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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扶绥那派盆地早白垩世棘龙类牙齿化石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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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扶绥县那派盆地早白垩世新隆组中产有以蜥脚类、兽脚类、禽龙类等恐龙为代表并包含弓鲛类、辐鳍鱼类、龟鳖类、
鳄形类的脊椎动物群ꎬ其与泰国东北地区 Ｋｈｏｒａｔ 群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阿普特阶)脊椎动物群面貌相近ꎮ 最新发现于那派盆地的

棘龙类牙齿化石新材料ꎬ其齿冠横断面为宽略小于长的亚圆形ꎬ齿冠前后缘无小锯齿ꎬ齿冠表面具明显纵嵴和纵沟ꎬ单侧面纵

嵴数目 １２~ １５ 条ꎮ 这些形态表明ꎬ那派盆地的棘龙类牙齿可归入棘龙亚科(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ｎａｅ)ꎬ且与泰国东北地区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

棘龙类牙齿的形态类型Ⅱ(Ｓｉａｍｏｓａｕｒｕｓ 形态类型)可对比ꎮ 新发现的牙齿化石还显示ꎬ那派盆地目前仅存在一种类型的棘龙

类ꎬ其可能与泰国的暹罗龙(Ｓｉａｍｏｓａｕｒｕｓ)关系较密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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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那派盆地是中国南方

早白垩世恐龙化石的重要产地之一ꎮ 该地区的恐

龙化石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被广西区测队发现以

来ꎬ历经广西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广西自然博物馆以及法国、泰国、瑞士

等国研究机构(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里昂

第一大学、泰国马哈沙拉堪大学、瑞士自然历史博

物馆)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

基金会、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调查研究ꎬ
命名了多个恐龙类属种 １－４ ꎮ 随着那派盆地恐龙化

石的不断发现与研究ꎬ有学者对侯连海等最初命名

的恐龙化石属种 １ 作了修订或提出不同认识 ５－７ ꎮ 目

前已确认的恐龙类型有蜥脚类的赵氏扶绥龙

Ｆｕｓｕｉｓａｕｒｕｓ ｚｈａｏｉ ２ 、何氏六榜龙 Ｌｉｕｂａｎｇｓａｕｒｕｓ ｈｅｉ ３ ꎬ兽
脚类的棘龙科未定属种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ｇｅｎ. ｅｔ ｓｐ.
ｉｎｄｅｔ. １ ７ 、鲨齿龙科未定属种 Ｃａｒｃｈａｒｏｄｏｎｔ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ｇｅｎ. ｅｔ ｓｐ. ｉｎｄｅｔ. ８ ꎬ 基 干 禽 龙 类 的 广 西 那 派 龙

Ｎａｐａｉｓａｕｒｕｓ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４ ꎮ 此外ꎬ该地区还存在弓鲛

类(软骨鱼类)、辐鳍鱼类(硬骨鱼类)、龟鳖类、鳄形

类等脊椎动物化石 ９－１０ ꎮ 这些化石分布于那派盆地

北翼新隆组第二段地层中ꎬ含化石地层为湖相、河
湖相紫红色含砾砂岩、岩屑砂岩夹含钙泥质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ꎮ 那派盆地早白垩世脊椎动物化石

总体面貌与泰国东北地区 Ｋｈｏｒａｔ 群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

脊椎动物群非常接近ꎬ两者的地质时代大体相当ꎬ
均为早白垩世晚期阿普特期(Ａｐｔｉａｎ)  ９ ꎮ

那派盆地的棘龙类化石ꎬ最初依据数件牙齿材

料被认为是淡水水生爬行类 “上龙科” 一独立的

种———“扶绥中国上龙 Ｓｉｎｏｐｌｉｏｓａｕｒｕｓ ｆｕｓｕｉｅｎｓｉｓ”  １ ꎬ后
来被认为是兽脚亚目棘龙科尚不能鉴定至属种的

类型 ７ ꎮ 之后该地区虽有棘龙类牙齿标本的零星发

现ꎬ但对该类牙齿的研究未能更进一步ꎮ ２０２０ 年ꎬ
笔者在那派盆地平搞村下妙屯北化石点(图 １)开展

了恐龙化石抢救性发掘工作ꎬ发现了多枚保存较完

好的棘龙类牙齿化石ꎬ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

材料ꎮ

１　 化石材料与研究方法

新发现的棘龙类牙齿化石 ２０ 余枚ꎬ本文选取局

部特征保存较好的 ９ 枚进行研究ꎬ化石编号分别为

ＦＳ－２０－０６９、ＦＳ－２０－０７４、ＦＳ－２０－１０６、ＦＳ－２０ －１１１、
ＦＳ－２０－１１５、ＦＳ－２０－１１６、ＦＳ－２０－１２０、ＦＳ－２０ －１２２、

图 １　 广西扶绥县棘龙类牙齿化石产地地理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 ｔｅｅｔｈ
ｉｎ Ｆｕｓ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Ｇｕａｎｇｘｉ

ＦＳ－２０－１３４(图版Ⅰ)ꎬ均采于那派盆地下妙屯北化

石点下白垩统新隆组第二段ꎮ 这些牙齿化石已初

步修理ꎬ但尚未从岩石中完全取出ꎬ其侧面(唇面或

舌面)出露较好ꎬ且有保存程度不等的纵嵴和纵沟ꎬ
主要特征均能较好地识别ꎮ

本文对棘龙类牙齿的形态描述和测量使用了

以下几个术语 １１－１２ : 齿冠基部长度 ( ｃｒｏｗｎ ｂａｓｅ
ｌｅｎｇｔｈꎬＣＢＬ)、齿冠基部宽度 ( ｃｒｏｗｎ ｂａｓｅ ｗｉｄｔｈꎬ
ＣＢＷ)、齿冠基部比率( ｃｒｏｗｎ ｂａｓｅ ｒａｔｉｏꎬＣＢＲ) (指
齿冠基部宽度与长度的比ꎬ显示齿冠侧扁程度)、齿
冠长度(ａｐｉｃ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ꎬＡＬ) (指齿冠前缘基部至顶端

的长度)、齿冠高度( ｃｒｏｗｎ ｈｅｉｇｈｔꎬＣＨ) (指齿冠后

缘基部至顶端的长度) 和齿冠高度比率 ( ｃｒｏｗ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ｒａｔｉｏꎬＣＨＲ)(指齿冠高度与齿冠基部长度的

比ꎬ显示齿冠拉长程度)ꎮ 这些数据的测量均与齿

冠基部相关ꎬ由于本文记述的个别牙齿标本未保存

齿冠基部部分ꎬ因此只能测量这些牙齿齿冠保存部

分的高度ꎮ

２　 化石描述

蜥臀目 Ｓａｕｒｉｓｃｈｉａ Ｓｅｅｌｅｙꎬ１８８８
兽脚亚目 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ａ Ｍａｒｓｈꎬ１８８１
僵尾龙类 Ｔｅｔａｎｕｒａｅ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ꎬ１９８６
棘龙科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Ｓｔｒｏｍｅｒꎬ１９１５
棘龙亚科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ｎａｅ Ｓｔｒｏｍｅｒꎬ１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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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Ｐｌａｔｅ Ⅰ

ａ~ ｉ.广西扶绥棘龙类牙齿标本侧面观ꎻａ.标本编号 ＦＳ－２０－０６９ꎻｂ.标本编号 ＦＳ－２０－１０６ꎻｃ.标本编号 ＦＳ－２０－１１６ꎻｄ.标本编

号 ＦＳ－２０－１３４ꎻｅ.标本编号 ＦＳ－２０－１１５ꎻｆ.标本编号 ＦＳ－２０－１１１ꎻｇ.标本编号 ＦＳ－２０－０７４ꎻｈ.标本编号 ＦＳ－２０－１２２ꎻｉ.标本编

号 ＦＳ－２０－１２０

　 　 属种未定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ｎａｅ ｇｅｎ.ｅｔ ｓｐ.ｉｎｄｅｔ.
本文记述了 ９ 件棘龙类牙齿化石标本ꎬ其中 ３

枚(ＦＳ－２０－０７４、ＦＳ－２０－１２２、ＦＳ－２０－１３４)保存有近

完整的齿冠和部分齿根ꎬ２ 枚(ＦＳ－２０－１１１、ＦＳ－２０－
１２０)齿冠基本完整但与残存少部分齿根之间的界

线不明晰ꎬ１ 枚(ＦＳ－２０－１１５)齿冠基部与齿根部分

界线不明显且齿冠顶端部分缺损ꎬ其余 ３ 枚(ＦＳ －
２０－０６９、ＦＳ－２０－１０６、ＦＳ－２０－１１６)齿冠未保存至基

部位置(图版Ⅰ)ꎮ 这些牙齿基本都出露为侧面ꎬ但
无法断定出露面是唇面或是舌面ꎬ亦不能断定其来

自上颌还是下颌ꎮ
这些牙齿大小相差较大ꎬ牙齿标本 ＦＳ－２０－１２０

的齿冠及齿根保存部分的整体高度最大ꎬ可达 ７１.５
ｍｍꎻ而牙齿标本 ＦＳ－２０－０６９ 的齿冠保存高度最小ꎬ
仅 ２２.０ ｍｍꎮ 除保存不完整的牙齿齿冠标本外ꎬ笔
者尽可能地给出了牙齿标本的相关测量数据ꎬ其齿

冠基部长度(ＣＢＬ)变化范围为 ８.５ ~ １６.８ ｍｍ、齿冠

长度(ＡＬ)变化范围为 ３３.２ ~ ６８.３ ｍｍꎬ齿冠高度

(ＣＨ)变化范围为 ３１.４ ~ ６７.０ ｍｍ(表 １)ꎮ 尽管该 ９
枚牙齿齿冠保存下来的高度、保存状态等有差异ꎬ
但均显示出相同或相似的形态特征:牙齿齿冠整体

形态呈亚圆锥状ꎬ齿冠自基部向顶端逐渐向后弯

曲ꎬ弯曲程度小ꎻ齿冠顶端较尖锐ꎻ齿冠前缘明显向

外(前)拱出ꎬ而齿冠后缘向内(前)略凹ꎻ齿冠前缘

和后缘均不发育小锯齿ꎮ 有 ５ 件牙齿标本(ＦＳ－２０－
０７４、ＦＳ－２０－１１１、ＦＳ－２０－１２０、ＦＳ－２０－１２２、ＦＳ－２０ －
１３４)齿冠部分保存基本完好ꎬ其齿冠高度比率

(ＣＨＲ)分别为 ３.８７、２.６６、４.５０、３.６９、３.３７(表 １)ꎬ平
均比率约为 ３.６２ꎬ表明牙齿齿冠较高ꎮ

本文描述的 ９ 枚牙齿标本中ꎬ有 ６ 枚(ＦＳ－２０－
０７４、ＦＳ－２０－１１１、ＦＳ－２０－１１５、ＦＳ－２０－１２０、ＦＳ－２０ －
１２２、ＦＳ－２０－１３４)的齿冠基部长度(ＣＢＬ)能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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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广西扶绥棘龙类牙齿标本测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 ｔｅｅｔｈ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ｕｓｕｉ ＣｏｕｎｔｙꎬＧｕａｎｇｘｉ

标本编号
ＣＢＬ
/ ｍｍ

ＣＢＷ
/ ｍｍ

ＣＢＲ
ＡＬ

/ ｍｍ
ＣＨ
/ ｍｍ

ＣＨＲ
齿冠单

侧纵嵴

数目 / 条

ＦＳ－２０－０６９ － － － － － － １４

ＦＳ－２０－０７４ ９.３ － － ３８.０ ３６.０ ３.８７ １４

ＦＳ－２０－１０６ － － － － － － １３ ~ １４

ＦＳ－２０－１１１ １２.０ － － ３３.２(ｅ)３１.９(ｅ)２.６６(ｅ) １５

ＦＳ－２０－１１５ １６.８ － － － － － １４

ＦＳ－２０－１１６ － － － － － － １３ ~ １４

ＦＳ－２０－１２０ １４.９ － － ６８.３(ｅ)６７.０(ｅ)４.５０(ｅ) １４ ~ １５

ＦＳ－２０－１２２ ８.５ － － ３４.０ ３１.４ ３.６９ １２ ~ １３

ＦＳ－２０－１３４ １０.８ ８.０(ｅ) ０.７４(ｅ) ３９.２ ３６.４ ３.３７ １４ ~ １５

　 　 注:ＡＬ—齿冠长度ꎻＣＢＬ—齿冠基部长度ꎻＣＢＲ—齿冠基部比

率ꎻＣＢＷ—齿冠基部宽度ꎻＣＨ—齿冠高度ꎻＣＨＲ—齿冠高度比率ꎻ

(ｅ)—估计值ꎻ“－”—未定值

测量ꎬ在 ８.５ ~ １６.８ ｍｍ 之间(表 １)ꎮ 由于牙齿未从

岩石中完全取出ꎬ因此多数牙齿的齿冠基部或近基

部保存部分的宽度未完全出露ꎬ其中仅标本 ＦＳ－２０－
１３４ 的齿冠基部断面出露了大部分ꎬ据此推断该牙

齿的齿冠基部宽度(ＣＢＷ)约为 ８.０ ｍｍꎬ故该牙齿

齿冠基部比率(ＣＢＲ)为 ０.７４ꎮ 而在其他 ５ 件标本

中ꎬ根据齿冠侧面凸出弧度不难断定ꎬ这些牙齿齿

冠基部或近基部的横断面应为宽略小于长的亚圆

形ꎬ齿冠侧扁程度较小ꎮ
这些牙齿齿冠表面均具有明显的纵嵴和相间

的纵沟ꎬ尤以标本 ＦＳ－２０－０６９、ＦＳ－２０－１１１ 中保存清

晰(图版Ⅰ－ａ、ｆ)ꎮ 齿根表面不发育类似的纵嵴与纵

沟ꎬ而是较光滑ꎬ如在标本 ＦＳ－２０－０７４、ＦＳ－２０－１３４
中ꎬ齿冠部分纵嵴与纵沟较明显ꎬ而在接近齿冠基

部位置变得低浅ꎬ并很快过渡到表面较光滑的齿根

部分(图版Ⅰ－ｄ、ｇ)ꎮ 齿冠表面纵嵴顶端和纵沟底

部不尖锐而是较圆滑ꎬ纵嵴自齿冠基部至齿尖连续

分布ꎬ不分叉、不断开ꎬ自基部向齿尖逐渐变窄变

弱ꎮ 纵嵴在齿冠单侧面的数目在不同标本中相差

不大ꎬ变化范围在 １２ ~ １５ 条之间(表 １)ꎮ 这些数目

的变化可能反映了不同个体或不同部位之间的牙

齿差异ꎮ
绝大多数牙齿齿冠表面的釉质在保存或采掘

过程中有脱落ꎬ仅极少量釉质残存下来ꎮ 在牙齿

ＦＳ－２０－１１１齿冠近基部表面ꎬ保存有完好的釉质层ꎬ
仅齿尖端部约 １ / ３ 部分的釉质脱落(图版Ⅰ－ｆ)ꎮ 釉

质层较厚ꎬ釉质表面较光滑ꎬ局部有微弱起皱现象ꎮ

３　 讨　 论

棘龙类是吻部侧扁狭长、牙齿齿冠亚圆锥状、
身体形态显著特化的大型兽脚类恐龙ꎬ棘龙科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可分为 ２ 个亚科 ５ １３ :重爪龙亚科

(Ｂａｒｙｏｎｙｃｈｉｎａｅ)、棘龙亚科(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ｎａｅ)ꎮ 这 ２ 个

亚科的成员除在头骨形态、牙齿排列方式、背椎等

方面不同外ꎬ其牙齿本身的形态也有较明显的区

别ꎮ 相比于棘龙亚科ꎬ重爪龙亚科牙齿齿冠侧扁程

度更显著ꎬ牙齿齿冠后弯程度更大ꎻ重爪龙亚科牙

齿齿冠前后缘通常具有细小均一的锯齿ꎬ而棘龙亚

科牙齿缺少这样的小锯齿ꎻ不同于棘龙亚科牙齿齿

冠表面更突出的纵嵴ꎬ重爪龙亚科牙齿齿冠表面的

纵嵴相对微弱且通常局限于舌面 １４ ꎮ
本文描述的棘龙类牙齿ꎬ齿冠横断面为亚圆

形ꎬ齿冠前后缘无小锯齿ꎬ齿冠表面纵嵴和纵沟凸

凹程度明显ꎬ与棘龙亚科的牙齿特征基本一致ꎬ无
疑可归入棘龙亚科(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ｎａｅ)ꎮ

这里记述的 ９ 件牙齿标本ꎬ虽然在大小、齿冠高

度比率、弯曲程度、齿冠单侧面纵嵴数目等方面有

差异ꎬ但其基本特征一致:齿冠较高、向后弯曲程度

较小、齿冠横断面为宽略小于长的亚圆形、单侧纵

嵴数目变化范围很小(１２ ~ １５)等ꎬ表明这些牙齿代

表了同一种类型的棘龙亚科成员ꎬ然而其确切属种

暂不能确认(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ｎａｅ ｇｅｎ. ｅｔ ｓｐ. ｉｎｄｅｔ.)ꎮ
侯连海等 １ 报道了扶绥那派盆地的 ５ 件棘龙类

牙齿(最初被认为是“上龙类”的“扶绥中国上龙

Ｓｉｎｏｐｌｉｏｓａｕｒｕｓ ｆｕｓｕｉｅｎｓｉｓ”)ꎻＢｕｆｆｅｔａｕｔ 等 ７ 重新观察了这

些标本ꎬ正确地将其归入兽脚类恐龙的棘龙类ꎮ 其

中 １ 枚保存完好的牙齿标本( ＩＶＰＰ Ｖ４７９３)ꎬ其齿冠

基部长度(ＣＢＬ)、宽度(ＣＢＷ)分别为 １６. ５ ｍｍ、
１３.０ ｍｍꎬ齿冠基部比率(ＣＢＲ)为 ０.７９ꎻ齿冠高度

(ＣＨ)为 ６９.０ ｍｍꎬ齿冠高度比率(ＣＨＲ)为 ４.１８ ７ ꎻ
其基本特征与本文标本几乎一致ꎮ 该牙齿齿冠单

侧纵嵴数目为 １２  ７ ꎬ亦在本文研究的牙齿齿冠纵嵴

数目变化范围内ꎮ 可见ꎬ那派盆地已发现的棘龙类

牙齿化石均属于同一种形态类型ꎮ
亚洲的棘龙类牙齿化石与其他地区的棘龙类

牙齿化石材料存在较明显的不同 １２ ꎮ 亚洲东部地

２１５１ 地 质 通 报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２ 年　



区除中国广西扶绥外ꎬ棘龙类化石在东南亚泰国、
老挝、马来西亚一带 １２ １５－１７ 及日本 １８－２０ 都有发现ꎬ
且均产于下白垩统ꎮ

泰国是东南亚棘龙类化石发现地点最多的国

家ꎬ主要分布于泰国东北地区部分地点 Ｋｈｏｒａｔ 群

Ｓａｏ Ｋｈｕａ 组(巴雷姆阶)  １６ ２１－２２ 和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阿
普特阶)  １２ ２３ ꎬ以及泰国东南地区 Ｋｕｔ 岛下白垩统

(巴雷姆阶?)  １７ ꎮ 尽管泰国东北部地区 Ｓａｏ Ｋｈｕａ
组、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中分别有零星头后骨骼的发

现 １６ ２３ ꎬ但棘龙类牙齿化石数量更丰富ꎬ分布地点

更广ꎬ研究也更详细ꎮ
萨氏暹罗龙 Ｓｉａｍｏｓａｕｒｕｓ ｓｕｔｅｅｔｈｏｒｎｉ 是依据泰国东

北地区 Ｋｈｏｎ Ｋａｅｎ 省 Ｐｈｕ Ｗｉａｎｇ 地点 Ｓａｏ Ｋｈｕａ 组

中数枚牙齿标本建立的棘龙类属种 ２１ ꎬ其牙齿齿冠

两侧面釉质层均具有纵向嵴和纵沟ꎬ单侧纵沟数目

约为 １５ꎬ齿冠微弱弯曲ꎬ横断面近圆形ꎬ前后缘无小

锯齿结构ꎮ 泰国东北地区 Ｎａｋｈｏｎ Ｐｈａｎｏｍ 省 Ｐｈｕ
Ｄｉｎ Ｄａｅｎｇ 地点ꎬ以及泰国东南地区 Ｋｕｔ 岛的相当

地层中也存在形态类似的棘龙类牙齿 １７ ２２ ꎮ 泰国

东北地区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中亦产较丰富的棘龙类牙

齿化石ꎬ均归入棘龙亚科ꎬ并进一步分为 ２ 个形态类

型:形态类型Ⅰ(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形态类型)、形态类型

Ⅱ(Ｓｉａｍｏｓａｕｒｕｓ 形态类型)ꎬ预示该组中可能同时存

在 ２ 类不同的棘龙类属种ꎮ 形态类型Ⅰ的牙齿齿冠

纵嵴细弱且釉质层表面较光滑ꎬ齿冠单侧面纵嵴数

目为 ２１ ~ ３２ꎻ而形态类型Ⅱ的牙齿齿冠纵嵴显著且

较粗ꎬ釉质层表面有起皱现象ꎬ齿冠单侧面纵嵴数

目变化范围为 １１ ~ １６  １２ ꎮ 中国那派盆地棘龙类牙

齿齿冠单侧的纵嵴数目为 １２ ~ １５ꎬ齿冠整体形态、
横断面形状、釉质层较厚等均与形态类型Ⅱ的牙

齿相近ꎬ因此可归入这一形态类型ꎮ
老挝南部 Ｓａｖａｎｎａｋｈｅｔ 盆地 Ｇｒèｓ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ｓ 组

(阿普特阶)的老挝鱼猎龙 Ｉｃｈｔｈｙｏｖｅｎａｔｏｒ ｌａｏｓｅｎｓｉｓ 是亚

洲目前骨骼化石保存最多且唯一一个依据关联部

分头后骨骼建立的棘龙类属种ꎬ最初被归入重爪龙

亚科 ２４ ꎮ 之后发现的化石材料中包括 ３ 枚牙齿ꎬ其
齿冠较直、无边缘小锯齿ꎬ显示出与棘龙亚科更近

的系统关系 ２５ ꎮ 由于该属种牙齿未被描述ꎬ尚不能

与那派盆地牙齿进行详细比较ꎮ
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地区下白垩统 Ｔｅｍｂｅｌｉｎｇ

群ꎬ大体可与泰国 Ｋｈｏｒａｔ 群进行对比ꎮ Ｔｅｍｂｅｌｉｎｇ
群中也曾报道棘龙类牙齿化石ꎬ其齿冠前后缘具有

极其细小的锯齿状结构 ２６ ꎬ但该地区牙齿化石由于

未详细研究ꎬ也暂不能与那派盆地棘龙类牙齿进行

对比ꎮ
在东亚地区ꎬ日本群马县和福井县下白垩统也

有棘龙类牙齿化石的发现ꎮ 群马县 Ｓａｎｃｈｕ 群

Ｓｅｂａｙａｓｈｉ 组(山中群濑林组ꎬ巴雷姆阶)仅报道了 ２
枚牙齿(两者产出的地层层位相差 ２３０ ~ ２８２ ｍ)ꎬ其
中 １ 枚的齿冠近于完整ꎬ齿冠单侧具 １２ 条纵嵴ꎬ齿
冠前后缘无小锯齿 １８ ꎬ与泰国 Ｓｉａｍｏｓａｕｒｕｓ 牙齿形态

及中国扶绥那派盆地棘龙类牙齿形态相似ꎻ另 １ 枚

仅保存有部分齿冠中部的牙齿齿冠的前缘则可见

微小锯齿结构 １９ ꎬ与那派盆地棘龙类牙齿略有差

别ꎮ 日本福井县 Ｔｅｔｏｒｉ 群 Ｋｉｔａｄａｎｉ 组(手取群北谷

组ꎬ阿普特阶)中 １８ 枚棘龙类牙齿的大小和形态变

化较大ꎬ其齿冠单侧纵沟数目为 １１ ~ １８ꎬ其中 ２ 枚牙

齿齿冠的后缘基部和前缘端部还发育小锯齿结

构 ２０ ꎬ那派盆地棘龙类牙齿与日本福井棘龙类牙齿

形态亦有一定差别ꎬ仅依据牙齿难以断定两地间棘

龙类的关系ꎮ
综上所述ꎬ对亚洲东部已知的棘龙类牙齿化石

形态比较后发现:中国扶绥那派盆地的棘龙类牙齿

化石与泰国东北地区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棘龙类牙齿的

形态类型Ⅱ完全可以比较ꎬ它们应属于同一类型棘

龙类ꎮ 那派盆地新隆组脊椎动物化石群与泰国东

北地区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脊椎动物化石群的整体面貌

相近ꎬ两者的地质时代亦相当ꎬ且中国华南地区与

东南亚一带在早白垩世晚期可能组成了一个“南方

古动物地理区系”  ９ ꎮ 扶绥地区新的棘龙类牙齿化

石材料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依据ꎮ
在中国ꎬ棘龙类牙齿化石除广西扶绥那派盆地

早白垩世晚期的新隆组中有较多数量外ꎬ在河南汝

阳盆地、西峡盆地晚白垩世地层中亦各有 １ 枚牙齿

被报道ꎮ 汝阳盆地莽川组(塞诺曼阶?)的 １ 枚较完

整牙齿被初步归入棘龙类 ２７ ꎬ该牙齿齿冠高度

(ＣＨ)约 １０ ｍｍꎬ齿冠基部长度(ＣＢＬ)约 ５ ｍｍꎬ显
著小于扶绥的牙齿化石ꎻ其齿冠断面近圆形ꎬ齿冠

表面具有纵向嵴状条纹ꎬ前后缘无锯齿ꎮ 然而ꎬ该
牙齿的描述与对比不够详细ꎬ需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西峡盆地马家村组(桑顿阶?)１ 枚近完整的牙齿化

石ꎬ显示重爪龙亚科牙齿的特征 ２８ ꎬ其齿冠高度

(ＣＨ)５２ ｍｍꎬ齿冠基部长度(ＣＢＬ)和宽度(ＣＢＷ)
分别为 １５ ｍｍ 和 ９ ｍｍꎬ齿冠基部比率(ＣＢＲ)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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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ꎬ显示牙齿齿冠较侧扁ꎻ齿冠前后缘具有细小的

锯齿状结构(约 ４.５ / ｍｍ)ꎬ齿冠釉质层较平滑ꎬ缺少

明显的纵向条纹ꎮ 有学者认为ꎬ该牙齿较侧扁且釉

质表面较光滑ꎬ并不具备典型棘龙类牙齿特征ꎬ因
此其分类归属尚存疑问 １７ １９ ꎮ 目前ꎬ中国棘龙类化

石的确切产地仅有广西扶绥那派盆地ꎬ而河南晚白

垩世的“棘龙类”化石还需要更多化石材料进一步

讨论ꎮ

４　 结　 论

广西扶绥那派盆地早白垩世新隆组棘龙类牙

齿化石新材料ꎬ以牙齿齿冠横断面为宽略小于长的

亚圆形、齿冠前后缘无小锯齿、齿冠表面纵嵴和纵

沟凸凹程度明显、单侧纵嵴数目 １２ ~ １５ 条的特征ꎬ
可进一步归入棘龙亚科(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ｎａｅ)ꎬ且呈现了

泰国东北地区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组(阿普特阶)棘龙类牙

齿形态类型Ⅱ(Ｓｉａｍｏｓａｕｒｕｓ 形态类型)的特征ꎮ 目前

已发现的牙齿化石材料表明ꎬ扶绥那派盆地仅有一

种类 型 的 棘 龙 类ꎬ 其 可 能 与 泰 国 的 暹 罗 龙

(Ｓｉａｍｏｓａｕｒｕｓ)具有较近的关系ꎮ
致谢: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扶绥县自

然资源局、扶绥县山圩镇平搞村和下妙屯对化石

野外抢救性发掘工作给予了支持ꎬ中国古生物化

石保护基金会化石保护与修复技术研发中心承担

化石发掘与标本修理工作ꎬ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明协助绘制插图ꎬ在此表示

衷心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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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ｕｋｕｉ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Ｍｕｓｅｕｍ ２０２０ １９ １－９.

 ２１ Ｂｕｆｆｅｔａｕｔ Ｅ Ｉｎｇａｖａｔ Ｒ.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ｔｈｅｒｏｐｏｄ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ｔｅｅ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Ｐｈｕ Ｗｉａ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  . Ｒｅｖｕｅ ｄｅ
Ｐａｌé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１９８６ ５ ２  ２１７－２２０.

 ２２ Ｔｏｎｇ Ｈ Ｙ Ｂｕｆｆｅｔａｕｔ Ｅ Ｓｕｔｅｅｔｈｏｒｎ Ｖ ｅｔ ａｌ. Ｐｈｕ Ｄｉｎ Ｄａｅｎｇ ａ ｎｅｗ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Ｋｈｏｒａ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ＮＥ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Ｐａｌé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２０１９ １０５ ２２３－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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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Ｂｕｆｆｅｔａｕｔ Ｅ Ｓｕｔｅｅｔｈｏｒｎ Ｖ Ｌｅ Ｌｏｅｕｆ Ｊ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ｆａｕ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ｈｏｋ Ｋｒｕａ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Ｃ / /
Ｗａｎｎａｋａｏ Ｌ Ｙｏｕｎｇｍｅ Ｗ Ｓｒｉｓｕｋ Ｋ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Ｋｈｏｎ Ｋａｅｎ Ｋｈｏｎ Ｋａ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 
５７５－５８１.

 ２４ Ａｌｌａｉｎ Ｒ Ｘａｉｓａｎａｖｏｎｇ Ｔ Ｒｉｃｈｉｒ 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Ａｓｉａｎ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 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ｏｆ
Ｌａｏｓ Ｊ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２０１２ ９９ ３６９－３７７.

 ２５ Ａｌｌａｉｎ Ｒ.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ｏｐｏｄ Ｉｃｈｔｈｙｏｖｅｎａｔｏｒ ｆｒｏｍ Ｂａｎ
Ｋａｌｕｍ ｔｙｐ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Ｌａｏ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ｙｎｏｎｙｍｙ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ｕ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ｉｌｍａｓｓａｓａｕｒ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２０１４ ７８.
 ２６ Ｓｏｎｅ Ｍ Ｈｉｒａｙａｍａ Ｒ Ｈｅ Ｔ Ｙ ｅｔ ａｌ.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 ａｎｄ 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ｎ ｔｅｅｔｈ Ｃ / / 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Ａｓｉａｎ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１８.

 ２７ Ｌü Ｊ Ｃ Ｘｕ Ｌ Ｊｉａｎｇ Ｘ Ｊ ｅｔ ａｌ.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ｎ ｆａｕ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２００９ ２５ １  ４３－５６.

 ２８ Ｈｏｎｅ Ｄ Ｗ Ｅ Ｘｕ Ｘ Ｗａｎｇ Ｄ Ｙ.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ｂａｒｙｏｎｙ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ｒｏｐｏｄａ Ｓｐ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ｔｏｏ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Ｊ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ａ Ｐ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２０１０ ４８ １  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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