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恐龙五宝

在中国庞大的恐龙家族中，有5种

恐龙被称为“中国恐龙五宝”。它们发

现于5个不同省区，生活在5个不同的

时代，代表了4大类不同的恐龙分类类

群，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恐龙物种，也

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恐龙“大明星”。

许氏禄丰龙，被誉为“中国第一

龙”，是我国最早出现（时代最早）的恐

龙（2亿年前生活在云南），1938年出土

于云南禄丰沙湾县东山坡。许氏禄丰

龙不仅是我国第一具装架的恐龙化石

骨架，也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装架

的第一条恐龙，由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

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首任所长杨钟健院士研究和

命名。

应该说，这项研究开启了中国人的

恐龙时代。许氏禄丰龙体长约6米，脑

袋小而长，眼睛长在脑袋两侧，有开阔

视野；脖子细长可以扩大进食范围，提

高进食效率；后肢粗壮，双足站立、行

走，可能也具有有限的四足行走能力，

粗大的尾巴可以在行走和奔跑时平衡

身体，或辅助支撑身体重量。许氏禄丰

龙生活在湖泊岸边或沼泽地区，是一种

植食性恐龙。

将军庙单脊龙，是一种生活在侏罗

纪中期的兽脚类恐龙，因为发现在一座

将军庙的旁边而得名。因为人们误认

为那庙里供奉的将军姓江，因此又名江

氏单脊龙。将军庙单脊龙体长约5.5

米，头部长有中空的单一骨质脊冠，用

于种间识别，头冠顶部平行于上颌边

缘，主要由鼻骨构成，横向剖面呈三角

形，上窄下宽。

但这条庞大的恐龙却有点“外强中

干”——根据X射线电脑断层扫描，单

脊龙的头冠气腔化程度很高，内部具有

很大的空腔。换句话说，它的头冠非常

脆弱，用来打架是不可能的。此外，它

的头长约80厘米，吻部占据头长3/4，

骨骼构造较不结实，吻部很窄细和轻

盈，牙齿虽锋利但也比较单薄和脆弱，

难以捕食中、大型食草恐龙，估计是以

捕食行动较快的小型动物为生的。

棘鼻青岛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发现的第一具完整恐龙化石骨架，被称

为“新中国第一龙”，也是世界上最为著

名的鸭嘴龙类恐龙之一，正型标本陈列

在中国古动物馆的恐龙展池首位，被称

为中国古动物馆的“迎宾龙”。这一重

要的恐龙化石于1951年由杨钟健带领

的考察队，在山东莱阳上白垩统王氏群

金刚口组的陆相地层中发现并采集（现

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1号地点），

是莱阳鸭嘴龙动物群的代表物种。

1958 年，杨钟健在《山东莱阳恐龙化

石》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棘鼻青岛龙，根

据其鼻骨呈棒状向前上方伸出，组成棘

状的头饰这一最重要特征，将其命名为

棘鼻青岛龙，并归入赖氏龙亚科。

最初的研究认为，棘鼻青岛龙的棒

状棘刺是中空的，这与其他鸭嘴龙科成

员的头饰明显不同。而对棘鼻青岛龙

头饰的有无（会不会是特殊埋葬造成的

骨骼变形）、形态特征、是否中空及其属

种的有效性等都存在争论。2020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汪筱林研究团队首次对棘鼻青岛龙

向前上方伸展的鼻骨进行了CT扫描和

三维重建，在无损状况下对鼻骨内部

结构进行重新观察和研究。CT扫描的

结果显示，棘鼻青岛龙鼻骨内部不是

中空的管状结构，而是实心的类似“三

明治”结构，即鼻骨内部由中部条带状

的高密度部分和两侧的低密度部分构

成。同时，棘鼻青岛龙的下颞孔背缘

与眼眶背缘等高，颅顶后部相对水平，

研究者支持杨钟健最初描述的鼻骨向

前倾斜。我国学者推断，棘鼻青岛龙

鼻骨内部虽为实心结构，但其与上颌

骨共同组成了比目前正型标本所显示

的更大的、向前上方伸展的一个中空

头饰，目前的骨棒应该是中空头冠破

损后留下的后边缘。

顾氏小盗龙，是生活在1.2亿年前

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属于驰龙科。“小盗

龙”意为“小盗贼”，来自很小的体形和

掠食的习性，种名“顾氏”则是为纪念为

热河生物群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著名

古生物学家顾知微院士。这是世界上

发现的第一只会飞的恐龙，为鸟类起源

于恐龙的假说提供了坚实的化石证

据。小盗龙也是世界上最早知道体表

真实颜色的恐龙之一——2012年，中

美专家根据对化石中保存的色素体的

分析，对其羽毛颜色进行了突破性研

究，成功复原了小盗龙的颜色。

小盗龙栖息在树上，体长约90厘

米，是已知体形最小的恐龙之一。最特
别的是，它长有四个翅膀，前肢和后肢
上都有片状的用于飞行的飞羽，羽毛黑

色且带有彩虹光泽，外表看上去就像是

一只加大号的乌鸦。小盗龙能够在天

空中飞翔，它的尾巴细长，像一条长鞭

子，末端还有两根很长的翎羽。研究者

通过风洞试验，发现小盗龙前后翅上

下平行叠置时飞行效果最佳，正如美

国莱特兄弟发明的人类第一架带动力

的双翼飞机一样。它的“手指”很长，

而且每根手指的末端都长有弯曲的大

爪子，是一个爬树小能手。它的嘴里

长有两排锋利弯曲的小牙齿，以各种小

型猎物为食。

合川马门溪龙，是一种生活在1.6

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的大型蜥脚类恐

龙，是马门溪龙属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种，于1957年由石油地质勘探队员在

今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附近发现，杨钟

健为其定名。

马门溪龙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

龙，也是地球上出现过的脖子最长的

陆生生物。它有19节颈椎，脖子的长

度可以达到体长的一半，长长的脖子

使它能在不移动身体的情况下，通过

扭动脖子吃到周边的食物；但彼此交

叉的颈肋，又使它的颈部灵活性受到

一定的限制。

新发现恐龙大集合

截至2023年12月，中国根据骨骼

化石已经研究命名了343种恐龙，而且

每年还有很多新的恐龙物种被研究命

名。2023年至今，中国境内发现了一

些重要的恐龙新物种，下面我们就来一

一盘点。

奇异福建龙，是首次在福建省发现

的恐龙化石，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一种

新的鸟翼类恐龙。2023年9月，奇异福

建龙登上了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

杂志。这是目前已知的全球侏罗纪最

晚期的鸟翼类恐龙，也是在侏罗纪发现

的全球地理位置最南的鸟翼类恐龙。

鸟翼类是包括所有鸟类和部分兽脚类

恐龙的一个分支。奇异福建龙是一类

善于奔跑的或生活在水边的小型恐龙，

显示出高度镶嵌演化的形态特征，前肢

与始祖鸟相似，但腰带的耻骨和坐骨又

分别具有伤齿龙类和近鸟龙的典型特

征，而后肢更是如此。系统发育分析显

示，它与近鸟龙类构成单系类群，是鸟

翼类最早分异的一支（也可以理解为最

原始的鸟类）。一般认为，鸟类起源伊

始，树栖应是“主调”。但奇异福建龙是

不同的，它的发现增加了原始鸟翼类的

生态多样性，弥补了鸟类起源在时间上

和空间上的部分空白。

莱阳混爪龙，名字里虽有“莱阳”，

但它却是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发现的。这具恐龙化石仅包括

了完整的左前肢以及几根肋骨，被莱阳

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收藏，编号为

LY2022JZ3001。化石后来得到了古生

物学家的研究，并且确定为一种新的恐

龙。2023年6月，古生物学家正式将这

种恐龙命名为混爪龙，意思是“混合的

爪子”，因为其爪子混合有多个特征，非

常有特色。

守护黔龙，是一种新发现于贵州省

的原始蜥脚型类恐龙，其标本包括了3

件成体骨骼和5个包含胚胎化石的蛋

窝。属名“黔龙”表明这种恐龙发现于

贵州地区，种名“守护”则是体现了成年

恐龙与蛋窝关联保存的现象，暗示了该

种恐龙可能具有照顾后代的行为。守

护黔龙是一种中等体型早期蜥脚型类

恐龙，其成体体长约 6米，体重约一

吨。黔龙的幼体与成体存在一系列形

态差异，如幼体齿骨所占下颌比例相对

小，牙齿更少，以及更为垂直走向的前

颌骨前缘。根据前后肢比例，成年黔龙

可以两足直立行走，但刚出壳的个体需

要四足行走。沉积学和埋藏学证据显

示，黔龙很可能与其他两种蜥脚型类恐

龙（大椎龙和鼠龙）一样，存在多个个体

在同一区域集群筑巢的行为。

腔尾赣地巨龙，在2024年1月登上

《系统古生物学杂志》，是一种新的蜥脚

类恐龙。赣地巨龙的发现地点为江西

省赣州市赣县区储潭镇幸福村，种名来

自其尾椎骨的特殊构造。它体长约14

米，中后段颈椎椎体靠近背侧和腹侧的

边缘有长而窄的窝，前段尾椎椎体的腹

侧面有成对的缝状孔、最前段的6个尾

椎具有分叉的神经棘，骶椎神经棘完全

融合、形成一个平台样结构。这一新发

现，对研究蜥脚类恐龙在白垩纪的演化

和地理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恐龙化石的“富矿”，我们毫

不怀疑，新的挖掘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

喜，新的研究将解答更多的恐龙奥秘。

在不远的将来，恐龙时代必将毫无保

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鉴古知来，这

也将让我们更好地展望未来，预测地

球的明天！

文图均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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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已经过去，龙年已
经到来。我们都知道，

龙是神话中的生物。但在中国大
地上，确曾活跃着许多真实的

“龙”——恐龙。中国是世界上发
现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根据中
国古动物馆统计，截至2023年12
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43种恐
龙，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的恐
龙研究十分活跃，新命名的种类每
年还在以八九种的速度增加。

恐龙：曾活跃于华夏大地真实的“龙”
□朱敏 王原

马门溪龙。

青岛龙头冠复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