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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三叠世长颈龙属 (原龙目：长颈龙科 )
一幼年个体1)

李　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摘要：记述了贵州兴义法郎组竹杆坡段 (中三叠世拉丁期 )长颈龙属未定种 (Ｔａｎｙｓｔｒｏｐｈｅｕｓｓｐ.)
一幼年个体的不完整骨架。这是该属在欧洲和中东以外的首次发现。新材料仅保存部分颈椎、
躯干和前肢。根据特殊的颈椎形态将该标本归入长颈龙属,而区别于另一种长颈的海生原龙
类———东方恐头龙 (Ｄｉ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ａｕｒ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新标本的腕骨形态简单,骨化程度弱,表明长
颈龙是终生水生的动物。 “长颈、长颈肋 ”见于多种不同海生爬行动物 (如原龙类、初龙类 ),它
们很可能都以 “吞吸 ”的方式捕食。长颈龙化石在我国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南方三叠纪海
生爬行动物群与欧洲西特提斯动物群 (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ｅｔｈｙａｎｆａｕｎａ)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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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来,贵州关岭、兴义两地的中、上三叠统中陆续发现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目前
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主要与西特提斯动物群相对应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组合。到目前为
止,该组合包括了鱼龙类、海龙类、始鳍龙类、楯齿龙类、原龙类和初龙类等主要类群。

原龙类 (ｐｒｏｔｏｒｏｓａｕｒｓ,或原蜥形类 ｐｒｏｌａｃｅｒｔｉｆｏｒｍｅｓ)是初龙型 (ａｒｃｈｏｓａｕｒｏｍｏｒｐｈｓ)动物的
最早期成员,其化石记录始见于欧洲的上二叠统,此后一直延伸至侏罗纪早期地层 (Ｃａｒｒｏｌｌ,
1988),主要分布于欧洲、北美和中东个别地区。原龙类的头骨结构,特别是其开放的下颞孔
看上去与蜥蜴类非常相似,但是方骨与鳞骨之间不具有早期蜥蜴类的 “链接式 ”关节。Ｇｏｗ
(1975)通过对南非早三叠世 Ｐｒｏｌａｃｅｒｔａ的研究,首先认识到原龙类动物属于初龙类 (ａｒｃｈｏ-
ｓａｕｒｓ),而非鳞龙类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ｕｒｓ)。晚期的原龙类中出现了一些相貌古怪的动物,它们以纤细
的体形,尤其是极度伸长的颈部为显著特征,例如欧洲中三叠世的长颈龙 (Ｔａｎｙｓｔｒｏｐｈｅｕｓ)和
我国的恐头龙 (Ｄｉ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ａｕｒｕｓ),其颈部长度都达到体长的一半以上。长颈龙曾被归入有
鳞类 (Ｗｉｌｄ,1973,1987),而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其列入原龙类 (Ｅｖａｎｓ,1988；Ｂｅｎｔｏｎ,
2005)。长颈龙长期以来被视为西特提斯动物群的特有分子,绝大部分化石都发现于欧洲,
此外仅在以色列发现过几节零散的颈椎 (Ｒｉｅｐｐｅｌ,2001)。我国目前已知确切的原龙类都是
长颈的海生类型,除了本文记述的这件幼年长颈龙类标本,还有贵州盘县关岭组 ＩＩ段 (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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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世安尼期 )中的东方恐头龙 (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ｉ,2003)。此外,新疆下三叠统水龙兽带中吉木
萨尔类原蜥 (ＰｒｏｌａｃｅｒｔｏｉｄｅｓｊｉｍｕｓａｒｅｎｓｉｓＹｏｕｎｇ,1973)的分类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龙目 ＯｒｄｅｒＰｒｏｔｏｒｏｓａｕｒｉａＨｕｘｌｅｙ,1871
　长颈龙科 ＦａｍｉｌｙＴａｎｙｓｔｒｏｐｈｅｉｄａｅＧｅｒｖａｉｓ,1858
　　长颈龙属 ＴａｎｙｓｔｒｏｐｈｅｕｓＭｅｙｅｒ,1852

　　标本编号　ＩＶＰ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Ｖ14472。
产地和层位　贵州省兴义市岔江；法郎组竹杆坡段 (中三叠统拉丁期 )。
标本记述　化石保存在褐色泥质灰岩中。标本的头骨、大部分颈椎和四肢以及全部尾椎

缺失。躯干部完整,暴露面为背面。骨架保存长度约为51ｃｍ,骨骼细小,系幼年个体(图1)。
颈椎：只保存最后 5节颈椎,其长度和宽度如表 1所示。颈椎形态与欧洲的 Ｔ.ｌｏｎｇｏ-

ｂａｒｄｉｃｕｓ几乎完全一致：神经棘不发育,椎体极度拉长。此外,颈肋也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一
样,极为细长,双头,向后延伸达 2～3节颈椎。这样特殊形态的颈椎在爬行动物中是绝无
仅有的,与之最为近似者为东方恐头龙 (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后者也具有特别低矮的神经棘和异
常纤细的颈肋,但是每节椎体的长、宽之比远小于长颈龙和 Ｖ14472(表 2)。通过上述特
征,尤其是椎体的长、宽之比可以推断,Ｖ14472的颈椎数应与长颈龙一致,为 12枚,而远
远少于恐头龙高达 25节的颈椎数。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不同的是,Ｖ14472最长的颈椎为
第 10节,而在前者为第 9节,但是这种现象很可能与动物的个体发育有关。

表 1　Ｔａｎｙｓｔｒｏｐｈｅｕｓｓｐ.(Ｖ14472) 幼年个体颈椎的测量
　　　　　　Ｔａｂｌｅ1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ＣＶ8～12) ｏｆＶ14472　　　 (ｍｍ)

第 8颈椎
(ＣＶ8)

第 9颈椎
(ＣＶ9)

第 10颈椎
(ＣＶ10)

第 11颈椎
(ＣＶ11)

第 12颈椎
(ＣＶ12)

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51.30 65.10 73.25 67.00 40.10
颈椎中部宽度
(ｍｉｄｄｌｅｗｉｄｔｈ) 7.45 7.25 8.60 9.30 ꎿ 9.05

表 2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和 Ｖ14472最后 5节颈椎长、宽比例的对比
Ｔａｂｌｅ2　Ｒａｔｉｏ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ｌａｓｔ5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ｅｉ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ａｎｄＶ14472

倒数第 5颈椎
(—ＣＶ5)

倒数第 4颈椎
(—ＣＶ4)

倒数第 3颈椎
(—ＣＶ3)

倒数第 2颈椎
(—ＣＶ2)

倒数第 1颈椎
(—ＣＶ1)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 7.03 9.37 10.57 9.47 4.39
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3.5 3.2 3 2.1 2.1
Ｖ14472 6.89 8.98 8.52 7.20 4.43

　　躯干：肩带骨骼互相叠覆,暴露不清,可辨认出肩胛骨、乌喙骨、锁骨、间锁骨的远端,
另有 11节背椎及肋骨、腹肋等。肩胛骨、乌喙骨都是大型盘状骨,前者的中部表面布满粗
壮的小突起。乌喙骨大部分被肩胛骨覆盖,具体形态观察不清。锁骨近端略缺失,远端完
整,呈勺状。间锁骨仅暴露其最前端,略呈三角形,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有所区别,后者基本
为梯形。第 4、5、6背椎暴露较清晰,椎体长约 12ｍｍ,神经棘高而宽大。肋骨细长,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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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头形态不明显,远端扁平、宽大。腹肋密集,略呈弧形。该标本从第 10颈椎一直到腹部
位置,连续分布着大量极为破碎的细小骨骼,似乎是被消化后的食物残渣,其中只有一颗
位于腹部的钉状牙齿以及部分近似鱼类椎体的骨骼可以勉强辨认。腰带部分骨骼亦相互
覆盖,髂骨、坐骨暴露相对充分,形态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之髂骨、坐骨无异。仅暴露一枚荐

图1　长颈龙属未定种幼年个体不完整骨架 (ＩＶＰＰＶ14472)
Ｆｉｇ.1　Ａ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ｏ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Ｔａｎｙｓｔｒｏｐｈｅｕｓｓｐ.(ＩＶＰＰＶ14472)

简字说明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ｅ中央腕骨；ｃｌ.ｃｌａｖｉｃｌｅ锁骨；ｃｏ.ｃｏｒａｃｏｉｄ乌喙骨；ｃ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ｒｉｂ颈肋；ｃｖ.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颈椎；ｄｖ.ｄｏｒｓ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背椎；ｆｅ.ｆｅｍｕｒ股骨；ｇ.ｇａｓｔｒａｌｉａ腹肋；ｈｕ.ｈｕｍｅｒｕｓ肱骨；ｉｃｌ.ｉｎｔｅｒ-
ｃｌａｖｉｃｌｅ间锁骨；ｉｌ.ｉｌｉｕｎ髂骨；ｉｓ.ｉｓｃｈｉｕｍ坐骨；ｒ.ｒａｄｉｕｓ桡骨；ｒｂ.ｒｉｂ肋骨；ｒｅ.ｒａｄｉａｌｅ桡侧腕骨；ｓｃ.ｓｃａｐｕｌａ肩

胛骨；ｓｃｔ.ｓｔｏｍａｃｈｃｏｎｔｅｎｔ胃容物；ｓｖ.ｓａｃｒ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荐椎；ｕ.ｕｌｎａ尺骨；ｕｅ.ｕｌｎａｒｅ尺侧腕骨

椎,椎体腹面中部似有一脊,横突宽大,前缘平直,后缘呈向前凹入的弧形。
四肢：左前肢基本完整,右前肢远端指节缺失,后肢保存右侧股骨和左侧股骨的近端

部分。肱骨长约 5.1ｃｍ,尺骨长 3.4ｃｍ,桡骨长 3.6ｃｍ。股骨长 9.2ｃｍ,略微扭曲呈 “Ｓ”
状。左前肢可见 3枚腕骨,皆呈圆形,两枚较大者分别为桡侧腕骨和尺侧腕骨,另一枚极
小,为中央腕骨。右前肢虽不完整,但有 4枚腕骨保存,包括两枚中央腕骨,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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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ｃｕｓ腕骨的骨化数目一致。指式为 2—3—4—4—3,亦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相同。
对比和讨论　1)Ｖ14472的分类地位：因体形过于细长,长颈龙属已知标本大都非常

破碎,很多仅为零散的颈椎,很难将种间差异与个体发育造成的差异以及个体差异相区
分。长颈龙属可能包括 2～3个种 (Ｒｉｅｐｐｅｌ,2001),但其中明确的有效种只有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
ｄｉｃｕｓ。除在以色列发现的几节零散颈椎 (Ｒｉｅｐｐｅｌ,2001)外,长颈龙属标本全部产自欧洲,
时代为 ｌａｔｅＯｌｅｎｅｋｉａｎ到 ｌａｔｅＮｏｒｉａｎ。这种动物的颈椎形态之特殊,在爬行动物中可谓绝
无仅有,因此哪怕是非常破碎的颈椎也可以辨认。欧洲的 Ｍａｃｒｏｃｎｅｍｕｓ以及北美 Ｔａｎｙｔｒａ-
ｃｈｅｌｏｓ都与长颈龙有密切关系,但是其颈部的加长程度———无论是每节颈椎的加长还是颈
部总体的加长,都远不及长颈龙。我国的东方恐头龙与长颈龙颈部结构比较相似,也具有
极不发育的神经棘和异常纤细的颈肋,但是其椎体的长、高之比远小于后者。支序分析表
明,尽管每节颈椎的结构相似,但是长颈龙 (12节颈椎 )与恐头龙 (25节颈椎 )的长颈只是
一种趋同现象 (Ｌｉｅｔａｌ.,2004)。长颈龙的颈椎存在异速生长现象 (Ｗｉｌｄ,1987；Ｔｓｃｈａｎｚ,
1988),成年个体颈部的相对长度要大于幼年个体。在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中,幼年个体颈部
长度为体长的 45% ～50%,而在成年个体中达到 60% ～65%。Ｖ14472仅保存最后 5节
颈椎,全长 29.7ｃｍ,在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幼年个体中这部分骨骼约占动物颈部全长的
59%,据此测算,Ｖ14472号标本的原始长度约为1.01～1.12ｍ,而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成年个
体的体长可达 3～6ｍ。除了间锁骨前缘形态和第 9、10颈椎的相对长度略有差别外,
Ｖ14472与 Ｔ.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ｃｕｓ非常相似。由于标本系幼年个体,并且一些关键部位,包括头
骨、大多数颈椎以及后肢缺失,这里仅将其视为一长颈龙属的未定种。

2)长颈龙的生活环境及颈部的运动方式：长颈龙类化石被发现之初,其零散的细长椎体
曾被误认为翼龙的指骨,长颈龙从而也被复原为类似翼龙的动物 (Ｂａｓｓａｎｉ,1886；Ｎｏｐｃｓａ,
1923)。比较完整的标本出现后,对长颈龙的复原仍旧一直存在争论。长颈龙曾多次被视
为陆生动物 (Ｐｅｙｅｒ,1955；Ｋｕｍｍｅｒ,1972),Ｗｉｌｄ(1973)根据幼年标本上的 “三尖齿 ”认为
其幼年个体是陆生动物,捕食昆虫,成年后进入海洋生活。Ｖ14472虽然没有保存头骨及
后肢等关键部位,但是腕骨的简单形态和弱的骨化程度 (骨化数目少,幼体和成体中都是
4枚 )都是其适应水生环境的明显特征。因此,长颈龙应该是终生海生的爬行动物。

中生代海生爬行动物通过两种方式演化出超长的颈部,第一种见于鳍龙类,在早期的
幻龙和后期的蛇颈龙中,动物的每节颈椎都很短,颈肋也很短,而颈椎的数目极大,最多可
达 70节左右。第二种方式见于海生原龙类,其颈椎、颈肋都很长,但是颈椎数目相对很
少,在长颈龙和恐头龙中分别为 12和 25节。因此,对于这两种结构炯异的长颈,如果它
们的运动方式不一样,那么后者更有可能是僵直的。由于长颈龙的颈肋特别细长,达到 2
～3节椎体的长度,因此,每2节椎体之间的连接处都被2～3组,或者说4～6根颈肋束缚
着。由此可见,如果这些颈肋不具有一定程度的柔韧性,那么这样一条长颈就无法弯曲,
更无法灵活运动。Ｌｉｅｔａｌ.(2004)在讨论东方恐头龙的颈部功能时曾提出过一种 “吞吸 ”
的捕食方式,即对于一条无法灵活运动的长脖子而言,利用颈部肌肉的突然收缩控制细长
的颈肋,通过食道体积的猛烈扩张而产生 “吸力 ”,从而捕捉猎物。目前,越来越多 “长颈、
长颈肋 ”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被发现,除原龙类外,还有近期发现的初龙类 (Ｌｉｅｔａｌ.,
2006)。不同类群的海生爬行动物通过趋同演化,同时采用了这种 “吞吸 ”的捕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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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上扬子地区发现的中、晚三叠世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已经有多个门类可以与
欧洲的标本完美对应,除两地共有的长颈龙属、鸥龙属 (Ｌａｒｉｏｓａｕｒｕｓ)和幻龙属 (Ｎｏｔｈｏｓａｕｒｕｓ)
外,又如始鳍龙类 (Ｅｏｓａｕｒ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ａ)中的 Ｎｅｕｓｔｉｃｏｓａｕｒｕｓ(欧洲 )与贵州龙 (Ｋｅｉｃｈｏｕｓａｕｒｕｓ中
国 )；海龙类 (ｔｈａｌａｔｔｏｓａｕｒ)中的 Ａｓｋｅｐｔｏｓａｕｒｕｓ(欧洲 )与安顺龙 (Ａｎｓｈｕｎｓａｕｒｕｓ中国 )；楯齿龙类
(Ｐｌａｃｏｄｏｎｔｉａ)中的 Ｃｙａｍｏｄｕｓ(欧洲 )与中国豆齿龙 (Ｓｉｎｏｃｙａｍｏｄｕｓ中国 ),砾甲龟龙 (Ｐｓｅ-
ｐｈｏｃｈｅｌｙｓ中国 )与 Ｐｌａｃｏｃｈｅｌｙｓ和 Ｐｓｅｐｈｏｄｅｒｍａ(欧洲 )。这些对应关系清楚表明,在三叠纪中、
晚期,特提斯洋东、西两端动物群的性质是非常一致的。目前的化石资料显示,上述地区间
的这种一致性要远远超出它们与东太平洋 (北美西部 )动物群之间的相似性。

致谢　本文记述的标本由丁今朝修理,高伟照相,笔者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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