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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龙蛋化石及其生态地层浅析

张玉光 李 奎

(成都理工 学院 )

【内容提要〕 文章系统地对中国恐龙蛋化石的地理分布作了总结
,

并将恐龙蛋化石类型归纳为
9科

,

13 属
,

21 种
.

在此基础上
,

着重分析了恐龙蛋化石古生态特征
,

分别从蛋化石的排列方式
,

恐龙产蛋的方式
,

不同类型蛋化石间及蛋化石与骨骼化石共生几方面作了探讨
,

并进一步阐述

恐龙蛋化石在晚白妥世地层划分对比所具有的直接指示意义
.

关键词 恐龙蛋化石 类型 地理分布 生态地层学

恐龙蛋化石属中生代爬行类动物恐龙的遗物化石
,

是地质历史时期的自然遗产
,

目前在

蒙古
、

中国
、

法国
、

俄罗斯
、

美国
、

加拿大
、

巴西
、

秘鲁
、

坦桑尼亚等国均有产出
。

我国是恐龙蛋

化石分布最丰富的国家
,

据初步统计
,

现已有 13 省 ( 区 ) 内发现恐龙蛋化石
。

从我国最早发现

蛋化石的内蒙古二连
,

到之后特别值得提出的山东莱阳
、

广东南雄
、

江西赣州和近年来发现

被的誉为
“
世界十大奇迹

”

的河南西峡
,

这些地区的蛋化石不仅在数量上
,

而且在保存的质量

上与世界其它各国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
。

其次
,

在湖南
、

新疆
、

浙江
、

江苏
、

湖北
、

辽宁
、

宁夏
、

安 徽等地也陆续有恐龙蛋化石发现
。

总之
,

从中国发现的蛋化石情形看
,

多具有
:

含蛋层位

多
,

数量大
,

类型齐全
,

时代基本可靠
,

原始状态保存好
,

成窝性强
,

个别地区还有恐龙骨骼和

蛋化石及其他门类化石共生
。

1 恐龙蛋化石的类型及地理分布

1
.

1 恐龙蛋的化石类型

关子恐龙蛋化石的分类
,

历来争议颇多
,

国内外没有形成统一的分类标准依据
。

从近年

来蛋化石的研究情况看
,

目前多采用我国恐龙蛋 专家赵资奎教授的分类标准
:

国际上通用的

动物分类学的方法来处理
,

根据蛋化石的形态特征
、

显微结构将它们按种
、

属
、

科等的分类等

级 划定于一个分类体系上
。

这种分类较之先前杨钟健教授
、

苏联的 )Q
、 aI ,。

的分类 更具客观

性
、

合理性
。

在 60 年代初
,

杨钟健的分类是根据蛋化石的外观形态
,

对不同类蛋化石一律用

oo ilt he
s
加上一个种名

,

这 样无法表示 已发现的不同种类的蛋化石之间的的形态特征的差

异和相似的程度
,

在命名和对不同种类蛋化石的研究对比方面的处理比较困难
。

而 ()C
。 。 。 对

恐龙蛋化石的分类不是以形态学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总和为基础
,

不可能对每一分类特

征的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程度作出客观的分析和 评价
” 〕

。

基于赵资奎教授分类标准的科学性

本文 19 9 7 年 7 月 1 1 日收稿
.

本文为 1 , 9 7 年地 层古生物学术研讨 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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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用性
,

就目前已发现
、

命名的恐龙蛋化石归纳为 9 科
,

13 属
,

21 种
。

分别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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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恐龙蛋化石地理分布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富产恐龙蛋化石的国家
,

这一事实不得不令世人瞩目
。

以种类多
,

数量丰富
,

埋藏形态特殊
,

完好的保存方式
,

骨骼与蛋化石共存等特点成为独具一格的 中国

式的蛋化石群
.

下面以统计列表方式记述之 (表 1
,

图 1) 「,
· ’ 1

.

表 l 中国主要恐龙蛋化石产地
T a b l e 1 L co a l i t ies o f th e d i n o s a u r e g g f o s s i ls i n C h l n a

产产 地地 层 位位 化 石 名 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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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产产 地地 层 位位 化 石 名 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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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恐龙蛋化石的古生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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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恐龙蛋在蛋窝中的排列方式

恐龙蛋在蛋窝中的排列方式
,

仅就目前发掘出土的蛋化石的排列方式进行归纳
、

总结
。

因

此
,

更为全面的方式还有待于今后新类型的不断发现来补充
、

完善.3I
` 。

基本上有以下几种
:

( 1) 椭圆形或圆形放射状排列
。

属这种排列的蛋化石类型有长形蛋
、

巨形蛋
。

蛋化石在蛋

窝中排列为规则的椭圆形
、

圆形或半圆形放射状
。

蛋可向圆心或圆外倾斜
,

倾角不等
,

如河南西

峡蛋化石倾角在 100 一 1 50
,

广东南雄蛋化石倾角达 40
。 ,

而产自内蒙古的原角龙蛋化石倾角近于

90
。 。

蛋距一般为 1一 20
c m

,

越向中心
,

蛋数越少
。

部分可重叠 2~ 3 层
,

上层相对下层向内收缩
。

( 2) 多层平行排列
。

该形式的蛋主要为椭圆或圆形的蛋化石
,

每排蛋在平面上相互平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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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间似等距分布
,

排间距离亦相似
,

一般叠加 2一 4 层
,

个别可达 5 层
,

蛋层多上下平行对应
。

( 3 )交错平行排列
。

此种方式排列的蛋以近似椭圆或圆形为主
,

其次有少量长形的蛋化

石
。

蛋在同一平面上前后交错或平行排列
.

在纵向上
,

层与层亦可平行对应或交错叠加
,

排数

一般 2~ 5 排
,

层数一般 2一 4 层
。

〔4) 不规则状排列
。

包括不规则交错排列
、

曲线排列
、

似梅花状排列及竖立式排列等
。

属

于此类排列的绝大多数为近似圆形或椭圆形的蛋化石
,

次有少量的长形蛋化石
。

蛋距不等
.

一般 3~ 1c0 m
,

少数还大些
。

大多呈单层产出
,

个别叠加
。

此种形式分布较普遍
。

2
.

2 恐龙产蛋的方式

( l) 圆形放射状移动下蛋方式
。

这种方式以长形蛋
、

巨形蛋
、

长圆柱蛋为代表
。

内蒙古二

连
、

山东莱阳
、

广东南雄
、

江西赣州
、

河南西峡等地以这种产蛋方式居多
,

推测恐龙产蛋之前
,

是处在一个相对平坦或稳定的地方
,

之后用爪在地表隆起一小堆圆形土或用前肢掘起一个

圆坑
,

然后围着这个中心作环周运动
,

每产完一圈就用土埋上
,

以此类推
,

再产第 2 圈
、

第 3

圈
,

最多见到 4 圈
。

蛋时有重叠
,

蛋的数目是越向圆心就越少
,

而蛋的大小则是越向圆心越

大
。

从蛋的发掘情况来看
,

这种产蛋方式并非一种偶然
,

多数都有类似的特征
。

因此
,

这是一

种恐龙自然本能的产蛋方式
。

这种产蛋方式的科学性推测为绕土堆或圆坑产蛋
,

使蛋倾斜放

置
,

有利于卵生的恐龙蛋接收 日照热量
,

便于孵化
。

同时
,

产出的蛋沿土堆倾斜放置
,

不易破

损
,

蛋呈放射状排列
,

是为了最大限度吸收阳光
。

( 2) 规律移动下蛋方式
.

以蜂窝蛋
、

圆形蛋等为代表
。

恐龙产卵时
,

在平坦
、

稳定的地方
,

用爪在地表挖一个矩形
、

似长形
、

探度不等的坑
,

随后有序地将卵产在坑内
,

当产满一层时
,

在上覆盖一层砂土
,

在砂土上重复有序产卵
。

这样
,

蛋化石的形态可前后左右排列有序
.

多层

平行排列或交错平行排列
。

这种产蛋方式每窝内保存数量较多
。

( 3) 随着移动方式下蛋
。

多以圆形蛋及部分蜂窝蛋为代表
。

这种方式无规律
.

推测产卵

时
,

恐龙先在平坦场地上任意挖一个不规则较深的坑
,

然后产卵入内
,

上覆砂土
.

从发掘情况

看
,

此种方式产卵
,

每窝 内数量不多
。

山东莱阳圆形蛋即为此种方式
。

这种产卵方式和现代

的鳄鱼
、

乌龟有相似之处
,

如东印度的沼鳄以及日本海 龟生蛋时就是这样排列的
’ 5

’ 。

(4 )局部有序移动下蛋方式
。

多见杨氏蛋等
。

这种产卵的地表坑稍微规则
,

且有一定深

度
,

蛋局部有序
,

以 2~ 4 枚为一组平行放置
,

而整个坑内的蛋化石杂乱无章
,

规律性
、

成层性

不强
,

数量不多
,

有序的一组蛋以填空镶嵌方式布满蛋坑
,

上覆砂土
。

总结以上几点
,

笔者认为
:

①大凡恐龙蛋
.

多为成窝产出
,

较之其它产卵孵化动物来说
.

产卵数量多
,

并多有层间重叠现象
; ②不同产蛋方式其蛋的类型亦有所差异

,

因此
,

每一类型

的蛋可能代表一个种属的恐龙
; ③从蛋窝内蛋的排列规律性强弱程度

,

可以反映恐龙的生理

特征
.

因此
,

两足行走
.

半四足行走的恐龙灵活性较四足者要强
,

其生蛋时不一定要伏在地

上
,

而是作蹲伏状
,

这种方式所产蛋的排列规律性强
,

而形体笨重的四足者产蛋时只能伏在

地上
,

难以寻找到某种规律
。

2
.

3 各类蛋化石间
、

蛋化石与骨骼共生

从产蛋较多的几个地区分析
,

在产蛋化石集中的盆地中
,

常见各类蛋化石在同一岩层面

的近距离内出现
,

主要为蜂窝蛋与长圆形蛋
、

副圆形蛋与椭圆形蛋
、

长形蛋与巨形蛋共生
.

有

时两种类型的蛋相邻产出
,

或两种类型的蛋亦可出现在一个窝内
,

其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

其次
,

在进一步发现和研究过程中
,

还见到多处蛋化石和骨骼化石共生的现象
,

诸如山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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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

广东南雄
,

江西赣州
、

上饶
、

内蒙等地
,

特别是在河南西峡
、

内乡
,

多处发现长圆柱蛋和 杨

氏蛋与骨骼化石共生的情形
。

蛋化石和骨骼化石共生的现象
,

以前较为少见
,

就 先前发现的几个大型恐龙动物 群来

说
,

如较早的禄丰晰龙动物群
,

四川的蜀龙动物群和马门溪龙动物群
,

骨骼化石如此丰富完

好
,

但至今未见与其共生的蛋化石
。

推测原因可能为侏罗纪时期云南
、

四川恐龙栖息的环境

为湖岸或冲积平原
,

气候潮湿
,

恐龙蛋需凭借太阳光进行孵化的特性也能适应这种环境
,

因

此
,

恐龙将卵产在温热潮湿
、

日光充足的地区
,

几乎全部孵化成功
,

骨骼
、

蛋化石共生罕 见的

现象是不言而喻的
。

3 恐龙蛋化石的地层意义

从发现的恐龙蛋化石及其它门类的共生化石分析产 出层位的时代
,

同时借助同位素测

年的方法
,

到 目前为止
,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恐龙蛋代表的时代属晚白噩世
,

即在 97 一

65 M a
之间

。

因此
,

从全球看
,

蛋化石在划分中生代地层具普遍意义 (表 2 )
。

而对陆相白奎纪

表 2 中国晚白至世地层与恐龙蛋型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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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划分对比
,

已不单停留在长期主要依靠轮藻
、

介形虫类
、

叶肢介
、

瓣鳃类
、

植物及饱粉等

门类化石
.

恐龙蛋化石的发现
,

为当地晚白垄世地层提供了直接依据
,

如山东莱阳的王氏组
,

广东南雄的南雄组
,

新疆的苏巴什组
,

湖南常桃盆地的分水坳组等均为晚 白奎世地层
,

这种

划分确定地层时代较依据其他指示意义的化石及沉积特征
、

古构造来划分地层方 便
、

快捷
。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恐龙蛋化石分类体系的不断完善
,

对地层的划分 已深入到按不 同类型蛋

化石出现的层位将晚白翌世地层细分到
“

阶
”
一级

,

如山东莱阳以长形蛋所在层位为王氏组

上段
,

而短圆形蛋则为王氏组下段
.

河南因蛋化石种类多
,

分布范围广
,

在划分晚白垄世地层

时对比性更强
,

以长形蛋
、

椭圆形蛋
、

巨型蛋为主的晚白垄世晚期组合
,

特别是巨形蛋代表层

位有李官桥盆地胡岗组
,

渐川盆地
、

西峡盆地的寺沟组
。

以椭圆形蛋
、

副圆形蛋类为主
.

伴有

夏馆杨氏蛋
、

棱柱形蛋
、

树枝蛋作为晚白奎世中期的组合
,

代表层位有渐川
、

西峡
、

夏馆
、

五里

少U
、

柳泉铺的马家村组
。

以蜂窝蛋
、

树村蛋
、

长圆柱蛋及少量的扬氏蛋
、

副圆形蛋作为晚白至

世早期的组 合
,

这一时段蛋化石种类多
,

数量丰
,

代表层位有渐川
、

西峡
、

夏馆等地的高沟组
。

通过蛋化石确定的时代
,

不仅有晚白圣世的霸王龙类
、

鸭嘴龙类
、

晰脚类化石作依据
.

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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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化石同层位产出的饱粉
、

轮藻
、

痕迹化 石等组 合为佐证
,

充分体现了晚白奎世时的特

征 l`〕
。

总之
,

根据恐龙蛋化石类型基本上可以将晚 白奎世 自下而上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

以蜂

窝蛋类和扁 圆蛋类为特征的代表晚 白奎世的早期
; 圆形蛋类代表晚白奎世中期

;
椭圆形蛋

、

巨形蛋
、

长形蛋类为晚白垄世晚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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