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1 卷第 2期
1 9 9 8年 4月

岩 相 古 地 理
V o l

.

1 8 N o
.

2

A p r
.

1 9 9 8

晰脚类恐龙 ( S a u r o p o d a )的分类

李 奎

(成都理工学院博物馆 )

【内容提要 ] 文章对晰脚类恐龙的分类进行了探讨
.

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案
,

即将晰脚类划分为2

个超科
、
7 个科

.

它们分别为勺齿晰龙超科彻
t卜r o s a u r o p o

d o id。
。 ,

包含火山齿龙科 v u
l
e a n o d o n t i

-

d
a e .

鲸龙科C
e t i

o s a u r
i d

a e ,

腕龙科B
r a e h io

s a u r
id

a e ,

圆顶龙科C
a m a r a s a u r

id a e
和马门溪龙科M

a -

m
e n e h i

s a u r
id a e ; 圆齿晰龙 超科 H o m a lo s a u r o pdo

o id e a .

包含梁龙科D i p lo d o e
i d a e

和 巨 龙科 T i
-

t a n o s a u r
id a e 。

关键词 恐龙 晰脚次亚目 分类

晰脚 恐 龙是 人们较为熟悉的一类恐 龙
,

它们身体巨大
,

其体长 可 达 40 m
,

最 重达

8 0 0 0 k0 g
,

用四足行走
.

它们出现于侏罗纪早期
,

并延续至白奎纪末期
,

是当时陆生草食动物

的霸主
。

由于它们地理分布广
、

延续时间长
、

种类繁多和数量丰富
,

因而历来是古生物研究者

的重要研究对象
。

然而
,

迄今为止
,

关于它们的分类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

笔者根据近年来国

内外发现的新材料
,

对晰脚类的分类进行了探讨
,

力图提出一个较合理和较客观的分类方

案
。

1 晰脚类的主要特征

晰脚 次 亚 目 ( S 。盯 oP od
a ) 在 分类位置 上 属 晰臀 目 ( aS

u ir sc hi a ) 中的晰脚形 亚 目

(S alt r o p od
o m or p ha )

。

大一巨大的四足行走的晰臀类恐龙
,

头小
,

颈长
,

尾长是它 们的主要特

征
.

头骨形态按长高之比的大小可分 为短头 型 ( 比值为 1
.

2 ~ 1
.

6) 和长头型 ( 比值为 1
.

8一

2
.

3 ) ;
牙齿为勺形或钉形

;
颈椎椎体较长

,

颈椎数 12 一 19 个
,

背椎 9一 14 个
,

荐椎 4 ~ 6 个
,

尾

椎 34 ~ 82 个
。

具有粗壮直立的四肢
。

前肢一般短于后肢 (个别属种除外 )
,

其比为 0
.

7一。
.

8
。

2 晰脚类的分类沿革

最早发 现 的晰 脚 类恐 龙为英 国古生物 学 家 O w e n 于 18 4 1 年 鉴定命名的 鲸 龙 C e -

t io s a u r u s 。

到 1 9 2 9 年为止
,

人们已认识了6 个蜘脚类的科
。

1 9 2 9 年
,

J a n e : 、 s e h 提出了一个新

的分类方案
,

即根据牙齿构造的不同
,

将晰脚类分为勺形齿的腕龙科 B ar 。 hi os a u r记 a e 和钉形

齿的巨龙科 iT t a n os a t : r id a e 。

这种两分法的方案一经提出
,

很快被广泛的采纳
,

尽管两个科的

名称被换来换去
,

如杨钟健 ( 1 9 8 5 ) L’二
将其称为勺齿晰龙 科群 F a m i l y g r o u p B o t h r o s a u r o -

0 本文一99 7 年一2 月 1 3 日收稿
。

.
“

本文为 19 9 7 年地层古生物学术研讨会论文
。



岩 相 古 地 理

p o d id a e 和圆齿晰龙科群 F a m i l y g r o u p I fo m a l o s a L, r o p o d id a e ,

S t e l l ( 1 9 7 0 ) `
, 1称为圆顶龙科

C a m a r a s a u r id a e 和阿特拉斯龙科 A t l a n t o s a u r i d a e
等等

,

但都仍是两分法
。

9 0 年代初
,

M e l n -

ot
s h ( 1 9 9 0 ) !

,
一

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案
,

他抛弃传统的两分法
,

而将晰脚类分为火山齿龙科 V : . 1
-

e a n o d o n t id 。 e ,

鲸龙科 C e t i o s a u r id a e ,

腕龙科 B r a e h i o s a u r id a e ,

圆顶龙科 C a m a r a s a u r id a e .

梁龙

科 D i p l o d o e id a e 和巨龙科 T i t a n o s a u r id a e 六个科
。

董枝明
、

陈延年 ( 1 9 9 6 )则提出了三分法
.

将

其分为圆顶龙科 C。 m a r a s a u r e d a e ,

马门溪龙科M 。 rn o n e h i s 。 u r id a e 和梁龙科 D ip lo d o e id a e (表

l )
。

表 1 晰脚类
.

的分类系统沿革表
T a

b le 1 T h e e v o l
u t io n o f e l a ss i f ie a t io n s e h e m e s o f S a u r o P o d a

J a n e n , e卜 ( 1 9 2 9 )

杨钟健 ( 19 5 8 )

S t e l l ( 1 9 7 0 )

M e l n t o s 卜 ( 19 9 0 )

董枝明
、

陈延年
( 1 9 9 6 )

本 文

腕龙科 ( aF m sly B r a e 卜i o s a u r
id a e )

.

巨龙科 ( F a m i ly T i t ,
` n , a u r

id a e )

勺齿晰 龙科群 ( F a m i一y g r o u p 加山
r o o a u or 网 sd a。 )

,

回 齿晰龙科群 ( F a m ;1 g r o u p H o m a lo
, a o r o -

p侧 1id
a e )

圆顶龙科 ( F a m i l y C a m a r a s a u r id a e )
,

阿特拉斯龙科 ( F
a
m i ly A t l a n t o , a u r id a e )

火山齿龙科 ( F a m `Iy v u l e a n o l o n t i ( f a e )
,

鲸龙科 ( F
a
m `Iy C e t i o , a u r

记 a 。 )
,

腕龙科 ( F a m ily B r a e h i o
、 a u r i

-

d a e )
,

图 顶 龙 科 ( F a m i ly C a rn a r a s a u r i o l a 。 )
.

梁 龙科 ( F a m i l y D ip l o ` 10 。 ;
(
I
; . 。 )

,

巨 龙 科 ( P a m i l y T i
-

t a n o s a u r记 a e )

圆顶 龙科 ( F
a
m i ly C

a
m a : a , 。 u r id a e )

,

马门 溪 龙科 ( F a m i ly 入Ia m e n e l l i , a u r id a e )
,

梁 龙科 ( F a rn i ly

D ip l o d oc id a e )

勺齿晰龙超科 ( s u p e r
f

a
m i一y 加

t卜
r o , a u r o p司 。记

。 。 )
,

火 ilJ 齿龙科 ( F a m sly v u l e a o o d o n : id a e )
,

鲸龙科

( F
a
m i ly C e t i o o a u r id a e )

,

腕龙科 ( F a m i l y B
r a o l l i o

、 a u r id a e )
.

圆顶龙科 ( F a m i ly C a o a r a s a u r id a 。 )
.

马门

澳 龙科 ( F a m i ly M a m e n e h i , a u r
id a e )

,

四 齿晰 龙超科 ( S u 伴 r f a m il y H o m a l o , ; . 、 , r o p od o id e a )
.

梁龙科
( F

a
rn i ly D ; p lod o e id a e )

,

巨龙科 ( P
a
o i l , T i t

a o o , 。 u r
;d a 。 )

上述分类方案的分类依据是不同的
。

两分法是将晰脚类的头骨和牙齿形态作为划分 科

的依据
。

而六分法和三分法划分科的依据除了头骨和牙齿的形态外
,

还考虑其头后骨骼的特

征
。

那么
,

以上几种分类究竟哪一种较合理呢 ? 笔者认为六分法较接近 自然分类
,

更能反映

出系统发生的关系
。

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客观现象
.

即如果按照头骨和牙齿的形态来划分晰

脚次亚 目的话
,

的确是只能划分为两大类
,

即长头
、

钉形齿的晰脚类
,

以及短头
、

勺形齿的晰

脚类
。

因此
,

笔者建议
,

晰脚次亚 目的分类首先应分为两个超科
,

然后再进一步分成若干科及

亚科
。

具体划分如下
:

晰脚形亚 目S L: b o r d e r S a u r o p o d o m o r p h a I l u e n e ,

1 9 3 2

晰脚次亚 目I n f r a o r d e r S a u r o p o d a M a r s h
,

一8 7 8

勺齿晰龙超科 S t , p e r f a m i l y B o t h r o s a u r o p o d o id e a Y o n g
,

1 9 5 8

火山齿龙科 F a m i l y V u le a n o d o n t id a e C o o p e r ,

1 9 8 4

鲸龙科万
a m i l y C e t io s a u r id a e L y d e k k e : ,

1 8 8 8

鲸龙亚科 S u b f a m i l y C e t i o s a u r i n a e Ja n e n s e h
,

1 9 2 9

蜀龙亚科S u b f a m i ly S h u n o s a u r i .、 a e M e l : i t o s h
,
1 9 9 0

巧龙亚科S u b f a m i l y B e l l u s a t ; r i . l a e ,

D o : 、 g
,

1 9 8 6

腕龙科 F a m i l y B r a e h i o s a u r id a e R ig g s ,

19 0 4

圆顶龙科 F a m i l y C a m a r a s a u r id a e C o p e ,

1 8 7 7

圆顶龙亚科 S u b f a m i l y C a m a r a s a u r i n a e N o p cs a , 1 9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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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凹尾椎龙亚科S u b f a m il y O p i s t h o e o e li e a u d ii n a e M e l :飞t o s h
,

1 9 9 0

马门溪龙科 F a m i l y M a m e n e h is a t : r id a e Y o u n g e t C h a o , 1 9 7 2

峨眉龙亚科 S u b fa m ii l y O m e is a u r i n a e L i
,

1 9 9 7

马门溪龙亚科 S u b f a m i l y M a m e : 、 e h is a L: r i n a e D o n g
,

1 9 9 2

圆齿晰龙超科 S u p e r f a m i l y H o m a l o s a u r o p o d o id e a Y o n g
,

1 9 5 8

梁龙科 F a m i ly D ip l o d o e id a e M a r s h
,

18 8 4

梁龙亚科 S u b f a m i ly D i p lo d o e i n a e J a n e n s e h
,

19 2 9

叉龙亚科 S u b f a m i l y D i e r a e o s a t : r i n a e
J
a n e h s e h

,

1 9 2 9

巨龙科F a m i l y T i t a n a s a u r id a e L y d e k k e r ,

1 8 8 5

3 蛾脚类属级以上分类系统简述

3
.

2 勺齿晰龙超科 oB t h r o s a u r o p o d o id e a Y o u n g
,

1 9 5 8

特征
:

头骨较短而高
,

长高之比一般小于 1
.

6
.

牙齿一般较粗大
,

呈勺形
。

本超科共包含

以下五个科
:

火山齿龙科 v u 一e a n o d o n t id a e e o o p e : ,

1 9 5 4 1̀

特征
:

牙齿勺形
,

小而纤细
,

前后缘均具有较粗的锯齿
。

荐前椎缺乏侧凹
,

荐椎 4 个
。

耻骨

原始
,

坐骨显著比耻骨长
,

前肢相对较长
,

股骨纤细
。

该科目前共发现有 6 个属
。

火山齿龙v “ cI a ”
od o’ : R o a ht

,

1 97 2
,

最早
、

最原始的晰脚类恐龙
,

化石发现于津巴布韦的

晚三叠世至早侏罗世的界线层
。

估计全长约 6
,

s m
,

仅保存尾椎
、

腰带
、

前后肢和前后脚以及

肩且甲骨的一段
。

巨腿龙 uB ar P a sa “
ur

, J。 in e t 。 !
. ,

1 9 7 51
5 :
为原始的晰脚类

.

产于印度中部下侏罗统呵塔

组
。

除头骨外
,

各部份都有保存
。

估计体长约 18 m
。

昆明龙尺 u ,: m i , : g os a u r u : z h a o ,

1 9 5 5 「̀ 1 ,

为原始的晰脚类
。

产于云南武定下侏 罗统
。

原领龙 p or t og ,aj llt “ : z h a n g
,

1 9 8 8日 l ,

为原始的晰脚类
。

其下领和牙齿的形态与原晰脚类

非常相似
。

产于四川自贡中侏罗统
。

资 中龙 2 12 丙o n g os a u r u : D o n g e t a l
. ,

1 9 8 3 ,二 ’ ,

为原始的晰脚类
。

体长为 9~ 1 0 m
。

产于 四

川资中和威远的下侏罗统中上部
。

欧姆登龙 O h m d e’1 osa
“ 、 ,

W il d
,

1 9 7 8
,

化石发现于德国的下侏罗统
。

仅存一胫骨和距骨
。

鲸龙科 C e t io s a u r id a e L y d e k k e r ,

18 8 8

特征
:

勺形齿
,

牙齿较小而纤细
,

齿数较多
。

荐前推侧凹简单
,

近端尾椎双凹型
。

前后肢

比例适中
。

该科包含两个亚科
。

鲸龙亚科C e t i o s a u r i n a e
J
a n o n s e h

,

1 9 2 9

鲸龙价 it .o’ a “ ; “ : O w e n ,

18 4 2
,

产于英国
、

摩洛哥等国的中侏罗统
。

单棘龙万
a P l o c a , : z入os a u r u : r l a t e h e r ,

19 0 3`
’ “

’

,

产于美国西部 的上侏 罗统
,

颈 推长
·

有 1 5

个
,

背椎 14 个
.

尾椎双凹型
。

杏齿龙八呷 g d a lod
o n C a b r e r a , 19 4 7

,

产于阿根廷南部中侏罗统
。

巴塔哥尼亚龙 p at
a g o a

ur as B o an p a r t e
,

1 9 7 9
,

产于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的中侏罗统
。

前

领齿4 颗
,

上领齿 12 颗
.

蜀龙亚科S h u n o s a u r i n a e M e l n t o s h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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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龙S 几u , : o s a u r u s D o n g e t a l
. ,

1 9 8 3
,

产于四川 自贡大山铺 中侏罗统
。

化石数量非常丰

~ ~
, , 、 , 。

.

_

。 二 二

~ 一一一 ~
, 。 。 二 。 _ _ 。 , 卜

~
、 ,

P nt 4 ~ 5
,

M 1 7 ~ 1 9 * ~ ~
、 , , , ~

富
,

已发现 4。 多个个体
,

其中完整的骨架 5一 6具
。

齿式为= 竺韶岁兴母一
,

脊椎式为颈惟
旧

’

~ 认 ~
飞 一
少 ” 汗

’

~
’ / `

~
目 J 曰 小

u ,

~
。 肚 , 少、 / J

D 1 8~ 2 1
’ 门 ’

卜产 、 / J J
六

’
协

1 2 个
、

背椎 1 3 个
、

荐椎 4 个
、

尾椎 4 4 个
。

体长一般为 1 0一 12m
。

酋龙 D a t o u s a u r u s D o n g e t T a n g
,

z g s 4 f ’ `
’ ,

产于四川自贡大山铺中侏罗统
。

瑞 拖斯龙琳
。尸 t o s a u r u , L o n g m a , 1 ,

1 9 2 6
,

化石发现于澳大利亚瑞拖斯 ( R h o e t o s )下侏罗

统
。

巧龙亚科B e l l、
, s a u r i n a e D o n g

,

1 9 8 6

特征
:

小型的晰脚类
。

巧龙 B刁l .vu a
ur .u’ D o n g

,

1 9 86
,

小型的晰脚类恐龙
,

体长约 s m
。

产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将军

庙和克拉玛 依的中侏罗统
。

腕龙科 B r a e h i o s a u r id a e R ig g s ,

1 9 0 4

特征
:

头骨长短适度
,

具有较大的外鼻孔
。

颈椎长
、

颈肋长而纤细
。

前肢长于后肢 (肚骨

与股骨比为 0
.

9 ~ 1
.

0 5 )
。

腕龙 B ar cll ot sa ur
“ :

iR g gs
,

1 90 3
,

化石产于美 国科罗拉多州
、

犹他州
,

葡萄牙
,

坦 桑尼亚

等地的上侏罗统
。

体长约 25 m
。

齿式为

荐椎 5 个
、

尾椎 50 个
。

P m 4
.

M l l ~ 1 3

D 13 ~ 1 5

。

脊椎式为颈椎 13 个
、

背椎 n 一 12 个
、

沟稚龙 B ot llr io .,P o)1 内 l su o w e n ,

187 5
,

产于英格兰的上侏罗统和马达加斯加的 中侏 罗

统
。

拉巴伦特龙 L a

PP
a er , : r o s a u r u s B o n a p a r t e ,

19 5 6
,

化石产于马达加斯加的中侏罗统
。

佛克希末氏龙 V o l k h e im 尸 r i a B o n a p a r t e
,

1 9 7 9
.

化石产于阿根廷的中侏罗统
。

怪异龙 P 尸 lo or sa ur us M a nt e ll
,

1 85 。
,

化石发现于英国和法国的下白奎统
。

侧凹龙 p z尸 u r o e o o zu : M a r s h
,

1 5 5 5
,

化石发现于美国
、

欧洲和非洲的 T 白至统
。

邱泊特龙C丙u乃u z .st a u : u s C o r r o ,

1 9 7 5
,

化石发现于阿根廷下白奎统
。

伟龙 U lt ar : a ur u : J e sn e n ,

1 9 8 5
,

化石
.

产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上侏罗统
.

体长达 2 7m
。

双柱龙场 st 刃 os a “ 、 : J e sn en
,

1 98 5
,

化石产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上侏罗统
。

圆顶龙科 C a m a r a s a u r id a e C o p e ,

1 8 7 7

特征
:

颧骨被排除出头骨的下缘
,

牙勺形
,

粗大
。

后部颈推和前部背椎神经棘分叉
。

近端

尾椎轻微的前凹型
。

该科可划分为 2 个亚科
。

圆顶龙亚科 C a m a r a s a u r i n a e N o p e s a ,

1 9 2 8

圆顶龙 aC m “ ar sa
“ ur : C o p e ,

1 8 7 7
,

化石产于北美洲西部和葡萄牙的上侏罗统
。

齿式为

P m 4
,

M 1 0

D 1 3

,

脊椎式为颈椎 12 个
、

背椎 12 个
、

荐椎 5 个
、

尾推53 个
。

阿拉哥龙 A ar 圳 sa ur us S a nz e t a l
. ,

1 9 8 7
,

化石产于西班牙的上 白奎统
。

软骨龙 C几。
,: J

r
,)s t尸 o s a u ; u : O w e n ,

18 7 6
,

化石发现于英格兰的下白奎统
。

后凹尾椎龙亚科O p i s t h o e o e l ie a u d i n a e M e l : l t o s h
,

1 9 9 0

特征
:

近端尾推形态特殊
,

为后凹型
,

尾短
。

后凹尾椎龙OP i s r h oc
o 尸zt’c a u d i a B o r s u d

一

B i a l y . , i e k a ,

1 9 7 7
,

发现于蒙古的上 白奎统
,

体长

约 12 m
.

背椎 n 一 12 个
,

侧凹发育
,

神经棘呈
“
U

”

形分叉
。

荐椎 6 个
,

尾椎 34 个
。

近端尾椎为



1 9 9 8 年 (2 ) 晰脚类恐龙 ( S
a u r o p o d a )的分类

后凹型
。

下肢相对较短 (胫骨 /股骨为0
.

58 )
。

马门溪龙科 Ma m e n e h i s a u r id a e Y o u n g e t e h a o ,

1 9 7 2「” 〕

特征
:

头骨 长短适 中
,

牙齿勺形
。

荐前椎29 ~ 31 个
,

颈部特长
,

几乎占体长的一半
。

颈椎

长
,

为背推平均长度的 2
.

5 ~ 3倍
,

前肢较长
,

为后肢长度的4 5/ 左右
。

峨眉龙亚科O m e i s a u r i n a e L i
,

1 9 9 7! ” 几

特征
:

头骨长短适中
,

牙齿勺形
。

颈椎数为 17 个左右
,

背椎 12 个
,

荐稚一般为 4 个
。

后部

颈椎和前部背推神经棘不分叉
。

近端尾椎为微弱的双凹型
。

峨眉 龙 o m 尸i s a u r u : Y o u n g
,

19 3 9 [ , `一 ` . 二,

牙 齿 勺 形
,

齿 冠 前 后 缘 均 有 锯 齿
,

齿 式 为

P m 4
,

M l l

D 1 3 00 1 5
。 颈椎长

,

最长颈椎为最长背惟的近 3 倍
,

为背椎平均长度的 3
.

7 倍
。

颈肋长
.

约为

所关节的椎体长的 2
.

5倍
。

荐前椎神经棘不分叉
,

近端尾椎为微弱的双凹型
。

前肢为后肢长

的 4 / 5
,

尺骨为肪骨长的 23/ 或稍多
,

胫骨为股骨长的 2 / 3
.

化石产于四川自贡
、

荣县
、

资中等

地的中侏罗统
。

马门溪龙亚科M a e n e h i s a n r i t、 a e D o n g
·

19 9 2

特征
:

头骨长短适 中
,

牙齿勺形
。

颈椎数多达 18 ~ 19 个
,

后部颈椎和前部背椎神经棘分

叉
,

近端尾稚为前凹型
。

马门溪龙腼
, , `。 , : e 儿15。 “ r u : Y o u n g , 1 9 5 4“

’ 一 2 , ,

大 一巨型的晰脚类
,

成年个体长为 1 4一

2 6m
。

头骨长短适中
,

牙齿勺形
。

颈椎长
,

颈推数 ( 19 个 )多于其 他种属
,

颈部长为体长的一

半
。

脊椎式为颈椎 19 个
、

背椎 12 个
、

荐椎 4 个
、

尾椎 5 0 ~ 55 个
。

后部颈椎和前部背椎神经棘

分叉
.

近端尾椎为前凹型
。

化石发现于四川宜宾
、

合川
、

自贡
、

安岳
、

广元
、

井研
、

荣县
,

甘肃永

登以及新疆准噶尔盆地等地的上侏罗统
。

天山龙 T 扮
, , s几。 n o s 。 “ r u :

Y o 、 : n g
.

19 3 7 f , , ,

长约 1 0一 z Zm
,

颈椎较马 门溪龙短
,

后部颈 惟

神经棘分叉
,

后部背椎双凹型
,

具有微弱的侧凹
。

肠骨短而高
。

前肢较短
,

产于新疆奇台城北

的上侏罗统
。

克拉美丽龙 K la m e
lt’s a

ur us Z h a 。 ,

1 9 9 3 123
’ ,

为较大型的晰脚类 (体长约 17 m )
。

牙齿勺形
。

脊椎式为颈椎 16 个 ( ? )
、

背椎 13 个
、

荐椎 5 个
、

尾椎 60 个 ( ? )
。

荐前推呈后凹型
,

后部颈椎 (后

3 个 )和前部背椎 (前 5 个 )神经棘分叉
。

前部尾推为前凹型
。

化石发现于新疆准噶尔盆地的

中侏罗统
。

盘足龙￡ u 丙尸OpI
u :

w im a n , 1 9 2 9 丁’ ` : ,

头骨高长适中
,

牙齿勺形
。

颈椎 1 7 个
、

背椎一4 个
、

荐

椎 5 个
。

颈椎
.

弄较长
,

是背椎长的2
.

5 倍
,

颈椎从第 n 个起神经棘开始分叉
,

前部背椎神经棘

也分叉
。

体长约 10 m
。

化石发现于山东蒙阴宁家沟的上侏 罗统
。

蝶龙 H “ id .e’ al ￡sr D o n g
,

1 9 9 7 「’ 5
’ ,

化石发现于新疆吐鲁番盆地都善奇台的上侏罗统
。

嘉峪龙hC i a 少 lst “ “ ur , B o hl in
,

1 9 5 3
,

为中等大小的晰脚类
,

牙齿呈勺形
。

化石发现于甘肃

嘉峪关
,

新疆吐鲁番盆地南湖的上侏罗统
。

亚洲龙八
s i a r o s a u : u s O s b o r n ,

1 9 2 4
,

牙齿勺形
。

化石发现于新疆乌尔禾和广西扶缓的下

白奎统
。

蒙古龙几̀
n g

o
lo s a u ur ,

iG lm or e ,

1 9 3 3
,

化石发现于内蒙胡孔乌兰的下白至统
。

诺尔龙 N u , sr a u r u : D o n s g e t L i
,

1 9 9 1
,

化石产于内蒙二连浩特的下白至统
。

3
.

2 圆齿晰龙超科 I l o m a lo s a u r o p o d o id e a Y o u n g
,

1 9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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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头骨低长
,

长宽之比一般大于 1
.

8
.

牙齿纤细
,

呈钉形 (或圆棒形 )
。

本超科又可划

分为以下两个科
。

梁龙科 D i p l o d o e id a e M a r s h
,

1 8 8 4

特征
:

头骨相对长
,

方骨倾斜
,

外鼻孔背位
。

下领骨轻巧
。

牙齿纤细
.

呈钉形
。

近端尾椎

呈前凹型
。

本科又可分为两个亚科
:

梁龙亚科 D i p lo d o e i n a e
J
a n e n s e h

,

1 9 2 9

特征
:

25 个荐前稚
,

颈椎数增加
,

而背椎数减少
,

背椎侧凹发育
。

前肢较短
,

仅为后肢长

的 2 / 3左右
。

梁龙 D IP le d oc us M a r s h
,

1 8 8 41
2 6 〕 ,

所有荐前椎均为后凹型
,

倾凹发育
.

颈椎长
,

从第 3个

颈椎开始神经棘分叉
.

近端尾椎为前凹型
,

具有侧凹
。

颈椎 15 个
、

背椎 10 个
、

荐椎 5 个
、

尾椎

7。一 8 0 个
。

体长可达 27 m
,

化石发现于美国中西部的上侏罗统
。

重型龙 B a or sa ur us M a r s h
,

1 8 9 0
,

化石发现于美国怀俄明州
,

以及东非坦桑尼亚的上侏

罗统
。

迷惑龙AP at os au ur : M a r s h
,

1 8 77 田 ” .」 ,

颈椎及背椎神经棘分叉
,

背椎侧凹发育
。

近端尾

椎为前凹型
。

不具侧凹
.

体长达 lZ m
。

颈椎 15 个
、

背推 10 个
、

荐椎 5 个
、

尾椎 82 个
。

产于美国

中西部及墨西哥的上侏罗统
。

似鲸龙价 z i .vo a u r i s c u s I l u e l l e ,

一9 2 7
,

化石产于英国及瑞士的上侏罗统
。

双腔龙 A呻 h i co 尸la : C o eP
,

1 8 7 7 ,

化石产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上侏罗统
。

超龙 S uP
e sr 。 “ ur : J e sn e n , 1 98 5

,

化石发现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上侏罗统
。

有一个后部颈

椎
、

一个近端尾椎
、

部分远端尾推
、

一个肩脚骨和乌嚎骨
、

一个坐骨
。

颈椎具有侧凹
,

巨型晰脚

类
,

体长约 3 5m
。

粗接龙场价妒几
a 。 , C o sP

,

18 7 7
,

化石发现于美国犹它州的上侏罗统
。

粗颈龙对户g ac
e vr l’x os a

ur us Z h a 。 ,

1 98 3
,

化石发现于西藏芝康的上白奎统
。

地震龙 S “ 。 n os a “ ur : ,

化石发现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上侏罗统
。

体长约 40 m
,

是已知最长

的恐龙
。

叉龙亚科 D i。 r a e o s a u r i:飞a e J a n e n s e h
,

1 9 2 9

特征
:

24 个荐前惟
,

颈椎数较梁龙亚科少
。

背椎不具侧凹
。

荐前椎神经棘分叉最强烈
。

叉龙 n i c ar e o s “ u r u :
J
a n e n s e h

,

19 1 4
,

牙齿纤 ha
、

钉形齿
。

齿式为
P m 4

,

M 1 2

D 16

。

1 2 个颈椎
,

从

第 3 颈椎开始神经棘分叉
,

颈椎及颈肋均较短
,

荐椎 5个
,

近端尾椎前凹型
。

前肢短
,

为后肢长

的近 2 / 3
。

化石发现于坦桑尼亚的上侏罗统
。

纳摩盖吐龙沁 , 尸 g t o s a u r u s N o w i n s k i
,

19 7 1” , 二 ,

头骨的下颗颧孔窄
.

泪骨粗壮
,

齿骨在联

合处高
,

钉形齿
.

齿式为
P m 4

,

M 18

D 1 3

。

产于新疆吐鲁番盆地南河的上白奎统
。

异常龙 Q u a e s i r o s a “ ; u , K u r z a n o v e t B a n n ik o v ,

19 8 5
,

仅保存头骨
。

牙齿钉形
,

齿式 为

P m 4
,

M g

D 1 3

。

化石发现一蒙古的上白垄统
.

瑞巴契龙 R动 b ac h l’s a
ur

“ : L a v oc 。 t
,

1 9 5 4
,

化石发现于摩洛哥
、

突尼斯等地的下白奎统
。

巨龙科 T i t a n o s a t , r id a e L y d e k k e r ,

1 8 8 5
。



1 9 9 8 年 ( 2 ) 晰脚类恐龙 ( S
a u r o p o d a )的分类

特征
:

背椎侧凹形态不规则
,

背神经棘向后延伸
。

背椎横突向侧上方延伸
。

近端尾椎为

强烈的前凹型
。

胸骨大
.

巨龙 T i t a , : o s a u r u , L y d e k k e : ,

18 7 7
.

化石发现于印度
,

体长约一Zm
。

索它龙S o l r a 、 。 u r u : B o n a p a r t e e t P o w e l l
,

19 8 0
,

荐前推呈后凹型
,

颈推侧凹小
,

背椎侧凹

大小中等
,

背神经棘低而宽
,

荐椎 6 个
,

尾椎为强烈前凹型
.

化石发现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上

白至统
。

拉布拉它龙 L a lP at as a
ur us H ue n e ,

1 92 9
,

化石发现于阿根廷
、

乌拉圭的上白奎统
。

阿拉摩龙 A la m .of a
ur

“ :
iG lm or e .

1 9 2 2
.

化石发现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

犹他州
、

蒙大拿州

和新墨西哥州的上白垄统
。

体长约 2 1m
。

马尾龙材d 。 ur or sa “ ur : S ee le y
,

1 86 9
,

化石发现于英国东部的上 白垄统
。

埃及龙 A 尸召)户t .o’ a
ur us st or m e r ,

1 9 3 2
,

中部尾椎为前 凹型
,

肪骨长为股骨的 4/ 5
。

化石发

现于埃及的上白至统
。

南方龙)A
:
at cr ot sa ur

“ : H ue
n e ,

1 9 29
,

化石发现于南美洲
,

以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上

白奎统
。

拖尼尔龙 T or 爪er ia tS e r fn e ld
.

1 9 1 1
,

化石发现于东非坦桑尼亚的上侏罗统
。

高脊龙石吵户.’e l。 。
ur

“ : M a t h e r o n ,

1 8 6 9
,

以其粗壮的肢骨特征而有别于欧洲的其它 巨龙

类
。

化石发现于法国和西班牙的上白奎统
。

双凹 尾椎龙 A 。沪爪co ell’ ca “ d l’a c h e n g e t a l
. ,

1” 4
,

产于山西夭镇赵家沟的上白垄统
.

体

长约 2 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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