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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齿龙类是一种小—中型的兽脚类恐龙，主要

发现于亚洲和北美的白垩纪地层。传统认为伤齿龙

科与驰龙科互为姊妹群，共同组成恐爪龙类，构成

了与鸟类最近的一个演化支系，其系统古生物学研

究，对探讨鸟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与驰龙科相比，

伤齿龙科的化石材料较少，研究程度较低。我国的

伤齿龙类化石迄今共发现 12属 12种；其中热河生

物群共发现 7属 7种，均属于伤齿龙类早期分异类

型。2014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附近的野外考

察中，我们发现了一处早白垩世恐龙化石集群，其

中包括一件伤齿龙类标本（Zhang Honggang et al.,
2022）。这一发现是伤齿龙类在宁城盆地热河生物

群的首次记录。我们基于前部颈椎椎体侧面发育两

个侧凹的独特特征（Yin Yalei et al., 2018），将该标

本归入张氏中国猎龙（Sinovenator changii），进一

步扩大了该属种的古地理分布。此外，该标本还展

现出一些与张氏中国猎龙正型标本不同的特征，如

中等发育的栖肌突；然而，这一特征是否具有分类

学意义还需要更多标本的佐证。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化石标本（SDUST-V1062）产自内蒙古赤峰市

宁城县必斯营子乡西大营子村段家沟附近

（N41°24′40″，E119°6′19″），其化石层的岩性特征

和动物群面貌与义县组底部陆家屯化石层相似。目

前，该化石层已发现 4 种恐龙，除 SDUST-V1062
外，还发现了类似于盘足龙的蜥脚类牙齿、类似于

热河龙的新鸟臀类头后骨骼以及类似于鹦鹉嘴龙

的角龙类骨骼，除此之外，还发现了 1种蜥蜴以及

1种哺乳动物（Zhang Honggang et al., 2022）。

SDUST-V1062为一件立体保存的、关联程度高

的头后骨架（图 1）。根据椎体—椎弓缝合线消失、

胫跗骨愈合等特征，推断其为一成年个体。化石主

要以右侧面暴露，修雕工作是在双目实体显微镜

（徕卡M80）下手工完成。拍照和图片处理借助数

码相机（尼康 D750）和 Photoshop CC2018 完成。

分支分析借助 TNT v. 1.5软件完成。

2 描述与比较

颈椎、后部背椎和远端尾椎保存较完整，所有

脊椎均呈关联状态保存。颈椎共 10 节，包括寰椎

和枢椎，同其他虚骨龙类。前部颈椎长度逐渐增大，

在第 6颈椎达到最大长度，之后颈椎长度逐渐变短。

前寰椎暴露，为一对光滑骨片。枢椎神经棘后背缘

向后延伸。第 3颈椎椎体侧面发育两个侧凹，其位

置和形态与张氏中国猎龙相似（Yin Yalei et al.,
2018）。气腔构造在第 6和第 7颈椎的侧面暴露较

好，形态与其他伤齿龙类相似。最后 5节背椎保存，

形态相似，椎体呈哑铃形，两端加宽，中间收缩变

窄，未见气腔构造。前 13 节远端尾椎暴露良好。

同其他伤齿龙类，远端尾椎神经棘缺失，神经弓背

侧发育一条纵沟。

肩带和前肢保存较完整。肩胛骨和乌喙骨未愈

合。乌喙骨后侧视呈矩形，其腹缘加宽。肱骨近端

三角肌脊较短，小于肱骨长度的 30%；内结节发育，

向后侧突出。桡骨长度约为肱骨长度的 65%。手部

骨骼暴露较差，第 1掌骨较短，约为第 2掌骨长度

的 43%。

腰带和后肢保存近完整，且暴露良好。耻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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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髂骨近垂直向下延伸。近端，耻骨前侧发育一

中等大小的栖肌突。股骨第四转子发育，为一纵向

延伸的低脊。胫跗骨近端前后向膨大，外侧胫脊缺

失。跖骨暴露良好。第 2跖骨仅略细于第 4跖骨，

为基干伤齿龙类典型特征。第 3跖骨前侧视可见，

呈亚窄足型，骨干中部横截面呈板状。第 4跖骨最

为粗壮，骨干后侧缘呈脊状。趾骨暴露良好，趾式

为 2-3-4-5-0。第 2趾骨最为粗壮，高度特化，为恐

爪龙类典型特征。趾节 II-2仅略短于趾节 II-1。第

2趾爪明显大于其他趾爪，强烈弯曲。

3 支序系统学分析

本文依据已发表的虚骨龙类数据矩阵（Pei Rui
et al., 2020），添加了 SDUST-V1062的特征编码，

共计 170个分类单元，853个性状特征，通过系统

发育分析软件 TNT v. 1.5进行演算，得出严格合意

树。SDUST-V1062处于伤齿龙类的基干位置，与中

国猎龙、寐龙（Mei）和金凤鸟龙（Jinfengopteryx）
构成一个单系分支，基于以下 3个特征的支持：背

侧视，颈椎神经棘纵向拉长；前侧视，跟骨和距骨

被一明显的肌腱沟分开；第 4跖骨内外侧加宽。

4 讨论

SDUST-V1062展示了伤齿龙类的一些典型特

征，如：前部颈椎椎体向后侧延伸的位置超过后关

节突后缘；远端尾椎神经棘缺失，椎弓背侧发育一

条沟槽；指节 III-1与指节 III-2长度近似相等；不

图 1 SDUST-V1062照片

对称的脚，第 2跖骨细于第 4跖骨；第 2跖骨远端

不呈滑车状。根据足部呈亚窄足型；第 2跖骨仅略

细于第 4跖骨等特征，可将其归入基干伤齿龙类。

支 序 系 统 学 分 析 也 支 持 了 这 一 结 论 。 在

SDUST-V1062 中，前部颈椎椎体侧面发育两个侧

凹，与张氏中国猎龙相似（Yin Yalei et al., 2018）。

基于该鉴定特征，将该标本归入张氏中国猎龙。不

过，在系统发育树中，SDUST-V1062与张氏中国猎

龙、寐龙以及金凤鸟龙构成一多分支，它们之间的

系统发育关系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SDUST-V1062显示出一些与张氏中国猎

龙正型标本（IVPP V 12615）不同的特征（Xu Rui et
al., 2002），如中等发育的栖肌突（图 1）。然而，

在张氏中国猎龙正型标本及其他一些基干伤齿龙

类如寐龙中，栖肌突近乎不存在。与之相比，在晚

白垩世进步伤齿龙类如戈壁猎龙（Gobivenator）、

潜 伏 女 猎 手 龙 （ Latenivenatrix ） 及 蜥 鸟 龙

（Saurornithoides）中，栖肌突明显拉长，作为一个

共有衍征。在 SDUST-V1062 中，栖肌突的中等发

育或许代表了栖肌突拉长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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