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８１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地 　 质 　 学 　 报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８１　Ｎｏ．１０

Ｏｃｔ．　２００７

注：本文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项目“关岭生物群的起源、演化与古生态特征”（编号１２１２０１０６１１６０３）资助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２８；改回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１；责任编辑：周健。

作者简介：程龙，男，１９７７年生。在读硕士，助理研究员，从事地层古生物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ｃｃｌｏｎｇ＠ｃｇｓ．ｇｏｖ．ｃｎ。

贵州晚三叠世安顺龙（爬行纲：海龙目）一新种

程龙，陈孝红，王传尚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湖北宜昌，４４３００３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描述了海龙类安顺龙属的一个新种———黄泥河安顺龙（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ｓｐ．

ｎｏｖ．）。新种采自贵州省兴义市乌纱镇谢米村上三叠统竹竿坡组底部。它与邻区发现的晚三叠世黄果树安顺龙

（犃．犺狌犪狀犵犵狌狅狊犺狌犲狀狊犻狊）和乌纱安顺龙（犃．狑狌狊犺犪犲狀狊犻狊）相比，存在如下相似之处：轭骨呈三射形；荐前椎都约为３８

枚；颈椎约１７枚；趾式为２－３－４－５－４。但是，新种与后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新种的乌喙骨前缘向前延伸较

短，而后腹缘向后延伸较远，而后者的情况刚好相反。新种的乌喙骨的特征与在欧洲发现的中三叠世

犃狊犽犲狆狋狅狊犪狌狉狌狊犻狋犪犾犻犮狌狊和晚三叠世诺利期犈狀犱犲狀狀犪狊犪狌狉狌狊犪犮狌狋犻狉狅狊狋狉犻狊的较为相近。以上特征指示新种可能为犃．

犻狋犪犾犻犮狌狊和犃．犺狌犪狀犵犵狌狅狊犺狌犲狀狊犻狊的过渡类型。这为长颈型海龙类的系统演化和古地理分布提供重要的证据。

关键词：海龙；三叠纪；贵州

　　海龙是一类生活在三叠纪海洋中的双孔类爬行

动物。其在北美和欧洲地区的三叠纪地层早有发现

（Ｒｉｅｐｐｅｌ，１９８７；Ｎｉｃｈｏｌｌｓ，１９９９；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虽然中国早在１９７２年就有海龙类湖北汉江

蜥 （犎犪狀狅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犫犲犺犲狀狊犻狊）报 道 （杨 钟 健 等，

１９７２），但重新研究后发现，它应该是与肿肋龙有较

近亲缘关系的鳍龙类（Ｒｉｅｐｐｅｌ，１９９８）。中国最早发

现的海龙类是报道于贵州关岭生物群的黄果树安顺

龙（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犪狀犵犵狌狅狊犺狌犲狀狊狌狊）（Ｒｉｅｐｐｅ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它与在 ＭｏｎｔｅＳａｎ

Ｇｉｏｒｇｉｏ发现的犃狊犽犲狆狋狅狊犪狌狉狌狊有非常近的亲缘关

系，属于较原始的长颈型海龙类 Ａｓｋｅｐｔ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与安顺龙属共生的海龙类还有较进化的短颈型新铺

龙。后者现已建立孙氏新铺龙（犡犻狀狆狌狊犪狌狉狌狊狊狌狀犻）

和巴毛林新铺龙（犡．犫犪犿犪狅犾犻狀犲狀狊犻狊）（尹恭正等，

２０００；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程龙，２００３）。最近，在贵州

和云南两省交界地区兴义贵州龙产出层位中也相继

发现了海龙类化石（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Ｒｉｅｐｐｅ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其中一个保存完整的标本被Ｒｉｅｐｐｅｌ等

（２００６）命名为乌纱安顺龙（犃．狑狌狊犺犪犲狀狊犻狊）。

本文所描述的材料与乌纱安顺龙来自于同一地

区和层位的贵州兴义市乌纱镇谢米村竹竿坡组底部

的薄层纹层状泥晶灰岩。在该地层中还发现了大量

的原龙类、鳍龙类和鱼龙类等其他海生爬行动物

（Ｌｉ，２００３），正在研究过程中。竹竿坡组的时代一

直存在着争议。该组地层中的头足类组合特征和脊

椎动物组合特征显示了中晚拉丁期的生物组合特征

（王义刚，１９８３；徐光洪等，２００３；李锦玲，２００６），但是

该地区同时所产的牙形石犘犪狉犪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狆狅犾狔犵

狀犪狋犺犻犳狅狉犿犻狊－犘．犿犪犪狀狋犪狀犵犲狀狊犻狊组合特征反映的

时代为晚三叠世卡尼期早期（王成源等，１９９８）。而

且最近孙作玉等（２００５）在相邻的关岭地区该组距底

界 ３．３８ ｍ 处 发 现 了 牙 形 石 犘犪狉犪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狆狅犾犻犵狀犪狋犺犻犳狅狉犿犻狊，表明贵州西南部竹竿坡组的时

代为卡尼期早期。从层序地层序列分析，竹杆坡组

的薄层灰岩沉积具有海侵体系域的沉积特征（梅冥

相等，２００４；Ｌｅｈ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与全球拉丁期

大海退之后、卡尼期早期开始的海侵事件相对应，所

以本文认为竹杆坡组划归为卡尼阶更为合理。

ＴｈａｌａｔｔｏｓａｕｒｉａＭｅｒｒｉａｍ，１９０４

Ａｓｋｅｐｔ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Ｋｕｈｎ－Ｓｃｈｎｙｄｅｒ，１９５２

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Ｌｉｕ，１９９９

属型种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犪狀犵犵狌狅狊犺狌犲狀狊犻狊Ｌｉｕ，１９９９

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图１，２，３）

词源：“黄泥河（ｈｕａｎｇｎｉｈｅ）”，河流名称，该河流

为云南省和贵州省的分界线，标本发现于该河边。

正型 标 本：宜 昌 地 质 矿 产 研 究 所，ＳＰＣ Ｖ

３００１７。由相互紧密关联的头骨和绝大部分头后骨



图１　黄泥河安顺龙（新种）（ＳＰＣＶ３００１７）（比例尺为１０ｃ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ｏｆ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ＳＰＣＶ３００１７）（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ｅｑｕａｌ１０ｃｍ）

图２　黄泥河安顺龙（ＳＰＣＶ３００１７）的肩带及前肢

Ｆｉｇ．２　Ｐ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ｉｒｄｌ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ｌｉｍｂｓｏｆ犃．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ＳＰＣＶ３００１７）

Ｃｌ—锁骨；ｃｎ—中央腕骨；Ｃｏ—乌喙骨；ｃｏｆｏ—乌喙骨孔；ｄｃ１～ｄｃ４—远端腕骨１～４；ｇｌ—关节窝；Ｈｕ—肱骨；Ｉｃｌ—间锁骨；ｉｎ—间中

骨；Ｒａ—桡骨；Ｓｃ—肩胛骨；Ｕｌ—尺骨；ｕｌｎ—接尺骨；Ⅰ～Ⅴ—第１至第５指（趾）

Ｃｌ—Ｃｌａｖｉｃｌｅ；ｃ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Ｃｏ—ｃｏｒａｃｏｉｄ；ｃｏｆｏ—ｃｏｒａｃｏｉｄｆｏｒａｍｅｎ；ｄｃ１～ｄｃ４—ｄｉｓｔａｌｃａｒｐａｌ１～ｄｉｓｔａｌｃａｒｐａｌ４；ｇｌ—ｇｌｅｎｏｉｄ；Ｈｕ—

ｈｕｍｅｒｕｓ；Ｉｃｌ—ｉｎｔｅｒｃｌａｖｉｃｌ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ｒａｄｉｕｓ；Ｓｃ—ｓｃａｐｕｌａ；Ｕｌ—ｕｌｎａ；ｕｌｎ—ｕｌｎａｒｅ；Ⅰ～Ⅴ—ｆｉｒｓｔｐｈａｌａｎｇｅ～ｆｉｆｔｈ

ｐｈａｌａｎｇｅ

骼组成，仅缺失尾部骨骼和少量指（趾）骨，保留部分

长度为１０５ｃｍ。

产地及层位：贵州省兴义市乌纱镇谢米村；晚三

叠世卡尼期早期竹竿坡组。

特征：间翼骨腔狭小；基枕骨后缘微突；下颌最长骨

骼为夹板骨；乌喙骨前缘微微向前延伸，后腹缘向后

延伸较远；腕骨７个骨块骨化；胫骨近端扩展；腓骨

远端扩展呈扇形；跗骨６个骨块骨化。

６４３１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１　描述

１．１　头骨（狊犽狌犾犾）

头骨呈背腹向保存，下颌覆盖在其上，所以头骨

仅少许腭面骨骼在下颌左右支之间的空隙中出露。

头骨从吻端至枕骨末端长为１７７．４ｍｍ，从齿骨顶

端至反关节突长为１９７．２ｍｍ。吻端较尖。左侧轭

骨大部分出露，呈三射形，前突较粗壮，前突前端被

下颌覆盖，上突被下颌覆盖，后突比前突细。左轭骨

上突较短，与翼骨横突后缘相接触。仅左侧翼骨中

后部和少许右侧翼骨出露，翼骨横突明显，形成下眼

眶的后边缘，与外翼骨接触关系不明，向后，在脑颅

外侧明显变细，并向侧后延伸，形成方骨支。横突和

方骨支之间的边缘形成了下颞孔的前部和中部边

缘，间翼骨腔狭窄。两翼骨方骨支在头部后端形成

的夹角约为７０°。翼骨无齿。副蝶骨－基蝶骨愈合

为一块。不能观察到是否存在副蝶骨突。在副蝶骨

－基蝶骨中间外侧发育明显的水滴形的基蝶骨突，

在它们的内侧发育一对向侧后方延伸的凹槽，该凹

槽可能为颈动脉经过的位置。基蝶骨末端中间微

凹，两侧发育侧后突，与基枕骨前端接触。基枕骨前

端两侧发育明显的瘤状结节。结节之间相向倾斜形

成一向后延伸的凹槽。基枕骨末端腹向扩展形成一

稍外突的枕骨关节面。在翼骨方骨支和基枕骨之间

可以观察到前耳骨和后耳骨，但两者的形状和接触

关系不清楚，近端均厚实，与基枕骨在瘤状结节之上

接触。方骨呈短棒状，不发育前边缘，远端厚实。在

基枕骨右后侧保存有一鳞骨，前突细长，下突较粗。

远端被下颌后端覆盖。

１．２　下颌（犿犪狀犱犻犫犾犲）

下颌左支呈腹外侧向出露，而右支呈腹内侧向

出露，所以能够较全面的观察到下颌绝大部分特征。

齿骨长１２１．６ｍｍ，前端尖细，向后逐渐扩展，在中

后部达到最大宽度，然后又逐渐尖灭。齿骨前端上

缘１０．６ｍｍ不发育牙齿。齿骨形成下颌的前外侧，

两齿骨前端仅１３．４ｍｍ相互接触，向后被夹板骨隔

离。左右夹板骨分别呈腹外侧和内侧出露，夹板骨

长度为１２４．６ｍｍ，略长于齿骨，为下颌最长的骨

块，前端联合，中部大部分上下缘近平行，上缘在后

端向下逐渐变细，最后与下缘相交，在下颌的１３８．７

ｍｍ处尖灭。夹板骨位于下颌的前腹内侧。隅骨细

长，长度为７２．５ｍｍ，形成下颌的后腹边缘。前端

在齿骨和夹板骨之间向前延伸并逐渐尖灭。外侧整

体与上隅骨接触。后端突然结束，与前关节骨前端

之间存在小小的缝隙，未与前关节骨接触。上隅骨

形成下颌的后外侧边缘，前端位于齿骨后端之下，并

向前逐渐尖灭，向后逐渐增宽，在中部达到最大宽

度，然后向后逐渐变窄。后端覆盖在关节骨外侧。

前关节骨很小，仅位于下颌后部内侧缘，前端未与隅

骨接触，外侧与上隅骨后端接触，后端与关节骨接

触。关节骨被覆盖，难于被观察到。舌骨细长，沿下

颞孔的最长直径方向穿过下颞孔，前端被翼骨覆盖，

向后逐渐变窄，后端与方骨近端接触。

１．３　牙齿（狋犲犲狋犺）

上下颌均发育牙齿，牙齿为亚槽齿型。牙齿呈

尖锥型，顶端略向后弯曲，表面具有纵向细密的纹

饰。上颌牙齿数不明，齿骨上发育约１６枚牙齿。

１．４　脊柱（狏犲狉狋犲犫狉犪犲）

该标本约保存有３８枚荐前椎，颈椎为１７枚。

因为荐椎区被腰带和右后肢覆盖，所以不能判断荐

椎的数量。因为颈椎与背椎几乎没有区别，所以很

难区分出颈椎和背椎，只能根据肋骨头的形态来区

分，双头型肋骨属于颈椎，单头型的属于背椎。第

１７枚椎体的肋骨头仍然为双头型，而第１８枚椎体

和相应的肋骨被肩带覆盖，不能观察到肋骨的形态，

所以该标本至少有１７枚颈椎，而且前５枚颈椎呈左

腹向出露从第６枚颈椎开始沿椎体轴向逐渐顺时针

旋转，使得从第１１枚颈椎开始呈右侧出露。

环椎呈腹左侧出露，略呈水滴形，前近端略向前

延伸，并增厚，形成小结节，可能相当于椎体横突，腹

边缘向前下倾斜，从而与基枕骨关节面相互对应，后

端向下延伸，形成较平直的厚边缘，与枢椎前端接

触。神经弓被鳞骨覆盖。没有颈肋。枢椎为长形骨

块，长度约为高度的１．５倍，腹侧部分明显的内凹，

前端微微隆起，背侧部分外凸，且前端发育一小的椎

体横突。神经弓发育较小的前后突。神经棘低长。

枢椎肋骨为明显的双头型，覆盖在椎体侧面。其他

颈椎向后依次增大，椎弓前突向前上延伸，椎弓后突

向后下延伸。前一椎体的椎弓后突覆盖在后一椎体

的前突之上。双头型颈肋的上头逐渐增大，而下头

逐渐变小。髓椎线逐渐明显。

背椎呈两侧保存，大部分却被背肋覆盖。椎体

腹侧部分稍微内凹，椎体横突明显，且向后逐渐增

大，椎弓横突略向下延伸，与椎体横突接触。神经弓

前突大于后突。神经棘呈矩形板状，垂直椎体轴向，

高度大于颈部神经棘，顶端具有纵向纹饰。背肋单

头型，肋骨头略扩展，其余部分窄于近端，但没有逐

渐变窄，前后缘平行，远端边缘平直。荐肋被右侧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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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和后肢覆盖。腹肋位于躯干腹部，中部厚度最大，

向两端逐渐变细，并尖灭。

１．５　肩带与腰带（狆犲犮狋狅狉犪犾犪狀犱狆犲犾狏犻犮犵犻狉犱犾犲狊）

肩带仅右侧锁骨、肩胛骨、乌喙骨和少许间锁骨

突出露。锁骨为薄细长杆状，向内弯曲呈弓形，角度

约为１２０°，近端略宽于远端。肩胛骨骨板近端被头

骨覆盖，前缘前突，后缘急剧向前凹入。后腹缘增

厚，在关节窝背缘厚度达到最大，腹缘向腹内凸出。

乌喙骨近端后侧厚实，为关节窝，向前缘和远端逐渐

变薄呈板状。关节窝的前腹缘发育一较小的乌喙骨

孔。前缘前凸，腹边缘向腹内突出。前缘和腹边缘

形成连续平滑的弧线。腹缘和后缘一起向腹后延伸

较远。后缘被右侧肱骨覆盖。后缘与腹缘呈平滑的

曲线交汇，推测后缘略向前凹入。间锁骨仅出露侧

突远端和后突远端，呈薄板状。腰带被右后肢和肋

骨覆盖，几乎不能观察到。

１．６　前肢（犳狅狉犲犾犻犿犫狊）

右前肢完好出露，左前肢仅桡骨、尺骨及远端骨

块出露（图２）。肱骨近端厚实，略扩展，中间部分两

侧缘向轴弯曲，且内侧缘凹入程度大于外缘，远端较

近端扩展，厚度也小于近端（表１）。远端内侧向内

延伸，并变薄，外缘略厚实，内侧和外侧之间发育一

沿肱骨轴向上逐渐消失的脊突。不发育外髁孔。桡

骨关接面小于尺骨关接面。桡骨近端略扩展，厚实，

与肱骨的桡骨关节面对应，中间部分两侧内凹，远端

扩展情况与近端相似，比近端略薄。尺骨与桡骨几

乎等长，略显苗条。共有７个腕骨骨化，且都为四边

形或近圆形。尺侧腕骨最大，其次为间中骨。第４

到第２远端腕骨依次缓慢减小。５个掌骨依次排

列，第１个掌骨最短，却最宽，近端急剧扩展，中部两

侧凹入，远端略微扩展，掌骨长度依次缓慢增加。后

３个掌骨宽度相同均略小于第２个掌骨。第１指指

节数为２，其中第２个指节前端迅速尖灭，呈爪状，

符合海龙类的一般特征。第２指保留有３个指节，

且第３指节也呈爪状。第３、４、５指仅分别保存有

３、２、２个指节。

１．７　后肢（犺犻狀犱犾犻犿犫狊）

除了缺失左侧部分趾骨以外，左右肢均保存完

好，且分别呈内侧和外侧出露（图３）。股骨长于肱

骨，近端和远端均略扩展，外缘略向轴凹入，内缘凹

入程度强与外缘，所以股骨轴略向后弯曲（表１）。

股骨的内转子发育，位于近端后侧，向远端逐渐变

低，在轴的中部消失。胫骨近端急剧扩展，中远部两

侧微凹，远端略扩展。远端比近端厚实，且在外腹侧

形成一沿轴向上逐渐消失的脊。腓骨的情况与胫骨

刚好相反，近端略扩展，远端急剧扩展，且强于胫骨

的远端，呈扇形。腓骨的远端腹内侧厚实，形成与跟

骨和距骨接触的关节面。跗骨共发育６个骨块，分

别为两个近端骨块（距骨和跟骨）和４个远端骨块

（远端跗骨１～４）。距骨为跗骨中最大的骨块，位于

胫骨和腓骨远端之间的间隙，为多边形，近端厚实，

前端向胫骨远端方向延伸，并扩展，近端边缘凹入，

远端边缘略外凸。跟骨近圆形，近端与腓骨接触。

远端跗骨为近圆形，从第１个向第４个逐渐增大。５

个跖骨与相应的掌骨相似，但略长与掌骨，且比掌骨

粗壮，第２、３、４个跖骨相似，第５跖骨最为细长。趾

式为２－３－４－５－４。所有趾的趾节均从近端向远

端逐渐变小，最远端的趾节均为爪状。第４趾最长。

２　讨论

黄泥河安顺龙（新种）是继黄果树安顺龙和乌纱

安顺龙之后，发现的安顺龙属第三个种。虽然，新种

的个体较小（躯干长约为４５７ｍｍ），小于后两者（黄

果树安顺龙的正型标本ＩＶＰＰＶ１１８３５的躯干长约

为７５９ｍｍ；参考标本ＩＶＰＰＶ１１８３４的躯干长约为

７３０ｍｍ；乌纱安顺龙的正型标本ＩＶＰＰＶ１３８７２的

躯干长约为５６０ｍｍ），但是，其具有愈合的髓椎线

及骨化程度较好的腕骨和跗骨等特征，指示其为一

成年体标本。

黄泥河安顺龙与黄果树安顺龙和乌纱安顺龙存

表１　黄泥河安顺龙（新种）（犛犘犆犞３００１７）四肢的测量数据（犿犿）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犾犻犿犫狊狅犳犃．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狊狆．狀狅狏．（犿犿）

肱骨 桡骨 尺骨 股骨 胫骨 腓骨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长度 － ９４．７ － ５０．７ － ５０．１ １１１．９ １１２．１ ５５．５ ５５．９ ５９．０ ５８．２

近端宽 － ３２．４ － １７．８ － － － ３１．７ ２３．８ ２２．５ － １３．３

最小宽度 － １７．６ ８．８ １０．２ ９．３ ８．２ １７．５ １９．０ １１．４ １０．５ ２６．５ －

远端宽 － ３８．３ １６．５ １６．７ ２０．０ １６．０ ３３．２ ３６．４ １５．４ １４．３ ９．４ ９．３

掌骨 跖骨

Ⅰ Ⅱ Ⅲ Ⅳ Ⅴ Ⅰ Ⅱ Ⅲ Ⅳ Ⅴ

左 １８．１ ２０．０ ２１．０ ２２．０ ２３．７ ２２．７ ２４．６ ２５．９ ２７．４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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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１８．１ ２１．５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３．２ ２１．６ ２５．０ ２７．４ ２７．４ －

图３　黄泥河安顺龙（新种）（ＳＰＣＶ３００１７）的后肢

Ｆｉｇ．３　Ｈｉｎｄｌｉｍｂｓｏｆ犃．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ＳＰＣＶ３００１７）

Ａｓ—中央腕骨；ｃａ—跟骨；ｄｔ１～ｄｔ４—远端跗骨１～４；Ｆｅ—股骨；Ｆｉ—腓骨；Ｔｉ—胫骨；Ⅰ～Ⅴ—与图２相同

Ａｓ—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ｃａ—ｃａｌｃａｎｅｕｍ；ｄｔ１～ｄｔ４—ｄｉｓｔａｌｔａｒｓａｌ１～ｄｉｓｔａｌｔａｒｓａｌ４；Ｆｅ—ｆｅｍｕｒ；Ｆｉ—ｆｉｂｕｌａ；Ｔｉ—ｔｉｂｉａ；Ⅰ～Ⅴ—ａｓｉｎＦｉｇ．２

在许多相似之处，三者共同区别于犃狊犽犲狆狋狅狊犪狌狉狌狊属

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基枕骨后缘微突；荐前椎约为３８

枚，颈椎约１７枚；肱骨不发育髁孔；股骨内转子发

育；趾式为２－３－４－５－４。这些特征除了证明当前

标本属于安顺龙无疑，而且指示它们至少是安顺龙

属的鉴定特征。

新种与黄果树安顺龙相比，两者的腭面及脑颅特

征极为相似，另外均有７个腕骨骨化和６个跗骨骨化。

但是前者个体较小，头部较小，躯干／头骨比值为

２．３２，而后者的个体较大，相应的比值为１．９１～１．９５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Ｒｉｅｐｐ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前者的乌喙

骨前缘略向前延伸，后腹缘向后延伸较远，而后者的

乌喙骨近端边缘和远端腹缘近平行，前缘向前延伸较

远，后缘略向后延伸。因此，两者显然应为不同的种

（图４）。

新种与乌纱安顺龙相比，两者不仅在个体大小

上，而且在骨骼特征上都非常相似，只是前者的头骨

略小于后者。但是，前者躯干／头骨比值小于后者

（乌纱安顺龙的比值为 ２．６５）（Ｒｉｅｐｐｅ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前者跗骨仅６个骨块骨化，而后者明显７个

骨块骨化。而且，虽然ＩＶＰＰＶ１３７８２的乌喙骨近端

被右侧肩胛骨和肱骨覆盖，但是，仍然可以观察到

其为长肾形，而这一特征与黄果树安顺龙的较为相

似。虽然较乌纱安顺龙略小，但如前所述，当前标本

同样也为成年体标本，因此，这种个体差异显然不是

个体发育的不同阶段造成的。

贵州地区所属的华南板块位于特提斯洋东侧，

刚好位于特提斯洋和太平洋之间，所以贵州西南部

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组合同时具有西特提斯动物

群和东太平洋动物群的特征。但是，在该地区三叠

纪地层中发现的鳍龙类和鱼类化石表明我国南方与

西特提斯洋在古动物地理方面的关系更近一些（李

淳等，２００２；李锦玲，２００６）。到目前为止，长颈型海

龙类Ａｓｋｅｐｔｏｓａｕｒｏｉｄｅａ仅发现于阿尔卑斯山地区和

中国西南部地区。这种特殊的海龙类在贵州兴义的

发现，进一步表明上述古地理关系。最早的长颈型

海龙类犃狊犽犲狆狋狅狊犪狌狉狌狊发现于ＭｏｎｔｅＳａｎＧｉｏｒｇｉｏ地

区的Ｇｒｅｎｚｂｉｔｕｍｅｎｚｏｎｅ（安尼阶／拉丁阶），所以长颈

型海龙类的祖先可能出自于欧洲地区（Ｍüｌｌｅｒ，

２００５）。然 而，在 兴 义 地 区 卡 尼 期 初 期 发 现 的

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 具 有 犃狊犽犲狆狋狅狊犪狌狉狌狊

犻狋犪犾犻犮狌狊和犃狀狊犺狌狀狊犪狌狉狌狊犺狌犪狀犵犵狌狅狊犺狌犲狀狊犻狊的过渡

特征，暗示了长颈型海龙类在晚三叠世初期开始向

东特提斯洋适应辐射。

致谢：在野外采集标本的过程中，得到了汪啸风

教授的帮助。标本由赵志强协助修理。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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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长颈型海龙类的乌喙骨比较（比例尺为２ｃ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ａｃｏｉｄｓｉｎｌｏｎｇ－ｎｅｃｋｅｄｔｈａｌａｔｔｏｓａｕｒｓ（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ｅｑｕａｌ２ｃｍ）

ｃｏｆｏ－乌喙骨孔；ｇｌ－关节窝；

Ａ—犃狊犽犲狆狋狅狊犪狌狉狌狊犻狋犪犾犻犮狌狊（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５）；Ｂ—犃．犺狌犪狀犵狀犻犺犲狀狊犻狊；Ｃ—犃．犺狌犪狀犵犵狌狅狊犺狌犲狀狊犻狊（ＩＶＰＰＶ１１８３４）；

ｃｏｆｏ－ｃｏｒａｃｏｉｄｆｏｒａｍｅｎ；ｇｌ－ｇｌｅｎｏｉｄ

ＩＶＰＰＶ１１８３４、Ｖ１１８３５和Ｖ１３７８２标本时，得到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淳博士

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刘俊博士的鼎力帮助。在此

一并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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