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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冠军梁龙体长冠军梁龙

梁龙的头部

头部纤细小巧，脖子长约7.5米，脸部比较狭长。鼻孔显得很特

别，长在头顶上。牙齿非常小，嘴前部的牙齿有些扁平，可以更好

地切断枝叶，但嘴部两侧及后部无牙齿，因而它只能吃些柔嫩多汁

的植物。它进食时从来不咀嚼，而是直接将食物囫囵吞下去。

梁龙的身躯

梁龙身躯全长27米，是恐龙世界中的体长冠军。由于背部骨骼

较轻，使得它的身躯瘦小，只有10吨重。四肢粗壮，其前肢比较短

粗，后肢比较粗长，所以它的臀部比较高；每只脚上有5个脚趾，

其中的一个脚趾长着巨大而弯曲的爪子。

尾巴长约13.4米，像一条长长的鞭子，并且能够弯曲。

梁龙的骨架

从其纤细、小巧的头部到其巨大无比的尾巴顶稍，梁龙的身体

由中轴骨骼连接着，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脊椎骨。脖子比较长，大约

由16块脊椎骨组成。胸部和背部相对较少，只有11块。在尾部却有

大约70块尾椎骨，其尾部中段的尾椎骨能够着地，并能轻松地支撑

起身体。

梁龙的生活方式

梁龙是侏罗纪晚期中的一种恐龙，统治北美洲达1000多万年。

由于梁龙要进食大量的食物，又没有用来咀嚼食物的牙齿，所以它

会吞食卵石以帮助消化。当它把某一区域的食物吃完后，就会迁徙



到植物生长茂盛的地区。

长颈之谜

梁龙跟大部分的蜥脚类恐龙一样有长长的颈，那么，它的长颈

有什么用途呢？有专家认为，梁龙在湖中生活，依靠水的浮力来支

撑沉重的身体，长长的颈部可以将鼻子伸出水面，以便呼吸。但由

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梁龙长时间在水中生活，所以这个理论也无

法被证实。

后来，化石证据证明梁龙在陆地上生活，于是又有人认为，梁

龙在陆地上生活，就必须进食长在树顶的树叶。于是梁龙的颈会抬

到离地几十米高，以方便进食新鲜的树叶。

但研究结果证明，梁龙的颈部结构是绝对不容许把头抬到很高

的。因为如果梁龙的颈部抬得太高，颈椎便会因为承受过大压力而

断裂。

所以，梁龙的颈部一般和身体水平，但稍微上倾。长颈的用途

是当梁龙低头进食低矮植物时可以不用移动身体，便可以涉食到很

大范围的植物。

尾巴之谜

梁龙的特征是庞大的身躯、长颈和鞭状的尾巴。梁龙的身体被

一串相互连接的中轴骨骼支撑着，它的脖子是由多块脊椎骨组成，

而其细长的尾巴之所以能够直立甩动，也是因为这种骨骼支撑。

梁龙的尾部中段每节尾椎都有两根“人”字形骨延伸构造，学

名“双梁”就由此得来。

尽管梁龙身体庞大，但它完全可以用后腿站立，用脖子和尾巴



的力量将自己从地面上支撑起来，以便能用巨大的前肢进行自卫。

另外，梁龙的细长尾巴还是鞭打敌害强的有力武器，当危险临近，

梁龙会摆动尾巴迫使敌害后退。



小脑袋的腕龙小脑袋的腕龙

腕龙的头部

腕龙的头部有别于其他恐龙，头部非常小，显得不是那么聪

明，头颅骨有着非常密的小孔，主要作用是帮助减轻头部重量。它

有长长的脖子，以便能够吃到树梢处的嫩叶。

蜿龙的口部较长，颌部结实并且厚重，牙齿呈竹片状，有利于

咬碎植物。它的鼻子长在头顶上。恐龙化石上头顶上的丘状突起部

位，就是它的鼻子。

腕龙的身躯

蜿龙身躯庞大，体长24米，重达80吨，相当于5头非洲大象的体

重，可以看出它的身体过于笨重。

腕龙主要依靠粗壮的四肢来支撑身体，肩膀离地大约5.9米，而

头抬高时，离地面大约有12米，相当于4层楼的高度。

由于它的前腿比后腿长，使得肩部高耸，而臀部很低，看上去

身体向后倾斜，这与长颈鹿很相像。

腕龙的四肢

蜿龙主要靠四肢行走。前肢比较长，一个成年人的高度也只能

够到它的膝盖。

后肢短粗，每只脚有5个脚趾，前脚的第一趾及后脚的前三趾，

都长有锐利的爪子。

腕龙的生活方式



腕龙是一种巨大的草食性恐龙，生存于侏罗纪晚期的美国和葡

萄牙地区。它们喜欢集体生活，并且经常成群结队而行。别看它们

个子大，胆子却非常的小，食肉恐龙一来，它们就纷纷跑进水里躲

藏起来了。

由于身体太重靠四足支撑，这样蜿龙行动十分不便，它们只好

在有水的地方活动，靠水的浮力来减轻一些体重，同时也躲避食肉

恐龙的袭击。平时，只有产蛋、转移到其他湖泊时才到岸上来。

据估计，腕龙一天要吃掉植物1500千克，相当于现在大象10天

的食量，由此可见它的食量非常大。它在吃东西时，也从来不咀

嚼，而是直接将食物整块吞下。待某一地区的食物不足时，它们就

会集体迁徙寻找新的生存地。

产蛋与育子

腕龙在产蛋时从来不做窝，它喜欢一边走路一边产蛋，这样它

产的蛋就形成了一条线。另外，腕龙不是一个好的母亲，恐龙蛋出

幼龙后，它从来不去照看哺育。

两个脑袋之谜

腕龙是地球上出现过的体形最大、体重最重的恐龙之一。它前

肢巨大，脖子酷似长颈鹿的脖子。它是当前有完整骨架的恐龙里个

子最高的一个。

令人奇怪的是拥有巨大的身躯、很长的脖子的腕龙，却长着一

个很小的脑袋。我们知道，头脑是指挥身体行动的“司令部”，脑

量很少的话是不能协调身体运动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腕龙的中

枢神经系统在腰部变大、膨胀，形成一个神经节，替大脑分管内脏



和四肢的运动。也就是说，有一个巨大、强健的心脏不断将血液从

腕龙的颈部输入它的小脑。

也有人认为，它也许有好几个心脏来将血液输遍它庞大的身

体。这就是专家们所称的腕龙有“第二大脑”和“恐龙有两个脑

袋”的来历。

偏食树叶之谜

研究表明，腕龙是草食性恐龙，它的主要食物是树叶。也许人

们有个疑问，既是食草，为何又专吃树叶呢？这要从它的身体结构

说起。

腕龙的肩膀离地就有5米多，当它的头抬起举高时，离地面大约

有12米，这样就只有觅食高树梢的枝叶对它才方便。但也有科学家

认为它不会让脑袋抬举太久，因为那将会使血液很难输送上去，所

以不排除会低头吃其他植物的可能。



食量大的雷龙食量大的雷龙

雷龙的头部

雷龙头部形状与马的头部相像，并且头部比较小。脖子比较细

长，大约有8米。牙齿比较少，长在颌骨的前部，呈现一个棍棒

状，与铅笔头非常相似。鼻孔位于头部前方，但只有一个鼻孔。

雷龙的体形

体形比较庞大，是陆地上存在的最大动物之一，身长约25米。

前肢较短，后肢较长。尾巴长约9米，在正常行走时，尾巴是不会

着地的。前肢有一个大指爪，后肢的前三个脚趾都拥有锐利的趾

爪。

雷龙的四肢

四肢比较粗壮，脚掌比较大，每个脚掌如同一把张开的小伞。

由于身体的后半部略比前肩高，所以后肢更加强壮有力。

通常情况之下，雷龙可能会利用后肢站立，这样就能吃到高大

树木的枝叶，不过也会低下头去啃食地面上的低矮植物。

雷龙的骨骼

头骨较短，从侧面看像一个三角形，并且嘴部比较低，这些特

征与梁龙的头骨相似。颈部椎骨与梁龙的相比，则显得较短，只有

四肢骨骼比较结实、厚重。

雷龙拇指长有锐利的爪子。尾部脊椎骨结构和梁龙尾部脊椎骨

结构基本相似，被认为是比梁龙更粗壮的恐龙。



雷龙的生活方式

雷龙生存于侏罗纪末期亚洲、非洲以及美国的平原和森林中，

并成群结队而行。雷龙会遭到巨龙的攻击，不过也会把巨龙当成自

己的猎物。

它们是蜥脚类恐龙中生活得最为成功的一群。但在6500万年前

的物种大灭绝中同其他恐龙一起消失了。

名字之谜

雷龙是1877年由古生物学家马什命名的，它的分布极其广泛，

目前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都有它的化石出土。最初，人们发现了

一个非常大的恐龙胫骨，这令当时的研究者十分迷惑，就被命名为

迷惑龙。

1883年，古生物学家发现了几个零碎的恐龙骨骼化石，当时他

们看见这个恐龙的体型比较庞大，仿佛每踏下一步，就会发出一

声“轰”响，好似雷鸣一般，所以就将其命名为雷龙，意思是“打

雷的蜥蜴”。

然而，根据后续发现的其他化石说明，早已命名的迷惑龙与雷

龙是同一种生物。所以，依据命名优先权，迷惑龙命名在先，故

以“迷惑龙”称之。

食量之谜

雷龙生活在侏罗纪时期，最早在北美洲被发现，其体重超过25

吨，食量相当于40头牛那么大。如果按一头牛一天要吃几十千克草

计算，那么40头牛一天要吃的草，数量是非常惊人的。雷龙的主要

食物是羊齿类和苏铁类植物。



头小身子大的雷龙，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吃东西，而且还狼

吞虎咽。食物从长长的食管一直滑落到胃里，在那里这些食物会被

它不时吞下的鹅卵石磨碎。雷龙是恐龙中最大的种类之一，有的身

长达30米以上，有5层楼那么高。它们都是吃植物的动物，一群庞

大的雷龙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摧毁一片树林。不过，那时候的主要

植物生长速度非常快，体形庞大的雷龙因为有充足的食物和暖和的

天气，在北美洲的大地上迅速繁衍，成为了侏罗纪末期北美洲草食

性恐龙的主流物种。



食草动物板龙食草动物板龙

板龙的头部

头比许多原蜥脚类恐龙坚固得多，颈部细而长。它有长长的口

鼻部，有许多小型、叶状和位于齿槽中的牙齿。板龙的颌部关节的

位置比较低，能够给下颌肌肉提供更大的力量。

板龙的身躯

板龙身体比较庞大，体长为6米至8米，身高3.6米，体重达5

吨。

它前肢比较短小，后肢比较粗长。前肢掌部有五个指头，拇指

上有能够灵活运动的大爪子，这个利爪不但能够驱赶敌害，还能抓

取食物。板龙尾部非常肥厚，尾巴也十分有力，常常用来进行攻

击。

板龙的四肢

古生物学家经过研究，发现板龙有5根手骨，并且每根都长短不

齐。外侧的两根比较短，中间两根比较长，还有一根大拇指，能够

十分灵活地向后弯曲。

在一般情况下，板龙的手指在行走时按在地上就像脚趾，如果

它想抓东西，五只指爪就会弯曲，并向前紧紧地攥成一个拳头的形

状。

在通常情况之下，板龙依靠四肢进行行走，不过也会直立行

走。



板龙的行动

板龙是最著名的原蜥脚下目恐龙，是欧洲最常见的恐龙之一，

目前在西欧有超过50个三叠纪砂岩层中发现了板龙化石。

从这些化石中可以看出，板龙的大腿骨保存得相当完好，并且

这些大腿骨呈现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直立着。由此看出，这些恐

龙死亡时是直立的，而且这种直立姿势从未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慢慢形成化石。

板龙的生活

板龙生活于三叠纪中期，小型、叶状牙齿表明它们为草食性恐

龙，主要以高大植被、针叶树和苏铁为食。板龙在后肢的支撑下可

以直立起来，这样就能吃到树梢嫩叶。

有些时候，板龙以四肢爬行寻找地上的低矮植物。板龙没有咀

嚼用的颊齿，需要吞食胃石以协助消化食物。

板龙的近亲

禄丰龙曾被认为属于原蜥脚类板龙科，并且是蜥脚类祖先类

型。禄丰龙生存于距今约1.9亿年的早侏罗纪，它的身体比较大，

显得非常笨重。

禄丰龙的头部比较小，脚上长有大的趾，趾端有锐利的爪子。

前肢短小，尾巴粗壮，站立时，能够支撑身体。当它用四足行走

时，能迅速而敏捷地脱离“虎口”。

板龙体型差异

板龙是已知最大的三叠纪恐龙，也是三叠纪时期最大的陆生动



物，它们的体型比近蜥龙还要强壮。但研究表明，板龙体型并不相

同，它们个体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体型差异。

根据板龙化石骨头上生长层显示，它们个体的成长周期变化与

其所处的环境相关。

有些板龙在12岁时达到最大体型，而有的则要成长到30多岁才

达到最大体型。

板龙成年标本的大小也有不同，有些成年体的身长为4米至6

米，而有的则可达10米。板龙拥有很高的成长速率，这显示它们有

进化的恐龙生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恐龙的生长会严重受到所处环

境影响。换一句话说，板龙的体型差异也是不同环境造就的。

板龙死亡之谜

板龙生活于欧洲一带，这一地区在三叠纪时期气候环境和沙漠

相似。

人们在一些地方发现了由完整个体构成的化石群。这表明板龙

是在群体行动，穿越三叠纪干旱、类似沙漠的欧洲地区寻找新食物

来源时集体死亡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个别的板龙居住于干燥的高地上，当它们死亡

时，沙漠环境中间歇性洪水将它们的遗体冲刷到沙漠低处边缘的河

道末端堆积起来。



不像恐龙的埃雷拉龙不像恐龙的埃雷拉龙

埃雷拉龙的头部

头骨比较狭长并且非常平。它的下颌具有折叶状的结构，牙齿

呈锯齿状，能够有力地咬住并吞下较大的肉块。鼻孔较小，但它的

听觉比较灵敏，这主要是从它耳朵里的听小骨化石推测出来的。在

那个时代，它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快速的奔跑，可以捕捉小型恐龙或

其他爬行动物。

埃雷拉龙的身躯

体型庞大，长约5米，重达180千克。它主要依靠两足行走。前

肢比较短，并且前趾上长有锐利的爪子，能够抓握。后肢较长，健

壮有力，适合奔跑。它还有一条很长的尾巴用作平衡，这条尾巴以

重叠的尾椎突来硬化，这种结构非常适合高速奔跑的构造。

埃雷拉龙的生活方式

埃雷拉龙生活于三叠纪末期的南美洲，是速度相当快的两足肉

食性恐龙，也是最古老的恐龙之一。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机敏，奔

走迅速。它们通常生活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也可能行走在植物茂盛

的小河或湖岸边，抓捕或寻找食物。

它们具有很长的后肢，能够直立。掌部有爪，可以紧抓猎物，

因此能够比竞争对手跑得更快，一般的小猎物都逃不过它们的袭

击。埃雷拉龙主要以小型的草食性恐龙和其他小型爬行动物为食，

有时也会以小昆虫为食。

它们会利用它弯曲而尖锐的牙齿或有力的爪子给予猎物致命的

一击。在得到猎物后便迅速离开，以避免一些强大的掠食者来争抢



自己的食物，而幼龙则只能以动物的腐尸为食。

埃雷拉龙的近亲

根据埃雷拉龙的骨盆化石推测，其他恐龙也具有这种结构。后

来，人们还发现了十字龙、铁迪龙等恐龙，它们主要生存于三叠纪

中晚期，并且都是埃雷拉龙的近亲。十字龙是最早的恐龙之一。它

身长约两米，长颚上长着整齐的牙齿。这是用于捕捉猎物的，像鸟

一样细长的后肢可用来追逐猎物。

埃雷拉龙骨骼的出土

在阿根廷有一位叫埃雷拉的农民，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骨骼化

石，经古生物学家研究后得知，这具化石是一种恐龙的骨骼化石，

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直至1980年，才发现比较完整的

骨骼化石，这距离第一块化石被发现已经3年了，同时出土的还有

一些零碎的骨骼。

原始恐龙之谜

埃雷拉龙是在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及北美洲等地发现的，同

后来出现的兽脚类恐龙一样，埃雷拉龙的下颌具有折叶一样的结

构，能够有力地咬住并吞下大的肉块。埃雷拉龙可能与同期的大型

初龙类动物有血缘关系，虽然它们表现出了兽脚类恐龙的共同特

征，即两足行走和能抓握的前肢。但分析表明，它们大约生活在

2.3亿年以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恐龙之一。

真假恐龙之谜

埃雷拉龙有很多与恐龙不同的特征。如在其臀部及腿部骨头的

形状上，它的骨盆与蜥臀目相似，但髋臼只是部分中空；肠骨只以



两根荐椎骨支撑，是一种原始特征；耻骨向后，则是驰龙科及鸟类

的衍生特征；它的耻骨的末端是呈靴形，与鸟兽脚类的很相似；椎

体的形状则像异特龙的沙漏形状。埃雷拉龙的头颅骨长而且窄，并

且几乎没有所有后期恐龙的特征，却与较原始的主龙类（如派克

鳄）没有多大差异。另外，它的头颅骨上有五对洞孔，其中两对是

眼窝及鼻孔。

在眼睛与鼻孔之间有一对眶前孔及一对长0.01米、像裂缝的洞

孔，称为原上颌孔。下颌有个灵活的关节，这可以容许它的下颌骨

头前后移动，抓住猎物。这种特征在其他恐龙并不常见。埃雷拉龙

的这些特征，使古生物界学者对其恐龙的身份持有怀疑态度，但其

大部分身体的恐龙特征，又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属于恐龙类生

物。



同类相食的腔骨龙同类相食的腔骨龙

腔骨龙的头部

腔骨龙头部较长并且狭窄，具有大型的孔洞，可以减轻头部的

重量，洞孔间的狭窄骨头能够保持结构的完整性。

头部类似于鹳鸟的头部，其嘴巴尖颌部长着锐利的牙齿，并且

向后弯曲。另外，它的牙齿是标准的猎食性恐龙的牙齿，牙齿的边

缘如同锯齿。它的颈部细长，呈弯曲状。

腔骨龙的身躯

结构，在其脊椎的前关节互相交错，形成半僵直的结构，似乎

可制止它的尾巴上下摆动。腔骨龙的尾巴比较长，也非常纤细，挺

直状，是善于奔跑的动物的独特特征。当腔骨龙快速移动时，尾巴

就成为了像舵一样的平衡物。

腔骨龙的骨架

腔骨龙的骨架与现代的鸟类大致相同，部分骨骼是空的，并且

薄如纸，这就减轻了自身的重量。

骨骼也都愈合在了一起，所以与爬行类动物不太一样，它跑得

飞快，并且停下来时身体挺直。

腔骨龙的发现

腔骨龙化石最早发现于1881年，8年后被美国古生物学家及爬虫

类学家与鱼类学家的爱德华·德林克·科普命名为腔骨龙，不过这

套化石的保存状况很差，很难拼凑出腔骨龙的完整外貌。



直至1947年，有人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幽灵牧场，发现了一

处有大量的腔骨龙尸骨的化石层。

这么多腔骨龙的化石可能是由突然的洪水所造成，洪水将它们

集体冲走、掩埋。事实上，这类洪水在此段地球历史时期非常普

遍。

1989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埃德温·尔伯特对所有已发现的化石

进行了一次完整的研究，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腔骨龙的资

料。

幽灵牧场的大量标本，包括完整保存的标本，其中一个取代了

原有的标本，成为了作为分析的模式标本。

因为幽灵牧场的发现，很多骨骼在亚利桑那州及新墨西哥州出

土，在犹他州也有未确定的标由于骨骼是中空的，它的身体就比较

轻盈，行动迅速，所以它是一个捕猎能手。腔骨龙主要以小型、类

似蜥蜴的动物为食，也可能以小群体方式集体猎食，这样就可以猎

捕大型的草食性恐龙。

腔骨龙的分类

腔骨龙是属于独立的腔骨龙科，其下只有一个物种，即鲍氏腔

骨龙。另外两个的物种，洛氏腔骨龙及威氏腔骨龙，由于不能被鉴

定而被认为是鲍氏腔骨龙的异名。

腔骨龙科是一群原始的肉食性兽脚亚目恐龙，大部分的腔骨龙

科恐龙体型比较小。

腔骨龙的繁盛期在晚三叠纪到早侏罗纪之间这一段黄金时间

内。



1998年，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保罗·塞里诺利用亲缘分支分类

法研究，将腔骨龙科定义为：包含鲍氏腔骨龙与三叠原美颌龙，与

它们的最近共同祖先以及两者最近共同祖先的所有后代。

同类相食之谜

许多年前，一具完整的腔骨龙化石被发现，奇怪的是古生物学

家研究后发现它体内竟有一具完整的骨骼。

当初，古生物学家认为这是腔骨龙幼体的胚胎，但后来发现这

些骨头排列比较杂乱，并且体积也较大，认为这是腔骨龙的幼体。

那么，这些幼体为何会在腔骨龙的体内呢？古生物学家认为，

可能因当时食物缺乏，出现了同类相残的场面，弱小者因不敌强者

的进攻，最后被强大者吃掉。

但是，2002年的研究认为，这些标本其实是被曲解了，因为这

些所谓幼年腔骨龙的标本其实是小型的镶嵌踝类主龙，如黄昏鳄，

所以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腔骨龙是吃同类的。

这个研究在2006年进一步得到确认。不过要有新的证据来显示

胃部的生物，才可以进一步了解真相。

排泄之谜

腔骨龙又名虚形龙，是北美洲的小型肉食性恐龙，也是已知最

早的恐龙之一。

古生物学家在研究腔骨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腔骨龙

不需要像当时其他生物那样直接排尿，那么腔骨龙身上的尿液哪里

去了呢？



这与现代的鸟类和哺乳类生物有些相似，因为鸟类是以尿酸的

形式把氮物质排出来，而哺乳类通过一种称为尿素的化学物，把含

氮的排泄物排出来。

由于古生物学界普遍认为鸟类是恐龙的后裔，所以，人们认为

很可能恐龙在进化成鸟类之前就已经有了这种能力。而且，这样的

能力显然在干燥的三叠纪时期是非常有利于恐龙生存的。

所以，古生物学家推测，生活在三叠纪时期的腔骨龙应该和鸟

类一样，是以尿酸的形式排出氮物质的。



长有脸颊的大椎龙长有脸颊的大椎龙

大椎龙的头部

大椎龙头部较小，长度还不及股骨长度的一半，并且头部有许

多窝孔，它不但减低了头部的重量，并且能够提供肌肉附着处，以

及容纳感觉器官。

大椎龙的颈部细长，并且能够灵活运动。它的鼻孔是椭圆形，

位于头部前方。在鼻孔与眼睛之间有一个眶前孔，相对于板龙的眶

前孔小了很多，而眼窝所占头部面积比例较大。大椎龙的前上颌骨

有4颗牙齿，下颌骨则有6颗牙齿，腭骨还有个较小的牙齿，它完全

有能力咬碎树叶，但是咀嚼功能不强，而且还逐渐退化，不能够完

全吸收营养。

大椎龙的身躯

大椎龙是一种侏罗纪早期的蜥脚类恐龙，体型中等大小，身长

约6米，体重达135千克。

一只成年的大椎龙若靠两条后肢站起来的话，头部可以够到双

层公共汽车的顶部。

它的四肢比较瘦长，前肢健壮有力。前肢脚掌上长有5根脚趾，

拇指上长有锐利的爪子，这种爪子既可用来协助进食，又可抵御敌

害。

大椎龙的第四指与第五指比较小，使前掌看起来不太对称。

大椎龙的尾巴由许多尾椎骨组成，显得细长，并且灵活自如。

通常情况之下，大椎龙以四足行走，行走时头部总是高高抬起，尾



巴则保持身体的平衡。

大椎龙的椎骨

大椎龙是种典型的原蜥脚类恐龙。它们的身体修长，颈部长，

具有大约9节长颈椎、13节背椎、3节荐椎以及至少40节尾椎，这也

是它的名字的来历。

与同为原蜥脚类的板龙相比，大椎龙的身体较为轻巧。一个近

年的发现显示，大椎龙具有发育良好的锁骨，并连接成类似叉骨的

型态，由此可知它们的肩胛骨固定不动，更可知这些锁骨不像那些

没有真正叉骨的恐龙一样缺乏功能。这个发现也指出鸟类的叉骨是

从锁骨演化而来的。

大椎龙的生活方式

大椎龙可能生活在植物茂盛的河沼地区，主要以枝叶为食。

通常它主要寻找地上的植物，偶尔也会以高大的树木嫩叶为

食，这时它就会依靠健壮的后肢站立。有人曾经在大椎龙的化石中

发现胃石，古生物学家们估计可能是用来帮助消化的。

食性之谜

大椎龙属于原蜥脚下目，原蜥脚类恐龙是草食性或杂食性动

物。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争论原蜥脚类是肉食性的可能

性。

大椎龙在初发现时，被人们认为是植食性恐龙，因为它的齿冠

最宽处大于齿根宽度，形成切割边缘，有利于嚼食植物的枝叶。

但随着大椎龙化石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古生物学家认为，大



椎龙除了以植物为食外，还会以小型动物或尸体补充食物，应属于

杂食性恐龙。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大椎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

颌部之谜

大椎龙的上颌是突起的，这可能表示在下颌骨末端的嘴喙部位

是皮质的，而大椎龙的下颌像板龙一样有一个鸟喙骨隆突。

这个鸟喙骨隆突比板龙的要浅平一些，但也能够控制下颌的肌

肉。

大椎龙的颌部关节在上排牙齿的后方，这样牙齿很小，可以咬

碎树叶，但咀嚼功能却不强。

此外，大椎龙上下颌都长着血管孔可以让血流通过，这表明它

长有脸颊。如同所有恐龙一样，大椎龙的许多生物学层面，例如行

为、外表颜色、生理机能等仍然未知，颌部面貌只是根据化石的分

析而来，到底本来面目如何，还需要寻找进一步的证据。



长有双角的角鼻龙长有双角的角鼻龙

角鼻龙的头部

头部比较短，并且非常厚实，由于主要由骨质支柱和薄板构

成，所以头比较大，但可能并不是很重。鼻子上方生有一只短角，

两眼前方也有类似短角的突起。嘴部也比较大，上下颌长着弯曲的

锋利的牙齿，每块前上颌骨有4颗牙齿，每块下颌骨有10颗至14颗

牙齿，每块齿骨有11颗至15颗牙齿。

角鼻龙的身躯

身躯比较大，身长约8.8米，体重约275千克至1000千克。后肢

比较粗壮，由坚实的骨骼组成。在背部的中线位置有一排小型鳞

甲，主要是由皮内的骨骼形成。

骨盆结构比较特殊，体现在荐椎骨和骨盆连在了一起，这种结

构与今天的鸟类结构相似。

角鼻龙的尾巴比较长，大约是身长的一半，并且尾巴的骨骼比

较强健、笨重，但是却能够灵活运动，可以起到平衡身体的作用。

角鼻龙的四肢

前肢较短，但非常强壮，并且长有四指，每指上长有锐利的爪

子，可以抓取食物。它的后肢较长，并且具有很大的力量。

通常情况之下，角鼻龙习惯于后肢行走，由于腿部的肌肉较

多，并且又强健，所以行动起来比较迅速。

角鼻龙的生活方式



角鼻龙生存于侏罗纪晚期的北美洲草原，以及比较干燥的陆地

上。大多过着集体生活，有时会集体出去猎食，这样它们就会捕猎

体型较大的植食性恐龙，也会捕猎体弱的恐龙。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角鼻龙一般喜欢在水中猎食，主要食物有

鱼类和鳄鱼，当然，也不否认它有猎食大型恐龙的可能。

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陆地的大型恐龙上常发现角鼻

龙的牙齿痕迹，这类观点认为，它很有可能也以尸体为食。

角鼻龙的搏斗

角鼻龙是一种兽脚类杂食性恐龙，本性都比较凶残，与敌害或

同类战斗时更是让人惊叹。当两只雄角鼻龙在争夺地位时，它们就

会用头上的角顶撞对方，此时将生死置之度外。

当遇到猎物或敌害时，就会用锐利的牙齿撕咬，用锋利的爪子

抓，并依靠庞大的身体，以及强健的后肢，很快就能控制住敌害。

角鼻龙的化石

角鼻龙生活在侏罗纪晚期，它是家庭成员中最大、最原始的恐

龙。角鼻龙的化石在北美洲的莫里逊组、非洲的坦桑尼亚以及美国

犹他州中部的克利夫兰劳埃德采石场，科罗拉多州的干梅萨采石场

等地都有发现。

角鼻龙与更为进化的对手异特龙有点类似，都是强健有力、体

型较大的掠食者，属于中型肉食恐龙。它们有着一般肉食性恐龙共

同的特征，例如都长有尖牙、利爪等。

角鼻龙的化石是由美国古生物学家奥塞内尔·查利斯·马什于

1884年所描述并命名的。



角鼻龙的近亲

研究表明，角鼻龙的近亲很多，锐颌龙、轻巧龙以及阿贝力龙

超科的食肉牛龙都是它的近亲。它们都具有大型头部、短前肢、粗

壮的后肢以及长尾巴的特征。

锐颌龙是角鼻龙下目的一属恐龙，生活于下白垩纪的南美洲。

锐颌龙的前上颌骨有相对较大及向前倾的牙齿，它的学名也是因这

些牙齿而得来。锐颌龙拥有以下特征：前上颌骨的牙齿以雁行方式

重叠排列，而上颌骨的最长牙齿齿冠大于下颌厚度最薄处，这些特

征与其他所有兽脚类恐龙不同。轻巧龙，又名伊拉夫罗龙，意

为“重量轻的蜥蜴”，是种肉食性恐龙，生存于约1.45亿年前侏罗

纪晚期的坦桑尼亚。

轻巧龙是体型修长的恐龙，约6.2米长，臀部高1.46米，重约

210千克。轻巧龙的胫骨长于股骨，显示它们很适合奔跑，它们可

能以广阔的平原上小型的猎物为食，也可能以腐肉为食。

食肉牛龙，又名牛龙，属名在拉丁语的意思是“食肉的牛”，

因为它们眼睛上方有一对类似牛的角。食肉牛龙的化石仅发现一

具，但相当完整，并具有多排的小型皮内成骨，是少数发现有皮肤

痕迹的兽脚亚目恐龙。食肉牛龙与阿贝力龙都属于阿贝力龙科，都

是白垩纪末期各大陆的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之一。

双角之谜

角鼻龙最显著的特征是鼻端的一个尖角。这个鼻角是由隆起的

鼻骨形成，是角鼻龙的幼年标志。

在1884年，美国古生物学家马什提出，角鼻龙的鼻角是一种用



于攻击、防御的武器。在1920年以前，一些古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个

意见，如美国古生物学家查尔斯·惠特尼·吉尔摩也持如此看法。

但这个理论现在多不被采纳。研究表明，鼻角似乎不能用来防卫或

作战，但也无法确定它的用途。

有些古生物学家推测角鼻龙的角可能用于装饰或与其他雄性角

鼻龙进行顶撞，从而赢得群体的首领地位，也可能是用来吸引异

性，但是从它所处的位置上看，决不可能是用来作为防御或作战用

的。



牙齿锋利的鲨齿龙牙齿锋利的鲨齿龙

鲨齿龙的头部

头部大并且长，头骨中线长1.6米，比暴龙还要长，但是它的大

脑却只有霸王龙的大脑的一半大。鲨齿龙的牙齿比较薄，但是非常

锐利，与今天的鲨鱼牙齿相似。也因此人们称它为“鲨鱼牙齿的蜥

蜴”。

鲨齿龙的身躯

身躯庞大，体长仅次于南方巨兽龙和埃及棘龙，是世界上第三

长的肉食恐龙，超过了马普龙和霸王龙。鲨齿龙长约11.1米至13.5

米，高约4米，重达7吨。成年的鲨齿龙体重7.2吨至11.4吨。

鲨齿龙的生活方式

鲨齿龙生活在白垩纪早期，大约9800万年至9300万年前的非洲

地区。鲨齿龙是一种巨大的肉食性恐龙，是目前非洲已发现的最大

的恐龙，它极可能是生活在本地区的霸主。

猎食时以强壮的后肢站立，快速奔跑，依靠身体的重量和强大

的冲撞力将猎物撞倒，这时用它的大嘴牢牢咬住，使猎物不能动

弹，并用锐利的牙齿撕扯，很快猎物就会被它吃得只剩下骨架，由

此可见它是多么的凶猛、强悍。

鲨齿龙的近亲

南方巨兽龙生存于白垩纪中期，生活在距今约1亿年至9500万年

前。它身长13米，体重8吨至11吨。头部小而厚实，头上有角质的

冠。



它的口中长有利齿，每颗牙长约0.09米。前肢短小，后肢健壮

有力，经常以后肢行走。前肢掌部长有3根手指，每指上有锐利的

爪子。尾巴尖而细长，在快速奔跑时，能起到平衡身体和快速转向

的作用。

1993年，考古学家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平原进行考古发掘的时

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原来在远古的阿根廷曾经存在

过一种可怕的怪兽。这种可怕的怪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三大的两

足生物，体重达到16吨。这种恐龙于1995年被命名为南方巨兽龙，

意思是“南方巨大的蜥蜴”。南方巨兽龙是侏罗纪最著名掠食恐龙

异特龙的后裔，不过生活年代较后的南方巨兽龙的体型却比前者大

了差不多一半。



大脑发达的异特龙大脑发达的异特龙

异特龙的头部

头颅骨非常大，由个别的骨头所组成，而骨头之间有关节连

接，活动自如。例如下颚的前半部与后半部可往外弯曲，增加骨头

间的空隙，因此可以吞下较大的食物。脑壳与额骨之间可能也有类

似的关节。异特龙颈部比较粗壮，呈S形。

颌部向外扩张的范围比较大，这样很容易吃下一大块肉。此

外，它的颌部还长着锋利的牙齿，并且都呈现锯齿状。这些牙齿容

易脱落，但也能够很快长出来。

眼睛上长有一对泪骨组成的角冠，可能具有遮挡阳光的作用。

异特龙的身躯

体型比暴龙略小一些，身长约9.7米，体重为1吨至4吨。异特龙

拥有9节颈椎、14节背椎、5节支撑臀部的荐椎。异特龙也具有腹

肋，但不常被发现，可能有稍微的骨化。

在生物学家已公布的一个标本中，这些腹肋被发现生前曾受过

伤。它的主要的臀部骨头肠骨巨大，耻骨有个明显的尾端，可能作

为肌肉附着处，以及身体躺在地面时的支撑物。异特龙的尾巴粗而

长，能够灵活运动，并以此作为武器攻击敌害。

异特龙的四肢

前肢比较短小，但非常强健。前肢上长有三指，每个指上长有

锐利的爪子，并且向内弯曲，非常适合抓握，有利于猎捕草食性恐

龙。三根手指中，中间的那根手指是最长的。



异特龙手腕的腕骨像一个半新月形，并且指爪形态表明手指可

以钩住食物。

它的后肢高大粗壮，脚掌上也长有三指，并且这三指同样具有

锐利的爪子。脚掌部可以承受全身的重量，然而它的第四趾却已经

退化，逐渐形成一个上爪。

异特龙的后肢粗壮有力，但不适合奔跑。

异特龙的生活方式

异特龙是侏罗纪晚期到白垩纪早期的大型肉食性恐龙，主要分

布在亚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

异特龙可能是一种比较凶猛的大型掠食动物。根据化石上的异

特龙齿痕推测，它可能以草食性恐龙为食；当没有捕捉到猎物时，

就有可能以恐龙的尸体为食。

异特龙的分类

异特龙属于异特龙科，是一个大型兽脚亚目的演化支。异特龙

科是肉食龙下目的三个科之一，其他两个分别为鲨齿龙科与中华盗

龙科。

早在1988年，古生物学家葛瑞格利·保罗提出异特龙科在后期

演化为暴龙科，因此成为并系群。但这个看法已遭到否定，暴龙科

已经被归为另一群兽脚类支系，即虚骨龙类。

异特龙科是肉食龙下目中成员最少的一科，在大多数的近期研

究中，除了异特龙属以外，只有食蜥王龙以及一个发现于法国的未

命名异特龙超科恐龙被认为是有效属。



异特龙的化石

异特龙又称跃龙或异龙，是兽脚亚目肉食龙下目恐龙的一属。

异特龙名字的意思是集猛禽与鳄鱼的特殊性于一身。

1877年，在美国科罗拉州发现了异特龙化石；古生物学家在美

国犹他州一个恐龙挖掘场又发现了60具化石，这些都是年龄不等，

大小不同的异特龙。

其中，1991年发现的“大艾尔”标本，是最著名的异特龙化石

之一。大艾尔是个比较完整的天然状态标本，由卡比·希伯所率领

的瑞士团队发现于怀俄明州的比格霍恩县。后来，发现大艾尔的瑞

士团队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另一异特龙化石，并取名为“大艾尔2

号”。

智商之谜

通过研究恐龙骨骼化石发现，许多身体庞大的恐龙，它们并不

是非常聪明。例如，马门溪龙的体重约40吨至50吨，可是它的大脑

却只有500千克重。最具代表性的是剑龙，它的体型比现在的大象

还要大，可它的脑子却只有核桃般大小。然而，异特龙的身躯不仅

庞大，而且它的大脑也比较发达。

据专家判断，异特龙可能是侏罗纪时期智商最高的大型肉食恐

龙，这为它们的群居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长有利爪的恐爪龙长有利爪的恐爪龙

恐爪龙的头部

头颅骨比较大，眶前孔也非常大，眼睛长在头颅骨的两侧。令

人不解的是，它的口鼻部却较狭窄，而颧骨又较宽，使头部整体看

起来呈立体状，并且坚固结实。恐爪龙的上下颌比较强壮，牙齿呈

刀刃形，大约有50多颗。上腭部呈拱形。

恐爪龙的身躯

体型中等，身长3.4米，臀部高0.87米，体重可达50千克。

它的全身都附有利器，杀伤力非常强。尾巴有长骨突和肌腱连

接着，使尾巴显得硬挺，并且能够灵活运动，能使身体保持平衡，

更能够提供快速转弯能力。

恐爪龙的四肢

恐爪龙的前肢较长，后肢比较粗壮有力，可能以后肢行走。前

肢上长有三指，并且每指上都长有向内弯曲的利爪，能够灵活运

动，比较适合抓握食物。后肢长有四趾，第三根和第四根趾头着

地，能够支撑全身的重量。

恐爪龙的生活方式

恐爪龙生存于白垩纪早期的北美洲地区，主要生活在沼泽以及

河湖边生长茂盛的树林里。它被认为是最不寻常的掠食者，那非常

尖锐的爪子足以表明它是一种凶残的肉食性恐龙。相对于大型肉食

恐龙而言，它的体重比较轻，所以它们会以自己的“恐怖之爪”集

体猎杀动物，并且共同分享食物。



在美国的蒙大拿州的耶鲁采石场，曾发现过四个恐爪龙的成年

个体与一个幼年个体，以及众多的牙齿。

由于在同一位点发现大量恐爪龙的骨骼，并且在腱龙的附近发

现恐爪龙的牙齿，所以生物学家估计恐爪龙是猎食腱龙的，更以此

推断恐爪龙是成群生活及猎食的。

恐爪龙集体猎食的第二个证据是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鹿角组的

采石场。该地发现六个腱龙的部分骨骸，体型不一，附近另有一个

恐龙的部分骨骸与众多牙齿。一个腱龙的肱骨上有齿痕，据考证是

恐爪龙所留下。

恐爪龙的化石

1931年，由美国古生物学家巴纳姆·布朗所带领的队伍在蒙大

拿州南部发现了恐爪龙的第一副化石。

此外，马里兰州大西洋沿岸平原地带的波多马克组也发现了一

些可能属于恐爪龙的牙齿。巴纳姆·布朗当时主要是想发掘并处理

剑龙的遗骸，但在他交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报告中，指出发现

了一小型的肉食性恐龙，发现位置接近剑龙化石，但因陷在石灰岩

而难以做清洁处理。他没有完成最后的甄别工作。

直至30年后，美国古生物学家约翰·奥斯特伦姆率领一个耶鲁

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挖掘团队，又发现了超过1000个骨头，才完成

恐爪龙标本制作。虽然只限于完整的左足部和部分的右足部，但却

可以确定这些遗骨是属于同一个恐爪龙。

恐怖之爪之谜

恐爪龙的“恐怖之爪”长在它后肢掌上的第二趾上，长约0.12



米，就像一把镰刀一样，能够自由活动，恐爪龙以此为猎食工具。

它的这个利爪连接韧带可以调整角度，使它在进行攻击时，能将趾

头以最大的弧度向下或向前戳向猎物，从而割破猎物肚子。而恐爪

龙在行走或奔跑过程中，它的镰刀爪就会收缩起来，这样就可以避

免爪子因不断摩擦地面而受到伤害。恐爪龙有自己的捕食技巧，它

会跳跃起来攻击猎物，用前肢抓住猎物，其中一只脚着地，以平衡

身体；另一只脚则举起镰刀般的爪子踢向猎物，在猎物身上留下血

口进而食之内脏，而它的尾巴在它扑向猎物时，会通过左右摇摆来

平衡身体的剧烈活动。



像巨鲸的鲸龙像巨鲸的鲸龙

鲸龙的头部

生物学家还没有找到完整的鲸龙骨化石，只是发现了零星的牙

齿和骨头。根据这些来推断，鲸龙的头部可能非常小，牙齿比较锋

利，能够像耙子一样，用来够到植物的叶子，咬断树枝，但不具有

咀嚼功能。另外，鲸龙颈部不是非常的灵活，只能在很小范围内左

右摇摆。

鲸龙的身躯

身躯极其庞大，长约14米至18米，重达26吨。它的颈部与身体

一样长，尾巴相对较长，包含有最少40节脊骨。四肢粗壮有力，能

够支撑全身的重量，大腿骨长约两米。奇怪的是，以前的蜥脚类恐

龙前肢比较短，后肢长，而鲸龙的前后肢都一样长，使得它的背部

基本上保持水平状态。

鲸龙的脊骨基本上是实心的，相对于后期的蜥脚类恐龙显得结

实厚重。鲸龙的神经脊和椎关节不太强健，也不太长，但脊骨上有

许多的小洞，如同海绵，能够减轻自身的重量，与现在的鲸鱼类

似。

鲸龙的脊骨在其中枢椎体中还存在一些没有用处的部分，神经

棘和椎骨关节没有腕龙的长。这些都是原始恐龙的特征。随着蜥脚

类恐龙的演化，它们的脊椎骨开始有了空腔，这样可以减轻它们自

身的重量。

鲸龙的生活方式

鲸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81万年至169万年前的欧洲



英国及非洲摩洛哥，是蜥脚下目恐龙。

它的生活范围有限，主要在中生代的浅海区域。由于颈部不太

灵活，鲸龙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左右摇摆，所以鲸龙只能以蕨类和

小型树木的嫩叶为食，在口渴的情况下，不能啃食多汁的树叶，唯

一解渴的方法是低头喝水。

鲸龙的体重

鲸龙是在1841年被欧洲古生物学欧文命名的蜥脚类恐龙。但经

过研究却发现，鲸龙是陆栖动物，体重相当于四五头成年亚洲象，

它的身体重量大多分布在四肢和脊骨处。

鲸龙的近亲

展示在四川省自贡市自贡恐龙博物馆中的蜀龙是鲸龙的近亲。

蜀龙是一种独特的蜥脚下目恐龙，生存于约1.7亿年前的中侏罗纪

时期。

蜀龙身长10米，高3.5米，脊椎构造简单，有12节颈椎、13节背

椎、4节荐椎、43节尾椎，有些尾椎的形状为“人”字形，类似较

晚期的梁龙。蜀龙的肩胛骨与鸟喙骨愈合。

蜀龙的前肢稍长，后肢粗壮有力。在通常情况下，它以四肢行

走，由于身体庞大，行动起来不那么容易。蜀龙的尾部在演化中逐

渐形成了圆锥状的结构，能更好地防御敌害。

鲸龙的发现

鲸龙化石遗骸是在英格兰及摩纳哥被发现的。1841年，在英国

怀特岛郡发现的有一节脊骨、一节肋骨和一节前臂骨。当时，由于

还没有恐龙这个名称，英国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就



以零星发现的牙齿和骨头为其命名。1842年，他正式为这一类生物

命名为恐龙。

真假鲸龙之谜

19世纪上半叶，理查德·欧文发现了一种恐龙，他认为它是海

中的巨大鳄鱼。后来，有学者比较了鲸龙的化石，认为是鲸龙，因

为它确实与鲸龙非常相似。这种恐龙生活于侏罗纪中期至晚期的英

格兰，距今约170万年前。它的体长约有15米，是四足行走的草食

性恐龙，颈长头小，较其他蜥脚下目原始及尾巴较短。

1840年末及1868年，更多的肢骨和另一个接近完整的骨骼分别

被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否认了这种恐龙是鲸龙的看法。

1972年，一位名叫许纳的美国古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似鲸龙，

即“像鲸龙的恐龙”。



牙齿能再生的圆顶龙牙齿能再生的圆顶龙

圆顶龙的头部

头部比较大，并且厚实，脖子比较短。头骨开孔大。鼻子比较

扁平，一双大眼睛在头部后方，在它深陷的眼眶前部，长着两只巨

大的鼻孔，耸在头顶上，这说明它的嗅觉非常灵敏，这也有助于躲

避危险。

眼眶后部还有一个大洞，以用来容纳颌部肌肉的活动。圆顶龙

的嘴部短钝，嘴里的牙齿排列得较细密。

圆顶龙的身躯

体型庞大，身长18米，体重达20吨。四肢比较粗壮，能够支撑

全身的重量，方便吃到树顶端的叶子。前肢较短，后肢较长，掌部

长有五指，其中一指长有利爪，并且向内弯曲，能够给敌害以重

创。圆顶龙的腿像树干那样粗壮，可以稳稳地支撑起它全身巨大的

体重。脖子和尾巴都比较短，看起来也相对敦实。

圆顶龙的骨架

圆顶龙代表了蜥脚类的一个演化支系。它已是一种较为进步的

蜥脚类，体型比较大，而且在骨骼上已演化出协调巨大的体重的结

构。它有着拱形的头颅骨，其名字也因此而来。它的头颅骨比较

短，但又非常高。鼻骨较钝，可能有洞孔。颌部骨头厚实而强健。

圆顶龙的脊骨

脊椎骨是空心的，这样的脊椎骨可以减轻身体的重量，便于行

动。它的颈椎有12节，颈部和肋骨的相互重叠，使颈部能够挺直。



背部的椎骨也有12节，而荐椎只有5节，并且与髋骨连接起来。尾

椎达53节，与其他蜥脚类恐龙相比，它的尾巴较短。

尾椎的特点是具有分叉骨骼，这些分叉骨骼又被称为“人字

骨”，它们保护着位于中枢下方的血管，每根骨骼的上下为肌肉提

供了附着的地方。圆顶龙的脊髓在臀部附近扩大的这种结构，曾被

古生物学家认为是圆顶龙的第二个脑部，是用来调节其庞大的身体

动作的。但经过深入研究表明，圆顶龙虽然在这个位置上有很多的

神经，但却不是脑部，因为这个扩大了的地方比起它头颅骨内的脑

部要大得多。

圆顶龙的生活方式

圆顶龙是北美地区最著名的恐龙之一，生活于侏罗纪晚期的平

原上，距今约有155万年至145万年。圆顶龙通常以集体生活为主，

它们没有做窝的习惯，并习惯于一边走路一边产蛋，种种迹象表

明，它并不照看自己的孩子。

圆顶龙的食物

圆顶龙是草食性恐龙，主要以蕨类植物的叶子和松树的针叶为

食。吃东西时，从不咀嚼，而是将叶子囫囵吞下去，它的消化系统

比较强大，还会吞下小石子来帮助消化。当某地的食物不足时，它

们就会集体迁徙去寻找新的食物。

圆顶龙的化石

1925年，首个完整的圆顶龙骨骼化石由查尔斯·怀特尼·吉尔

摩尔发现。但这是圆顶龙幼龙的骨骼。后来，圆顶龙数个完整的骨

骼相继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及怀俄明州被发

现。其中一具长6米的小个体完好无损，身形就如同一匹健壮的小



马。从化石上看出，幼体与成体相比较，幼体的头骨较大，脖子比

较短，眼眶比较突出，多数骨骼的接合处还没有愈合。这也是鉴定

其为幼龙的主要依据。

牙齿生长之谜

圆顶龙生活在广阔平原上，以植物为食，它的牙齿长0.19米，

形状像凿子，整齐地分布在颌部上，排列比较密。它的牙齿不怕磨

损，因为磨损后不久便会长出新的牙齿。它的牙齿的强度显示，圆

顶龙可能比拥有细长牙齿的梁龙科更适合吞食较为粗糙的植物；这

个发现也表明，两种动物如果居住在同一环境，不会竞争相同的食

物，但幼年圆顶龙可能以嫩叶为食。

由于颈部不灵活，它们可能以高度不超过肩膀的植物为食。就

像鸡一样，它有胃石来帮助碾碎胃部的食物，待食物平滑后再进行

反刍。从圆顶龙的生活习性看，它的再生牙齿主要用于咬食植物，

而食物的细加工则交给胃部去处理。



长羽毛的尾羽龙长羽毛的尾羽龙

尾羽龙的头部

尾羽龙的头颅骨较短，并且呈方形。口鼻部很像角质的喙，颌

部比较厚实，上颌前端的牙齿比较少，这些牙齿长且锋利无比。

尾羽龙的身躯

尾羽龙是白垩纪早期的兽脚类肉食性恐龙，主要分布在我国。

它的特殊外形很像鸟类，与现在的火鸡很像。尾羽龙体长0.8米，

它的前肢非常小，略比其他兽脚类恐龙短些。前肢掌上长有三指，

每指上都有锐利的爪子，并且前肢上还长有羽毛，可能是用来协助

抓取食物。它的后肢强健有力，适合奔跑，后肢掌上长有三指，指

端也有尖爪，还有一个退化的指，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

尾羽龙通常以两足行走，胃部有一些小石子，主要用于帮助消

化食物。尾羽龙长有短尾巴，末端坚挺，尾椎数量少。另外，在短

尾巴末端，还长有一丛羽毛。这是它与其他恐龙区别最大的地方，

也是有人把它归为鸟类的主要依据。

尾羽龙的生活方式

尾羽龙长着又短又高的头，满嘴除了最前端发育有几颗形态奇

特的向前方伸展的牙齿外，几乎看不见其他牙齿。尾羽龙的前肢非

常小，尾巴也很短，不过脖子却很长。

尾羽龙的进化

有学者认为，尾羽龙化石是一种从能飞行的祖先演化而来的不

能飞行的鸟类的化石。这种观点认为尾羽龙的羽毛是进化来的。其



他科学家则认为，尾羽龙与其他手盗龙类都是无法飞行的鸟类，而

鸟类其实是从非恐龙的主龙类演化而来。

古生物学家艾伦·费多契亚反对鸟类与兽脚类恐龙之间有演化

关系，他认为尾羽龙是种无法飞行的鸟类，而且跟恐龙没有接近亲

缘关系。有人还将尾羽龙的身体比例与无法飞行的鸟类、兽脚亚目

比较，指出尾羽龙的脚与不能飞却适于行走的新鸟亚纲很相似，例

如鸵鸟，因而做出尾羽龙是鸟类的结论。但进入新的世纪，有人提

出了一个亲缘分支分类法研究，又作出了不同的结论。

他们根据偷蛋龙科的恐龙大部分类似鸟类特征的特点，而将偷

蛋龙科置于鸟纲，使尾羽龙既是偷蛋龙科，也是鸟类。

这个研究认为，鸟类是从更为原始的兽脚类恐龙演化而来，而

其中一支系已变得无法飞行，重新演化出原始的特征，成为偷蛋龙

科。这个假设很有说服性，已被某些古生物学家所接受。

尾羽龙的近亲

分类上属于美颌龙科的中华龙鸟、镰刀龙超科的北票龙和驰龙

科的中国鸟龙，都发育有类似鸟类绒羽的细丝状皮肤衍生物。1996

年8月，辽宁省一位农民捐献了一块化石标本，科学家们经过研

究，确认这是最早的原始鸟类化石，由于在我国发现，被命名

为“中华龙鸟”。

中华龙鸟全身覆盖着羽毛，它可能是鸟类起源和演化的祖先之

一，中华龙鸟口中长有锋利的牙齿，以小型爬行动物为食，表明它

是一种肉食性恐龙。

羽毛之谜



尾羽龙似乎全身都被羽毛覆盖着，可是这些羽毛长短不一。在

它的前肢和尾部主要长着长羽毛，而在躯干部位则长着短的羽毛。

这些羽毛的最初功能并非飞行，而是保暖或者吸引异性。

尾羽龙羽毛向我们表明，羽毛不能再作为鉴定鸟类的主要特

征。以后若再发现长羽毛的动物化石，必须经观察研究后再下结

论，因为恐龙也可能会长有羽毛。

因为尾羽龙明显地具有正羽，类似现代鸟类，而且数个亲缘分

支分类法一致将尾羽龙归类于偷蛋龙科，所以尾羽龙在刚发现时，

成为鸟类演化自恐龙最明确的证据。



长背帆的棘龙长背帆的棘龙

棘龙的头部

头颅比较长，约有1.75米长，并且呈扁形，它的颅骨的构造类

似重爪龙。口鼻部长满椎状的牙齿，口鼻有些弯曲，口中的牙齿相

对较少，上面也没有锯齿，由此可以看出，它可能有猎食鱼类的习

性，甚至可以猎食其他恐龙。棘龙的眼睛前方有一个小型突起物。

棘龙的身躯

棘龙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地区。棘龙是

中等体型，属于凶残的肉食性恐龙。体长约12米至15米，重4吨。

身体比较奇特，与暴龙非常相似，可是它的名气没有暴龙大。棘龙

的前肢比较短，后肢比较长。通常情况下以两足行走，尾巴则保持

身体的平衡。

棘龙的生活方式

棘龙又叫棘背龙，其拉丁文的意思为“有棘的蜥蜴”，属于兽

脚亚目恐龙。它们生活在非洲地区的海岸与潮坪环境，与类似的大

型掠食者（如巴哈利亚龙、鲨齿龙）为邻。棘背龙有个大脑袋，它

是只聪明的恐龙。

几乎和暴龙一样巨大的棘龙是非洲特有的恐龙，虽然不如暴龙

有名气，但从其体格和满口利牙来看，棘龙是一种和暴龙一样可怕

的肉食动物，其外观的最大特征在于背部有一片类似用来调节体温

的帆状背板。棘龙是当前已知最大型的肉食性恐龙，大于暴龙、鲨

齿龙、南方巨兽龙。主要食物是鱼类和其他比它弱小的恐龙。撒哈

拉最大的鲨齿龙和帝王肌鳄的猎物如果被棘龙发现，并处在棘龙可



以接触的地带，极有可能就会成为棘龙的免费午餐，而撒哈拉的两

大巨龙则束手无策。

棘龙的近亲

1996年，古生物学家在巴西北部发现了激龙化石，这是目前为

止保存最完好的头骨化石，经研究发现它是和棘龙血缘关系很近的

恐龙。激龙头骨窄并且长，具有矢状头冠，口鼻部扁而长，上颌部

有些弯曲。颌部的牙齿直而长，呈圆锥状，其中一颗向内弯曲，这

些牙齿上面都覆盖有较薄的牙釉质，能够方便啃咬食物。

激龙是兽脚亚目棘龙科下的一属恐龙，生存于约1.1亿年前的下

白垩纪时期。激龙是一种双足大型肉食性恐龙，身长估计约有8

米，背部高度为3米。激龙的颌部与牙齿形态类似鳄鱼，头顶则有

个形状独特的头冠。

棘龙的化石

1912年，棘龙的第一个化石在埃及的拜哈里耶绿洲被发现，并

由德国古生物学家恩斯特·斯特莫在1915年命名。

古生物学家在拜哈里耶绿洲还发现了其他的化石碎片，包含脊

椎与后肢，这些化石由恩斯特·斯特莫在1934年归类为“棘龙

科”。斯特莫认为这些后来发现的化石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归类于

另外一个种，而这些差异后来也被证实了，它们可能与鲨齿龙有

关，或是与斯基玛萨龙有关联。目前埃及棘龙和摩洛哥棘龙已被命

名为棘龙属。摩洛哥棘龙是由戴尔·罗素所叙述，是根据颈椎长度

而将它们分类为一个新种。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摩洛哥棘龙的颈椎

长度只是个体间的变化，所以认为摩洛哥棘龙是埃及棘龙的异名。

背帆之谜



棘龙身体里最为奇特的地方，是它背上竖起的帆状物，这些帆

状物由神经棘组成，并且从背部脊椎骨延伸至臀部。它们都比较

长，大约是脊椎骨长度的7倍至11倍。不过，帆状物的前后长度却

相同。棘龙的帆状物拥有大量的血管，可以使用帆状物表面来吸收

热量。由于它们可能生存于早期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这种说法有一

定的依据。

体温，而非收集热量。据推测，有些大型恐龙的背帆所拥有的

表面积比较小，释放的热量温度较高，而吸收的热量温度较低。另

外，如果这些帆状物不直接对着太阳，而是直接对着寒风，能够帮

助恐龙降低体温。



身材巨大的暴龙身材巨大的暴龙

暴龙的头部

头部狭长、庞大，最新数据表明它的头部有1.37米长，而且两

颊肌肉发达，颅骨上有大型洞孔，这些洞孔既可减轻头部的重怪的

是其口鼻部狭窄，不过，它的眼睛朝向前面，双眼的视觉重叠区比

较大，可以看到立体的影像，具有很好的立体视觉。

暴龙的牙齿

暴龙口中长有大约60颗利齿，并且上颌宽下颌窄，这样咬合的

时候更加有力，可以咬断猎物的骨骼。

暴龙的牙齿巨大，就像刀子一样锋利，牙齿有些向后弯，它咬

上对方，就像是用锋利的刀子割肉那样轻松。它的牙齿是它作为杀

手的有力武器，猎物一旦被它咬住，即使有着坚韧骨质甲胄的大型

恐龙也承受不住。

暴龙的身躯

身躯比较庞大，体长达13米，重6吨至7吨。但前肢短小，每只

手只有两个手指，指端有锋利的爪子。研究发现，暴龙可能用嘴捕

猎，由于前肢用的非常少，所以逐渐退化成短小的手指。暴龙的后

腿粗而有力，每只脚有三个脚趾。每个手指和每个脚趾都带有爪

子。暴龙的尾巴又细又硬，可以用来平衡身体。

出土的化石显示，暴龙的长度没有马普龙、南方巨兽龙和撒哈

拉鲨齿龙长，但是它们的体重超过了除棘背龙外所有的肉食恐龙，

有些恐龙成年以后也许还能接近棘背龙的体重。



暴龙的生活方式

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末期，距今约6850万年至6550万年。主要分

布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地区。暴龙是两足肉食性恐龙，拥有大

型头颅骨，并可用长而重的尾巴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科学家以牙齿推断，暴龙可能是一种肉食性恐龙，主要捕食鸭

嘴龙类与角龙类恐龙。后来，科学家又认为它可能以死尸为食。

还有科学家指出，当时供暴龙食用的肉食不足，通常以吃植物

为食。由于缺少有力的证据，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统一认识。

暴龙的主要成员

暴龙成员中最有名的就是霸王龙。它是最大型、最强悍的暴龙

类恐龙，身长12米，主要分布在北美西部。霸王龙生活于6500万年

前的晚白垩纪最末期，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陆生肉食动物，也

是最后的恐龙之一。

在暴龙这个大家族中，霸王龙是成员中的佼佼者。由于体形巨

大，霸王龙连走路都会发出沉闷的响声，这足以表明它的重量级

别。

霸王龙走路时，头部往前伸，似乎随时准备向猎物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它的背部和尾部则呈水平状态，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在暴龙成员中，特暴龙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特暴龙是在亚洲

发现的最大的肉食恐龙，它与霸王龙十分相近，但身体要略瘦一

些。特暴龙是十分强悍的肉食动物，它虽然不是当时体型最大的恐

龙，但与它同时代、同地区的恐龙都要惧它三分。

特暴龙像其他的暴龙科恐龙一样，嗅觉十分灵敏，这对于它发



现猎物或已死去的恐龙有极大的帮助。

有些科学家认为，暴龙科恐龙均以腐食为主。但有的科学家经

过进一步研究认为，霸王龙具有很强的猎食能力，它们的食物主要

是角龙类和鸭嘴龙类，因为这两类恐龙不能快速奔跑，只能成为霸

王龙的美食。

研究表明，霸王龙就像是一台骨骼破碎机，其硕大的颚骨赋予

了它惊人的咬力。根据科学家按照力学模型的推测，一只6吨重的

霸王龙，其一颗牙齿的随意咬合力就可以达到1万牛顿，若是它上

下牙夹击产生的咬合力则最大可超过10万牛顿。

试想，普通动物和当时的恐龙有多么坚固的肉体才能够承受得

起如此巨大的咬合力呢！

暴龙的出土

暴龙最早的发现者是美国古生物学家巴纳姆·布朗。

1902年，巴纳姆·布朗当时还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他在蒙大拿州的黑尔溪发现了一具巨型的肉食性动物骨骼。此

后的两年，他相继从坚硬的砂岩中挖掘出了完整的骨架。骨架出土

后，由于骨头很沉重，他只好制造了一种专用雪橇，这才把骨头运

到附近的公路。这些骸骨后来被他拼装成了世界上第一具暴龙的标

本。

求偶之谜

暴龙是一种大型的肉食动物，平时过着流浪的独居生活。但

是，雄暴龙到了一定的年龄，也要求偶繁衍。研究证实，雄暴龙是

用食物来追求雌暴龙的。



在暴龙的求偶过程中，这些当做礼物的食物，是很重要的。因

为当雌暴龙将要筑巢孵蛋的情形之下，需要吃得很饱，这样才更有

利于产卵。

所以，雄暴龙在求偶之前，都会捕捉大量猎物，并把这些猎物

献给雌暴龙，以获得雌暴龙的欢心。

因为雌暴龙的体型比雄暴龙大，所以雄暴龙就必须寻找更多的

食物来喂饱雌暴龙，不然它就会被雌暴龙吃掉。



以肉为食的食肉牛龙以肉为食的食肉牛龙

食肉牛龙的身体

与其他体型相似的兽脚类恐龙相比，食肉牛龙的头较小，长60

厘米，但非常厚实。颈部细长，结构类似现代鸟类，可以做出更

快、更准确的动作。眼睛向着前方，可能有着双眼视觉及深度知

觉。眼睛上方长有一对短而厚的角。口鼻部大并且厚，可能具有大

的嗅觉器官。

食肉牛龙的头颅骨高而粗壮，下颌扁而修长。有一口锋利的牙

齿，长度接近4厘米，牙齿长而细。颧骨宽、短、高，角从额骨的

后背侧延伸出来，是食肉牛龙的独有特征。体长约7米，臀部高3

米，重达1.5吨。前肢比较短小，长有四指，其第四指由掌骨构

成。它的后肢长而强壮，尾巴细长，能起到平衡身体的作用。

食肉牛龙的生活环境

食肉牛龙生存于白垩纪晚期，主要分布在南美州等地区。它们

以猎杀鸟脚类恐龙为食。由于长着强壮的后肢，奔跑迅速，所以很

容易捕获到猎物。当捕获猎物时，尾巴就会伸直，以保持身体平

衡。

尖角之谜

食肉牛龙头上有两只短角，其形状像翼，这是其最显著的特

征。事实上，它头上尖角的硬度不是很强，并不能作为攻击的武

器。古生物学家根据食肉牛龙化石推测，这对角可能是作为它们求

偶的工具，也有可能适合用在水平方向的碰撞，而这些碰撞来自于

因争夺领域或首领权而发生的物种内的打斗行为。





生有独角的尖角龙生有独角的尖角龙

尖角龙的头部

头部比较大，上方长有两根小眉角。脸部高并且宽，鼻部洞孔

向后延伸，鼻端有一大型尖硬的鼻角向上弯曲。额角不太明显，主

要由头盾及短鳞骨覆盖。头盾比较长，上面有许多孔洞，边缘有许

多小型尖角。

尖角龙的颈部

颈部和肩部承受着来自头部和头盾的巨大压力，因此，颈椎只

有紧锁在一起，才能具有很强的承受力。因此它的头部不能够灵活

运动，即使动一下都非常吃力。

尖角龙的身躯

尖角龙是一种中型恐龙，身长约6米，体重27吨。它的四肢可以

支撑全身的重量。尖角龙的四肢粗壮，如同柱子。在通常情况下，

它是四足行走。前肢比较短，后肢稍长，掌部的肌肉结实，非常适

合行走。尖角龙的尾部粗短，斜向下方，能够保持身体平衡，但尾

巴并非与地面保持水平。

尖角龙的食物

尖角龙是植食性恐龙，生活方式与现在的牛和羊类似，整天趴

食和咀嚼食物。会用角质的喙来咬断植物，将其送到嘴里，再用牙

齿嚼烂、磨碎，最后把这些食物送进胃中。

尖角龙的生活环境



尖角龙生存于白垩纪晚期，距今7500万年前，主要分布在北美

的加拿大地区。通常生活在河流、湖泊植物生长茂盛的地区。尖角

龙有着强大的颌部，咀嚼能力很强，能够咬断植物的枝，并通过胃

石帮助消化。这和植食性恐龙的特征是相同的。

尖角龙的分类

尖角龙属于角龙科的尖角龙亚科，这也是尖角龙亚科的名称来

源。尖角龙亚科是群大型角龙类恐龙，分布于北美洲，具有突出的

鼻角、不明显的额角、短头盾与短鳞骨、高长的脸部、以及往后方

延伸的鼻部洞孔。

它的近亲有戟龙及独角龙。由于尖角龙、独角龙相当类似，有

古生物学家提出尖角龙、独角龙其实是同种动物。

尖角龙亚科演化支的其他物种有厚鼻龙、爱氏角龙、野牛龙、

亚伯达角龙、河神龙，可能还有短角龙，但短角龙是疑名。因为尖

角龙亚科的不同种或不同个体的差异性，所以一直存在争论哪些

属、种是有效的，尤其是尖角龙与独角龙是否有效属，还是相同物

种的不同性别。

在1996年，彼得·达德森发现尖角龙、戟龙、独角龙之间有足

够的差异性可成立独立的属，而戟龙与尖角龙的关系较亲近，但离

独角龙关系较远。

达德森认为独角龙中的角鼻独角龙可能是雌性戟龙。他的论点

只有部分人采纳，其他研究人员并不接受角鼻独角龙是雌性戟龙的

观点，或独角龙为有效属。

较早的角龙类恐龙原角龙被假设具有两性异形，但没有证据显

示角龙科恐龙为两性异形。



头盾之谜

角龙类恐龙的大型鼻角与头盾，是恐龙之中最特殊的面部特征

之一。古生物界自从发现有角龙类恐龙之后，就对这类恐龙的角与

头盾功能进行了长久的研究，当然也引发了长久的争论。

此后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认为：这种头盾是它们抵抗掠食动物

的武器、物种内打斗的工具或视觉上的辨识物。

最近的一个研究探讨了三角龙的颅骨损伤，提出这些损伤应该

是物种内打斗行为留下的，由抵抗掠食动物造成的可能性较小。

而且，尖角龙的头盾太薄，也无法有效抵抗掠食动物。由尖角

龙的颅骨较少损伤的情况分析，其头盾与角充当视觉辨识功能的可

能性也较大。

此外，尖角龙头盾上有一些开口，能够减轻头部的重量，并可

使头部对颈部的压力降至最小。研究者认为，头盾还有可能是地位

的象征，当然也有可能是用来吸引异性的重要标志。



头上无角的原角龙头上无角的原角龙

原角龙的头部

头部比较大，头上长着褶边一样的装饰，雄性的比雌性的大

些。脑袋中等大小，所以非常聪明。头颅骨具有四对洞孔。最前方

的洞孔是鼻孔，可能比较小。

有大型眼眶，直径约0.05米。眼睛后方是个稍小的洞孔，下颞

孔。嘴部肌肉强壮，咬合力非常强大。嘴部两侧有多列牙齿，适合

咀嚼坚硬的植物。

原角龙的身躯

原角龙体长1.5米至2米，肩膀高0.6米，体重达180千克。身躯

肥胖，四肢粗短，很像一只绵羊。前肢比较短，后肢略长，四肢上

都长有五指，指端有锐利的爪子。它是从两脚步行的鸟臀类进化而

来的，以四肢行走，行动缓慢。

原角龙的生活环境

原角龙生存于白垩纪晚期，约8350万年至7060万年前，主要分

布在我国内蒙古地区。

原角龙以生命力强、耐干旱的植物为食，生活在比较干旱、环

境恶劣的地区。它们喜欢集体生活。有时为了地位之争，雄性之间

就会以头盾相撞，胜利者也就成了首领。

无角之谜

原角龙科是一群早期角龙类，头上没有角，只是在鼻骨上有个



小小的突起。既然没有角，那为什么又会有一个“角龙”的名字

呢？

原来，原角龙属于原角龙科，原角龙科是一群早期角龙类。它

们不像晚期的角龙类恐龙那样都长有角，原角龙缺乏发展良好的角

状物，但拥有一些原始特征，加上原角龙在希腊文中意为“第一个

有角的脸”，因而就起名为“原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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