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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食同类或种内捕食现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动

物食性行为. 与相对高等的脊椎动物, 如爬行动物、 
鸟类和哺乳动物相比 , 嗜食同类行为在低等脊椎动
物和无脊椎动物中更加普遍 [1,2]. 然而在脊椎动物的
化石记录中却很少有嗜食同类行为的证据 , 目前已
知最可靠的化石记录是发现于马达加斯加的恐龙

Majungatholus atopus[3]和尼安德特人[4].  
本文简要报道一件新发现的早白垩世半水生爬

行动物——楔齿满洲鳄(Monjurosuchus splendens)[5,6], 
保存了嗜食同类的证据 . 化石为一个几乎完整的成
年满洲鳄个体骨架, 在其腹腔内有 7个同种的满洲鳄
幼年个体的头骨 , 这一化石证据无疑表明满洲鳄是
一类主动嗜食同类幼仔的残暴动物 . 这一发现也代
表了脊椎动物的演化历史中已知最早的嗜食同类的

化石记录.  
新的满洲鳄标本(IVPP V13761, 图 1)产自辽宁

西部义县金刚山早白垩世义县组上部湖相沉积的灰

黑色页岩中, 距今约 1.21 Ma[7]. 相同地点过去发现
大量保存完整的狼鳍鱼、满洲龟、矢部龙、翼手龙类

以及鸟类等化石[8], 最近在这一地点还相继发现世界
上首枚翼龙蛋与胚胎 [9]以及鸟类胚胎化石 [10]和后肢

具有飞羽的反鸟类化石 [11] . 虽然以前发现于这一地
区的热河生物群的各类化石标本中不少保存有胃容 
物[12], 显示很多生物具有食肉的习性, 但从未发现任
何嗜食同类行为的证据.  

成年满洲鳄化石骨架呈腹面保存 , 几乎完整的
关联在一起, 仅缺失头骨吻端、前肢末端和尾椎的中
后部. 保存近乎完整的 7个幼年个体的头骨和部分头
后骨骼, 位于成年个体的背肋和腹肋之间, 全部包含
在成年个体的腹部范围之内 , 这一保存现象很清楚
地显示幼年个体的头骨是被成年个体摄食于腹腔内

的, 而不是偶然地被埋藏在一起的. 在 7 个幼年个体
的头骨中, 其中位于腹腔前部的 5个头骨保存非常完
整, 而位于后部的 2个头骨已经大部分散落(图 1(c)). 
多数幼年个体的头骨没有与头后骨骼一起被保存 , 

但是在最前部的两个幼年个体的头骨还关联部分头

后骨骼, 如颈椎和背肋.  
骨骼形态学特征显示该成年个体属于离龙类 , 

这些特征包括头骨扁平; 后颞区很宽并向后延伸, 在
头骨后缘中部形成一个深深的凹陷; 背肋末端肿大; 
股骨与肱骨的比超过 1.3 倍; 第 5 跖骨具有一个扩大
的近端关节头, 但不具有跖瘤[6]等. 而另外一些特征
很容易将其归入已记述的楔齿满洲鳄 [5,6], 这些鉴定
特征包括上颌具有 2~3 排牙列[5]; 肩胛骨细颈瓶状, 
乌喙骨卵圆形, 两者不愈合; 腹部被一系列纤细的腹
肋所覆盖, 每个背椎之间分布有 3~4 排; 后足趾式
2∶3∶4∶4∶3[6]等(图 1(a), (b)).  

7 个幼年个体的头骨既有腹面保存, 也有背面保
存. 头骨大小近等, 长度约 20 mm. 它们的头骨形态
学特征很难与嗜食它们的成年个体和其他同属种的

标本相区别 . 楔齿满洲鳄的头骨形态学特征包括额
骨极其狭长; 小的上颞孔, 眶孔相对较大; 眶前区与
眶后区几乎等长[6]. 因此, 所有 7 个幼年个体的头骨
与成年个体的头骨形态特征一样 , 毫无疑问可归入
已知的楔齿满洲鳄. 

有趣的是, 在成年个体的腹腔内, 除了一个幼年
个体的头骨外 , 其他所有幼年个体的头骨吻端都是
朝向后部的 , 这可能代表了这些幼年个体的头部被
成年个体吃进去时的原始保存状态 . 靠近前部的头
骨通常比后部的保存更好 , 最前部的头骨还保留了
部分头后骨骼 , 这种保存特征很可能反映了被吃进
去的幼年个体在成年个体腹腔内的不同的消化程度. 
另外 , 成年个体腹腔内的幼年个体仅保留头骨而缺
失大部分头后骨骼的保存的事实 , 也排除了成年个
体是怀孕母体的可能性. 

在脊椎动物中很少发现有嗜食同类行为的化石

证据, 已知的恐龙Majungatholus atopus[3]和原始尼安

德特人 [4]也仅仅是在其骨骼上发现牙齿印痕等来确

认他们具有嗜食同类的行为 . 发现于三叠纪的恐龙
Coelophysis bauri [13]曾经被认为是最好的嗜食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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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辽西早白垩世嗜食同类的楔齿满洲鳄化石(IVPP V13761) 
(a) 化石; (b) 线条图; (c) 成年满洲鳄个体腹部, 显示在其体腔内的 7个幼年个体的头骨. cr: 乌喙骨; d: 齿骨; f: 股骨; 
ga: 腹肋; h: 肱骨; mtV: 第 V跖骨; or: 眼眶; r: 背肋; sc: 肩胛骨; sk1-7: 幼年个体头骨 1-7; t: 胫骨. (a)和(b)中比例尺 

代表 3 cm, (c) 中比例尺代表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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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化石证据 , 然而新的观察并不能证明其为嗜
食同类者[14]. 在迄今为止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中, 新
的满洲鳄标本提供了可能是脊椎动物中最直接的和

最令人信服的嗜食同类行为的化石记录 , 也是最早
的关于脊椎动物嗜食同类行为的化石记录 , 比已知
嗜食同类的晚白垩世恐龙Majungatholus atopus[3]早

了约 50 Ma. 
在成年满洲鳄腹腔中的 7 个幼年满洲鳄个体的

大小几乎相同, 它们很可能来自同一窝, 也说明满洲
鳄这类动物每一次产卵或者孵卵不会少于 7枚. 然而, 
我们并不清楚它们是嗜食自己的幼仔还是偷食其他

满洲鳄的幼仔 . 奇怪的是在成年个体的腹腔中仅仅
保存了幼年个体的头骨和很少的头后骨骼 , 这一现
象很可能反映了这类食肉动物首先以咬断吃掉幼体

头部的方式杀死同一窝中的全部幼年个体 , 这种方
式也是很多现生食肉动物所惯用的猎食手段.  

一般认为 , 动物嗜食同类的行为主要是由于生
存的环境压力所导致的 [1,2]. 早白垩世辽西地区频繁
的火山爆发会导致环境的恶化 [8]以及引起食物的暂

时短缺 , 或许是导致满洲鳄嗜食同类幼体的主要原
因. 保存在成体满洲鳄腹腔内的 7 个幼体的头骨, 就
不单纯是一窝新生的受害者 , 而且还代表了这类掠
食动物在遭遇灾难死亡之前的一顿“最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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