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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如果只有一些规律性的研究而不深入地向技术应用领域延伸
,

则间题解决不深不透
,

也

得不到应用部门的真正重视
。

研究人员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的结合
,

基金会及应用部门的交叉

支持
,

才能得到科学与技术成果的真正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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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生代鸟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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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鸟类化石研究起步较晚
,

而 中生代鸟类化石的研究仅开始于本世纪 80 年代
。

甘肃

鸟 ( G a
sn

u : ,

H o u a n d iL u ,

1 9 8 4) 的发现和研究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开端
。

自 80 年代末

以来
,

在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费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
,

我国辽宁朝阳地区陆续发

现了大量晚侏罗世一早白奎世的鸟类化石和羽毛化石
。

另外
,

在内蒙古
、

河北的相近地层中

又发现了更多的鸟类骨骼化石
;
并且

,

在山东
、

宁夏等地区也发现了中生代鸟类羽毛化石
。

这引起新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世界中生代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

而且将鸟类进化和适应辐射的时

间向前大大推移
。

1 9 9 5 年初
,

笔者应邀在浙江博物馆短期工作时
,

鉴定和观察一产 自浙江临海地区晚白

奎世的一原始鸟类化石
,

其前肢构造简单
,

相当原始
,

有一长尾
,

但领没有牙齿
。

这又为我

国中生代鸟类地史分布填补了一重要空白
。

迄今为止
,

我国发现的中生代鸟类化石
,

采集之丰富
,

分布之广泛和地层层位之多是世

界其他国家所不能相 比的
。

尤其在辽宁朝阳地区
,

可以说发现了一座早白翌世鸟类化石库
,

已采获计几十件标本
,

在晚侏罗世地层中也已采集到八件保存都相当好的带羽毛印痕的标

本
,

另外还有许多块羽毛化石
。

而德国始祖鸟化石
,

自 1 8 6 1 年至今
,

连同一枚羽毛总计才

7 件标本
。

近几年
,

我国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十余篇研究论文
,

这些文章有对某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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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标本的记述分析
,

也有对鸟类进化
、

起源的论述
,

特别是对鸟类早期分化
、

鸟类飞行起源

和对始祖鸟的评述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

我国已研究的中生代鸟类
,

因时间短
,

还仅是 已采集标本的一小部分
,

可归入晰鸟亚纲

和今鸟亚纲
。

属于晰鸟亚纲的有
:

晚侏罗世的孔子鸟 ( co n

fu
` i us or 爪

、
) ;

早 白奎世的中国

鸟 ( S i n o r n i s ) 华夏鸟 ( C a t h a 夕o r n i s )
、

阿托克鸟 (O t o
g o r n i s ) 和波罗赤鸟 ( B o l u o c h , a )

〔,

属于今鸟亚纲者较少
,

已研究的有
:

甘肃鸟和朝阳鸟 ( c h ao y翻 g i a)
。

我国大批晚侏罗世鸟类的相继发现和研究
,

越来越表明
,

始祖鸟并不是现代鸟类的直接

祖先
,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始祖鸟在鸟类系统分类中的地位
,

鸟类的系统分类将发生重要变

化
。

我国的孔子鸟出现时代与始祖鸟相近
,

具有许多与始祖鸟相同的性状
:

头骨构造原始
,

前肢腕掌骨没有愈合
,

指骨和爪非常发育
,

腰带两者相似
,

第五嘛骨仍然存在等等
。

但孔子

鸟领骨已没有牙齿
,

并且出现了鸟类嘴前部最早的咏
,

以及肪骨头有一特殊的气孔用以减轻

体重
,

这些特征都较始祖鸟进步
。

最近
,

在辽宁北票地区
,

在与孔子鸟相同的层位又发现几块保存很好的鸟化石和羽毛化

石标本
,

其 中有一小型鸟类具有发育的胸骨及其龙骨突
,

显然已具较强的飞行能力
,

而另有

一鸟化石其尾巴 已大大缩短
。

但是
,

它们都与朝阳地区早白奎世的鸟类形态构造差异很大
。

鱼类化石也有类似的状况
,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
,

在义县组和九佛堂组之间
,

也就是在晚侏

罗世和早白坐世之间
,

有一次足能影响生物演化的重大事件发生
。

同时
,

中国的材料第一次

证明在晚侏罗世一早白坐世
,

乃至晚白圣世
,

进步类型和保守类型同时存在
。

生物的进化在

同一时期
,

即便是同一类群
,

其进化也是不平衡的
,

它受各种 内外因素的制约
,

可以说这 已

是 自然界的一条普遍规律
。

始祖鸟只不过像我国现在的扬子鳄一样
,

是当时的活化石
。

孔子

鸟的形态特征表明
,

鸟类与恐龙的关系
,

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密切
。

中国中生代鸟类化石和其研究成果已成为世界学术界关注的中心
。

现正加紧对全部标本

进行系统研究
,

不久一本关于
“

中国中生代鸟类
”

专著即将面世
。

但是
,

中国中生代鸟类化石的考察和研究
,

并未告一段落
,

而是刚刚开始
。

尤其鸟类出

现的早最期一一晚侏罗世的鸟化石
,

才发现一两年
,

真正的发掘工作还没有进行
。

世界鸟类

权威
、

耶鲁大学著名教授 J
o h n H

.

O st or m 来信
,

也希望中国在更早的地层
、

晚三迭世地层

中寻找鸟类的祖先
。

我们希望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
,

扩大早期鸟类考察范围
,

在

华北重要的热河动物群分布的广大地区
,

尤其是晚侏罗世进行重点考察和发掘
。

还有
,

浙江

晚白垄世的鸟类一出现
,

就表出现其很强的地 区性质
。

事实证 明
,

中国是鸟类起源和进化的

重要发祥地
。

中国也将会是世界研究早期鸟类的重要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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