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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述辽宁西部 四合屯下 白里统义县组下部新发现的一件具有较完整头骨的翼龙类化石 秀丽郝

氏翼龙 新属
、

新种 ,
, ,

根据其低而长 的头骨
、

头部无脊状构造
、

上下领

前部具尖锐细长的牙齿
、

长的翼掌骨和短的第 趾骨以及 一 踉骨基本等长等特征
,

将其归为翼手龙

亚 目翼手龙科 郝氏翼龙是热河生物群第 个具有较完整头骨的翼龙类骨架
,

也是亚 洲发现的第 个可

靠的翼手龙科化石
,

较德国晚侏罗世 同属一科的翼手龙属进步 郝氏翼龙的发现使翼手龙科

的古地理分布由欧洲和非洲扩展到亚洲
,

生存时代也 由晚侏罗世延续到早 白里世
,

为探讨热河生物群

的起源与辐射提供 了新的证据
,

同时也为研究翼手龙类的进化
、

古动物地理和地史分布提供 了重要的

化石资料

关键词 辽宁西部 下白坚统 义县组 冀手龙科

近年来
,

在辽西朝 阳地 区的北票 四合屯下 白奎

统义县组下部第三段湖相沉积中 ‘ ,
,

发现了大量 的

以孔子鸟 为代表的鸟类和带羽毛或毛状皮肤衍生

物的兽脚类恐龙
一

等重要脊椎动物化石
,

组成一个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陆相淡水湖泊环境的脊椎动物化

石群
,

代表了早 白噩世一次重大的生物辐射事件叭

也为研究鸟类起源等生物演化史上 的重大事件提供

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在这一地区的相 同层位
,

陆续发现 多个个体

的翼龙类化石
,

已 经记述有东方翼龙 和树翼龙
,

前者缺失头骨
,

后者头骨保存不好
,

头后骨骼也不全
,

分类位置不明 , 〕 年
,

在四合屯化石地点的野

外发掘中
,

新发现一具保存较完整头骨 的翼龙类化

石骨架
,

本文是对这一重要化石的初步研究 该翼龙

化石是亚洲大陆第 个可靠的翼手龙科化石
,

这一发

现将该科的化石记录 由欧洲 和非洲扩展到亚洲
,

生

存时代也 由晚侏罗世延续到早 白噩世
,

为研究翼手

龙类的进化和古动物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分类学描述

翼龙 目
,

翼手龙亚 目
,

翼手龙科
,

郝氏翼龙 新属 尸
· ·

属名词源
‘

, ,’郝
,

中国姓氏
“

郝
”的汉语拼

音
, ‘

, ’’ 翼 为希腊文
,

合意为郝氏翼龙 属名献

给为热河生物群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郝治纯院士

属型种 秀丽郝氏翼龙 新属
、

新种 ,

特征 见属型种特征

秀丽郝氏翼龙 新属
、

新种
,

种名词源 种名
“ ”

纤细的
、

优美的 为拉

丁文
,

意为该翼龙跳骨非常弱小以及化石保存精美

正型标本 一件保存了头骨
、

肩带
、

前肢
、

胸骨
、

颈椎
、

背椎
、

踉骨和趾骨的较完整骨架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编号

化石骨架见封面图和图
,

地点与层位 辽宁省北票市上圆镇四合屯 号

化石地点 义县组下部尖山沟层
,

四合屯下部化石层

综合剖面第 层
,

发掘剖面第 层灰色含火山灰

页岩中 ‘ ,
,

时代为早 白变世 晚期

特征 中小型的翼手龙类
,

头骨长度约 ,

两翼展开约
,

头骨低而长
,

头顶无脊状构造
,

吻部较尖
,

二者合一 的长椭圆形鼻眶前孔 上
、

下领

各发育 枚向后弯曲的尖锐牙齿
,

前上领骨的牙齿

前 齿 细长
,

后部有替换齿
,

上
、

下领的牙齿从第

齿开始
,

基部有收缩现象 下领具牙部分延伸至鼻眶

前孔长度的约 处
,

约 占下领长度 的 前肢

较粗壮
,

肪骨短粗平直
,

近端三角岭扩大呈半 圆状

翼掌骨较长
,

是肪骨长度的 倍 第 一 翼指骨均

长于翼掌骨
,

尺
、

挠骨和第 翼指骨长度分别是翼掌

骨的 和 倍 跳骨非常细小
,

第 一 跳骨基本

等长
,

第 跳骨较短
,

第 踞骨退化缩短 第 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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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秀丽郝氏翼龙 新属
、

新种 万 即 正型标本 骨骼轮廓图
,

隅骨
,

附泪骨
,

腕骨
,

颈椎
,

乌嚎骨
,

龙骨突
,

齿骨
,

背椎
,

三角峪
,

腹膜肋
,

肪骨
,

坐骨
,

颧骨
,

上

领骨 。 一
,

第 一 掌骨 。 ,

第 掌骨 翼掌骨 一 ,

第 一 踱骨
,

鼻骨 叩。 ,

鼻眶前孔
,

前上领骨
,

眶后骨
,

翅骨
,

方骨
,

挠骨
,

肋骨
,

上隅骨
,

肩脚骨
,

鳞骨
,

胸骨
,

跄骨
,

尺骨 一 ,

第 一 翼指骨 一 ,

第 一 班指骨

牙齿略向前
、

向外延伸 隅骨和上隅骨平行紧贴齿骨

左右方骨保存较完整
,

长板状
,

略宽
,

微向上弯

曲 发育一对细长的舌骨
,

长度约

脊柱与肋骨 颈椎和背椎大部分保存
,

荐椎和

尾椎缺失 颈椎与头骨互相叠压
,

椎体数 目不清
,

神

经棘形态难以辨认 背椎保存 节 长度
,

椎

体前凹型
,

较小
,

前部短粗
,

向后逐渐变为细长

背肋保存不完整
,

粗壮
,

末端钝圆 保存多个细

长分散的腹肋

肩带与前肢 左侧腹压
,

右侧背压 左乌嚎骨完

整保存
,

为棒状
,

平直
,

不 中空 近端加粗
,

并发育

前乌咏骨突
,

远端与胸骨关节处有一 明显 的关节突

腹侧有一纵沟
,

向远端加深 保留完整 的左肩脚骨
,

薄板状
,

平直
,

长度短于乌 咏骨
,

为乌咏骨长度 的

肩月甲骨远端钝圆

左
、

右肚骨近端均有残缺 肚骨粗壮平直
,

三角

峪向外侧扩展呈半圆形 左胧骨近端与乌嚎骨和肩

月甲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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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尺
、

挠骨和左尺骨保存较好
,

长度近等
,

平直
,

中空 尺骨粗壮
,

两端加粗
,

分别与肪骨和腕骨紧密

关联 挠骨细长
,

与尺骨平行
,

近端关节面清楚
,

略

长于尺骨

左
、

右腕骨骨化弱
,

表面粗糙
,

界线不清 其中

左侧腕骨与头骨和颈椎叠压
,

从腕骨伸出完整的翅

骨 ” 翅骨指向肩带
,

均匀细长
,

平直而不弯

曲
,

前端没有变细现象

掌骨保存不甚完整
,

第 一 掌骨长度近等
,

略

长于肪骨而短于尺骨 其中第 一 掌骨纤细
,

平行

紧贴于第 掌骨 第 掌骨粗壮
,

形成翼掌骨
,

近端

略有扩展
,

与腕骨紧密相接
,

远端与第 翼指骨关联

翼掌骨是肪骨长度 的 倍
,

尺骨是翼掌骨长度的

倍

指骨保存较完整
,

右侧保留第 一 指骨
,

左侧

保留第 一 指骨 其中第 一 指骨指节细长
,

两端

稍加宽
,

最末指节为短粗勾状的爪
,

爪基部膨大
,

爪

尖锋利 第 指骨极为发育
,

加长加粗形成适应飞行

的翼指骨 第 一 翼指骨保存较完整
,

异常发达
,

粗壮
,

平直
,

中空
,

两端扩展
,

近端较远端略粗
,

其

中第 翼指骨向远端逐渐变细
,

末端略有缺失 翼指

骨近端关节面略内凹
,

长度依次递减 其中第 一

翼指骨的长度均大于翼掌骨
,

第 翼指骨是翼掌骨

的 倍 指式为
一 一 一

前肢各肢骨的长度依次为 第 翼指骨 第 翼

指骨 尺骨 第 翼指骨 翼掌骨 脓骨 第 翼指骨

胸骨呈扇形
,

后缘 中间的胸骨脊有侧加宽现象
,

龙骨突发达 龙骨突延伸至胸骨板的 处
,

长度约

为胸骨长度 的一半 扩展的胸骨板很薄
,

前缘中部及

两侧缘各有一小 的凹陷 胸骨长宽近等
,

从腹侧看
,

形态类似于 由 和 从 而 妙 、 的胸骨

腰带与后肢 腰带几乎没有保存
,

仅见左侧坐

骨的后缘部分
,

近半 圆形
,

薄板状
,

上部侧缘加厚
,

而下部侧缘较薄
,

形态类似于 州 的坐骨

后肢大部分缺失
,

仅保存左
、

右两侧的跄骨
、

踉

骨和部分趾骨 跄骨保存较完整
,

较大
,

其中胫侧跄

骨最大
,

与相邻的排侧跄骨紧密相连
,

踌侧跄骨较

小
,

有愈合现象 相对身体和前肢
,

踉骨和趾骨相当

退化
,

变得非常细小

跳骨非常弱小
,

细长而平直 第 一 跳骨基本

等长
,

第 踉骨较短
,

第 踉骨退化更短 第 踱骨

长度仅为翼掌骨的

一侧趾骨多数保存
,

其中第 一 趾尚保留趾尖

第 趾仅有一节很短的趾骨
,

保存骨骼印痕 趾式为
一 一 一 一

对比与讨论

翼龙 目 分为 亚 目
,

即分布于晚三叠

世 一 晚侏 罗 世 的 长 尾 的 咏 嘴 龙 亚 目

记 和晚侏罗世一晚白奎世的短尾的翼手龙亚 目

秀丽郝氏翼龙 由于其低而长的头

骨
,

无脊状构造
,

二者合一的鼻眶前孔
,

上
、

下领前部

具齿
,

长的翼掌骨和短的第 趾骨等特征
,

可 以明显

的与嚎嘴龙类区分开来
,

而归于短尾的翼手龙亚 目

郝氏翼龙属于 中小个体的翼龙
,

由于保存较好

的头骨及牙齿结构和排列形式
,

可 以与翼手龙亚 目

各科的化石进行比较

翼手龙亚 目分为 巧 科「’“ ,

其中不具齿的有
, ,

和
’, ”

具齿且头骨顶部有脊状构造 的有
, ,

和

等「’。一 ’ 在具齿和无头部脊状构造的翼手龙

类中
,

分布于欧洲和亚洲 ’ 的 及南美

的
,

上
、

下领分布有数百颗细长而密集

排列的牙齿 发现于巴西 组和英格兰 匕

期地层中的 和 ’“ ,

前

者体形巨大
,

上
、

下领牙齿长而粗壮
,

后者齿短粗
,

吻

部扁平 广泛分布于欧洲
、

非洲
、

南美和澳大利亚白

奎纪的 为大型翼龙 ’ ,

齿短而多 因

此
,

郝氏翼龙很难归于这些科中

郝氏翼龙的头骨 以及个体大小非常类似于欧洲

上 侏罗 统 地 层 发 现 的 和
, ’“ ,

但两科的牙齿形态和排列方式以及头骨

后部的形态特征有明显的区别 其中

牙齿细长
,

仅分布于上
、

下领的前部
,

而且在头骨的

后部有短的脊状构造
,

郝氏翼龙的头骨后部 由于叠

压而不清楚
,

无法进行比较
,

单从牙齿的形态和排列

形式来看
,

与 差别较大
,

而与

非常相似 因此
,

结合其他特征
,

将郝氏翼

龙归于
·

翼手龙科包括翼手龙沪 妙 属 种 ’ ,

翅骨 记 是翼龙类特有的一块骨骼
,

主要功能是支撑翼龙前肢发育的飞行翼膜
,

曾被译为飞骨
、

翅骨和翼骨等 我们认为应译为翅

骨
,

以区别于国内广泛采用的头部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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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氏翼龙与翼手龙比较
,

尚有明显 的不同 见属型种

特征 郝氏翼龙 的牙齿明显少于翼手龙属
,

前上领

骨与上领骨 以及跄骨之间愈合程度较高 其胸骨远

较翼手龙属发育
,

而且具有发达的龙骨突
,

肩带极为

发达
,

肪骨三角峙扩大
,

发育前乌嚎骨突
,

这些特征

都与强大的飞行能力有关 郝氏翼龙的飞行指 翼指

骨 发达
,

第 一 翼指骨均长于翼掌骨 后肢极为弱

小
,

其中第 踌骨尚不足翼掌骨长度的 巧
,

而翼手

龙属的后肢较为发达 与晚侏罗世的翼手龙相 比
,

郝

氏翼龙更适应于飞翔而不适应陆地行走
,

较之进步

翼龙类 由于前肢及肩带的限制
,

似乎为两足行

走动物仁’ ,

但是
,

在对巴西下 白奎统 组的大

型翼龙 “ 。 的研究表明
,

翼龙类为四足行走

动物 ’ 郝氏翼龙 由于其后肢相 当退化弱小
,

难 以

支撑身体两足直立行走
,

必须借助于前肢运动
,

反映

中小型个体的翼龙也为 四足行走动物 四足行走和

更适应飞翔是翼龙类进化趋势

郝氏翼龙头骨较大
,

吻部较尖
,

前部的牙齿细长

尖锐
,

明显代表一类食鱼性动物
,

具有较强的飞行能

力
,

前肢倒挂可能为主要的休栖形式

辽西相 当层位发现的东方翼龙 由于

没有保留头骨
,

肢骨保存也很不全
,

缺少重要鉴定特

征
,

最初研究时科未定 从保存的头后骨骼特征分

析
,

与郝氏翼龙明显不同
,

如东方翼龙尺骨长度为翼

掌骨的 倍
,

第 翼指骨与尺骨等长
,

跳骨较长
,

第 踉骨约为翼掌骨长度 的 等 最近
,

研究

者 ’“
,

’ 〕也倾 向于将东方翼龙归 于翼手龙科 由于头

骨在分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东方翼龙归 于翼

手龙科尚需要新的材料来补充证实 因此
,

郝氏翼龙

确立一新属
,

这是我 国乃至亚洲大陆第 个可靠的翼

手龙科化石
,

从而将该科的时代延续至早 白噩世

相同层位还发现另外一件翼龙化石
,

即树翼龙

从 , 人
,

’ 该翼龙头骨破损严重
,

无

法鉴定 这件个体很小的翼龙化石最初被归于咏嘴

龙类
,

并因此推测含化石地层时代为晚侏罗世 , ’“」

虽然树翼龙保留了一些 比较原始 的特征
,

如掌骨短
,

但同时具有更多进步特征
,

如翼指骨长等 目前
,

对

树翼龙的主要鉴定特征和分类位置还存在争议

郝氏翼龙的产出层位义县组尖山沟层属于热河

群的第 个含化石层
,

产有著名的孔子鸟类群和带羽

毛和毛状皮肤衍生物 的兽脚类恐龙
,

共生鹦鹉嘴龙

和狼鳍鱼群等重要脊椎动物化石 , ”〕,

发掘剖面

层 ’, 凝灰岩中的透长石单晶 同位素年龄为
’” ,

为早 白噩世
,

与脊椎动物
,

确认的时

代吻合

这一层位陆续发现了多件翼龙化石标本
,

包括

东方翼龙 ’ 、

树翼龙 「’ 〕以及本文研究的郝氏翼龙
,

是

热河生物群的重要成员 树翼龙发现于 四合屯下部

化石层 综合剖面第 层川 的张家沟化石地点
,

层位

最低
,

相 当于发掘剖面 层 郝氏翼龙发现于

同属下部化石层的 四合屯化石地点
,

为 层 ’,
,

层位高于树翼龙约 而东方翼龙发现于黄半吉

沟上部化石层 综合剖面第 层川 的团山沟化石地

点
,

层位最高

义县组的翼龙组合与巴西下 白噩统 组的

翼龙组合 川也 比较相似
,

我们认为其时代应该介于

欧洲 以德国 为代表的晚侏罗世

期 和 南 美 巴 西 组 为 代 表 的 早 白 噩 世
一

期之间
,

即同位素年龄值界定 的早 白

噩世 ’” 期 界线年龄值为

在我 国北方其他地区 以及相邻的蒙古和前苏联

早 白奎世陆相地层 中
,

已经发现大量 的翼手龙类的

化石 ’ , ’
,

,

如鄂尔多斯盆地志丹群环河组的环河翼

龙 〔’ ,

我 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吐谷鲁群 ‘ 和蒙古察干

察布组 的准噶尔翼龙等
,

在这些含翼手龙类 的地

层中
,

至今没有发现长尾的咏嘴龙类

从现有 的资料看
,

翼手龙科化石 主要分布在欧

洲晚侏罗世
一

期海相地层和非

洲上侏罗统地层 中 ’ 郝氏翼龙是确切的翼手龙科

化石在亚洲早 白垄世陆相地层 的首次记录
,

从而将

翼手龙科化石 的地理分布扩展到亚洲
,

化石记录延

续到早白奎世 这一重要化石的发现
,

为热河生物群

的起源与辐射演化提供了新 的证据
,

同时也为研究

翼手龙类的进化
、

古地理与地史分布以及脊椎动物生

物地层对比提供了重要 的化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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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早白奎世昼蜓稚虫化石
黄迪颖 林启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南京
一

￡

摘要 在北京西 南下 白里统发现数以百计的巴依萨昼蜓 稚虫化石
,

使这类近

来在国际上争议很大的化石形态得到确认 研究认为应划归蜻总科
,

而且 与现代 的蜻科

稚虫存在密切 的演化联系 虽然本层位大量 出现的昼蜓成虫翅膀 以往被认为主要呈现蜓

总科 特征
,

但不应片面地 以形态学对比而 割裂它与这些稚虫化石 的关系
,

二者的对应关

系是可靠的
,

这里 可能揭示 了蜻科 的祖先亲缘类型的早期演化 京西昼蜓化石是划分热河

昆虫群与卢尚坟 昆虫群的最基本类型
,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层学意义

关键词 早 白至世 昼蜓 稚虫 蜻总科 演化 昆虫群

巴依萨昼蜓 叩 , ,

最先发现于蒙古共和 国西部下 白噩统查查组与

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
,

包括保存很好的稚虫
,

成虫

的翅膀
、

头部 以及身体局部 的化石 根据这些标本
’建立了一个绝灭蜻蜓科 昼蜓科

,

当时只包括 万 , 占 、一个种

但是
,

很重要 的是西蒙稚虫标本 的脸盖与身体呈

分离保存
,

而该层位又至少记述了两种蜻蜓化石 因

而惟一 的稚虫脸盖与身体是否属 于同一种类
,

而稚

虫 与成虫 又 能否对应 的 问题近 年来 引起 了广泛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