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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三叠纪鳍龙类的新发现

刘 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采自贵州省安顺地区法郎组瓦窑段的鳍龙类化石,并确立其为一新属种———黄果树安

顺龙( Anshunsaurus huangguoshuensis gen .et sp.nov.) .其没有下颞孔,前颌骨组成吻部的大部

分,鼻骨小,鼻孔接近眼眶,说明它是鳍龙类.它的鼻骨被前颌骨向后延伸与额骨相接而隔开,

左右额骨愈合, 因而被归入真鳍龙类.黄果树安顺龙以个体较大,吻部长, 上颞孔比眼眶稍小

的综合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三叠纪的鳍龙类.黄果树安顺龙的个体较大,吻部较长,鼻骨与前额

骨相接触, 大的松果孔, 鳞骨不在上颞孔后相连, 表明它与 Pistosaurus有较近的亲缘关系.黄

果树安顺龙和鱼龙来自新的海生四足动物化石层位,代表了我国三叠纪一个新的海生四足动

物化石组合.

关键词　贵州　晚三叠世　鳍龙类

贵州三叠纪海相地层中已经发现过诸多爬行动物化石, 如贵州龙( Keichousaurus ) [ 1] 、幻龙

( Nothosaurus) (兴义龙 Shingyisaurus ) [ 2, 3] 、清镇龙( Chinchenia) [ 2] 、三桥龙( Sanchiaosaurus)[ 2]和

混鱼龙( Mixosaurus) [ 4] .不幸的是除贵州龙外其余化石保存状况都欠佳.最近在贵州省安顺

地区海相的法郎组瓦窑段(卡尼阶)采集到一批保存良好的爬行动物标本, 包括鳍龙类和鱼龙

类.化石产自黄灰色 、灰色钙质泥岩中,包括爬行动物骨骼所在面在内的各层面覆盖着大量双

壳类和菊石.

胡氏贵州龙( Keichousaurus hui)产自法郎组竹杆坡段(拉丁阶) [ 5] ,而不是原来认为的关岭

组(安尼阶)
[ 1]
;幻龙 、清镇龙 、三桥龙和混鱼龙也产自中三叠统

[ 2, 4]
,而安顺的材料产自上三叠

统,代表了中国三叠纪一个新的海生四足动物化石组合.本文将简要记述其中的鳍龙类标本.

1　分类学描述

爬行纲 Class Reptilia Linnaeus, 1758

鳍龙目 Order Sauropterygia Owen, 1860

　　真鳍龙亚目 Suborder Eusauropterygia Tschanz, 1989

　　　　科未定 Family incertae sedis

　　　　　安顺龙属(新属) Anshunsaurus gen.nov.

属名词源 “Anshun”(安顺)为化石产地所在地区名称的汉语拼音;“sauros”(蜥蜴)希腊文.

属型种　黄果树安顺龙(新属 、新种) Anshunsaurus huangguoshuensis gen.et sp.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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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见属型种.

　　黄果树安顺龙(新属 、新种) Anshunsaurus huangguoshuensis gen.et sp.nov.

种名词源　“Huangguoshu”(黄果树)为化石点附近著名瀑布名称的汉语拼音.

正型标本　近于完整的头骨 、下颌 、缺失尾椎的主轴骨骼及部分左前肢(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编号:IVPP V11835) , 照片见封面.

地点及层位　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县新铺乡黄土塘;法郎组瓦窑段(上三叠统卡尼阶) .

特征　中等大小的真鳍龙类(约 3 m) ;颈长仅为体长之半;头骨吻部细长;枕部深凹;外

鼻孔小, 靠近眼眶;上颞孔比眼眶稍小;松果孔大, 位置靠后;前颌骨与额骨相连, 隔开左右

鼻骨;额骨愈合;顶骨平台宽, 在中线不形成脊;左右鳞骨不在上颞孔后接触;牙齿尖锐, 弯

曲, 有纵向条纹;大约 18节颈椎, 超过 20节背椎.

描述　骨骼整体呈背面出露.头骨长 38.5 cm(见表1) , 颈长约 51 cm, 躯干长约 100 cm .

由此可推知这个动物体长约 3 m.

表 1　头骨测量表 (单位:mm)

头长(吻端至顶骨平台后端) 355 外鼻孔纵向长度 20

头长(吻端至鳞骨) 385 眼眶纵向长度 63

吻端至外鼻孔前边缘间距离 180 上颞孔纵向长度 52

吻端至眼眶前边缘间距离 230 松果孔纵向长度 25

吻端至上颞孔前边缘间距离 300 眶间区宽度 37

头骨最大宽度 160 上颞孔间区宽度 50

头骨　吻部长, 其长大于头长之半, 因而整个头骨显得细长.枕部深凹.头骨有以下显

著特点:眼眶大, 大于上颞孔;松果孔大;外鼻孔小.

前颌骨和上颌骨一道构成吻部背面的绝大部分.前颌骨向后延伸与额骨相连, 其缝合线

与眼眶前缘持平.外鼻孔小, 亚圆形, 前后向长;其位置靠近眼眶;鼻孔外侧是上颌骨, 内侧

是鼻骨.前颌骨接近外鼻孔, 但不参与其组成.

左右鼻骨被前颌骨隔开, 都向后延伸参与眶间区的前部的构成.鼻骨与前额骨接触, 同

Pistosaurus longaevus中见到的类似
[ 6]
.难以判断泪骨是否存在, 如果其不存在, 上颌骨就形成

了眼眶的前缘和前侧缘.

前颌骨组成眼眶前缘;额骨基本愈合, 组成眼眶背缘.眶后棒由眶后骨和后额骨组成,但

难以辨认后额骨的确切形状.眶后骨向后延伸与鳞骨相连, 与后者一同构成了上颞孔的侧

缘.

顶骨顶面平, 不形成矢状脊.松果孔位置靠后, 但仍位于颞间区的前部.左右鳞骨不在

上颞孔后相接触.上颞孔亚圆形, 比眼眶小.

牙齿横截面呈圆形, 弯曲, 齿冠表面布满纵向条纹.同型齿.单个牙齿露出齿槽的长度

约为 10 mm.

头后骨骼　大约有 18个颈椎, 超过20个背椎, 尾椎缺失.附肢仅保存部分左前肢.由于

这部分骨骼仍埋在围岩中, 所以无法进一步描述头后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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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

　　近年来鳍龙类系统发育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7～ 10] , 但是还需要更精确地澄

清鳍龙内部各类群的相互关系[ 11] .任何新材料的发现都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

安顺龙以其个体大 、吻部长 、上颞孔稍小于眼眶的综合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三叠纪的鳍龙

类.安顺龙明显大于清镇龙, 其吻部相对三桥龙长得多, 其上颞孔与幻龙相比非常短.它的

鼻骨被前颌骨向后延伸与额骨相接而隔开,左右额骨愈合, 因而被归入真鳍龙类
[ 9]
.安顺龙的

鼻骨与前额骨相连, 在真鳍龙类中仅见于 Pistosaurus和Lariosaurus.安顺龙以其个体大, 吻部

长及外鼻孔小而不同于 Lariosaurus;而它与 Pistosaurus共同的特征还包括:吻部长, 外鼻孔

小, 松果孔大且位于顶骨平台的前部, 左右鳞骨不在上颞孔后面相连.所有这些表明安顺龙

与 Pistosaurus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在安顺龙中鼻骨参与鼻孔组成, 相对 Pistosaurus 而言这是

个近祖性状
[ 7]
.在安顺龙的上颞孔是亚圆形的, 且接近眼眶的长度, 这能在一些蛇颈龙类

( plesiosaurs) , 如 Plesiosaurus dolichodeirus
[ 12]和 Thalassiodracon hawkinsi

[ 13]中见到, 但不同于 Pis-

tosaurus.Pistosaurus被认为是蛇颈龙类和上龙类的姐妹群[ 7, 8, 14] .所以现在还难以判断安顺

龙 、Pistosaurus及蛇颈龙类和上龙类间的关系.在没有更多信息之前, 暂时将安顺龙归为科未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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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三叠纪一新鱼龙的初步研究

李 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　产自黔西南法郎组瓦窑段一长鳍型鱼龙类新属种 ———周氏黔鱼龙 ( Qianichthyosaurus

zhoui) .正型标本为一右侧观的完整个体, 最主要的特征是特大的圆形眼眶 、极短的颞部和异

常明显的吻,以及密集排列的锥状牙齿.头后骨骼的描述主要根据副模标本.该标本清楚地

显示了周氏黔鱼龙的背段脊柱极度隆起,而尾部的下弯程度介于三叠纪与侏罗纪属种之间,荐

前椎数目不少于 42.椎体结构表明至少与荐前椎相连的肋骨为双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

氏黔鱼龙后肢上的股骨 、胫骨和腓骨分别略强壮于前肢上的相应结构,这些长骨的形状与三叠

纪的鱼龙类更为接近,仍然比较狭长,但绝大多数指(趾)骨已变为圆形或四角钝圆的四边形.

周氏黔鱼龙的四肢骨骼在大小比例及形态上都与三叠纪 Shastasauridae 的成员相似, 但二者的

头骨和脊柱又有较明显的区别.周氏黔鱼龙综合了三叠纪和侏罗纪鱼龙的一些性状, 其科级

地位尚难以确定.

关键词　贵州　晚三叠世　鱼龙

中国西南地区有着广泛出露的海相三叠系, 但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鱼龙类却并不丰富,已

知的标本也多不完整
[ 1～ 5]

.最近,一批保存完好的三叠纪海生爬行类化石在贵州西南部的法

郎组瓦窑段中被发现,其中包括一些完好的鱼龙骨架.本文初步记述了这批材料中的两件标

本,并将其定为一新属种.

鱼龙是一类极为特化的海生双孔类爬行动物,其化石分布于下三叠统[ 6, 7]至上白垩统[ 8]

的中生代地层中.一般认为, 该类群在三叠纪和侏罗纪时分别发生两次大规模的进化辐射[ 9] .

近期在加拿大西部Williston湖三叠系中的发现表明, 早期鱼龙类并非只在三叠纪末才产生明

显转变,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贯穿了整个晚三叠世,是一个逐渐的过渡[ 10] .因此, 对于了解鱼

龙类的系统发育而言,任何晚三叠纪的新属种都是重要的.

1　分类学描述

爬行纲 Class Reptilia Linnaeus, 1758

　鱼龙目 Order Ichthyosauria.Blainville,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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