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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托克旗早白垩世龟类化石一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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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早白垩世地层中产有丰富的龟类化石，本文记述了鄂托克旗查布一带泾川组

的一件龟类背甲，其近六边形的第３椎盾宽为长的２倍且其前侧缘长约为后侧缘长的１．７倍、第８对肋板在中线处

相接、第１上臀板宽大、侧棘发达等组合特征，表明其不同于中国龟属犛犻狀犲犿狔狊的已知种，被命名为查布中国龟（新

种）犛犻狀犲犿狔狊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龟类在鄂尔多斯地区早白垩世恐龙动物群中具有较高的分异度，志丹群泾川组和

罗汉洞组中各发现至少２个种的龟类，它们既有继承性又有差异性，为研究中国龟类（ｓｉｎｅｍｙｄｉｄｓ）的演化提供重要

依据。

关键词：中国龟属；早白垩世；泾川组；鄂托克旗；鄂尔多斯盆地

　　内蒙古鄂尔多斯西部地区早白垩世志丹群上部

泾川组和罗汉洞组地层中，发现有以鹦鹉嘴龙类为

代表的恐龙动物群（Ｄｏ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１９９３ａ），已报道

的四足类动物化石有龟类（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ａ，

１９９３ｂ；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离 龙 类

（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８１；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鳄形类（Ｗｕ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１９９６）、翼龙类

（ＪｉＳ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鹦鹉嘴龙类（Ｒｕｓｓｅｌｌ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剑龙类（Ｄｏ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１９９３ｂ；Ｈｏｕ

Ｙａｎ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甲龙类（ＪｉＳｈｕ’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蜥脚类（ＨｏｕＹａｎ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兽脚类

（Ｒｕｓｓ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Ｃｕｒｒ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鸟类

（Ｄｏ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１９９３ｃ；ＨｏｕＬｉａｎｈａｉ，１９９４；Ｌｉ

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 Ｙｕ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早期哺乳类（Ｇｏｄｅｆｒｏｉ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以及丰

富的恐龙和鸟类足迹（Ｌｉ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龟

类化石是该动物群的重要组成分子，已鉴别出２属

３种：光滑鄂尔多斯龟犗狉犱狅狊犲犿狔狊犾犲犻狅狊（Ｂｒｉｎｋｍａ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ａ）、卡美拉中国龟 犛犻狀犲犿狔狊犵犪犿犲狉犪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短棘中国龟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

（Ｔｏ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近年来，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在鄂尔多斯西部的鄂托克旗、杭锦

旗开展早白垩世古生物地层调查工作中，陆续发现

了一些龟类化石，但多为破碎盾板或零星肢骨。其

中一件较完整的龟类背甲，具有中国龟属犛犻狀犲犿狔狊

的典型特征，又与该属已知种明显不同，代表中国龟

属一新种，本文予以记述。

该龟类化石产于鄂托克旗西南部的查布一带

（图１），含化石层为泾川组的灰色薄层泥质粉砂岩，

同一 岩 层 中 还 产 有 师 氏 中 华 弓 鳍 鱼 犛犻狀犪犿犻犪

狕犱犪狀狊犽狔犻（Ｌｉｕ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６３）、短棘中国

龟 犛犻狀犲犿狔狊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 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孙 氏 伊 克 昭 龙 犐犽犲犮犺狅狊犪狌狉狌狊狊狌狀犪犻犾犻狀犪犲

（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８１；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以

及双壳类等。在该岩层数米之上的砂岩层面上，保

存有清晰的蜥脚类和兽脚类足印。根据这一地区地

层岩性组合特征以及化石组合面貌，含化石层为早

白垩 世 志 丹 群 上 部 的 泾 川 组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９９６；ＬｉＪｉａｎｊｕ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１　系统描述

龟鳖目Ｔｅｓｔｕｄｉｎｅ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隐颈龟亚目ＣｒｙｐｔｏｄｉｒａＣｏｐｅ，１８７８

　　 真隐颈龟次亚目 ＥｕｃｒｙｐｔｏｄｉｒａＧａｆｆｎｅｙ，

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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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内蒙古鄂托克旗查布龟类化石产地（■）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ｔｕｒｔｌｅａｔＣｈａｂｕ，ＯｔｏｇＱｉ，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中国龟科ＳｉｎｅｍｙｄｉｄａｅＹｅｈ，１９６３

　　　　中国龟属犛犻狀犲犿狔狊Ｗｉｍａｎ，１９３０

　　 　 　 　 查 布 中 国 龟 （新 种）犛犻狀犲犿狔狊

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

词源：种名源于化石产地的名称———查布

（Ｃｈａｂｕ）。

正型标本：一件较完整的背甲（ＩＧ１３０５１）。

产地与层位：内蒙古鄂托克旗查布；下白垩统志

丹群泾川组。

特征：背甲长与宽近等（不含侧棘的宽度），侧棘

之后的背甲边缘明显向中线汇聚；椎盾横宽；第３椎

盾略呈六边形，宽为长的２倍，其前侧缘长约为后侧

缘长的１．７倍；左、右第８肋板在中线处相接；２块

上臀板均较宽大、两者等宽，第１上臀板为后缘略向

后拱凸的横宽三角形；肋缘窗发育；背甲两侧具发达

且末端向侧方弯曲的侧棘；腹甲侧窗较大；两侧肋缘

窗之间的背甲表面具显著的短粗嵴状纹饰，自椎板

或肋板骨化中心点附近向四周呈放射状分布。

描述：仅 有 一 件 前 缘 略 有 缺 失 的 背 甲

（ｃａｒａｐａｃｅ），右侧局部有缺损（图２）。背甲前缘保存

不全且较为破碎，导致最前部的盾板、骨板形态及其

关系等尚不清楚。背甲保存长１４．３ｃｍ、宽度（不包

含侧棘）１５．８ｃｍ；如不计算侧棘，推测该龟类背甲长

度与宽度应大体相等。背甲整体轮廓与卡美拉中国

龟 犛犻狀犲犿狔狊犵犪犿犲狉犪 的 类 似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ｂ），侧棘之后的背甲边缘略呈波浪状，且向后

较明显向中线处汇聚，但程度不及卡美拉中国龟的。

背甲很低，且沿中线区域自前向后发育一宽缓

的纵向凹陷，椎板（ｎｅｕｒａｌｐｌａｔｅ）位于该凹陷的底

部。肋板（ｃｏｓｔａｌｐｌａｔｅ）与缘板（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ｐｌａｔｅ）间

的肋缘窗（ｃｏｓｔ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ｆｅｎｅｓｔｒａ）均非常发育，

其宽度分别约为相对应肋板全长的１／３。

颈板（ｎｕｃｈａｌｐｌａｔｅ）、第１椎板因缺失或保存不

好而未能识别出。椎板７块，第２、第３椎板为矩

形，长为宽的２倍；第４至第６椎板具很短的前侧边

缘，每枚椎板前部稍宽于其后缘；第７椎板后端变

窄，突入第８对肋板前缘中部的内凹处，左、右第８

肋板在此相接，使得第７椎板后端与上臀板相分隔。

上臀 板 ２ 块、较 大、横 宽，第 １ 上 臀 板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ｐｒａｐｙｇａｌｐｌａｔｅ）呈后缘略向后拱凸的横宽三角

形，宽（２．７ｃｍ）是其长度的２．５倍；第２上臀板

（ｓｅｃｏｎｄｓｕｐｒａｐｙｇａｌｐｌａｔｅ）几乎与第１上臀板等宽，

其前缘内凹，侧缘和后缘外凸呈圆弧状的半月形。

未发育上臀板之后的臀板。第２上臀板构成背甲后

缘的一部分，这一特征为中国龟属犛犻狀犲犿狔狊的典型

特征之一（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ＴｏｎｇＨａｉｙ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肋板８对，除第１对肋板有缺损外，其余肋板均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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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查布中国龟（新种）正型标本（ＩＧ１３０５１）

Ｆｉｇ．２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ｏｆ犛犻狀犲犿狔狊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ＩＧ１３０５１）

（ａ）—背甲照片；（ｂ）—线条图。简字说明：Ｃ１Ｃ８，第１—第８肋板；ｃｐｆ，肋缘窗；ｌｆ，腹甲侧窗；ｌｓ，侧棘；ｍ５ｍ１２，第５—第１２缘盾；

Ｎ２Ｎ７，第２—第７椎板；Ｐ４Ｐ１１，第４—第１１缘板；ｐ１ｐ３，第１—第３肋盾；ＰＬ，腹甲；

ＳＰ１，第１上臀板；ＳＰ２，第２上臀板；ｖ２ｖ４，第２—第４椎盾

（ａ）—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ａｐａｃｅ；（ｂ）—ｌｉｎ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１Ｃ８，１ｓｔｔｏ８ｔｈｃｏｓｔａｌｐｌａｔｅｓ；ｃｐｆ，ｃｏｓｔ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ｅ；

ｌ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ｏｎｔａｎｅｌｌｅ；ｌｓ，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ｐｉｎｅ；ｍ５ｍ１２，５ｔｈｔｏ１２ｔｈ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ｓｃｕｔｅｓ；Ｎ２Ｎ７，２ｎｄｔｏ７ｔｈｎｅｕｒａｌｐｌａｔｅｓ；

Ｐ４Ｐ１１，４ｔｈｔｏ１１ｔｈ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ｐｌａｔｅｓ；ｐ１ｐ３，１ｓｔｔｏ３ｒｄｐｌｅｕｒａｌｓｃｕｔｅｓ；ＰＬ，ｐｌａｓｔｒｏｎ；ＳＰ１，１ｓｔｓｕｐｒａｐｙｇａｌｐｌａｔｅ；

ＳＰ２，２ｎｄｓｕｐｒａｐｙｇａｌｐｌａｔｅ；ｖ２ｖ４，２ｎｄｔｏ４ｔｈ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ｓｃｕｔｅｓ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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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较好，尤其是左侧的肋板几乎完整保存。相邻

肋板间的骨缝平直，第４和第５肋板最长。自第２

至第５肋板，各肋板的宽度从内侧向外侧几乎没有

变化（自由肋骨突除外）；第６肋板宽度从内侧向外

侧略有增加，而第７肋板的宽度从侧内向外侧略有

减小。第８对肋板在中线处相接，其内侧宽度明显

小于外侧自由肋骨突基部的宽度，该肋板完全分隔

其前部的第７椎板和其后部的第１上臀板。各肋板

外侧的自由肋骨突均很长，分别占对应肋板全长的

１／３左右；自由肋骨突与缘板间的肋缘窗非常发育。

左侧前３枚缘板未保存，而第４缘板至最末一

枚缘板近于完整。第４、第５缘板窄长；第６缘板向

后明显加宽；第７缘板最为宽大，其外侧缘具有非常

发达的侧棘（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ｐｉｎｅ），侧棘向侧后方伸出，逐

渐向侧外方弯曲，末端为尖锐的尖角。第８至第１１

缘板的宽度向后依次渐渐变窄，相邻缘板间骨缝分

别容纳最后３枚肋板自由肋骨突的末端，第１１缘板

末端的位置接近第２上臀板的侧缘。整体上看，第

７缘板最宽大且具侧棘，其后部的缘板总体上宽于

侧棘之前的缘板。

仅第２至第４椎盾（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ｓｃｕｔｅ）的边缘较

为清晰，椎盾横宽。第２椎盾前缘界线不清楚，其前

侧缘明显长于后侧缘，前侧缘显著内凹而后侧缘明

显外凸。第３椎盾保存最为完整且清晰，约为横宽

的六边形，但各边缘均呈现微弱的内凹或外凸形态；

其前缘、后缘略向前拱曲，分别横过第３椎板和第５

椎板的中后部，前缘长度３．３ｃｍ、稍短于后缘的４．２

ｃｍ；前侧缘向后侧方倾斜，与中线间夹角约４５°，该

边缘略内凹；后侧缘长度明显小于前侧缘，仅为前侧

缘长度的３／５；前侧缘与后侧缘间所形成的侧角小

于９０°。第３椎盾横过两侧角处的最大宽度为７．１

ｃｍ，为该椎盾中线长度（３．５ｃｍ）的２倍；该椎盾宽

度约为该处背甲宽度的４６％，接近一半。第４椎盾

亦横宽，宽度约与上一椎盾相等，其后缘横过第７椎

板的中后部。第５椎盾各边缘尚无法辨认。

肋盾（ｐｌｅｕｒａｌｓｃｕｔｅ）仅其中部在椎盾侧缘与肋

缘窗内侧边缘之间的盾沟界线较为清晰，推测肋盾

的形态应为五边形或四边形。

缘盾（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ｓｃｕｔｅ）自前向后，交替覆压其下

方的缘板，但缘盾宽度仅约为相对应缘板宽度的一

半。第７缘盾后部对应于侧棘的位置。

在左侧肋缘窗之下，出露部分腹甲（ｐｌａｓｔｒｏｎ）的

骨板，显示腹甲侧窗（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ｏｎｔａｎｅｌｌｅ）的存在且较

发育，约呈纵向拉长的椭圆形。

背甲表面具显著的短粗嵴状纹饰，分布于两侧

肋缘窗之间的椎盾和肋盾表面，嵴状纹饰的排列具

有一定的规律，大体自椎板或肋板骨化中心点位置向

四周略呈放射状分布。缘盾表面光滑，不具有纹饰。

比较：中国龟属犛犻狀犲犿狔狊的背甲具有以下一些

特征：①甲壳长约２０ｃｍ；②背甲低平，颈盾缺失，第

１椎盾构成背甲前缘的一部分；③一块臀板消失，第

２上臀板构成背甲后缘的一部分；④第５椎盾参与

背甲后缘的组成；⑤第７缘板侧向扩展，形成凸起或

长棘等（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Ｔｏ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上面描述的标本背甲前缘缺损、第５椎

盾形态不明，但具有典型的③、⑤的特征，其背甲沿

中线区域自前向后发育一宽缓的纵向凹陷等，也是

该属各种均有的特点，因此上面记述的标本无疑应

归入中国龟属。

中国 龟 属 之 前 共 包 括 ３ 种：圆 镜 中 国 龟

犛犻狀犲犿狔狊犾犲狀狊、卡美拉中国龟犛．犵犪犿犲狉犪、短棘中国

龟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这里记述的新标本与这３个种均

区别明显。

圆镜中国龟犛．犾犲狀狊产于山东新泰（Ｗｉｍａｎ，

１９３０；Ｙｅ Ｘｉａｎｇｋｕｉ，１９６３；Ｂｒｉｎ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ｂ），其幼年个体与成年个体在背甲形态与长宽

比、椎盾形态与长宽比、侧棘发育程度等方面均存在

着差异（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新标本的肋缘

窗非常发育、椎盾非常宽、侧棘长且弯曲等，与圆镜

中国龟区别明显。新标本仅具有７枚椎板，左右第

８肋板在中线处相接，也与圆镜中国龟椎板９枚、且

完全分隔两侧椎板的特征不同。新标本第１上臀板

非常宽大、且与第２上臀板等宽，而圆镜中国龟第１

上臀板非常小。新标本背甲具明显的粗嵴状纹饰，

而圆镜中国龟背甲表面则没有纹饰。

卡美拉中国龟犛．犵犪犿犲狉犪的甲壳材料不完整，

但根据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的描述与复原，该种

与本文记述的新标本的区别也是较为明显的。虽然

它们均具有很长的侧棘、背甲后部缩短而向中部汇

聚、肋缘窗明显等特征，但区别主要表现为：①新标

本的椎盾比卡美拉中国龟的更加横宽，尤其是新标

本第３椎盾宽为长的２倍且其前侧缘显著长于后侧

缘，与卡美拉中国龟的第３椎盾形态区别非常大；②

新标本第８对肋板在中线相接，卡美拉中国龟则被

后部椎板所分隔；③新标本第１上臀板非常宽大，而

卡美拉中国龟第１上臀板推测则很小。

短棘中国龟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的模式标本亦发现

于鄂托克旗查布，而甘肃环县的一件龟甲被认为是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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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棘 中 国 龟 的 相 似 种 犛．ｃｆ．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新标本的背甲长、宽近等（不

含侧棘），侧棘之后的背甲边缘较明显向中线汇聚；

而短棘中国龟背甲长明显大于宽，侧棘之后的背甲

边缘逐渐向中线处收缩。新标本椎盾短宽，其中第

３椎盾宽为长的２倍，前侧缘显著长于后侧缘；短棘

中国龟第３椎盾为宽略大于长的六边形，前侧缘稍

长于后侧缘。新标本具非常发育的肋缘窗，而短棘

中国龟背甲侧窗封闭。新标本侧棘长而发达，而短

棘中国龟侧棘很小。

总之，本文描述的新标本与中国龟属其他３种

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表１），因此依据这件新的龟

类背甲建立了查布中国龟（新种）犛犻狀犲犿狔狊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

ｓｐ．ｎｏｖ．。

表１　中国龟属不同种主要特征对比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犳犛犻狀犲犿狔狊

属种名

特征

查布中国龟

犛．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

卡美拉中国龟

犛．犵犪犿犲狉犪

圆镜中国龟

犛．犾犲狀狊

短棘中国龟

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

背甲形态 长宽近等（不包括侧棘） 宽大于长（不包括侧棘） 成年个体长大于宽 长大于宽

肋缘窗 发育 发育 不发育 不发育

第３椎盾
六边形，宽为长的２倍，前

侧缘显著长于后侧缘

六边形，宽略大于长，前侧

缘与后侧缘长度相近

六边形且前侧缘与后侧缘长度相

近，在未成年个体中宽大于长，在

成年个体中长略大于宽

六边形，宽略大于长，前侧

缘稍长于后侧缘

椎板 ７枚 ９枚 ９枚 ？

第８对肋板 在中线处相接 左右分隔 左右分隔 ？

第１上臀板
横宽且与第２上臀板宽度

相近
小？ 非常小

宽大于长，略窄于第２上

臀板

侧棘 发达 发达
幼年个体中较明显，成年个体中仅

为小凸起
短小

纹饰

椎盾与肋盾具显著短粗嵴

状纹饰且呈放射状排列，

缘盾无纹饰

较弱的短细嵴 光滑 小突起及皱纹

２　讨论

２１　种间差异与个体发育差异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ｂ）对 圆 镜 中 国 龟

犛犻狀犲犿狔狊犾犲狀狊进行重新描述，发现该种在个体发育

的不同阶段，其背甲的整体形态、椎盾形态以及侧棘

的发育程度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幼年个体背

甲宽大于长、椎盾宽大于长、侧棘较发育，而成年个

体背甲长大于宽、第３和第４椎盾长大于宽、侧棘减

弱为侧缘的凸起等。那么，查布中国龟（新种）

犛犻狀犲犿狔狊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与鄂尔多斯已记述的

卡 美 拉 中 国 龟 犛．犵犪犿犲狉犪 和 短 棘 中 国 龟

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之间的不同，到底是不同种之间的差

异还是不同个体发育阶段间的差异呢？

第一、背 甲 形 态 与 长 宽 比。查 布 中 国 龟

犛．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背甲前缘未保存，但其侧棘之后的背

甲边缘较为明显地向中线处汇聚，导致背甲后部明

显变短。这一形态与卡美拉中国龟犛．犵犪犿犲狉犪的较

为相似，但后者的程度更大一些；类似的形态在已知

圆镜 中 国 龟 犛．犾犲狀狊 最 小 个 体 中 也 能 观 察 到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ｂ）。 而 短 棘 中 国 龟

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侧棘后的背甲边缘则相对要长得多

（Ｔｏ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由于卡美拉中国龟的材料不完整，对其背甲确

切形态的恢复缺少标本的直接支持。在Ｂｒｉｎｋｍａ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的复原图中，该种背甲宽明显大于长

（即使将侧棘排除在外）；查布中国龟唯一标本的背

甲长宽大致相等。从化石保存情况看，卡美拉中国

龟肋板保存较好的标本（ＩＶＰＰＶ９５３２１；Ｂｒｉｎｋｍａ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代表一较大个体，其背甲无疑应大于

本文描述的查布中国龟的背甲，但其背甲却更加短

宽。如果参照圆镜中国龟背甲在小个体中较为短宽

而在大个体中却变得较长的情况，查布中国龟和卡

美拉中国龟在背甲长宽比例上的不同，作为不同种

的区别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短棘中国龟背甲的长度则明显大于其宽度，与

查布中国龟的区别很显著。

第二、第３椎盾形态与长宽比。第３椎盾是背

甲中部的一个盾板，在中国龟属各个种中，该椎盾形

态基本上都为六边形，且其前缘和后缘分别横过第

３椎板和第５椎板（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本文）。但这一盾板在几个种

之间的形态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卡美拉中国龟

犛．犵犪犿犲狉犪、短棘中国龟（相似种）犛．ｃｆ．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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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镜中国龟犛．犾犲狀狊小个体标本中，第３椎盾为宽略

大于长的六边形，各边较平直，前侧缘略长于后侧缘

且两者间形成的夹角通常大于１２０°（图３）。圆镜中

国龟成年个体第３椎盾长大于宽，两侧缘延伸方向

与中线间的夹角变得更小。查布中国龟的第３椎盾

则非常宽，且各边缘呈现微弱的内凹或拱凸，该椎盾

宽为长的２倍，前侧缘明显长于后侧缘且两者间所

形成的侧角为略小于９０°的锐角。从第３椎盾横过

侧角的宽度与这一水平线上背甲的宽度之比方面，

查布中国龟是最大的，可达４６％；而在其他种中，这

一比例约为１／３左右或更小。

虽然在圆镜中国龟、卡美拉中国龟的一些标本

中，椎盾的形态和长宽比例存在一些小的差异，但从

第３椎盾的形态来看，它们在查布中国龟与中国龟

属其他种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有理由将查布

中国龟作为中国龟属的独立的一个种。

第三、侧棘形态与发育程度。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ｂ）提及了２０余件卡美拉中国龟犛．犵犪犿犲狉犪分

离的侧棘，长度变化很大，论文附图中显示侧棘主干

大体沿直线延伸。我们近几年在卡美拉中国龟正型

标本的产地（杭锦旗老龙豁子）以及相邻一些地点的

同组地层中，在野外观察到至少３０余件分离的侧棘

化石，它们大小相差很大，小者其长度约１０ｍｍ，大

者的长度超过５０ｍｍ，但这些侧棘均较直，仅个别

侧棘略显弯曲。查布中国龟犛．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的侧棘

末端较为明显弯向侧方，与卡美拉中国龟的绝大多

数侧棘显示一定的区别，但这种差异没有本质的不

同。短棘中国龟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的侧棘短小，且很

直，与查布中国龟发达的侧棘明显不同。

除 了 以 上 一 些 区 别 外，查 布 中 国 龟

犛．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与卡美拉中国龟、短棘中国龟之间还

存在另外一些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它们应分别代

表不同的种。

２２　中国龟的生活方式

中国龟属背、腹甲扁平，是高度适应于水中环境

的龟类。在本文记述的查布中国龟化石标本的产

地，还发现有不完整的短棘中国龟标本；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描述的短棘中国龟标本也来自

于同一地区。与查布中国龟同一地点同一层位中还

存在适宜于水生环境的师氏中国弓鳍鱼犛犻狀犪犿犻犪

狕犱犪狀狊犽狔犻（Ｌｉｕ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６３）、孙氏伊克

昭龙犐犽犲犮犺狅狊犪狌狉狌狊狊狌狀犪犻犾犻狀犪犲（Ｓｉｇｏｇｎｅａｕ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９８１；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以及双壳类化石，为

该龟类生活于水中的生活习性提供了更多的旁证。

图３　中国龟属不同种之间第３椎盾形态比较（未按比例）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ｓｃｕｔ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犛犻狀犲犿狔狊

（ａ）—圆镜中国龟小个体（ＩＶＰＰＶ９５３３３）；（ｂ）—圆镜中国龟中等

大小个体 （ＩＶＰＰ Ｖ９５３３１）；（ｃ）—圆 镜 中 国 龟 大 个 体 （ＩＶＰＰ

Ｖ９５３３４）；（ｄ）—短棘中国龟相似种（ＩＶＰＰＶ１０３４）；（ｅ）—卡美拉

中国龟复原图；（ｆ）—查布中国龟（新种）（ＩＧ１３０５１）。（ａ）（ｂ）（ｃ）

（ｅ）据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ａｎｄＰ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１９９３ｂ；（ｄ）据 ＴｏｎｇＨａｉｙａｎ

ａｎｄ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２０１３

（ａ）—犛．犾犲狀狊，ｓｍａｌ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ＶＰＰ Ｖ９５３３３）；（ｂ）—犛．犾犲狀狊，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ＶＰＰ Ｖ９５３３１）；（ｃ）—犛．犾犲狀狊，ｌａｒｇ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ＶＰＰ Ｖ９５３３４）； （ｄ）—犛．ｃｆ．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 （ＩＶＰＰ

Ｖ１０３４）；（ｅ）—犛．犵犪犿犲狉犪，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犛．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

ｓｐ．ｎｏｖ．（ＩＧ１３０５１）．（ａ）（ｂ）（ｃ）（ｅ）ａｆｔｅｒ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ａｎｄＰ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１９９３ｂ；（ｄ）ａｆｔｅｒＴｏ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ａｎｄ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２０１３

中国 龟 属 在 鄂 尔 多 斯 地 区 的 ３ 个 种 中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本文），其背甲两侧均具有发育程度不同的侧

棘，其中在卡美拉中国龟和查布中国龟中，侧棘非常

发达。这些侧棘具有保持龟甲平衡稳定、防止龟甲

侧翻或旋转的作用（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ｂ；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从具有侧棘这一点上看，鄂

尔多斯地区的中国龟类（ｓｉｎｅｍｙｄｉｄｓ）能够更好地适

应水流较为动荡的河流环境，有利于拓展其生活

空间。

２３　鄂尔多斯地区早白垩世龟类化石的产出层位

鄂尔多斯西部地区早白垩世地层中已发现的龟

类化石目前共有４种：光滑鄂尔多斯龟犗狉犱狅狊犲犿狔狊

犾犲犻狅狊、卡美拉中国龟犛犻狀犲犿狔狊犵犪犿犲狉犪、短棘中国龟

４３６



第４期 姬书安等：内蒙古鄂托克旗早白垩世龟类化石一新种

犛．犫狉犲狏犻狊狆犻狀狌狊 和 查 布 中 国 龟 犛．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

ｓｐ．ｎｏｖ．。其中前两种的模式标本来自杭锦旗老龙

豁子罗汉洞组（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ａ，１９９３ｂ），而

后两种则产于鄂托克旗查布一带的泾川组。Ｔｏ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在记述短棘中国龟时，认为其

层位为罗汉洞组。但根据查布一带地层层序、岩性

组合、共生化石和大量恐龙与鸟类足迹等，不少学者

持这一地点的地层应为泾川组的观点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１９９６；

ＬｉＪｉ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查布中国龟犛．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

模式标本的同地点同层位地层中，也同时发现有短

棘中国龟的化石。

龟类化石在鄂尔多斯早白垩世地层中分布较为

广泛，在杭锦旗和鄂托克旗多个地点的地层中都有

发现，但相对较为完整的、具有鉴定价值的龟类化石

目前仅来自杭锦旗老龙豁子和鄂托克旗查布。截止

到目前，龟类化石在泾川组和罗汉洞组中各识别出

２种，在属种类型和生活习性方面显示出一定程度

的继承性特点。

３　结论

内蒙古鄂托克旗查布一带早白垩世泾川组中的

一件龟类化石，其背甲第３椎盾宽为长的２倍且其

前侧缘显著长于后侧缘、肋缘窗发育、第８对肋板在

中线处相接、第１上臀板宽大、侧棘发达、纹饰为短

粗嵴状。这些组合特征与中国龟属犛犻狀犲犿狔狊已知

种均不相同，应代表一新种———查布中国龟（新种）

犛犻狀犲犿狔狊 犮犺犪犫狌犲狀狊犻狊 ｓｐ．ｎｏｖ．。 中 国 龟 类

（ｓｉｎｅｍｙｄｉｄｓ）为适应水流较为动荡的河流环境的龟

类，在鄂尔多斯地区早白垩世时期有较高的分异度。

致谢：内蒙古鄂托克恐龙遗迹国家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部分同志在

野外工作中给予帮助，崔贵海先生精心修理化石标

本，作者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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