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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甘肃省酒泉地区公婆泉盆地早白垩世恐龙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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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甘肃省酒泉地区公婆泉盆地下白垩统新民堡群的恐龙化石主要由１９９２年中日丝绸之路恐龙

考察计划和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中美马鬃山恐龙考察计划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的恐龙包括兽脚类、蜥脚类、禽龙类和

新角龙类等。这一新的公婆泉恐龙组合的主要特征是同时包含了在晚白垩世占主导地位的几类恐龙的基干分子。

如戈壁巨龙（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是巨龙型类的基干分子，马鬃龙（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是鸭嘴龙型类的基干分子，而古角龙

（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和黎明角龙（Ａｕｒｏｒａｃｅｒａｔｏｐｓ）是新角龙类的基干分子。公婆泉恐龙组合的另一特征是其某些成

员的较大体型。如似鸟龙类和镰刀龙类恐龙是同期同类中最大的。比较研究发现，公婆泉盆地新民堡群的恐龙和

辽西热河群的恐龙关系密切，但前者的整体面貌要较后者为进步。考虑到公婆泉盆地新民堡群的时代（Ａｌｂｉａｎ）较

辽西热河群（Ｈａｕｔｅｒｉｖｉａｎ晚期 ! Ａｐｔｉａｎ早期）为晚，公婆泉恐龙组合似应代表中国北方早白垩纪鹦鹉嘴龙恐龙动

物群进化过程中较进步的一个阶段。

关键词：恐龙；早白垩世；新民堡群；甘肃；酒泉地区；公婆泉盆地

　　马鬃山地区横跨甘肃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

西部，中生代地层广泛发育于其间众多小盆地中，而

隶属酒泉地区肃北县的公婆泉盆地便是其中一个。

这里含恐龙的新民堡群时代为早白垩世晚期，沉积

于亚热带半干旱气候下的河流湖泊环境（Ｔ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对其所含恐龙化石研究经过１９９２年的

中日丝绸之路恐龙考察计划（Ｄｏｎｇ，１９９７ｄ）和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的中美马鬃山恐龙考察计划（Ｙｏｕ，２００２）

已获重大进展，引起同行广泛关注。

Ｄｏｎｇ（１９９７ｄ）总结了１９９２年中日丝绸之路恐

龙考察计划发现的恐龙，并首次报道了该地区存在

一个新的多样性恐龙组合。其中包括新角龙类的基

干分 子 大 岛 古 角 龙，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狅狊犺犻犿犪犻

（ＤｏｎｇａｎｄＡｚｕｍａ，１９９７）。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的中美

马鬃山恐龙考察计划 （Ｙｏｕ，２００２）又发现了包括鸭

嘴龙 型 类 的 早 期 代 表 诺 氏 马 鬃 龙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

狀狅狉犿犪狀犻）（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和巨龙型类的早期代

表神州戈壁巨龙（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狊犺犲狀狕犺狅狌犲狀狊犻狊）（Ｙ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ｂ）在内的一些新成员。Ｙｏｕ等，（２００５）报

道了甘肃省地矿局第三地质矿产勘察院古生物研究

开发中心发现的新角龙类的第二个基干分子皱褶黎

明角龙（犃狌狉狅狉犪犮犲狉犪狋狅狆狊狉狌犵狅狊狌狊）。

鉴于近年来恐龙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涉及到的

对公婆泉盆地恐龙的进一步厘定，并考虑到以往相

关成果均以英文发表，现用中文对公婆泉盆地早白

垩世恐龙化石作一小结，并重点对比探讨其与辽西

热河群恐龙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北方早

白垩世恐龙动物群演替的认识。

缩写：ＩＶＰ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ＩＧ：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１　中国甘肃省酒泉地区公婆泉盆地早

白垩世恐龙化石简介

１．１　兽脚类恐龙

虽然公婆泉盆地兽脚类恐龙材料相对保存不甚

完好，但它们在这一地区并不少见。已研究报道的

有镰刀龙类的？布氏南雄龙 ？犖犪狀狊犺犻狌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

犫狅犺犾犻狀犻（ＤｏｎｇａｎｄＹｏｕ，１９９７），似鸟龙类的ｃｆ．

犎犪狉狆狔犿犻犿狌狊（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和伤齿龙类

的中国鸟龙未定种 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ｓｐ．（Ｄ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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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ｂ）。

？犖犪狀狊犺犻狌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犫狅犺犾犻狀犻的标本包括１１节

后部颈椎和４节前部背椎（ＩＶＰＰＶ１１１１６）。其中

第九节颈椎长达１９ｃｍ，是早白垩世镰刀龙类中最长

的 （ＤｏｎｇａｎｄＹｏｕ，１９９７）。然而，根据其颈椎特

征，这一标本是否属于犖犪狀狊犺犻狌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这一属还

有疑问（Ｃｌａ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犖．犫狅犺犾犻狀犻的颈椎

是双平或双凹的（ＤｏｎｇａｎｄＹｏｕ，１９９７）；而模式种

犖．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的独特之处是其双凹的前部颈椎和

后凹 的 后 部 颈 椎 （董 枝 明，１９７９）。另 外，犖．

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发现于中国南方南雄盆地的晚白垩世

（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与？犖．犫狅犺犾犻狀犻无论在地理分布上

还是在地层时代上都明显不同。

公婆泉盆地的似鸟龙类恐龙是基于１９９９年发

现的部分跖骨化石（ＩＶＰＰＶ１２７５６）建立的（Ｓｈａｐｉｒ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研究发现这一标本是较原始的似鸟

龙类 恐 龙，与 蒙 古 早 白 垩 世 的 犎犪狉狆狔犿犻犿狌狊

（Ｂａｒｓｂｏｌｄ，１９８３；ＢａｒｓｂｏｌｄａｎｄＰｅｒｌｅ，１９８４）关系

密切。然而，与 犎犪狉狆狔犿犻犿狌狊相比，公婆泉盆地标

本的第三跖骨被其两侧第一和第四跖骨压的更加紧

密，并且其第二跖骨比 犎犪狉狆狔犿犻犿狌狊的长４０％

（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伤齿龙类的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ｓｐ．是根据两颗牙

齿、两节尾椎和部分后肢（ＩＶＰＰＶ１１１１９）命名的

（Ｄｏｎｇ，１９９７ｂ）。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ｓｐ．与内蒙古早白

垩世的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狔狅狌狀犵犻（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ｎｄＤｏｎｇ，

１９９３）大小相似（～１ｍ）。不过，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ｓｐ．

的 第 二 跖 骨 比 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狔狅狌狀犵犻 的 粗 壮

（Ｄｏｎｇ，１９９７ｂ）。

１．２　蜥脚类恐龙

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狊犺犲狀狕犺狅狌犲狀狊犻狊是基于１９９９年发现的

４１节中后部尾椎和一较完整左后肢（ＩＶＰＰ Ｖ

１２５７９）建立的（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ｂ）。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是

巨 龙 型 类 蜥 脚 类 的 早 期 成 员，较 非 洲 的

犕犪犾犪狑犻狊犪狌狉狌狊原始，而比泰国的犘犺狌狑犻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

进步。

１．３　禽龙类恐龙

？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犿犪狕狅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是基于部

分头骨，牙齿，部分脊柱，左肩胛骨，部分腰带，右股

骨 末 端 等 材 料 （ＩＶＰＰ Ｖ １０７７１）而 建 立 的

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Ｒｏｚｈｄｅｓｔｖｅｎｓｋｙ，１９６６）的一新

种 （Ｌü，１９９７）。 然 而，Ｎｏｒｍａｎ （２００２）对

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 的 再 研 究 发 现？ 犘．

犿犪狕狅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与该属明显不同，并且根据其牙

齿 形 态 认 为？犘．犿犪狕狅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 和 蒙 古 的

犃犾狋犻狉犺犻狀狌狊（Ｎｏｒｍａｎ，１９９８）有可能关系密切。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狀狅狉犿犪狀犻是一新的中等体型的禽龙

（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它是基于中美马鬃山恐龙考

察计划发现的一长５７ｃｍ的完整的头骨和下颌及部

分头后骨骼（ＩＶＰＰＶ１２５３４）而建立的。通过对包

括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在内的主要禽龙类的分支系统分析发

现早白垩世禽龙类有两个支系：既禽龙科和鸭嘴龙

超科，而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是鸭嘴龙超科的最早成员（Ｙ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 不 过 Ｎｏｒｍａｎ （２００４）认 为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似更原始，与非洲的犔狌狉犱狌狊犪狌狉狌狊关系

密切，而较犐犵狌犪狀狅犱狅狀和其它禽龙类原始。

１．４　新角龙类恐龙

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狅狊犺犻犿犪犻是 ＤｏｎｇａｎｄＡｚｕｍａ

（１９９７）根据１９９２年中日丝绸之路恐龙考察计划发

现的标本建立的。ＹｏｕａｎｄＤｏｄｓｏｎ（２００３）又对其

进行了进一步的记述。它的正型标本（ＩＶＰＰＶ

１１１１４）包括一几乎完整的头骨、下颌骨、部分脊椎骨

和部分腰带，而副型标本为一近乎完整的荐椎和尾

部、部 分 腰 带、部 分 后 肢 骨 和 一 完 整 后 足。

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是当时发现的最早且保存最好的

新角龙类恐龙。

犃狌狉狅狉犪犮犲狉犪狋狅狆狊狉狌犵狅狊狌狊是公婆泉盆地发现的

第二个新角龙类恐龙（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它是根

据一近乎完整的似龟类形状的头骨和下颌骨（ＩＧ

２００４ＶＤ００１）所建立的。其系统位置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１．５　其它材料

根据 一 颗 前 颌 齿 和 一 颗 上 颌 齿 建 立 的

犛犻犾狌狅狊犪狌狉狌狊狕犺犪狀犵狇犻犪狀犻 被 归 入 到 棱 齿 龙 科

（Ｄｏｎｇ，１９９７ａ）。但是，最近的系统分析并不支持将

棱齿龙科作为一个单系，而犛犻犾狌狅狊犪狌狉狌狊狕犺犪狀犵狇犻犪狀犻

也被认为是无效的（Ｎｏ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主要是 牙齿，Ｄｏｎｇ

（１９９７ｂ， ｃ） 报 道 了 犖犲犿犲犵狋狅狊犪狌狉狌狊 和

犕犪犿犲狀犮犺犻狊犪狌狉狌狊 两 类 蜥 脚 类 及 奔 龙 类

（ｄｒｏｍａｅｏｓａｕｒｉｄｓ）和异龙类（ａｌｌｏｓａｕｒｉｄｓ）的存在。

不过这还需更多材料的确认。

公婆泉盆地早白垩世已发现的恐龙化石总结如

下：

蜥臀类（Ｓａｕｒｉｓｃｈｉａ）

　兽脚类（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ａ）

镰刀龙类（Ｔｈｅｒｉｚｉｎｏｓａｕｒｏｉｄｅａ）

　　？犖犪狀狊犺犻狌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犫狅犺犾犻狀犻ＤｏｎｇａｎｄＹｏｕ，１９９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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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鸟龙类（Ｏｒｎｉｔｈｏｍｉｍｏｓａｕｒｉａ）

　　ｃｆ．犎犪狉狆狔犿犻犿狌狊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伤齿龙类（Ｔｒｏ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ｓｐ．Ｄｏｎｇ，１９９７

　蜥脚类（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ａ）

巨龙型类（Ｔｉｔａｎｏｓａ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狊犺犲狀狕犺狅狌犲狀狊犻狊Ｙｏｕ，ＴａｎｇａｎｄＬｕｏ，２００３

鸟臀类（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

　禽龙类（Ｉｇｕ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ａ）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狀狅狉犿犪狀犻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新角龙类（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

　　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狅狊犺犻犿犪犻ＤｏｎｇａｎｄＡｚｕｍａ，１９９７

　　犃狌狉狅狉犪犮犲狉犪狋狅狆狊狉狌犵狅狊狌狊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２　讨论

２．１　公婆泉盆地恐龙组合的特征

公婆泉盆地早白垩世的恐龙包括几大类群的众

多种类，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第一，公婆泉盆地

的恐龙包括了在晚白垩世繁盛的几类恐龙的基干成

员。例如，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和犃狌狉狅狉犪犮犲狉犪狋狅狆狊是新

角龙类的基干成员（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

是最原始的鸭嘴龙超科成员（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

而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是巨龙型类蜥脚类的早期代表之一

（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ｂ）。

第二，公婆泉盆地恐龙组合中有几类是它们各

自分 支 中 体 型 较 大 的。例 如，镰 刀 龙 类 的 ？

犖犪狀狊犺犻狌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犫狅犺犾犻狀犻的第九个颈椎长达１９ｃｍ

（Ｄｏｎｇａｎｄ Ｙｏｕ，１９９７），还 有 似 鸟 龙 类 的 ｃｆ．

犎犪狉狆狔犿犻犿狌狊的第二跖骨长达４５ｃｍ（Ｓｈａｐｉｒ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这些在它们同时代各自分支中都是最

长的。

２．２　公婆泉盆地与中国北方其它早白垩世恐龙化

石点的比较

中国北方虽然有众多恐龙化石产地，但被确认至少

含有两个种类恐龙的只有五处（包括公婆泉盆地）

（Ｈｏ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现将公婆泉盆地的恐龙与其余四个地区的做一比

较。这四个地区是：中国东北辽宁省的西部，中国中

北部的鄂尔多斯盆地和毛尔图地区，以及中国西北

的乌尔禾地区（图１）。

辽宁省西部早白垩世热河群的恐龙是中国乃至

世界保存最好的（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除蜥脚类恐

龙尚未研究外，其它各主要门类恐龙都可与公婆泉

盆地的进行比较。一个明显而重要的结论是公婆泉

盆地的所有恐龙都与辽西相应的类群关系密切，但

图１　到中国北方五个主要早白垩世恐龙化石点的地理

位置：马鬃山地区（？），辽西地区（
"

），毛儿图地区（▲），

鄂尔多斯盆地（？）和乌尔禾地区（？）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ｍａｊｏｒ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ａｏｘｉａｒｅ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Ｍａｏｒｔｕａｒｅ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Ｗｕｅｒｈｏａｒｅ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又比它们进步。公婆泉盆地的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和

犃狌狉狅狉犪犮犲狉犪狋狅狆狊与辽西的犔犻犪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Ｘ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都是新角龙类的基干分子，但前两者要比后

者进 步；公 婆 泉 盆 地 的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 和 辽 西 的

犑犻狀狕犺狅狌狊犪狌狉狌狊（汪筱林，徐星：２００１）都是禽龙类，

但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比犑犻狀狕犺狅狌狊犪狌狉狌狊进步；公婆泉盆地

的似鸟龙类比辽西的 犛犺犲狀狕犺狅狌狊犪狌狉狌狊（Ｊ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更进步（图２）。

鄂尔多斯盆地早白垩世伊金霍洛组的恐龙包括

伤齿龙类的 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狔狅狌狀犵犻 （Ｃｕｒｒｉｅａｎｄ

Ｄｏｎｇ，２００１；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ｎｄＤｏｎｇ，１９９３），剑龙类的

犠狌犲狉犺狅狊犪狌狉狌狊狅狉犱狅狊犲狀狊犻狊 （Ｄｏｎｇ，１９９３ｂ），以及鹦

鹉 嘴 龙 类 的 两 个 种： 犘狊犻狋狋犪犮狅狊犪狌狉狌狊

狀犲犻犿狅狀犵狅犾犻犲狀狊犻狊 和 犘．狅狉犱狅狊犲狀狊犻狊 （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ｎｄ

Ｚｈａｏ，１９９６）。在公婆泉盆地发现了犛犻狀狅狉狀犻狋犺狅犻犱犲狊

属的一些材料，但却未见剑龙和鹦鹉嘴龙类。

毛尔图地区早白垩世大水沟组的恐龙包括禽龙

类的 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犵狅犫犻犲狀狊犻狊 （Ｎｏｒｍａｎ，２００２；

Ｒｏｚｈｄｅｓｔｖｅｎｓｋｙ，１９６６）、甲 龙 类 的 犌狅犫犻狊犪狌狉狌狊

犱狅犿狅犮狌犾狌狊（Ｖｉｃｋａｒｙｏ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及两个兽脚

类：犆犺犻犾犪狀狋犪犻狊犪狌狉狌狊 狋犪狊犺狌犻犽狅狌犲狀狊犻狊 和 “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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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公婆泉盆地新民堡群主要恐龙（？）的系统发育位

置及它们与辽西热河群的恐龙（
"

）和毛儿图地区大水沟

组 的 恐 龙 （▲ ）的 关 系。Ａ：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 比

犔犻犪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进步。Ｂ：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是最原始的鸭嘴龙型

类，并且比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原始。Ｃ：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是巨龙型

类的基干分子。Ｄ：ｃｆ．犗狉狀犻狋犺狅犿犻犿狅狊犪狌狉犻犪是似鸟龙类

的 基 干 分 子，并 且 比 犛犺犲狀狕犺狅狌狊犪狌狉狌狊 进 步。Ｅ：？

犖犪狀狊犺犻狌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犫狅犺犾犻狀犻是镰刀龙类的基干分子，并且

比犅犲犻狆犻犪狅狊犪狌狉狌狊进步

Ｆｉｇ．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ｔａｘ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Ｘｉｎｍｉｎｐｕ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ｈｅ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ａｘ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ｅｈ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ｈｅＬｉａｏｘｉ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

Ｄａｓｈｕｉｇ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ａｏｒｔｕａｒｅａ （▲）．Ａ：

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 狅狊犺犻犿犪犻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ｍｏｓｔ ｂａｓａｌ

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ｎａｎｄｍｏ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ｈａｎ犔犻犪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Ｂ：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狀狅狉犿犪狀犻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ｂａｓａｌｈａｄｒｏｓａｕｒｏｉｄ，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ｈａｎ 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 Ｃ： 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

狊犺犲狀狕犺狅狌犲狀狊犻狊 ｉｓ ａ ｂａｓａｌ ｔｉｔａ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ｎ． Ｄ： ｃｆ．

犗狉狀犻狋犺狅犿犻犿狅狊犪狌狉犻犪ｉｓａ ｂａｓａｌｏｒｎｉｔｈｏｍｉｍｏｓａｕｒ，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ｈａｎ 犛犺犲狀狕犺狅狌狊犪狌狉狌狊． Ｅ： ？

犖犪狀狊犺犻狌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犫狅犺犾犻狀犻ｉｓａｂａｓａｌｔｈｅｒｉｚｉｎｏｓａｕｒｏｉｄ，

ａｎｄｍｏ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ｈａｎ犅犲犻狆犻犪狅狊犪狌狉狌狊

犿犪狅狉狋狌犲狀狊犻狊（胡寿永，１９６４）。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和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 都 是 鸭 嘴 龙 型 类 的 基 干 分 子，但

犘狉狅犫犪犮狋狉狅狊犪狌狉狌狊比 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 要进步 （Ｎｏｒｍａｎ，

２００４；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图２）。犆犺犻犾犪狀狋犪犻狊犪狌狉狌狊

狋犪狊犺狌犻犽狅狌犲狀狊犻狊和“犆．”犿犪狅狉狋狌犲狀狊犻狊的系统位置还

不确定（Ｈｏｌｔｚ，２００４；Ｈｏ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ｂ）。Ｃｈｕｒｅ

（１９９８）认 为 犆．狋犪狊犺狌犻犽狅狌犲狀狊犻狊 可 能 属 于

狊狆犻狀狅狊犪狌狉狅犻犱 类， 而 “犆．” 犿犪狅狉狋狌犲狀狊犻狊 是

犮狅犲犾狌狉狅狊犪狌狉类。

中国新疆乌尔禾地区图古鲁群早白垩世的恐龙

包 括 两 个 兽 脚 类 犜狌犵狌犾狌狊犪狌狉狌狊 犳犪犮犻犾犲狊 和

犡犻狀犼犻犪狀犵狅狏犲狀犪狋狅狉狆犪狉狏狌狊（董枝明，１９７３；Ｒａｕｈｕｔ

ａｎｄＸｕ，２００５）、一种剑龙 犠狌犲狉犺狅狊犪狌狉狌狊犺狅犿犺犲狀犻

（董枝明，１９７３）和一种鹦鹉嘴龙 犘狊犻狋狋犪犮狅狊犪狌狉狌狊

狓犻狀犼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Ｓｅｒｅｎｏａｎｄ

Ｃｈａｏ，１９８８）。犜狌犵狌犾狌狊犪狌狉狌狊可能代表ｃｏｅｌｕｒｏｓａｕｒ

类 早 期 进 化 中 残 留 的 一 个 分 支， 而

犡犻狀犼犻犪狀犵狅狏犲狀犪狋狅狉是较进步的ｃｏｅｌｕｒｏｓａｕｒ类。欧

亚 大 陆 早 白 垩 世 的 犜狌犵狌犾狌狊犪狌狉狌狊 和

犡犻狀犼犻犪狀犵狅狏犲狀犪狋狅狉在系统发育位置上都是很独特的

（ＲａｕｈｕｔａｎｄＸｕ，２００５）。

通过以上比较可见，与鄂尔多斯和乌尔禾地区

的恐龙不同，公婆泉盆地没有剑龙。根据禽龙类和

新角龙类的进化推测，公婆泉盆地的恐龙比辽西的

进步，而较大水沟地区的原始。

２．３　公婆泉恐龙组合代表中国北方早白垩世鹦鹉

嘴龙恐龙动物群进化的晚期阶段

在中国北方早白垩世存在一个鹦鹉嘴龙恐龙动物群

（Ｄｏｎｇ，１９９３ａ；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６； 徐 星，赵 喜 进．

１９９９）。鹦鹉嘴龙化石也发现于马鬃山地区与公婆

泉盆地东邻的算井子盆地 （Ｘｕ，１９９７）。因此，公婆

泉恐龙组合似应属于鹦鹉嘴龙恐龙动物群。

根据孢粉资料马鬃山地区新民堡群含恐龙地层

时代为早白垩世晚期的 Ａｌｂｉａｎ期（Ｔ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中国北方其它四个早白垩世恐龙化石点中

只有 辽 西 的 热 河 群 有 同 位 素 测 年 数 据，为

Ｈａｕｔｅｒｉｖｉａｎ 晚 期— Ａｐｔｉａｎ 早 期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与辽西热河群的恐龙相

比，公婆泉恐龙组合代表了早白垩世鹦鹉嘴龙恐龙

动物群进化中的一个较晚的更进步的阶段。

３　结论

中国甘肃省酒泉地区公婆泉盆地早白垩世新民

堡群已发现的恐龙包括兽脚类、蜥脚类、禽龙类和新

角 龙 类， 并 以 犃狉犮犺犪犲狅犮犲狉犪狋狅狆狊 狅狊犺犻犿犪犻、

犃狌狉狅狉犪犮犲狉犪狋狅狆狊狉狌犵狅狊狌狊、犈狇狌犻犼狌犫狌狊狀狅狉犿犪狀犻 和

犌狅犫犻狋犻狋犪狀狊犺犲狀狕犺狅狌犲狀狊犻狊为代表。公婆泉盆地新民

堡群的恐龙和辽西热河群的恐龙关系密切，但前者

的整体面貌要较后者为进步。公婆泉恐龙组合代表

了中国北方早白垩世鹦鹉嘴龙恐龙动物群进化中较

晚的一个阶段。

４



第１期　　　　　　　　　　　　尤海鲁等：中国甘肃省酒泉地区公婆泉盆地早白垩世恐龙化石

致谢：董枝明，季强，李大庆和李海河等为本文

的完成提供多方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董枝明．１９７３．乌尔禾恐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丛刊１１：４５～５２．

董枝明．１９７９．华南白垩系的恐龙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华南中、新生代红层广

东南雄＂华南白垩纪———早第三纪红层现场会议＂论文选集．ｃ

北京，科学出版社：３４２～３５０．

胡寿永．１９６４．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肉食龙类恐龙．ｃ古脊椎动物学

报８（１）：４２～６３．

汪筱林，徐星．２００１．辽西义县组禽龙类新属种：杨氏锦州龙．科学

通报４６（５）：４１９４２３．

徐星，赵喜进．１９９９．鹦鹉嘴龙化石及其地层学意义．王元青，邓涛

主编，第七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

版社：７５～８０．

ＢａｒｓｂｏｌｄＲ．１９８３．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ｏｕｓ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ＪｏｉｎｔＳｏｖｉｅｔ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１～１１７．

Ｂａｒｓｂｏｌｄ Ｒ， Ｐｅｒｌｅ Ａ． １９８４． １ｓ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Ｏｒｎｉｔｈｏｍｉｍｏｓａｕｒｉ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 Ｍｐ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ｈｅｓｋｉｉＺｈｕｒｎａｌ

（２）：１２１～１２３．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ＤＢ，ＥｂｅｒｔｈＤ Ａ，Ｒｙａｎ ＭＪ，ＣｈｅｎＰＪ．２００１．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ＳｅｒｅｎｏａｎｄＣｈｏｗ．

１９８８ｉｎｔｈｅ Ｕｒｈｏａｒｅａ，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８

（１２）：１７８１～１７８６．

Ｃｈｕｒｅ Ｄ． １９９８． ＂ Ｃｈｉｌａｎｔａｉｓａｕｒｕｓ＂ ｍａｏｒｔｕｅｎｓｉ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ａｎｉｒａｐｔｏｒａｎ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Ａｌｂｉａｎ）ｏｆ

ＮｅｉＭｏｎｇｏｌ，ＰＲ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１８（ｌ）：

３３～３４．

ＣｌａｒｋＪＭ，ＭａｒｙａńｓｋａＴ，ＢａｒｓｂｏｌｄＲ．２００４．Ｔｈｅｒｉｚｉｎｏｓａｕｒｏｉｄｅａ．

Ｉｎ：Ｄ．Ｂ． 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 Ｐ． Ｄｏ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 Ｏｓｍóｌｓｋａ

（Ｅｄｉｔｏｒｓ），Ｔｈｅ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ｐｐ．１５１～１６４．

ＣｕｒｒｉｅＰＪ，ＤｏｎｇＺ Ｍ．２００１．Ｎｅ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ｔｒｏｏｄｏｎｔｉｄｓ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８

（１２）：１７５３～１７６６．

ＤｏｎｇＺＭ．１９９３ａ．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ｆａｕｎ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０：２０９６～

２１００．

ＤｏｎｇＺＭ．１９９３ｂ．Ａ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ｓｔｅｇｏｓａｕｒ（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０（１０～１１）：２１７４～２１７６．

ＤｏｎｇＺ Ｍ．１９９７ａ．Ａｓｍａｌｌｏｒｎｉｔｈｏｐｏｄｆｒｏｍ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

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Ｚ．Ｄｏｎｇ（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ｐ．２４～２６．

ＤｏｎｇＺ Ｍ．１９９７ｂ．Ｏｎ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ｓｆｒｏｍ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

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Ｚ．Ｄｏｎｇ（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ｐ．１３～１８．

ＤｏｎｇＺＭ．１９９７ｃ．Ｏｎｔｈｅ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ｓｆｒｏｍ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Ｚ．Ｄｏ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ｐ．１９

～２３．

ＤｏｎｇＺ Ｍ．１９９７ｄ．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１４．

ＤｏｎｇＺＭ，ＡｚｕｍａＹ．１９９７．Ｏｎａ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Ｚ．Ｄｏ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ｐ．６８～８９．

ＤｏｎｇＺＭ，ＹｏｕＨ Ｌ．１９９７．Ａｎｅｗｓｅｇｎｏｓａｕｒｆｒｏｍ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Ｚ．Ｄｏ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９０～９５．

ＨｅＨＹ，ＷａｎｇＸＬ，ＺｈｏｕＺＨ．ＷａｎｇＦ，ＪｉｎＦ，ＢｏｖｅｎＡ，ＳｈｉＧ

Ｈ，ＺｈｕＲＸ．２００４．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Ｊｉｕｆｏｔ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ｅｈｏｌ

Ｇｒｏｕｐ）ｉ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３１（１２）：Ｌ１２６０５．

ＨｏｌｔｚＴＲＪｒ．２００４．Ｔｙｒａｎｎｏｓａｕｒｏｉｄｅａ．Ｉｎ：Ｄ．Ｂ．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Ｐ．

ＤｏｄｓｏｎａｎｄＨ．Ｏｓｍóｌｓｋａ（Ｅｄｉｔｏｒｓ），Ｔｈｅ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１１～１３６．

ＨｏｌｔｚＴ ＲＪｒ，ＣｈａｐｍａｎＲＥ，Ｌａｍａｎｎａ Ｍ Ｃ．２００４ａ．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Ｉｎ：Ｄ．Ｂ．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Ｐ．Ｄｏｄｓｏｎ

ａｎｄＨ．Ｏｓｍóｌｓｋａ（Ｅｄｉｔｏｒｓ），Ｔｈｅ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６２７～６４２．

ＨｏｌｔｚＴＲＪｒ，ＭｏｌｎａｒＲＥ，ＣｕｒｒｉｅＰＪ．２００４ｂ．ＢａｓａｌＴｅｔａｎｕｒａｅ．Ｉｎ：

Ｄ．Ｂ．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Ｐ．ＤｏｄｓｏｎａｎｄＨ．Ｏｓｍóｌｓｋａ（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７１～１１０．

ＪｉＱ，ＮｏｒｅｌｌＭＡ，ＭａｋｏｖｉｃｋｙＰＪ，ＧａｏＫＱ，ＪｉＳＡ，ＹｕａｎＣＸ．

２００３．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ｏｓｔｒｉｃｈ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ｒｎｉｔｈｏｍｉｍｏｓａｕ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Ｎｏｖｉｔａｔｅｓ，

３４２０：１～１９．

Ｌü Ｊ Ｃ． １９９７． Ａ ｎｅｗ Ｉｇｕ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Ｐｒｏｂａｃｔｒｏｓａｕｒｕｓ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ｆｒｏｍ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Ｚ．Ｄｏ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７～

４７．

ＬｕｃａｓＳ Ｇ．１９９６．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ｂｉ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ｕｓｅｕｍ，５５：

１０９～１４８．

Ｎｏｒｍａｎ Ｄ Ｂ． １９９８． 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ｏｒｎｉｔｈｏｐｏｄｓ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

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３．Ａ 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ｉｇｕ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ｎ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２２：２９１～３４８．

Ｎｏｒｍａｎ Ｄ Ｂ． ２００２． 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ｏｒｎｉｔｈｏｐｏｄｓ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

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４．Ｐｒｏｂａｃｔｒｏｓａｕｒｕｓ Ｒｏｚｈｄｅｓｔｖｅｎｓｋｙ，１９６６．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ｎ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３６：１１３～１４４．

ＮｏｒｍａｎＤＢ．２００４．ＢａｓａｌＩｇｕａｎｏｄｏｎｔｉａ．Ｉｎ：Ｄ．Ｂ．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Ｐ．

５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８年

ＤｏｄｓｏｎａｎｄＨ．Ｏｓｍóｌｓｋａ（Ｅｄｉｔｏｒｓ），Ｔｈｅ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ｐｐ．４１３～

４３７．

ＮｏｒｍａｎＤＢ，ＳｕｅｓＨ Ｄ，ＷｉｔｍｅｒＬ Ｍ，ＣｏｒｉａＲ Ａ．２００４．Ｂａｓａｌ

Ｏｒｎｉｔｈｏｐｏｄａ．Ｉｎ：Ｄ．Ｂ．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Ｐ．Ｄｏｄｓｏｎａｎｄ Ｈ．

Ｏｓｍóｌｓｋａ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ｐｐ．３９３～４１２．

ＲａｕｈｕｔＯ Ｗ Ｍ，Ｘｕ Ｘ．２００５．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

ＴｕｇｕｌｕｓａｕｒｕｓａｎｄＰｈａｅｄｒｏｌｏｓａｕｒｕ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２５（１）：

１０７～１１８．

ＲｏｚｈｄｅｓｔｖｅｎｓｋｙＡＫ．１９６６．Ｎｅｗｉｇｕａｎｏｄｏｎｔｓｆｒｏｍ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９（４）：５５６～５６６．

ＲｕｓｓｅｌｌＤＡ，ＤｏｎｇＺＭ．１９９３．Ａｎｅａｒ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ｏｆａｎｅｗ

ｔｒｏｏｄｏｎｔｉ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０（１０１１）：２１６３～２１７３．

ＲｕｓｓｅｌｌＤＡ，ＺｈａｏＸＪ．１９９６．Ｎｅｗ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ｓａｕ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３（４）：６３７～

６４８．

Ｓｅｒｅｎｏ Ｐ Ｃ， Ｃｈａｏ Ｓ． １９８８． 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ａｎｅｗ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ｓａｕ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ｗ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８（４）：３５３～３６５．

ＳｈａｐｉｒｏＭＤ，ＹｏｕＨＬ，ＳｈｕｂｉｎＮＨ，ＬｕｏＺＸ，ＤｏｗｎｓＪＰ．２００３．

Ａｌａｒｇｅｏｒｎｉｔｈｏｍｉｍｉｄｐ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ｔｈｅ

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２３（３）：６９５～

６９８．

ＴａｎｇＦ，ＬｕｏＺＸ，ＺｈｏｕＺＨ，ＹｏｕＨＬ，ＧｅｏｒｇｉＪＡ，ＴａｎｇＺＬ．

ＷａｎｇＸＺ．２００１．Ｂｉ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ａｌａ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２（１）：

１１５～１２９．

ＶｉｃｋａｒｙｏｕｓＭＫ，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Ｐ，ＣｕｒｒｉｅＰＪ，ＺｈａｏＸＪ．２００１．Ａｎｅｗ

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ｄ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８（１２）：

１７６７～１７８０．

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ＤＢ，ＢａｒｒｅｔｔＰＭ，ＣｏｒｉａＲＡ，ＬｅＬｏｅｕｆｆＪ，ＸｕＸ，，

ＺｈａｏＸ，ＳａｈｎｉＡ，ＧｏｍａｎｉＥ Ｍ，ＮｏｔｏＣＲ．２００４．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Ｂ． Ｗｅｉｓｈａｍｐｅｌ，Ｐ．Ｄｏ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

Ｏｓｍóｌｓｋａ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５１７～６０６．

ＸｕＸ．１９９７．Ａｎｅｗ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ｓａｕｒ（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ｐ．ｎｏｖ．）ｆｒｏｍ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

Ｚ． Ｄｏ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４８～６７．

ＸｕＸ，ＭａｋｏｖｉｃｋｙＰＪ，ＷａｎｇＸＬ，ＮｏｒｅｌｌＭＡ，ＹｏｕＨＬ．２００２．Ａ

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ｎ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Ｎａｔｕｒｅ，４１６（６８７８）：３１４～３１７．

ＹｏｕＨＬ．２００２．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ｆｒｏｍｌａｔｅ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３．

Ｙｏｕ Ｈ Ｌ，Ｄｏｄｓｏｎ Ｐ．２００３．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ｎ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

ＡｃｔａＰａｌａ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Ｐｏｌｏｎｉｃａ，４８（２）：２６１～２７２．

ＹｏｕＨＬ，ＬｕｏＺＸ，ＳｈｕｂｉｎＮＨ，ＷｉｔｍｅｒＬＭ，ＴａｎｇＺＬ，ＴａｎｇＦ．

２００３ａ．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ｋｎｏｗｎｄｕｃｋｂｉｌｌｅ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ｆｒｏ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ｆｌａｔ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ａｇ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ｈａｄｒｏｓａｕ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４（３）：３４７～３５５．

ＹｏｕＨＬ，ＬｉＤＱ，ＪｉＱ，ＬａｍａｎｎａＭＣ．ＤｏｄｓｏｎＰ．２００５．Ｏｎａｎｅｗ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ｂａｓａｌ 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ｎ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７９（５）：５９３～５９７．

ＹｏｕＨ Ｌ，ＴａｎｇＦ，ＬｕｏＺ Ｘ．２００３ｂ．Ａ ｎｅｗ ｂａｓａｌｔｉｔａｎｏｓａｕｒ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７７（４）：４２４～４２９．

ＺｈｏｕＺＨ，ＢａｒｒｅｔｔＰＭ，ＨｉｌｔｏｎＪ．２００３．Ａ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Ｎａｔｕｒｅ，４２１：８０７～８１４．

６



第１期　　　　　　　　　　　　尤海鲁等：中国甘肃省酒泉地区公婆泉盆地早白垩世恐龙化石

犇犻狀狅狊犪狌狉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犔狅狑犲狉犆狉犲狋犪犮犲狅狌狊犌狅狀犵狆狅狇狌犪狀犅犪狊犻狀犻狀

犑犻狌狇狌犪狀犃狉犲犪，犌犪狀狊狌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犆犺犻狀犪

ＹＯＵＨａｉｌｕ１
），ＬＵＯＺｈｅｘｉ２

）

１）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２）犛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犞犲狉狋犲犫狉犪狋犲犘犪犾犲狅狀狋狅犾狅犵狔，犆犪狉狀犲犵犻犲犕狌狊犲狌犿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犘犻狋狋狊犫狌狉犵犺，犘犃１５２１３，犝犛犃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Ｘｉｎｍｉｎｐｕ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ｈｅ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ｉｎＪｉｕｑｕａｎａｒｅａ，

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ｗ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１９９２，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ｚｏｎｇｓｈａｎ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２０００．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ａ，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ａ，

Ｉｇｕａｎｏｄｏｎｔｏｉｄｅａ，ａｎｄ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ｈａｓｓｉｎｃｅｂｅ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ｉｓ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ｂａｓ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ｃｌａｄｅｓｔ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ｆａｕｎａ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ｗｏｂａｓａｌｎ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ｉａｎｓＡｒｃｈａｅ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ｏｓｈｉｍａｉ

ａｎｄＡｕｒｏｒａ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ｒｕｇｏｓｕｓ，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ｈａｄｒｏｓａｕｒｏｉｄＥｑｕｉｊｕｂｕｓｎｏｒｍａｎｉ，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ｔｉｔａｎｏｓａｕｒｉｆｏｒｍ

Ｇｏｂｉｔｉｔａｎｓｈｅｎ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Ｔｈ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ｉｓａｌｓ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ｎｉｔｈｏｍｉｍｏｓａｕｒ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ｒｉｚｉｎｏｓａｕｒｏｉｄｅａｗｉｔｈｕｎｕｓｕａｌｌｙｌａｒｇｅｂｏｄｙｓｉｚｅ（ｆｏｒｔｈｉ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ｌｌ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Ｘｉｎｍｉｎｐｕ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ｒｅｍｏ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ｅｈ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ｌａｄ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ＸｉｎｍｉｎｐｕＧｒｏｕｐ（Ａｌｂｉａｎ）ｉｎｔｈｅ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ｔｈａｎｔｈｅＪｅｈ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ａｔｅＨａｕｔｅｒｉｖｉａｎｅａｒｌｙＡｐｔｉａｎ），ｔｈｅ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ｌａｔｅｒ，ｍｏ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ｔ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Ｐｓｉｔｔ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ｆａｕｎ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犓犲狔 狑狅狉犱狊：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Ｌｏｗ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Ｘｉｎｍｉｎｐｕ Ｇｒｏｕｐ；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ｉｕｑｕａｎ Ａｒｅａ；

Ｇｏｎｇｐｏｑ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