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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辽西义县组发现一大型禽龙类恐龙
,

根据其头骨形态和牙齿特征建立一新属
、

新种
—

杨氏锦

州龙 i(J nz h o us a ur us y a n ig g e n
.

et sP
.

n o v
.

)
.

杨氏锦州龙某些特征比 已知多数禽龙类原始
,

但大部分特征

接近于早 白里世的一些进步禽龙类
,

如前上领骨像部 中等扩大和牙齿形态及排列方式等
.

锦州龙的另

外一些特征非常接近鸭嘴龙类
,

比如眶前孔不发育等
.

锦州龙的这种奇特特征组合对于研究禽龙类的

演化和鸭嘴龙类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

锦州龙发现于义县组中部
,

层位高于四合屯化石层
,

是辽西热

河生物群发现的第一个大型恐龙化石
,

丰富了热河生物群的组成
.

锦州龙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热河生

物群的时代为早 白里世
,

与同位素测年确定的年代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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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龙类 (Ig u an o d o n it a )包括禽龙科 (Ig u an o d o n it d ae )

和一些相近的大型鸟脚类恐龙属种
,

代表一个介于

棱齿龙科 (H y p s il o p h o d o n t id ae )和鸭嘴龙超科 (H a
dr

o s a -

u r i d e a )之间的并系类群 (p a ar p h y l e it 。 g or u p )I’间
.

禽龙类

是非常繁盛的鸟脚类恐龙之一
,

体形庞大
,

身长达

5 、 10 二 禽龙化石首先发现于英格兰
,

是最早发现

和记述的恐龙化石 5[]
,

其生存时代为晚侏罗世到早

白翌世
,

个别种类延续到晚白垄世
,

广泛分布于除

南极之外的各大陆
,

其中欧洲早白至世地层中最为

丰富 4I[
,

最近
,

在辽宁西部阜新
一

义县盆地义县组中部湖

相沉积中
,

发现一具保存完整的禽龙类骨架
.

化石产

于锦州市义县头台乡白菜沟
,

共生水生爬行动物潜

龙 61[
、

翼手龙类和反鸟类等
.

该化石点与相邻同一层

位的河夹心
、

万佛堂等化石地点一起成为辽西地区热

河 生物群另一个重要的化石产地
.

该禽龙化石是辽

西热河生物群发现的第 1件大型恐龙化石
,

极大地丰

富了生物群的内容
,

对深人了解热河生物群的组成

结构
、

生态环境以及研究禽龙类的演化和鸭嘴龙类的

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主要对这一新 的禽龙类的头骨化石进行初

步研究
,

头后骨骼将在修理后作详细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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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名词源
`

,iJ nz h o u’’
,

正型标本产地所在市
“

锦

州
”

的汉语拼音
.

属型种 杨氏锦州龙 (新属
、

新种 )J inz h ou as ur us

y a n g i g e n
.

e t s P
.

n o v
.

特征 同属型种
.

杨氏锦州龙 (新属
、

新种) J in hz o u s a u ur s , a o g泛g e n
.

e t s p
.

n o v
.

种名词源
“

aY gn
” ,

中国姓氏
“

杨
”

的汉语拼音
,

种名献给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
、

中国恐龙研究第一

人杨钟健先生
.

特征 大型禽龙类
,

估计身长约 7 m
.

头骨长度

约 5 0 0 m m
,

高约 2 8 0 m m
.

眼眶前部长
,

大约为头骨

长度的 64 % ; 上领骨三角形
,

向前的突起窄而长 ; 无

眶前孔 ; 额骨完全愈合为一块骨片
,

位置靠前接近眼

眶前缘
,

额骨不参与眶的形成 ; 方骨弯曲 ; 上颖孔 向

前外侧延伸 ; 方颧骨较大
.

前齿骨腹突单叶 ; 下领骨

下缘平直
,

下领齿少
,

下领齿向后增大
、

弯曲
.

正型标本 一件保存完整头骨的近完整化石骨

架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编号
:

IV p p V 12 6 9 1)
,

见图 1 和 2 (头骨部分 )
.

地点与层位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头台乡白菜沟
,

义县组中部大康堡层 (相当于大王杖子层 )
,

时代为早

白翌世 H a u t e r iv i a n
期 (J zK 界线为 13 5 M a )或 B a r r e m i a n

期 ( JzK 界线为 1 4 4 M a )
.

描述 一近完整的化石骨架
,

体长约 7 m
.

头骨

左背斜压保存
,

左视见前上领骨
、

上领骨及其部分牙

齿
、

鼻骨
、

泪骨
、

前额骨
、

额骨
、

眶后骨
、

眼睑骨
、

顶骨
、

颧骨
、

方颧骨
、

隅骨
、

上隅骨
、

方骨
、

副枕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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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

舌骨
、

前齿骨
、

齿骨及其牙齿等
.

头骨 头骨长约 5 0 0 m m (头骨长度按吻端至顶

骨后缘计 )
,

高约 2 80 m m (高度从眼眶前缘处的额骨

中缝至 齿骨下缘计 )
,

眶前部长
,

约 占头骨长 度的

64 %
.

从吻部前端到眼眶处
,

前上领骨和鼻骨缓慢抬

升隆起呈弧状
,

颅顶 比较平直
.

枕区的大部分骨骼被鳞骨和顶骨叠压覆盖
,

仅

左副枕骨突被折压充填在左上颖孔 中
.

顶骨前端和

侧缘分别与额骨和眶后骨连接
,

后缘与鳞骨关联
,

共

同组成上颗孔 ; 左右顶骨在中线处愈合
,

最大横向宽

度约为 13 0 m m
,

前后长度约 75 m m
,

比其他禽龙类

中宽
.

后部有一较发育 的矢状崎
.

上颖孔均保存
,

右

侧较好
,

基本保持原始形态
,

为前窄后宽的不规则椭

圆形
,

长约 90 m m
,

宽约长度的一半
,

长轴指向前外

侧
,

与 o u
ar

n o s a u r u s 的上颖孔相似 [4
,

, ]
,

而与 gI u a n o j o n

区别明显
,

gI ua no d on 颗孔的长轴一般指 向前或内

侧 l4, “ ,9]
.

额骨完全愈合成一块骨片
,

前缘与鼻骨相连
,

缝合

线平直 ; 外缘与眶后骨及前额骨接触
,

后缘与顶骨接

触
,

缝合线不平直
,

O u ar n o s a u
ur

, 和 ca 呷 ot s a u o s“
,

, o ]中

骨缝平直
,

而 gI au no do
n
中骨缝弯曲l’;] 额骨位置靠

前
,

延伸至近眼眶前缘
.

不同于其他禽龙类
,

额骨不

参与眼眶的形成
.

鼻骨中前部略有破损
,

后部可能由

于挤压变形塌陷
,

形成一坑
.

鼻骨后部宽
,

向前变窄

形成脊状
,

相对纤细
.

背缘向上隆起弯曲
,

和前上领

骨突相 连
,

接触界线一直从外鼻孔延伸到额骨和前

额骨关节处
.

鼻骨中轴形成一浅沟
,

一直延伸到前上

领骨
,

鼻骨向前延伸至近外鼻孔前缘
.

鼻孔较大
,

长

约 2 10 m m
,

现保存的鼻孔狭长
,

与挤压有关
.

前上领骨大而长
,

长约 30 0 m m
,

约占整个头骨

长度的 6 0%
.

吻端膨大
,

与鼻骨共同组成禽龙类典型

的头部形态特征
.

前上领骨侧突较大
,

向后加宽
,

下

缘与上领骨的背缘相连
,

上缘一直延伸至泪骨并与

之连接
,

组成外鼻孔的侧下缘 ; 吻部明显向腹方延伸
,

低于上领骨和齿骨齿列基部的水平延伸线
.

外鼻孔

前缘延伸部位的侧窝明显
.

前上领骨的嚎部中等扩

大
,

大约是头骨基部长度的 1/ 5 强
.

上领骨相对较小
,

呈三角形
,

背突是最高点
,

长约 170 m m
,

最高 80 m .m

在上领骨上可见多个齿营养孔
,

但没有发育眶前孔
.

在其他禽龙中
,

北美的 gI u a n o j o n l a k o t a e n s i: 眶前孔

最大「川
,

其他的都比较小
.

颧 骨上领突前端似乎关节 于泪骨后缘的槽中
,

主体形成眼眶腹缘
.

眶后突斜向上与眶后骨腹 突连

接
,

共同组成眼眶的后侧缘
.

颧骨后部叠压在齿骨冠

状突之上
,

呈大的薄板状
,

上缘组成下颖孔的腹缘
.

方颧骨较发育
,

似乎没有参与下颖孔后缘的形成
.

泪

骨较大
,

呈不规则的三角形
,

与上领骨背突和颧骨上

领骨突相连
,

组成眼眶的前缘
.

泪骨表面不规则突起

较多
,

比较粗糙
.

棒状的眼睑骨保存
,

只与前额骨关

联
.

前额骨与额骨
、

鼻骨
、

泪骨连接
,

组成眼眶的前

上缘
.

眶后骨介于眼孔
、

上颖孔和下颖孔之间
,

分别

组成眼眶的上缘和后缘
,

上颖孔 的外侧缘和下颖孔

的前上缘
.

腹突较大
,

眼孔相对较小
,

略有挤压
,

长

度变化不大
,

长约 100 m .m

鳞骨组成上颖孔的侧后缘和下颖孔的上后缘
.

鳞

骨的杯状窝与方骨上关节之间略有错动
,

导致下颖孔

变形
.

鳞骨前方骨突组成下颖孔 的后上缘
,

控制方骨

的运动
.

左右鳞骨在头骨后部的顶面相关联
,

使得顶

骨与枕区分离
.

下颗孔呈椭圆状
.

方骨下缘与上隅骨

连接
,

上缘应与鳞骨的杯状窝关联
,

由于挤压
,

现位于

鳞骨外侧
.

方骨干弯曲
,

向外倾斜
,

方骨孔发育
.

弯曲

的方骨与 gI u a n o
由

。 。功 e功 e

漩
n s is Ig ]

,

ca 呷 ot s a u
ur

s l , o ]

和 o u
ar

n o as u
ur

s [7 ]比较相似
,

与 gI u a n o
由

n 吞e nr i s
-

s a : te n s i s ls ]和 尸or 占a e t or s a u : u s [ ’ “ ]不 同
,

后二者方 骨

平直
.

下领骨 下领骨包括前齿骨
、

齿骨
、

隅骨
、

上隅

骨
,

关节骨不清楚
.

前齿骨叠压在前上领骨吻端
,

吻端具锯齿状结构
,

腹 突单叶状
,

前部略有分叉
.

齿骨保存完整
,

长约

3 5 0 m m
,

最高约 9 0 m m
.

下缘和上缘平直
,

这与 gI au
-

n o
do

n 和 尸or b a ct or as ur u : 不同
,

它们的下领骨向下弯

曲呈 弓状
,

而与 ca mP ot sa u ur : 和 口 “ ar no sa “
ur

: 比较

相似 14]
.

齿骨关节突发育
,

近于垂直向上
,

后侧较陡

直
,

与上隅骨相接
.

齿骨外侧具有 6~7 个发达的齿营

养孔
,

齿骨第 1齿与前齿骨之间大约有两个牙齿的距

离
,

这是禽龙和进步鸟脚类 的共有特征 4[]
.

上隅骨前

部与齿骨后缘关联
,

后部形成方骨关节窝
,

是下领骨

与头骨关联的主要关节部位
.

上隅骨孔发育
.

隅骨仅

暴露很小一部分
.

牙齿 上领骨的大部分牙齿被下领齿覆盖
,

仅

见 中间部分牙齿
.

上领齿比下领齿小
,

牙齿颊面主脊

非常发育
,

位置稍偏后缘
.

前边缘脊发育
,

与主脊之

间有一极其微弱的次级脊 ; 无后边缘脊
.

齿骨至少具

有 16 枚牙齿
,

牙齿向后有变大的趋势
.

齿冠磨蚀严

WWW
.

S C jC h i n a
.

C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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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大部分牙齿仅剩很短的一段
,

冠面向外倾斜
.

其

中第 1 和 2 齿为刚刚替换的没有任何磨蚀的替换齿
,

侧缘发育边缘小齿
.

第 6 齿可见新出的具边缘小齿的

替换齿
,

旧齿仍未完全脱落
.

牙齿颊面在内侧
,

无法

观察
,

推测应该具棱
.

2 对比与讨论

根据锦州龙个体的大小
,

头骨具有大的外鼻孔
,

前上领骨吻端下延
,

从吻部前端到眼眶处前上领骨

和鼻骨缓慢抬升隆起呈弧状
,

颅顶 比较平直
,

上
、

下

领骨发育单排牙齿以及颊面具棱
、

侧缘发育边缘小齿

等特征
,

锦州龙无疑属于鸟臀 目鸟脚亚 目的禽龙类
.

禽龙类主要有 gI u a n o
do

n ,

ca 呷 ot s a u r u s ,

o u
ar

n o -

s a u
ur

s ,

腼
r r a合u r

ar
s a u r u s l ’ 3 ]

,

尸or 石a c r or s a u r u : 和

肠叮
a n g o s a u r u s [’ 4 ]

,

其中 gI u a n o j o n ,

o u ar n o s a u r u s ,

p or b a c t or s a u r u s 和 Na
n夕a n g o s a u r u s

代表进步的禽龙

类
,

而 C a

呷
t o s a u r u 、 相对原始 [ ,

,

4
,

, 4 ]
.

锦州龙的特征组合不完全相同于已知其他禽龙

类
.

锦州龙具有一些原始特征
,

可以区别于大多数禽

龙
.

它的下领牙齿数目较少
,

不同于已知大多数禽龙
.

它的前齿骨腹突单叶
,

也未见于其他禽龙
.

同时
,

锦

州龙具有一些很进步的特征
,

比如它的额骨前缘接

近眼眶前缘
,

额骨不参与眼眶的形成
,

眶前孔不发育
,

这些特征未见于其他已知禽龙类
,

而与鸭嘴龙类非

常类似 l2, ’ 5 ]
.

锦州龙的一些特有特征
,

把禽龙类和鸭

嘴龙类进一步联系起来
.

这一重要发现
,

为研究禽龙

类的演化和鸭嘴龙类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

锦州龙与 gI “ a n 口d on 比较相似
,

它们共有特征包

括 眶前部分长而高
,

眼孔前缘至前上领骨吻端长度

大于头骨长度的一半
,

上领骨三角形
,

向前的突起窄

而长
,

前齿骨吻端有小的突起和窝
,

额骨愈合
,

眼睑

骨 只与前额骨关节等
.

不同特征包括下领骨下缘平

直
,

不向下弯曲呈弓状
,

眶前孔不发育
,

上颖孔向前

外侧延伸
.

锦州龙上
、

下领牙齿数 目也较少
,

下领牙

齿数为 16 枚
,

上领牙齿估计有 1 6一 17 枚
.

而 gI ua no
n

上领牙齿数为 23 ~2 9 枚
,

下领牙齿 2 1、 2 5 枚 8[, 9]
.

锦州龙和发现于我国的 尸 or b ac t or s a u
ur

、
也具有

一些相似特征
,

比如左右鳞骨相关联
,

上领齿颊面主

脊非常发育等
,

但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
,

比如方骨

弯曲
,

齿骨平直等特征
.

尸or b ac t or s
au ur

: 上
、

下领骨

分别具有超过 23 和 2 1、 23 枚牙齿
,

并且具有两个以

上的替换齿
,

与鸭嘴龙关系最近 4[, ’ 4
,

’ 5〕
.

锦州龙的一些特征与比较原始的 ca mp to s
au ru

, 和

比较进步的 口“
ar on as u

ur
:
相似

,

如平直的下领骨下缘
,

弯曲的方骨等以及与 O “
ar no

s
au ur

:
类似的前外伸的

上颖孔
.

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
,

如头骨形态和方颧骨

较大等
.

牙齿数目的差别也较大
,

其中 ca mp ot as u
ur

:

上
、

下领骨分别具有 14 和 16 枚
,

O u ar n os au ur :
为 22

和 23 枚
,

下领牙齿略少于上领齿 14]
.

根据上述对比讨论
,

辽西义县组新发现的禽龙

类化石与禽龙类已知的属种有一定的区别
,

据此建

立一新属
、

新种
.

禽龙类化石在我 国北方下 白奎统地层 中陆续发

现
,

已经记述的有 2 属 4 种
,

即内蒙古大水沟组的

p or b a c t or s a u r u s g o b i e n s i s 和 尸
.

a la s人a n i c u s [ ’ 2 ]
,

甘肃

新 民堡群的 p
.

m a z o n g s h a n e n s i s [ ’ 6 ]和河南桑坪组的

肠
n , a n g o s a “ : u , z九u g e i i [’ 4 ]

,

这些化石或缺失头骨
,

或

头骨保存不完整
,

无法进行比较详细的对比
.

辽西热

河生物群中已经报道 的鸟臀类恐龙包括角龙类的

尸s i t at e o s a u r u s [ ’ 7 ]和原始鸟脚类 介人
o lo s a u r u s [’ 8 ]

,

都属

于小型鸟臀类恐龙
.

锦州龙是辽西热河生物群首次

发现 的大型鸟臀类恐龙化石
,

也是我国乃至亚洲迄

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禽龙类化石
.

禽龙类是大型鸟脚类恐龙中的著名代表
,

广泛分

布于欧洲
、

北美
、

亚洲
、

非洲和澳洲的下 白噩统地层

中
,

其中 gI ua no d on 发现于英格兰
、

比利时
、

西班牙
、

德国 we
al d en 及其相当的层位

,

时代为 Va lan ig in an
-

A lb i a n [4 ]以及北美 B a rr e m i a n
期的 L a k o t a 组 [” ]

.

亚洲

的禽龙类化石记录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和蒙古下白

噩统地层 中
,

层位与热河生物群的层位大致相 当或

略高
,

非洲的 口 u
ar no sa “

ur
: 和澳大利亚的 材

“
att bu arr

-

s a u
ur

s ,

时代为早白坐世 A p it a n 一

A l b ian [4
,

,
,

” ]
.

锦州龙化石地点相当于义县组大康堡层 「’ 9 ] ,

层

位高于以四合屯化石地点为代表的尖 山沟层
,

属于

热河生物群第 2 个化石层位 20[ 〕,

相当于义县组中部

大王杖子层
.

该地点及其邻区相同层位近年来发现

大量脊椎动物化石
,

与锦州龙共生的潜龙
、

翼手龙类

和反鸟类等脊椎动物组合可与凌源大王杖子层对 比
,

同位 素年 龄 约 1 22 .5 M alz l]
,

时代 为 早 白奎 世

H a u t e r i v i a n
期 (J /K 界线为 13 5 M a )或 B a rr e m i a n

期 (J /K

界线为 14 4 M a)
.

锦州龙的头骨特征总体上与分布于

下白要统地层中的 gI u a n o j o n 和 尸 or 占a e r or s a u ur : 比较

接近
,

其生存时代为早白翌世
,

与同位素年龄确定的

时代吻合
.

致谢 周 忠和
、

董枝明研究员在标本观察中给予指导
,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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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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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会员近 2 0 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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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页面访问次数超过 80 00

次
.

cs i cb i 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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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

周到的全文阅读服务 : : ic ch i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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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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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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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不同地区的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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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f 格式
、

数据库检索形式 )
,

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要求
.

细致人微的作者投稿服务 : cs ich i an
.

co m 提供了从模板下载到稿件状态查询等一系列服务
,

形成流水线式的体系
,

服

务于作者
.

开放
、

友好的信息发布服务 : 用户在 s ic hc ina .c o m 上可以找到有关中国科学杂志社及 《科学通报 》
、

《中国科学 》 两刊的

许多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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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客户服务程序向杂志社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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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访问中国科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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