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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放 

港⼤夥國際團隊研究恐龍⾶⾏演化 

發現具有翼膜翅膀的恐龍只有短暫滑翔能⼒ 

2020 年 10 ⽉ 23 ⽇ 

 

 
圖⼀：以「激光誘導熒光技術」掃描的奇翼龍的化⽯圖⽚，⼀種帶有類似蝙蝠翅膀的獸腳類恐龍，

⽣活在⼀億六千萬年前的中國北部。圖⽚提供：Dececchi et al. 2020 

 

港⼤助理教授（研究）⽂嘉棋博⼠（地球及⾏星科學部及地球科學部古脊椎動物實驗室）早前發現

⿃類近親的祖先進化出拍翼⾶⾏潛能至少三次，⽽且有很多類群非常接近這⾨檻，說明了牠們在進

化出⾶⾏能⼒前，曾廣泛地進⾏拍翼⾶⾏的實驗（⾒補充資料）。在最新的⼀項研究中，⽂嘉棋博

⼠和美國⾺蒂山⼤學（Mount Marty University）⽣物部助理教授 Thomas DECECCHI 博⼠，將他們

對⾶⾏起源的研究延伸到擅攀⿃龍類恐龍 —— ⼀類⼗分罕有、帶有類似蝙蝠翅膀的獸腳類恐龍，並

相信牠們具有滑翔能⼒。牠們⽣活於⼀億六千萬年前的中國北部，體重約⼀公⽄，很可能以進食昆

蟲、種⼦和其他植物維⽣。Dececchi 博⼠、⽂嘉棋博⼠和國際研究團隊⾸次檢驗關於攀⿃龍類恐龍

可滑翔的假設，定量重構了牠們的⾶⾏能⼒。由於利⽤翼膜翅膀進⾏滑翔的獸腳類恐龍⼗分罕⾒，

與滑翔⿃類的親緣關係也遠，因此，驗證這個滑翔假說對了解獸腳類恐龍⾶⾏能⼒的進化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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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定⾛到進化的盡頭 

 

要驗正以上假設，團隊先利⽤⼀種由港⼤共同研發的激光成像技術「激光誘導熒光技術」掃描化

⽯，揭⽰了⾁眼看不到的骨骼和軟組織細，然後利⽤數學模型，預測擅攀⿃龍類的⾶⾏⽅式，並測

試各種參數，例如重量、翼展和肌⾁連接。進⾏驗證後，他們發現擅攀⿃龍類沒有拍翼⾶⾏能⼒，

只能進⾏有限度的滑翔。⽂嘉棋博⼠表⽰：「牠們可以滑翔，但能⼒不⾼。如果我是牠們，我定必

對捕食者畏避⽽⾛！」擅攀⿃龍類並非獨⽴進化出拍翼⾶⾏能⼒的恐龍。差劣的滑翔能⼒和短暫的

存活時期斷定牠們⾛到進化的盡頭。Dececchi 博⼠表⽰：「我們研究的兩種擅攀⿃龍類，都因為其

差勁的⾶⾏能⼒⽽被淘汰了。即使能⼒不⾜，還⾜以存活幾百萬年︔但當身邊滿是⿃類、翼龍類和

滑翔哺乳類，擅攀⿃龍類很⾃然地被壓迫直至消失。」 

 

由於滑翔必須在⾼處起步，因此並非⼀種有效的⾶⾏模式︔然⽽，這技能可助牠們脫離危險。

Dececchi 博⼠表⽰：「如果動物須要長途跋涉，滑翔在起步時耗損的能量較多，但速度較快，也能

⽤作逃⽣技巧。它未必是最好的⽅法，但有時候不得不在耗損部分能量或被吃掉之間作出抉擇。每

遇到⽣存威脅，擅攀⿃龍類就失去存活空間。牠們既無法在陸地上取得勝利，也不能在天空奪勝，

牠們就是這樣完結的。」這個新發現⽀持了恐龍曾在現代⿃類進化出⾶⾏能⼒之前，進化出不同的

⾶⾏形式。說到未來的計劃，⽂嘉棋博⼠表⽰：「我們團隊會繼續研究恐龍的⾶⾏演化。我們會揭

⽰更多細節，尤其是恐龍使⽤過的各種演化路徑。」。 

 

論⽂已在 iScience 發表 ： https://www.cell.com/iscience/home 

傳媒如有查詢，請聯絡港⼤理學院外務主任杜之樺（電話: 3917 4948; 電郵: caseyto@hku.hk）/理學院

助理傳訊總監陳詩迪（電話: 3917 5286; 電郵: cindycst@hku.hk） 或地球科學系助理教授 （研究） ⽂

嘉棋博⼠（電郵: mpittman@hku.hk）。 

相⽚下載：https://www.scifac.hku.hk/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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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擁有翼膜的擅攀⿃龍類渾元龍的⽣態復原圖。圖⽚提供：Gabriel Ugueto。 

 

 
圖三：此項研究的圖像摘要。圖⽚提供：Dececchi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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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奇翼龍的骨骼和保存的軟組織。激光誘導熒光技術是⼀種由港⼤共同研發的激光成像技術，

⽤來收集是此研究的解剖學數據。圖⽚提供：Dececchi et al. 2020。 

補充資料： 

1. 港⼤共同研發的激光造影技術揭⽰早期⿃喙的形態、功能和發展（⼆零⼆零年 九⽉）：

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21574.html 

2. 港⼤主導出版早期⿃類和近親的論⽂集展⽰廓⽻盜龍類恐龍研究成果和全新領域（⼆零⼆零

年 八⽉）：https://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21459.html 

3. ⿃類近親⼤部分具有接近進化出⾶⾏動⼒的潛能惜少數能衝破⾨檻（⼆零⼆零年 八⽉）：

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21405.html 

4. 古代⿃類初⽣時能夠⾃⾏活動（⼆零⼀九年 三⽉）：https://www.hku.hk/press/press-

releases/detail/19256.html  

5. 港⼤嶄新激光技術揭⽰最早發現的⽻⽑化⽯並不屬於始祖⿃（⼆零⼀九年 ⼆⽉）：

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19063.html  

6. 港⼤恐龍學者發現新品種擁有⾶⾏相關⽻⽑的似⿃恐龍 –滕氏嘉年華龍（⼆零⼀七年 五

⽉）：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16295.html  

7. 港⼤古⽣物學家利⽤新技術準確重塑恐龍身體輪廓 帶⽻⽑恐龍真貌⾸次展現 （⼆零⼀七年 

三⽉）：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15989.html 

8. 科學家揭⽰恐龍如何能擺動其尾⽻（⼆零⼀三年 五⽉）：https://www.hku.hk/press/press-

releases/detail/c_96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