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岭生物群中丰富而完整的鱼龙化石记录已

经引起广泛关注［!"#］。但由于对关岭生物群的研究开

始不久，目前对该生物群中鱼龙化石的描述和报道

并不多。李淳等［$，%］先后描述和报道了体小、吻短而

眼眶大的!"#$"%&’&()*#+,+* -&)+"和一个大型头骨化

石.(/0)*1)$2(3+* #*"#’"%+*。尹恭正等［&］虽然也描述

和 报 道 了 4"5)*#+,+* 6+#$3"$67$*"* ’()， 8"$9
1+*#+,+* *+$" *+,， :+"-&)+’&(*#+,+* ’#$6#7 ’()
-. /0)， ;(1"%+*"%&’&()*#+,+* ’#"&+#7 *0等几个被

其认为是鱼龙的新属种，但除8"$1+*#+,+* *+$" *+,
经进一步研究后被改归海龙目外［&"1］，其他几个属种

由于缺乏对标本的正确修理和对这些标本重要部

位，如头骨、肩带和腰带等部位关键性性状的认识

和描述，因此，它们究竟是不同的鱼龙属种，还是同

一属种的不同发育阶段或保存方式尚有待进一步

研究。

初步的研究表明，关岭生物群的鱼龙化石与

47’#1)3(6$#’&+* $)2)*+*带牙形石共生［2］，时代应与

晚三叠世卡尼期中期相当［2"!!］。国外研究较为详细的

晚三叠世卡尼期的鱼龙主要有<&)$"*#+,+*， <&#*9
’#*#+,+*，;),7’)%$7/+*，.#3"=),$)*#+,+*等［!3，!#］。 其

中<&)$"*#+,+*的前荐椎数超过%%节，可能达到&4节，

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当时海洋中生活的最大鱼龙，成

年个体的体长超过!3 5。其次是<&#*’#*#+,+*，其前

荐椎数超过%4节，成年个体的体长可能超过%"6 5。

其他两个属种的鱼龙个体相对较小，成年体长度一

般不超过# 5［!3"!$］。与上述国外已知鱼龙属种相比，

本文所描述的两个标本中虽然完整骨架总长度约

%7$ 5，但从头骨长度达到24 85和!44 85，在具有完

整头后骨骼的标本上可识别出&#节胸椎和&节颈椎

以及!32节尾椎来看，它们应属中大型鱼龙类的骨骼

化石。

鱼龙的研究虽然有#44多年的历史，并在国内外

有广泛的报道［!%］，但以往所发现和报道的鱼龙化石

大多是一些分散保存的骨骼，很少发现类似关岭生

物群中具有完整头骨和头后骨骼共同保存的完整骨

架。因此，对关岭生物群中丰富而保存完整的鱼龙标

本的详细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全球晚三叠世鱼龙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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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记录，而且将为鱼龙类化石的生物分类学、个

体发育和演化等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 ,-(+./+--0，1234
5#(’$(’()*+6(0 70**+(8，19:;

!"#$%"#&’"()(’ <0.= .&/=。
词源：#$%&’$%(，盘江，模式种产地的河流名。

模式种：!"#$%"#&’"()(’ *+%,-")%’ )*+ %,-+。
特征：同模式种。

!"#$%"#&’"()(’ *+%,-")%’ <0.= 0$ ’>= .&/+
（图版!—.$，./，!$，!/）

词源：0*’12$3’)，意为“完美的”，指化石保存完整。

材料：正模和副模标本各一件。正模（编号：

456666.）为一个具完整头骨、下颌和头后骨骼（包

括脊柱、肋骨、肩带、腰带和四肢）的标本。整块标本

几乎都以右侧出露，头骨和下颌的左右支上下发生

少许错位。副模标本（编号：7#89 :66."）为一立体

保存完好的头骨及下颌、数节颈椎和部分前肢。

特征：中—大型鱼龙。吻部粗壮，长约为头骨全

长的;"+<=。外鼻孔由前上颌骨和上颌骨围成。泪骨

和眶后骨非常发达。眼眶近椭圆形，由泪骨、前额

骨、后额骨、后眶骨和轭骨围成，长约为头骨全长的

.;+>=。颊部短，占头骨全长的>+:=。牙齿锥状，单列，

槽生。上颌骨牙齿排列不及前上颌骨紧密，下颌的

牙齿只分布于齿骨的前半部分。颈椎约;节，背椎;:
节，尾椎约.!>节。荐前椎椎体双凹型，高约为长的!
倍（长 ? 高为6+"!@6+<A）。肋骨单头型。背部神经棘中

等高度。锁骨细长，间锁骨4形，乌喙骨近端扇形，中

部边缘平直。肱骨近端平直，向远端略扩展。桡骨大

于尺骨。桡骨、接桡骨和远端腕骨外边缘具凹槽。坐

骨长大于宽，趾骨扇形，趾骨内缘具有窄、深且近于

封闭的凹槽。前肢较后肢粗壮，前肢"指，后肢具:趾

和.前轴附趾。指（趾）骨圆盘状。

产地及层位：贵州关岭新铺乡小凹上三叠统小

凹组下段中部。

标本描述：正模标本骨架全长约为<:A+< 1B，其

中头骨长为>6 1B，尾长约!<6 1B（占全长的";+"=）。

副 模 标 本 的 头 骨 长.66 1B。 从 骨 架 大 小 看 ，!"#.
$%"#&’"()(’ *+%,-")%’ (0%+ 0C )*+ %,-+应为中到大型

鱼龙类。

头骨（’?)--）：由于正型标本的头骨部分受到斜

侧向挤压，所以顶视的特征和右侧面的一些特征不

能分辨，而副型标本基本呈立体保存，对其进行观

察与比较更能清晰地分析其头骨特征。通过对两头

骨标本骨片结构的分析和比较，发现两头骨结构极

其相似，可以确定其为同一属种。因此头骨的特征描

述主要是根据副型标本来展开的（图.，表.）。

吻部粗壮，基本上由前上颌骨形成，长约为头骨

全长的;"+<=。前上颌骨具有长的上鼻骨突，将鼻骨

排除在外鼻孔之外。外鼻孔狭长，呈犁形，前窄后宽，

由前上颌骨和上颌骨围成。上颌骨非常发达，前端达

到前颌骨中部，后端超越眼眶前缘之后。上颌骨的上

升支与鼻骨和泪骨的接缝不清晰，但可以判断未与

前额骨接触。泪骨非常发达，近似于三角形，形成眼

眶的前边缘。鼻骨前部极为狭长，尖灭于两前颌骨之

间。额骨长度不及鼻骨，向后延伸未达到颞孔前边

缘。前额骨和后额骨共同构成眼眶的上边缘，后额骨

小于前额骨。眼眶近椭圆形，眼眶直径占头骨全长的

.;+>=。巩膜环约由D枚巩膜骨形成，外径.< 1B，内径

; 1B，内径与外径比为6+"。由于正模（456666.）和副

模（7#89 :66."）头骨后部被压扁，因此，头骨顶面

部分结构不明显。眼眶的后边缘由后眶骨和轭骨的

上升支围成，眶后骨非常发达，最大宽度几乎与颊部

的宽度接近。腹面边缘全部由轭骨围成。颊部（包括

后眶骨、鳞骨和方轭骨）占头骨全长的>+:=。牙齿锥

状，大小不一，槽生齿或亚槽生齿，齿列单排，牙齿表

面具纵向纹饰，略向后弯曲。上颌骨牙齿排列不及前

上颌骨牙齿紧密，上颌骨和齿骨后部缺齿。上颌可观

察到左侧牙齿:.枚、右侧:!枚，其中上颌骨着生牙齿

约为..枚。

下颌（8(.6+@-0）：齿骨粗壮，向后延伸至眼眶前

腹角，长为下颌全长的;D+D=，齿骨后部缺齿。冠状骨

不发育，仅在下颌后端有一较小的冠状突。上隅骨形

状不规则，隅骨向后延伸逐渐变宽，最宽处位于末

端，长约为下颌的一半，与上隅骨之比为6+;.。关节

骨与上隅骨相连，未见反关节骨。夹板骨细长，长为

下颌的. ? :（图.，表.）。

脊 柱（/0*$0@*(- "&-)8.）：正 模 标 本 具 有 保 存

完整的颈椎、背椎、荐椎和尾椎。其中颈椎约;节，背

椎;:节，荐椎!节，尾椎约.!>节（前部"!节、后部约AD
节）。颈椎长约.: 1B，背椎长约.DA 1B，尾椎前部长

.!> 1B、后部长约.!. 1B（表!）。

以 往 的 研 究 者 认 为 荐 前 椎 达 到;6节 的/-0#.
%’"()(’或荐前椎数不少于;<节的12340’+0#526(’的

成年个体体长可能超过.!B［.!@."］。然而，当前标本的

陈孝红等：贵州晚三叠世关岭生物群大型鱼龙化石一新属种 !!>



地 质 通 报 !"#$#!%&’$ ()$$"*%+ #, &-%+’ !""# 年

（全部标本采自贵州关岭新铺乡上三叠统小凹组下段中部，均保存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博物馆）

$%，$&，!%，!&：./012/034/5654 7829:/624 ’()* (+ ,-* )./*
$*正模，标本登记号：01""""$2 $%*头骨，右侧视，3$ 4 5；$&*完整骨架，右侧视，3$ 4 6"*

!*副模，标本登记号：789:#""$62 !%*左侧视，3$ 4 $$；!&*右侧视，3$ 4 $$*

图版!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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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美丽盘江龙（新属新种）（副模标本）素描

$%&’ # ()*+,- ./ !"#$%"#&’"()(’ *+%,-")%’ &*0’ *+ 12’0.3’（2454+62*）

4—40&7845隅骨；45—45+%,7845关节骨；9—9*0+456齿骨；*:+0—*:+*5048 045*1外鼻孔；/—/5.0+48额骨；;—;7&48轭骨；8—84,5%<48泪
骨；<—<4:%884上颌骨；0—04148鼻骨；2—245%*+48顶骨；2/—2.1+/5.0+48后额骨；2<—25*<4:%884前上颌骨；25/— 25*/5.0+48前额

骨；=—=74954+*方骨；=;—=74954+.;7&48方轭骨；1—1,8*5.+%, >.0*巩膜骨；14—17540&7845上隅骨；12—128*0%48夹板骨；

2.?2.1+.5>%+48眶后骨；1=—1=74<.148鳞骨；1+—17254+*<2.548上颞骨；7+/—78+54 /*01+54上颞孔

表 ! 美丽盘江龙（新属种）头骨及下颌骨测量数据

!"#$% ! &%"’()%*%+,’ -. ,/% ’0($$ "+1 2"3 -.
!"#$%"#&’"()(’ *+%,-")%’ ’4 5 +-6 5

项 目
正模标本

（"#）

副模标本

（"#）

头骨全长 $% & % !’’ & ’
吻端至外鼻孔前缘距离 () & (
巩膜环内径 * 外径 + & ’ * !% & ’
下颌全长 $) & ) ,+ & ’
隅骨后端宽度 ( & ’ ( & )
吻端至眼眶前缘的距离 +- & ’ +( & %
眼眶长 !! & ( !+ & ’
外鼻孔后缘至眼眶前缘距离 $ & ’
齿骨长 +! & % +% & ’
上隅骨最大宽度 % & ) ) & ’

荐前椎数虽然很大，但骨架全长只有@AB ,<，其长度

不及以往推测的荐前椎数可能只有@C多节的.-"’/
0"’"()(’的成年个体的体长。因此，单纯从荐前椎数

目与骨架的相对长度的对比来看，不排除当前所

描述的模式标本本身是某种鱼龙未成年个体的可

能性。事实上，目前在关岭生物群中已经发现体长

达到#!<的鱼龙骨架，只是由于研究程度等原因，尚

无法准确证明它们本身就是同一属种。

由于头骨和下颌是侧面出露，除能观察到枢椎

的部分神经棘外，寰椎和枢椎被下颌后部覆盖，具体

特征不详。第ADE节颈椎基本等大，高明显大于长，几

乎是长的!倍。

背椎呈多米诺骨牌状保存，椎体为双凹型，背

椎前部向前倒伏，可见椎体后部凹入，背椎后部向

后倒伏，可见椎体前部凹入，所以可以判定。背椎

中间部分脊椎被右侧肋骨覆盖，其椎体数目根据

肋骨数目判别。背椎体高明显大于长，几乎是长的

!倍。横突短小，呈圆斑状，随椎体向后逐渐变大而

变大。神经弓极低，几乎与椎体愈合，神经棘中等高

度，一般为EDF ,<，宽约! ,<，神经棘向后倾斜。没有

明显的椎体特征来判别荐椎的确切位置，根据肠骨

的分布推测荐椎约为!节，与后部背椎的特征相似。

陈孝红等：贵州晚三叠世关岭生物群大型鱼龙化石一新属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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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美丽盘江龙（新属种）

（正模标本）的椎体测量数据

!"#$% ! &%"’()%*%+,’ -. ,/% 0%+,)(* -.
!"#$%"#&’"()(’ *+%,-")%’ ’1 2 +-3（4-$-,51%）

椎骨
椎 体 神经棘

高（""） 长（""） 高（""）

颈 椎

# $% !#
$ $% !#
& $% !#

背 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荐 椎

’ #!
! #!

前部尾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美丽盘江龙（新属种）（正模标本）

的肩带及前肢测量数据

!"#$% ! &%"’()%*%+,’ -. ,/% ’/-($0%) 12)0$%’
"+0 .-)%$2+’ -. !"#$%"#&’"()(’ *+%,-")%’

1%+ 3 %, ’4 3 +-5 3（/-$-,64%）

项 目 距离 " #$

肩胛骨最大长度 %& ’ (
肩胛骨最大宽度 ) ’ &
乌喙骨长 %* ’ +
乌喙骨近端宽度 * ’ )
乌喙骨远端宽度 , ’ !
乌喙骨最小宽度 ) ’ -
肱骨长 %& ’ )
肱骨近端宽 %- ’ -
肱骨远端宽 %& ’ +
肱骨最大厚度 . ’ -
桡骨 " 尺骨长 , " , ’ +
桡骨 " 尺骨宽 ( " * ’ &
接桡骨最大直径 ) ’ -
间中骨最大直径 * ’ .
接尺骨最大直径 & ’ )

图! 美丽盘江龙（新属种）的肩带和前肢

$%&’ ! ()*+,- ./ 0-.123*4 &%432*0 563 /.4*/%60
./ ./012/034/5654 7829:/624 07’ 6.8’

92—,258%,2*锁骨；9.—,.45,.%3乌喙骨；:1—-1;*410肱骨；

%—%6+*4;*3%1;间骨；<,2—%6+*4,258%,2*间锁骨；=—453%10桡骨；

4—453%52接桡骨；(,—0,57125肩胛骨；>—1265尺骨；

1—12654*接尺骨；?@#—3%0+52 ,547520远端腕骨

尾椎向后逐渐变小，神经棘也逐渐变低，尾椎

前部分神经棘向后倾斜，在第A!节椎体处尾椎开始

向下倾斜，神经棘开始向前倾斜直至消失。第?@!节

尾椎没有人字骨，人字骨位于第#@!A节尾椎下方，向

后逐渐变小至消失。

肋骨（!"#$）：颈肋较短，交织着保存在一起。背

肋较长，全头，中间有一细长的浅沟。大部分肋骨

远端交织在一起，第?"@?!节背椎上的肋骨长分别

为A" ,;、## ,;、#B ,;。腹膜肋细长，呈针状，杂乱无

章地位于胸肋下方，后部无腹膜肋。

肩 带 与 前 肢（$%&’()*! +"!)(*$ ,-) .&!*("-$）

（图!，表#）：锁骨、间锁骨与乌喙骨和肩胛骨分离。锁

骨细长，近端略粗，与&;<=>48>0?;@54的锁骨在中部

扩大不同，而与A:/4B/4/5654和A:>024/5654的锁骨相

似。间锁骨呈C形，后突长于左右突。乌喙骨呈扇形，

近端宽大、扁平，中部边缘近于平直，与A:>024/5654
或&/@@/C/;2/的乌喙骨相似［?!@?A］（图!）。

由于肩胛骨的部分骨片被乌喙骨覆盖，其整体

轮廓不清。肱骨粗壮，长与宽相近（表#），没有明显的

肱骨头，桡骨关节面长于尺骨关节面，两关节面都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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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美丽盘江龙（新属种）的腰带及后肢

$%&’ # ()*+,- ./ +-* 0*12%, &%341* 564 -%64/%67
./ !"#$%"#&’"()(’ *+%,-")%’ &*6’ *+ 70’ 6.2’

表 ! 美丽盘江龙（新属种）

（正模标本）的腰带及后肢测量数据

!"#$% ! &%"’()%*%+,’ -. ,/% 0%$123
42)5$%’ "+5 /2+5.2+’ -. !"#$%"#&’"()(’

*+%,-")%’ 4%+ 6 %, ’0 6 +-1 6
项 目 距离 " #$

肠骨长 % & ’
肠骨最大宽度 % & (
肠骨最小宽度 ) & (
坐骨长 *( & (
坐骨最大宽度 + & ,
耻骨长 *( & (
耻骨最大宽度 - & )
耻骨最小宽度 ! & ,
股骨长 *, & )
股骨近端宽度 % & (
股骨远端宽度 *( & (
胫骨 " 腓骨长 . & ( " + & .
胫骨 " 腓骨宽 . & ( " + & *
接腓骨最大直径 ! & (
间骨 / 接胫骨最大直径 % & (

直，夹角为8!9:。桡骨和尺骨长度接近或尺骨略长，

但桡骨的宽明显大于尺骨。桡骨为近圆形或近四方

形，外缘中部位有一半圆形凹槽（6.+,-）。尺骨为肾

状，后缘微凸，前缘微凹，与桡骨之间形成一小孔。

接桡骨、间骨和接尺骨都为圆盘状，大小依次略有

递减。接桡骨和间骨之间存在间隙，而间骨和接尺

骨紧密接触。远端腕骨为#枚，圆盘状，大小基本相

同。与桡骨相似，接桡骨和远端腕骨外缘均发育一

半圆形凹槽。前肢分为"指，指骨数量较多，圆盘状，

向远端直径逐渐减小。

腰带和后肢（!"#$%& ’%()#" *+) ,%+)-%+.）：肠骨

前端扩展，较平薄，后端较厚实，关节面呈椭圆状。

坐骨近端较宽，向远端收缩，长大于宽，最大宽度 ;
最大长度比为<’=9。耻骨近扇状，近端厚实，远端平

阔，外缘较平直，内缘在中间靠近近端处有一较深

且几乎封闭的凹槽。当前标本腰带的上述特点与

.-/#%’"()(’ +/+(0")%’ 相 似 ， 与 1*’"#/’"()(’ 0*+2
3/)-4#,-(’的腰带相比，两者趾骨内缘凹槽的发育特

点相似，但两者趾骨和坐骨的形态不同［8#］。另外，与

上 述 相 对 应 的 凹 槽 在5467/’+/#840(’ +*3)%(6中 是

完全封闭的，而在.-"’3"’"()(’ +",%9%,(’中则具有明

显的开口［8!］。

后肢比前肢弱小，长9> ,?，为前肢的9>’@A。股

骨板状，相对于肱骨较细长，近端平直，增厚成唇形

关节面，没有明显的股骨头，远端扩展，较扁平，胫

骨关节面明显长于腓骨关节面，两关节面都平直，

夹角为888:。胫骨近四边形，近端略宽于远端。腓骨

近端明显窄于远端，外缘平直，内缘在中间靠近近

端处微凹，胫骨与腓骨一起在中间形成一条缝。接

腓骨和接胫骨都为圆盘状，两者结合紧密。未见间

骨，仅发现!枚圆盘状等大的远端跗骨。具#趾和8前

轴附趾（表"，图#）。

比较与讨论：!"#$%"#&’"()(’ *+%,-")%’ &*6’ *+
70’ 6.2’ 以其外鼻孔仅由前上颌骨和上颌骨!枚骨

片围成，前上颌骨的后突远超过外鼻孔的后缘，上

颌骨的上突较发育并将泪骨排除于外鼻孔之外与

5467/’+/#840(’ +*3)%#(’ 和 .-"’3"’"()(’ "0*:"#8)"*
的头骨相似。另外，其上颌骨和齿骨后部缺齿，眼眶

前后拉长，眼眶的长度超过颊部的长度等特征与

.-"’3"’"()(’的头骨较为接近，也是后者头骨的重要

特征［8!，8#，8BC89］。但!"#$%"#&’"()(’的泪骨和眶后骨非常

发达，泪骨的前缘几乎达到外鼻孔后缘，眶后骨的

最大宽度几乎与颊部的宽度接近，从而将后额骨与

方轭骨隔开等特征易于与上述!个属及其他属种的

头骨相区分。

新种与5467/’+/#840(’ +*3)%#(’相比，除两者的

陈孝红等：贵州晚三叠世关岭生物群大型鱼龙化石一新属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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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带、腰带以及四肢的特点差别十分明显外，还表

现在后者的吻部相对短粗，鼻骨向后延伸与后额骨

接触，额骨向后延伸进入颞孔的前边缘。新种与

./0120103431的一些种相比，除了头骨 存 在 上 述 相

似点外，在背椎的形态以及肩带和腰带的形态结

构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暗示它们可能具

有共同的起源或接近的分类位置。但当前标本的一

些特征，如非常发达的眶后骨、荐前椎数多达%&节

之多，乌喙骨近端中部边缘平直，桡骨、接桡骨和远

端 腕 骨 前 边 缘 均 具 有 凹 槽 以 及 前 肢 具 有 明 显 的’
指等特点又与./0120103431的已知种明显不同 。 鉴

于类似当前标本乌喙骨所具有的特征曾被视为建

立鱼龙类化石新种（./0120103431 56718093:04;1）或新

属（&0::0<0=;0）的 重 要 依 据［$!，$#，$(，$&］，加 之 新 种 模 式

标本的骨架长度也与)*+,-. /0 )*012/［$#］所推测的

&0::0<0=;0 56718093:04;1的成年体长度（小于% 3）接

近，当前标本应具有与&0::0<0=;0 56718093:04;1接近

的 分 类 位 置 。 考 虑 到 当 前 标 本 与 &0::0<0=;0
56718093:04;1相比，两者的乌喙骨虽然相似，但后者

可能缺失间中骨、桡骨边缘也没有凹槽等，作者认

为它们可能是不同的属种。新种前肢上桡骨、接桡

骨和远端腕骨前边缘均发育凹槽的特征，与晚三

叠 世 诺 利 期 的>08?7<05;和 早 侏 罗 世 的.26579264=@
?;31的 前 肢 相 似 ，但 前 者 的 肱 骨 相 对 较 短 ，指 骨 为

盘状，且排列稀疏［$45!"］，彼此间差别明显。

./75;103431 9793:04;1是国外已知晚三叠世卡尼

期个体最长的鱼龙。虽然在内华达晚三叠世地层中

发现’"块可能均为./75;103431 9793:04;1的标本，但

由于绝大多数标本为零散的骨骼，且保存较差，目

前对该属头骨结构的认识十分有限，也无法获得其

准确的脊椎数和体长［$’］。A05B;05?103431 69;8/04;16
7/89 /0 ,:9 8;<9与目前已知的./75;103431 9793:04;1
的有限性状相比，两者的乌喙骨的形态结构虽然相

似，但后者的颈椎达$$节，背椎椎体高度大于或等于

长的#倍以及间中骨可能消失，前肢退化为!指或#指

等与前者明显不同［$’］。

当前标本与李淳等［=］依据从关岭生物群获得的

另 外 两 枚 大 型 头 骨 化 石 标 本 所 确 定 的 新 种&=C@
D71975E=:31 01;02;831相比，两者头骨的大小和形态

基本接近，外鼻孔周围的骨骼特点一致。所不同的

是，除了前者具有相对较长的眼眶和吻部以及相对

较短的颊部外，还表现在后者上颌骨的上升支与前

额骨接触，齿骨的后端达到眼眶的后腹角，隅骨和夹

板骨都未与齿骨接触。

综上所述，A05B;05?103431 69;8/04;1 7/89 /0 ,:9
8;<9 是一个与晚三叠世卡尼期./012103431存在许多

共同特点，但荐前椎数较大，前肢具有晚三叠世诺利

期至早侏罗世过渡特征的大型鱼龙化石新类型。

致谢：本文所描述的标本由赵志强修理、明星协

助拍照，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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