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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论坛
·

我国辽西全身披覆羽毛的奔龙化石的

发现及其科学意义

季 强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
,

北京 1000 3 7 )

〔摘 要」 我国辽 西是中生代化石宝库
,

素以产有丰富多彩的热河 生物群 闻名于世
。

特别是近几

年来
,

辽 西大量长羽毛 的恐龙和原始鸟类 的发现更加 引起 了国际科学界的极 大关注
。

200 0 年冬

天
,

辽西凌源大王杖子地 区发现 了一块全身长有羽毛的奔龙化石
。

整个身体完全披覆羽 毛的恐龙

在世界上 尚属首次发现
。

这块化石 的发现不仅在鸟 类起源研究领域
,

而且在羽毛 的发生和演化和

飞行起源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

〔关键词 〕 关键词 :长羽毛奔龙
,

鸟类起源
,

辽西

鸟类起源是 国际科学界一直关注的重大科 学

问题之一
,

其研究历史可追溯到 19 世纪 中叶
。

就在达尔文发表 《物种起源 》一书之后
,

德 国巴

伐利亚州索伦霍芬地区先后发现了羽毛化石和始祖

鸟化石 ( 18 60
、

18 6 1 )
。

不过
,

在那时科学 家们并没有

意识到恐龙与鸟类之 间存在某种关 系
。

几年以后
,

T
.

H
.

赫青黎通过对兽脚类恐龙中的 M ge al os au ur s 的

后腿与鸵鸟的后腿进行对 比研究
,

发现两者有 35 个

共 同特征
,

从而首次提 出恐龙与鸟类之 间存在一定

的演化关系
。

但是
,

令人遗憾的是
,

赫青黎的观点一

经提出立 即遭到反对 派的猛烈攻击 ( H
.

G
.

See ley
,

187 0 ; G
.

H e i lm a n n ,

19 1 6
,

19 2 6 )
,

国际科 学界那 时没

有接受他的思想
,

相反
“

槽齿类起源
”

假说成为 国际

科学界的主导思想
。

我 国也不例外
。

鸟类的
“

槽齿

类起源
”

的思想长期来一直在 中国科学 界占统治地

位
。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
,

美国耶鲁大学 J
.

H
.

奥斯

特隆通过对北美恐爪龙与德国始祖鸟和美领龙的比

较解剖学研究
,

重新举起 了鸟类 的
“

恐龙起源
”

假说

的大旗
,

并提出鸟类是 由小 型兽脚类恐龙演 变而来

的观点
。

尽管奥斯特隆的思想一经提出也立即遭到

了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

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 生物学

家
、

古生物学家
、

演化生物学家等接受 了他的观点并

给予了强有力 的支持
。

可 以 说
,

在 20 世 纪 70 一 80

年代期间
,

国际上鸟类的
“

兽脚类恐龙起源
”

假说和
“

槽齿类爬行动物起源
”

假说尽管争论得异常激烈
,

但两者是势均力敌
,

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到足 以击

败对方的新的化石证据
。

20 世纪 90 年代
,

鸟类起源研究 的希望曙光照

到了中华大地
。

19% 年
,

我 国辽西北票 四合屯发现

了世界上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
中华龙鸟 (季强

、

姬书安
,

19 9 6 )
。

中华龙 鸟的发现无疑给
“

兽脚类恐

龙起源
”

假说注人了新 的活力
,

明显使国际科学界鸟

类起源研究 的
`

天平
’

失去了平衡
。 `

中华龙鸟
’

的文

章一经发表立即在 国际上引起 了极大反响
,

但 也遭

到了反对派 的猛烈攻击
。

一些人试图将我国发现的
`

中华龙鸟
’

扼杀在萌芽状态
,

妄想彻底否定
`

中华龙

鸟
’

在鸟类起源研究 中的重大科学意义
。

科学的本

质就是探索
、

质疑和创新
,

科学的立足之点就是坚持

实事求是
,

来不得 半点虚伪 和侥 幸
。

19 97 年
,

我国

辽西又发现了第二 只长羽毛的恐龙—
原始祖鸟

,

其尾部的羽毛完全符合现代鸟类羽毛的概念
。

199 8

年
,

我 国辽西又发现了第 3 只长羽毛的恐龙— 尾

羽鸟
,

其尾羽和
`

飞羽
’

与现代 鸟类羽毛的概念完全

一致
。

英 国的《自然》杂志和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均 以 封 面 文 章 报 道 了 中 国科 学 家 的研 究 成 果

19 % 年度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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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9 9)
,

《自然 》杂 志还为其所刊载 的文章特意配发

了
“

恐龙 与鸟类
:

争论 已经结束
”

和
“

何时 鸟才不是

鸟 ?
”

两篇评论
。

值得指出的是
,

19 99 年 2 月在美国

耶鲁大学召开的
“

奥斯特隆鸟类起源 和早期起源国

际学术讨论会
”

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

参加会议

的 5 0 0 多位科学家以绝对 的优势接受 了
`

鸟类是 由

小型食肉性恐龙演变而来
’

的思想
,

他们称
`

中国辽

西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 的发现是 20 世纪末最重要

的科学发现之一
’ , `

是 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
,

国

际生命演化研究领域最重大的事件
’ 。

耶鲁会议 的

召开是一个重要标志
,

表 明国际科学界对我国辽西

长羽毛恐龙发现 的价值和研究 的成果的认可
,

中华

龙鸟
、

原始祖鸟和尾 羽鸟的发现以确凿的证据将赫

青黎提出的
`

假说
’

变为
`

学说
’ ,

基本解决了国际上

14 0 余年未能解决的鸟类起源问题
。

耶鲁会议以后
,

我 国辽西又发现了几种长羽毛

的恐龙
,

如北票龙
、

中国鸟龙
、

小盗龙等 (徐星等人
,

199 9
,

20 00 )
,

又为 鸟类 的
“

兽脚类恐龙起源
”

理论增

添了新 的古生物证据
。

目前
,

国际鸟类起源研究 已

进人 了第 2 个层次
,

主要集 中在 3 个研究领域
:

( l)

探讨兽脚类恐龙中究竟是哪一类群与鸟类的关系最

密切 ; ( 2) 研究羽毛的演化历史和鸟类 的飞行起源机

制 ; ( 3 )讨论鸟类 的定义
。

要解决这 3 方面的问题
,

国际科学界仍寄望于我国辽西地区
。

自 199 6 年发现中华龙鸟以来
,

我国辽西地区晚

侏罗世— 早 白奎世地层 中先后发现了许多长羽毛

的恐龙和原始鸟类化石
。

在多数情况下
,

这些化石

要么标本不完整
,

难 以对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要么

它们的保存状态不好
,

难 以清晰了解某些结构 的细

节情况
,

特别是不 能明确无误地 了解羽毛或羽毛状

皮肤衍生物在动物身体上的分布情况 以及与身体之

间的相互关系
。

199 9 年冬天
,

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研究

人员在我国辽西凌源大王杖子地区发现了一只全身

长有羽 毛的小型兽脚类 恐龙
。

这 只恐龙化石 长约

89
c
m

,

宽约 58
c m

,

由正模和副模组成
。

98 % 以上的

骨骼和精细的羽毛得以完美保存
。

此后
,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古生物学家和美 国

纽约国家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恐龙专家马克
.

诺利 尔

博士等科学家组成 了一个联合研究小组
,

专门对辽

西新发现的长羽毛的恐龙进行研究
。

中美科学家研

究后认为
,

新发现的恐龙属于一种生活于距今约 1
.

3亿年前的小型兽脚类恐龙— 奔龙
。

这是一种小

型的快速奔跑的食 肉性恐龙
,

与中趾具有一个镰刀

状弯曲的爪和尾巴发育坚硬筋键的疾走龙关系最密

切
,

发育了与鸟类非常相似的骨骼和羽毛
,

但它们的

嘴里具有牙齿
。

2 00 1 年 4 月 26 日
,

中美科学家在国

际权威学术刊物 《自然》杂志上公布 了他们的研究成

果
。

辽西新发现的奔龙保存在两块 由精细火山灰组

成的凝灰岩石板之间
,

它 的左脚 附近还保存 了一条

细小的狼鳍鱼
。

它的头部和尾部发 育 了纤细 的绒

羽
,

身体的大部分发育了纤维状的原始羽毛
,

背部和

前肢等处 发育 了象现代羽毛 的羽枝 一样 的分叉结

构
。

研究资料表明
,

整个身体完全披覆羽毛的恐龙

在世界上 尚属首次发 现
,

在研究恐龙与鸟类之间的

演化过程
、

羽毛的起源和早期演化
、

鸟类的飞行起源

机制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科学意义
。

长期 以来
,

国际上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管新

的证据和事实
,

固执己见
,

对广为接受 的
“

鸟类是 由

小型兽脚类恐龙演变而来
”

的理论仍持批评态度
,

并

且对我国发现的长羽毛的恐龙 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提

出了怀疑
。

奔龙化石的发现是对这部分人认识的一

次有力的否定
。 “

这块化石 的发现彻底修正 了我们

对这类已 绝灭动物 的认识
, ”

马克
.

诺 利尔博士说
:

“

这表明进步的兽脚类恐龙要 比原始 的爬行动物更

接近鸟类
。 ”

现代的鸟类是温血动物
,

很显然
`

保持体

温
’

是羽毛的基本功能之一
。

新发现的奔龙化石使

我们认识到
,

小型的无飞行能力的恐龙身上发 育羽

毛最初只是为了保温
。

羽毛的最初出现明显早于飞

行能力 的获得
,

且与后者无关
。 “

认为发育 了原始羽

毛的非鸟类恐龙当时已发育了温血机制的观点是合

乎情理的
, ”

马克
.

诺利尔博士说
: “

象新发现的小 型

奔龙和象霸王龙那样 的大型恐龙的幼年期分子
,

都

需要羽毛或羽毛状的皮肤衍生物来保 持它们 的体

温
。 ”

我国辽西地区义县组是一套 以火山凝灰岩为主

的内陆淡水湖相沉积地层
,

以产有丰富多彩的热河

生物群而闻名于世
,

目前 已发现鱼类
、

蛛螺
、

蛙类
、

龟

鳖类
、

晰蝎
、

翼龙
、

鹦鹉嘴龙
、

晰脚类恐 龙
、

长羽毛的

兽脚类恐龙 (包括中华龙鸟类
、

镰刀龙类
、

窃蛋龙类
、

奔龙类等 )
、

鸟类
、

哺乳类 (包括三尖齿兽类
、

对称 齿

兽类
、

真兽类
、

多瘤齿兽类等 )
、

昆虫
、

虾类
、

叶肢介
、

介形虫
、

双壳类
、

腹足类
、

大植物 (包括威类植物
、

裸

子植物
、

被子植物等 )
、

藻类等 20 多个生物门类
。

在

晚侏罗世—
早白要世时期

,

辽西地区淡水湖泊 星

罗棋布
,

大河小沟四通八达
,

气候温暖湿润
。

频繁的

火山活动使当时的生物和环境遭受了劫难
。

火山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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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有毒气体杀死了飞禽走兽
,

溢流 出的熔岩摧毁

了片片树林和草地
。

火 山抛出的大量火山灰洒落到

湖中
,

使死于湖中生物或掉人湖中的生物遗骸得 以

迅速埋藏
,

并马上在缺氧还原 的环境 中得 以完美 的

保存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 以在辽西义 县组 中
,

而

不是在其他地区与义县组相当的地层 中
,

发现大量

保存完整
、

结构精美化石 的主要原 因
。

这些化石 的

发现和研究
,

戏剧性地改变 了我们对晚侏罗世—早 白垄世时期生物真实生活面貌的认识
。

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
,

世界其 他一些 国家
,

如蒙

古
、

阿根廷
、

西班牙
、

马达加斯加等地
,

也先后发现了

一些似鸟的恐龙和似恐龙 的鸟的化石材料
,

为证 明

恐龙与鸟类的演化关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中国辽

西长羽毛恐龙 的发现极大地推动 了国际鸟类起源及

相关 问题 的研究
,

为鸟类起源 问题 的最终解决奠定

了坚实基础
。

尽管目前 国际上仍有极少数科学家拒

绝接受鸟类的
“

兽脚类恐龙起源
”

的理论
,

坚持认为

鸟类是独立地与恐龙平行发展的
,

有某些更早期的
、

更原始的
、

迄今仍没有发现的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的
。

很显然
,

他们的所谓
`

观点
’

目前还没有得到古生物

材料的支持
,

也与当今演化生物学 中
`

同源
、

共祖
、

单

系
’

的概念是格格不人 的
。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 鸣
。 ”

我们衷心企盼他们能早 日发现可以支持他们学术思

想的古生物证据
,

以 进一步推动 国际鸟类起源研究

工作 向前发展
。

我国辽西新发现的奔龙化石不仅为详细研究恐

龙与鸟类的演化关系
,

而且为进一步探讨羽毛 的起

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

我们 已经认识到

恐龙与鸟类两者有 100 多个解剖学特征 是相 同的
,

共有的 (例如叉 骨
、

羽毛
、

灵活 转动 的半月 形腕 骨

等 )
。

在所有进步的兽脚类恐龙中
,

快速奔跑的奔龙

被认为与鸟类 的关系最密切
。

现在我们可以 说
,

恐

龙并没有完全绝灭
,

现代 的鸟类就是长羽毛恐龙的

后代子孙
,

今天仍与我们人类 生活在同一蓝天下
。

辽西新发现的全身长有羽毛的奔龙化石在美 国纽约

国家 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展 出引起极大轰动
,

全世界

数十 家主 要新 闻机构 (例 如英 国的 B B C
、

美 国的

A B C
、

CN N 《纽 约时报 》
、

《洛杉矶 时报 》
、

《华盛顿 邮

报》
、

《时代 》杂志等 )均对此 的最新研究 成果作 了显

著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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