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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三叠世 水龙兽

内 容 提 要

本文综述了中国新疆发现的水龙兽 (切。 。 。 川O 七个种的材料 ; 依据头骨形态和结构的

相似性
,

将原订的宽额种 ( L
.

la it .)/ 口。 ) 归并人粗壮种 ( L
.

o b。 。 ,

)
。
对步氏种 ( .L 去or 。 。 i)

、

赫氏种 ( .L 五叼 i。心
、

杨氏种 ( L
.

oy
“ 二加 )

、

粗壮种 ( L
.

o b“ s , “ ,

) 等水龙兽种的特征进行了补

充和修订
。

并对中国的水龙兽与南非水龙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

自中国新疆第一个水龙兽化石 (袁复礼
、

杨钟健
, 19 3斗) 被报道以来

,

随着野外工作的

开展
,

水龙兽的材料
,

特别是头骨材料不断地被发现
。

迄今为止
,

在中国已建立了七个种
,

.

它们都采自天山以北的吉木萨尔 (旧称孚远 ) 和天山以南的吐鲁番地区
。

其中除魏氏种

(与
: ; r 口、 。 “ , “ , 洲 ie de

, ,

ice ih ) 仅仅保留了头后骨骼以外
,

其余的六个种都主要是依据头

量材料而建立 的
。

国外的一些研究者 ( lC u v e r ,

1 9 71 ; C ol be r ` ,

1 9 74 ) 在讨论南非和南极
的水龙兽时

,

曾对 中国的材料进行了论评
,

对有的种的独立存在提出了置疑
。

1 9 83 年野外工作期间
,

古脊椎所野外队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和吐鲁番盆地
,

又采集到

了水龙兽十余个完整或不完整的头骨及少量的头后骨骼
。
在对这批材料进行工作的过程

中笔者发现有必要对中国的水龙兽进行综合研究
,

对各种的特征给予补充和修订
。

1
.

步氏水龙兽 ( L少 s t r o , 。 。 r o s
b

r o o m f Y o u n g 19 3 9 )

19 3 4 年袁复礼和杨钟健第一次记述了产自新疆吉木萨尔的一水龙兽近于完整 的头

骨 ( N o
.

6 0 0 0 65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登记号 R V 3 9 0 6 0 )
,

并将其归人了依据

南非材料而建立的水龙兽穆氏种 ( L
.

m o r ay i)
。 1 9 39 年在深人工作的基础上

,

根据泪

骨的特殊形态及与南非间的地理隔离
,

杨钟健认为新疆的材料可以代表一独立的种
,

命名

为步氏水龙兽
。

在以后一些研究者的文章中
,

都曾提到步氏种与穆氏种之间的密切关系
。

c d b e r t 于 19 7斗 年再一次否定了步 氏种存在的意义
,

仍将它放人穆氏种
。
这一作法似乎

是缺乏依据的
。

步 氏种与穆氏种之间的区别除了泪骨的结构特征以外
,

二者的头骨形态

是截然不同的
。

穆 氏种的头骨短而深
,

它的头骨顶面可分为顶骨一前顶骨平面
、

额骨平面

和前颇骨平面三部分
。

从侧视面上可见吻的前表面与顶骨一前顶骨平面几乎互相垂直
。 .

而步氏种吻部不是向下
,

而是向前下方伸展
,

头骨顶面三分性不明显
。

顶骨一前顶骨平面

与额骨平面间夹角大
,

额骨平面和前领骨平面共同构成一稍显弯曲的面
,

这样吻的前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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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顶骨一前顶骨平面之间的角度增大为 12 5“

的钝角 (图 1)
。

穆 氏种上有清楚的额鼻脊

( f r ont n o a s ol r id g e
)

,

额骨节瘤 ( f r o n t a l b o s s
) 和放射状的额 脊 系 统 (

r a d i a t i n g s y s t e m

of fr on at l r
记 ge s )

,

而在步氏种的头骨上除了一对生于近眼眶边缘的额骨节瘤之外
,

上述

构造均不存在
。

步氏种以它的扁而宽的吻部
,

顶骨一前顶骨平面与额骨平面间大的夹角

( 1 4 8 “

)
,

而区别于中国其它各种水龙兽
。

图 1 穆氏水龙兽 ( A ) 和步氏水龙兽 (
B

) 头骨形态比较图

F 19
.

1 e o
m p a r i o o n o f r h e s k u l l s h a p e i n l a t e r a

l v i e w
( ,

f L 少了f r o , ` “ , “ 了 , n t `r , , 夕i

(
A )

a n d 乙 夕̀ , r o ` a “ r u ` 乡,。 o “ i ( B )

步氏种的修订特征 头部顶骨一前顶骨平面宽短
,

与额骨平面间夹角大 ;额骨与前额

骨的缝合部微隆起成脊
,

具额骨节瘤
,

吻部低而宽
,

中脊不明显 ;泪骨上突插人鼻骨和前额

骨之间 ;长牙向前下方伸出
,

与吻部延伸方向一致
,

牙齿的横切面呈椭圆形
,

表面具纵向沟

纹
。

2
.

赫氏水龙兽 ( L y o t r o s o u r u s h e成 n 它Y o u n g 1 9 3 5 )

赫氏种的正型标本包括近于完整的头骨
、

下领和大部分的头 后骨 骼 ( N O
.

刘 00 1 0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登记 号 R V 3 5 0 12 )
,

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水 龙 兽 中

最为完整的一个
。

它的头骨上显示了一些难于解释的特征
。

如吻部的前缘
,

前领骨与上

领骨相接触的部位强烈地向后凹入
,

成一湾状的构造
,

正如杨钟健 ( 19 3多) 指出的此处找

不到丝毫破损的痕迹
。

它可能为自然状 态
,

也可能是在化石的修理过程中人为造成的
。

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枕部表面
,

枕骸之上 出现了两个孔
,

上枕骨在两孔之间左右相连形成

一横 向的中隔
。

对于上面的孔
,

杨钟健解释为一卵圆形的凹
。

这一现象是独特的
,

且很难

对它作 出功能解释
。

很可能这一
“
中隔

”
仅存在于浅部

,

将枕骨大孔一分为二
,

而在深部
,

这上下两部分是相通的
。

这一现象与前述的吻前缘的向后凹人一样
,

并不具普遍意义
,

在

众多的头骨材料中
,

它们 只出现在这一个头骨上
,

如果真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话
,

也是特殊

变异的结果
。

杨钟健 ( 19 3多) 在记述这一标本时认为它的长牙 已缺失
,

仅有靠近齿根部的横断面露

出
。

这一头骨保存完好
,

仅仅丢失了长牙也是可能的
。
可是仔细观察标本

,

在左右两侧都

没有明显的破断痕迹
。

在左侧仅有一很小的齿尖自上领齿突前 端的下侧露出
。

右侧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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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与左侧等长
,

但在它的外侧 有一斜面切过齿尖和包围它的上颇骨齿突
,

斜面上可见牙齿

约同心环状构造
。

这一斜面很可能是由不断地磨擦所造成的
,

是使用的痕迹
。

仔细观察赫氏种的头骨
,

发现顶孔周围的结构与杨钟健 ( 1 9 3 5 ) 所记述的不完全相
.

同
。

前顶骨呈一尖端指向前方的心形
,

与周围骨片的缝合线呈锯齿状
。

在前顶骨的后缘
,

顶孔周围的骨片稍有破断
,

并没有清楚地表明前顶骨包围了顶孔前缘和左右两侧
。

它很

可能与中国的其它各种水龙兽一样
,

前顶骨占据顶孔边缘的前半部分
,

这一点在一些归人

到赫氏种的头骨上 v( 3 2 4 8 等 ) 得到了证实
。

赫氏种的泪骨也并不象杨 19 3 5 年图 2 所

示的那样特殊
,

而是与 中国其它种的水龙兽特征一致
,

泪骨呈不规则形状
,

与前额骨
、

鼻

骨
、

隔领骨和上颇骨相连
。

赫氏种的修订特征 头骨较窄
,

前额骨发育
,

微向上翘起
,

但未强烈地向两侧 扩展
,

它

钓宽度与上颇骨齿突的宽度相等
,

小于头骨弯曲长度的 50 外 ; 无额骨节瘤和明显的横向

的额鼻脊 ; 在额骨和吻部具纵向的中央脊
。

前颇骨平面与额骨平面间夹角大
,

弯曲不强

烈
,

吻部伸向前下方
。

3
.

杨氏水龙兽 ( L少
s t or

, 。 a r u s

扣
u n ig s u n 1 9 6 4 )

本种是 1 9 6斗年孙艾玲依据 122 毫米长的一个小头骨建立的
。

这一正型标本的野外

编号 为 6 3 0 0 5一 4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登记号为 V 8 5 3 2。

杨氏种广泛分布

于新疆地区
,

有许多大小不同
,

保存完好的头骨被归人本种
。
大量化石的发现使我们对种

的特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

如在正型标本中额骨表面平滑且呈弧状弯曲
,

而在后来发现

的杨氏种较大个体中
,

左右额骨的前部表面微下凹
,

它们相接部位呈一不高的额中脊
,

额

骨表面也出现了零散的小凹坑
。 C d be rt ( 1 9 7 4 ) 依据头骨 形 态 将 这 一 种 归 人了 .L

·

` “ 、 。 ut , ,

如果考虑到泪骨的特殊形态的话—
杨氏种也具有中国的水龙兽的特点

,

泪骨

上突伸人到前额骨和鼻骨间
,

这一合并是 有疑问的
。

杨氏种的修订特征 小到中等大小的水龙兽
,

额鼻部呈弧状弯曲 ;前额骨不大发育
,

其宽度小于头骨长度的 50 多 ;额骨表面平滑或有零散的凹坑
,

额骨前部不下凹或微下凹 ;

眼孔大
,

鼻孔位置较靠前
,

没有显著的鼻孔后沟 ;上领骨齿突向前下方伸出
,

牙齿不大
。

4
.

粗壮水龙兽 ( L少
s t r o : 。 u r o s r o b u s t o s

S u n 1 9 7 3 )

这是一类较大型的水龙兽
,

它与水龙兽宽额种 ( L
.

la t if r 口二 S un 1 9 7 3 ) 之间有 很

多相似之处
。

二者的区别仅仅是后者具有更宽的前额部和较窄的间颗部
。

在工作的过程

中发现
,

这两个特征并不总是同时出现的
,

有的标本具有宽的前额部
,

但间颖部却不窄
。

如果不考虑间颗部的宽度
,

在其它特征一致的情况下
,

前额部宽度本身可能只反映水龙兽

个体之间的差异或两性差异
,

而并不具有划分种的意义
,

因此建议将宽额种并人粗壮水龙

兽
。

粗壮种的修订特征 头骨较大
,

顶骨一前顶骨平面与额骨平面间夹角较小 ;表面棱脊

构造较发育
,

具额骨节瘤
,

额骨和吻部的纵向中脊 ;前额骨发育但不上翘
,

前额部宽
,

其宽

度为头骨弯曲长度的 50 并 以上 ;吻部较为短小
,

窄而高 ;吻的前表面为一平面
,

与两侧面

呈角度相交
。



古 脊 推 动 物 学 报 2 6卷

为了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水龙兽
,

现将魏氏种和石长沟种的特征 引述如下
。
魏氏种

仅保留了头后骨骼
,

难于与已知各种进行比较
,

而石长沟种
,

笔者未能观察到它的正型标

本也很难予以论评
。

5
·

魏氏水龙兽 ( L少 s t r o , a o r u s o e i de o r ie e入1 Y o u n g 1 9 3 9 )

个体较大
,

肩脚骨外侧强烈弯曲
:

远端部分特别扩张 ;肩脚骨上的肩峰突位置低 ;与赫

氏种比较
,

胸骨较长一些
。

6
·

石长沟水龙兽 ( L 少s t r o s 。 。 r u s s 入i e 入a n g g o “ e n戒。 C h e n g 1 9 8 6 )

头骨大型
,

顶平面与吻平面相交近直角 ;颗颓孔短而宽
,

间颗部较短宽
。

前顶骨大
,

呈

菱形
,

松果孔小 ; 额骨参与眼眶上缘窄
,

后额骨几乎被挤出眼眶上缘
。

前额骨特肿厚而直

立
。

鼻孔高
,

靠近眼孔
。

鼻孔下方沟棱发育
。

泪骨呈三角形
,

与前额骨
、

鼻骨
、

上领骨和隔

领骨相连 ;枕部高
,

鳞骨扩张不超过颧弓宽
。

下领缝合部长
,

与后分支近直角 ; 下领孔大
,

其上有一突出的棱脊
。

股骨较瘦长
,

股骨头颇发育 ;挠骨短扁
,

两端甚扩张
。

讨论 水龙兽已从南非
、

南极
、

印度
、

苏联
、

老挝和中国等地被报道
。

目前从所发现的

种类和数量来计
,

中国的新疆很可能居第二位
,

仅次于水龙兽的最重要产地南非
。
大量化

石材料的发现充实了我们对这一分布广泛而又特化的动物的认识
,

为讨论与其它地区水

龙兽的关系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

作为同一属不同种的成 员
,

中国标本与南非的大量材料之间既相似又有区别
。

lC u -

ve r
( 1 9 7 1 ) 依据头骨的一定形态特征

,

将南非的水龙兽划分为两种类型
。

这种划分方式

似乎也适用于中国的水龙兽
。
与南非的 L

.

` “ , 。 ` su 和 L
.

对
。 t夕̀ 。 sP 相对应的

,

是以

杨氏水龙兽为代表的一种类型
。

具有适度发育的吻部
,

较小的长牙
,

平滑而弯曲的头骨顶
`

面
。
而与南非的 L

.

m , ; r ay i
,

L
.

m ` ca 啥 i 等相对应的是 以步氏水龙兽
、

粗壮水龙兽等

为代表的另一种类型
,

它们具有发育的吻部
,

粗壮的长牙
,

头骨顶面与额面间呈角度相交
,

表面棱脊系统较为发育
。

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
,

中国的材料具有一些特点或发展倾向可以区别于世界其它地

区的水龙兽
:

1
.

中国的水龙兽泪骨形态与南非各种的不同
。

在头骨的侧视面上 可见泪骨较大
,

且

外形不规则
,

它与周围的前额骨
、

鼻骨
、

隔领骨和上领骨相连
。

泪骨自主体部伸 出一或长

或短的上突
,

夹于前额骨和鼻骨之间
。
它的后下角

,

以两侧分别与隔领骨
、

上领骨相连
,

或

呈突状夹于二骨之间
。
水龙兽的眶前部似乎是结构上的薄弱环节

,

往往发生破损而使泪

骨的界线不清
。

但在 目前 能观察到的保存完整的标本中
,

泪骨的形态
、

结构都毫无例外地

如上所述 (图 2 )
。

孙艾玲 ( 19 7 3 ) 曾指 出 : “
根据步龙 ( B r o o m

,

1 9 3 2 ) 在南非的水龙兽

内从未见过泪骨的上角插入前额骨和鼻骨间的
,

由此在我们的标本内不存在 南 非 的 分

子
” 。
目前大量材料的发现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

2
.

中国的水龙兽顶骨一前顶骨平面与额骨平面
、

额骨平面与前领骨平面间夹角大
,

因

此中国的水龙兽吻部一般是向前 下方伸出的
,

很少有象南非 L
.

。 。 , 。
万

,

.L ` ur “ t “ `
那

样吻部强烈下弯
,

其前表面与头骨顶面互相垂直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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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杨氏水龙兽 ( 83 0 25L ) 眶前部结构示意图

Fig
·

2 T he s tu re ` u re o f pe ro r bi t二1 e r妒。 ni” L夕I 分” J“ 。 ,
·

,“ 夕。 。 , 9 1 ( 5 3 0 2 5 卿 )

L
·

泪骨
P f f

-

( L a e r i m a l ) ; M
.

上领骨 过M
a x i ll a

)
; N

.

鼻骨 ( 、
a , a l )

;

前额骨 ( p r e f or n , a l ) ; p m
·

前颁骨 ( p r e m a x i l l` )

3
.

中国的水龙兽头骨表面的棱脊构造不如南非的发育
。

在所有的标本中都未见到清

楚的额鼻脊
,

鼻骨往往包含在额骨平面之内
,

吻部向下弯折的部位往往发生在前领骨上突

钓顶部
,

额骨平面与前领平面骨是圆滑过渡的
。

在中国的标本上
,

即使在很大的个体上
,

也未见到过放射状的额脊系统
,

能够观察到的仅仅是在额骨和吻部上的低的纵向中脊
,

额

骨
、

前额骨缝合部的微微上升和额骨上的一对节瘤
。

综合上述各点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中国的水龙兽各种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亲

缘关系
,

推测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类群可能与南非的水龙兽为姐妹群的关系
。

向为本文绘制插图的沈文龙同志致以谢意
。

( 1 9 5 7 年 l 月 7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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