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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关岭三叠系中一奇特的循齿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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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述 了产 自贵州省关岭县法郎组 瓦窑段 一豆 齿龙类新属种— 多板砾 甲龟龙 (sP eP ho ch e ly ;

p 口 ly os et 口de mr
a ge n et sP

n o v)
.

标本为完整的头骨
、

背甲和部分四肢骨骼
.

砾甲龟龙的头骨综合体现了

欧洲 尸s eP h口de nn
。 和 lP ac oc he ly ; 两个属的共同特征

,

而背甲和腹部的结构则完全与众不同
.

砾甲龟龙

的腹部由分布于两侧部分的一系列松散的长形骨板和中部的密集的腹肋组成
,

这种结构是任何其他豆

齿龙所不具备的
.

另外
,

该标本头骨中部的一些结构十分奇特
,

目前还很难对其作出确定的解释
.

这些

结构主要涉及鼻骨与前额骨的界限以及额骨
、

后额骨与顶骨三者间的关系
.

就 目前的标本看
,

砾甲龟龙

的后额骨参与组成颖孔的前缘
,

这是循齿龙亚 目(lP ac
o d o nt in d ea )中 lP ac 口 d u ; 的特征

,

此前从未在豆齿

龙亚 目 (C y a m o d o nt of d ea )中被记录过
.

这些罕见特征的最终确立还有待于更多标本来加以证实
.

关键词 贵州 晚三盛世 捅齿龙类

作为 E o s a u r o p et 口 g i a 的姐妹群 l ’ ]
,

循齿龙类是鳍

龙类中最为特化的一支
,

其化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仅

发现于欧洲以及中东和北非部分地 区的三叠系中 .z[]

2 0 0 0 年
,

我国贵州省的关岭县境内首次发现了这类海

生爬行动物的化石 l3,4 ]
,

从而将循齿龙的古地理范围从

西特提斯洋扩展至东特提斯洋
.

目前
,

关岭动物群中

出现的海生爬行动物包括鱼龙类 14, 5]
、

海龙类 l6, 刀和循齿

龙类 {3, 4]
,

其中的循齿龙类化石都属于这一类群中具有

甲壳的一支一一豆齿龙类 (e y a m o d o n to i d e a )
.

不久前

在关岭地 区新发现了一件体形较大的标本
,

该标本

的头骨和躯干部骨骼
,

主要是背甲部分都极为完整
,

而且结构 比较清晰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结构十分

特别
,

某些特征 目前还无法与任何 已知的属种相对

比
,

可能代表了一类全新的循齿龙类头骨模式
.

1 分类学记述

爬行纲 C l a s s R e P ti li a L i n n a e u s ,

17 5 8

齿龙 目 P l a e o d o n t i a C o P e ,

1 8 7 1

豆齿龙亚目 C y a m o d o n to id e a N o Pe s a ,

19 2 3

龟龙科 p l a e o e h e l y s i d a e R o m e r ,

19 5 6

砾 甲龟龙属 (新属 ) 尸s印人o e人e ly s g e n

属名词源 p s eP h o 一 ,

希腊词
,

c h e l y s 一 ,

希腊词
,

龟
.

属型种 多板砾 甲龟龙 (新属
、

e h e ly s P o l y o s t e o d e

mr
a g e n e t s P n o v

.

特征 见属型种
.

n 0 V

砾石
、

小 卵石 ;

新种 ) sP eP ho
-

多板砾甲龟龙 (新属
、

新种 )sP eP h oc he lxs oP ly os et 口de I’m a

g e n “ t s p n o v (图版 I
,

附本刊后
,

下同)
.

种名词源 p o l y
一 ,

希腊词
,

多 ; o s te o d e r m a ,

希

腊词
,

真皮骨板
.

正型标本 完整的头骨与背 甲
,

以及部分四肢

骨骼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号
:

IV P P V 1 24 4 2
.

地点与层位 贵州省关岭县新铺乡 ; 法郎组瓦

窑段 (上三叠统卡尼阶 )
.

特征 前上领骨无齿
,

并形成长而扁平 的吻部 ;

2 枚上领骨齿 ; 前上领骨的后突大并与额骨相接触 ;

后额骨参与组成颖孔 的前缘
.

背甲由大量五边形和

六边形的小 甲板组成
,

甲板间的接缝为锯齿状 ; 甲

板表面具放射状纹饰 ; 背甲的纵轴为一浅沟
,

两侧隆

起 ; 背 甲前缘 的中部为一 凹陷
,

两侧各有一枚大型

的锥状突起
.

背甲侧壁发达
.

无腹 甲
,

腹部两侧各有
3 列松散的长形骨板

,

中部为密集的腹肋
.

注释 与所有龟龙科的成员一样
,

砾 甲龟龙的

鳞骨突与副枕骨突非常靠近
.

它的吻部扁平而无齿
,

完全由前上领骨构成
,

其形态与 lP ac oc he ly :
是一致

的
.

砾 甲龟龙具有两枚上领骨齿
,

这是 sP eP ho de mr
a

的特征
.

此外
,

它的颖孔相对来说比较长而窄
,

鳞骨

末端只有一枚结节状骨板
,

前上领骨的后突大并且

与额骨相接触
,

这些特征也都与 sP eP h od
o

mr
a 相似

.

但是砾 甲龟龙颖孔 的前 内侧边缘具有后额骨成 分
,

这在豆齿龙类 中是仅有的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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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描述与对比

头骨及躯干部骨骼
,

尤其是背 甲保存得极为完

整
,

而且没有受压变形
.

肩带
、

腰带
、

四肢和脊椎不

完整
.

头骨全长 140 3 m m
,

最大宽 96 m m
,

高度为

66 m m
,

大致呈等腰三角形
.

吻部极度突 出
,

呈鸭嘴

状
.

枕端向前凹人成倒 U 字形
.

砾 甲龟龙 的头骨除

了具 有 一 些 独 有 的 特 征 以 外
,

同 时 具有 欧 洲

尸s印人o j e r m a 和 尸 za e o e人e ly : 两个属的许多特征 (图 l
,

图版 I
一

.l)

图 l 多板砾甲龟龙 (新属 新种 I v P P v 1 24 4 2) 头骨

co :r
乌嚎骨 ; :f 额骨 ; :g 腹肋 ; hu

: 胧骨 ;i cs : 坐骨 ; l :w 侧壁 ; m : 卜

须骨 ; os :t 骨板 ; :P 顶骨 ; p :m 前 上领骨 ; p 。 : 眶后骨 ; p of : 后额骨

p:rf 前额骨 ; p ub
: 耻骨 ; :q 方骨 ; :qJ 方扼骨 ; cs : 肩脚骨 ; qs

: 鳞骨 ;v
:
脊

椎
.

本图未表示 出鼻骨
,

这枚骨片的位置 目前还难 以确定

前 上领 骨 形 成 长 而 扁 平 的 吻 部
,

无 齿
,

与
尸al co ch e ly : lP ac

o
do

n at 的形态 8I] 非常相似
.

其后部被

外鼻孔分为两支
,

外侧一支较细长
,

深深插人上领骨 ;

内侧一支较粗壮
,

末端呈 V 字形
,

位于外鼻孔与眼

眶之间
,

并且与额骨相接触
.

鼻骨的位置
,

或者说它

与前上领骨及前额骨的接触关系 目前还难 以确定
,

因此外鼻孔后缘的情况 尚不明了
,

但是这部分骨骼

的情形看上去与龟类等极少数爬行动物 l9] 十分接近

(即前额骨参与组成外鼻孔 的边缘 )
,

而在循齿龙类

中是惟一的一例
.

额骨一对
,

狭长
,

位于两眼眶之间
,

并构成眼眶内缘的前部
,

其末端位于眼眶后缘一线
.

额骨
、

顶骨以及后额骨是头骨上最难以解释的部分
.

很 明显
,

砾 甲龟龙具有一对大型的后额骨
,

奇怪的

是它们在头骨 中线相遇
,

而且包 围着顶孔
,

从而将

额骨与顶骨分离
.

尽管棕色化石表面上代表着骨缝

的黑色纹路十分清晰
,

但是对这一罕见特征最终确

认还需要 观察更多的标本
.

两侧顶骨愈合
,

形状 与

豆齿龙类顶骨的一般形状相似
.

眶后骨的形状亦与

其他豆齿龙类无异
,

但是其内侧支短
,

不与顶骨接

触
,

从而使后额 骨达到 了颖孔前缘的位置
.

后额骨

形成颖孔边缘这一 特征 在豆齿龙亚 目中是没有的
,

只有循齿龙亚 目的 lP ac 口
du

、
具有参与构成颖孔的后

额骨
.

相反眶后骨的后支很长
,

末端延伸至颖孔纵轴

中点之后
.

颖孔长 4 69 m m
,

眼眶长 2 64 m m (颖孔用即匡
= 1

.

78 )
.

上领骨粗壮
,

有一个粗壮的上升突插在外鼻

孔与眼眶之间
.

上领骨具有两枚豆状牙齿
,

后面一

枚较大
.

上领骨与扼骨的接缝位于眼眶腹缘纵轴 中

点之后
.

方扼骨和鳞骨之间的分界不清晰
.

鳞骨末

端有一枚大型的锥状鳞
.

上
、

下领紧紧咬合在一起
,

头部的腹面结构无法

完全暴露
,

除显现出一枚典型的豆齿龙类的愕齿 (黑

色
,

前后径达 25 m m )外
,

最明显的特征是短而宽的

翼骨和发达的翼骨脊
.

背甲 长 2 6 5 m m
,

宽 2 7 1 mm
,

前端有一小凹陷
,

外形与 尸s印人。口e

mr
a 。 IP i n u m t `“ l以及 p s

印h o s a u r u s

s p
.

[川十分相似
,

不同点在于多板砾 甲龟龙背 甲前缘

凹陷处的两侧各有一大型丘状突起
,

而后缘略呈双凹

形 (图 2( a)
,

图版 I
一

2)
.

背甲中轴沿脊柱方向凹人
,

形

成一浅沟
,

两侧略微隆起
,

边缘各有 10 枚左右不十

分明显 的钝圆形突起
.

背甲侧壁 ( l at
e r al w a ll) 极为发

达
,

大致 由 5 行 甲板构成
,

高达 88 m m
,

上部与背 甲

顶面垂直
,

中部 略为向内侧 凹陷
.

与新铺中国豆齿

龙 (s i n o e 夕a m o j u : x i即
u e n 、 15 )不 同

,

多板砾甲龟龙的

背 甲骨板愈合程度很深
,

其中央区 域 已观察不 到

小骨板嵌合 的痕迹
,

而形成一整体结构
,

因此看起

来 比前者更为结实
、

厚重 (图 2 (b)
,

图版 I
一

3)
.

背甲外

围包括侧壁部分的多边形骨板相对 比较清晰
.

与新

铺 中国豆齿龙明显不同的是
,

这些骨板的表面形态

十分平坦
,

没有具纵脊或呈金字塔状 的骨板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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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板的外形除六边形外
,

还有大量的五边形
,

而且

形状大多 比较规则
,

但是大小却非常悬殊
,

位于背

甲边缘者较大
.

另一方面
,

与整个背甲的表面积相

比
,

这些骨板相对较小 (直径多在 9一 14 mm )
,

因而数

目众多
,

估计总数多达数百枚
.

此外
,

在多板砾 甲龟

龙的背甲上
,

小骨板间的接缝为锯齿状
,

骨板表面

具细小纹饰
,

略呈放射状
,

因此看上去非常粗糙
.

腹部 标本腹面的所有结构都向背侧凹人
,

包

括两侧边缘部分的骨板和 中部 的腹肋
.

每侧骨板 的

大小
、

形态与背甲上的骨板完全不同
,

面积大并且形

状不规则
,

长大于宽
,

呈覆瓦状排列
,

大致为每侧 2

或 3 列
.

腹肋数目约为 19 砚 1
,

排列紧密
.

两侧的骨

板似乎和中间的腹肋相连接 (图 3
,

图版 I
一

4)
.

就已知

的标本而言
,

豆齿龙类中只有 eH no d us [`2
,

’ 3〕具有明确

的腹 甲结构
,

是 由一些极度横宽 的条状骨板构成 的

完整腹 甲
.

相 比之下
,

多板砾 甲龟龙 的腹部并不具

备典型的腹 甲
,

只是 由两侧的骨板和中部的腹肋构

成的一种保护结构
.

带骨和 四肢 只有乌嚎骨
、

坐骨和耻骨保存得

较好
,

其他骨骼保存不完整
.

肩带部分的乌咏骨完

全位于背 甲内部
,

其余部分位于背 甲的外面
.

腰带

完全位于背甲之外
,

没有第 2 背 甲存在的迹象(图 3
,

图版 I
一

4)
.

乌咏骨
、

耻骨和坐骨都是大型的盘状骨

骼
.

肩脚骨的近端甚宽
,

达 38 m m
,

而中部仅 or m .m

肪骨近端的腹面有一大型凹陷
.

3 讨论

多板砾甲龟龙是我国迄今为止描述的第 3 件循

齿龙类标本
.

由于标本保存不好
,

尹恭正等人 l4] 记述

的小型龟龙 (p l a e o e h e ly s m i n u t u s )基本上仅涉及一些测

量数据 ; 李淳 l3] 描述的新铺中国豆齿龙 ( is no cy a m od us

ix nP ue ns is) 在背 甲的长宽比例上与小型龟龙迥异
,

但

头骨外形有些相似
.

这两件标本个体都比较小
,

不

排除为幼年个体的可能性
.

由于新铺中国豆齿龙和

小型龟龙 的正型标本分别为背面和腹面保存
,

并且

毓毓毓
肠肠泥豁`护酬哟算算戈妞妞摇仙鲜鲜罄落诵诵镶镶霍夔教教黑黑瓤熬落瞬黝黝书书浙矛轰轰轰轰轰几几

、
一

少浦 H子二稚 油、 ,
侧

晰, 二曰曰曰 价雄扮竺醉醉连;用愉i触积积积积

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毽黔黔黔彭{{{眺戮戮熟熟鑫翻邸邸劣劣劣日日肠戈戈戈戈戈

图 2 多板砾甲龟龙 (新属 新种 I v P P v 12 4 4 2) 的背甲

(
a
) 顶面 : (b ) 侧壁

图 3 多板砾甲龟龙 (新属 新种 I v P P v 12 4 4 2) 的腹面结

构 (简字说明见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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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未能见到小型龟龙的正型标本
,

故 目

前还无法判断它们之 间的关系
.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

小 型龟龙绝 对不是龟龙属 (lP ac oc he ly 、 )的成员
,

因

此我们只能使用 中国豆齿龙 ( is no cy a m o
du

; )这一名

称
.

砾 甲龟龙 与新铺中国豆齿 龙最 明显 的区别 在

于其吻部形态
,

前者长而扁平
,

前上领骨无齿
,

后

者钝圆
,

具 3 枚前上领骨齿
.

此外砾 甲龟龙的眼眶

小并且圆
,

只有 1枚锥状鳞愈合于鳞骨的末端
.

这两

个属在背 甲的形态
、

结构方 面也 有着极为显著 的

差别
.

如前文所述
,

砾甲龟龙头骨的基本特点是综合

了 尸s eP h口 d o r m 。
与 lP ac oc he ly : 两个属的特征 (表 1)

.

特别之处在于具有参与颖孔边缘的后额骨
.

此外它

的背甲相对来说也与 sP eP h od
o r m a 比较相像

,

但是

腹部的结构在豆齿龙类中仍是极为特殊的
.

表 l 砾甲龟龙护
s

印人
o c入e

ly
s
)

,

尸s

印入o d e r m a

和

尸 z
a e o e h e

ly
;

头骨的对比

明婉绘 制插 图
.

本 工 作 受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 (批准 号
:

4 0 0 72 0 10
,

4 9 94 20 0 6 )
、

国家基础科学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

基金 ( J9 9 3 00 9 5 )和中国科学院创新基金 (K Z C X 3
一

J
一

0 2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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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目前标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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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

个属的系统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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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
,

但学者们认为在西部开发过程 中必须考虑

西部地区独特的地质环境
.

中国科学院王思敬院士指出中

国西部具有地形处于隆升状态
、

地壳处于挤压状态
、

地壳

运动速率高
、

地震活动强烈
、

山崩滑坡泥石流灾害严重等

特征
,

这导致西部地质灾害不论在规模上
、

频度上
、

密度

上都大大高出中国东部地 区
.

为此
,

西部大开发的各项工

程建设都应充分考虑该区地质环境
,

以便使各项建设工程

得到正确评价
,

工程地质作用过程得到可靠预测
,

以及地

质灾害得到有效防治
.

除上述前沿 和热点地质问题外
,

学者们还 对医学地

质
、

灾害地质
、

G IS 在地质 中应用等边缘学科进行了广泛

有益的讨论
.

海峡两岸三地及世界华人地质科学研讨会每年召开一

次
.

第一届 ( 19 99 年 )和第二届 (20 00 年 )分别在北京和美 国

st an of dr 大学举行
,

下一届将于 2 00 2 年 5 月在南京大学

召开
.

(赵 国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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