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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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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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发现了始祖鸟的羽毛

和骨骼化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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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胥黎通过对兽脚类

恐 龙 中 的!"#$%&’$()(’的 后 腿 与 鸵 鸟 的 后 腿 进 行 对 比 研 究 ，

发现两者有*$个共同特征，从而首次提出恐龙与鸟类之间存

在一定的亲缘关系，鸟类可能是由恐龙演变而来的。但是，令

人遗憾的是，赫胥黎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反对派的猛烈

攻击（)(+( ,--.-/，!#0&；+()-1.2344，!"!%，!"5%），国际科学

界那时没有接受他的思想，相反“槽齿类起源”假说等“非恐

龙起源”的思想成为国际科学界的主导思想。我国也不例外，

“槽齿类起源”假说等“非恐龙起源”的思想长期来一直在中国

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直到5&世纪%&年代末至0&年代初，美国耶

鲁大学6()( 奥斯特隆教授通过对北美恐爪龙与德国始祖鸟和

美颌龙的比较解剖学研究，重新举起了鸟类的7恐龙起源7假说

的大旗，并进一步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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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年青生物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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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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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恐龙起源假说

尽管争论得异常激烈，但两者势均力敌，各执一词，因为他们

都没有发现到足以击败对方的新的化石证据。

5&世纪"&年代，鸟类起源研究的希望曙光照到了中华大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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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鸟的发现无疑给“兽脚类恐

龙起源”假说注入了新的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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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引发了一场建国以来时间

最长最激烈的自然科学争鸣。

!""0年，季强 等 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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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季强等人在辽西又发现了第三只长羽毛的恐

龙———尾羽鸟，其尾羽和‘飞羽’与现代鸟类羽毛的概念完全

一致［*］。这两项新的科学发现在国际上再次产生了强大冲击

波。英国的《自然》杂志和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均以封面文

章报道了季强等人的研究成果（!""#），《自然》杂志还为季强

等人的论文特意配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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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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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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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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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果 的

认可，中华龙鸟、原始祖鸟和尾羽鸟等化石的发现以确凿 的

证据将赫胥黎提出的‘假说’变为‘学说’，基本解决了国际上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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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猎龙等［98#］，又为鸟类的“兽脚类恐龙起源”理论增添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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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生物证据。

)DDD年，季强等人在我国辽西凌源大王杖子地区发现了

一只保存精美、全身长有羽毛的小型恐龙。季强、马克<诺利尔

等人研究后认为，新发现的恐龙属于一种生活于距今约)<*亿

年前的小型兽脚类（食肉性）恐龙———奔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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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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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体温，羽毛的最初出现明显早于鸟

类飞行能力的获得，且与后者无关。在所有进步的兽脚类恐

龙中，疾走的食肉的奔龙有可能是与鸟类的关系最密切的类

群之一。!"")年E月!F日，季强等人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他

们的研究成果 ［D，)"］。该项研究成果在由美国科学杂志“G$.H
:7;01”组织评选的“!"")年世界科学发现)""强”中收编入选。

自)DDF年发现中华龙鸟以来，我国辽西中生代化石的不

断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鸟类起源研究，也激发了一些科学

家和相关人员的兴趣。他们很想发现所谓“遗失的中间演化

环节”，总想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DDD年“辽宁古

盗鸟”假化石事件的出现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发生的。另一方

面，我国辽西一系列长羽毛恐龙的发现确实在解决国际鸟类

起源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长羽 毛

的恐龙均是陆地奔跑型分子，没有一个真正具有飞行能力。

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辽西地区，努力

寻找类似德国始祖鸟那样的化石，力图进一步完善从恐龙向

鸟类发展的演化模式和理论。

!""!年春，辽宁锦州义县境内早白垩世地层中产出了一

块保存完整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化石，与其共生的化石还有

离 鳄 类 的 潜 龙 （<-:/2+(#2&9&#）、 鸟 脚 类 的 锦 州 龙（=%"8;
/(&#2&9&#）、弓鳍鱼类的中华弓鳍鱼（5%"24%2）、真骨鱼类的隆

德 鱼（>(",3’%1/$/-#）和 吉 南 鱼（=%"2"%1/$/-#）等 脊 椎 动 物 化

石。新发现的“恐龙”化石嘴里无牙，前肢明显长于后肢，尾巴

大约由!I节骨质尾椎组成，叉骨呈“J”字形，飞行羽毛超过了

身体的长度。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季强博士等人根据

新化石的肩带、腰带、四肢、羽毛发育等特征，认为新发现的

“恐龙”真正具有了一定的飞行能力，应归于初鸟类，正式命

名为中华神州鸟（5/’"8/(&92:$(9 #%"’"#%# #$ 06 &4<，!""!），代

表了恐龙向鸟类演化过程中的又一中间环节［))］。季强博士等

人认为，中华神州鸟显示出明显的镶嵌演化特点。在某些特

征上，中华神州鸟要比德国的始祖鸟进步，如嘴里没有牙齿，

前肢比后肢长得多等。德国的始祖鸟嘴里长有锐利的牙齿，

前肢与后肢近乎等长。但是在另外一些特征上，中华神州鸟

却显示出浓厚的原始色彩，如其尾巴比德国始祖鸟略长，脚

的第一趾象其他典型的兽脚类恐龙那样没有反转，趾爪仍旧

朝后，表明其脚趾还不具有‘对握’或‘抓握’功能。中华神州

鸟的发现有力支持了鸟类的“陆地奔跑”飞行起源理论。除德

国始祖鸟外，真正会飞的“恐龙”化石的发现在世界上尚属首

次，这为进一步研究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鸟类的定义、鸟

类的飞行起源、羽毛的起源和演化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十

分难得的古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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