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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次报道了鄯善地区中侏罗统齐古组产出一新的、原地保存的巨型蜥脚类恐龙—鄯善新疆
巨龙 ( Xinjiangtitan shanshanesis gen. et sp. nov. ) 。其特征为: 倒第 2 节颈椎在腹侧后 1 /4 处向后发育
一条棱嵴，并在后关节面下形成一小的半圆形突; 最后两节颈椎很长 ( 其长度之和为股骨、胫骨长度
之和的 63% ) ; 第 1 荐肋不参与构成荐椎轭; 股骨非常粗壮 ( 远端最大宽度为股骨长度的 33% ) 。支
序分析显示新疆巨龙 ( 新属) 与马龙溪龙互成姊妹群，无疑为马门溪龙科中的一个新的分类群。但
新疆巨龙 ( 新属) 还具有一些更接近于梁龙类的特征，包括发育明显的栖肌突、较短的后肢和股骨
第 4 转子位于股骨后侧内缘等。新疆巨龙 ( 新属) 的体长推算为 30 ～ 3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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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gigantic sauropod dinosaur，Xinjiangtitan shanshanesis gen. et sp. nov． is reported with pre-
liminary descriptions． It is well preserved in situ and discovered from the Middle Jurassic Qigu Formtion in Shans-
han of Xinjiang for the first time． Xinjiangtitan ( gen． nov． ) is characterized by a ventral keel developed on the
penultimated cervical centrum and formed a small semi-circular process under the distal articular facet，last two cer-
vical vertebrae are particularly elongated ( ratio“length of the last two cervical vertebrae / length of femur and tibi-



a”is 0. 63) ，sacricostal yoke excepting the first sacral rib，and extremely robust femur ( ratio“transverse width of
the distal end / femur length”is 0. 33) ． Cladistic analysis places Xinjiangtitan as the sister group of Mamenchisau-
rus． Xinjiangtitan is definitely a new taxon of mamenchisaurid dinosaur． However，Xinjiangtitan developed several
diplodocid-like characters: prominent ambiens process of pubis，relatively short hind limb and caudomedially devel-
oped fourth trochanter on femoral body． The total body length of Xinjiangtitan is calculated as 30 － 32 meters．

Key words: Xinjiang; Shanshan; Xinjiangtitan shanshanesis; Middle Jurassic; Qigu Formation; Mamenchi-
sauridae; Sauropoda

0 引言

新疆吐鲁番盆地中生代陆相地层发育较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在本地区发现肉食龙牙齿化石以

来［1］，相继有多个脊椎动物化石的发现及报道。
1964—1965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在这里发现了一小型兽脚类恐龙 “火焰山

鄯善龙”以及一些零散的蜥脚类、兽脚类、甲龙

类及龟类化石［2］; 1992—1993 年，中日丝绸之路

恐龙考察队发现晚侏罗世蜥脚类恐龙—中日蝴蝶

龙［3］。2007 年，吉林大学领导的中德联合科考队

在鄯善七克台地区中侏罗统三间房组中发现了 150
多个兽脚类恐龙脚印化石［4］，此后又在齐古组中

发现重要龟化石点［5］。2012 年，由吉林大学、沈

阳师范大学和新疆地质调查院等组成的联合科考队

又在鄯善七克台以南地区中侏罗统齐古组中发现了

一具近完整保存的巨型蜥脚类恐龙化石骨架，化石

挖掘工作仍在继续。虽然目前只有部分骨骼化石出

露，但其独特的骨骼特征已表明它是中侏罗世蜥脚

类恐龙中的一新的属种，并可能与马门溪龙有较近

的亲缘关系，对了解亚洲侏罗纪蜥脚类恐龙演化及

其古生物地理分布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这一新

的蜥脚类化石作简要记述。

1 地质概况

化石点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东北约 30
km，七克台镇以南约 8 km 处 ( 图 1 ) 。鄯善地区

侏罗系地层出露较好，自下而上分别为中侏罗统西

山窑组、三间房组、七克台组、齐古组和上侏罗统

喀拉扎组。齐古组原划分至晚侏罗统［3，6］，但最近

测得其凝灰岩年龄为 164. 6 ± 1. 4 Ma［7］。蜥脚类恐

龙化石产自中侏罗统齐古组棕红色、灰绿色泥质粉

砂岩中。恐龙化石层厚约 1 m，产状近垂直，除蜥

脚类恐龙化石之外，还发现有龟类化石碎片及大型

图 1 化石产地地理位置简图

Fig. 1 Sketh map of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foss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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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龙牙齿化石; 恐龙化石层之上有一薄层灰绿色

粉砂岩，其中富集双壳类化石。

2 标本记述

恐龙超目 Dinosauria Owen，1842
蜥臀目 Saurischia Seeley，1887

蜥脚亚目 Sauropoda Marsh，1878
马 门 溪 龙 科 Mamenchisauridae Young et

Chao，1972
新疆巨龙 ( 新属) Xinjiangtitan gen. nov．

词源 Xinjiang ( 汉语拼音) 新疆，新属产地

所在省区; -titan ( 希腊语) ，希腊神话中的巨兽。
属征 新疆巨龙具有区别于其他已知蜥脚类恐

龙的特征: 倒第 2 节颈椎在腹侧后 1 /4 处向后发育

一条棱嵴，并在后关节面下形成一小的半圆形突;

最后两节颈椎很长 ( 最后两节颈椎长度之和为股

骨、胫骨长度之和的 63% ) ; 第 1 荐肋不参与构成

荐椎轭; 股骨非常粗壮 ( 远端最大宽度为股骨长

度的 33% ) 。

鄯善新疆巨龙 ( 新属、新种) Xinjiangtitan shanshanesis gen. et sp. nov．
( 图 2 －9，表 1 －3)

Ca1，Ca2: the 1st，2nd caudal vertebra，第 1、2 节尾椎; Ce: cervical vertebra，颈椎; Ce. r: cervical ribs，颈肋; D1，D6，D12: the 1st，6th，12th dorsal ver-

tebra，第 1、6、12 节背椎; D. r: dorsal ribs，背肋; L. fi: left fibula，左侧腓骨; L. fe: left femur，左侧股骨; L. mt: left metatarsal，左侧跖骨; L. pu: left

pubis，左侧耻骨; L. ti: left tibia，左侧胫骨; Ｒ. ish: right ischium，右侧坐骨; S1、S5: 1st，5th sacral vertebra，第 1、5 节荐椎．

图 2 新疆巨龙骨架埋藏图

Fig. 2 Burial condition of Xinjiangtitan shanshanesis gen. et sp. nov．

表 1 鄯善新疆巨龙模式标本 ( SSV12001) 椎体测量

Table 1 Vertebral measurements of the type specimen
( SSV12001)

脊椎号 椎体长 / mm 脊椎号 椎体长 / mm

－ C2 960* /1040＊＊ D10 230*

－ C1 690* D11 320*

D1 365* D12 340*

D2 290* S1 245

D3 265* S2 260

D4 255* S3 240

D5 S4 270

D6 S5 200

D7 1350* Ca1 210

D8 Ca2 220

D9 305*

注: － C2， － C1: last two cervical vertebrae，最后两节颈椎; D1 － D12:

Dorsal vertebrae，背椎; S1 － S5: Sacral vertebrae，荐椎; Ca1 － Ca2:

fist two caudal vertebrae，最前端两节尾椎; * : without the anterior ar-

ticular“ball”of the centrum，不包括椎体前突; ＊＊: including the

anterior articular“ball”of the centrum，包括椎体前突．

词源 － shanshan ( 汉语拼音) 鄯善，新属种

的产地。
模式标本 一具不完整的骨架，包括最后 2 节

颈椎; 全部的背椎和荐椎; 近端尾椎 2 节; 左、右

耻骨; 左侧坐骨; 左侧股骨、胫骨、腓骨和 1 节跖

骨; 以及若干不完整的颈肋与背肋。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鄯善县地质博物馆标本号: SSV12001。
产地与层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七克台

镇以南约 8 km 的 戈 壁 滩 上，化 石 点 GPS 坐 标:

42°57'47. 1″N，90°34'26. 5″E; 产出层位为中侏罗

统齐古组。
种征 同属征。
标本保存情况 标本几乎为原地埋藏，仍有部

分化石被围岩包裹; 除部分背椎椎体受风化有一定

缺失之外，其他骨骼均近完整保存，因此推测全部

的标本可能为一具近完整的化石骨架 ( 图 2 ) 。除

本文描述的标本外，其他骨骼还需进一步挖掘、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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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鄯善新疆巨龙模式标本 ( SSV12001) 附肢骨骼测量

Table 2 Measurements of the appendicular skeletons of SSV12001

名称 长度 /mm

Ｒight pubis

右侧耻骨

Blade length 骨干长 1 045

Width of the iliac articular surface 肠骨关节面宽 250

Total length 总长 1 650

Left femur

左侧股骨

Anteroposterior width of the proximal end 近端前后宽 290

Transverse width of the mid － shaft 骨干中部横向宽 260

Anteroposterior width of the mid － shaft 骨干中部前后宽 180

Circumference of the mid － shaft 骨干中部周长 800*

Distal width of left femur 远端宽 550

Left Tibia

左侧胫骨

Total length 总长 980

Transverse width of the proximal end 近端横向宽 375

Anteroposterior width of the proximal end 近端前后宽 295

Transverse width of the mid － shaft 骨干中部横向宽 203

Anteroposterior width of the mid － shaft 骨干中部前后宽 105

Transverse width of the distal end 远端横向宽 290

注: * estimated value 估测值．

表 3 几种蜥脚类恐龙的骨骼测量及不同骨骼的长度比例

Table 3 Bone measurements and various ratios for several sauropod dinosaurs

新疆巨龙
峨嵋龙

( ZDMT5701)

合川马门溪龙

( holotype)

杨氏马门溪龙

( ZDM0083)

蜀龙

( ZDMT5401)

蜀龙

( ZDMT5402)

Diplodocus

( CM 84)

PCL 0. 96 0. 55 0. 4 0. 32 0. 13 － 0. 64

PmCL 0. 69 0. 33 0. 325 0. 26 0. 115 － 0. 60

TLD 3. 72 2. 29 2. 69 1. 85 1. 30 1. 76 3. 45

FL 1. 65 1. 31 － 1. 17 － 1. 20 1. 54

DWF 0. 55 0. 34 － 0. 29 － 0. 26 0. 471

TL 0. 98 0. 82 0. 86 0. 67 － 0. 68 1. 06*

DWF /FL 0. 33 0. 26 － 0. 25 － 0. 22 0. 27

( PCL + PmCL) /TLD 0. 44 0. 38 0. 27 0. 31 0. 19 － 0. 36

( FL + TL) /TLD 0. 71 0. 93 － 0. 99 － 1. 07 0. 75

FL /TLD 0. 44 0. 57 － 0. 63 － 0. 68 0. 45

( PCL + PmCL)

/ ( FL + TL)
0. 63 0. 41 － 0. 32 － － 0. 48

参考文献 本文 ［8］ ［9］ ［10］ ［17］ ［17］ ［25］

注: PCL: penultimate cervical length，倒第 2 颈椎椎体长度; PmCL: posterior － most cervical length，最后 1 节颈椎椎体长度; TLD: total length of dorsal centra，

背椎总长; FL: femur length，股骨长; DWF: distal width of femur，股骨远端宽; TL: tibia length，胫骨长; * : estimated value，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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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 Harris ( 2006) 性状矩阵的新疆巨龙性状编码［22］

Table 4 Character codings for Xinjiangtitan shanshanesis gen． et sp． nov． based on the data matrix of Harris ( 2006)

序号 107 132 134 150 151 156 157 166 168 195 196

编码 1 1 0 1 0 2 1 1 2 1 0

序号 267 280 282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4 299

编码 0 1 1 0 1 1 0 0 1 0 0

认。全部骨骼化石将保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

县地质博物馆。
描述及对比

颈椎 最后两节颈椎的部分腹侧及右侧出露。
椎体为后凹型，前突呈半球状。椎体在前 1 /3 处强

烈收缩，并在椎体侧面发育侧凹。侧视，副突向后

形成一薄的纵嵴，一直延伸至接近于椎体后关节

面; 倒第 2 节颈椎椎体副突发育在椎体前端中部，

而最后一节颈椎副突基本位于椎体基部。不同于其

他蜥脚类恐龙，新疆巨龙的倒第 2 节颈椎在腹侧后

1 /4 处向后发育一条钝圆的腹嵴，并在后关节面下

形成一明显的半圆形突，后视半圆形突中部有一明

显的凹坑 ( 图 3，4) ; 最后一个颈椎后部不发育腹

Ce. r: cervical ribs，颈肋; pa: parapophysis，副突; pl: pleurocoel，侧

凹; v. k: ventral keel，腹脊．

图 3 倒数第 2 节节颈椎右侧视

Fig. 3 The penultimate cervical vertebra in right later-
al view

嵴。新疆巨龙倒第 2 节颈椎与最后 1 节颈椎椎体长

度比约为 1. 4，其比值与天俯峨嵋龙相似［8］，而在

马门溪龙中这一比例约为 1. 2［9，10］。

图 4 倒数第 2 节颈椎腹嵴后视

Fig. 4 Ventral keel of the penultimate cervical vertebra
in posterior view

颈肋 有数条颈肋近原地保存于颈椎的腹侧，

向椎体的后下方伸展。最长的颈肋长度 ＞ 2 m; 在

倒第 2 个颈椎腹侧可见 3 对颈肋 ( 图 3 ) 。杨氏马

门溪龙的倒第 2 节颈椎腹侧有 4 对颈肋［9］。在倒第

2 个颈椎前侧保存有一颈肋的近端部分，推测可能

为倒第 2 节颈椎的右侧肋骨 ( 图 5) ; 新疆巨龙可

能与马门溪龙和峨嵋龙相似，最后两节颈椎的肋骨

不与椎体愈合。

Ant. p: anterior process，前突; Tub: tuberculum，肋骨结节．

图 5 左侧颈肋近端侧视

Fig. 5 Proximal part of left cervical rib in lateral view

背椎 与峨嵋龙和马门溪龙相同，新疆巨龙发

育 12 节背椎。第 2 ～ 8 节背椎腹侧因受风化部分缺

失。其他 5 节背椎椎体几乎近完整保存。所有背椎

均为后凹型，可明显与酋龙［11］、元谋龙［12］和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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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13］相区别; 克拉美丽龙的背椎同样为后凹型，

但比新疆巨龙多发育一节椎体［14］。新疆巨龙椎体

后凹程度一般，互相不愈合。受风化的背椎可见其

内部明显的蜂窝状构造 ( 图 6 ) 。第 9、12 节背椎

中间稍收缩，第 10、11 节背椎椎体中部强烈明显。
背椎总长 332 cm。

图 6 第 9 节背椎腹视

Fig. 6 The 9th dorsal vertebra in ventral view

第 1 节背椎腹侧及右侧部分可见。左侧副突部

分缺失，右侧副突完全保存，位于椎体基部，副突

关节面呈椭圆形。侧视副突之上发育一侧凹，侧凹

上有一明显骨板。椎体中部收缩明显，腹侧向上拱

起，但其椎体中部收缩及腹侧上拱程度均不如中日

蝴蝶龙的第 1 节背椎强烈［3］。椎体腹侧中部向后发

育一条低矮的纵嵴，其两侧各有一浅的凹坑，纵嵴

向后变宽，侧视可见。第 9 ～ 12 节背椎腹侧光滑，

无腹嵴，椎体横切面近圆形。
背肋 在背椎、荐椎及腰带附近保存有数根不

完整的背肋。在第 8 至 12 背椎背侧有一长的圆柱

形骨棒，应为背肋的近端部分，其横切面近圆形。
另外有数根不完整的远端背肋，其前后最大宽度与

其厚度的比值可达 4，背肋最宽可达 16 cm。
荐椎 荐椎包含 5 节完全愈合的椎体，暴露其

腹侧 ( 图 7 ) 。5 个椎体长度近相等，其中第 4 节

椎体相对最长，而第 5 节椎体相对最短。荐椎腹侧

相对背椎明显变窄，无腹嵴或腹沟。与其他蜥脚类

恐龙不同的是第 1、2 节荐椎侧面同时被第 2 荐肋

连接，第 1 荐肋不参与构成荐椎轭 ( sacriocostal
yoke) ，其他 4 条荐肋远端相连接构成荐椎轭。荐

椎轭在第 4 节荐椎中部明显向后上方折曲。

Ca. 1: the first caudal vertebra，第 1 节尾椎; D12: the 12thdorsal verte-

bra，第 12 节背椎; S. y: sacriocostal yoke，荐椎轭; S1，S5: the 1st，

5th sacral vertebra，第 1、5 节荐椎．

图 7 荐椎腹视 ( A) 及侧视 ( B)

Fig. 7 Sacral vertebrae in ventral view ( A) and lateral
view ( B)

尾椎 暂时可见最前端两节尾椎，均为前凹

型，这与马门溪龙［10，15］及巧龙［16］相似; 并可与酋

龙［11］、峨嵋龙［8］、蜀龙［17］、通安龙［13］ 及其他侏

罗纪真蜥脚类明显区分开来; 其后关节面相比马门

溪龙突起较弱。第 1 节尾椎椎体腹侧与外侧发育有

几个小的营养孔。
耻骨 左、右耻骨均完整保存，但仅右侧耻骨

近完整出露其前侧 ( 图 8 ) 。耻骨骨干很平，而在

其他马门溪龙科恐龙中耻骨骨干都发生扭曲。耻骨

远端不 扩 张，不 同 于 真 蜥 脚 类 恐 龙 中 的 Vulcan-
odon［18］，Patagosaurus［19］，Barapasaurus［20］ 和 川 街

龙［21］等。因为耻骨仅出露其前侧，闭孔 ( obturator
foramen) 暂不可见。耻骨近端前侧可见明显的栖

肌突 ( ambiens process) ; 相比其他马门溪龙科恐

龙，新疆巨龙的栖肌突发育更加明显，且向下延

伸。
坐骨 右坐骨只有近端部分出露。骨干外侧光

滑，中部稍凸起。
股骨 左股骨完整保存。非常粗壮，远端最大

宽与股骨长度比为 0. 33。近端前后扩张，其前后

宽度为股骨长度的 18%。中部骨干横切面为亚圆

形。远端扩张明显，胫骨踝前后延伸。不同于蜀

龙、马门溪龙及峨嵋龙，新疆巨龙的第 4 转子位于

股骨后侧中部的内边缘 ( 图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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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p: ambiens process，栖肌突; L. fi: left fibula，左侧腓骨; L. mt: left

metatarsal，左侧蹠骨; L. pu: left pubis，左侧胫骨; mat: matrix 围岩覆

盖; 右侧耻骨，Ｒ. ti: Ｒight tibia．

图 8 右侧耻骨 ( 前视) ; 左侧胫骨、腓骨、蹠骨 ( 内侧

视)

Fig. 8 Ｒight pubis in anterior view; left tibia，fibula
and metatarsal in medial view

4th. tr: fourth trochanter，第 4 转子; ti. con: tibial condyle，胫骨髁; mat:

matrix，围岩覆盖．

图 9 左侧股骨内侧视

Fig. 9 Left femur in medial view

胫骨 左侧胫骨基本与左侧股骨相关联保存

( 图 8) 。近端关节面呈卵圆形，中部稍凹，后缘相

对于前缘更平直一些; 近端关节面有明显的坑洼，

说明曾附着软骨。中部骨干横切面近椭圆形。胫骨

与股骨长度比为 0. 59，其比值落入真蜥脚类的范

围［21］。
腓骨 左侧胫骨及耻骨之间的棒状骨推测为左

侧腓骨，但仅出露其中部及远端部分 ( 图 8 ) 。骨

干中部横切面为椭圆形。远端强烈扩张，其直径约

为骨干中部最细处直径的 2 倍。
蹠骨 左侧胫骨远端关联保存了第 IV 或第 V

蹠骨 ( 图 8 ) 。其近端关节面凸起、粗糙。中部收

缩。远端关节面远小于近端关节面。

3 讨论

根据 Harris ( 2006 ) 的性状矩阵［22］，对新疆

巨龙的系统发育位置进行了分析。新疆巨龙的性状

分布见表 4。使用 TNT version 1. 1［23］程序的 “New
Technology search”方法进行搜索，得到 3 个最简

约的支序树 ( 步长 = 813，一致性指数 ( CI ) =
0. 52，保留指数 ( ＲI) = 0. 67 ) ，其严格合意树见

图 10。新疆巨龙与马龙溪龙互成姊妹群，由一个

确定的共近裔性状支持: 后部背椎呈后凹型。新疆

巨龙无疑为马门溪龙科的一个新类群，具有马门溪

龙科恐龙的典型特征: 如，颈椎长，背椎发育侧凹

等［10］。而作为马门溪龙的姊妹群，新疆巨龙与马

门溪龙有较多的相似特征，包括: 背椎 12 节，荐

椎 5 节; 荐前椎后凹型，椎体具网格构造; 颈椎椎

体长，颈肋特长; 前部尾椎前凹型等［10］。然而新

疆巨龙仍具有以下与马门溪龙明显不同的特征: 最

后两节颈椎相对很长、后肢较短 ( 最后两节颈椎

长度为股骨、胫骨长度之和的 63%，几乎为马门

溪龙的同一比值的 2 倍 ( 表 3) ; 倒第 2 节颈椎与

第一节背椎均发育腹嵴; 第 1、2 节荐椎侧面同时

被第 2 荐肋连接，第 1 荐肋不参与构成荐椎轭; 耻

骨骨干很平，发育明显的栖肌突; 以及股骨第 4 转

子位于股骨后侧内缘等。其中发育明显的栖肌突、
较短的后肢以及股骨第 4 转子位于股骨后侧内缘是

峨嵋龙、蜀龙和马门溪龙等其他原始的真蜥脚类的

均不具有、且更接近于梁龙类的特征［22，24］。其他

蜥脚类的系统发育位置与 Harris ( 2006 ) ［22］的结果

基本相同，本文不再做讨论。
尽管新疆巨龙骨骼化石的挖掘工作仍在进行，

但根据现已出露的化石材料笔者可暂时推测新疆巨

龙大致体长。合川马门溪龙与杨氏马门溪龙的估测

体长分别为 22 m 和 16 m，根据新疆巨龙与两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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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由 3 个同等简约的支序树构成的严格合意树

Fig. 10 Strict consensus of the 3 equally parsimonious trees

椎总长的比例大小 ( 表 3) ，可推测新疆巨龙的体

长大致为 30 ～ 32 m。

4 结论

新疆鄯善新发现的巨型蜥脚类恐龙———新疆巨

龙是马门溪龙科中的一个新的属种，它与马门溪龙

有较多相似的骨骼特征，支序分析也显示两者有较

近的亲缘关系; 但新疆巨龙有更接近于梁龙类的一

些特征。这对深入研究中亚侏罗纪蜥脚类恐龙、尤

其是马门溪龙类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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