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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一新材料，命名了一新的结节龙类甲龙———洛阳中原龙（新属新种），犣犺狅狀犵狔狌犪狀狊犪狌狉狌狊

犾狌狅狔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其头骨的形态和尾椎的特征显示该标本属于结节龙类甲龙。它以头骨长宽比约为

１．４∶１、头骨顶骨区平坦，顶视，头骨的后边缘及眼眶之后的侧边缘平直；肱骨远端与近端的宽度几乎相等，肱骨近

端后表面的犕．犾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狊犱狅狉狊犻和犕．狋犲狉犲狊犿犪犼狅狉附着处为凹陷面而不是疤结，以及坐骨主干较平直等特征区别

于其它的结节龙类甲龙。

关键词：晚白垩世早期；结节龙类甲龙；洛阳中原龙；汝阳县；河南省

　　甲龙类是四足行走的、植食性恐龙的一单系类

群，以身体背面及侧面披有一排排纵向排列的骨质

膜板以及具有细小牙齿的、独特的头骨构造为特征，

几乎发现于每一大陆（Ｖｉｃｋａｒｙｏ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相

对于其它的恐龙化石，比如蜥脚形类，鸭嘴龙类，及

小型兽脚类来说，我国甲龙类化石发现的较少。目

前我国甲龙类化石主要发现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Ｙｏｕｎｇ，１９３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董枝明，

１９９３），内蒙古自治区 （Ｇｏｄｅｆｒｏｉ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Ｖｉｃｋａｒｙｏ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山西省（庞其清和程政

武，１９９８）；山东省（Ｂｕｆｆｅｔａｕｔ，１９９５），辽宁省（董枝

明，２００２；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及浙江省（Ｌü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印刷中）。而在以上的甲龙化石中，除了辽西

省的辽宁龙（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及浙江标本归入结节

龙类甲龙外（Ｌü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印刷中），其他或者为

甲龙类甲龙，或者科一级分类位置不定。

从传统意义上讲，甲龙类包括两个类群，一组为

头骨宽大于长，尾端具有发育的尾锤的甲龙类，另一

组为头骨长明显大于宽，尾端的椎体愈合而末端没

有形成尾锤的结节龙类（Ｃｏｏｍｂｓ，１９７８）。本文所

记述的是发现于河南省汝阳县刘店乡（图１）晚白垩

世早期一新的结节龙类甲龙。化石保存基本完整，

特别是对鉴定起着重要作用的部分，比如头骨和尾

部的末端，都保存得很好。河南汝阳的甲龙化石，头

骨长大于宽，尾部的末端没有形成尾锤等特征，显示

该标本为结节龙类甲龙无疑。它的发现，对于研究

我国甲龙类，尤其是结节龙类甲龙的古地理分布、演

化具有重要意义。

１　系统古生物学

ＴｈｙｒｅｏｐｈｏｒａＮｏｐｃｓａ，１９１５

ＥｕｒｙｐｏｄａＳｅｒｅｎｏ，１９８６

Ｏｒｄｅｒ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ａＯｓｂｏｒｎ，１９２３

ＦａｍｉｌｙＮｏｄ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Ｍａｒｓｈ，１８９０

中原龙 （新属）犣犺狅狀犵狔狌犪狀狊犪狌狉狌狊ｇｅｎ．ｎｏｖ．

（图版Ⅰ，Ⅱ）

词源：正型标本的产地隶属河南省，属中原地

区。

特征：见本属唯一种的特征。

洛 阳 中 原 龙 （新 种 ）犣犺狅狀犵狔狌犪狀狊犪狌狉狌狊

犾狌狅狔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

词源：洛阳，指化石的产地汝阳县，行政区划归

为洛阳地区。

正型标本：几乎完整的头骨及小部分下颌，３个

具有神经棘的背椎神经弓，１缺失神经棘的颈椎神

经弓，１个几乎完整的背椎，２个背椎椎体，７个中前

部尾椎体，３个中后部尾椎体和７个愈合在一起的

后部尾椎体，完整的左肱骨，左右两坐骨和一耻骨及



图１　洛阳中原龙化石产地的交通位置图

（实心无边形代表化石产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ｓｏｌｉｄ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ｔｅ）

几个不同部位的甲板，背肋及其它一些破碎骨骼。

标本保存于河南省地质博物馆（４１ＨＩＩＩ０００２）。

地点和层位：河南省汝阳县刘店乡，蟒川组（吕

君昌等，２００６）

特征：一大型结节龙类甲龙，头骨长大于宽，其

比率约为１．４；顶骨区平坦；顶视，头骨的后边缘及

眼眶之后的侧边缘平直。无前上颌骨齿，上颌骨齿

列平直，具有１８枚牙齿。枕髁后下方具有半圆形凹

陷面。副枕骨突与鳞骨没有愈合。肱骨远端与近端

的宽度几乎相等，肱骨近端后表面的犕．犾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狊

犱狅狉狊犻和犕．狋犲狉犲狊犿犪犼狅狉附着处为凹陷面而不是疤

结；坐骨主干较平直，不同于其它结节龙类的。

２　标本描述

２．１　头骨 （图版Ⅰ）

头骨受到上下方向挤压，除了方骨及右前上颌

骨部分缺失外，基本保存完整。头骨长大于宽（从

枕髁的后边缘至前上颌骨的前边缘，长３７．５ｃｍ；最

大宽度为２６ｃｍ，眼眶外边缘之间的最大距离为２４．４

ｃｍ）。眶后角不发育。从眼眶的前部开始，头骨向

前逐渐变窄。吻端较直，远端的背面中部有一凹陷

面。头骨背面多数缝合线不清晰，额骨至顶骨部分

光滑，其它部分表面粗糙，特别是眼眶上方及鼻骨部

分右侧上颌骨齿列保存完整，保存两枚牙齿和１６个

的 齿 槽，因 此 上 颌 骨 共 有 １８ 枚 牙 齿，与

犃狀犽狔犾狅狊犪狌狉狌狊犿犪犵狀犻狏犲狀狋狉犻狊 的 牙 齿 数 目 相 当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４）。前上颌骨薄板状，腭面光滑且

凹陷，背表面凸起。前部靠近中线处，有一纵向沟向

前延伸至前边缘，后部以孔的形式终止。后部以弧

形脊的形式作为外鼻孔腹面前部的边界。该脊的后

部又有一纵向脊，使得前上颌骨背面的后部（外鼻孔

的底部）形成两个凹陷，其中内侧的远远大于外侧

的。左右两前上颌骨的前部没有愈合，形成大的 Ｖ

字型空隙（前上颌骨缺刻）。在前上颌骨接近中线部

位处有一大的气孔。腹视，上颌骨的齿列较直。锄

骨薄板状，左右两锄骨之间形成纵向深沟。

２．２　脑腔周围骨骼

虽然由于挤压的原因，上枕骨有点变形，但是其

在枕骨大孔上方的颈脊仍然清晰。上枕骨与其共同

骨化的外枕—后耳骨的完全愈合，因而，它们之间的

接触关系不清楚。外枕—后耳骨构成枕骨大孔的侧

边缘，其主干部分的腹面平坦而后表面凸起。愈合

的外枕—后耳骨作为副枕骨突几乎向两侧水平延

伸。与犘犪狑狆犪狑狊犪狌狉狌狊（Ｌｅｅ，１９９６）不同，其远端

完全自由，它没有与鳞骨及方骨头相愈合。基枕骨

具有明显的颈部，它的前部与基蝶骨接触，后部形成

半球形的枕髁。基枕骨的背面构成枕骨大孔的腹

部，由于受到挤压的原因，枕骨大孔已变形。腹视，

基枕骨的前部呈倒立的 Ｖ 形，楔入基蝶骨的后部。

基枕骨前部腹面具有一弱的中脊，该脊向后延伸至

中部消失。枕髁的前腹面中部具有明显的半月形凹

陷。基枕骨与基蝶骨左侧的脑神经孔保存清晰。相

对于基枕骨来说，基蝶骨的长度远远小于基枕骨的。

前部与副蝶骨的缝合线不清楚，基翼骨突非常发育，

伸向下侧方，其基部与基翼骨完全愈合。

２．３　下颌

下颌基本缺失，只保存左侧下颌骨中后部的一

部分。保存有９个齿槽，后部的很小。齿骨齿列部

分的外侧高于内侧。齿骨的外侧，与齿根基部相对

应的位置分布有圆形小孔，相邻孔之间的距离为３

个牙齿齿槽的距离。保存部分内侧的下方，有一前

宽后窄的纵向关节面，应为与夹板骨相关节的面。

２．４　可能的鼻骨角

在修理化石的过程中，在鼻骨的周围发现一棒

状骨（长２２．５ｃｍ，近端宽１１ｃｍ），该骨形态特殊，一

端尖锐，虽然由于受到挤压变形，但是整体呈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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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另一端较宽大且具有滑车状的关节面，而该关

节面与鼻骨背表面中部的凹陷面可以很好地吻合。

尖锐的一端朝上，相对应的前表面粗糙，具有坑窝状

刻蚀；另一端前宽后窄，后表面基部的两侧有深的凹

陷，而该角没有与鼻骨相愈合。从形态上看，该角状

的骨骼不同于身体任何其它的部分骨骼。因此，我

们推断该角状骨可能与其它的甲板同源，只是形状

不同，为该恐龙鼻骨上的角。在以往其它的甲龙类

中从未报道过类似的角。该角可能具有防守和进攻

的功能。

２．５　头后骨骼

颈椎部分只保存一个缺失神经棘的神经弓。椎

体横突几乎水平延伸，稍微向背后方延伸。神经管

道几乎呈矩形。神经管道两侧与椎体相接触的部

分，与背椎神经弓的相比，前后较短，说明了颈椎椎

体比背椎椎体短得多。

２．６　背椎椎体

一个几乎完整的背椎椎体，椎体前后关节面平

坦，椎体侧面光滑，向内收缩，腹面具有弱的腹中脊。

椎体宽大于长，神经管道亚圆形，高大于宽。神经弓

与椎体的缝合线不明显，椎体副突关节面位于椎弓

的侧面。

前部神经弓的神经棘末端缺失，椎体前突关节

面近于垂直，两关节面靠的很近。神经棘前后宽，大

于椎体的长度。椎体横突伸向侧上方，与神经棘之

间的夹角大约为４０°。椎体横突外表面有一纵向沟

与神经弓基部的前面大的亚圆形凹陷面一起构成与

背肋相关节的面。椎体后突关节面不发育。从神经

弓基部看，背椎的神经管道窄小。从保存完整的神

经棘看，神经棘侧视为长方形，板状。神经棘末端左

右扩展，形成一平台，为甲板的附着面。

２．７　中部尾椎椎体

椎体前后关节面凹陷，腹面有腹中沟。靠前的

椎体长度与宽度几乎相等，椎体侧面有弱的纵向脊，

脉弧与椎体不愈合。

２．８　后部尾椎体

一单个后部尾椎体，椎体完整，但受到挤压有点

变形。椎体前后关节面凹陷，椎体腹面具有腹中沟。

椎体神经棘消失，两椎体后突愈合成舌状。椎体前

突长，背视，两前突形成开口的 Ｖ 形。椎体后突楔

入其中，形成一不活动结构。椎体长大于椎体宽。

２．９　最后部尾椎椎体

有７个愈合在一起的最后部尾椎椎体，这些椎

体的前关节突极度拉长，至少为其相邻的前部椎体

长度的一半。椎体后突，呈楔形插于其相邻的后部

椎体的前关节突之间，形成一不活动关节。整个愈

合的后部尾椎前部为棒状，向末端变为板状。尾椎

末端没有形成尾锤（图版ⅡＤ），为典型的结节龙类

特征。椎体的前关节面明显大于后关节面，靠近前

部的椎体的侧面具有弱的纵向脊，腹面具有明显的

腹中沟。脉弧与椎体不愈合。

２．１０　肱骨

肱骨粗壮，具有非常发育的肱骨三角脊，三角脊

的长度约为肱骨长度的４３％。在三角脊最下端的

腹侧，有一大的突起，该突起为 犕．狆犲犮狋狅狉犪犾犻狊的附

着处。肱骨近端（三角脊以上部分）的前表面强烈凹

陷，而其后表面突起，中部有两个相连的凹陷面。

从处的位置上看，它们应为犕．犾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狊犱狅狉狊犻和

犕．狋犲狉犲狊犿犪犼狅狉附着处。肱骨的远端横向扩张，前

后表面稍微凹陷。远端的宽度（１５ｃｍ）稍微小于近

端宽度（１６ｃｍ）。靠近近端后表面有一纵向沟。肱

骨近端的大小结节均不发育。

２．１１　爪子

一完整的爪子保存，扁平，与其它的甲龙类相

似。

２．１２　坐骨（图版Ⅱ犃，犅）

左右两坐骨保存完整 （长４７ｃｍ，主干宽５．

５ｃｍ，近端宽１９ｃｍ），主干板状，末端没有扩张而稍

微收缩。坐骨近端的外表面凹陷，内表面稍微凸起。

主干后表面的中部，有一浅的纵向沟。远端的后内

侧具有发育的、供肌肉附着的纵向沟脊。侧视，主干

的后边缘向后稍微弯曲，前边缘也作相应的弯曲，不

同于其后边缘几乎平直的其它甲龙类的坐骨，

（Ｖｉｃｋａｒｙｏ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也不同于其它结节龙类

甲龙的。比如犈犱犿狅狀狋狅狀犻犪的坐骨，其主干远端的

１／３处向前弯曲（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１９９０）。从坐骨的结构

上看，洛阳中原龙的坐骨构造介于甲龙类和一些结

节龙类之间。

２．１３　耻骨

左耻骨保存大部分，只缺失末端及近端小部分。

保存长１２ｃｍ，估计长１５ｃｍ。内侧具有发育的耻骨

裙。

２．１４　甲板 （图版Ⅱ犆）

由于甲板呈散乱保存，在骨架的具体位置不清

楚。甲板的形状和大小均不完全相同。根据大小和

形态，大体上可以分为８个类型：

（１）大、薄而不规则的四边形：背表面平坦或稍

微凸起，沿边缘有沟脊状刻蚀，腹表面凹陷。前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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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向下延伸，形成深的凹陷面，且表面粗糙。该类甲

板可能位于身体背前部，类似于犈犱犿狅狀狋狅狀犻犪中的

情形（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１９９０）。

（２）大、厚而不规则四边形：除了厚，背表面平

坦及前边缘向下延伸程度大，形成深的凹陷外，其它

与类型１相同。

（３）亚圆形：小于类型１和类型２。背表面非中

心部位有一脊，脊的一端较为凸起，脊的两侧稍微凹

陷而对应于脊的腹表面凹陷深。背表面和边缘具有

短的沟脊状刻蚀。

（４）亚圆形：大小不一，基本上小于类型１和类

型２。背表面具有发育的脊，该脊基本上沿长轴延

伸，但不在中线，因此形成非对称格局。

（５）亚圆形：较小，形态与类型４基本相同，但

是背表面具不规则沟状刻蚀，无脊状构造。腹表面

中部有一纵向沟。

（６）空心的圆锥体形：锥底直径约１０ｃｍ，边缘

具有缺刻状刻蚀。外表面具有不规则的浅沟状刻

蚀。

（７）肾脏形：背表面中部凹陷，两端向上翘起，

一边缘厚，另一边缘薄。背表面坑状构造发育，腹表

面针坑状构造发育。

（８）屋脊形：保存不完整，内部中空，骨壁薄２．３

ｍｍ。外表面具有不规则的浅沟状刻蚀。高度至少

７ｃｍ，长度至少１６ｃｍ。

２．１５　肋骨

一完整的右侧背肋，保存长１ｍ，近端宽６ｃｍ。

肋骨头不发育，没有颈部，与背椎体副突相关节的面

为疤节状，而肋骨结节的关节面亚圆形。肋骨主干

外缘钝厚，内缘薄。

３　比较和讨论

中原龙根据以下特征归入结节龙类甲龙：上颌

搁板限于上颌骨，枕髁呈半圆形，具有枕骨颈；肱骨

三角脊的长度小于主干长度的一半等（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１）；以及头骨长大于宽，尾椎末端没有尾锤构

造；吻端较尖，为典型的结节龙类甲龙的特征

（Ｋｉ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ｎｄ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５）。

从头骨顶面上看，结节龙类甲龙的头骨长，梨

形，具有比甲龙类更加窄和尖的吻端，并且头骨长

总是超过最大宽度 （Ｃｏｏｍｂｓ，１９７８），而甲龙类的头

骨 宽 大 于 长 或 者 两 者 相 等 （Ｂｒｏｗｎ，１９０８；

Ｍａｒｙａńｓｋａ，１９７７；Ｃｏｏｍｂｓ，１９７８）。与其它具有头

骨发现的结节龙类头骨相比，中原龙头骨的顶骨区

较光滑平坦，而犘犪狑狆犪狑狊犪狌狉狌狊（Ｌｅｅ，１９９６），及

犛犻犾狏犻狊犪狌狉狌狊（Ｅａｔｏｎ，１９６０）的顶骨区强烈凸起呈穹

隆 状， 在 犛犪狌狉狅狆犲犾狋犪 （Ｏｓｔｒｏｍ， １９７０） 及

犘犪狀狅狆犾狅狊犪狌狉狌狊（Ｌａｍｂｅ，１９１９）中，顶骨区适度凸

起，而在犈犱犿狅狀狋狅狀犻犪（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１９２８）中，顶骨区

稍微凸起。眶后“角”缺失，类似于 犛犪狌狉狅狆犲犾狋犪，

犈犱犿狅狀狋狅狀犻犪，犛犻犾狏犻狊犪狌狉狌狊和犘犪狀狅狆犾狅狊犪狌狉狌狊，不同于

眶后“角”稍微发育的 犃狀犻犿犪狀狋犪狉狓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及非常发育的犘犪狑狆犪狑狊犪狌狉狌狊中的情形。

从坐骨的形态上看，中原龙的坐骨主干稍微弯曲，向

远 端 没 有 变 细， 类 似 于 犛狋狉狌狋犺犻狅狊犪狌狉狌狊

犾犪狀犵狌犲犱狅犮犲狀狊犻狊中的情形，而不同于向末端变细的

犈犱犿狅狀狋狅狀犻犪 狉狌犵狅狊犻犱犲狀狊，犈犱犿狅狀狋狅狀犻犪 犾狅狀犵犻犮犲狆狊

（ＧａｒｃｉａａｎｄＰｅｒｅｄａＳｕｂｅｒｂｉｏｌａ，２００３）中的情形。

坐骨的主干较平直，不同于其它坐骨的主干具有明

显弯曲的结节龙类（Ｃｏｏｍｂｓ，１９７９），其构造介于甲

龙类和一些结节龙类之间。

４　结论

中原龙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具有完整头骨和完

好的尾椎末端保存的结节龙类甲龙。它的头骨和尾

椎的构造显示典型的结节龙类构造，但是它的坐骨

构造却不是典型的结节龙的。因此，它的发现对于

研究甲龙类的演化，尤其是结节龙类甲龙的起源、古

地理分布和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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