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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藏昌都市察雅地区侏罗纪红层中发现了恐龙化石ꎬ主要包括肋骨、椎体等ꎮ 对其中保存较完整的蜥脚类颈椎、肩胛

骨、兽脚类耻骨等进行了形态学描述ꎮ 虽然目前发现的材料较少ꎬ确定种属还存在一定困难ꎬ但其丰富了侏罗纪恐龙的地理

分布ꎮ 该地区恐龙化石多处出露ꎬ说明恐龙化石相对丰富ꎮ 对该地区恐龙化石的进一步勘查和研究ꎬ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亚洲

地区蜥脚类和兽脚类恐龙的早期演化和分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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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昌都地区恐龙化石的首次发现可以追溯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１９７６ 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队古脊椎动物组在昌都市达马拉山西

坡发现了大量恐龙动物化石 １ ①ꎬ在约 １０ ｋｍ 的范围

内ꎬ发现 ５ 个化石产地ꎬ发掘出 ４ ｔ 重的动物化石ꎮ
标本有脊椎、肋骨、肢骨、部分头骨和大量牙齿ꎬ初
步鉴定有 １０ 余个属种ꎬ遗憾的是ꎬ针对这批珍贵的

化石迄今为止仍没有正式的文章报道ꎬ先前命名的

大多为无效属种ꎮ 目前有正式报道的只有拉屋拉

芒康龙 (Ｍｏｎｋｏｎｏｓａｕｒｕｓ ｌａｗｕｌａｃｕｓ)  ２ ꎬ后被归入剑龙

类 ３－４ ꎬ但对其有效性存疑 ５ ꎮ ２０１１ 年ꎬ邢立达等 ６ 

在昌都地区莫荣化石点识别出三道蜥脚类恐龙行

迹ꎬ共 ８ 个足迹ꎬ这些足迹被归入雷龙足迹ꎮ 这些行

迹表明ꎬ昌都地区早—中侏罗世可能生活有大型的

巨龙形类ꎬ且该动物群与四川盆地蜥脚类动物群具

有相同的要素ꎬ还可能具有更多样化的动物区系

成分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笔者在进行川藏铁路贡觉—昌都

一带区域地质调查的剖面测制过程中ꎬ于西藏昌都

市察雅地区侏罗系红层中新发现恐龙骨骼化石ꎬ这



些化石大多数石化程度很高ꎮ 之后又陆续发现多

处恐龙化石点ꎬ并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工作和室内修

理ꎬ以确定恐龙化石的埋藏规模、种类等ꎮ

１　 化石产地的地质概况

本次报道的恐龙骨骼化石产自西藏昌都市察

雅县境内ꎮ 根据潘桂棠等 ７ 对中国大地构造单元的

划分方案ꎬ化石产出剖面的大地构造位置隶属于西

藏－三江造山系三江弧盆系昌都－兰坪双向弧后前

陆盆地ꎮ 西藏昌都盆地夹于金沙江结合带和澜沧

江结合带之间(图 １－ｂ)ꎬ在泥盆纪之前ꎬ该区的盆地

演化都属于大洋阶段 ８ ꎮ 泥盆纪—三叠纪ꎬ该区发

育俯冲增生杂岩和弧后盆地ꎻ昌都盆地中生代表现

为前陆盆地沉积ꎬ并于三叠纪经历了广泛的海侵事

件 ９－１０ ꎮ 早—中侏罗世ꎬ随着这 ２ 个弧后洋趋于闭

合ꎬ昌都地块与邻近地块发生碰撞ꎬ形成前陆盆地ꎬ
逐渐进入陆内盆地演化ꎬ发育压陷盆地 １１ ꎮ 昌都地

区中生代地层出露齐全ꎬ岩层产状稳定ꎬ古生物化

石丰富ꎮ 侏罗系出露完整、时代特征清晰ꎬ目前被

多数学者接受的划分方案自下而上依次为下侏罗

统汪布组、中侏罗统东大桥组和上侏罗统小索卡组

(图 １－ａ)ꎮ 笔者重新测制了东大桥组剖面ꎬ该剖面

地层层序列述如下ꎮ
小索卡组( Ｊ３ ｘ)
２９.灰色中层状中粒岩屑长石砂岩夹紫红色薄层状泥岩ꎮ 砂

岩中发育平行层理、板状交错层理 >２１.２ ｍ
整　 合

东大桥组( Ｊ２ ｄ)
２８.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与灰色薄－中层状泥质粗－粉砂岩互

层ꎬ两者比例为 ２１ １８５.５ ｍ
２７.灰紫色中－厚层状细粒岩屑长石砂岩夹紫红色极薄层状

泥岩 ３４.４ ｍ
２６.紫红色薄－中层状泥质粉砂岩与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互

层ꎬ两者比例为 ２１ １９.４５ ｍ
２５.紫红色ꎬ极薄层状－薄层状泥岩夹紫红色中层状泥质粉砂

岩ꎬ两者比例为 ８１ ~ １０１ꎮ 泥岩劈理极发育ꎬ粉砂岩

中劈理发育ꎬ粉砂岩中发育对称性波痕 ２０２ ｍ
２４.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与紫红色薄层－厚层状泥质粉砂岩

互层ꎬ两者比例为 １１ꎬ泥岩中发育水平层理和劈理

６９ ｍ
２３.灰色厚层夹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ꎬ岩石平行层理发

育ꎬ纹层厚约 １ ｍｍ ２６.７ ｍ
２２.灰色厚层含砾长石石英细砂岩 ５.８ ｍ
２１.紫红色极薄层状粉砂质泥岩与紫红色中层状粉砂岩互

层ꎬ泥岩中劈理较发育 ２５ ｍ
２０.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 ７.２ ｍ
１９.紫红色中－厚层状含砾泥质粉砂岩ꎬ该层水平层理发育ꎮ

可见恐龙骨骼化石 ５.２ ｍ
１８.灰紫色薄层状含植物化石泥质粉砂岩ꎬ植物化石主要为茎干

化石ꎬ呈长条状ꎬ长约 １８ ｃｍꎬ直径 １.５~１.８ ｃｍ ７０.１ ｍ
１７.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 ４０.２ ｍ
１６.灰紫色厚层夹薄层状粉砂岩ꎬ粉砂岩中可见水平层理及

韵律层理ꎬ该层厚 １.５~ ２ ｍｍ ８.３ ｍ
１５.灰色－灰绿色薄－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ꎬ见平行层理ꎬ

该层厚约 １ ｍｍꎬ该层底部见疑似暴晒痕迹 ３０.１ ｍ
１４.深灰色中层状粉砂岩 ２ ｍ
１３.紫红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ꎬ见粉砂质结核ꎬ结核呈椭球状ꎬ长

轴 ３~５ ｃｍꎬ短轴 １~２ ｃｍꎬ横截面直径为 ２~３ ｃｍ ３２.１ ｍ
１２.灰紫色薄－中层状细粒岩屑长石砂岩ꎬ见石英脉穿层发

育ꎬ石英脉宽 ５~ ６ ｃｍꎬ长约 ２０ ｍ １８.８ ｍ
１１.紫红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与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互层ꎬ

两者比例为 １１ ４.２ ｍ
１０.紫红色极薄层状粉砂质泥岩 １６.９ ｍ
９.灰色薄－中层状细粒岩屑长石砂岩夹紫红色薄层状泥质粉

砂岩 １０.１ ｍ
８.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与灰紫色薄－中层状泥质粉砂岩互

层ꎬ两者比例为 ２１ ６４ ｍ
７.灰紫色薄－中层状细粒岩屑长石砂岩夹紫红色极薄层泥

岩ꎬ砂岩中发育楔状交错层理ꎬ泥岩中普遍发育水平层理

４６.１ ｍ
６.紫红色中层状细砾岩 １.３ ｍ
５.紫红色极薄层状－薄层状泥岩夹紫红色中层状泥质粉砂

岩ꎬ两者比例为 ６１ １２７.６ ｍ
４.紫红色薄－中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紫红色极薄层状泥

岩ꎬ两者比例为 ６１ ５８.３ ｍ
３.灰色中－厚层细粒长石石英砂岩ꎬ平行层理发育ꎬ层理面发

育对称波痕 ７.５ ｍ
２.灰绿色极薄层状粉砂质泥岩ꎬ岩石劈理发育 ３７.８ ｍ
１ 浅灰绿色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３３.１ ｍ

整　 合

汪布组( Ｊ１ ｗ)
紫红色极薄层状泥岩 >４７.５ ｍ

２　 标本描述

在察雅地区共发现恐龙化石点 ２ 处ꎬ其中一处

保存较完整的蜥脚类颈椎和肩胛骨化石ꎬ另一处保

存一对兽脚类耻骨化石ꎮ 两者呈顺层分布ꎬ横向直

线距离在 １.５ ｋｍ 左右ꎮ
颈椎 化 石 长 约 ２０ ｃｍ ( 图 ２ － ａ )ꎬ 后 凹 型

(ｏｐｉｓｔｈｏｃｏｅｌｏｕｓ)椎体ꎬ具有典型的蜥脚类恐龙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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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藏昌都地区地质简图及恐龙化石产出层位图(地质简图据参考文献[１２]修改)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 ｆｏｓｓｉｌ ｏｆ Ｑａｍｄｕ ａｒｅａꎬＴｉｂｅｔ
ａ—恐龙化石产出柱状图ꎻｂ—青藏高原－三江地区构造单元划分ꎻｃ—藏东“ 三江” 地区地质图ꎻ

ＫＬ—阿尼玛卿－昆仑结合带ꎻＧＬ—甘孜－理塘结合带ꎻＪＳ—金沙江结合带ꎻＡＬ—哀牢山结合带ꎻＮＬ—北澜沧江结合带ꎻＳＬ—南澜沧江结合带ꎻ
ＬＳ—龙木错－双湖结合带ꎻＣＭ—昌宁－孟连结合带ꎻＢＮ—班公湖－怒江结合带ꎻＹＬ—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结合带

１９１　 第 ４０ 卷 第 １ 期 安显银等 西藏昌都市察雅地区侏罗纪恐龙化石新发现



图 ２　 西藏昌都察雅地区产出的蜥脚类颈椎(ａ)和肩胛骨(ｂ)化石

Ｆｉｇ. ２　 Ｓａｕｒｏｐｏｄ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 (ａ) ａｎｄ ｓｃａｐｕｌａ (ｂ)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ｙａ ａｒｅａꎬＱａｍｄ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Ｔｉｂｅｔ
ａｃ(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ｏｎｄｙｌｅ)—前髁ꎻｒｉ( ｒｉｄｇｅ)—粗脊ꎻｐｌ(ｐｌｅｕｒｏｃｏｅｌ)—腔室ꎻｓｐｒｌ( ｓｐｉｎｏｐｒｅｚｙｇａｐｏｐｈｙｓｅ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神经棘与前关节突脊棱

椎体前髁(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ｏｎｄｙｌｅ)呈半球形ꎮ 外侧面可见

２ 个深的外侧腔室(ｐｌｅｕｒｏｃｏｅｌ)ꎬ被一前背侧倾斜的

粗脊分割ꎬ与其他较原始的蜥脚类相似 １３ ꎮ 椎体腹

侧面向背侧凹陷ꎮ 腹侧前半段保存 ２ 个深的凹陷

(ｆｏｓｓａ)ꎬ被一前后向的腹侧中央脊(ｖｅｎｔｒａｌ ｍｉｄ－ｋｅｅｌ)
分割ꎬ同原始的蜥脚类ꎬ如灵武龙(Ｌｉｎｇｗｕｌｏｎｇ)  １４ ꎮ 该

颈椎的椎弓(ｎｅｕｒａｌ ａｒｃｈ)仅部分保存ꎬ椎孔(ｎｅｕｒａｌ
ｃａｎａｌ)小ꎬ呈圆形ꎬ保存部分前关节突至神经棘之间

的脊 棱 ( ｓｐｉｎｏｐｒｅｚｙｇａｐｏｐｈｙｓｅａｌ ｌａｍｉｎａ )ꎮ 神 经 嵴

(ｎｅｕｒａｌ ｓｐｉｎｅ)仅保存基部ꎬ前侧窝(ｐｒｅｓｐｉｎａｌ ｆｏｓｓａ)
发育ꎮ

一块保存较完整的右侧肩胛骨(图 ２－ｂ)ꎬ总长

度约 ７０ ｃｍꎬ整体扁平ꎬ近端与乌喙骨关联处有缺

失ꎬ长约 ５２ ｃｍꎬ超过肩胛骨长度的一半ꎬ同进步的

蜥脚类恐龙 １３ ꎮ 肩峰脊( ａｃｒｏｍｉａｌ ｒｉｄｇｅ)发育ꎬ肩臼

(ｇｌｅｎｏｉｄ ｆｏｓｓａ)处长ꎬ横向宽ꎬ关节面平ꎬ面向前腹

侧ꎮ 肩胛骨骨干短宽ꎬ中间部分背缘凹ꎬ腹缘平直ꎬ
肩胛骨骨干中部至远端背腹向扩展ꎬ远端厚度约

６ ｃｍꎮ
保存一对耻骨(图 ３)ꎬ具有典型的兽脚类恐龙

的特征ꎮ 整个耻骨的长度约 ２１ ｃｍꎮ 骨骼纤细呈棒

状ꎮ 近端扁平ꎬ前后向扩展ꎮ 表面有破损ꎬ可能具

有闭孔(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 ｆｏｒａｍｅｎ)ꎮ 远端前后向扩展ꎬ形成

膨出的耻骨足(ｐｕｂｉｃ ｆｏｏｔ)ꎮ 耻骨足主要向后方延

伸较长ꎬ但是后缘有缺损ꎬ难以确定其形态ꎮ ２ 个耻

骨仅在远端耻骨足处相连ꎮ 纤细的耻骨和发育的耻

骨足同一些侏罗纪基干坚尾龙类ꎬ如金时代龙

(Ｓｈｉｄａｉｓａｕｒｕｓ ｊｉｎａｅ)  １５ 和单嵴龙(Ｍｏｎｏｌｏｐｈｏｓａｕｒｕｓ)  １６ ꎬ
但是其长度要小得多ꎬ说明该兽脚类恐龙体型较小ꎮ
与耻骨近端接触的地方还有一相对粗壮的骨干ꎬ从
其形态和位置判断可能为股骨ꎮ

３　 昌都察雅地区恐龙化石发现的意义

恐龙类在中国最早出现于西南地区的侏罗纪ꎬ
从早侏罗世开始ꎬ云南中部至四川中部相继发现大

量恐龙化石 １７－２１ ꎮ 最具代表性的有早侏罗世禄丰

图 ３　 西藏昌都察雅地区产出的兽脚类一对

耻骨和部分肢骨化石

Ｆｉｇ. ３　 Ａ ｐａｉｒｅｄ ｐｕｂ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ｉｍｂ ｏｆ ｔｈｅｒｏｐｏｄ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ｙａ ａｒｅａꎬＱａｍｄ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Ｔｉｂｅｔ

ｆｅꎬｆｅｍｕｒꎬ股骨ꎻ ｌｐꎬｌｅｆｔ ｐｕｂｉｓꎬ左耻骨ꎻ
ｐｆꎬｐｕｂｉｃ ｆｏｏｔꎬ耻骨足ꎻｒｐꎬｒｉｇｈｔ ｐｕｂｉｓꎬ右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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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动物群、中侏罗世蜀龙动物群、晚侏罗世马门溪

龙动物群等一系列具庞大身躯、四足行走的恐龙类

动物ꎬ并在西南地区繁盛一时 ２２ ꎮ 禄丰龙动物群以

原蜥脚类为主ꎬ没有蜥脚类的成分ꎻ蜀龙动物群恐

龙类群丰富ꎬ蜥脚类除原始的蜥脚类外ꎬ较进步的

大型蜥脚类恐龙已成为主要分子ꎻ而马门溪龙动

物群中原始的蜥脚类恐龙已不存在ꎬ蜥脚类属种

单调  ２０ ꎮ 李奎等  ２３ 提出在禄丰蜥龙动物群和蜀龙

动物群之间存在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动物群ꎬ取
名为资中龙动物群ꎬ以原蜥脚类消亡成为孑遗分

子为特征ꎬ且出现了具有原始性质的蜥脚类妖龙

科的属种ꎮ
总体而言ꎬ云南、四川普遍发育与昌都地区相

似的含恐龙化石动物群的中生代地层ꎬ已经建立了

侏罗纪恐龙演化序列 １７ ２４ ꎬ但西藏地区恐龙的研究

相对薄弱ꎬ新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丰富了中国侏罗

纪恐龙化石产地ꎬ对进一步研究中国ꎬ特别是西南

地区侏罗纪恐龙演化提供了材料ꎮ

４　 结　 论

在西藏昌都市察雅地区侏罗纪红层中新发现 ２
处恐龙化石点ꎬ本文对其中保存较好且已经修理出

的化石进行了初步研究ꎬ鉴定并描述了蜥脚类恐龙

颈椎、肩胛骨、兽脚类恐龙耻骨化石等ꎮ 这些新的

发现扩展了侏罗纪恐龙的地理分布ꎬ丰富了西藏地

区的恐龙类群ꎬ对恢复该地区侏罗纪的古生态和古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ꎬ也为进一步在西藏地区开展科

学研究奠定了基础ꎮ
致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韩凤禄副教授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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