵鸟科 Struthionidae Vigors, 1825 
 鸵鸟属 Struthio Linnaeus, 1758 
 临夏鸵鸟(新种) Struthio linxiaensis sp. nov. 

正型标本  一不完全的腰带骨骼和愈合荐椎(甘
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编号 HMV 1381). 

副型标本  一不完全的腰带骨骼和愈合荐椎(中
国科学院古脊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编号 : V 
14399). 

产地及层位   甘肃省广河县阳洼铺子岌坊乡石
磊; 晚中新世柳树组上部粉沙质泥岩. 

特征   大型鸵鸟化石 . 在以下方面区别于非洲
鸵鸟: 髂骨前翼凹相对大而深, 髂骨的髋臼后翼相对
较高, 髂骨的最高点位远在髋臼的前方, 髋臼下缘耻
坐骨愈合的附近有一较深的横向沟. 

描述   一巨型鸟类化石标本 , 略大于现生鸵鸟
(图 1). 保存的腰带全长 50 cm, 腰带骨主体保存较好, 
骨壁较厚, 主要包括髂骨, 少量坐骨和耻骨, 以及较
完整的愈合荐椎(缺少最后端两节). 前部的髂骨背嵴

特别高, 向后渐低, 变宽厚, 至髋臼中部两髂骨向脊
椎两侧分开扩展, 并形成明显的髂背外侧嵴, 此嵴向
外伸展 . 髂骨髋臼前翼具一大的长形凹面 , 下缘圆 
厚, 至少有 5个荐椎横突与髂骨下缘内侧相连. 对转
子之后的髂骨压缩变低, 其腹缘薄而直, 末端可能保
存不全. 愈合荐椎保存了 19 枚荐椎, 其中第 9～10
枚的横突因破损而没有保存 , 推测缺少最后两节荐
椎. 愈合荐椎背嵴发育, 与髂骨连为一体. 

髋臼的前、上及部分后上缘全为髂骨下部边缘变

宽变厚而构成. 髋臼的前下缘与耻、坐骨组成的后下
缘之间不相连, 代之为一深的横沟. 髋臼的后缘中下
部由坐骨体组成 . 对转子发育 , 具有一较浅的凹陷 . 
对转子代表腰带骨体的最宽处 , 保存不全的两侧对
转子之间的距离约为 17 cm. 

髋臼内从前至后可见 6枚荐椎的横突, 与髂骨内
侧连接. 除第 1 枚愈合荐椎的椎体部分缺失, 最后 2
枚未保存外, 其余保存完好, 并较粗壮, 前部荐椎腹
沟较宽和深, 中部荐椎具低的腹下突, 并形成一连续
的脊, 但第 12至 14枚椎体腹面形成一窄而浅的凹面, 
之后的椎体则具腹下突, 但都较低. 整个愈合荐椎除
髋臼下方凸出外 , 基本较直 . 随着横突长短的变化 , 
腰带的宽窄随之变化 : 最前部荐椎的横突较长而粗
壮, 髂骨前翼相应地向两侧扩展变宽; 髋臼间的荐椎
体短, 横突短, 故髂骨向脊柱收缩而变窄; 髋臼之后, 
特别是左右髂骨的对转子之间 , 椎体横突又突然变
长, 此处为腰带的最宽处, 其后横突逐渐变短, 故髂
骨随之向脊柱逐步收缩变窄 . 副型标本除个体更大
外, 其他特征与正型标本基本相同. 两件标本均较非
洲鸵鸟略大. 

现生的古颚总目鸟类(Palaeognathe)共分 5目: 鸵
鸟目(Struthioniformes)、美洲鸵鸟目(Rheiformes)、鹤
鸵目(Casuariiformes)、无翼目(Apterygiformes)和共鸟形

目(Tinamiformes). 一般认为它们组成一个单系的类
群[3], 并且代表了现生鸟类中最原始的类群. 它们的
胸骨大多数没有龙骨突, 或者很低(共鸟形目), 肩胛骨
和乌喙骨以钝角相交 . 鸵鸟目现今生活于中东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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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临夏鸵鸟(Struthio linxiaensis sp. nov.)的正型标本(HMV 1381) 

(a) 腰带左侧视; (b) 腰带腹视. G: 横向沟; il: 髂骨; is: 坐骨; st: 上转子脊; sy: 愈合荐椎; 1, 4, 8, 14, 19, 分别代表第 1, 4, 8, 14, 19枚荐椎 
 
洲北部, 鹤鸵目分布于澳大利亚, 无翼目则仅见于新
西兰, 美洲鸵鸟目居住在南美的南部, 共鸟形目分散于
南美的北部森林中[4]. 

鸵鸟目现存仅 1 科(鸵鸟科 Struthionidae)1 属 1
种 . 甘肃临夏鸵鸟标本的腰带和非洲鸵鸟的腰带在
大小和形态方面都最为相似 , 但与以上其他几目的

鸟类差别较大. 例如, 和非洲鸵鸟一样, 临夏材料的
坐骨不和髂骨在远端相接. 而食火鸡与鸸鹋(鹤鸵目)
的坐骨和髂骨在远端愈合, 但耻骨与它们分离; 美洲
鸵鸟的坐骨、耻骨以及髂骨都在远端愈合. 几维鸟和
共鸟类在腰带的结构上与鸵鸟相差更大 , 如几维鸟的
腰带髋臼前的部分特别长, 而后部仅约为前部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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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坐骨、耻骨和髂骨的后端均不愈合. 
临夏鸵鸟与非洲鸵鸟在腰带骨的其他主要结构方

面也都很一致. 例如, 髂骨的髋臼后翼相对较直, 而
且相对于髋臼前翼更加缩窄, 髋臼前翼背向拱起, 对
转子与髂骨的上转子脊(processus supratrochantericus)
比较靠近, 髋臼前具 5 枚荐椎. 因此可以归入鸵鸟属
(Struthio). 临夏鸵鸟也与非洲鸵鸟具有一些明显的
差异, 例如髂骨前翼凹相对更大而深, 髂骨的髋臼后
翼相对较高; 髂骨的最高点远在髋臼的前方, 而非洲
鸵鸟的最高点大致位于髋臼的上方. 此外, 临夏鸵鸟
的腰带还保存一些原始的性状, 如在髋臼下壁, 髂骨
不与耻坐骨联合相接 , 而是其间具有一大而深的横
沟隔离; 髂骨的髋臼后翼还不如现生鸵鸟细窄等. 鉴
于以上差异, 我们认为可以建立一新种, 即临夏鸵鸟
(S. linxiaensis sp. nov.). 

在地质历史上 , 走禽从晚白垩世已经开始出现 . 
南 美 Patagonia 地 区 晚 白 垩 世 的 Patagopteryx 
deferrariisi, 前肢退化缩短 , 腰带原始 , 其三块骨骼
远端分离, 但个体尚小 [5]. 从古新世开始, 各个地质
时期都有一些不同的代表. 其中, 比较重要的包括产
于西欧和北美始新世的巨型食肉走禽 , 不飞鸟
(Diatryma). 南美的曲带鸟(Phorusrhacus)发现于渐新
世 . 现已灭绝的并且和人类共生过的大型走禽类中
比较有名的还有原产于新西兰的恐鸟(Dinornis)和原
产于马达加斯加岛的象鸟(Aepyornis). 但上述这些走
禽类都和临夏鸵鸟具有明显的差异. 

发现于法国始新世的Palaeotis weigelti胸骨已无龙
骨突, 被认为是鸵鸟目最早的代表, 但一般认为还不能
归入鸵鸟科. 具有现代鸵鸟特征的可靠的化石最早发
现于非洲的早中新世, 并归入鸵鸟属(S. coppensi), 但
化石材料仅有少量后肢的骨骼[6]. 此外, 中新世比较重
要的种类还有摩尔多瓦 (Moldavia)晚中新世的 S. 
orlovi[7], 但仅有一右胫跗骨的远端, 因此也无法与临
夏鸵鸟直接对比. 鸵鸟在上新世共计发现 4种, 全出现
在欧亚大陆, 分别为 S. asiaticus(印度、乌克兰、摩尔多
瓦), S. chersonensis(希腊 , 乌克兰 , 哈萨克斯坦), S. 
wimani(中国, 蒙古)和 S. bradydactylus(乌克兰)[7,8]. 但
这些种类都是依据蛋片和破碎的肢骨而定的. 鸵鸟蛋
的化石在我国和蒙古的新近纪地层中出现较多[9~11]. 直
至更新世晚期约一万年前左右, 我国北方地区还有鸵
鸟生存的蛋和肢骨的证据[12]. 

在鸵鸟化石中 , 临夏鸵鸟具有迄今为止保存最
好的腰带. 由于目前最早的鸵鸟发现于非洲, 因此有
学者提出鸵鸟起源于非洲 , 然后在中新世的中晚期
扩散到了欧亚地区[6]. 临夏鸵鸟的发现表明中新世晚
期鸵鸟已经广泛分布于非洲和欧亚大陆 . 新的鸵鸟
化石的发现不仅对该地区的气候环境具有一定指示

意义 , 而且对探讨鸵鸟类的早期演化辐射具有重要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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