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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龙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季  强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37 

摘  要: 本文对我国恐龙蛋研究历史作了简略回顾, 大致分为三个研究阶段：形态分类、半自然分类和自然

分类阶段。本文根据中国江西赣州晚白垩世南雄组产出的两枚含胚胎恐龙蛋的研究, 认为这两枚恐龙蛋处于

不同的发育阶段 , 蛋体形态和蛋壳显微结构表明它们同属于以往在广东发现的瑶屯巨型蛋(Macroolithus 

yaotunensis), 骨骼学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是黄氏河源龙(Heyuannia huangi)或与其亲缘关系相近的窃蛋龙所

产。江西赣州晚白垩世含胚胎恐龙蛋的首次发现标志着我国恐龙蛋研究已进入自然分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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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nosaur Eggs in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JI Qiang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dinosaur eggs in China,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stage, semi-natural classification stage and natural 
classification stage. Two elongatoolithid dinosaur eggs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of Ganzhou, southern Jiangxi 
and the embryonic skeletons they bear are described herein. They represent the first oviraptorosaurian eggs with 
embryonic skeletons in China and provide the first example that an oospecies can be correlated to certain dinosaur 
taxon (or taxa). The two eggs are same as the pair of eggs inside a female oviraptorosaurian pelvis from the same 
horizon of the same area in both macro- and micro-structures of the egg shells, and can be referred to the oospecies, 
Macroolithus yaotunensis Zhao, 1975. The morphology of the preserved part of the embryonic skeletons indicates 
that they may have been laid by an oviraptorid, Heyuannia huangi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or a closely related 
oviraptorosaurian, which may have been lived in the Ganzhou area too in Late Cretaceous. The embryonic skele-
tons of the two eggs are not in the same developing stage. In one of the eggs, the postzygapophysis of the pre-
served vertebrae are well ossified, indicating that it was just hatched. 
Key words: Jiangxi Province; Late Cretaceous; dinosaur eggs; embryology 

 
 
 

中国是世界上产出恐龙最多的国家之一 , 除
江苏、上海、青海等少数几个省区外 , 我国大多
数省区均产出恐龙化石。目前我国已记述的恐龙

大约有 160 多种 , 约占全球的六分之一。中国的
恐龙足印化石已记述了 35 属 , 39 种。中国的恐龙
蛋化石分布较广(图 1), 如新疆、内蒙古、宁夏、

甘肃、河南、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东、

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区先后均发现了大量恐龙

蛋化石 , 其中尤以河南西峡、广东南雄和湖北郧
县恐龙蛋分布面积最广 , 保存情况最好 , 属种类
型最多。据不完全统计 , 我国已发现的恐龙蛋化
石约 17 属 44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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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晚中生代恐龙蛋化石分布图 
(据王德有等, 1995)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Late Mesozoic dinosaur eggs 
in China (after Wang et al., 1995) 

 

1  形态分类阶段 

我国恐龙蛋的发现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
代。1922 年, 由 Andrews领队的美国纽约自然历史
博物馆的中亚科考队在内蒙古二连附近的白垩纪地

层中发现恐龙蛋化石, 这是我国发现恐龙蛋化石的
最早记录。20世纪 30年代, 日本学者在辽宁南部修
建沈阳至大连的铁路时发现了少量恐龙蛋化石。 

我国恐龙蛋研究真正始于 20世纪 50年代。1950
年, 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在山东莱阳盆
地考察时, 在晚白垩世地层中发现了恐龙骨骼化石
和恐龙蛋化石, 并对这些化石进行了研究, 开启了
我国恐龙蛋化石研究的先河。值得指出的是, 周明
镇先生在此期间还对山东莱阳恐龙蛋蛋壳微细结构

进行了研究, 识别出乳状层、柱状层或海绵质层、
上膜层、气孔道等结构(图 2), 为我国后期开展该领
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周明镇, 1954)。1954年, 我国
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也对山东莱阳恐龙蛋化

石进行了研究(杨钟健, 1954)。20 世纪 60 年代, 杨
钟健先生对广东、江西的晚白垩世地层进行了考察, 
并对两省的恐龙蛋化石进行了研究(杨钟健, 1965)。
他对我国当时发现的恐龙蛋进行了综合研究, 初步
把它们分为四种, 即粗皮蛋(Oolithes rugustus)、长形
蛋(Oolithes elongatus)、圆形蛋(Oolithes spheroides)
和南雄蛋(Oolithes nanhsiungensis), 为我国后来恐
龙蛋的分类研究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 在 20世纪 60年代之前, 我国恐龙蛋
研究处在材料发现和资料积累阶段, 主要根据恐龙
蛋的形态和大小, 蛋壳表面光滑还是粗糙, 以及有
无纹饰等特征来进行分类。 

 

图 2  恐龙蛋蛋壳显微结构简图 
(A.表层, B.棱柱层, C.乳突层, D.球形有机核) 

Fig. 2  Showing the shell microstructures of dinosaur 
eggs (A. surface layer, B. prismatic layer, 

C. mammillary layer, and D. core) 
 

2  半自然分类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特别是 90 年代, 我国广
东、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新

疆、宁夏、安徽、辽宁、吉林等省区先后发现大量

保存完好、类型丰富的恐龙蛋化石。在这一时期, 我
国恐龙蛋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有了很大进展, 主要采
用电子显微镜来观察和分析蛋壳的显微结构, 并根
据蛋壳的显微结构来进行分类。赵资奎研究员是这

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 为我国恐龙蛋研究做出了重
要贡献。他将化石蛋的蛋壳结构分为 4 种类型：龟
鳖类、鳄类、鸟类和恐龙类。龟鳖类蛋壳的主要特

点是从壳基的球状有机核向壳表发育, 生成由单一
文石构成的放射状结晶带。鳄类蛋壳的主要特征是

壳基未发育球状有机核, 基部为分散的结晶体, 上
部为板状结晶体。鸟类蛋壳结构相对比较复杂, 由 3
部分组成：下部的球状有机核和辐射板, 中部具横板
结构的楔状体(相当“乳突层”)和上部的鳞板带。恐
龙蛋壳的结构与鸟类比较接近, 主要特征是从壳基
的球状有机核向壳表发育, 形成放射状的结晶带, 中
部为乳突层, 上部为层状棱柱层。根据恐龙蛋壳体棱
柱层的发育特征, 又可细分为离散型、扩展型和融合
型(赵资奎, 1975, 1979a, b；赵资奎等, 1974)。 

赵资奎研究员通过对我国各省区恐龙蛋化石

的潜心研究, 在恐龙蛋蛋壳显微结构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恐龙蛋的分类和命名原则, 规定“属”名的后
缀一律为-oolithus, 将中国发现的恐龙蛋分为 6 个
科 : 长形蛋科(Elongatoolithidae)(图 3)、圆形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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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形蛋(A)及其显微结构(B) 
Fig. 3  Elongatoolithus (A) and its shell microstructures (B) 

 

(Spheooithidae)、蜂窝蛋科(Faveoloolithidae)、网格蛋
科 (Dictyoolithidae)、树枝状蛋 (Dendroolithidae)(图
4)及棱柱形蛋科 (Prismatoolithidae)(图 5)(赵资奎 , 
1975, 1979a; 赵资奎等, 1993)。此外, 赵资奎等人还
根据蛋壳的结构和地球化学分析, 讨论了恐龙的进
化方式和恐龙灭绝的原因(赵资奎, 1979a, b, 1990；
赵资奎等, 1983)。 

此外, 值得提及的是, 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
究,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白垩纪恐龙蛋化石产出最丰
富的国家。在众多的恐龙蛋化石产地中, 有 4 个产
地在我国恐龙蛋化石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当属内蒙古二连盆地, 它是我国最早发现恐龙
蛋化石的产地, 主要产出长形蛋和棱柱形蛋, 后者
可能与伤齿龙类(Troodontids)相关。其次是山东莱阳
盆地 , 是我国学者最早研究恐龙蛋化石的发祥地 , 
主要产出椭圆形蛋和长形蛋。再者是广东南雄盆地, 
是我国恐龙蛋研究最为重要的产地。该地恐龙蛋类

型多样 , 产出丰富 , 保存精美 , 在我国恐龙蛋半自
然分类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是河南西峡盆

地, 化石主要分布于丹水镇、内乡、赤眉乡、阳城乡
等地。该地的恐龙蛋保存精美, 类型多样, 主要有杨
氏蛋、蜂窝蛋、圆形蛋、副圆形蛋(图 6)、扁圆形蛋、
椭圆形蛋、长形蛋、巨型长形蛋等(方晓思等, 1998)。
目前, 河南西峡已成为以恐龙蛋为主要特色的国家
地质公园,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图 4  树枝蛋(A)及其显微结构(B, C) 
Fig. 4  Dendroolithus (A) and its shell 

microstructures (B, C) 
 

3  分类阶段 

无论是形态分类还是半自然分类, 均很难将恐
龙蛋与恐龙直接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 人们无法知
道哪种类型的恐龙蛋是何种恐龙所产。要想将恐龙

蛋与恐龙直接联系起来, 目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
是直接在恐龙的体躯内发现恐龙蛋, 二是发现保存
很好的含胚胎的恐龙蛋。 

在世界很多地区, 晚白垩世地层中均产有丰富
的恐龙蛋化石 (Carpenter, K. et al., 1994), 但含胚胎
的恐龙蛋化石却非常少见 (Norell, M. et al, 1994)。
我国含胚胎的恐龙蛋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于
广东南雄盆地晚白垩世红层中, 但后被一些不法分
子非法走私到美国(图 7)和英国(图 8), 其中 1枚具有
懒龙类恐龙(segnosaur)的胚胎骨骼(Carpente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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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棱柱形蛋(A)及其显微结构(B, C) 
Fig. 5  Prismatoolithus (A) and its shell 

microstructures (B, C) 
 

 
 

图 6  副圆形蛋(A)及其显微结构(B) 
Fig. 6  Paraspheroolithus (A) and its shell microstructures (B) 

 

图 7  20 世纪 80 年代非法走私到美国的含胚胎恐龙 
蛋化石, 产于广东南雄晚白垩世南雄组 

Fig. 7  The “nest” of dinosaur eggs with embryos from the 
Nanxiong Formation of Late Cretaceous in the Nanxiong 

Bas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nd smuggled to 
USA in the 20’s of 20 century unlawfully 

 

 

图 8  20 世纪 90 年代非法走私到英国的含胚胎恐龙 
蛋化石(A, B), 产于河南西峡晚白垩世赵营组 

Fig. 8  The dinosaur egg with embryonic skeletons(A B) 
from the Zhaoying Formation of Late Cretaceous in the 
Xixia Basin, Henan Province, China, and smuggled to  

the U. K. in the 20’s of 20 century unlawfully 
 

1999)。在 2006年之前, 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和科研机
构还没有收藏到真正具有胚胎骨骼的恐龙蛋化石 , 
仅在台湾的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收藏了 2 枚含胚胎
骨骼的恐龙蛋化石。恐龙蛋化石的非法走私活动至

少将我国含胚胎恐龙蛋研究推迟了 20多年。 
近几年, 我国江西赣州附近的上白垩统红层中

发现了大量的恐龙蛋化石, 其中有一些为含胚胎的
恐龙蛋化石。我们记述的这两枚含胚胎的恐龙蛋化

石就是产于赣州附近晚白垩世南雄组。根据这两枚

恐龙蛋的形态、大小、壳面纹饰和蛋壳的显微结构

的研究, 表明其属于长形蛋科(Elongatoolithidae) 巨
型蛋属 (Macroolithus)的瑶屯巨型蛋 (Macroolithus 
yaotunensis);根据保存的胚胎骨骼的解剖特征, 表明
其属于窃蛋龙类(Oviraptorian)。窃蛋龙类的蛋化石在
中国和蒙古的上白垩统红层中比较常见, 但含胚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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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蛋龙类蛋化石此前仅发现于蒙古(Norell et al., 1994; 
Carpenter, K., 1999)。我们记述的这两枚恐龙蛋化石
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含胚胎骨骼的窃蛋龙类蛋化石。 

第一枚恐龙蛋 (NMNS-0015726-F02-01)的轮廓
呈椭圆形, 长约 173.5 mm, 宽约 76.3 mm (图 9), 蛋
内保存的胚胎骨骼明显未受破坏, 蛋壳厚约 1.6 mm, 
末端厚度变化不大。蛋壳表面文饰由一系列脊和点

组成。细脊纵向拉长, 分布于中央部分；点集中在
末端。这枚恐龙蛋的形状和表面纹饰与长形蛋科的

特征相符。蛋壳的显微结构研究表明, 在薄的断面
上, 棱柱层与乳突层之间存在明显的分界, 这也与
长形蛋科的特征相符(赵资奎, 1975)。 

第二枚含胚胎的恐龙蛋 (CM−41)长约 169.00 
mm, 宽约 83.8 mm, 略短于但宽于 第一枚含胚胎
的恐龙蛋。蛋壳厚 1.8 mm, 末端厚 1.3 mm。像第一
枚含胚胎的恐龙蛋一样, 蛋壳的表面纹饰为拉长的
细脊和圆点。纵向的细脊主要出现在恐龙蛋的中部, 
圆点主要出现在末端。第二枚含胚胎骨骼的恐龙蛋

的形态、大小、壳面纹饰和蛋壳细微结构也与长形

蛋相似, 完全可与第一枚恐龙蛋进行对比。 
第一枚恐龙蛋的胚胎骨骼保存得明显比第二枚

更好。第一枚恐龙蛋的胚胎骨骼呈原始状态保存 , 
主要包括脊椎和后肢。所有保存的椎体的神经弧与

椎体分开, 椎体之间也相互脱节(图 9)。右侧股骨和
胫骨附近保存的一些神经弧和椎体略小于保存于肢

骨内侧的神经弧和椎体, 很可能是颈椎。这些椎体
的后关节突完全骨化(图 9), 这表明第一枚恐龙蛋的
胚胎骨骼可能已经孵化成熟, 因为现生的鸡和鸥的
颈椎关节突在孵化成熟时才有软骨。两侧后肢股骨

均保存, 横截面呈近圆形, 壁很薄 , 甚至比蛋壳还
薄。左侧胫骨比右侧保存得更为完整, 但其近端破
损, 远端被一些骨骼碎片覆盖。其近端比远端膨大, 
骨板侧向压扁。在后肢骨骼中, 左足保存最好。第 
 

 

图 9  江西赣州晚白垩世南雄组产出的第一枚 
含胚胎骨骼的窃蛋龙类蛋化石 

Fig. 9  An oviraptorid egg with embryonic skeletons 
(No.1) from the Late Cretaceous Nanxiong 

formation, Ganzhou, Jiangxi. 

III、第 IV跖骨保存近乎完整, 第 II跖骨仅缺失远端
背侧一部分, 因此可以精确测量其长度。第 IV 跖骨
长 22.5 mm；第 III跖骨最长, 约 32 mm；第 II跖骨
长约 29.6 mm。后肢的第 I、第 V跖骨均未保存。保
存的 3块跖骨的解剖特征非常清晰, 近端排列紧密；
第 III 跖骨的近端明显内侧压扁, 背视明显窄于第
II、第 IV跖骨及其自身的远端(图 9)。这与广东河源
上白垩统中发现的窃蛋龙类黄氏河源龙(Heyuania 
huangi)相似(Lü, 2005)。第 III、第 IV跖骨各与一个
趾节关联, 该趾节骨化完全。这些趾节近端结构简
单, 但远端较为复杂, 具有滑车状的端部与远端的
趾节相关联。近远端的背面呈沟状, 远端的中部和
侧部凹陷供韧带附着。 

第二枚恐龙蛋中保存的胚胎骨骼主要是后肢骨

骼, 大多数不完整。其中, 两根股骨的远部保存近乎
完整, 腹视明显膨大且凹陷。其股骨比第一枚恐龙
蛋更薄, 表明其处于发育的更早阶段。保存的胫骨
可能是右侧的胫骨 , 远端缺失 , 近端膨大 , 与其它
窃蛋龙类相似。蛋化石的中部保存着一些分散的趾

节(图 10)。由于详细结构尚未形成, 其骨化程度很明
显比第一枚恐龙蛋的胚胎骨骼弱。这再次表明第二枚

恐龙蛋比第一枚恐龙蛋处于胚胎发育的更早期阶段。 
有趣的是, Sato, T. et al. (2005)报道了一件同样

产自江西赣江附近晚白垩世南雄组的小型兽脚类恐

龙化石, 其腰带内保存着两枚恐龙蛋。根据腰带的
研究, 他们认为其属于窃蛋龙类恐龙；根据恐龙蛋
形态、大小、壳面纹饰和显微结构的研究, 他们认
为那两枚恐龙蛋应属于长形蛋科的恐龙蛋。他们的

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一是将窃蛋龙类恐
龙与长形蛋科恐龙蛋联系在一起, 二是表明窃蛋龙
类恐龙具有双产道, 每次同时产两枚蛋。我们通过两
枚含胚胎骨骼恐龙蛋的研究, 同样表明长形蛋科恐
龙蛋与窃蛋龙类恐龙关系密切。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 
 

 

图 10  江西赣州晚白垩世南雄组产出的第二枚 
含胚胎骨骼的窃蛋龙类蛋化石 

Fig. 10  An oviraptorid egg with embryonic skeletons 
(No.2) from the Late Cretaceous Nanxiong formation, 

Ganzhou, Ji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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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江西赣州发现的含胚胎骨骼的恐龙蛋应属于长
形蛋科中的瑶屯巨型蛋 (Macroolithus yaotunensis), 
可能是广东河源发现的黄氏河源龙 (Heyuania 
huangi)或亲缘关系很近的窃蛋龙类恐龙所产。 
 
致谢：作者在成文中得到了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吴肖

春博士、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程延年博士和浙江自

然博物馆金幸生博士的大力支持, 提出了许多有益

的建议和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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