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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年笔者等对云南侏罗纪“红色岩系”=214>进行系统

再研究以来，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此间综合川街盆地老长箐?
大尖峰剖面和已有资料，修订了曾经使用半个多世纪的上、

下禄丰系（群、组），拟定了禄丰地区侏罗系完整的岩石地层

单位 =@1<>（表2）；确认禄丰地区麻地山组（即“酒红层”）以上地

层为上侏罗统；与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禄丰县文博地质

科研人员合作中，在川街盆地老长箐?大尖峰剖面的禄丰组

中找到“禄丰龙动物群”=0>的禄丰龙等化石；并共同报道了川

街组的蜥脚类化石———阿纳川街龙 =@，<>。

最近，笔者在川街剖面安宁组上部、马 头 山 组 之 下 的 紫

红色泥岩中（图2，相当剖面A2层），又发现了一些大型恐龙骨

骼（图版!、图版"）。根据地层层位和化石形态特征，该化石

属马门溪龙类恐龙。经初步研究，命名为云南马门溪龙!"#
$%&’()*"+,+* -+&&"&%&*)* 9B8 C6D8，时代为晚侏罗世。几年来

笔者积累的资料表明，云南禄丰地区侏罗系自下而上产出禄

丰龙动物群、川街龙动物群、云南马门溪龙动物群（表2）。这/

云南首次发现晚侏罗世马门溪龙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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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侏罗纪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重要的产煤期，然而此时云南、四川中—南部没有煤系出现，反而发育了一套独特的

“红色岩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并繁盛着蜥脚亚目等形形色色的恐龙，与中国北部、东部地区的恐龙类群有明显

的差异。马门溪龙在中国主要发现于四川，最近在云南侏罗纪“红层”中发现云南马门溪龙（新种）尚属首次，再次证

实禄丰一带存在上侏罗统。该化石产于禄丰川街盆地老长箐?大尖峰剖面，在其下部地层中还分别产出代表中侏罗

世的川街龙和早侏罗世的禄丰龙化石。能在同一完整地层剖面上见到不同时段早、中、晚侏罗世/套恐龙动物群，这

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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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云南省禄丰县川街盆地侏罗纪岩石地层层序

!"#$% & ’()"**+, $+-./*-)"-+0)"1.+, *%2(%3,% +3 -.% 4.("35+% #"*+3，6(7%30 4/(3-8，9(33"3

“深红层”

组、段 地层主要岩性特征 恐 龙 动 物 群

I/

安宁组 紫红夹黄绿色泥岩层（上杂色层） 云南马门溪龙动物群

麻地山组
泥岩段

“酒红层”（上红层）
砂岩段

I.
老罗村组 紫红、紫灰、灰绿色杂色层（下杂色层）

川街组 川街龙动物群

张家坳段

禄丰组I2
沙湾段 “暗紫色层”

禄丰龙动物群

紫红色泥岩层（下红层）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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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万）昆明幅$%’(%$

套恐龙动物群建立的意义在于，云南的恐龙不仅可分别与四

川 早 侏 罗 世 资 中 龙 动 物 群 )%"*%!+、中 侏 罗 世 蜀 龙,峨 眉 龙 动 物

群、晚侏罗世的马门溪龙动物群对应，而且-套动物群都共同

产 出 于 云 南 川 街 同 一 个 盆 地 内 老 长 箐,大 尖 峰 同 一 条 剖 面

上。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侏罗纪蜥脚类恐龙的演

化、发展以及层型研究无疑是一处绝好的地点。

马门溪龙是特有的地方型种群，主要发现 于 四 川 ，另 外

在甘肃永登海石湾和新疆准噶尔盆地将军庙地区也有报道。

云南发现马门溪龙，迄今为止尚属首次。!"世纪."年代云南

区调队曾在禄丰腰站一带“酒红层”中发现过恐龙骨骼!，经

中 国 科 学 院 古 脊 椎 动 物 与 古 人 类 研 究 所 鉴 定 为 蜥 脚 类

（/01234350）的背肋)%%+。根据该肋骨头和肋骨结节之间连接角

度的结构特点反映了这类恐龙具有侏罗纪晚期生物的特征，

曾推断“酒红层”（即麻地山组）的时代不排除为晚侏罗世的

可能，并作为遗留问题记录在案。%’(%年云南地质局、中国科

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云南红层队”，在峨山县“上禄丰群”中还

找 到 龟 类 化 石 。 经 叶 祥 奎 研 究 定 为 峨 山 蛇 颈 龟./0123450/61
3157808121 )%-+，并与四川广安和欧洲 蛇 颈 龟 对 比 ，时 代 归 属 晚

侏罗世。此次在川街盆地老长箐,大尖峰剖面安宁组中发现

马门溪龙大型肢骨化石，再一次证实禄丰一带边缘小盆地存

在上侏罗统。综合川街麻地山组、安宁组中产出的介形虫 )%#+、

轮藻 )%6+、叶肢介等其他门类化石，地层时代也得到佐证，因此

将麻地山组和安宁组的时代置于晚侏罗世是适宜的。

% 标本描述

爬行纲!"#$%&%’ (%))"，*+,-
恐龙超目.%)/0’12%’ 34")，*-56

蜥臀目7’12%089%’ 7""&":，*---
蜥脚亚目7’12/#/;’ <’209，*-+-

马门溪龙科<’=")89%0’12%;’" >/1)? "$ @9’/，*A+6B%.*%(+

马门溪龙属!"#$%&’()"*+*) >/1)? *A,5
云南马门溪龙!"#$%&’()"*+*) ,*%%"%$%)() 0#C )/DC

材料：主要是恐龙的肢骨化石及腰带部分 ，化 石 骨 骼 保

存破碎（图版"、图版#）。

词源：化石产于云南境内，新种以原始产地云南（7189
808）命名。

特征 与 比 较 ：参 照 安 岳 马 门 溪 龙 )%:，%’+（9: 786;08121）的

肢 骨大小，新种个体总长约!" ;；坐 骨 骨 干 直 、扁 而 细 长 ，内

侧 凹 ，外 侧 凸 ，坐 骨 接 触 面 呈 唇 状 加 厚 ；耻 骨 骨 干 扁 、内

凹 ；爪 的 尺 寸 比 较 大 ，厚 度 薄 。 新 种 以 坐 骨 、耻 骨 的 骨 干

部 分 比 较 扁 为 特 征 ，与 安 岳 马 门 溪 龙 、广 元 马 门 溪 龙（9:
<;78<6;7808121）相区别。特别是广元马门溪龙坐骨、耻骨的长

度比新种要小，安岳马门溪龙坐骨骨干部分比新种窄，并略

显圆浑。新种爪的厚度相对变薄，表现为进化的特征。

正型标本：仅保存部分零散的前后肢骨以及腰带中的耻

骨、坐骨，编号为<%#:%，标本保存在中国地质博物馆。

产地及层位：云南省禄丰县川街镇老长箐,大尖峰剖面

线附近，晚侏罗世安宁组上部，相当该剖面第(%层（图%）。

描述：

（%）腰带部分

耻骨：近端缺失约!"*-" =;，远端部分长.! =;，宽!! =;；

骨干扁，内凹，其外侧有一棱脊，将骨干分为前后!部分，前部

分厚，后部分薄。

坐 骨 ：近 端 缺 失 约%" =;，远 端 保 存 部 分 长(6 =;，宽%6
=;；骨干直，至远端扁而细长，远端处略有膨大；内侧呈凹面，

坐骨接触面呈唇状加厚；外侧呈凸面，前缘具较长的薄脊。

（!）后肢

胫骨：保存部分长6" =;，近端最宽处%6 =;，骨干直。

腓骨：保存部分长-: =;，两端缺失，骨干直、细。

股骨：保存部分长 约.# =;，保 留 下 来 的 骨 干 粗 壮 ，外 侧

具圆浑棱柱面，内侧中间具一纵向凹沟，第><转节微隆呈 棱

脊状，其长!" =;，高. =;。

趾骨%：长: =;，高. =;，宽.?6 =;。

趾骨!：长. =;，高# =;，宽6 =;。

距骨？：宽:?6 =;，前后长(?6 =;，高#?6 =;。

爪？：长%"?6 =;，高( =;，宽-?6 =;。

蹠骨%：长’ =;，高.?6 =;，宽-?6 =;。

蹠骨!：外侧近端保存部分长%#?6 =;，高%"?6 =;，最宽处

6 =;。

（-）前肢

第%爪：保存 部 分 长%’ =;，高%%?6 =;，宽- =;，外 侧 面 突

出呈弯曲弧面，内侧平，爪的上部急剧向远端（下部内侧）弯

曲 ，上 部 形 成 弧 线 弯 曲 ，爪 的 整 体 厚 度 薄 ，表 现 为 进 化 的 趋

势，下部略厚于上部，呈尖突弯曲状。

指骨：扁平，长!% =;，近端高: =;，远端高.?6 =;，最宽处

# =;。

腕骨：长%! =;，高.?6 =;，前后宽-?6 =;。

掌骨：远端保存部分长%" =;，厚6 =;，高(?6 =;。

（#）脊椎部分

仅保存荐肋的一部分。

! 讨 论

!$% 马门溪龙地理分布与迁徙

马门溪龙化石发现于四川、甘肃、新疆，在云南发现的骨

骼标本，不仅为马门溪龙属增加了新的分子，还扩大了 该 类

恐龙的分布区域。根据马门溪龙的分布范围，有关该类恐龙

的起源地和迁徙路线，目前有!种推论。其一，马门溪龙分布

区域及迁徙途径以四川为中心，分别向南、向北!个方向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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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其 二 ，马 门 溪 龙 源 于 西 南 部 地 区 ，并 由 云 南 逐 渐 向 北 发

展，经四川、甘肃迁移至新疆。笔者认为后一迁徙路线可能性

大。根据目前的资料，大量早侏罗世古脚类集中在云南，而四

川虽有发现但比较零星；作为蜥脚类早期分子武定龙，在滇

中一带有过与古脚类共生的报道，时代也早于四川 的 资 中

龙，不难看出，蜥脚类原始类型及早期分子具有由低纬度向

高纬度扩散的趋势；另外，四川南部的会理曾发现过马门溪

龙化石，云南马门溪龙的报道又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因此，总

体分析，马门溪龙生存与迁徙的地理轨迹大体由南 向 北 发

展，其运动路线表明，云南滇中地区在中生代时与四川盆地、

新疆准噶尔盆地曾经有着一定的联系。

与此相关，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曾经发现过早侏罗世古脚

类禄丰龙化石，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也曾找到了具云南地

方色彩的古脚类恐龙化石。这些证据暗示，川滇地区在海陆

变迁过程中与冈瓦纳大陆曾经存在着某种联系。

!$! 中生代蜥脚类恐龙的进化

蜥脚类恐龙演化速度迅速，可作为侏罗纪不同演化阶段

的标志性化石，与中国北部、东部地区恐龙类群比较，表现出

区域性差异。归纳目前已有的化石资料，中生代蜥脚类恐龙

的进化、发展过程可分为#个阶段。

（%）原始发生阶段（&’—(%）
在 晚 三 叠 世 — 早 侏 罗 世 阶 段 ，以 蜥 脚 类 和 古 脚 类 同 时

出 现 为 特 点 。其 中 古 脚 类 很 典 型 ，其 牙 齿 、前 肢 、爪 的 发 育

常 介 于 食 肉 类 和 食 植 物 类 型 之 间 ， 是 一 发 展 畸 型 的 类 群 ，

时 代 仅 限 于 早 侏 罗 世 ，产 地 见 于 云 南 禄 丰 一 带 ，四 川 目 前

也 有 少 量 发 现 ，这 是 一 类 标 准 的 地 方 性 脊 椎 动 物 化 石 。 如

禄 丰 龙（$./012345.6.4），属 古 脚 类 ，即 原 蜥 脚 类 ，代 表 了 发

育 不 正 常 的 一 类 蜥 臀 类 恐 龙 ， 腰 带 三 射 型 ， 腰 椎 具’个 荐

椎 ，肠 骨 上 的 耻 骨 突 比 较 靠 近 前 部 ，前 肢 短 小 ，后 肢 强 壮 ，

牙 齿 勺 状 。 而 此 时 出 现 的 另 一 类 恐 龙 属 蜥 脚 类 原 始 类 型 ，

如武定昆明龙（7.18912345.6.4 :.;91201494）和黄石板资中龙

（<9=>312345.6.4 >.5124>9?5101494），特征为个体小，不具有长

颈椎，一般在%" )以下，腰带为三射型，具#*+个荐椎，脊椎椎

体无侧凹，牙齿呈勺状。

（!）演化过渡阶段（(!）
在中侏罗世阶段，蜥脚类以具有勺状齿类型的恐龙为特

征，直至晚期才开始由勺状齿分支出一新的具棒状齿恐龙的

种类，!类恐龙开始同时存在。如阿纳川街龙（&>.51@9045.6.4
5A1501494）发现于云南川街，是中侏罗世中期一种四足行走的

恐龙。其特征是,颈椎椎体较长，呈前凸后凹型，侧凹略浅，较

发育，神经弧低；前部尾椎呈前凹后凸型，后部后凸减弱，呈

弱双凹型，神经棘高度从前向后变低，由棒状变成板状；脉弧

棘分叉；肩胛骨近端扩展显著；乌喙骨近卵圆形；肠骨较大，

近半圆形；耻骨突发育，位于中偏前部；坐骨突不发育；前肢

与后肢长之比 为"-.’/%，尺 骨 与 肱 骨 长 之 比 为"-+0/%，胫 骨 与

股骨长之比为"-+1/%。

（’）发展高峰阶段（(’—2%）

这一阶段的大体时间是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这期间的

蜥脚类继续延续勺形齿与棒状齿!种类型的恐龙，蜥脚类个

体增大，体长可达’" )，到早白垩世末期勺形齿恐龙 类 型 消

失。晚侏罗世的代表种类，如马门溪龙，“具勺状齿，颈椎长，

神经棘低，后部颈椎和前部背椎神经棘部分叉，前部尾 椎 锥

体前凹等”3!"，!%4。

（#）特化绝灭阶段（2!）

晚白垩世这一阶段的蜥脚类 恐 龙 体 形 变 短 ， 个 体 的 直

立高度增大 3!!4，前 爪 特 化 扁 而 薄 ，牙 齿 为 棒 状 齿 类 型 。 如 蒙

古 的 奈 莫 格 图 龙 （+0802B345.6.4）3!’，!#4， 山 西 的 华 北 龙

（-.5?0945.6.4）3!04，均为棒状齿。

!$’ 马门溪龙的生态及其绝灭

不同类型的恐龙需要的生活空间和生态环境有所不同。

按照蜥脚类恐龙的生活习性，它们离不开水体环境，并 可 在

较深的水体中生活，以增加水对它的浮力，水深可达!" )左

右。其他类型的恐龙，如鸭嘴龙，可生活在%" )左右的浅水

区，鹦鹉嘴龙生活的环境是靠近水体的岸边区，而甲龙、角

龙、肉食龙等恐龙一般生活在丘陵地带。

马门溪龙出现于晚侏罗世早期，消失于晚侏罗世晚期。

大量迹象表明，这类动物在其后期阶段已出现灭亡的征兆。

笔者注意观察了合川马门溪龙的后肢，看到在其股骨远端的

关节面上长有明显的“骨刺”（图版!5.），这是成长过程中的

一种病态。可以想象，这只庞然大物在其缓慢行走时，分布在

关 节 面 上 的“小 鼓 包 ”会 加 大 关 节 之 间 的 摩 擦 ，造 成 行 动 不

便，即使短距离的运动都是一种痛苦。另外一种安岳马门溪

龙出现的时代比合川马门溪龙更晚些，在其左侧的肠骨下部

出现了骨骼变形。这一病变发生在髋臼与坐骨突之间，沿着

边缘增生出一条“宽骨带”，无形中造成髋臼窝变小，阻 挡 了

股骨近端的股骨头正常“就位”在髋臼窝中。因此，这条龙是

一条行走不便的跛龙。这些病态，是由遗传引起的，或仅是一

些个别的现象，还需作进一步研究。如果这些情况是遗传造

成的，马门溪龙在变异过程中确实走进了“死胡同”，会 越 来

越不适应环境，接近于绝灭的边缘，这与马门溪龙绝灭 于 晚

侏罗世晚期的纪录相吻合。

参加工作的还有李佩贤、庞其清、张子雄、张志军、唐烽、

靳悦高等研究人员，成都理工大学、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和 禄

丰县政府也给予了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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