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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鱼龙类是中生代统治海洋时间最久的海生爬行动物类群之一. 依据产自贵

州关岭地区晚三叠世法郎组瓦窑段大型鱼龙骨骼化石新材料, 从侧视、顶视和后视三

个观察方向补充介绍了 Shastasaurus tangae(邓氏萨斯特鱼龙)头部骨骼形态和骨骼间

接触关系, 并重点描述了鱼龙的枕部骨骼结构. S. tangae 发达的前颌骨鼻上支向后伸

至外鼻孔背缘中后部, 鼻骨参与构成外鼻孔的背后侧缘, 上颌骨的鼻后支分隔了泪

骨和外鼻孔. 外鼻孔周缘骨骼在不同时代的特征变化指示了鱼龙类外鼻孔具有位置

逐渐向后、与眼眶距离逐渐缩短的演化趋势. 鼻骨后缘和额骨锯齿状缝合, 后外侧支

和后额骨相交, 分隔额骨和前额骨. 上颞孔前平台发育中等, 长度随个体变大而变

短, 显示与个体发育的相关性. 顶脊前端自顶孔后部分叉, 在额骨背面形成显著的 V

形脊状结构, 顶脊侧支后平台略发育. 由轭骨、眶后骨、方轭骨和方骨围成颊部腹缘, 

鳞骨既不参与构成颊部深湾也不参与构成上颞孔边缘. 顶骨后缘内凹, 基枕骨两侧

具较大的翼状突起, 上枕骨工字形、稍高, 枕大孔较大, 后耳骨呈大而宽的板状, 镫

骨小而窄. 枕部骨骼的研究和对比表明, 鱼龙类从三叠纪到白垩纪的进化历程中, 颅

骨呈现出基枕骨外枕髁区域逐渐缩小, 枕髁相对增大, 后耳骨逐渐变小, 镫骨逐渐变

大的演化趋势. 产于北美洲晚三叠世的 Shonisaurus 枕髁外翼状突起大小与本种相当, 

但后耳骨小于 Shastasaurus tangae, 推测它应该比 S. tangae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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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90年代初贵州省关岭县新铺乡发现三

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以来, 从这一地区发掘的较

完整的大型(体长大于 5 m 者)鱼龙化石骨架已有数十

具之多. 它们均产于同一层位, 即法郎组瓦窑段(或

称小凹组), 时代为晚三叠世卡尼期[1,2]. 依据关岭地

区的化石材料建立的大型鱼龙化石属种曾有 6 种[3~6], 

通过对该地区鱼龙化石骨架的深入研究, 部分属种

得到归并[6~10]. 依据头后骨骼特征, Shang 和 Li[10]将

原命名的 Guizhouichthyosaurus tangae(邓氏贵州鱼 

龙)归入 Shastasaurus(萨斯特鱼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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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stasaurus tangae 模式标本 Gmr009 目前保存

在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该标本的头骨主要展露背面

(顶面)特征 , 虽然保存相对完整 , 但由于化石遭受 

强烈压扁, 巩膜环散落在头骨两侧, 头骨的颞部后

方、颊部和枕部骨骼基本无法辨认. 尹恭正等[3]在建

立该种时对头骨的描述相对简单. Maisch 等[7]和潘薪

如等[8]根据一些新材料(DQ-41, GNG dq-22, DQ-41 或

GNP-d41)对 S. tangae 头骨进行了重新描述, 订正了

一些骨骼的特征, 但同样是受材料保存状态的限制, 

未介绍枕部骨骼特征. 目前可以划归于本种的其他

标本, 如 IVPP V 11865, IVPP V 11869 和 IVPP V 

11853, 虽然保存状态各具优势, 但大多没有保存或

无法观察到枕部骨骼. 

笔者最近研究了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的一具保存较完整的大型鱼龙化石骨架

(IGGCAS 2005F001). 该骨架的各部位尤其是头部骨

骼特征与重新描述和厘定后的 S. tangae 特征[7,8,10]基

本一致, 归属于 S. tangae 无疑. 由于头部骨骼基本未

遭受挤压, 通过进一步的化石修理将该头骨从围岩

中取出. 立体的、完整的头骨展示了前人尚未识别和

认识较模糊的骨骼结构. 以该骨骼材料为基础, 参考

本种其他标本, 本文对 S. tangae 头骨顶视和侧视的

骨骼形态和各骨骼间接触关系进行补充介绍, 重点

描述之前未见报道的枕部骨骼特征. 通过不同时代

鱼龙类头骨对比, 探讨鱼龙头骨的一些演化趋势.  

1  研究材料  

研究标本(IGGCAS 2005F001)产于贵州省关岭

县新铺乡法郎组瓦窑段. 骨架全长约 5 m, 除前肢残

缺外, 其他部位基本完整. 头骨保存长度为 67 cm, 

吻部前端略有缺失. 通过室内修理, 将头骨与颈椎

(枢椎)完整地分离, 并从包埋的围岩中取出. 头骨仅

受轻微的侧向挤压, 呈现微弱变形. 头骨的左、右侧

面、顶面和枕面均保存完好, 这种完好的保存状态在

同类化石中比较少见. 尤其是该标本枕面骨骼均为

原位保存, 没有任何扰乱和缺失.  

2  Shastasaurus tangae 新材料的头骨特征 

2.1  头骨侧视特征    

标本 IGGCAS 2005F001 头骨侧面保存较好, 各

部位骨骼接触关系尤其是眶后区各骨骼接触关系比

较清晰(图 1), 且左右两侧面的骨骼特征基本可以互

相印证.  

标本侧视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硕大的眼眶和纤

长的吻部. 眼眶呈后部高、前部略低的梨形(pyriform). 

右侧眼眶最大长高比为 15 cm: 11.5 cm, 左侧为 13.5 

cm: 11.7 cm. 眼眶长度大于眶后区长度, 高度约占头

骨高度(不包括下颌骨)的 80%(左侧: 11.7 cm/14.5 cm). 

具约 16枚巩膜骨, 巩膜环外径为 11 cm, 内径为 5 cm. 

已经描述的本种其他标本, 如 Gmr 009[3], IVPP V 

11865[4], GNG dq-46[7], GNP-d41[8]和 IVPP V11853[10]

等由于受程度各异的挤压, 眼眶多表现为压扁后变

形的形状.  

眶前区各骨骼特征和接触关系与 Maisch 等[7]描

述基本一致, 眶后区展示的各骨骼之间的接触关系

较之前各家的描述和复原[4,5,8]略有差异. 主要表现在

对鳞骨、方轭骨的认识.  

研究标本眶后区狭窄. 眶后骨呈弯月状构成眼

眶的后缘, 其背缘与后额骨相接, 后缘分别与鳞骨和

方轭骨相交. 轭骨较窄, 构成眼眶的腹后侧边缘. 它

的前端前伸, 在眼眶中前部与上颌骨和泪骨相接, 后

端仅与眶后骨相交, 未见与鳞骨[7]或方轭骨接触. 后

额骨既构成眼眶背缘, 又构成颞孔前外侧缘. 上颞骨

非常厚重, 无论侧面、顶面还是枕面均出露较大. 它

构成了颞孔的外侧后缘和后侧外缘, 同时也构成头

骨的两后背侧角. 在头骨侧面, 上颞骨分别与后额

骨、鳞骨、方骨相交. 鳞骨呈扁平板状, 周缘被后额

骨、上颞骨、方骨和方轭骨包围, 既不参与上颞孔的

构成, 也不参与围成颊部的腹湾. 之前的描述认为该

骨骼或参与构成上颞孔[4,5]或参与围成颊部腹湾[8].  

方轭骨是构成颊部深湾的主要骨骼. 侧面视, 方

轭骨前背侧端和后腹侧端较宽, 中间收缩. 背缘和鳞

骨呈锯齿状缝合, 后缘和腹缘与方骨相交. 前缘与轭

骨无接触, 但与眶后骨相连. 有关该骨骼的特征, 之

前的描述均鲜有提及. 潘薪如等[8]认为方轭骨为颊部

最腹侧骨骼, 且具有方骨横突在腹侧包围方骨. 其复

原图显示方轭骨在头骨侧面出露很小. 从 IGGCAS 

2005F001 可见, 方轭骨在头骨颊部出露很大, 其腹

缘被方骨横突包围, 而非相反.  

与其他典型的鱼龙相同, 方骨弯曲的前缘在背

腹两侧与方轭骨相连, 中部和方轭骨一起围成显著

的方骨孔. 方骨背缘和上颞骨和鳞骨相交. 后缘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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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hastasaurus tangae 头骨(IGGCAS 2005F001)侧视照片及左侧视线条图 
a－angular 隅骨; d－dentary 齿骨; j－jugal 轭骨; l－lacrimal 泪骨; m－maxilla 上颌骨; n－nasal 鼻骨; p－parietal 顶骨; pm－premaxilla 前上颌

骨; po－postorbital 眶后骨; prf－prefrontal 前额骨; ptf－postfrontal 后额骨; q－quadrate 方骨; qj－quadratojugal 方轭骨; sa－surangular 上隅骨;  

sq－squamosal 鳞骨; st－supratemporal 上颞骨. 比例尺为 5 cm 

直, 构成枕面的外侧缘, 同时, 后外侧面略向后内侧

方向倾斜.  

绝大多数鱼龙, 尤其是三叠纪之后的鱼龙类, 方

轭骨和轭骨在颊部的腹缘互相接触, 眶后骨不参与

构成颊部腹湾 . 但早三叠世晚期的一些类群 , 如

Utatsusauru hataii 和 Grippia longirostris, 方轭骨和

轭骨不相交[11,12]. 产于中三叠世安尼期的 Mixosaurus 

panxianensis 方轭骨和轭骨也不相交[13]. Maisch 等[7]

曾推断 Shastasaurus tangae 的眶后骨有可能伸达颊 

部的腹湾 . IGGCAS 2005F001 较清晰地指示了轭  

骨和方轭骨不相交 , 眶后骨参与构成颊部腹湾的  

特征. 推测鱼龙演化过程中, 轭骨逐渐向后伸长与  

方轭骨相交, 眶后骨变窄并逐渐被排除于颊部腹湾

(图 2).  

2.2  头骨顶视特征   

标本顶视面(背视面)(图 3)最显著的特征是顶  

骨具较突出的矢状脊 .  顶脊最高点位于顶骨中部 ,  

向前方和向后方顶脊高度逐渐降低. 脊状的而非平

台状的顶骨是较进步的特征, 在侏罗纪鱼龙类中常

见[16]. 研究标本上颞孔前平台(anterior terrace of the 

supratemporal fenestra)比较发育, 长度约占上颞孔总

长度的三分之一. 本种其他标本, 如 Gmr 009, IVPP 

V 11865 和 IVPP V 11853, 上颞孔前平台均明显短于

本研究标本, 且个体越大, 平台越短. 以上标本上颞

孔前平台的前缘均伸达至与眼眶中部同一水平线的

位置, 因此推测上颞孔前平台的长度大小在一定程

度上和个体发育阶段有关. 顶脊在靠近顶孔后缘处

分叉, 半包围顶孔, 向前延伸至与眼眶中部同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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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鱼龙类系统发育关系简图(根据文献[14]简化)和部分鱼龙类头骨侧视图 
实心箭头指示鼻孔位置, 空心箭头指 0 颊部腹湾位置. A－Utatsusaurus hataii (据文献[15]); B－Mixosaurus panxianensis (据文献[13]);  

C－Shatasaurus tangae; D－Ichthyosaurus communis (据文献[15]); E－Ophthalmosaurus icenicus (据文献[15]). 符号说明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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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hastasaurus tangae 头骨(IGGCAS 2005F001)背视照片和线条图 
f－frontal 额骨; l－lacrimal 泪骨; m－maxilla 上颌骨; n－nasal 鼻骨; p－parietal 顶骨; pm－premaxilla 前上颌骨; po－postorbital 眶后骨; prf－

prefrontal 前额骨; ptf－postfrontal 后额骨; qj－quadratojugal 方轭骨; sq－squamosal 鳞骨; st－supratemporal 上颞骨. 比例尺为 5 cm 

的位置也既上颞孔前平台的最前缘处尖灭, 形成显

著的 V 形脊状结构. 顶骨前部发育的这种 V 形脊状

突起在 Cymbospondylus petrinus[17]中也存在, 但其主

要围绕顶孔发育, 延伸距离较短, 且两边基本平行, 

不构成显著的锐角. Mixosaurus 的矢状脊也非常发 

育[18], 一直前伸至靠近鼻骨的位置, 但不存在前端分

叉为 V 形的现象. Callawayia neoscapularis[19]顶孔侧

缘和后缘的“唇”状凸起与矢状脊相连, 前端伸展至

额骨前部. 矢状脊前端分叉呈 V 形的前伸结构与上

颞孔前平台的发育相关, 其伸展长度受控于颞孔前

平台的长度, 分开角度受控于上颞孔前平台的前内

侧缘的形态. 归属本种的其他标本, 头骨受挤压变形

程度各异, V形分叉的角度在 30°~50°之间. 顶脊在顶

骨靠近后缘处分叉, 两侧支沿上颞孔的后内侧缘形

成低脊, 同时原主干支的脊状突起延伸到顶骨后部

向后背侧方倾斜的平台的边缘. 顶脊内侧缘沿着上

颞孔的边缘下伸, 构成颅腔壁的上部. 两个后侧支在

枕面围成半圆形的头后凹陷. 标本 IVPP V 11853 指

示了同样的结构, IVPP V 11865 顶脊侧支后平台不明

显. IGGCAS 2005F001 顶脊后部分叉以及顶脊侧支

后平台略发育的特征与 C. neoscapularis[19]相似.  

顶骨的后侧支(或称上颞骨支)在上颞孔后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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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部的位置与上颞骨顶骨分支叠置, 长度与上颞

骨的顶骨分支接近, 但比后者略细弱.  

额骨较宽, 后缘和顶骨相交, 缝合线自顶孔外缘

起, 沿颞孔前平台后缘向外侧延展. 额骨后外侧缘和

后额骨相交. 额骨和鼻骨的接触面在研究标本不清

楚. 标本 IVPP V 11865 和 IVPP V 11853 指示额骨前

缘和鼻骨强烈锯齿状缝合, 缝合面在中部是横向延

展, 而两侧是斜向相交. 中部缝合面位于和眼眶长度

五分之二处同一水平的位置. 

鼻骨较长, 后外侧支伸至上颞孔前平台的前外

侧缘附近和后额骨锯齿状缝合, 将前额骨和额骨分

隔. 前端逐渐变窄, 伸达至大约为头骨全长的 2/5 处.  

前颌骨鼻下支不发达, 鼻上支较发育. 后者向后

伸至外鼻孔背后缘附近, 叠覆在鼻骨之上. 该特征在

Maisch 等[7]所描述的标本 GNG dq-46, GNG dq-22 和

DQ-41 均可见, 但各标本前颌骨鼻上支向后伸展程

度不同, 因此原作者推断鼻骨可能被排除在外鼻孔

边缘. 潘薪如等[8]的描述和复原图均指示鼻骨不参与

形成外鼻孔的边缘. 根据对 Gmr009, IVPP V 11853, 

IVPP V 11865 的观察, 前颌骨鼻上支的后伸均未超

过外鼻孔后缘, 鼻骨参与构成外鼻孔的部分背缘和

后缘, 至少参与构成外鼻孔的背后侧缘, 未被完全排

除在外鼻孔之外. 除 Cymbospondylus petrinus 外, 绝

大多数鱼龙的鼻骨参与形成外鼻孔的边缘, 但参与

的程度不同[15].  

上颌骨的鼻后支发育, 分隔泪骨和外鼻孔, 后端

渐窄, 伸至泪骨背缘中部靠后处.  

Maisch和Matzke[20]对比各时代的鱼龙化石发现, 

从三叠纪至白垩纪鱼龙类前颌骨的鼻下分支从不发

育或非常小, 发展到明显发育, 直至伸达到外鼻孔

1/3 处的位置; 而鼻上分支从显著发育, 发展到非常

小或不发育. 上颌骨的鼻后分支由较大、显著发育, 

发展到很小或不发育. 外鼻孔由早期主要朝上, 发

展到后期主要朝向两侧. IGGCAS 2005F001 从骨骼

特征上应该属于他们所归纳的早期类型, 与标本产

出的实际地质时代也相符, 证实了这些演化趋势的

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以上这些变化均是伴随

着外鼻孔位置的改变而发生的. S. tangae指示前颌骨

的鼻上分支发育, 鼻骨虽然参与构成外鼻孔, 但仅

仅构成其背后侧缘, 而侏罗纪的分子前颌骨的鼻上

分支多不发育 , 鼻骨参与构成鼻孔的大部分背缘 . 

与此同时, S. tangae 的泪骨不参与构成外鼻孔, 但侏

罗纪鱼龙类的泪骨却是构成外鼻孔的重要骨骼, 如

Temnodontosauus platyodon, Leptonectes tenuirostris, 
Stenopterygius longifrons, Ophthalmosaurus icenicus

等[15]. 因此鱼龙类的外鼻孔不仅存在朝向的改变, 同

时存在位置的迁移. 既存在外鼻孔位置逐渐靠后, 与

眼眶距离逐渐靠近的演化趋势(图 2).  

2.3  头骨后视特征   

受化石保存条件的限制, 世界中、晚三叠世鱼龙

研究中涉及枕部构造特征的介绍相对较少 , 仅

Cymbospondylus petrinus[17]和 Shonisaurus popularis[21]

有较详细的描述. 此外, 多数鱼龙类枕部结构的复 

原 , 依据的是离散的颅骨骨骼的重新放置 , 如

Ophthalmosaurus[22,23]、Ichthyosaurus[24]、 Shonisaurus[21], 

原位保存枕部全部骨骼的标本非常稀少.  

标本 IGGCAS 2005F001 的枕面呈宽略大于高的

四边形(标本头骨略向左侧倾斜保存), 所有枕部骨骼

的位置与 McGowan 和 Motani[15]图示的 Ichthyosaurus 

sp. 枕部骨骼复原图(Fig. 31, p. 24)完全相同, 既其颅

骨由基枕骨、基蝶骨、成对的外枕骨、后耳骨、镫骨

和未成对的上枕骨组成, 仅前耳骨无法观察到(图 4). 

但具体骨骼的形状、大小等与后者相比又有许多差

距.  

上颞骨: 上颞骨在枕面出露宽大, 构成枕面的大

部分背缘, 其向后、向背侧伸展, 构成两个略高耸的、

坚固的枕面背外侧角. 内侧缘叠覆在前凹的顶骨枕

面上. 腹缘与上枕骨和后耳骨相接.  

基枕骨: 基枕骨厚重、粗大, 从枕面观察可将其

分为较截然的三部分. 中间部位是向后方突出的、半

球状的枕髁, 最大直径有 3.2 cm, 枕髁与寰椎(第一

颈椎)相接触的关节面略向后凸. 多数鱼龙类枕髁与

寰椎相连接的关节面向后凸出, 仅 Cymbospondulus 

petrinus[17]具有内凹的枕髁与寰椎关节面. 两侧环绕

枕髁的是直径大于枕髁的半圆形平台, 枕髁置于其

上. 平台之外侧是向腹外侧方伸出的左右对称的两

个翼状突起. 它们从枕髁外半圆形平台的基部伸出, 

与后耳骨在一个平面. 基枕骨背缘与外枕骨相交, 外

侧缘和后耳骨、镫骨相连, 腹侧与基蝶骨密切接触. 

由于基枕骨通常很粗壮, 较易在化石中被保存下来. 

McGowan 和 Motani[15]对比了一些鱼龙类的基枕骨, 

认为基枕骨的特征具有分类学意义. 本标本基枕骨

的外枕髁部位具两个大的翼状突起(tubers), 显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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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hastasaurus tangae 头骨(IGGCAS 2005F001)后视照片和线条图 
bo－basioccipital 基枕骨; bs－basisphenoid 基蝶骨; eo－exoccipital 外枕骨; opo－opisthothic 后耳骨; p－parietal 顶骨; pt－pterygoid 翼骨; q－

quadrate 方骨; qj－quadratojugal 方轭骨; soc－supraoccipital 上枕骨; sq－squamosal 鳞骨; st－supratemporal 上颞骨; sta－stapes 镫骨. 比例尺 

为 5 cm 

三叠纪之后的鱼龙类基枕骨[15]有明显的不同.  

外枕骨: 外枕骨分布于枕大孔的两侧, 呈上下  

宽, 中间窄的工字形, 几乎包围了全部枕大孔. 其背

端和腹端膨大, 分别牢固地缝合在上枕骨和基枕骨

的腹、背面上. 两外枕骨的腹内侧端互相接触, 使基

枕骨被排除于枕大孔之外 , 该特点与 Shonisaurus 

popularis[21]基枕骨相同, 但与后者不同之处在于本

种外枕骨相对较大, 它在枕面上的高度接近枕髁的

高度. 这种较长的外枕骨在已知的鱼龙类中较少见. 

外枕骨的背外侧端和腹外侧端分别接合在后耳骨内

缘的背端和中部位置, 外侧缘和后耳骨的内背侧缘

之间是清晰的迷走神经孔(the vagus foramen). 而外

表面(枕面)未见在 Ichthyosaurus较发育的舌下神经孔

(the hypoglossal foramen)[24].  
上枕骨 : 与 S. popularis[21]相同 , 本种的上枕  

骨也呈半圆形盖在两外枕骨之上 . 外表面呈中间  

高 , 两侧低的拱状 , 整体向腹后方倾斜 . 背缘主体 

与顶骨相交. 背外侧方发育一明显凹陷, 其位置和

Ichthyosaurus[24]上枕骨可能传输内淋巴液的管孔位

置相当. 腹缘最中部有一较小的弧形凹缺, 构成枕大

孔背缘最中心部位. 弧形凹缺的尺寸较 S. popularis[21]、

Ichthyosaurus[24]和 Ophthalmosaurus[22,23]均小 . Oph- 

thalmosaurus[22,23]由于上枕骨的腹缘强烈内凹, 上枕

骨甚至呈倒置的“U”型结构.  

后颞孔发育状况无法确定.  

后耳骨: 后耳骨宽大, 骨化较好, 边缘形状不甚

规则、表面呈略有些扭曲的板状. 它占据了枕骨旁边

的大部分位置, 在枕面的出露面积是所有枕部骨骼

中最大的, 相对大小在已知的鱼龙类的后耳骨中也

是最大的. 后耳骨的背缘与上颞骨相交, 内侧缘则分

别缝合在外枕骨和基枕骨上. 腹缘靠近内侧发育一

个小的、向腹侧伸出的三角形突起. 后耳骨和镫骨缝

合于自该突起向内的腹缘部位. 后耳骨外侧缘与方

骨后内侧缘大面积相交, 这在侏罗纪鱼龙类头骨中

较少见. 三叠纪之后一些典型鱼龙类的枕部可见上

颞骨向下呈板状伸展, 直至与翼骨相交[16,20]. 因后耳

骨和方骨相接紧密, 在 IGGCAS 2005F001 枕面上看

不到上颞骨和翼骨的直接接触.  

镫骨: 为纤细的、小型、棒状骨骼, 略向背侧弯

曲. 近端略膨大附着在基枕骨和后耳骨接合处, 与二

者缝合紧密, 其与后耳骨相交的面积要大于与基枕

骨相交的面积. 远端附着在方骨的内侧, 二者的结合

面非常清晰. IGGCAS 2005F001 左右两侧的镫骨均

有一些缺失, 但整体伸展形态一致.  

3  鱼龙类枕部骨骼演化趋势讨论 

Andrews[22]根据复原鱼龙枕部骨骼的经验认为, 

受骨化程度的影响, 同种的不同个体骨骼形态常常

不一致. 骨化的程度受年龄的控制, 最大的个体其骨

化程度应最高. IGGCAS 2005F001 头骨长度要小于

已知的本种较大个体头骨长度(IVPP V 11865, 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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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长 106 cm), 眼眶在头骨中所占比例较大, 推测

应属于一个稍年轻的个体. 但各部分骨骼, 尤其是枕

部骨骼的骨化程度却较高, 各部位骨骼接合紧密, 基

本没有大面积缺失. 因此该标本的骨骼特征, 尤其是

枕部骨骼特征应该可以用以指示 Shastasaurus tangae

真实的骨骼形态.  

S. tangae 枕部较突出的特征是基枕骨外枕髁区

域具两个较大的翼状突起. 三叠纪其它鱼龙类也多

具有此特点, 如 Maisch[25]在对 UCMP 9017 的重新描

述中指出 S. alexandrae 基枕骨的右侧外枕髁区具有

非常明显的向外伸长的突起. 该突起在 Cymbospondulus 

petrinus(UCMP9950) 中 也 清 晰 可 见 [17]. Camp[21]      

在 Shonisaurus popularis 的描述中指 出, 基枕骨翼 

状的突起厚重、坚固, 它们和腹侧的基蝶骨紧密缝合

在一起, 两者的缝合线在突起的基部清晰可见. 但 

在复原图 9 以及图 10 中, 却将基枕骨两侧的突起  

标注为基蝶骨. 因未观察原标本, 所以仅对该标注存

疑问.  

三叠纪之后鱼龙类, 基枕骨的外枕髁部分多不

具有明显的腹外侧方翼状突起, 同时外枕髁区域的

大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以 Ichthyosaurus 较大, 而

Ophthalmosaurus、Brachypterygius、Platypterygius 较

小[15]. Ichthyosaurus 是早侏罗世常见鱼龙分子, 后三

者则分别是侏罗纪中、晚期和早白垩世的分子. 由此

可见基枕骨不仅具有系统分类学意义, 外枕髁部分

的大小同样具有演化意义. 从三叠纪至白垩纪它们

应该逐渐变小. 与之相反, 由于基枕骨逐渐以枕髁为

主体, 枕髁的相对尺寸逐渐增大.  

Shastasaurus tangae 枕部骨骼另外一个突出特征

是后耳骨大而宽, 而镫骨小而细, 两者大小相差悬 

殊. Cymbospondylus petrinus 后耳骨的确切形态不清

楚, 但其可能的镫骨的形状是小而细[17]. 同时代的鱼

龙 Shonisaurus popularis[21]也具有稍大的后耳骨, 但

相对大小要小于本种. 与此相反, 多数三叠纪之后鱼

龙类的后耳骨均相对较小, 而镫骨或与其大小相当, 

如 Ophthalmosaurus natans[26]; 或大于后耳骨, 如 O. 

icenicus[23], Platypterygius longmani[27], Temnodontosaurus 

trigonodon[24].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Myopterygius 

petersoni[16],文中附图指示了枕部耳骨要大于镫骨 , 

但正文中未见描述. 由此可见鱼龙耳部骨骼的演化, 

不仅存在镫骨变大、变粗壮的演化趋 势[21,28], 同时

后耳骨存在变小、变窄的演化趋势.  

与 Shastasaurus tangae 同产于晚三叠世的

Shonisaurus[21]枕髁外翼状突起与本种相当, 但它的

后耳骨要小于 Shastasaurus tangae 后耳骨, 根据以上

鱼龙枕部骨骼演化趋势判断, 它应该比 S. tangae 进

步.  

4  Shastasaurus tangae 头骨补充鉴定特征
及与其他中、晚三叠世鱼龙头骨的对比 

依据前人的研究[3~5,7,8], S. tangae 头骨主要鉴定

特征是: 吻部长而粗壮, 槽生齿, 前颌骨的鼻下支不

发育, 上颌骨前伸较长, 鼻后分支发育, 前额骨和后

额骨构成眼眶上缘, 后额骨和上颞骨相交, 方轭骨

和轭骨不相交, 顶骨具窄的径向脊. 本文根据新材

料对 S. tangae 头部鉴定特征做进一步的补充. 前颌

骨发达的鼻上支向后伸至外鼻孔后缘附近, 鼻骨参

与构成外鼻孔的背后侧缘, 上颌骨的鼻后支分隔了

泪骨和外鼻孔, 轭骨、眶后骨、方轭骨和方骨参与构

成颊部腹缘, 鳞骨既不参与构成颊部腹缘也不参与

构成上颞孔缘, 上颞孔前平台中等发育, 顶脊前端

在顶孔后部分叉, 在额骨顶面形成显著的 V 形凸起

结构, 顶脊侧支后平台发育, 上颞骨构成头骨坚实

的背外侧角, 基枕骨两侧具较大的翼状突起, 上枕

骨工字形、稍长, 枕大孔较大, 后耳骨呈大而宽的板

状, 镫骨小而窄.  

中、晚三叠世的鱼龙类主要有 Mixosourus, 

Xinminosaurus, Cymbospondylus, Besanosaurus, Qi- 
anichthyosaurus, Guanlingsaurus, Shastasaurus, Hima- 
layasaurus, Shonisaurus, Californosaurus, Toretoc- 

nemus 和 Callawayia 等属.  

Mixosaurus 是中三叠世最常见的鱼龙属, 其个

体大小一般为 1~2 m. 头骨最显著的特点是矢状脊非

常长, 一直前伸至靠近鼻骨的位置. 上颞孔前平台 

相应地也伸长至鼻骨前缘 [ 1 8 ] .  同时 ,  前颌骨后端  

窄, 几乎不参与构成外鼻孔边缘[18]. 中三叠世广布于

北美洲的 Cymbospondylus 个体大小和 Shastasaurus

接近, 但头骨稍小, 同时头骨各部位比例也有差异. 

前者眼眶相对小于后者 ,  而眶后区相对宽于后者 . 

Cymbospondylus 头骨顶面也发育上颞孔前平台[11], 

但顶骨矢状脊向前延伸距离稍短 ,  且两个分支基  

本平行 ,  不构成显著的锐角 (据图版观察 ) .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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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mbospondylus petrinus 鼻骨被排除在外鼻孔之   

外, 轭骨和方轭骨相交, 眶后骨不参与构成颊部腹 

湾[15,29]. 值得注意的是Motani在 1999年发表的“鱼龙

类系统发育”插图 2[11]中指出, Cymbospondylus 模式

标本眶后骨和轭骨可能移位, 轭骨和方轭骨之间大

面积接触是非正常的.  

发现于意大利和瑞士边境附近, 安尼阶-拉丁阶

之交 Grenzbitumen 层中的 Besanosaurus, Mikado- 

cephalus, Wimanius 和 Pessosaurus 均属于中－大型的

鱼龙 , 仅 Besanosaurus 保存有较完整的骨架 [15]. 

Besanosaurus 体长有 5 米多, 具有纤细的吻部和较小

的牙齿 [30]. 它前颌骨较长, 前颌骨的鼻上分支将鼻 

骨排除于外鼻孔边缘[30]. 由于头骨后半部受挤压变

形、移位, 许多特征和接触关系无法和 Shastasaurus 

tangae 对比. Mikadocephalus 仅保存了破损的头骨, 

它同样具有苗条、纤细的吻部, 上颌齿前部是槽齿

(thecodont), 后部是沟齿(aulacodont), 方骨的腹缘中

部发育有三角形突起[31].  

萨斯特鱼龙科的 Himalayasaurus 和 Shonisaurus

个体非常大, 推测成年个体体长有 15 m[15]. Himala- 

yasaurus 上颌长度推测大于 1.4 m, 牙齿粗大, 呈扁

锥状, 着生于齿沟内[32]. Shonisaurus 头长达 3 m, 颊

部相对较宽[21]. 与 Shastasaurus tangae 相同, 它顶

骨矢向脊发育, 并从顶孔后部起围绕顶孔分为两支

并向前延伸[21]. 但 Shonisaurus 的轭骨可能与方轭骨

相交[21]. 此外, 枕面的骨骼结构虽然和 Shastasaurus 

tangae 相同, 但外枕骨和后耳骨均明显小于后者.  

S. tangae 上颞孔前平台发育, 矢状脊在顶孔后

缘围绕顶孔分叉并向前伸展, 顶脊侧支后平台发育

等特征与同属萨斯特鱼龙科的 Callawayia[19]非常 

相似 . 但后者额骨呈前缘略尖的钻石型 , 参与构  

成上颞孔的前缘 , 细长的鼻骨后侧支伸至后额骨 

内[19]. 产自美国加利福尼亚萨斯特地区上三叠统卡

尼阶的 Californosaurus[33]和 Toretocnemus[34]头骨信

息较少.  

S. tangae 和同样产自贵州关岭瓦窑段的大型鱼

龙 Guanlingsaurus liangae 头骨差异比较明显, 前者

吻部较长 ,  后者吻部较短 .  另一产自贵州关岭的

Callawayia wolonggangensis[6]也具有较长的吻部, 仅

根据原作者的描述未观察模式标本, 笔者认为多数 

特征和 Shastasaurus tangae 比较接近 , 可能为 S. 

tangae 的后出同物异名. 产于贵州盘县的 Xinmino- 

saurus 具有较特殊的牙齿特征和较原始的附肢骨[35]. 

同样产于贵州关岭的 Qianichthyosaurus 个体属于中

小型, 具有非常大的眼眶[36].  

Shastasaurus tangae 头后骨骼与 Shastasauru 其

他已知种的相似性已有专文讨论[10]. 产自中国的该

大型鱼龙化石的肩带、腰带、前肢和后肢特征均与产

自美国东太平洋区的 Shastasauru 非常相似. 不能完

全排除这种相似性可能是趋同所导致, 但从三叠纪

各大型鱼龙化石出现的时代以及彼此间系统发育关

系来分析, 这种相似性应该是具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的体现. 与北美洲 Shastasauru 头后骨骼特征接近, 

且 同 位 于 shastasauria 分 支 [11] 的 Besanosaurus, 

Shonisaurus和Callawayia, 始现时代分别是安尼期最

晚期[30]、卡尼期晚期菊石 Klamathites macrolobatus

带[21]和诺利期早期牙形石 Epigondolella trangularis

带[37]. 而与北美洲 Shastasauru 出现于同一时代的其

他大型鱼龙 Californosaurus 和 Toretocnemus, 头后骨

骼尤其是肩带特征与 Shastasaurus 差异较明显, 没有

表现出因生态位相同而头后骨骼结构相似的趋同现

象 . 中国贵州关岭的材料和北美洲的 Shastasaurus 

pacificus、S. alexandrae 均出现于卡尼期早期牙形石

Metapolygnathus nodosus 带[2,15], 因此头后骨骼特征

相同所揭示的它们是姐妹种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趋

同的可能性. 比较遗憾的是与 S. tangae 同产于贵州

的 Guanlingsaurus liangae 的头后骨骼特征尚不清楚.  

Shastasaurus tangae 头骨和 Shastasaurus 唯一保

存有部分头骨骨骼的S. alexandrae (UCMP 9017)相比

同样有较大相似性, 如具有大的、近圆形的眼眶, 较

宽的、横向伸展的鼻骨和额骨的缝合面, 适度发育的

颞孔前平台等[25,33]. 未见于 S. alexandrae 描述[11,25,33], 

但复原图[11,25,33]指示其眶后骨可能参与构成颊部, 轭

骨与方轭骨不相交. S. alexandrae 与 S. tangae 较明显

的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后额骨和上颞骨不相交, 眶后

骨[25,33]或鳞骨[11,15]参与构成上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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