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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巢县早三叠世鱼龙化石

陈 烈 祖

�安徽省地矿局区调队�

����年��月
，
安徽省区域地质调查队一分队和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等单位在巢县马家

山一带调查三叠纪地层时
，
发现数块鱼龙化石碎片

。

同年
，
区测一分队又组织力量

，
进行

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
����年下半年

，
该队二分队和作者对鱼龙产地又进行了数次调

查
。

先后发现数块保存完整的鱼龙化石标本
。

这一发现对于搞清龟山巢湖龙 �����年
，
杨

钟健
、

董枝明�产出层位提供了较可靠的佐证
。

并为研究鱼 龙 类 ���������������之 演

化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

在成文过程中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标本

由安徽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汪贵翔工程师和安徽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古生物照相室照相
。

笔老

在此一并致谢
。

一
、

剖 面 简 述

�
，

。
根 “ “ 徽省区域地质调查队一分队“ 供的剖面资料，

化石产自早三叠 世扁担 山 组 二

耀髯
地的地层剖面 �经简化�如下

�

县马家山剖面

中三叠统
�

东马鞍山组

��
。

浅灰色
、

粉红色纹层状白云岩
，
具针状石膏假晶

。 �
�

��米

一一整 合一一一一

下三叠统
�

扁担山组二段

��
�

深灰色中一薄层灰岩
，
夹灰黑色页岩

，
棕黄色钙质泥岩

，
含沥青质

。

产尸�����
�，盯 。 “ �� ��

���‘� �� �� ���� ��
�

�米

��
�

深灰色中一薄层灰岩
，
层面具沥青质

。
�

。
�米

��
�

棕黄色钙质泥岩夹灰色灰岩
。
产���‘���，��� �‘������‘� �� �� ���� �

�

�米

��
�

灰黄色薄层灰岩
，
底部为灰色蠕虫状灰岩

。
�
�

�米

��
�

灰色薄层条带状灰岩与黄色泥岩互层
。

产��������，。 � 。 几������� 。 �‘�����
� 。 � ��

�
��� �

�
，

才
。

�
����������

� �� ��
� � �� �

�
，
���，�����夕�

，
������������� ��

。 ，
���������‘�

������。 ，�� �� �� ����
，
�����������‘� �‘�����叮 ��������� � �� ��

。
�米

�
·

灰黄色条带状灰岩与黄绿色钙质泥岩互层
，
产硬鳞鱼碎片和��，‘ 。 ���。 ‘� ���� “ �。 �‘� �� ��

� 先后乡加野外工作的有高富
、

徐家聪
、

黄国诚
、

周泽海
、
王永敏

、

孙玉宝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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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陀��� �� �� ����
，
�������� ” ��才� ��

�

�泣�一” ������������ ���

�
。
�米

�
。

灰黄色钙质泥岩夹灰色条带状灰岩
。
产�“ ����阴��� ��

。
�
�

�米

�
一

灰黄色薄层灰岩
，
浅灰绿色瘤状灰岩夹泥岩

。

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 ��

� ，
�����

�

��� ” ���� ��
�

����“ ��������������� �
�

�米

�
�

瘤状灰岩与薄层灰岩互层
，
夹少量泥岩或页岩

。
产�“ �����，�‘��� ��� ，

�
���。 。 ��。 � ��

� ，

���‘�� ” �� ��
。

��
�

�米

扁担山组一段

�
·

灰岩
、

瘤状灰岩
，
夹多层钙质泥岩

，
页岩

。

底部瘤状灰岩中富产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

�����公��� ��
� ， ������

�

������口� ��
。 ，

��� “ ����夕������ ��
� ，

���������� ��
� ，

�����夕��‘��� ��
�

��
�

��米

一一整 合一一一一

和龙山组

�
·

灰
、
深灰色灰岩夹黄绿色

、

棕灰绿色泥岩和似瘤状灰岩
。
产 �

�������。 � ��
� ，

��。 。 �。 �

‘ ����口���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夕“ ���� ���� ���� ��

�

�米

一一整 合一一一一

殷坑组

�
·

灰绿色
、

棕黄色砂质泥岩
、

钙质泥岩夹灰色薄层灰岩
。

产�
。 �掩。 ���

��
��

� ，
�����。 州份

、

���夕“ ” ��” 夕�，��� ����
，
�

。 ��
� ， ��������夕������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
�

��米

�
·

棕黄绿色
、

黄绿色砂质泥岩夹薄层条带状微晶灰岩
。

产 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
·
灰黄色

、

黄绿色钙质泥岩
、

微晶灰岩
�

产��‘��������� ，�一 ��������� ��
· ，

��妙岁才‘
�

����� �������户������ ‘����������
，
�

� ��
� �了 ��

�

��米

一一整 合一一一一

下伏地层
�
上二叠统大隆组

在上述剖面中
，
�����������产于第��层

，
计有 �个新种

，
与菊石�

������������ ��
� ，

瓣鳃类�
�����“ ���� ����������

，
������������’� �‘������等共生

。

根据地层层序 及共生化

石
，
安徽龙的时代应属早三叠世奥伦尼克期

。

宁

二
、

属 种 描 述

鱼龙目 �������� 。 � ��二

短头鱼龙科 ������� 。 。 � �����

安徽鱼龙属 �新属�

集县安徽龙 �新种�

��人“ 王。 � � �� � �� �
�
�� �

。

�� 人“ ��� “ � � � �人� � �筐� 几 � � 。 正� ��
�
� � �

�

�图版�
，�

特征
� 体长约��厘米的鱼龙

，
头骨比较高

，
眼孔特别大而圆

。

吻部纤 长
，
由 前上颓



第��辑 陈烈祖
�

安徽巢县早三叠世鱼龙化石 ���

骨
、

上濒骨和鼻骨构成
。

嘴前部的牙齿细小
，
成锥状

，

后部的牙齿增大
，
呈矛形齿

。

推体

较长
，
两端微凹

，
尾椎椎体大小与背推椎体相近

，
神经棘扁而高

。

前肢比后肢粗长
，
呈鳍

形
，
前后肢比�

，
��

材料
�

除部分尾椎未保存外
，
一具相当完整的骨架

。

野外编号 �妈一���一�� �正 型 标

本�
。

另一保存部分躯干和左前肢骨
。
野外编号���一���一��

。

此外尚有较多的 碎 片
，
无

疑归于此种
。

产地和层位
�

安徽巢县马家山
。

早三叠世扁担山组二段
。

描述
�

头骨除吻前端缺失外
，
其余保存完好

。

头骨保存着侧面
，
全长约��毫米

。

较高

的头骨后侧有一个大而圆的眼孔
，
最大直径为��毫米

。

眼孔之前 �毫米处有一椭圆形的鼻

孔
，
最大直径 �毫米

。

眼孔之后有一较小的颗颓孔
，
长圆形

，

最大直径 �毫米
。

头骨顶部

隐约可见松果孔的一部分
，
位于顶骨和额骨之间

。

孔的最大长度约 �毫米
。

吻部纤长
，
由

前士领骨
、

士领骨和鼻骨构成
。

三角形的前上颇骨占了绝大部分的吻
，
其上接 狭 长 的 鼻

骨
，
其后与上领骨相联

。

上领骨后端接泪骨形成眼孔前缘
。

上领骨前上缘与鼻骨间有一圆

形的鼻孔
。

额骨外缘形成了眼孔的士缘
，

后缘与顶骨相接
。

下领长
，
约��毫米

。

牙齿排列紧密
，

嘴前部牙齿小而尖
，
齿冠中部微有收缩

，
并有明显褶皱状放射纹

。

向

后牙齿逐渐变大
，
特别最后 �个牙齿短而粗大

，
齿冠中下部收缩明 显

，
成矛形

。
齿 质 发

育
，
齿冠上放射状棱脊由牙尖向下放射

。

牙齿横切面上有迷路构造
。

���一� “ 一��标本的颈椎有六个
，
颈椎推体小而圆

，
成双平型

。

神经棘虽很 明 显
，
但

不高而且短
，
呈三角形

，
颈肋粗长

。

脊柱骨长
，
有��个荐前稚

，
尾椎仅保存��个

。

背椎体

较长
，
大小和形态近似于�

，
�’��� 。

椎体
，
椎体两端微凹

，
似为双平型

。

神经棘较高
。

肋骨

单头与椎体相联
，
腹肋发育

。

尾椎比背椎略粗长
，
前后端圆

，
中间微凹

，
推体长�

�

�毫米
。

�
、

神经棘高而扁
，
左右扁平

，
中部凹缩

。

三角状脉弧
，
远端尖长

，
血管孔较大

，
呈�型

。

四肢保存完好
。

前肢显著细长
，
后肢较短

，
前后肢比�

��
。

肩脚骨外型较相似于 ���
�

明显细长
。

脓骨长��毫米
，
两端加厚

。

脓骨与肩脚骨
、

尺 骨
、

挠 骨接触

远端比近端宽
。
尺骨和挠骨相互排列紧密

，
尺骨近端呈弧形向外突出

，

并明显膨大变宽
，
中间凹陷

。

挠骨小于尺骨
，
两端较宽

，
远端更为明显

。

腕骨有接尺骨
、

接挠骨
、

尺挠间骨三块圆型骨
，
此三块骨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

指骨狭长
。

后肢短于前肢
。

腰带除肠骨未见外
，
耻骨和坐骨扁平

，
大小相近

，

耻骨近椭圆形
，
坐骨近于梯形

。

股骨
、

徘骨
、

胫骨三块骨长度相近
，
股骨和排骨远端扩大并加厚

。

胫骨比排骨弱
，
两端扩大不明

显
。
二块小而圆的蹦骨

。

趾骨扁平
，
为原始四足类类型

。

讨论
� ��。一���一��

、
��等标本大小与��

����������相近
。

体长在��厘米左右
。

骨骼的形

态特征接近于�����
“ �。 “ 。 “ �，

�，�����，
在头部和脊柱的记述中已表明它们的相似性

，
但

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很显著
，

特别前者那扁而低的下颁
，
关节骨明显突出后端

。

松果孔处在

顶骨和额骨之间
。

吻部纤长
、

眼孔大
。
�����。 。 ���� 。

的后端牙齿成丘形
，
而 ���一��卜

��

标本的后端牙齿呈矛形
，
具放射状棱脊

。

前肢骨比��
。 。 �。 �。 “ ，“ ，明显细而短

。

尺骨和挠骨

较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相似于�
�印��

。 ，
其长度接近于��

。 。 �“ �。 “ �。 �，
但���一���一��标 本的

尺骨和挠骨扁而细
，
尺骨近端膨大变宽

，
中间凹陷等区别于它们

。
������

。
的腕骨小而 成方

形
，
�����

“ ���，“ �
的腕骨特别大而圆

，

而��
卜���一��

、
��等标本 的 腕 骨 特 别 小 而 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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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 标本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尾推椎体比背椎推体略粗长
，
神经棘扁而 高

。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一���一��标本与�
�‘����，

������������关系 密切
，
但差

异明显
，
应代表不同于它们的新属�

����������
，
并取名为�

����������
‘

�����‘“ ‘，����，
·

‘
�、巧安徽龙 �新种� �

。 人�，。 � � ， “ ，
�
� ���

。 � ��
�
� �� �

�图版���
一

��

特征
�
不到半米长的小巧

、

灵活的鱼龙
，
流线型的体型

，
鳍状的四肢

，
前肢比后肢粗

而长
，
特长的尾

。
头呈三角形

，
特别长的吻

，
有大而圆的眼睛

，
嘴内前端牙齿细而尖

，

后

端牙齿变粗
，
呈圆锥状

。

脊推椎体较长
，
近双平型

。

材料
�
一具除缺失少部分背椎外

，
保存较完美的腹侧标本

。

野外编号���一� 。�一�。 �正

型标本�
。

�图版 ���
一

��
。

另外有两块含有同一标本的正负面
，
但头骨缺失

。

产地和层位
�

安徽巢县马家山
。

早三叠世扁担山组二段
。

描述
�

头骨腹面部分保存较全
，
呈三角形

。

大而圆的眶孔位于头后侧方
，
从所保存的

部分眶孔推测
，
最大直径约��毫米

。

上下领硕长
，
构成了一个特长的三角形的尖吻

。

完整

的下领骨长��毫米
。
左右两领的缝合线为一较深的沟

，
是两下颇紧密接合处

。

由后向前逐

渐变窄
。

从前端起
，
两下领形成一个突出的棱

，
此棱向后逐渐加宽以至后部变平

。

下领后

部那一三射状小骨
，
当作是右关节骨

，
其向右伸出一端较长

，
而向前伸出一端较短

。

三角形

上领向右错动��毫米左右
。

由于受挤压和隐藏未露
，
头骨其它部分关系不清

。

迷齿型构造的牙齿
，
嘴前部牙齿细而尖

，
后端牙齿变粗

，
成圆锥状

，
牙齿排列紧密

，

齿质发育良好
，
齿冠光滑或具极微弱的纵向放射状细纹

。

左下领保存��个较完整的牙齿
，

按领骨长度
，
可以推���牙齿数不超过��个

，
其中后端 �� �个牙齿显著变大

。

右上颁保存

��个牙齿
，
后端 �个较大

。

脊柱相似于�
��川�。 �� 。 �，

没有明显的颈部
，
颈推保存较差

，

见有 �个很不清楚的颈推
，

大小与背推相似
，
神经棘低

，
颈肋粗短

。

估计颈推数不会超过 � 个
。
���一����一�。标沐 较

完美地保存��个背稚
，
背椎椎体的两端微凹

，
似为双平行

。

神经棘较高
，
左右侧宽扁

，
顶

端呈弧形外突
。

肋骨单头与椎体相接
，
肋骨干粗而扁圆

，
最 长肋骨 为�

�

�毫 米
。

腹 肋发

育
，
并一直达到荐部

。
尾部长约��

�

�厘米
。

相当于鱼龙全身长的二分之 一
。
尾椎共 保 存

��个
，
椎体向后逐渐变小

，
特别从第��个尾推开始变化显著

。
尾推椎体较 长

，

两端微四
，

神精棘高而扁
，
在二分之 一处向内四陷明显

。
脉弧呈三角形

，
血管孔大

，
为�型

。

���一��。一��
、

�� 等标本
，
保存较完好的四肢骨

。

前肢比后肢粗 长
，
前 后 肢 比 � � �

。

前肢约长于身躯的一半
。

但比巢县种的前肢要短小一半左右
。

肩带保存较好
，

肩肿骨的形

态特征相似于巢县种
，
但前者特别小而薄

，
脓骨较宽

，

近于正方形
，
近端外凸

，
并加厚

，

远端在同一个水平面士有尺骨凹和挠骨凹
，
并加厚

。

尺骨和挠骨在同 一个水平面士
，

相互

分离�毫米
。

两者大小相近
，
尺骨近端微向外凸起

，

并膨大变宽
，
远端平直

。

挠骨远端变

宽
，
近端微微凹陷

。

腕部构造在��卜���一��标本上保存较好
，
腕骨较小

，
近圆形

，
比巢湖

龙的腕骨要小 �倍
。

指骨扁平
，
为原始的四足类指式

。
�‘ �一��卜

�。 、
��

、

��三块标本 保 存 了

较好的腰带
。

从�’ �一���一��标本来看
，
坐骨和耻骨相互紧靠

，

位于荐推下方
。

耻骨成近圆

形 �最宽处为 �毫米�
，
坐骨近半圆形 �最宽处为 �毫米�

。

股骨成 长方形
，
中间微向内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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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
两端微微向外弧形凸出

，
股骨长 �毫米

，
宽�

�

�毫米
。

胫骨和排骨互相 分 离在同一个

平面上
，

两者大小相似
，
中间向内凹陷

，
两端加厚

。

胫骨近端比远端要宽平
。

胖骨近端微

微内凹
，
远端向外凸起并加厚

。

除�‘ �一��卜��标本保存二块小而圆的附骨外
，
其它标本均未

保存
。

这二块小而圆的耻骨大小相似 �最大直径 �毫米�
，
趾骨扁平

，
为原始的四足类类

型
。

讨论
�
以上所述的标本

，
具有水生流线型体型

，
鳍状的四肢和特长的尾巴

。

三角形的

头
，
尖而长的吻

，
圆锥型牙齿

，
典型的脊柱

，
无疑它应归于安徽龙属 �新属�

。

马家山���一���一��
、
��

、

��标本个体虽然比较小
，
但它们的体型和骨骼的形 态特 征上较

接近于巢县安徽龙
，
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明显

，

前者吻部特别尖长
。

嘴内后部牙齿成锥状
，

而巢县安徽龙的后部牙齿成矛形齿
，
两者区别明显

。
���一���一�。

、

��标本的前肢 比巢县 种

和巢湖龙的肢骨要小二分之一
。
脓骨小而近正方形

，
明显地与巢县安徽龙的脓骨有差别

。

巢湖龙的腕骨大而圆
， ‘ �����

。
的腕骨小而成方形

，
而�

��一���一�。
、

��标本的腕骨小而圆
，

更接近于巢县安徽龙
。

这特征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
，

但它们之间差异显著
，
很难归

于安徽龙的同一个种
，
因此建议定一新种叫小巧安徽龙�

。
如��。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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