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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是中国早白垩世恐龙动物

群研究的典型地区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以中国—加拿大恐龙考察计划 (Sino − Canadian

Dinosaur Project)项目为代表的科研队伍, 相继在杭

锦旗和鄂托克旗发现了龟类、离龙类、鳄形类、恐龙、

鸟类和原始哺乳类等化石, 但我们对该恐龙动物群面

貌的认识仍存在很多不足。深入开展对这一地区恐

龙动物群及其地层的系统调查, 不仅有利于厘清该动

物群的总体组成面貌, 而且对中国北方不同地区早白

垩世陆相地层的精细对比亦具有重要价值。

2 研究方法(Methods)
通过系统的野外调查, 采集具有鉴定意义的脊

椎动物化石标本, 查明化石赋存的地层层位。室内

进行化石分类鉴定、描述与比较, 揭示该恐龙动物

群的内容, 分析该动物群性质以及与其他相关动物

群的关系。

化石发现于杭锦旗和鄂托克旗20余处早白垩世

罗汉洞组和泾川组的地层露头中, 相互关联或较完整

的骨骼标本很少, 为属种的鉴定与比较带来一定困难。

3 研究结果(Results)
(1) 前人在该地已识别出龟类化石2属3种。新

发现的 1件龟类背甲化石, 其椎盾特征不同于中国

龟属(Sinemys)已知的种, 应代表一新种(图 1A), 进

一步显示龟类在该动物群中具有较高的分异度。

(2) 在鄂托克旗采集的 1件翼龙类不完整下颌

标本(图 1B), 为准噶尔翼龙科(Dsungaripteridae)新

属种, 代表了该地区翼龙类化石的首次确切记录。

它的发现将准噶尔翼龙类在亚洲的地理分布范围

从中国新疆、蒙古西部向东扩展至内蒙古中部一

带, 具有重要的古生物地理学意义。

(3) 较完整的1件剑龙类肠骨与荐椎(图1C), 可

归入前人命名的鄂尔多斯乌尔禾龙(Wuerhosaurus

ordosensis), 新标本补充了该种的一些特征。

(4) 杭锦旗的甲龙类部分骨架(图1D), 是甲龙类

化石在鄂尔多斯地区的第1件标本, 增加了这一地区

恐龙动物群的内容。该甲龙类还保存有一团胃石和

小面积的表皮鳞片印痕, 在中国也是首次记录。

(5) 约 30 枚呈勺形的蜥脚类恐龙牙齿材料(图

1E), 被鉴定为盘足龙相似属未定种(cf. Euhelopus

sp.), 为探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与山东、辽宁西

部早白垩世恐龙动物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化石

证据。

(6) 不同类型的兽脚类恐龙牙齿(图1F), 表明大

型兽脚类恐龙、小型奔龙科(Dromaeosauridae)恐龙

在鄂尔多斯地区的首次确切记载。它们与前人报

道的伤齿龙科(Troodontidae)化石, 共同构成了具有

一定分异度的兽脚类类群。

4 结论(Conclusions)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首次发现的翼龙类、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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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类、大型兽脚类化石类型, 以及龟类、剑龙类、蜥

脚类牙齿等新材料, 极大地丰富了该区早白垩世恐

龙动物群的内容, 提高了我们对该恐龙动物群面貌

和性质的认识程度。该动物群包含有龟类、离龙

类、鳄形类、翼龙类、恐龙(剑龙类、甲龙类、鹦鹉嘴龙

类、蜥脚类、兽脚类)、鸟类和原始哺乳类等重要四足

类类型, 具有较高的分异度。

早白垩世时期在鄂尔多斯地区、山东、辽宁西

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鹦鹉嘴龙类、翼龙类、龟类等

化石具有一定的可对比性, 显示了这些地区恐龙动

物群之间的某种联系。中国北方当时存在着一个

范围较广的以鹦鹉嘴龙类和翼龙类为特点的动物

地理区系, 它们为这些地区的陆相地层对比提供了

确凿的化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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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早白垩世恐龙动物群新发现的化石
A—龟类背甲; B—翼龙类不完整下颌; C—剑龙类荐椎与肠骨; D—甲龙类背肋与肠骨; E—蜥脚类牙齿; F—大型兽脚类牙齿; 比例尺为8 cm

Fig. 1 New fossils of the Early Cretaceous dinosaur fauna in the Ordos regio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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