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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禄丰晚 中新世鸟类

侯 连 海
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7

关键词 晚中新世 8 鸟纲

内 容 提 要

云南禄丰晚中新世古猿产地的鸟类化石
,

共计 9 目
、
9 科

、
: 属

、
: 种

,

包括 新属 ; 新种
。

另外尚有科
、

目未定之一特殊鸟类标本
。

 ! < 年至  !; 年间
,

在云南禄丰石灰惧晚中新世古猿化石地点发现大批化石
,

其中

包括一批鸟类化石
。

材料保存虽不太理想
,

但为我国南方边远地区首次鸟类化石记录
,

也

是继山东山旺 6叶祥奎
,  夕=

、

 ! <
、

 !
、

 !; 7
、

江苏泅洪6侯连海
,

 ! ; 7 中新世鸟类产

地之后
,

又一个中新世鸟类地点
。

该地点之鸟类化石性质与其他两地差异性较大
,

时代稍

晚
。

为使有关古猿生活环境的研究获知更多资料
,

本文对禄丰鸟类化石材料先作一初步

报道
。

系 统 分 类

雁形 目 # > ?≅ Α ΒΧ) Α Δ ≅ ?

鸭科 # > 4 ΕΒΦ 4 ≅

鸭亚科 # > 4 ΕΒ> 4 ≅

河鸭族 # > 4 ΕΒ> Β

河鸭属 # ) 4 ?
Γ > > 4 ≅ Η 。,

= ∀!

# > “ ∀ ? ∗
2

标本 破碎的右脓骨
,

远端较好
。

发现于第五层 8 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 类所 标本 编

号 Ι ϑ
2

= 9 。

产地和时代 云南禄丰石灰埃
。

晚中新世
。

简述 脓骨远端外上裸突之上最宽 =
2

∀ 毫米
。

脓骨近端脓二头 肌附 着面 6ΚΒ ∃Β ∗ΒΕ 41

?Η ΑΧ4 ∃≅ 7 与骨体之界限呈弧形
,

三角突与骨体成钝角 8脓骨远端外骸 6≅Λ Ε≅Α >4 1 ∃) >Φ 尹≅7 大
,

向骨体内侧倾斜
,

骨体末端收缩
,

脓骨前肌压痕 6ΒΔ Μ Α≅ ??Β) > ) Χ Κ Α 4 ≅ΝΒ4 1Β? 4 > ΕΒ≅ Η ?
7 小而不

明显
。

云南河鸭与鸭科其他属种主要差异
Ι

617 从脓骨前端掌面保存情况看
,

脓二头肌附着

面较小 8 6 7 脓骨体远端收缩
,

而一般鸭族则较扩展 8 69 7 脓骨远端之脓骨前肌压痕小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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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已知鸭族则为深而纵长 8 6叻 脓骨远端外上裸突较小
。

中新世鸭类
,

我国仅山东山旺中中新世见一硅藻中华河鸭 6/Β “
。。 ‘万口Α口, 。7

,

就个

体观察显然较禄丰标本大
,

禄丰的标本可能更接近于斑嘴鸭 6#
, 4? ∗) 心1) ΑΟ ”ΑΟ 47

。

捷克

斯洛伐克波希米亚 6Π) Ν≅ Δ ΒΙ 7 地区早中新世 6/ϑ ≅∃
,

 !<7
,

最近发现可能为 河 鸭 属的

材料
,

标本仅为破碎的鸟嚎骨 6, 1?) > , 4 > Φ Θ≅Φ Η ≅ Φ 4 ,

 ∀< 7
。

潜鸭族 # 5 Ε Ν5城
潜鸭属 # 5 Ε入夕4 Π ) Β≅

石灰坝潜鸭 新种 # 夕ΕΝ 少4 4 ΝΒΝ ) ΒΚ“ ? ?Μ
·

>)
ϑ

·

标本 左脓骨近端部分
。

发现于第三层 8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 类所标本 编 号
Ι

02

= 9 =
<

产地和时代 云南禄丰石灰俱
。

晚中新世
。

标本测量 脓骨保存长 ! 毫米
、

近端最大横宽 = 毫米
。

特征 脓骨近端大小和构造与潜鸭非常接近
。

但是 617 脓骨头稍小
,

顶晴较大
,

骨体

外侧的后背扩肌附着处 6
4 ΕΑ4 ≅

ΚΔ ≅> Ε ) Χ 14 ΕΒ??ΒΔ Η ? Φ ) Α ?Β , ?Ε≅ Α Β) Α Β?7 为一纵沟 8 6 7 脓骨近

端外结节 6≅ΛΕ ≅Α >4 1 ΕΗΚ ≅Α )? ΒΕϑ 7 不明显
,

三角突不向外扩展 8 69 7 韧带沟迹深
,

但脓二头肌

附着面较小
。

以上特征可与已知潜鸭相区别
,

建议定一新种
Ι
石灰俱潜鸭

。

‘Ρ Ρ Σ Σ 一一Τ

. ‘刀乞
匕Σ Ρ 一一司

. 心爪

图 河鸭 汉。
,

?∗2 右脓骨远端掌面视
。

Υ Β? Ε4 1 饥Φ )Χ Α Βς ΝΕ 场Δ ≅ Α Η ? ,

∗4 1Δ 4 Α ϑ Β≅Ω

图 石灰坝潜鸭 新种 过5多人54 ‘Ν尹人
Η ΒΚ 4‘ ?Μ

·
。) ϑ

·

左脓骨近端肘面视 Μ Α

)Λ ΒΔ 41 ≅ > Φ )Χ 1≅ ΧΕ Ν Η Δ “Α Η ? ,

4 > ≅

姐
4 1 ϑ Β≅Ω

潜鸭类化石
,

过去多发现于欧洲
,

尤其是法国
,

中新世至少有两种
Ι # 5幼54 4Α ) Α> 阴?Β?

6早中新世7
,

材料为一右脓骨和破碎的尺骨 8 # 5功押 Δ ≅5≅ Α,’Β 6晚中新世7
,

材料为破碎的

附踱骨和址骨 6+
4 Δ Κ Α≅∃ ΝΕ

,

 9 9 Ι Π Α) Ο ) ΑΚ
,

 : ; 7
。

鸡形 目

推科

− 4 11ΒΧ
) Α Δ 郎

∗Ν 4 ?Β4 > ΒΦ 4 ≅

雄亚科 ∗Ν 4 ?Β4 > Β> 4 ≅

鹑族 ∗≅

ΛΦ Β≅ Β> Β

竹鸡属 Π ) Δ 加
, Β≅ 4 14 − ) Η 1Φ

,

! :

Π 4 Δ Κ“2 Β∃ ) 1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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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右尺骨缺近端 8 左股骨远端
。

发现于第五层 8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所标 本

编号
Ι 0

2

= 9 ∀ <

产地和时代 云南禄丰石灰俱
。

晚中新世
。

标本测 Ε 尺骨保存长 9! 毫米
,

远端肘面宽 ∀2 ∀ 毫米 8 股骨保存长 毫米
,

末端最

宽 ∀
2

∀ 毫米
。

简述 尺骨与竹鸡属的很相近
。

其主要特征计
Ι

617 尺骨相对较长
,

但不比现生竹

鸡的强壮 8 与竹鸡相同
,

次级飞羽附着乳突 6
4 > ≅) > 4 1 4 > Φ Β> > ≅Α Μ 4 Μ Β11

4 ≅ ) Χ ?≅∃ )
>Φ

4 Α57 不明

显 8 6 7 尺骨肘面的健凹 6
Ε≅
>Φ Β>4 1 ∗Β Ε

7 特别发育
,

与 已知竹鸡小而圆的健凹差异较大 8

69 7尺骨的挠骨末端凹陷大而浅
,

韧带迹不明显
,

腕骨凹发育
,

呈长椭圆形 8 6; 7 股骨远端

排侧沟 6ΧΒΚΗ 14 Α ς Α) ) ϑ≅
7 不明显

,

两裸间窝亦很浅
。

竹鸡现仅分布于我国南方诸省
,

在形态上居于鹑族和雏族之间
,

中新世发现它的踪

迹
,

对研究雏类的进化谱系很有意义
。

在此之前
,

还未见该属的任何化石材料报道
。

雄族 ∗Ν4
?Β4 城> Β

滇原鸡属 新属 Υ Β4

属型种
Ι
中新滇原鸡

> ς 4 月

新种

抽
!

ς ≅ >
一

> ) 丫
2

Υ Β“叮口之抽∀ Δ Β) “∀ ?Μ
2

>)
ϑ

2

特征 近似原鸡属
。

附踱骨较宽
,

骨壁厚 8距 6∃ 41∃ 4Α 7 长
,

向后上方弯曲
,

距附着的附

蹂骨体变宽厚 8 胫前肌结节 6ΕΗΚ ≅Α ∃1≅

Χ) Α ΕΒΚΒ4 1Β? 4 > ΕΒ∃ Η ?
7 特别大 8 第三趾滑

车向前上拱起
。

中新滇原鸡 新种 Υ Β4 > 、4 11“? , Β
Σ

) Η ? ?∗
2

> ) ϑ
2

Ξ ∀ 切朴 1 +
2 。 2

Ψ Ζ
心刀+

图 9 竹鸡 Π4 Δ Κ Η , Β∃ ) 14 印
2

图 斗

右尺骨远端掌面视
) Χ Α Βς Ν Ε Η 1> 4 ,

∗4 1Δ 4 Α ϑ Β≅Ω

中新滇原鸡 新属新种 Υ Β4 ”ς 411Η 了 Δ Β) Η ‘ ς ≅ >
·

“Ε ? Μ
·

> ) ϑ

右附踉骨前视
Υ Β? Ε4 1 ≅ > Φ ( Βς Ν Ε Ε4 Α ?) Δ ≅ Ε 4 Ε4 Α ? Η ? , 4 > Ε ≅ Α Β) Α ϑ Β≅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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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右附踱骨
,

不全
。

发现于第四层 8 古脊椎动物与 古 人 类 所 标 本 编 号 Ι 02

= 9 9 <

产地和时代 云南禄丰石灰俱
。

晚中新世
。

标本测 Ε 附礁骨全长约 :< 毫米
,

近侧孔处最宽 = 毫米
,

骨体中段前后宽 ;
2

毫米
、

左右宽 ∀
2

毫米
,

距长约 毫米
,

第三趾骨滑车宽 ; 毫米
,

长 : 毫米
。

特征 与属的特征同
。

禄丰这一新难类标本
,

由于其附踱骨后侧的距向后上方弯曲
,

附踱骨体前凹等构造
,

与现生活于我国云南
、

广西及东南亚地区的原鸡 6− 411
“ 8
洲“

“

?7 最为接近
,

显然它们有密

切的亲缘关系
。

但滇原鸡附蹂骨宽
,

前沟长
,

尤其胫前肌结节特别大
。

与滇原鸡最接近的原鸡化石
,

最早见于欧洲上新世
,

最近曾在捷克早中新世发现一破

碎的右乌咏骨
,

?ϑ ≅∃ 6  ! < 7 认为相似于难类 8 德国中新世曾见一中新原鸡 63必ς 411
“ , ,

+4 Δ ΚΑ ≅∃ ΝΕ
,

 9 9 7 材料仅为一乌嚎骨及部分脊

椎
。

雄属 尸入4 4 Β> 4 ) 4
Γ > > 4 ≅ Η ?

禄丰雄 新种 尸几4 ? Β> 。。 ,

坛Χ≅ 叮Β4 ?Μ
2

> ) 丫
2

。一一膝鹭

标本 一对胫附骨远端
,

一不完整的右附

踱骨
。

发现于第六层 8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

标本编号
Ι ϑ

2

= 9 ;
。

产地和时代 云南禄丰石 灰俱
。

晚 中新

世
。

标本测Ε 胫附骨远端宽 ∀
2

毫米 6骨质

健桥上 口 7
,

胫附骨远端前后宽 < 毫米 8 胫附骨

末端两裸外缘间距 < 毫米
,

两躲内缘间距 ;2

毫米
。

附礁骨近端最宽 <
2

∀ 毫米
、

前后宽 : 毫

米6两杯状凹前
、

后缘最大宽7
,

附踱骨远端滑车

上部宽 ! 毫米
,

距基部最宽 !
2

毫米
,

距保存长
2

毫米
。

特征 近似淮属
。

与其他属种的差异 Ι 617

胫附骨骨体明显收缩
,

前后不如一般难类压扁 8

6 7 胫附骨末端内
、

外两裸 6Β
> > ≅ Α ∃ ) > Φ 51≅ 4 > Φ

) Η Ε≅ Α ∃ ) > Φ51≅7 向两侧扩展
,

同时两爵间具深而

宽的凹陷
,

一般雄类此处凹陷窄而较浅
,

因而从

+

Ψ
Ψ 1

[ 己力心

+一一一一 Ψ 1

[ ‘刀乞

末端观察两裸间有一深沟 8 69 7

细
,

但雄性者距大呈扁锥形 8 6; 7

附礁骨相对较

图 ∀ 禄丰难 新种

Μ 人4 , Β , 4 “ , 1Η Χ。。ς Β4 ?∗
2

> ) ϑ
·

右胫附骨远端后视 8
2

右附踉骨前视
2

Υ Β? Ε4 1 ≅ > Φ )Χ Α Βς Ν Ε ΕΒΚ Β) Ε4 Α ? Η ? ,
∗) ? Ε≅ Α Β) Α

ϑ Β≅Ω 8
2

( Βς Ν Ε Ε4 Α ? ) Δ ≅ Ε4 Ε4 Α ? Η ? , 4 > Ε ≅ Α Β) Α ϑ Β≅Ω

附踱骨末端滑车稍拱起
。

难属化石
,

迄今最早见于法国 ∗议≅Α ΔΒ 的早上新世
,

外
4万““ , 4

Α∃Ν Β4‘
,

材料主要为

前肢骨骼
,

后肢胫附骨末端缺失
,

其他均见于更新世
。



人 类 学 学 报 ; 卷

雀形 目 ∗4 ? ?≅ Α廿) Α Δ ≅ ?

科未定 Θ4 Δ Β15 Β> Φ ≅ Ε
2

云南雀属 新属 丫Η >
>4

> Η 。 ς ≅ >
2

>) ϑ2

属型种
Ι
高原云南雀 新种 ∴Η ,

4
>Η

, ς )
)5

Η “>Π Β, 。Μ
2

> ) ϑ2

特征 小型雀类
。

从个体大小和各骨构造观察
,

以下特征可与雀形 目已知各科对比 Ι

617 脓骨头大
,

顶沟深
,

单个气窝
,

掌面韧带沟迹不深
,

三角突厚 8 6 7 脓骨骨体较细弱
,

但

两端向两侧扩展
,

尤其外上骸突远在骨体之外
,

鹰嘴窝大而深
,

肩脾脓三头肌沟特别发育
,

内裸发育
,

骨体掌面末端内
、

外散中间上方具一丘状突起 8 69 7 乌嚎骨较粗壮
,

远端胸骨压

痕无明显扩展 8 6; 7股骨头很小
,

转子峭 6
∃ Α Β?Ε4 ΕΑ ) ∃ Ν4 > Ε ≅Α Β?7不发育

,

闭孔压痕 6ΒΔ Μ Α ≅? ? Β) > ≅ ?

图 : 高原云南雀新属新种 5 “> ”4 ”Η ‘ Ι 4 ) , Η 4 ”‘行 ς ≅ ”“ ?∗
·

”) ϑ
·

2

左乌嚎骨复视 8
2

左脓骨掌面视 8 9
2

右脓骨远端掌视 8 ;
2

右脓骨远端肘视
2

+ ≅Χ Ε ≅ ) Α 4 ∃ ) ΒΦ
, ϑ ≅ > ΕΑ 41 ϑ Β≅ Ω ,

2

+ ≅ΧΕ Ν Η Δ ≅ Α Η ? ,

∗4 Δ 14 Α , Β≅ Ω 8 9
2

Υ Β?Ε4 1 ≅ ) Φ )Χ

Α Βς Ν Ε Ν Η Δ ≅ Α Η ? ,

∗4 1Δ 4 Α ϑ Β≅ Ω , ;
2

Υ Β? Ε 4 1 ≅ > Φ ,Χ Α Βς Ν Ε Κ Η Δ ≅ Α Η ? ,

叨
≅
)>

4 1 ϑ Β≅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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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 盯]

Ε)Α Β4 ≅7 明显 8 6∀ 7胫附骨强壮而长
,

但远端关节骸不太扩展
。

高原云南雀 新种 5 2 > ) 4
>Η

。

邵)5
Η 4 > ? Β, ?Μ

2

> ) ,
2

标本 不完整个体: 发现于第二层 8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标本编号
Ι ϑ

2

= 9:
。

产地和时代 云南禄丰石灰俱
。

晚中新世
。

标本测 Ε 左乌嚎骨长约 毫米
,

左脓骨保存长
2

∀ 毫米
,

右脓骨近端保存最宽

=
2

∀ 毫米
,

右脓骨远端最宽 ∀
2

∀ 毫米
,

右股骨近端最宽6带股骨头7 ∀ 毫米
,

胫附骨长小于 ;

毫米
。

特征 与属的特征同
。

高原云南雀与百灵科 6#Β
4ΗΦ ΒΦ Ι

≅7
,

伯劳科 6+4 >ΒΒ Φ4≅ 7和鹊科

63
Η ?∃ Β∃ 4 Μ ΒΦ 4 ≅

7 的某些成员相近
。

脓骨两端
,

尤其远端与燕科 6∋ ΒΑΗ >Φ Β> ΒΦ 4 ≅
7 接近

,

而胫

附骨体及其他各骨又与燕科有较大差异
。

鹅科中鹤类 6& ΗΑ ΦΒ >4 ≅7 和噪鸽 6− ) ΑΑ Η1 翻7 虽

然个体相似
,

但鹑类脓骨近端气窝特大
,

,

并被顶晴分隔为二 8 噪鹃脓骨顶沟又很小
,

脓骨

远端不扩展
,

故云南雀与鹊科动物差别也较大
。

从脓骨的顶沟和气窝等形态看
,

云南雀好

像与百灵科比较接近
,

然而云南雀脓骨韧带沟迹浅
,

三角突厚和鹰嘴窝大而深等
,

又与百

灵科不同
。

另外
,

百灵科鸟类除个别种外
,

现生者极少分布于我国最南边
。

由于标本保存

的不理想和构造性质的特殊
,

云南雀虽然应为雀形 目的分子
,

但准确归于已知雀形目的

哪一科
,

甚感困难 6ΠΑ)Φ Ο)
Α Κ

,  = ∀ 7
。

鸟纲 # 甲 ≅ ?

科
、

目未定

标本 右脓骨近端缺脓骨头
。

= 9 ! <

) Α
Φ≅

Α ≅ Ε
Θ4 Δ 衡 Β>Φ

≅ Ε
2

发现于第二层 8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所标本编号 Ι ϑ2

标本测 Ε 脓骨保存长 = 毫米
,

近端保存

最宽 毫米
,

脓骨体左右6近骨体中段7宽 : 毫

米
,

骨体前后宽 : 毫米
。

简述 与华形 目 6Θ
41∃) > ΒΧ) Α Δ ≅? 7 较接近

。

具以下特征
Ι

617 由测量而知脓骨体中段圆柱

状
,

横切面圆形
,

与一般鸟类脓骨肘面圆
,

掌面

较平等很易区别 8 6 7 脓骨体近端肘面膨胀而

圆
,

与鹰科 6#
∃ ∃ ΒΜ ΒΕΑΒΦ 4 ≅

7 相似
,

而与鸡形 目脑

骨近端显著压扁相区别
。

另外
,

雁形 目与云南

标本个体相近的鸭科动物
,

脓骨体近头部也不

膨胀 8 鹅形目 6⊥Ν4 Α4Φ ΑΒΒ Χ) Ρ ?7 脓骨近端则向

两侧扩展
,

与云南标本相差较远
。

697眩二头肌

峭 6ΚΒ
∃ ΒΜ ΒΕ4 1 ∃ Α ≅? Ε

7 短而粗壮
,

与气窝内缘隔离
,

鹰科该晴仅稍突出
,

但不与气窝内缘分离
,

唯鹤

‘一
2

Σ Σ 」
[ 厂爪

图 = 科
、

目未定 ) Α Φ ≅ Α ≅ Ε Θ4 Δ Β15 Β> Φ ≅ Ε
2

2

右脓骨近端掌面视 8
2

右脓骨近端肘面视
2

∗Α )不ΒΔ 4 1 ≅ > Φ )Χ

ϑ Β≅ Ω ,
2

∗Α

派ΒΔ 4 1

Α Βς Ν Ε

≅ > Φ

Ν Η Δ ≅ Α Η ? ,

Α Βς ΝΕ

∗4 1Δ 4 Α

Ν Η Δ 已Α Η ? ,

4 > ≅ ) > 4 1 ϑ Β≅ Ω

6⊥Β Α∃ “
口 与云南标本相似

,

然而鹤者该峭较
8 6; 7脓骨近端掌面延外侧具一长约 巧 毫米之纵沟

,

自三角突基部向骨体中央伸展
。

一

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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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鸟类无此构造
。

鸟类生态环境简析

本文总计鸟类 : 种
。

雁形目 种
,

鸡形目 9 种
,

雀形 目 种和可能为集形 目 种
。

雁

形目两种包括潜鸭一新种
,

全为小型鸭类
,

一般为旅鸟
。

河鸭现生者种类繁多
,

但多栖息

于淡水河流或湖泊
、

沼泽地区
,

很少生活于海边及海边沼泽地带
,

以水生植物
、

种子
、

昆虫

的幼虫和壳类小鱼等为食
,

它们一般在我国南方各地越冬
,

在北方和东北繁殖
。

潜鸭善游

泳
,

能潜水觅食
,

故得名潜鸭
,

喜生活于淡水河湖和沼泽地带
,

以水生植物及小鱼
、

软体动

物等为主要食物
。

与河鸭相同
,

潜鸭亦为在南方越冬
,

春天迁往北方繁殖
。

鸡形目的三种

鸟类全为难科地栖者
,

淮现生者是我国广布鸟
,

禄丰难应与一般难属鸟生态习性相似
,

它

们一般栖息于漫生的草莽和荫蔽的植物灌丛间的低山和丘陵地带
,

主要食种子
、

昆虫和浆

果等
,

脚强善走
,

营巢于杂草丛生的凹陷处 8 竹鸡为亚热带地区之鸟类
,

喜竹林
,

善潜伏
,

飞

行敏捷而低
,

据称该鸟嗜食白蚁6郑作新
,  ! 7

。

现生原鸡为典型的热带亚热带山区密林

中之地栖鸟
,

分布于我国云南
、

广西一带
,
滇原鸡与原鸡关系密切

,

其生态特性似应相 当接

近
,

从附踱骨比较细长推断
,

滇原鸡可能为善跑的鸟类
,

以林间各种植物种子和小型动物

为食
。

一种雀形 目的新成员
,

以骨骼形态分析
,

无疑应为高原林中觅食虫类的小型鸣禽
,

这类小鸟可能喜居于多林山地
,

或匿于灌丛间
,

或活跃在树枝上
,

常发出悦耳的鸣声
。

另

外
,

可能属华形 目而又与鹤类猛禽很接近的一种鸟类
,

生态习性和栖息环境可能与鹦相

似
,

为南方之冬侯鸟
,

喜栖沼泽草地
,

或低湿开扩地带
,

低飞觅饵
。

以上几种鸟类的垂直分

带比较明显
,

即有河湖水域者
,

也有沼泽低地者 8 有低山丘陵鸟
,

也有山地林间鸟
。

因此
,

与古猿共生的这几种鸟类
,

似应为热带或亚热带食物丰富的林区
、

河湖芦苇和山间沼泽草

地等混交性的生态环境的成员之一
。

插图由侯晋封同志绘制
,

特在此致谢
。

6  ! ∀ 年 1 月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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