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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山东山旺钝吻鳄 ( A ill g at or ) 一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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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钝吻鳄一新种 ( lA ils at 盯 俪 ,t,
,
)
。

这是鳄类化石在山东山旺中新统的首次发

现
,
它为探讨钝吻鳄属的早期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

一九八四年 山旺化石保护所的工作人员在山旺中新世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发现了一钝

吻鳄的头骨及部分头后骨骼
,

这是鳄类化石在山旺的第一次发现
。
山旺脊椎动物群的内

容异常丰富
,

包括 自鱼至哺乳动物化石的三十几个属种 (阎德发等 1 9 8 3 )
,

但其中爬行动

物化石数量稀少
,

仅有蛇
、

龟鳖的零星材料被报道
。

此次鳄类化石的发现无疑地丰富 了山

旺脊椎动物群的内容
,

同时为研究钝吻鳄在亚洲的早期历史提供了新资料
。

钝吻鳄 A l l ig a t o r

鲁钝吻鳄 A ill g a t o r
lu i e u : 。 p

.

n o 甲
.

正型 一近于完整的头骨
,

破碎的下领
,

及部分头后骨骼
。
临胸古生物博物馆标本

号 8 5 0 0 0 1 。

地点及层位 山东省临胸县尧山乡山旺
,

山旺组中部
,

中中新世
。

特征 头骨短小 ; 表面颅刻纹发育 ; 吻的长度小于颅区长度
,

吻的基部宽度大于其吻

长 ;上领骨与前额骨
,

鼻骨与泪骨互成对角接触 ; 眶前晴不发育 ; 上颗凹较宽大
,

呈长椭圆

形
。

描述 山旺标本为一较小的鳄类个体
,

头骨仅长 1 05 毫米
。

象钝吻鳄的其它种一样
,

头骨扁平
,

且相当宽
,

吻端浑圆
,

头骨顶面观为舌状
。

其上的一对眼孔十分宽大
。

上颗凹

占据了颅平台的相当大的部分
,

呈长椭圆形
,

其长宽之比为 5 : 3 。

头骨表面的颅刻纹十分发育
。

在颅平台上它们为密集的
,

大而深的凹坑 ; 在鼻骨上
,

这些凹坑纵向拉长
,

其后部的较浅 ;在前颇骨和上领骨上它们为较小的麻点状
,

形态和分

布都很不规则
。

头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吻部短而宽
,

几个比例数字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点
:

它的吻长 50 毫米
,

只占整个头长的 4 7
.

6务 ;而吻基部宽 ” 毫米
,

为吻长的 1
.

1倍
。

这种情

况在钝吻鳄中
,

即使在它们的幼年个体中
,

也是极为罕见的 ( lA l iga ot r
其它种头骨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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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M
o o k 14 6 9表 2 )

o

前领骨环围着宽大的外鼻孔
。

和钝吻鳄的大多数成员 (A
.

mi ss份 iPP ien 后
,

.A is , 幼 ,is
,

A
.

。 。
fj er d

,

A
.

, ,

cg ; 。

耐 等 )一样
,

前领骨后突伸人两外鼻孔间
,

与鼻骨的前突相接
,

形成

完整的鼻中隔
。

前领骨自吻的外缘向外鼻孔方向舒缓地上升
,

但除最后部外
,

在外鼻孔的

周围并未形成环形的晴
。

上领骨宽大
,

与鼻骨的接缝短
,

它与前额骨成对角接触
。

左上领骨后部略有破损
,

右

上领骨完整
。
顶视可见上颇骨的边缘

,

在与前颇骨的接触处及它的后部
,

略有收缩
。

在侧

视面上
,

上领骨边缘的波状弯曲不明显
。

鼻骨短宽
,

它的顶面两侧缘稍高
,

向中线方向倾斜
。

但在纵向上
,

两头高中间低的现

象并不明显
。

鼻骨前部圆滑地向前收缩
,

呈一短粗的前突伸人外鼻孔
。

前额骨小于泪骨
。
它的后外侧缘略高于眼眶的前缘

。

但升高部分向前延伸十分有

限
,

无法与钝吻鳄其它种中的眶前晴 ( P
r
eo br it 习 cr es t s

) 相比
,

也许这仅仅是眶前峭的雏

形
。

前额骨的顶面向前内侧倾斜
,

它们与同侧鼻骨位于同一斜面内
。

泪骨的前端超过前额骨
,

它与鼻骨成对角接触
。

与前额骨相反
,

它的内侧缘稍高
,

使

骨片的表面向外侧倾斜
。

额骨的中部狭窄
,

两侧的颅刻纹大致以中线为对称
。

在眼眶的边缘额骨稍稍升高
,

呈

吐膺状
。
额骨的前延部分

,

夹于左
、

右前额骨中间
,

呈一窄长的凹沟
。
它与额骨的中部不处

于同一水平面 内
,

二者之间形成一明显的角度
,

但在转折处未见横向的峙
。

额骨的后缘近

似弧状
,

未伸抵上颗凹
。

顶骨在间颗部的最小宽度 ( 11 毫米 )大于上颗凹的横径 ( 9 毫米 )
。

顶骨后延至颅平台

的后缘
,

在其中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
。

由于上颗凹的宽大
,

使颅平台上的眶后骨和鳞骨都

相对较小
。

眶后棒明显下沉
。

这一部位的突出特点是颅平台的前部宽度与后部宽度几乎

相等
。

颧骨自前端与上领骨的接触处向后
,

略向外侧延伸
,

形成眼眶的外缘
。
虽然这一头骨

极端扁平
,

但由于颧骨的位置低于额骨
,

使眼眶面向斜上方
。

方骨主支的后部在顶面上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
,

它较为短粗
,

仅有很小的一段超 出颅

平台后缘一线
。

与其它鳄类方骨强烈地向后下方倾斜不同
,

在山旺标本中这一骨片近于

水平方向
,

这可能与它的头骨扁平一致
,

也可能是埋藏时受到垂直方向的压力所造成的
。

左侧可见方骨裸位于下领的关节 窝内
,

方骨关节轴水平延伸
。

头骨后腹部受损
,

使枕面一些特征难于辨认
。

枕部只有上枕骨
、

部分外枕骨保存
,

基

枕骨缺失
,

枕骨大孔形态不清
。

基蝶骨的大部分和翼骨中部缺失
,

因此无法了解内鼻孔的

精确位置
。

由于破碎的下领骨压复在它的腹面
,

使头骨腹面的其它特征也难于辨认
。

下颇仅仅保存了前端的缝合部和左下领支的后部
,

可以分辨的特征有下述几方面 :下

领缝合线属短的类型
。

标本可见第四下领齿尚未达到缝合线的最后的部位
,

它无疑地类

似于扬子鳄下颇缝合线可以伸达第五下颇齿的部位 ; 而不同于密西西比鳄仅伸达第三下

领齿
。

夹板骨伸人下颇缝合部
。

外下领孔狭长
。

与横宽的方骨骸相应
,

关节骨形成较宽

的下领关节窝
。

左下颇支最后端破损
,

但保存部位暗示出它的反关节突较短
。

齿列 上下领边缘破损
,

使齿列保存不完整
,

齿孔数 目也无法统计
。

现有资料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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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鲁钝吻鳄
,

新种 ( A ll: 。口` o ,
·

l u i c “ ` , p
·

n o v
·

)

A 头骨背视
, B 头骨部分下额腹视及牙齿形态

简字说明 : F 额骨
, J 颧骨

, L 泪骨
, M 上领骨

,
N 鼻骨

, P 顶骨
, fP 前额骨

,

P m 前领骨
,

oP 眶后骨
,

Q 方骨
,

jQ 方颧骨

说明下列几点
:

前领骨齿列在埋藏时发生变形
,

牙齿都向右侧倾斜
,

但在整个头骨中它保存得最为完

整
。

每侧有 5 个前领骨齿
,

第 l
、

2 齿较小
,

第 3 齿增大
。

右侧第 4 齿未保存
,

左第 4 齿牙

冠断失
,

遗留的牙基部断面显示第 4 齿最大
。

右第 5 齿完整
,

为一个较小的牙齿
。

前领骨

齿呈扁锥状
,

具较为尖锐的侧缘
。

牙齿微向舌面弯曲
,

基部收缩为一细颈
。

它们的表面光

滑
,

或具稀疏的纵向条纹
。

上领骨齿大部缺失
,

保存的齿孔表明它和钝吻鳄的其它种一样
,

牙齿的大小交替变

化
,

位于波 曲峰部的牙齿较大
,

而位于波曲谷部的牙齿较小
。

左侧第 2 上领齿为一新生

齿
,

齿尖刚刚自齿孔伸出
,

由于齿孔的内壁破损可以观察到整个的齿冠
。

它也呈扁锥状
,

只是略宽于前颇骨齿
,

表面的纵纹也较前领骨齿发育
。

左上领骨的后部断裂
,

压复到头骨的腹面
,

但着生其上的最后三个上颇齿得 以保存
。

它们与前部上领骨齿的形态截然不同
。

齿冠短小而粗壮
,

侧视面上牙齿为扁凿状
,

顶部圆

弧形
,

基部收缩
,

表面布满细密的纵纹
。

这块断裂的上颇骨并未发生前后的位移
,

它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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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长 (包括头骨 )

表 1 标 本 测 盆

B o d y I e

昭
t h (i

o c lu d in g s k u l l )6 0 0 m m

头长〔吻端一颅平台后缘 )
s k u l l Ie n g t h (

t ip o f :n o u t t o p o s t e r i o r b o r d e :o f

c r a n i a l t a b le )
1 0苏 m m

吻长 (吻端一眼眶前缘 )
s n o u t le n g t h t( ip o f s n o u t t o a n t e r i , b o dr e r o f

o r b i t )
5 0 m m

颅区

后
长 (眼眶前缘一颅平台
缘 )

L e n g t h (
a n t e r io r b以 d e r o f o r b i t t o

b o r d e r o f c r a n i a l t a b l e

)
5 5 m m

头宽 (颅平台后缘 )
S k u ll b r e a d t h a t t h e le v e l o f P o : t e r i o r b or d e r o f

c`
an

, a , t a 。 ` e

}

吻前宽 (外鼻孔中点 )
S on ut b r e a d t h a t ht e l e v e l o f m id d le P o in t 试

e又 t e r n a l n a r e s 3 6 m m

吻基部宽

颅平台前宽

颅平台后宽

眶间宽

颗间宽

外鼻孔长

外鼻孔宽

眼眶长

眼眶宽

上颗凹长

上颗凹宽

S n o u t b r e a
d t h a t b a , e 弓 , m m

C r a o i a l t a b l e b r e a d t h a t a n t e r i o r b o r d e r

C r a n i a l t a b l e b r e a d t h a t P o s t e r i o r b o r d e r

牙 1 I n】 1 1

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目 .

4 1 1 1 1 1 1 1

I n t e r o br i t a l b r e a d ht

I n t e r t e m po ar l b r e a d t h

玩
t e r n a l n a r e s le n g ht

E x t e r n a l n a r e , b r e
ad

t h

1 1 1 l lm

1 2 m m

o r b i t ! e n g t h

o r b i r b r e a d t h

s u P r a t e m Por a l f e n e s tr a l e n g t h

Su P r a t e m P o r a l f e n e , t r a b r e a d t h

3 0 m m

2 2 m m

1 5 m m

9 rn m

位于眼眶的下方
。
以此判断在上颇齿列的最后部位

,

有 4 个牙齿位于眼眶的侧下方
。

下领的前端保存了几个牙齿
,

由于压在前领骨齿列的内侧
,

影响了对它们形态的观

察
。

但标本上清楚地显示 出牙齿之间有较大的间隔
,

它们是向前上方伸出的
,

这样在下颇

关闭时上下齿就互相交错
,

与扬子鳄的幼体
、

食鱼鳄 ( G o ial ) 及马来鳄 ( T
o m妞 。 m 。

) 的

情况相似 (丛林玉等 19 8 4 )
。

头后骨骼虽然看上去完整
,

但保存状态不佳
。

除了个别不完整的肢骨 (脓骨
、

股骨
、

胫

骨
、

排骨
、

趾骨等 )外
,

其余的只是膜糊的痕迹
,

各骨片的形态
,

脊椎的数 目都无法详述
。

比较与讨论 山旺标本的各项特征无可争辩地表明它是钝吻鳄属的一个成员
,

在此

重点讨论它与钝吻鳄其它种的关系
。

钝吻鳄的不同种个体大小有很大差异
,

现生种密西西比鳄 ( A
.

, 访沁 i仰`。 iss ) 体长可

达 6 米 ;而扬子鳄 ( A
.

万ne o is ) 仅为 2 米左右
。

头长 1 05 毫米
,

体长 6 00 毫米左右的山旺

标本应代表一个较小的个体
。

依据丛林玉等 ( 19 8 4 ) 的测量
,

头长 81 毫米
,

体长 5 80 一

65 0 毫米的扬子鳄是较大的幼体 ;而头长 121 毫米
,

体长 9 30 毫米的为成体
。
如果以扬子

鳄的生长为标准
,

山旺标本似乎代表着一个尚未达到性成熟的较大的幼年个体
。

它头骨

上的一些特征
,

如上领边缘波曲不发育
,

吻部短小等也证明了这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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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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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才
.

, i o e 。 , , , , A
.

! “ i c u ,

和 A
·

, n c g r“ i 吻部长宽比例示意图

山旺标本与扬子鳄的幼年个体比较
,

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
如它们的

头骨都宽而短
,

颅区长度都大于面区长度 ; 上颇骨边缘波曲不明显 ; 颅平台的前部宽度与

后部宽度相等 ; 前方下领齿的尖端向外倾斜
,

当下领关闭时与前领齿成犬牙交错的对合 ;

眼眶宽大
,

其长度都为颅长的 29 外 左右 ;它们的上颗凹大小和形状也十分相似
。

山旺标本在下述各点与扬子鳄的幼体明显不同
: 它的吻部比扬子鳄的吻部 更 为 短

宽
,

极为罕见的是它吻基部的宽度大于吻的长度
。

鳄类在个体发育的过程中吻区的增长

速度大于颅区的增长速度 ;而吻区长度的增长远大于吻区宽度的增长
。

头长 81 毫米的扬

子鳄吻区长度与基部宽度相等 (丛林玉等 1 9 84 )
,

如果以它为标准推论
,

在与山旺标本大

小相同的扬子鳄中吻区长度应大于吻基部宽度
。

在扬子鳄中上领骨与前额骨的接触
,

阻隔了泪骨与鼻骨 ;而在山旺标本中这两对骨片

都成对角相接
。

鳄类头骨顶面的颅刻纹饰
,

及由此刻纹所组成的晴
、

结节和隆凸
,

在幼体十分微弱
,

个

体越大
,

这些结构越发达
,

颅表面也越粗糙
。

一般来说
,

山旺标本大于头长 81 毫米的扬子

鳄
,

它头骨顶面的颅刻纹及派生构造应较后者发育
,

而现在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

在头长

81 毫米的扬子鳄中
,

虽然它吻正中晴的后端尚未形成
,

但颅正中峭和眶前晴系统均已十

分发育 ;而在山旺标本中
,

虽然颅刻纹清晰
,

但颅正中晴和眶前晴系统都没有形成
。

与山旺标本在形态上最为接近的是产于北美 N
e b ar s k a

早中新世最晚期 M ar s el 。 dn

组的 A l li g a , o r m ` g r亡留 1 s e h m i d t 1 9斗一。 这一钝吻鳄的头骨稍大于 山旺标本
,

头长 1 3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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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

吻长 7 1
.

斗毫米
,

吻基部宽 5 0 毫米
。
原作者认为它是一个

“ a t l e a s : m o r e r h a n h al f

gr o w n in id vi du al ” 。
它的头骨极为短宽

,

与山旺标本一样吻基部宽度大于吻长 (图 2 )
,

它

也同样没有眶前晴
。

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 A

.

m c g r 。
而 上颖凹的宽度大于顶骨 的

间颗部宽度和鳞骨一眶后骨组成的颅平台外缘的宽度
。
而山旺标本上颗凹的形态要显得

窄长一些
,

接近于 A
.

石二。 众 的形态
。 A

.

o cg er 耐 的外鼻孔大
,

几乎伸抵吻的前缘
,

鼻

孔周围形成明显的晴
,

这与山旺标本的前领骨倾斜平缓形成对照
。 A

.

m cg er 而 的泪骨与

鼻骨由于受到上领骨与前额骨的阻隔
,

未形成接触
。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
,

山旺标本 以一些特征区别于 已知的钝吻鳄的种
。

虽然作为

一个未成年个体
,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特征会随之变化
,

如由于 吻区长度的增长大于颅区

和吻宽度的增长
,

在这一种动物的成体中吻长会大于颅区长和吻基部宽
。

但与扬子鳄幼

体及 A
.

m cg )’c 而 的 h al f gr o w n
个体之间的差异表明 山旺标本无疑可以代表钝 吻 鳄 中

的一个独立的种
。
种名取自化石产地山东省的简称

“

鲁 ,’o

钝吻鳄的两个现生种分别生活于北美和中国
。

在北美已有 6 个化石种被发现 (徐钦

琦
、

黄祝坚 19 8 4 )
,

它们自渐新世开始直到现代
。

虽然这些资料还不足以准确而详细地反

映出钝吻鳄在美洲发展的历史
,

但人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它们的进化趋向
。

由于多方面的

原因
,

迄今为止
,

在中国还只有很少的钝吻鳄化石被发现和报道
。

它们包括产于南京浦

镇中新世的钝吻鳄未定种 lA l iga t o1’ sP
.

(周明镇
、

王伴月 1 9 6 4 ) 和安徽和县中更新世的

lA il ga ot ; C f
.

, i , 。 ,
二 (黄万波等 19 8 2 )

。

这两个地点都只有个别的牙齿被发现
,

与山旺标

本很难对比
。
在这种情况下

,

保存较为完好的山旺标本的发现无疑地应具有较为重要的

意义
。

以前的研究者们 ( M
o o k 1 9 2 3

,

s t e e l 29 7 3 ,

徐钦琦
、

黄祝坚 1 9 8 4 ) 认为在北美的钝

吻鳄中 A
.

t ho 二功瓜 与亚洲的 A
.

s icn 。 行 形态相似
,

关系最为密切
。

他们假设在中新世

时钝吻鳄向亚洲传播
,

在北美中新世的 A
,

l加m 了口瓜 与中国现代的 A
.

si en 。 介 之间一定

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联系环节
。

现在山旺标本的发现似乎并没有完全证实这点
。

作为钝

吻鳄的成员
,

山旺标本和 A
.

t五口。 , on i
,

A
.

万二 n
后 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

但一些差异如眶

前晴的缺失
,

泪骨与鼻骨的接触又妨碍它架起 A
.

t ho m t on i 与 A
.

is 二。 行 之间的桥梁
。

目前的资料似乎暗示 A 二 m铭
r 。

而 和 A
.

l“ 介us 沟通了北美与亚洲两大陆钝吻鳄之间 的

联系
。

向为本文绘制插图和拍摄照片的侯晋封同志
、

杜冶同志致以谢意
。

( 1 9 8 6 年 1 1 月 1 2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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