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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王敏团
队和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徐立
明团队合作，在福建首次发现恐龙
化石并命名为“奇异福建龙”，这是
已知世界上侏罗纪最晚期、地理位
置最南的鸟翼类恐龙，填补了鸟类
起源的部分空白。

鸟类至少在晚侏罗世就和非鸟
类兽脚类恐龙发生分化。而鸟翼
类包括所有现代鸟类以及中生代
的原始鸟类，因此侏罗纪的鸟翼类
对研究鸟类的起源和演化至关重
要。已知的侏罗纪鸟翼类仅有近

鸟龙和其相似物种，多在我国东北地区距今 1.66
至 1.59 亿年的燕辽生物群，这与约 1.3 亿年前白
垩纪早期出现的大量鸟类在时间上有长达 3000
万年的空白。

2021年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与福建省地质
调查研究院在福建开展古脊椎动物化石调查工作，
于 2022年 10月在政和晚侏罗世地层发现了一件保
存近乎完整的恐龙化石。经过近一年的修复和分析
研究，研究团队认为这一新物种属于鸟翼类，并将其
命名为“奇异福建龙”，这也是福建省内首次发现恐
龙化石。

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徐立明带队
开展的综合地质考察和同位素测年工作，将奇异福

建龙生活的时间限定为晚侏罗世提通期；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王敏等通过古地理位置复原，确
定了它是目前已知全球地理位置最南的侏罗纪鸟翼
类。奇异福建龙的发现，弥补了鸟类起源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部分空白。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奇异福建龙与近鸟龙有
着很近的亲缘关系，构成了近鸟龙科，是鸟翼类最
早分异的一支。奇异福建龙最为特殊的是其后肢
构造：股骨短，胫骨和跖骨细长。结合比较分支系
统学的分析，王敏等发现奇异福建龙的体型结构
和其他鸟翼类相近，在体型空间上介于恐龙和鸟
类之间。

“我们认为奇异福建龙是一类善于奔跑或生活
在水边的小型兽脚类恐龙，这样的生活习性完全区
别于学界关于鸟类起源伊始‘树栖’生态习性演化的
认识。奇异福建龙的发现增加了原始鸟翼类的生态
多样性。”王敏说。

此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省地质调查
研究院组成的考察团队还在福建政和地区发现了大
量保存完好的爬行动物，包括水生/半水生的龟鳖
类、离龙类。基于如此高的化石丰度和多样性，以及
确切的年代学框架，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政和动物
群”。这也是目前全球已知侏罗纪最晚期、地理位置
最南的保存有鸟翼类的动物群。

相关研究成果 9月 6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

（温竞华）

福建首次发现恐龙化石

奇异福建龙填补鸟类起源的部分空白

奇异福建龙正型标本、分支系统树和古地理图。

奇异福建龙和政和动物群生态复原图
本稿图片均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供图

实证汉代丝绸之路具体走向的“里程
简”、见证使者商旅往来的“康居王使者
册”……7日上午，甘肃简牍博物馆开馆，1000
余枚见证汉代丝绸之路繁盛的珍贵简牍首次
集中亮相，绝大部分为考古发现后首次面向
公众展出。

甘肃是简牍大省，20世纪以来共出土 6
万多枚简牍，其中汉简居多，占全国出土汉简
总数一半以上。然而，由于缺乏展陈场馆，这
些珍贵简牍文物大多只能“沉睡”在库房里，
仅供学术研究。

如今，总建筑面积 3.7万多平方米的新
馆投入使用，一批简牍精品得以走出“深
闺”绽放光彩。其中 2枚“里程简”尤为珍
贵，一枚是 1974年出土于今内蒙古自治区
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的“居延里程简”，它
详细记载了从汉代都城长安出发至张掖郡
20个驿置名称及间隔里程。另一枚是 1990
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悬泉里程
简”，它记载了河西走廊地区武威郡到敦煌
郡 12个驿置的详细信息。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说，这2枚里程简“接力”勾勒出汉代丝绸之路东
段、长安至敦煌的具体线路走向和重要节点。
里程简作为重要实证材料，助力“丝绸之路：长
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2014年申遗成功。

展厅里，7枚汉简组成的“康居王使者册”
全文 293字，记载了西域康居国使者赶着骆
驼抵达敦煌后发生的故事。另有1枚汉简讲
述了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受到高
规格接待的场景。还有 1枚“浮屠简”显示，
早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在敦煌传播并发展。

“这些书写在汉简上的生动内容，以小见
大，弥足珍贵，填补了许多史籍记载‘盲区’，
再现了汉代边塞防御体系和丝绸之路繁盛景
象。”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据悉，自 9月 9日起，甘肃简牍博物馆将
正式向公众开放，展厅常设“简牍时代”“简述
丝路”“边塞人家”“书于简帛”四大展陈，通过
实物展示、图文解说、影像互动、场景复原等
展示手段，为公众全面、生动地展现甘肃简牍
里的丝路文化与中华智慧。

（郎兵兵 任延昕）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1000余枚见证丝路繁盛的
珍贵简牍首次亮相

9月7日，与会嘉宾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厅内参观简牍。

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厅内的“康居王使者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