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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描述了汾河下游早更新世三门组的一件鸡形目鸟类化石。其特征是，跗跖骨近端正面血管孔凹陷非常深，内韧带脊发育， 

第Ⅱ滑车比雉科其他属向下和向内侧扩展，盾锥形滑车翼 内斜，第Ⅳ滑车翼较雉科现生属长，翼向上不延伸，第1趾骨槽平滑极 

不明显．胫跗骨胫内脊向下分出2条，外侧者与胫外脊延长线最终合拢在一起。根据以上特征建立一新属新种——汾阴山西雉 

Shargiomis nyinis gen．et sp．nov．。 

关键词 ：早 更新世 ；鸡形 目化石 ；汾 河下 游；山西 

中圈分类号 ：Q915．8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552{2006)07-0858-04 

Wang S，Zhao S N，Hu X S，Sun Q M．A new genus of early Pleistocene Galliform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Fenhe River，Shanxi，China．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2006，25(7)：858-861 

Abstract： A Galliforlnes bird fossil was coUected from the early Pleistocene Sanmen Form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Fenhe River，Shanxi Province．It has the following diagnostic features： the cotylae of the inner and outer proximal foramens 

of the tarsometatarsus are deep；the attachments of the internal hgament are well developed；trochlea metatarsi II extends fa- 

ther downward and inward than other genera of Galliformes； the wing of trochlea II is exilis； the wing of trochlea 1V is 

longer than the extant genus and there is no attachm ent in the lower part；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inner cenmial crest， 

there are tWo lines along the tibiotarsus and the outer one is conn ected with the one which extends from the outer cenmial 

crest．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features，a new GaUiformes bird Shaaxiomis nyinis gen．et sp．nov．is erected． 

Key words：early P1eistocene；fossil of GalliforlTles；lower reaches of the Fenhe Ri ver；Shanxi 

1988年秋，笔者在山西南部靠近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河 

岸陡崖上，意外地采集到一枚鸟类跗跖骨化石 ，后又于1991 

年采到一枚胫跗骨化石。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作报道。这2 

枚标本均产自汾河东岸陡崖的沙层中，最近的研究表明它是 

该地区雉科 化石发现 的首次记录。 

文中所用缩写TNU为天津师范大学。文中描述 的内外侧 

除特别指明外，均指体内侧与体外侧。 

1 系统描述 

鸡形 目Galliformes 

雉科Phasianidea 

山西雉属(新属 )Shanx／orn／s gen．nov． 

属型种：汾阴山西雉(新种)Shanxiornis．厂enyinis sp．nov．。 

特征：体形中等大小。跗跖骨近端正面血管孔凹陷非常 

深，内韧带脊发育。第 Ⅱ滑车比雉科其他属向下和向内侧扩 

展，滑车翼为内斜的盾锥形。第Ⅳ滑车翼较雉科现生属长，翼 

向上没有延伸出的脊。第 1趾骨槽平滑极不明显。胫内脊向 

下分出2条，外侧者与胫外脊延长线最终合拢在一起。 

汾阴山西雉(新种)Shanxiornisfenyinis sp．nov． 

(图版 I) 

正型标本 ：完整左跗厨鬣骨一枚 。标本编号TNUV11。 

归入标 本 ：完整左胫 跗骨 一枚 。标本编号TNUV13。 

产地与时代：山西陈北大槐树南沟，早更新世三门组上部。 

词源 ：标本产地山西 省汾河地 区。 

收稿日期：2006一O卜25：修订日期：200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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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同属的特征。 

描述：跗跖骨(表1)骨干笔直，正面观骨干平滑。第 Ⅲ趾 

滑车较长，第Ⅳ趾滑车稍短于第Ⅲ趾滑车，并稍向后倾斜。第 

Ⅱ趾滑车在第 1跖骨位置以下处发生转折向后偏转，第Ⅱ趾骨 

滑车翼附着于转折处，位置最靠上。第Ⅱ滑车和第Ⅳ滑车的翼 

并不相同。第Ⅱ滑车翼是在向后转弯处的一个盾锥形突起。第 

Ⅳ滑车的关节头是斜向外侧发育的，因而第Ⅳ滑车翼也是偏向 

外侧的，形状半圆形。从三滑车之间的间距看内侧滑车凹口大 

于外侧滑车凹口。第Ⅲ趾滑车沟最为明显，次为第Ⅳ趾。三滑车 

从上下位置和前后位置来看，均不在同一平面上。第 Ⅱ滑车较 

外展，末端血管孔位于第Ⅲ、Ⅳ趾骨滑车间距的上方的外伸肌 

槽内。内伸肌槽不明显，胫肌前结节紧贴内血管孔下部。内血管 

孔的位置较外血管孔低。外杯状凹较内杯状凹浅，近端内侧杯 

状窝位置高；内侧杯状窝近圆形，而外侧者为一凹弧。中央隆脊 

总的来说较平缓，由后向前呈三角状发育，并且前端的隆起明 

显，因而整个中央隆脊是向后倾斜的。 

背面观，两跗骨后突愈合形成圆形血管孔。内侧跗骨后 

突位于跗骨中部并竖直延伸，外侧跗骨后突位于外侧杯状凹 

后部靠 内的位置上 ，发育较 内侧者粗而 宽 ，但 长度不及 内侧 

跗骨后突。在愈合的跗骨后突外侧有3个凹沟，最外侧者极不 

明显，尤以两后突之间者最深最长。内血管孔较外血管孔的 

位置高。远端无明显的第 1趾骨突。 

胫跗骨(表2)骨干几乎笔直 ，中部微向后 弯曲 。前面观 ， 

远端有明显的骨质腱桥，腱桥上边缘薄，向外下方倾斜；下边 

缘厚，上下边缘近平行。腱桥外侧形成一个外突的长条形结 

节，由沟管下开口的外边缘向外上方，止于腓骨深肌沟前沿。 

腱桥上开口平滑，但不如原鸡横向扩展。下开口较大，为光滑 

的近椭圆形，上开口内侧缘上发育一明显的结节。踝间凹上 

有2个凹陷，靠上的一个不甚明显，位置在沟管下开口下外 

侧，近三角形。靠下者位于踝间凹的正中央，其左右界线直达 

两踝内侧，近椭圆形，较前者深而大。 

外关节踝稍大 于内者 。外踝外侧有不甚 明显 的小坑 ，有 

微弱的中脊。后视，滑车凹内侧较深，滑车与胫跗骨末端的界 

线明显 ，两缘 明显终止 于滑车后末端。下视 ，滑车 内踝较外踝 

明显靠前。腓骨脊中等发育，胫内脊保存不全，但可以看出胫 

外脊的头部窄而细长。胫内脊与胫外脊之间的凹槽上见一滋 

养孔。有意思的是 ，胫内脊向下分出2条，外侧者与胫外脊延 

长线最终合拢在一起。 内关节面形状特殊 ，中部 向上略显膨 

大。其下的肌线不甚发育。 

2 比较与讨论 

更新世鸟类形态发育同现生鸟类相近 ，具 有较 强的可对 

比性 。其 中跗跖骨具有重要 的鉴定意义 。张玉光⋯曾根据跗跖 

骨形态与功能的关系，总结出不同鸟类跗跖骨的特点。新材 

料骨骼较粗壮，从标本的测量情况看，应属中等体型的鸟类 ， 

常见的与材料大小相当的鸟类主要见于游禽、涉禽和陆禽。 

游禽类第Ⅲ趾骨滑车末端膨大 ，跗跖骨后突下端愈合，而 

表1 汾 阴山西雉 (新一新种 )Shanxiornis 

，enyinis gen．et sp．nov．跗跖骨的测量 

Table 1 M easurements of tarsometatarsus 

of Shanx／om／s#nyinls gen．et sp．nov． 

注 ：单位为mm 

表2 汾阴 山西雉 (新一新种 )Shanxiomis 

，enyinis gen．et sp．nov．胫跗骨的测量 

Table 2 M easurements 。of fibiotarsus of 

Shanx／om／s#ny／n／s gen．et sp．nov 

名 称 测量结果 ／mm 

胫跗骨保存部分全长 

内外踝前缘问最大宽度 

滑车后缘间最大宽度 

内踝前后宽 

外踝前后宽 

腱桥长 

近端关节面最大宽度 

骨干最大宽度 

骨干最大前后直径 

Shanxiomis斥， n sp．nov的材料显示其跗骨后突是 自上而 

下愈合 的。涉禽类 (Grallatores)是适应涉水生 活的类群 ，有喙 

长、颈长 、后肢长 的特点【1】。其跗跖骨均匀而细长 ，而新材料骨 

干从近端 向远端逐渐 变细 ，其细长 、均匀 的 比例及跗骨 后突 

的特征 与涉禽类是有明显区别的。远端滑车的位置和大小与 

涉禽也显著不同。陆禽的跗跖骨三滑车前后位置变化大，新 

的标本 与之接近 。 

鸡形 目是陆禽中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的一类 ，汾阴山西雉 

的跗跖骨与鸡形目共有以下特征：远端滑车不在同一水平面 

上，三滑车前后位置变化较大；内侧杯状窝近圆形且位置较高， 

跗骨后 突相互愈合 ；在愈合的中央部形成圆形的血管孔 ；内侧 

的跗骨后突在跗骨中部位置向后横向延伸。因此根据这些特征 

将 其 归 入 鸡 形 目 。Romer曾经 把 鸡 形 目 分 为 Cracidae、 

Opisthocomidae、Megapo血dae、Numididae和Phasianidea五 

科 3J。国 内有学 者分 为Cracidae、Tetraonidae、Megapo血dae、 

Numididae、Meleagrididae和Phasianidea六 科H。现生 的鸡形 目 

在 中国有2科 ，即松鸡科 (Tetraonidae)和雉科(Phasianidae)。标 

本的形态和测量结果与雉科跗跖骨和胫跗骨的比例最为接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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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中国琏牛的雄科汁21届 种 ．主要抒 十而南 

硬青减高原 一带一E片 柯分布．但种娄和数量都 

少于前一区域 难科中与标本特 相近的走禽有马 

呜属Crossoptil~n．原鹃G h k尾碓嚼 mI 、 

角堆属Trog~)par,石鸸 ／̂ecwr；+、孔雀属Pt~vo等． 

由跗跖甘保俘的奸；卷米看、 采端 的衄管孔 

已经愈台 说明过 足一 十成体．马类跗跖骨形志与 

鸟类的生活关系密 切 Crossoptil~m跗跖骨第 1趾 

骨寅较荆1★．补秆=状 明显 f后青 l 侧跗骨 

舞的位最彝l～，杯状商 明 的 乏角形 Ag[eb~es 

第 Ⅱ滑车蚪展 叫显．儿笨 I趾 骨附着处向外越 

过了外申肌槽 的 线．州骨后寰粗壮且内外跗 

后突是在较骶的憧置愈音呐 后跗跖骨槽的 

大结节非常f啊 ．螯体短1j=】．Trngoptv~的第 Ⅱ滑下 

牲敛，总地 米I兑Trngop+ml'r~'3十滑车是仲f 』前方的， 

m它的『 状窝较 、．井 I-I．很波 Pewo等其他 『Lt 

属与新届n 特征卡̈革悬琳 ，进里 赘述， 

骱阴山两雎 跗蚵l 的特点 町“ i纳为“下『L 

妊：( ( 椰 叩f n 箱 I1滑乍的后折期度 、末端 札斡 

孔于外 例滑 车l 之问 帕倚 置 j滞 山 雄冉 区 

*Ij．Crossoptihm的l怀状岗姓二堵形的 【酊埘 』lI两 

谁是圆形的 前苫第 Ⅱ 孕与第 滑乍井拢而后 

肴外旌 r 的第 Ⅱ 车翼 不 新 ⅢJ! ．而跗 

跖 措内的大埔 卸 常州硅～@新属与Syr- 

trg~th．m+最为接 近． 也冉一此 差刖．捌l近端 d三而血 

管彳L凹船非常深．内韧带 比现 种发育得多 第 

Ⅱ滑乍比 r n川 向 r和州内扩展 ．精 车翼 为f 

斟的盾锥形．过 -特 征与鸦科的 Ⅱ̂eothrorhyn— 

ĉ 的翼结构彳睫 像 滑 III 雄第lv滑车樊鼓 

K+且Syrmat~：ua翼向 骨 端蜓伸 与末端 血 

管孔 l当的他氍 } ．新嚼刚姓没有这螳 构 ．此外 

新属第 1趾甜悄 平滑艟不Ⅲ艘 (~]Frago#州蹦跖开 

近端的骨 }‘略M- 巷曲．f町漪 山西雉没打这种 

衄象 @ 衍ⅢIh 罐旧第Ⅲ趾软 鸡 日其池属 

l I第Ⅱ趾 帕力 ． m偏离骨 F问足柏内侧 笫 I 

趾肘着槽 非常 微弱 恨据 【l I．特 征建 一 新属 新 

种肼删 一n̈ n geit et印 HOV 

2t~16诈 

【刳版 I PlateI 

沣 ：漪l调山臼堆 c新属 新种 LRbat~iornls[en)~itis get+ t P 一  

^ 左 站骨 底可 “ l} 左娃 抖 目近端 桃 ：c 跗 骨近 端瓜 

】) 在旺跗目整倬观；E 左确跖H背幢班；F 左跗陌骨正面观 

鸣娄『1勺趾骨 滑车『杓忧置娃重要的豁定 特征，滑下问的角 

度在 同的 之 u王 有蔫 肆的 笔蕾测量 r趾骨滑下延 J<= 

线之问的 北角 ．研 究 r 5-l余种脱 鸟类滑革之间的 舟】度荚 

系 认 鸣类 的僧 乍 fI句竹1 J盎：一叮以件为 间的特征 肌“ 

圳 丧3刘 小 r码形丌 与新材料 胄关的刘 比拓 奉的删量结 

可“看 、M叫 nyinis叩 l11)v的茚 Ⅱ、111滑 乍问 

的角度 明显 偏大l罔¨， j”他 有 昔明显的区别，过 星{j}州 

山 锥 叫挂的特 }-E之 一 l 附着措非 常l嘏耨．这芷鸡 

形 H雄科一1，是小多 的 州以 定．汾闭山鹏锥的第 1趾 

很发肯．发挥的 ￡撵怍川较弱 第 U趾 j第叮趾问角度的增 

． 可 起到 一定 的平衡作用 

罐科动物腔附 闩L}|．舱 内肯 和l监 肯 周JI圭跗骨 F端延 

冲的过 巾址平衍或 被 盯的 靳属的 十明显的特征 

是 ．雌内脊和腔卦脊 下 伸的廿 【1_逐渐收缩靠近 ．怛 

并来 明趾约愈合，l 芷f【王瞪iU J蜢n0v宁 型 造 特点 也明 显 

打别 r现譬种 跗骨 晰 竹太 小比例1E常接近 ．二 营长 

度之比 旬l ．井 ． j跗封l骨 足 村接触 良好 ．有 I 能 与其有 

密切戈系 甜骨帕特 『lI总结 为： l。 内脊向下丹山2 

条 ．虾删 青 耻 外脊砸 K线最终 台拢庄 一起 ．在现 ．标 本中 

无此结掏 ． 兑州游阴山西椎艟跗骨肌 肉附瞢水平较强 ．与善 

于运动有 关 臃 外脊具 长椭圆形的 蔓节呵 胫跗骨的骨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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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 雉科■问滑车角度 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latergeneric troche8 

angles of Phasianidae 

o 

＼  

∞  

A／。 

图1 雉科属间滑车角度测量散点图 

Fig．1 Scatter diagram showing the measuremenB of 

the intergeneric a_0cl1lea angles of Phasianidae 

~S／umx／orn／s nyinis gen．nov．◆其他测量属 

程度和发育程度与标本V11相同。与跗跖骨的接触面吻合，咬 

合紧密，运动时咬合一致 ，考虑到两标本的采集时间间隔较 

长，为同一个体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属于同种 ，将其归入 

Shanxiomis，enyinis sp．nov．。 

雉类的分布不仅对一定的气候条件有要求，而且因为主 

要以植物和嫩果为食，还受到植被、降水的控制。现生的雉类 

主要分布于中国。在国外雉类化石的记录中，最早的是欧洲 

早上新世的Parchiaci。中国的雉类化石记录远远早于欧洲和 

北美，因而有学者认为雉类是起源于中国的 。中国雉类化石 

的最早 记录是Lowe[’ 报道 的河北更新 世地层 中的一件 右肱 

骨和一件右跗跖骨。Wetmorep’]1934年报道过盐井沟的4件肢 

骨。之后在北京周 口店 、山东、内蒙古等地报道了大量的雉 

类化石【8．’21。其中最早的雉类化石是发现于江苏泗洪中中新 

世下草湾组的Palaeoalectoris songlinensis【 】和山东山旺出土 

的S rr shanwanensis、Linquomis gig~ i+t’ 种 ，另一 

晚中新世的禄丰雉P．1ufengia标本发现于云南禄丰石灰坝 
— —

其第Ⅱ滑车并不如汾阴山西雉展开。 

国外最近报道了不少鸡形目化石 ，如保加利亚上新世 

的鸟类动物群【l41。德国Messel新发现的Paraortygoides， sse． 

1ensis与现生的鸡形类差别较大 ，代表鸡形类一原始的基 

干类群啕。此外，与之相似的还有美国怀俄明的Gallinuloides 

wyomingensist 。怀俄明的另一始新世鸡形 目鸟类被划入了 

Phasianoidod／m。非洲上新世时期真孔雀的报道嗍，说明在上新 

世 的时候非洲和亚洲间的雉类动物有很大规模 的交 流。 

致谢：天津师范大学李楠先生为标本照相提供帮助。写 

作过程 中与北京 自然博物馆张玉光博士和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侯连海研究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王 

原博士为本文修改英文稿 ，现生标本的对比和讨论得到了张 

玉光博士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诚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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