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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漳一远安动物群是分布在湖北省南漳县和远安县的早三叠世海生爬行动物生物群。关于该动物群的研究开始于上

世纪50年末．至今的研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取得重要成果。文章梳理了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的研究历程，从动物群的产出层

位、海生爬行动物组合特征和生态特征三个方面介绍了南漳一远安动物群近年来取得的进展。这些进展表明，南漳一远安动

物群所代表的早三叠世末期海生爬行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已经高度发展，为研究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生

物复苏进程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对促进化石产地和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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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nzhang—Yuanan Fauna is an Early Triassic marine reptile fauna，which is distributed between

Nanzhang and Yuanan counties in Hubei proVince．The study of the Nanzhang—Yuanan Fauna started h．om

1950s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Nanzhang—Yua-

nan Fauna in recent years from three aspects：the horizon of the fauna，features of madne reptile assemblages

and palaeoecology．The progress indicates that the diVersity of taxa and ecology，presented by Nanzhang—

Yuanan Fauna，has highIy deveIoped，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eVidence for studying the process of bio—

logical recovery after the end of Pe彻ian mass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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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使得海洋生态系统遭到

重创。彻底终结了从奥陶纪建立起来历时两亿多年

的以表生固着底栖滤食性动物占主导的古生代型

海洋生态系统的历史[1】。进入三叠纪，海洋生态系统

开始缓慢复苏。有一批爬行动物由陆地向海洋二次

适应辐射【2】。海生爬行动物在早三叠世开始出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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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演化成为中生代海洋中最成功的主要捕食者：，

是中生代至今的现代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国、日本1；、欧洲、。!和北美“的早三叠世地

层中都有海生爬行动物生物群出现，南漳一远安动

物群是其中时代最早的动物群之一。南漳一远安动

物群是分布在湖北省南漳县和远安县交界一带下

三叠统嘉陵江组中的以湖北鳄类为代表。伴生始鳍

龙类和鱼龙类的海生爬行动物群。由于南漳一远安

动物群出现在二叠纪生物大灭绝之后，三叠纪生态

系统重建和生物复苏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海生爬

行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重要阶段，因此南漳一远

安动物群的研究对于恢复动物群古环境与古生态

特征．探索生命和环境的协同演化，揭示三叠纪生物

复苏过程以及早期海生爬行动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

有重要的指示意义。5。同时，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数量

丰富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不仅具有重要的科研价

值，其保存精美、形态各异的特征也具有重要的科普

价值和审美价值。近年来，南漳一远安动物群化石产

地逐渐成为开展地学基础研究、地球科学普及和观

光旅游活动的重要自然资源赋存地点。

1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的研究历程

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的发现

和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上世纪50至90年

代和本世纪初至今。1959年王恭睦报道产自湖北

省南漳县境内的孙氏南漳龙拉开了本动物群研究

的序幕V。杨钟健接连报道了产自这一地区的远安

贵州龙、南漳湖北鳄和远安江汉蜥，并将时代定为

中三叠世 。这一时期，由于标本稀缺、认识不全

面等原因，这些动物化石的产出层位不明确，对它

们所处的分类位置也十分模糊。随后在上世纪90

年代，一些学者对早先发现的标本进行了再研究。

CarroU和Dong重新研究了南漳湖北鳄和孙氏南漳

龙正型标本后建立了湖北鳄目，并提出湖北鳄与鱼

龙关系密切一。Rieppel重新研究了江汉蜥的骨骼特

征，将其分类位置厘定为始鳍龙类?。

本世纪初．随着全球范围j叠纪海生爬行动物

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云贵高原地区发现了大量保存

完整的海生爬行动物!‘，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的研究

进入新阶段。李锦玲等通过对湖北鳄及相关化石的

产地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这些化石的产出层位主要

在下三叠统嘉陵江组。李酉兴报道了远安城郊至

洋坪一带的两件湖北鳄新材料【。。。Chen等依据远

安洋坪嘉陵江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新材料。在修订

孙氏南漳龙的同时，还识别出三个湖北鳄类新种似

湖北鳄，始湖北鳄和卡洛董氏扇桨龙，以及与湖北

鳄类化石共生的张家湾巢湖龙∥。程龙在2015年

图1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交通位置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Nanzhang—Yuanan Fa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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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三峡欧龙，这是本动物群时隔四十年再次发

现鳍龙类新物种闭。程龙等围绕南漳县和远安县境

内这些海生爬行动物的产出层位和生物组合特征

开展了资料整理和野外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生物

类型在2个地区均有出现。而且均产自于嘉陵江组

相同层位，故认为远安地区和南漳地区的海生爬行

动物组合和地层分布特征高度一致．这些生物在古

地理上属于同一生物群落，并以此正式提出“南漳一

远安动物群”这一名称闭。综上所述，南漳一远安动

物群的研究特点是起步很早。发展缓慢．但是近十

年来报道了一批新标本和新物种，取得了重要进

展。

近年来。随着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科学研究的深

入。化石群产地原位保护和自然资源开发工作逐步

展开。2014年，同属于南漳一远安动物群范围内的

南漳县和远安县同时成功获批为国家级重点保护

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两个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的

获批说明了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不仅具有极高的科研

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开发利用价值。2018年。湖

北远安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获得第八批国家地质

公园资格，这对加强南漳一远安动物群化石产地保

护。支持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科研科普工作以及打造

当地新型旅游文化产业有重要意义唧。

2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的层位

在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研究之初．受限于研究区

内构造复杂缺乏系统的地层研究且大多数化石来

自于民间，因此对于动物群产出层位有诸多争议。

王恭睦在1959年首次报道产自南漳县境内的孙氏

南漳龙时，根据湖北地质队的说法提出标本产出层

位为下三叠统大冶组的灰岩【loJ。杨钟健在1965年

和1972年报道南漳和远安一带的远安贵州龙、湖

北江汉蜥和南漳湖北鳄时。认为标本产出层位为中

三叠统下部的嘉陵江组灰岩【4·11J。Can．oU和Dong在

重新研究孙氏南漳龙和南漳湖北鳄时，推测标本的

产出层位为中三叠世112】。直到2002年，李锦玲等对

动物群中各标本的产出地进行实地考察，提出除孙

氏南漳龙产自大冶组顶部或嘉陵江组底部外，湖北

汉江蜥、南漳湖北鳄和远安贵州龙都产自嘉陵江

组，而时代则属于早三叠世旧。后来程龙和陈粲等

人通过整理资料和野外调查。确认动物群中的化石

均产自南漳县和远安县两地的嘉陵江组相同层位．

其岩性为纹层灰岩．动物群发育的时代为早三叠世

晚期隅一。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围绕南漳一

远安动物群开展了新一轮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将南

漳一远安动物群的产出层位修订为下三叠统嘉陵江

组二段上部。该段地层在动物群区内的厚度在30 m

左右，动物群丰度和分异度在该段地层顶部2 m为

最高，之下的层位亦有发现。但丰度和分异度均不

及上部层位。动物群赋存层位之下主要是一套滑塌

角砾岩以及蠕虫状灰岩，赋存层位之上为一套灰绿

或灰黄色的玻屑凝灰岩层．两者在南漳一远安一带

均广泛分布，可以作为标志层进行地层对比㈣。

3南漳一远安动物群海生爬行动物组

合特征

近年来。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联合湖北省地质科

学研究院，对南漳一远安动物进行系统发掘和研究，

获得了一批海生爬行动物化石新标本。迄今为止．

南漳一远安动物群海生爬行动物组合主要包括湖北

鳄类、鱼龙类、始鳍龙类和最履龙类四大类．总计

1l属11种(表1)。

3．1湖北鳄类

湖北鳄在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极为丰富．包括

的属种数也最多。共有五属五种。王恭睦在1959年

表1南漳一远安动物群海生爬行动物统计

’raMe l Stat王s6岱of mari眦他p蝴鹳jn Na眦hang—Y啪衄m

Fh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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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南漳一远安一带典型地质剖面中嘉陵江组对比

Fig．2 Comparison()f Jia“n自iang I、0rmation in typical geological sections of Nanzhang and Yuanan counties

报道了孙氏南漳龙，杨钟健在1972年报道了南漳

湖北鳄，而CarroU和Dong在1991年依据这两个

物种建立了湖北鳄类(湖北鳄目) 。Carr011和

Dong曾报道了一新类型，该新类型的典型特征为

四肢发育非对称性多指，但是由于标本较差无法提

供更多骨骼特征，没有正式命名I，之后被Chen等

命名为卡洛董氏扇桨龙。李酉兴曾报道两件湖北鳄

类新标本并建立两个新种。+‘“，但是在随后的研究

中。这两个新种的建立并未被认可 。

Chen等在修订孙氏南漳龙的同时，还识别m

三个湖北鳄类新种似湖北鳄，始湖北鳄和卡洛董氏

扇桨龙，由此丰富了湖北鳄的属种数量，并逐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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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湖北鳄目内部的演化谱系 。Wu等对一块保

存较好的南漳湖北鳄标本进行了厘定，并和之前报

道的其他湖北鳄物种进行了对比，丰富了我们对南

漳湖北鳄骨骼结构的认识?“。

3．2始鳍龙类

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首次报道的始鳍龙类为远

安贵州龙，其与中三叠世安尼期盘县／罗平动物群

和拉丁期兴义动物群中的胡氏贵州龙极为相似1。

杨钟健1972年报道的湖北汉江蜥个体略大于远安

贵州龙，最初被认为属于海龙类，后经重新研究后

归入始鳍龙类㈠”。程龙报道三峡欧龙时，判断其腰

带和后肢部分具有典型的欧龙属特征．不属于江汉

蜥的范畴’。在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开展的化石发掘

过程中，对采集的一件海生爬行动物化石标本进行

了初步研究，发现其应该属于始鳍龙类的一新属

种，目前正在研究中。该化石标本为鳍龙类系统演

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将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的始

鳍龙类扩充到四属四种。

3-3鱼龙类

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的鱼龙类仅发现1个属

种——张家湾巢湖龙。其个体长度约1 m，骨骼特

征保留有部分陆生爬行动物特征，同时与龟山巢湖

龙有明显区别。属于较为原始的鱼龙类‘。

3．4员质龙类

笔者通过对发掘的化石材料检查，首次在南

漳一远安动物群中识别出了具有典型损屁龙特征的

化石标本，正在研究中。

4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生态特征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发展，南漳一远安动物

群不仅报道了大量新物种，其独特的沉积特征和古

生态特征逐渐被重视。近些年来，武汉地质调查中

心对南漳一远安动物群开展详细的地质调查丁作和

野外化石发掘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湖北鳄类是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数量最为丰富

的一类，独特的吻部特征表明其具有特殊的捕食方

式和生态。Motani等对一件上颚骨骼和下颌骨保存

较好的湖北鳄未定种进行了研究．后来认为这件湖

北鳄未定种标本属于南漳湖北鳄“。研究结果认

为，南漳湖北鳄的吻部细长．没有牙齿，可能采取向

前冲刺捕获猎物的方式猎食，类似于现生的须鲸和

鹈鹕。Cheng等发现卡洛董氏扇桨龙的头部结构和

现生的鸭嘴兽十分相似，说明扇桨龙使用盲感应

(非视觉探测)捕食方式，这也是这种捕食方式在四

足动物中最早的发现⋯。而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的

图3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生态复原图

Fig．3 Ec0109ical reconstmction of Nanzhang—Yuanan Fauna

A一三峡欧龙；B一张家湾巢湖龙；C一南漳湖北鳄；D一孙氏南漳龙；E一短颈始湖北鳄；F一卡洛董氏扇桨龙

A一￡甜ios侧M sn础i础nsi5；B—C^∞^w似rw。^珊匆i删帆e瑚is；C一日印ek¨c^榔n帆c^∽酽瑚：5；D一／vmc^讲2髫Dsoz￡rW s“，li；E一

曲^印e^s“cAL拈6r℃"icof如5；F—J阢tmom咖括ccmzf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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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龙类和欧龙类具有牙齿，一般被认为通过主动猎

食的方式捕获食物∞。

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已发现三种捕食方式，丰

富的捕食类型说明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的高级消费

者具有较高的分异度，同时也暗示了可能存在激烈

的生存竞争。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的三峡欧龙体长可

能达到3 m。很可能以体积较小的脊椎动物为食闭。

同时。湖北鳄体长在1 m以下到2 m不等。一般背

部长有1到3层甲板。腹部的腹肋骨厚实，这些防

御特征证明它们要面对更高一级的捕食者㈤。

5结论与展望

南漳一远安动物群是全球早三叠世海生爬行动

物群中的重要一员，对揭示三叠纪生物复苏过程以

及早期海生爬行动物的起源和演化有重要的指示

意义。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湖北鳄类、始鳍

龙类、鱼龙类和摄质龙类共4大类11个物种，其赋

存层位也已探明。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的海生爬行

动物已被识别有三种不同的捕食方式，这对了解动

物群的古生态特征提供了帮助。这些发现证实早三

叠世末期海生爬行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

性已经高度发展。显示了处在食物链上游的消费者

在早三叠世已经繁盛，说明二叠纪大灭绝之后海洋

生物在该时期可能已经全面复苏。

目前，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的研究工作仍处于起

步阶段，动物群的化石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还有很

多科学问题有待解决。首先，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有

许多新标本需要描述和厘定，一些物种的系统发育

学特征尚不明确；其次，南漳一远安动物群赋存地层

的沉积和地球化学特征有待分析；然后．南漳一远安

动物群的食物链结构不完整，古生态特征有待完

善。因此，对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

步深人。

南漳一远安动物群中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是非

常珍惜的化石资源。通过对南漳一远安动物群研究

成果的转化应用。不断赋予南漳县和远安县两个国

家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及国家地质公

园新的文化内涵．有望极大地促进化石产地和国家

地质公园建设。

感谢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牛东义对化石进行精

心修理；感谢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赵璧、李姜丽、

邹亚锐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宝贵建议；感谢文章

在审阅过程中，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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