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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河南淅川盆地的恐龙蛋发现与研究始于１９７４年，淅川盆地恐龙蛋具有非常高的多样性，共计发现４

个蛋科、６个蛋属、６个蛋种，尤其以树枝蛋类最为丰富。近年来，河南地质博物馆对全省地质遗迹调查过程中，在

淅川盆地再次有新的恐龙蛋类型的发现，本文对其中的部分标本进行记述，根据壳单元呈多分叉的不规则树枝状，

蛋壳厚度为１．６２～１．７４ｍｍ，锥体间隙明显，壳单元自锥体上部开始出现分枝，蛋壳中部大多具有３～４个分枝，近

蛋壳外表面形成融合层，蛋壳具有复杂的气孔系统等特征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树枝蛋类，建立一新蛋种：大石桥树枝

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犪狊犺犻狇犻犪狅犲狀狊犻狊ｏｏｓｐ．ｎｏｖ．）。通过对淅川盆地恐龙蛋分类与对比、不同类型恐龙蛋在地层中的分

布研究，将有助于盆地内白垩纪红层的划分，也将为秦岭东段各盆地中同一时期红层的划分与对比、古地理、古环

境和古气候等研究提供更加翔实的古生物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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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恐龙蛋发现与研究较早，最早于１９７４年

发现于淅川盆地，拉开了河南恐龙蛋、恐龙发现和研

究序幕，为河南白垩系红层的确定提供了充分的古

生物证据。此后，河南地质工作者陆续在西峡盆地、

李官桥盆地、夏馆盆地、汝阳盆地等地发现了大量的

恐龙蛋。河南恐龙蛋系统分类学研究，最早是由赵

资奎将１９７５年内乡县采集的恐龙蛋正式研究命名

为夏馆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犪犵狌犪狀犲狀狊犻狊）（Ｚｈａｏ

Ｚｉｋｕｉ，１９７９ａ），将发现于西峡的恐龙蛋鉴定为蜂窝

蛋类、二连副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犻狉犲狀犲狀狊犻狊）、

滔河扁圆蛋（犘犾犪犮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狋犪狅犺犲犲狀狊犻狊）等，将发现于

李官 桥 盆 地 的 恐 龙 蛋 鉴 定 为 安 氏 长 形 蛋

（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犪狀犱狉犲狑狊犻）、长 形 长 形 蛋 （犈．

犲犾狅狀犵犪狋狌狊） 和 瑶 屯 巨 形 蛋 （犕犪犮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狔犪狅狋狌狀犲狀狊犻狊）（ＺｈａｏＺｉｋｕｉ，１９７９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期，西峡大量恐龙蛋的发现将河南恐龙蛋的研究

推向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国内众多的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地质和文物部门等对河南各地发现的恐

龙蛋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赵资奎在总结中国恐龙

蛋类型的多样性时，在西峡盆地研究命名了红坡网

形蛋（犇犻犮狋狔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犺狅狀犵狆狅犲狀狊犻狊）和内乡网形蛋

（犇．狀犲犻狓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ＺｈａｏＺｉｋｕｉ，１９９４）。赵宏和赵

资奎对淅川盆地恐龙蛋进行系统分类研究，将淅川

盆地１０个地点发现的恐龙蛋分为４个蛋科、６个蛋

属、６个蛋种：滔河扁圆蛋（犘犾犪犮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狋犪狅犺犲狀狊犻狊）、

淅川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犮犺狌犪狀犲狀狊犻狊）、二连副



第１０期 贾松海等：河南淅川盆地上白垩统恐龙蛋一新蛋种

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犻狉犲狀犲狀狊犻狊）、长形蛋未定

种 （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ｏｏｓｐ．）、主 田 南 雄 蛋

（犖犪狀犺狊犻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犮犺狌犲狋犻犲狀犲狀狊犻狊）和金刚口椭圆形

蛋（犗狏犪犾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犮犺犻狀犽犪狀犵犽狅狌犲狀狊犻狊）等，并据此对含

恐龙蛋红层的时代进行了初步讨论（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方晓思等对河南西峡盆地发现的恐龙

蛋进行研究，共鉴定４蛋科４蛋属８蛋种：石嘴湾副

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阳城

副圆形蛋 （犘．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桑坪椭圆形蛋

（犗狏犪犾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狊犪狀犵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分 叉 树 枝 蛋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犳狌狉犮犪狋狌狊）、树 枝 树 枝 蛋 （犇．

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三里庙树枝蛋（犇．狊犪狀犾犻犿犻犪狅犲狀狊犻狊）、

赵营 树 枝 蛋 （犇． 狕犺犪狅狔犻狀犵犲狀狊犻狊）、西 坪 杨 氏 蛋

（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等 （Ｆａｎｇ Ｘｉａｏｓ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王德有统计河南发现的恐龙蛋共计８

蛋科１１蛋属１９蛋种（ＷａｎｇＤｅ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方晓思等对西峡盆地发现的恐龙蛋进行总结，确定

为６蛋科８ 蛋属１６ 蛋种，新建茧场长形蛋（犈．

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杨 家 沟 长 形 蛋 （犈．

狔犪狀犵犼犻犪犵狅狌犲狀狊犻狊）、赤眉长形蛋（犈．犮犺犻犿犲犻犲狀狊犻狊）等

（Ｆ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近年来，随着新的恐龙蛋类型的发现，原有的恐

龙蛋分类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完善，此前认为

的恐龙蛋类型多数被修订为了新的类型或组合，尤

其是河南西峡盆地发现的恐龙蛋属种修订最为明

显。其中，西坪杨氏蛋被修订为西坪副蜂窝蛋

（犘犪狉犪犳犪狏犲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ｋａｎｇ，

２０１０；ＺｈａｏＺｉｋ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石嘴湾副圆形蛋被

修 订 为 石 嘴 湾 珊 瑚 蛋 （犆狅狉犪犾犾狅犻犱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狊犺犻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Ｚｈａｏ

Ｚｉｋ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内乡网形蛋被修订为内乡原网

形 蛋 （犘狉狅狋狅犱犻犮狋狔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狀犲犻狓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ＺｈａｏＺｉｋ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杨家

沟长形蛋被认为是长形长形蛋的同物异名，茧场长

形蛋为主田南雄蛋的同物异名，赤眉长形蛋为戈壁

棱柱形蛋的同物异名，赵营树枝蛋为树枝树枝蛋的

同 物 异 名，桑 坪 椭 圆 形 蛋 为 艾 氏 始 兴 蛋

（犛犺犻狓犻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犲狉犫犲狀犻）的同物异名（ＺｈａｏＺｉｋｕ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２０１２年以来，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在淅川、西峡

一带开展了恐龙化石点调查与研究，发现多处恐龙

蛋化石点，为豫西南晚白垩世红色沉积盆地地层的

划分与对比提供了更多的古生物学证据。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河南地质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团队在野外考察过程中，采集到一

些恐龙蛋。结合蛋壳显微结构的研究，发现其中一

些代表了一种新的恐龙蛋类型，本文对其分类学进

行详细的记述，增加并丰富了淅川盆地产出恐龙蛋

的多样性。

１　地质背景

淅川盆地位于豫西南的淅川县南部，西侧和南

侧均与湖北省相邻。淅川盆地由滔河、紫荆关凹陷

与寺沟凸起组成，北西－南东走向，长３６ｋｍ，宽１３

ｋｍ，面积约４２０ｋｍ２（ＺｈｏｕＳｈｉ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５）。

淅川盆地内红层主要沿丹江断裂分布于盛湾、

滔河一线及丹江北岸的寺湾、大石桥一带，出露面积

约１４０ｋｍ２。盆地内上白垩统地层为陆相沉积岩的

一套红色碎屑岩系，岩性主要为红色的砾岩、砂砾

岩、钙质砂岩、钙质结核粉砂岩、粉砂质粘土岩和钙

质粘土岩，属于冲－洪积相和湖泊相的沉积，厚度可

达１６００余米。根据岩性特征及区域地层划分对比，

盆地内红层自下而上划分为高沟组（Ｋ２犵）、马家村

组（Ｋ２犿）和寺沟组（Ｋ２狊）（ＺｈｏｕＳｈｉｑｕ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８５）（图１）。

２　材料与方法

此次研究的标本为大石桥乡高沟组地层中发现

１２片恐龙蛋壳（野外编号１８１１２２３）。标本发现于

盗洞周边的覆土中，代表完整恐龙蛋或蛋窝被盗掘

之后遗留下来的蛋壳。

将恐龙蛋壳进行超声波清洗，在实体显微镜下

挑选蛋壳较厚、内外表面保存程度，选择其中内外表

面完整的３片蛋壳分别制作蛋壳的径切面镜检薄片

（１９０８２７７１，１９０８２７７２）和 弦 切 面 镜 检 薄 片

（１９０８２７８１，１９０８２７８２，１９０８２７９１，１９０８２７９２，

１９０８２７９３）。

蛋壳镜检薄片在偏光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并使

用普通光和荧光拍摄显微结构照片，其中荧光拍摄

由蓝色激发得到绿色荧光效果，曝光时间控制在３

秒左右。

３　系统古生物学

树枝蛋科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犻犱犪犲　犣犺犪狅犪狀犱犔犻，１９８８

大 石 桥 树 枝 蛋 （新 蛋 种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犱犪狊犺犻狇犻犪狅犲狀狊犻狊狅狅狊狆．狀狅狏．

词源：种名Ｄａｓｈｉｑｉａｏ（大石桥）源自化石产地大

石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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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期 贾松海等：河南淅川盆地上白垩统恐龙蛋一新蛋种

图１　河南省淅川盆地大石桥树枝蛋（新蛋种）蛋壳显微结构

Ｆｉｇ．１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犪狊犺犻狇犻犪狅犲狀狊犻狊ｏｏｓｐ．ｎｏｖ．

（ａ）—蛋壳径切面（１９０８２７７１），显示多分叉的不规则树枝状壳单元和复杂气孔组成的蛋壳结构；（ｂ）（ｃ）—蛋壳径切面（１９０８２７７２），（ｂ）—为

普通光镜下拍照，可见壳单元排列疏密不均，壳单元自锥体上部开始分枝，中部分枝更为明显，分枝数量不等，有的分枝较为纤细，红色箭头所

指为锥体，白色线段为锥体层弦切面所在位置，（ｃ）—为绿色荧光拍照，可清楚看到壳单元中发育的空腔；白色箭头为锥体晶核中心；（ｄ）（ｆ）—

锥体层弦切面（１９０８２７９１），（ｄ），（ｅ）—中可见壳单元排列不规则，（ｅ）—中红色箭头为锥体晶核中心，（ｆ）—为荧光下照片，可以较为清楚看到

壳单元之间的排列和边界，红色箭头晶核中心；（ｇ）（ｈ）—蛋壳径切面（１９０８２７７１），锥体部分的局部放大，可以更为清楚的看到壳单元分枝形

成的空腔（（ｇ）中红色箭头所指、（ｈ）中白色箭头所指）

（ａ）—ｒａｄ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０８２７７１）ｏｆ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ｈｏｗｓ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ｍｕｌｔｉ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ｏｒｅｓ；（ｂ）（ｃ）—ｒａｄ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０８２７７２）ｏｆ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ｂ）—ｕｎｄｅｒ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ｌｉｇｈｔ，ｓｈｏｗｓｕｎｅｖｅｎ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ａｒｅ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ｗｉｔｈｕｎｅｑ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ｓｏｍ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ｌｅ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ｃ）—ｕｎｄｅｒ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ｓｈｏｗｃｌｅａｒｌｙｃａ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ａｒｒｏｗｐｏｉｎｔ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ｅ

ｎｕｃｌｅｕｓ；（ｄ）（ｆ）—ｃｏ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ｎｅｌａｙｅｒ（１９０８２７９１），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ｐｏｉｎｔ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ｅｎｕｃｌｅｕｓ，（ｅ）—

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ｒｒｅｎ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ｆ）—ｕｎｄｅｒ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ａｒｒｅｎ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ｍｏｒ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ｇ）（ｈ）—

ｒａｄ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０８２７７１）ｏｆ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ｅｐａｒ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ｃｌｅａｒｌｙｃａｖｉｔｙ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ｕｎｉｔｓ（ｒｅｄｃｒｏｗ（ｇ）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ｃｒｏｗ（ｈ））

　　产地和层位：淅川县大石桥乡罗岗村，上白垩统

高沟组。

特征：蛋壳由多分叉的不规则树枝状壳单元组

成，锥体间隙明显，排列不规则，近蛋壳外表面壳单

元形成融合层，蛋壳厚度为１．６２～１．７４ｍｍ。锥体

排列不规则，蛋壳自锥体上部开始出现分枝，可见壳

单元因分枝形成的空腔，在蛋壳中部分枝较为明显，

壳单元大多具有３～４个分枝，蛋壳中上部壳单元分

枝相互联合，形成融合层，融合层厚度为０．１５～

０．２０ｍｍ，融合层中发育不规则的孔隙，与蛋壳气孔

道相通，形成复杂的气孔系统。

描述：

蛋壳径切面显示蛋壳由多分叉的树枝状壳单元

组成，近蛋壳外表面壳单元形成融合层（图１ａ），蛋

壳厚度为１．６２～１．７４ｍｍ，发育有复杂的不规则气

孔道。

蛋壳径切面和弦切面都显示锥体间隙明显，排

列不规则（图１ｂ～ｆ），部分锥体紧密排列在一起（图

１ｅ，ｆ）。切穿锥体中心的切片显示，楔体沿晶核中心

向外放射状生长，在荧光下晶核中心结构更加明显

（图１ｃ，ｆ）。这一层中的气孔不规则，大小不一（图

１ｅ）。

蛋壳径切面显示壳单元自锥体上部开始分枝向

外生长，并可见壳单元中分枝形成的空腔（图１ｇ～

ｈ，１ａ～ｂ），此处的蛋壳弦切面显示壳单元围成圆

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气孔。蛋壳中部分枝较为

明显，壳单元分枝数量不等，大多数为３～４个分枝，

大多数壳单元的分枝较为纤细（图１ｂ～ｃ，１ａ～ｂ）。

蛋壳中部弦切面显示，粗细不一的壳单元分枝围成

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的气孔，部分壳单元可见形成

分枝之前的空腔（图２ｃ～ｅ）。

蛋壳中上部，壳单元分枝开始膨大并相互联合，

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近外表面处形成融合层（图１ａ

～ｅ，２ａ～ｂ）。融合层厚度为０．１５～０．２０ｍｍ，融合

层中发育不规则的孔隙，融合层弦切面显示壳单元

围成圆形或不规则形孔隙，成为气孔道在外表面的

开口（２ｆ～ｈ）。

整体而言，蛋壳径切面显示不规则的气孔道，蛋

壳中下部气孔道较为开阔，随着壳单元分枝的增多，

蛋壳中上部气孔宽窄不均，蛋壳中部弦切面显示，气

孔大小不一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在融合层中

发育大小不一，圆形或不规则形的空腔，形成气孔道

在蛋壳外表面的开口。壳单元分枝形成的各种空腔

使得蛋壳的气孔系统更加的复杂。

４　比较与讨论

本文蛋壳显微结构显示，蛋壳具有分枝状的特

征，可将其归入树枝蛋科。树枝蛋科最早由赵资奎

和黎作骢依据湖北安陆发现的恐龙蛋建立（Ｚｈａｏ

Ｚｉｋｕ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８）。此后，河南淅川盆地、西峡盆地

和湖北郧阳发现的恐龙蛋被鉴定为树枝蛋类。目

前，树 枝 蛋 类 包 括 树 枝 蛋 属、扁 圆 蛋 属 和

犘犻狅狀狅狅犾犻狋犺狌狊３个蛋属，有王店树枝蛋、淅川树枝蛋、

滔 河 扁 圆 蛋、三 里 庙 扁 圆 蛋 和 犘犻狅狀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狇狌狔狌犪狀犵犪狀犵犲狀狊犻狊等（ＺｈａｏＺｉｋ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Ｈｅ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本文记述的恐龙蛋壳壳单元多分枝不规则状区

别于扁圆蛋属各属种壳单元的柱状分枝，此外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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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石桥树枝蛋（新蛋种）蛋壳显微结构

Ｆｉｇ．２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犪狊犺犻狇犻犪狅犲狀狊犻狊ｏｏｓｐ．ｎｏｖ．

（ａ）（ｂ）—蛋壳径切面（１９０８２７７１），（ａ）—可见壳单元自锥体上部开始分枝，中部分枝更为明显，分枝数量不等，有的分枝较为纤细，壳单元

空腔较为发育（ａ中红色箭头和ｂ中白色箭头所指），红色线段分别对应蛋壳中部和融合层弦切面所在位置；（ｃ）（ｅ）—蛋壳中部弦切面，（ｃ）—

可见壳单元分枝围成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的气孔（１９０８２７９２）；（ｄ）—中可见壳单元分枝排列不规则，围成大小不一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

形气孔（１９０８２７８２），红色箭头为壳单元中的空腔，（ｅ）—为荧光下对应拍照，空腔更为明显，白色箭头为壳单元中的空腔；（ｆ）（ｈ）—蛋壳近融

合层弦切面（１９０８２７８１），（ｆ）—中可见发育不规则的孔隙；（ｇ）（ｈ）—为（ｆ）局部放大，可见壳单元开始融合，形成不规则的孔隙，在荧光下可

见为环状排列

（ａ）（ｂ）—ｒａｄｉ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０８２７７１）ｏｆ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ｈｏｗｓ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ｅ，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ａｒｅ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ｗｉｔｈｕｎｅｑｕ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ｓｏｍ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ｌｅｎｄｅｒ，ｃｌｅａｒｌｙｃａｖｉｔｙ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ｒｅｄｃｒｏｗａ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ｃｒｏｗｂ），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ｓ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ｃ）（ｅ）—ｃｏ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ｃ）—

ｓｈｏｗｓｒｏｕｎｄ，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ｏｒ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ｏｒ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１９０８２７９２），（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ａｒｒａｎ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ｂｒａｃｈ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ｚｅｓｏｆｐｏｒｅｓ（１９０８２７８２），ｔｈｅｒｅｄｃｒｏｗｓｐｏｉｎｔｃａ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ｅ）—ｕｎｄｅｒ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ｓｈｏｗｃｌｅａｒｌｙｃａ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ａｒｒｏｗｓ）；（ｆ）（ｈ）—ｃｏ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０８２７８１）ｏｆ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ｕｓ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ｆ），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ｏｒｅｓｏｆ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ｇ）（ｈ）—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ｕｎｉｔｓｗｉｔｈ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ｏｒｅｓ，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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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蛋亦为柱状分枝，分枝位置位于蛋壳中部，与本

文 记 述 的 恐 龙 蛋 壳 相 区 别。犘犻狅狀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狇狌狔狌犪狀犵犪狀犵犲狀狊犻狊与树枝蛋属和扁圆蛋属的区别主

要是蛋的宏观形态和蛋窝结构，因而与本文记述标

本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相比较而言，本文记述的标本与淅川树枝蛋有

些特征较为相似，如壳单元首次分枝都发自于锥体

上部，壳单元都具有多分枝，二者的区别在于本文研

究的蛋壳壳单元分枝更多，且蛋壳外表面融合层较

厚，并在其中发育不规则的孔隙，形成复杂的气孔道

系统，但是本文记述的标本尚未找到确切的完整恐

龙蛋，其宏观形态和蛋窝中的排列情况不得而知。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将本文记述的标本基于与淅川

树枝蛋较为相似但又有差异，可归入树枝蛋属，建立

一新蛋种：大石桥树枝蛋（新蛋种）（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犱犪狊犺犻狇犻犪狅犲狀狊犻狊ｏｏｓｐ．ｎｏｖ．）。

目前发现的树枝蛋类主要集中分布在秦岭东部

的断陷盆地中，尤其以淅川盆地和西峡盆地为最多，

大石桥树枝蛋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淅川盆地恐龙蛋的

多样性，相信随着淅川盆地、西峡盆地恐龙蛋分类学

深入系统的研究，将为深入研究秦岭东段各盆地中

红层的划分与对比、古地理、古气候、古环境等特征

更加翔实的古生物学证据。

５　结论

淅川大石桥乡上白垩统高沟组发现的恐龙蛋根

据壳单元呈多分叉的不规则树枝状，蛋壳厚度为

１．６２～１．７４ｍｍ，锥体间隙明显，蛋壳自锥体上部开

始出现分枝，蛋壳中部大多具有３～４个分枝，近蛋

壳外表面形成融合层，蛋壳具有复杂的气孔系统等

特征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树枝蛋类，建立一新蛋种：大

石桥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犪狊犺犻狇犻犪狅犲狀狊犻狊ｏｏｓｐ．

ｎｏｖ．）。大石桥树枝蛋的发现将为深入研究秦岭东

段各盆地中红层的划分与对比、古地理、古气候、古

环境等提供更加翔实的古生物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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