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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在山东诸城臧家庄化石点上白垩统王氏群中采集的一个较完整的甲龙类的右侧肠骨(ＺＪＺ－１８３)ꎬ建立一甲龙类的

新属种:诸城中国甲龙 Ｓｉｎ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ｕｓ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ｇｅｎ.ｅｔ ｓｐ.ｎｏｖ.ꎮ 其主要特征是:髋臼前突长度超过整个肠骨的长度的 ２ / ３ꎬ后
部(远端)宽ꎬ向近端延伸的过程强烈收缩变窄ꎬ前端宽度与后端宽度差距较大ꎮ 诸城中国甲龙的发现增加了诸城恐龙动物群

中恐龙的多样性ꎬ与北美地区晚白垩世大型恐龙组合可对比ꎬ对研究晚白垩世恐龙动物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ꎮ
关键词:山东诸城地区ꎻ晚白垩世ꎻ王氏群ꎻ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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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龙类(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ａ)是一类四足行走的植食性

恐龙ꎬ属于鸟臀类恐龙中的有甲类ꎬ是剑龙类的姐妹

群ꎮ 甲龙最早出现在早—中侏罗世 １－２ ꎬ以晚白垩世

最繁盛 ３ ꎮ 甲龙类主要依据头骨的形态特征及尾锤

的有无划分为 ２ 个科:甲龙科(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和结

节龙科(Ｎｏｄ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  ４－７ ꎮ 甲龙科头骨较宽ꎬ进步

的甲龙科成员尾部末端有尾锤ꎻ结节龙科头骨较

长ꎬ尾部末端不发育尾锤ꎮ Ｋｉｒｋｌａｎｄ ８ 在上述 ２ 科之

外建立了多刺甲龙科(Ｐ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ꎬ这个科是否

成立存在争议ꎮ 甲龙类分布在除非洲外的各大

陆 ９ ꎬ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及北美洲ꎮ 中国最早发

现的甲龙化石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在山东莱阳上白垩

统王氏群将军顶组的 Ｐｉｎ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ｃｆ.ｇｒａｎｇｅｒｉꎬ随后在中

国宁夏、新疆、内蒙古、甘肃、辽宁、山西、河南、浙江

等地都发现了甲龙类化石 ３ ꎮ
山东诸城位于胶莱盆地南部ꎬ是中国重要的晚

白垩世恐龙化石产地ꎮ 诸城地区王氏群发育ꎬ地层

中保存了数量巨大的以大型鸭嘴龙为主的恐龙动

物群ꎬ称为诸城恐龙动物群ꎮ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ꎬ原地质

部第一普查大队在山东诸城龙骨涧发现鸭嘴龙的

胫骨化石ꎬ命名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鸟臀类恐

龙———巨型山东龙(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ｏｓａｕｒｕｓ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ｓ)  １０ ꎮ 随



后诸城分别在 １９８８ 年、２００８ 年又进行了 ２ 次较大

规模的抢救性化石发掘工作ꎬ在龙骨涧、臧家庄、库
沟 ３ 处大规模的恐龙化石集中埋藏点发现了一万多

块恐龙骨骼化石ꎬ其堆积丰度在世界上罕见ꎬ包括鸭

图 １　 诸城化石产地地理位置

Ｆｉｇ. １　 Ｍａｐ ｏｆ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 ａｒｅ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嘴龙类、角龙类、暴龙类、蜥脚龙类、窃蛋龙类、甲龙类

等ꎬ 先 后 报 道 了 巨 大 诸 城 龙 (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ｏｓａｕ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  １１ 、巨大华夏龙(Ｈｕａｘｉａｏｓａｕｒｕｓ ａｉｇａｈｔｅｎｓ)  １２ 、
诸城中国角龙(Ｓｉｎ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３ 、巨型诸

城暴龙(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ｔｙｒａｎｎｕｓ ｍａｇｎｕｓ)  １４ 、意外诸城角龙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ｃｅｒａｔｏｐｓ ｉｎｅｘｐｅｃｔｕｓ)  １５ 、诸城坐角龙(Ｉｓｃｈｉ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６ 、臧 家 庄 诸 城 巨 龙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ｔｉｔａｎ 　
ｚａｎｇ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  １７ 和 赵 氏 怪 脚 龙 ( Ａｎｏｍａｌｉｐｅｓ
ｚｈａｏｉ)  １８ ꎬ此外ꎬ还发现了龟类及双壳类化石ꎮ 诸城

地区发现的恐龙化石群与亚洲其他地区ꎬ尤其是北

美地区晚白垩世恐龙动物群存在很多可对比的相

似种 １９ ꎮ 本文记述了在诸城臧家庄化石点发现的

一新的甲龙类恐龙化石ꎬ对研究晚白垩世恐龙动物

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ꎮ
诸城地区王氏群沉积物以紫色、砖红色砾岩和

砂岩的频繁韵律为特征ꎬ局部夹泥灰岩ꎬ是一套辫

状河－冲积扇相为主的沉积相组合序列ꎬ厚度大于

３０００ ｍ １９ ꎬ臧家庄恐龙化石点层位为上白垩统红土崖

组下部 ２０ ꎬ沉积时限为 ７３.５~７７.３ Ｍａꎬ为 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 期

沉积 ２１ ꎮ

１　 系统古生物学

鸟臀目 　 Ｏｒｎｉｔｈｉｓｃｈｉａ Ｓｅｅｌｅｙꎬ１８８７
　 覆盾甲龙群 　 Ｔｈｙｒｅｏｐｈｏｒａ Ｎｏｐｃｓａꎬ１９１５
　 　 甲龙亚目 　 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ｉａ Ｏｓｂｏｒｎꎬ１９２３
　 　 　 科未确定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ｃｅｒｔａｅ ｓｅｄｉｓ
诸城 中 国 甲 龙 ( 新 属 新 种 ) Ｓｉｎ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ｕｓ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ｇｅｎ.ｅｔ ｓｐ.ｎｏｖ.
词源:“ Ｓｉｎａｅ”指代中国ꎻ“Ａｎｋｙｌｏ”意为“愈合

的”ꎻ“ ｓａｕｒｏｓ”指代爬行动物ꎻ“Ｚｈｕｃｈｅｎｇ”为“诸城”
的拼音ꎬ地名ꎬ指化石标本采集地所在城市ꎮ

正型标本:ＺＪＺ－１８３ꎬ一个保存较完整的右侧肠

骨ꎬ标本保存在诸城市恐龙文化研究中心ꎮ
层位与产地:化石产于上白垩统王氏群红土崖

组下部ꎬ山东省诸城市龙都街道见屯社区臧家庄村

(图 １)ꎬ在臧家庄化石点的王氏群中ꎬ除保存有甲龙

骨骼化石外ꎬ还有大量的鸭嘴龙化石和大型暴龙化

石 １４ 、大型的角龙科恐龙化石 １３ 及蜥脚类恐龙

化石 １７ ꎮ
鉴别特征:肠骨背面光滑ꎬ髋臼前突发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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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宽阔的“翼”ꎬ前部扭曲ꎬ髋臼前突后部(远端)
宽ꎬ向近端延伸的过程强烈收缩变窄ꎬ前端宽度与

后端宽度差距较大ꎮ

２　 标本描述

肠骨由髋臼前突、髋臼窝及髋臼后突组成ꎬＺＪＺ－
１８３ 为一个较完整的右侧肠骨ꎬ其最前端部分及后

突略有缺失ꎬ髋臼窝不完整(图 ２)ꎮ 它具有 Ｃｏｏｍｂｓ
描述的几个典型的甲龙类肠骨的特征:髋臼前突发

育ꎬ形成一个宽阔的“翼”ꎬ髋臼后突非常短ꎬ为典型

的甲龙类肠骨 ４ ꎮ
整个肠骨长约 ６５ ｃｍꎬ背视肠骨外侧缘较平直ꎬ

内侧缘呈轻微拱形ꎬ肠骨后部的边缘向背部弯曲ꎬ
推测是韧性变形造成的ꎬ在周围同层位的化石中ꎬ
发现了弯曲的鸭嘴龙胫骨化石ꎬ且弯曲部分的厚度

相对于未发生弯曲部分更小ꎮ
扁平的髋臼前突长且宽阔ꎬ前突的长度超过整

个肠骨长度的 ２ / ３ꎬ背视髋臼前突后部(远端)宽ꎬ向
近端延伸的过程强烈收缩变窄(图 ３)ꎬ远端(后部)
最宽为 ４０ ｃｍꎬ近端(前部)宽度为 １５ ｃｍꎮ 髋臼前

突近端部分扭曲ꎬ发生扭曲部分的边缘在前突背面

形成凸起的脊ꎬ从其外缘延伸至内缘ꎮ 髋臼前突背

图 ２　 诸城中国甲龙右肠骨

Ｆｉｇ. ２　 Ｒｉｇｈｔ ｉｌｉｕｍ ｏｆ Ｓｉｎ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ｕｓ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
ａ—腹视照片ꎻｂ—背视照片

图 ３　 诸城中国甲龙(ａ)、金城洮河龙(ｂ)、丽水浙江龙(ｃ)、
谷氏绘龙相似种(ｄ)、中国缙云甲龙(ｅ)和步氏克氏龙( ｆ)

肠骨腹视对比

Ｆｉｇ. ３　 Ｉｌｉｕｍ ｉｎ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ｉｎａｎｋｙｌｏｓａｕｒｕｓ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ａｏｈｅｌｏｎｇ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ｂ)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ｏｓａｕｒｕｓ ｌｉ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ｃ)ꎬ Ｐｉｎ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ｃｆ. ｇｒａｎｇｅｒｉ(ｄ)ꎬ
Ｊｉｎｙｕｎｐｅｌｔ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ｃｈｔｏｎｓａｕｒｕｓ ｂｏｈｌｉｎｉ( ｆ)

部表面光滑ꎬ腹面前部有一近圆形的凹坑ꎬ功能尚

不确定ꎬ腹面的髋臼窝保存不完整ꎬ为一个半长圆

形的坑ꎮ 髋臼后突略有缺失ꎬ保存的长度较短ꎮ

３　 比较与讨论

目前ꎬ中国发现了白垩纪的甲龙科、结节龙科

与多刺甲龙科的甲龙类骨骼化石材料ꎬ各科都有肠

骨材料保存ꎮ ＺＪＺ －１８３ 与中国发现的其他白垩纪

甲龙科、结节龙科与多刺甲龙科的肠骨都存在差异ꎮ
１９２３ 年ꎬ在莱阳地区上白垩统将军顶组中发现

一甲龙不完全的腰带(包含较完整的右肠骨化石)ꎬ
编号为 Ｒ ２６４ꎬ是中国最早记录的甲龙化石 ２２ ꎮ Ｒ
２６４ 具有宽阔的“翼”ꎬ即具有非常宽阔的肠骨体ꎬ其
在外观形状、弯曲度及中腹部表面脊的外观和方向

上与华沙的谷氏绘龙左肠骨 ＺＰＡＬ ＭｇＤ－Ⅱ / １ 非常

相 似ꎬ Ｂｕｆｆｅｔａｕｔ ２２ 将 其 归 为 绘 龙 属 相 似 种

(Ｐｉｎ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ｃｆ.ｇｒａｎｇｅｒｉ)ꎮ 在宁夏自治区发现甲龙的

右肠骨化石ꎬＹｏｕｎｇ ２３ 将这块化石作为宁夏绘龙

(Ｐｉｎ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ｎｉｎｇｓｈｉｅｎｓｉｓ)进行了描述ꎮ 宁夏绘龙与

山东莱阳发现的肠骨的特征相同ꎬ腹中部都存在明

显的脊ꎬＭａｒｙａｎｓｋａ ２４ 认为宁夏绘龙为谷氏绘龙的同

物异名ꎮ Ｐｉｎ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ｇｒａｎｇｅｒｉ 肠骨 ＺＰＡＬ ＭｇＤ－Ⅱ / １ꎬ
Ｐｉｎ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ｃｆ. ｇｒａｎｇｅｒｉ 肠骨 Ｒ ２６４ꎬ以及 Ｐｉｎａｃｏｓａｕｒｕｓ
ｎｉｎｇｓｈｉｅｎｓｉｓ 腹中部表面都存在明显的脊ꎬ诸城中国甲龙

右肠骨 ＺＪＺ－１８３ 腹中部表面没有脊ꎬ整体形状也不

同ꎬＺＪＺ－１８３ 髋臼前突向前延伸时收缩的程度更大ꎮ
中国缙云甲龙( Ｊｉｎｙｕｎｐｅｌｔ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为早白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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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晚白垩世早期的甲龙科成员 ２５ ꎬ保存了部分

被遮盖的左肠骨ꎮ 诸城中国甲龙髋臼前突较

Ｊｉｎｙｕｎｐｅｌｔ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更宽阔ꎬ中国缙云甲龙前突的收缩

程度比诸城中国甲龙的更弱ꎬ诸城中国甲龙的髋臼

前突从远端到近端宽度的变化更大ꎮ 甲龙科恐龙

步氏克氏龙(Ｃｒｉｃｈｔｏｎｓａｕｒｕｓ ｂｏｈｌｉｎｉ)产于上白垩统ꎬ保
存了一块接近完整的左肠骨(ＬＰＭ １０１－３)  ２６ ꎬＬＰＭ
１０１－３ 远端宽ꎬ背部隆起ꎬ向前变窄ꎮ 诸城中国甲龙

ＺＪＺ－１８３ 长度与步氏克氏龙肠骨长度相似ꎬ而肠骨

体较 ＬＰＭ １０１－３ 明显更宽ꎬ向前延伸时宽度的收缩

程度也明显更强烈ꎮ
产于上白垩统的结节龙科恐龙丽水浙江龙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ｏｓａｕｒｕｓ ｌｉｓｈｕｉｅｎｓｉｓ)保存了左右肠骨ꎬ其中右

肠骨相对完整 ２７ ꎮ 丽水浙江龙的髋臼前突中背部

表面凸起ꎬ存在明显的脊ꎬ在腹面形成一深的纵向

凹陷ꎮ ＺＪＺ－１８３ 髋臼前突背面脊的延伸方向与之不

同ꎬ腹面没有纵向的凹陷ꎬ且丽水浙江龙的髋臼前

突较 ＺＪＺ－１８３ 髋臼前突明显更窄且细长ꎮ
多刺甲龙科恐龙金城洮河龙(Ｔａｏｈｅｌｏｎｇ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保存了完整的左肠骨 ９ ꎬ金城洮河龙髋臼前突的腹

面大部为一长椭圆形较浅的凹陷ꎬ其外缘为一向后

的棱脊并延续至髋臼窝上方ꎮ ＺＪＺ－１８３ 髋臼前突

的腹面存在一近圆形的凹陷ꎬ没有延续至髋臼窝上

方的棱脊ꎮ 两者的髋臼前突均向前收缩变窄ꎬ后者

向前延伸收缩变窄的程度更强烈ꎬ前者髋臼前突两

端的宽度相对来说变化不大ꎮ
甲龙亚目分为 ２ 个类群甲龙科和结节龙科ꎬ根

据头骨的形状很容易区分ꎮ 甲龙科的头骨很宽ꎬ前
端略钝ꎬ背视呈三角形ꎻ而结节龙科的头骨背视呈

梨形ꎬ有一个比甲龙科更狭窄且尖的前端ꎬ头骨的

长度大于宽度 ４ ꎮ 诸城中国甲龙的头骨没有保存下

来ꎬ无法与其他甲龙头骨对比确定其分类位置ꎮ
Ｃｏｏｍｂｓ 认为ꎬ甲龙科与结节龙科肠骨之间的区别

在于:①甲龙科的髋臼后突非常短ꎬ在结节龙科中

相对更长ꎻ②髋臼前突形成一个宽阔的翼ꎬ在甲龙

科中ꎬ髋臼前突是扭曲的ꎬ在结节龙科中ꎬ髋臼前突

更窄、更短ꎬ也更水平 ４ ꎮ ＺＪＺ －１８３ 后突保存不完

整ꎬ髋臼前突扭曲ꎬ但是相对甲龙科的髋臼前突ꎬ其
髋臼前突向前收缩的程度更强烈ꎬ与多刺甲龙科的

某些甲龙ꎬ如 Ｐｏｌ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ｏｘｉｉꎬＰｅｌｏｒｏｐｌｉｔｅｓꎬＧａｓｔｏｎｉａ 相

似ꎮ 因此ꎬ诸城中国甲龙归属于甲龙科、结节龙科

或多刺甲龙科尚不能确定ꎬ本文暂且将其作为科未

定ꎬ其归属需要进一步获得新的化石材料证实ꎮ
诸城是中国最重要的晚白垩世恐龙化石产地ꎬ此

前发现了鸭嘴龙类角龙科、纤角龙科、蜥脚类、暴龙

科、窃蛋龙类的化石材料ꎬ诸城中国甲龙的发现增加

了诸城恐龙动物群中恐龙的多样性ꎮ 诸城地区发现

的恐龙物种与北美发现的一些恐龙种类非常相似:山
东诸城地区的鸭嘴龙科恐龙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ｏｓａｕｒｕｓ 和北美洲

的 Ｅｄｍｏｎｔｏｓａｕｒｕｓ 之间存在较紧密的亲缘关系ꎻ诸城臧

家庄化石点发现的巨型诸城暴龙(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ｔｙｒａｎｎｕｓ
ｍａｇｎｕｓ)为暴龙科一大型肉食性恐龙ꎬ属北美洲霸王

龙 Ｔｙｒａｎｎｏｓａｕｒｕｓ 的近亲物种ꎻ除角龙科外ꎬ在北美洲

上白垩统中发现的恐龙类群ꎬ如暴龙科、鸭嘴龙科、
肿头龙科、似鸟龙科、伤齿龙科等ꎬ在晚白垩世的亚

洲都生活有相似的类群ꎬ例如诸城臧家庄化石点发

现的诸城中国角龙(Ｓｉｎ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 ｚｈｕｃｈｅｎｇｅｎｓｉｓ)证实了

亚洲也存在大型的角龙科恐龙ꎮ 诸城中国甲龙的

发现为晚白垩世诸城地区与北美洲在 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 期

有相似的恐龙类群提供了更多证据ꎬ为恐龙的生物

地理分布及演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信息ꎬ对研究晚白

垩世恐龙动物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价值ꎮ
致谢:写作过程中ꎬ北京自然博物馆李建军研

究员、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彭光照研究员、甘肃省

农业大学杨精涛博士提供了很多帮助ꎬ在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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