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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杨钟健 1 9 7 3 年记述的一原鳄类成员— 天山贫齿鳄 ( dE
。川口 ,

uc 人。 iet 。 人“ , 。 行

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描述
,

并依据头骨及脊推的特征将原订的贫齿鳄 科 dE en ot s
cu hi da

。
归人中

鳄亚 目
。

文中对这一鳄类的年龄及齿列的功能形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天山贫齿鳄 (酣
e , ` o : u动 u , lt’ 巴 , s人an e , ` , Y o u n g 1 9 7 3 ) 最初发表于新疆古生物考察报

告之二的 《乌尔禾翼龙动物群》
。
由于原作者所描述的这一小的鳄类头骨的十分奇特的

性质— 具有翼骨齿及分化的下领齿
,

但上颇无齿
,

也由于天 山贫齿鳄是被划人原鳄亚 目

( rP ot os uc hi 。 ) 的唯一的白至纪的代表
,

它引起了古脊椎动物学者们广泛的注意和
,

兴趣
,

有

些学者对这一化石的鉴定提出了疑问和异议
。

毋宁置疑
,

原作者对这一化石鳄类头骨特

征存在明显的误解
,

对它的修订工作早就该列人我们的工作日程
。

最近对该标本进行了

进一步的修理
,

充分揭示了它脑颅区的细部结构
,

这就更加有必要对这一化石进行重新鉴

定和补充描述
,

以订正对这一鳄类的认识和丰富我们中生代鳄类脑颅结构的知识
。

原作者认为正型标本 v 3 2 3 6 ( l) 包括
“

一个头骨的大部分
” ,

显然有误
, v 3 2 3 6 ( l)

只包括一头骨后部的顶面部分 ( 自眼孔至头顶平台的后缘 )及破碎的脑颅 ; 互相缝合的左

右下颇支的前部和与它们分离的两下领支的末端 ;颈椎七节
,

背椎三节 ; 股骨近端一个
。

可归人的副型标本 v 3 2 3 6 ( 2 ) 为一小的右下颇支
。

修订特征 头骨小
,

鳞骨向后外侧扩展
,

头顶平台后部加宽 ;眶后骨小
,

它的外侧为

鳞骨所包围 ;上颗凹小
,

眼孔大
,

眼间部窄
,

耳凹深 ; 方骨前内侧支在上颗凹内夹于鳞骨和

顶骨之间
,

它占据了颗道上缘的后外侧部分
,

并和顶骨一道包围了眶颗动脉孔 ; 脑颅部的

前耳骨
、

侧蝶骨伸长
,

使卵圆窗与三叉神经孔
、

三叉神经孔与滑车神经孔相距甚远 ;下颇联

合部长
,

夹板骨并未伸人其中 ;下领齿分化明显
,

具一对锥状的门齿型齿
,

一对粗大的犬齿

状齿和七对齿冠为圆柱状的犬齿后齿 ;隅骨后端呈一近直角的下突
,

悬于关节骨和上隅骨

之下
,

未伸达关节骨末端 ;脊推平凹
一

型
。

标本描述 头骨顶面保存的骨片有位于眼眶内侧的一对前额骨的后部
,

额骨的主体

部分
,

左眶后骨的大部和左右眶后骨的内侧端
,

破碎的顶骨
,

一对方骨的前端和左侧的鳞

骨 (图 I A )

左右额骨愈合
,

表面被有细而密的纹饰
,

略呈放射状
,

左右不对称
,

这一骨片的前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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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后端与顶骨间的骨缝不清
,

但从腹面骨缝及与眶后骨接触的情况推断
,

额骨并未伸及

上颗凹的边缘
。
从额骨保存部分可以推知

,

这个小的鳄类的眼孔长
,

它的长度大于上颗凹

B

吸吸吸
钓钓飞飞

D

日忍

E

图 l 天山贫齿鳄

A
,

头骨背视 ; .B 脑颅部腹视 ; .C 下领顶视及侧视 ;

D
.

右下领支末端外侧视 ; E
.

脊推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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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
,

而眶间部宽度 ( 7 毫米 )则略窄于它的颗间部宽度 ( 9 毫米 )
。

顶骨的主要部分缺失

了
,

从前端保存的部分看它是左右合一的。

这一头骨的有趣的特征是它的方骨的前内侧支呈一楔状
,

在上颗凹的深部夹于顶骨

和鳞骨之间
,

它的内缘呈锯齿状与顶骨缝合
,

而外缘则以一笔直
、

光滑的骨面与鳞骨相

接
,

前端它占据了颗道 ( eT m p or al p as s ag e
) 上缘的后外侧部分

,

后端它与顶骨共同包 围了

眶颗动脉管孔 ( F o r a m en a r t er i a t em p o r o 一 o r b i t a li s )
,

把鳞骨从孔的边缘排挤出去
。

虽然这一

现象见于现生的鳄类 ( C r o c

ody l e 户o r o s u ,
) 和莱索托三迭纪 的 o rt 人。 s“ 动 “ ;

(N
a s h 1 9 7 5 )

,

但在大部分鳄类中 ( Ior d an s
琦 1 9 7 3 ) 在这一部位顶骨与鳞骨直接相连

,

在后端它们包围

眶颗动脉孔
,

在前端它们与眶后骨一道组成颗道的上缘
,

方骨仅在腹面与它们相接触
。

左鳞骨除中部一小块断失
、

枕面部分微微错位
、

与上枕骨界线不清外
,

其余部分保

存完好
。

它的顶面布有细而密的纹饰
,

而在上颗凹内的部分表面光滑
,

为外下领收肌 ( M
.

ad du ct or m an id bu l ae ex etr un
s
) 的附着处

。

在鳄类中鳞骨一般占据头顶平台的两后侧角
,

它

宽于前面的眶后骨
,

使头顶平台呈一梯形
。

而在天山贫齿鳄中鳞骨极大
,

且形态 特 殊
。

它 向前扩展
,

从外侧包围了眶后骨
,

占据了头顶平台的整个外侧边
,

它的后端又极度 向两

侧扩展
,

后拉长为一窄面转折向下
,

使头骨后部大大加宽
,

由此造成了深的耳凹
。

鳞骨的

侧缘有明显的加厚现象
,

它的上
、

下边向外突出
,

中部形成一纵向的凹沟
,

为外耳盖的附丽

处
。

左眶后骨虽然不完整
,

但保存部分足以显示出它的基本特征
。

首先是与鳞骨的极度

扩张相对应
,

眶后骨大大缩小
,

它被鳞骨从头顶平台的外缘上排挤出来
,

仅仅占据着眼眶

与上颗凹之间外角的一个小的位置
。

骨片的顶面有细小的纹饰
,

它的前外侧支向下延伸
,

显示了眶后棒下沉的趋势
。

头骨的高度充气化 ( P ne u m at i z at ion ) 是鳄类的一个重要特征
。

气腔发生在头骨大部

分的骨片中
,

它们彼此连接成欧氏管系统 ( E su t a c hi a n tu be
s
) 和鼻道

。 29 5 0 年 e r o m p t o n

描述了北美晚三迭世的始充气鳄属 ( E 口娜二 m at os “ 动 “
口

,

它的欧氏管系统极为发育
,

基蝶

骨
、

后耳骨
、

中耳腔的气窦延伸进周围的骨片
,

造成了由纤细的骨梁和通道所组成的网格

状构造
。

在天山贫齿鳄中由于吻部各骨
、

基枕骨和大部分的基蝶骨没有保存
,

它的鼻道和

欧氏管系统均无从考察
,

但头骨的高度充气这一特征—
类 似于 E 口p cn “ 。 at os “ 动“ :

—
在耳区周围的骨片上充分地体现出来

,

而且似乎比现生的鳄类更为发育
。

鳄类的方骨为一对粗大的
,

自脑颅部向后外侧强烈倾斜的骨片
。
它的背面

,

中耳腔的

侧壁上为几个孔所穿透
,

它们是方骨气腔的开口
,

和通关节骨气腔连管在中耳腔的开 口
。

方骨腹面的骨片完整
,

为下领收肌的附着处
。

在天山贫齿鳄头骨的腹面上 (图 lB )
,

左右

方骨都只保存了前内侧端的很小部分
,

方骨的腹面和主体部分缺失了
,

仅仅留有一些细小

的骨柱
,

它们互相连接呈网格状构造
,

充分显示了方骨内部的多气腔的特点
。

.

在内侧
,

方

骨与侧蝶骨
、

前耳骨相连— 这是鳄类原始关节的特征之一
。

在大部分爬行动物中这个

方骨头 ( H ae d of q au dr aet ) 都是和位于卵圆窗之后的后耳骨 (副枕骨突 )及鳞骨相连
,

而在

鳄类中它向前移动到前耳骨
、

侧蝶骨的外侧
,

与之形成接触
。

在现生的杨子鳄 (川心 at or 痴“ 衍 ) 中侧蝶骨为一对四边形的小骨片
,

沿其后腹 角

至前顶角的连线隆起呈一斜峙
,

它的高度大于宽度
。

天山贫齿鳄的侧蝶骨保存不完整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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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留部分看它的前后延伸较大
,

其前后长度大于宽度
。

它的保存部分表面为一圆弧形
,

未见斜向的峪发育
。

它的前背缘与额骨呈锯齿状缝合 后背缘以平滑的边与顶骨相连
,

位

于二缝合线之间的外侧部分未保存
,

在现生的鳄类中这是一个位于斜峪顶端
、

与眶后骨

腹面的窝相关节的裸状突起— 头突 ( C aP iat l rP oc se s
)
。

侧蝶骨在顶骨之下的部分组 成

了颗道的腹内侧壁
,

很可能由于埋藏时稍受侧向的挤压
,

使侧蝶一方骨这骨缝在左右两侧

出露并不对称
,

右侧的位置较高
,

致使在顶面上可以观察到这一骨片
。

左侧蝶骨的后缘与

前耳骨相接
,

两骨片上的切迹合成大的
、

近于菱形的三叉神经孔 ( v )
,

但侧蝶骨后缘浅部

与方骨的连接未保存
。

在这一对骨片的前部
,

颗道的内侧壁上有一对小孔
,

推测为滑车神

经的出口 ( Iv )
。

在现生鳄类中这个孔位于骨片的前腹侧
,

它与三叉神经孔 ( v ) 之间仅有

一窄的骨片相隔
。

天山贫齿鳄中这一小孔的位置相当靠上
,

由于侧蝶骨的前后延伸使这

一孔位大大的前移
,

它与三叉神经孔 ( v ) 之间相距甚远
。

在侧蝶骨的腹缘以切迹形式出

现的第 n 、 n l 脑神经的出口在化石中表现不明显
。

在左侧蝶骨与方骨前端相连部分
,

侧

蝶骨表面骨片缺失
,

露出了内部高度充气的结构
,

和方骨一样它也是由一些细的骨柱和大

的气腔所组成
。

左前耳骨保存完好
,

由于方骨大部分断失
,

使它的腹面结构充分地显露出来
。

这块

位于脑颅侧壁的骨片结构异常复杂
,

它的前端与侧蝶骨
、

内侧腹部与基蝶骨相接
。

令人不

解的是在它的外侧部分延伸出略呈放射状分布的枝状小骨
,

它们彼此之间又有小的骨片

相连
,

远端与方骨相接
。

这一结构在现生鳄类中并不存在
,

也未见于对其它化石鳄类脑颅

部结构的描述
,

它的功能在 目前情况下还是一个谜
。

前耳骨的后部与上枕骨
、

外枕骨的后

耳骨部分相接
,

它们构成了圆锥状的
、

三面封闭的结构
,

它包围了中耳及内耳腔
。

上枕

骨只保 留了很小的部分
,

它占据了内耳鼓室 ( T ym p an ic bu u a
) 内侧的顶面部分

。

外枕骨

则占据了中耳及内耳腔的后壁
,

它与上枕骨及前耳骨的界线清晰
,

但在这骨片上还有一明

显的骨缝
,

它似乎标志着后耳骨与外枕骨的原始的分界
。

前耳骨在脑颅的侧壁上占据了

非常重要的位置
,

在左侧从耳区向前面转折的部位可见两个卵圆形的孔
,

靠后的一个推测

为听神经 ( v ll l) 的出口
,

靠前的 , 个可能为面神经 ( vi l) 的出口
。

头骨右侧的耳区结构由

于外枕骨的后耳骨部的缺失而遭到破坏
,

但内耳部分却因此而更清楚地暴露出来
。

上枕

骨的下端与前耳骨的后端各形成一小的凹面
,

它们合围成一圆形的深凹— 内耳腔
。

这一

腔的外侧
,

前耳骨的边缘上有一弧形的凹缺
,

它当与后耳骨上一相对应的凹合围郁巨圆窗
( F en

e s t r a o v a li s )
,

与它相邻接的假圆窗 ( F en e s t r a p se u d o r o tu n d a

) 是否存在由于后耳骨的

缺失而无法确定
。

在鳞骨的腹面
,

外枕骨末端所接的部位有一明显的深沟
,

推侧为耳膜的附着处
,

它的

位置恰好与方骨相对应
。

这一头骨的基蝶骨的主体部分都缺失了
,

只有夹于侧蝶骨及前耳骨之间的一小部分

保存下来
,

它构成了脑颅的底板
。

上枕骨与外枕骨的大部分也没有保存
,

头骨枕面的结构

是不清的
。

正型标本保存了下领前部和两下领支的末端 (图 I C 、 D )
,

它的外形正如原作者所描

述的 : 在前端 (犬齿部位 )轻微加宽
,

向后较为收缩
,

到了牙列末端又骤然向外伸展
,

使两

侧缘呈 x 状
。

这一情况与头骨后部加宽的性质相符
,

同时也表明了这一小的鳄类头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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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而短的吻部
。
下颇联合部长

,

向后延伸到倒数第二齿的内侧
。

牙齿为典型的槽生齿
,

在下颇前端右侧破损严重
,

没有牙齿保存
,

左侧仅有一失去顶

端的小牙向斜外侧生长
,

从保存部分看它可能为一锥状齿
。

其后为一粗壮硕大的犬齿状

齿
,

表面有放射状的纵纹
。

每侧有七个犬后齿
。

它们的着生较为紧密
,

虽然每两牙之间有

小的间距
,

齿骨在牙齿的两侧呈环状包围
,

但两齿之间并未能观察到两侧的齿骨相连
,

七

个犬后齿似乎仍着生于同一齿槽内
。

这一齿槽前窄后宽
,

其中的牙齿自前向后逐渐加大
。

右侧的七个牙齿保存完好
,

齿冠 为上部略粗
、

下部较细的圆柱状
,

在牙齿的基部又加宽
,

形

成一圆形的基座
。

牙齿的顶面平
,

且七个牙齿的高度基本一致
,

估计为使用所造成的
。

右

侧的前六齿仅微微高于齿槽
,

圆柱状的齿冠部分完全断失
,

仅有基座保留
,

断面上可见小

而圆的髓腔
,

这可能是在埋藏过程中受到破坏所造成的
。

左第七齿的形态
、

高度与右侧的

牙齿一致
。

夹板骨的大部分缺失了
,
仅有很小的

,

呈楔状的残存部分贴于右齿骨的内上缘和左齿

骨的内上缘
、

内下缘
。

夹板骨与齿骨之间骨缝清晰
,

它显示了两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夹板

骨前端可达最后一个下颇齿的内侧
,

但并未伸人下领联合部 ; 二是夹板骨在前端形成两

支
,

沿齿骨的上
、

下缘的内侧向前延伸
,

而使中间的部分失去了遮盖
,

麦克尔氏沟 ( M
e c k e -

l i a n 。 a n a
l ) 暴露出来

。

两下领支的后部只有不完整的关节骨
、

隅骨和上隅骨保存
。

关节骨仅保留了后关节

突的部分
,

它的前侧与上颇方骨相连的关节部缺失了
。

反关节突短而粗壮
,

它的顶面为一

光滑的三角形凹面
,

末端稍向内侧偏转
。

由于外侧的上隅骨大部分缺失
,

从侧面可以看到

关节骨的内部
,

和头部各骨一样
,

它也有大的气腔
,

一些细小的柱状小骨支于其中
。

下领后

部的另一特征是隅骨的特殊形态
,

在鳄类中隅骨通常贴附于关节骨之外
,

它的底边呈圆弧

状向后延伸至下领末端
。
而在天 山贫齿鳄中

,
隅骨呈一外凸内凹的骨壁悬垂于关节骨的

外侧下方
,

后缘并未伸达关节骨的最后端
,

它与底边形成大于九十度的夹角
。

隅骨的外表

头 部 测 盆 (单位 : 毫米 )

T h e le n g t h o f ht e s u p r a et m p o r a l f e o e s t r a

上颖 凹长度

T五e a n et r i o r w id t h o f t h e s k u l l at b ; e

头顶平台前宽度

T h e P o s et r io r w id ht o王 th e s k u ll at b l e

头顶平台后缘宽度

T h e
m i n i m u

m w i d ht b e t w e e n t h e o r b i t s

眶间宽度的最小值

T h e
`

m i n i m u m w id ht b e t w ee n t h e s u P r a t e m p o r a l f e n e ` tr a e

颖间宽度的最小值

T h e l e n g ht o f t h e Io w e r ia w s y m p h y s i s

下颁联合部长度

T h e le n g ht o f th e lo w e r ia w d e n t a t i o n

下颁齿列长度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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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被有细小的纹饰
。

这一小的鳄类 自眼眶前缘至头顶后缘的长度要大于 37毫米
,

下领齿列长度为 18 毫

米
,

如果它与同样具有分化的齿列
,

牙齿数目减少的南美 N ot os u chi d ae 科的几个成员情况

相似的话
,

眼眶前缘与最后一个下领齿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

那这头骨总长可能为 50 一 60

毫米
,

为一十分小的个体
。

从下领后部骤然向两侧扩张
,

可以推知头骨在眼眶之前会有一

相应的突然收缩— 头顶平台后部鳞骨的极度扩张和前部眶后骨的缩小也为这一形态打

下了基础 (图 2 )
、 !,,,-,.、、、、 -

副型标本 v 3 2 3 6 ( 2 ) 的各项特征见原作者的描 述

(杨钟健 19 7 3 )
。

天山贫齿鳄的头后骨骼中有一串脊椎保存完好
,

(图

I E )
,

前面的七个为颈椎 ( 3一 9 )
,

后面的三个为背推
,

位

于最前部的环椎和枢椎 已经缺失了
。

七节颈推的形态基

本一致
,

它们的椎体短
,

乎凹型
,

腹面有发育完好的腹棱
,

两侧微凹
。

神经脊保存不好
,

但从第 5
、

第 8 颈椎保存的

部分推测它不会太高
。

横突粗壮
,

自神经弓处强烈下斜
,

且自前向后倾斜度逐渐减弱
。

副突 ( aP
r “ p oP 场iss ) 位于

推体的前缘
。

第 4 、
5

、
6 颈椎有部分颈肋保存

。

三节背

椎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

椎体平凹型
,

两侧向中间收缩
,

横

突基本处于水平的位置
,

副突则自前向后逐渐上移
,

在第

3 背稚上副突已十分靠近横突的位置
。

讨论 夭山贫齿鳄最初被归人原 鳄 亚 目 ( rP ot os u -

hc i a )
,

但当时划分的主要依据— 翼骨齿
,

在标本上是

并不存在的
,

它的愕部没有保存
,

因此这一分类无法从次

,~.
一~

V
协

\ \,,,,,-̀钊

图 2 天山贫齿鳄头骨顶

面复原图

F i g
.

2 T h e r e e o s tr u e t io n o f t h e

d ot sa l v i e w o f E d ` 月 t o ` u c h “ s

t ie 刃 s入a 刀 e 称 ` it

生愕的结构上得到证实
。

虽然在一些特征上天山贫齿鳄与原鳄亚目的成员有相似之处
,

但它的平凹型的脊推
,

左右愈合的额骨和顶骨
,

有下沉趋势的眶后棒等各项特征都表明它

应该是中鳄亚 目 ( M
e s o su hc i , ) 的一个成员

。

在中鳄亚目中长吻的 Ph ol i do s a u r i d a e ,

G o n io p ho li d i d a e ,

短吻而粗壮的副鳄科 ( p a r a ll ig a一

ot ir d a e

) 和海生的真晰鳄科 ( leT co s au ir d ae ) 等都与天山贫齿鳄相差甚远
,

可以与它进行比

较的是奇鳄科 ( A t o p o s a u r i d a e
) 和背鳄科 (N

o to s u e h id a e
)

。

前一个科的成员生活于北半球
,

主要是欧洲和北美
,

中国也有唯一的代表营县山东鳄 ( s h韶 t如 go , cu h“ ;
hc 动万 , ` 。 l’s ) (杨

钟健 19 6 1 )
,

时代为晚侏罗世 ;而后一个科的成员生活于南美的晚白至世
。

事实上这两个

科的成员在头骨形态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

它们都有短的吻部
,

大的眼孔和小的颗孔
,

它们

的眶后棒都下沉
,

天山贫齿鳄在这些特征上是与它们一致的
。

奇鳄科的成员个体都十分

小
,

它们的头长从 35 毫米到 80 毫米
,

身体最长可达 夕90 毫米 ; 背鳄科则包括了从小一中

等体型的几个属
,

其中 N o , o s u动 “ ,
头长可达 1s D毫米

, v , u g “ a s u c h“ s
的体长可达 1 2 0 0 毫

米
。

天山贫齿鳄的头长估计为 50 一 60 毫米
,

更接近于奇鳄科
。

在另外一些特征上天山贫

齿鳄又与背鳄科的成员接近
,

一是它们的鳞骨都向后外侧扩展
,

这一特征也见于原鳄亚 目

的 o rt 人口: “ `
加

, ,

但在天山贫齿鳄和鸟拉圭鳄 ( u 、 圳。 “ 动。 ) 中它们达到一个极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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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

由于鳞骨的扩张
,

使头顶平台的后部大大加宽
,

使动物具有一深的外耳道和中耳

区
。

二是大部分鳄类的齿列都保持原始的特征
,

具有为数众多的同型齿
,

它们大多为锥

状
,

微侧扁
,

向内弯曲
,

有前后棱
。

但背鳄科的几个属在牙齿形态上发生分化
,

在数量上缩

减
,

它有门齿型齿 ( I
n e is i f o r m to o t h ) 3一 4 个

,

大的犬齿型齿 ( e a n i n i f o r m t o o th ) 1 个
,

上

领骨齿 7一 11 个
,

齿骨齿 10 一 16 个 ( st ee l 19 7 3 )
。

天山贫齿鳄的这一特点则更为突出
,

它

的门齿型齿缩减为 1 ,

犬齿后齿为 7 , l 个犬齿状齿极大且粗壮
。
牙齿形态的分化也更为

明显
,

它的门齿型齿为简单的锥状
,

而犬齿后齿的齿冠为上大下小的圆柱状
。
在对它们的

脊椎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到天 山贫齿鳄和奇鳄科的成员都有平凹型的脊椎
,

而背鳄科的几

个属的椎体被描述为轻微的双凹 ( s l i g h t : m p h ie o e l o u s
)
。

经过上述的比较依旧不能对天 山贫齿鳄的归 属 得 出 肯 定 的 结 论
,

它在一些特征

上— 个体大小
,

地理分布
,

与奇鳄科相符
,

在另一些特征上— 头顶形态
,

牙列的分化与

齿数的缩减
,

又与背鳄科一致
。

天 山贫齿鳄产于新疆吐谷鲁群的上条带层
,

与之同层产出

的准噶尔翼龙 ( D s“
鳍 iar tP , us )

、

艾里克敏捷龙 ( hP ac 击 ol 。 : 。 川 ;
) 等被认为是早 白至世的

代表 (董枝明 19 73 )
,

而顾知微根据淡水瓣鳃的材料认为吐谷鲁群的时代应为晚侏罗世

(顾知微 1 9 6劝
。
如果拿天 山贫齿鳄和产于晚侏罗世的奇鳄科的成员首县山东鳄进行比

较
,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二者在头骨形态
、

齿列和齿数
、

颈椎数 目上的区别
。

营县山东鳄被

认为和晚三迭世 的一些假鳄类
,

如 S Ph。。 , “ `人“ , 十分相似 (杨钟健 19 6 1 )
,

具有原始的特

征
,

而天山贫齿鳄在这些特征上则倾向于晚 白至世的背鳄科
,

所以吐谷鲁群的时代以早白

坚世为宜
。 R o m er ( 19 6 6 ) 认为 N

o t o s“ c人u s 和南美的属可能是由
a t o p留 a u r i d s 发展而来

的
,

天山贫齿鳄生活的时代虽然介于二者之间
,

但由于齿列的过度特化它似乎不可能成为

这两个科之间的联系环节
。
它的头骨形态与原鳄科的一些成员的相似性

,

似乎暗示它们

之间的亲缘关系
,

天山贫齿鳄很可能是从原鳄类中独立发展的一支
。

在目前的情况下最

好保留杨钟健所建立的贫齿鳄科 ( E den ot su hc id a e
)

,

有待更多的材料发现后进行补充和修

订
。

有关年龄
、

生态等问题的讨论 天山贫齿鳄正型标本的头骨只有 50 一 60 毫米
,

是

一个很小的鳄类
。

它的一些特征
,

如有清晰的骨缝
,

在齿骨上牙齿着生于槽中
,

没有形成

单独的齿孔等似乎说明它是一个幼年个体
,

但从另一些证据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
。

Jof fe

( 19 6 1 )通过对现生和化石鳄类的观察
,

总结出了 6 条区分成鳄和幼鳄的标准
。

他认为上颗

凹的大小和形态是随着年龄而发生变化的
,

在幼年个体中上颗凹为一小的裂隙状
,

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逐步加宽
,

在成熟期它们大致呈圆形
。

天山贫齿鳄的上颗凹已十分宽阔
,

为一

近似的圆形
,

这标志着它已进人成年期
。

此外它的头骨表面的纹饰
,

以及下领的较为粗壮

的
、

有使用痕迹的牙齿 (与副型 v 3 2 3 6 ( 2 ) 比较 )同样证明了这点
。

正型标本的上领齿槽

未被分割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
。

副型标本的下领支长度仅为正型的三分之二
,

而

且更为细弱
,

无疑应较为年幼
,

可是它的前三个犬后齿已互相间隔
,

位于单独的齿孔之中
。

这点似乎间接地证明了在正型标本中的骨质隔板是次生消失的
。

如果这一假设不正确
,

那这一特点起码不能作为正型标本是幼年个体的证据
。

从各种特征综合来看
,

天山贫齿

鳄的正型标本可能是一个刚刚进人成年期的个体
,

它的头顶平台已经形成
,

相对于眼眶后

部来看它的吻部是十分短小的
,

它的头部各骨缝仍然保持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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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贫齿鳄的下领齿列相当特殊
。

在鳄类中牙齿一般为锥状
,

微微侧扁
,

稍向内侧弯

曲
,

有前后棱
。

同时
,

由于木断的替换
,

牙齿得以保持尖厉的状态
,

它们的肉食习性是十分

明显的
。

但天山贫齿鳄的犬后齿齿冠为圆柱状
,

有平的咬合面
,

它既不同于掠夺性很强的

一些鳄类的牙齿
,

如现生的湾鳄 ( Cr oc 。
勿介 oP 。 川 ,

)
,

也不同于长吻的
、

以鱼为食的鳄类的

牙齿和齿列
,

如食鱼蟾 ( aG 厉ial
,

)
。

从牙齿的形态和排列来看
,

它与一些以植物为食的爬

行动物的牙齿不无相似之处
。

在副型标本中第 4
、

5
、 6犬后齿的齿冠仍然保存

,

它的咬合

面为浑圆状
,

而正型标本中牙齿平的咬合面显然是由使用所造成的
。

由于天山贫齿鳄的

上领和上领齿列没有保存
,

上下颇之间的咬合关系及它是怎样使用牙齿的
,

在 目前的情况

下还难于估计
。

在标本中没有见到牙齿置换的证据
,

但在爬行动物中置换的发生是不可

避免的
,

只是没有证据说它采取哪种方式— 是从齿列的侧面生出呢
,

还是齿列前端的牙

齿脱落
,

在最后长出新牙
,

整个齿列向前移动。 但牙齿形态本身似乎说明了它不能采取其

它鳄类的牙齿置换方式— 新生齿在被置换齿的下部生出
,

逐渐长大
,

同时吸收被置换齿

的根部
,

使之脱离
。

天山贫齿鳄可能和现生的鳄类一样可以在水 中和陆地上生活
。

由于

个体很小
,

在陆地上无法与同时代的恐龙竟争
,

可以到水中去躲避敌人和获取食物
,

它的

食性可能为杂食
。

本文插图由沈文龙绘制
,

图片由杜治摄制
,

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

( 1 9 8 4 年 1 2 月 1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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