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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豫龙
●汝阳云梦龙（目前已知脖子最长的动物）

□记者 李燕锋

经古生物专家研究，发现
于汝阳县云梦山区的白垩纪长
脖子蜥脚类恐龙日前被正式命
名为“汝阳云梦龙”，成为我市
恐龙家族第十位获得命名的新
成员。

汝阳云梦龙是如何得名
的？它有哪些生活习性？9
日，洛阳晚报记者采访了参与
课题研究的河南省地质博物馆
馆长蒲含勇等有关专家。

目前已知脖子最长，是成年长颈鹿的6倍
曾是最大的陆生脊椎动物，有的体重超过100吨

别看云梦龙“巨无霸”，人家可是吃素的
想想看，那时候，地球上，树得长多高，得有多少树啊

汝阳云梦龙在恐龙界的地位
如何？

蒲含勇说，在中原地区，汝阳云
梦龙这种长脖子蜥脚类恐龙还是首
次发现。不过，在亚洲地区，汝阳云
梦龙已经有不少生活在同时期的

“伙伴”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如中国
山东省发现的师氏盘足龙、甘肃省
发现的康熙桥湾龙、蒙古国发现的
艾氏长生天龙等。

“这几种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
又同为长脖子蜥脚类，因此具有不
少共同特征。”蒲含勇说，它们可能
组成一个亚洲早白垩世晚期具有长
脖子的蜥脚类恐龙类群，而这个类
群，会比巨龙类原始，比在山东发现
的更为原始的同为长脖子的蜥脚类
恐龙——师氏盘足龙进步。

此外，研究人员还表示，通过对
其系统发育的分析，汝阳云梦龙属
于巨龙型类中的多孔椎龙类。所谓
多孔椎，就是脊椎中的椎体和椎弓
内部由许多小孔构成，呈海绵状。
而按照此前科学家的研究，这种多
孔椎极有可能是支撑其拥有长脖子
的主要因素。

有专家认为，正是有了这种海
绵状的结构，空气通常在它的脖子
中占据60%的分量，加之它的骨头
和鸟类的一样轻，这就使它更容易
支撑长长的脖子。而这些颈骨周
围的肌肉、肌腱和韧带也能实现效
率最大化，使脖子做出更加有效的
运动。

至于为什么蜥脚类恐龙能进化
出如此长的脖子，目前学术界尚无
定论。

有专家认为，一些恐龙或许像
长颈鹿一样，为了吃到高处的叶子
而使脖子越长越长；也有专家认为，
长脖子可能存在两性间的吸引力，
因此促使其进化出更长的脖子。

蒲含勇表示，关于恐龙，有太多
太多的未解之谜，而这些都将是未
来继续研究的内容。

中原地区首次发现
在亚洲有不少“伙伴”

汝阳云梦龙长啥样？有哪些生
活习性？蒲含勇简要介绍如下：

体格庞大，是恐龙界的“巨无
霸”。汝阳云梦龙是蜥脚类恐龙的
一种，这种恐龙曾是地球上最大的
陆生脊椎动物，也被称为陆地上的

“巨无霸”，有的体重超过100吨，主
要繁盛于中晚侏罗世和白垩纪。

曾参与发掘的河南省地质博物
馆古生物研究室主任贾海修告诉洛
阳晚报记者，汝阳云梦龙的化石是
在花庙沟村的一处山坳中发现的，
当时出土的化石非常多，一些大的
化石需要两三个人才能抬动。其中
对研究工作起关键作用的，是7个
相互关联的前部颈椎椎体（从第2
颈椎椎体到第8颈椎椎体）。

脖子特别长，是成年长颈鹿的
6倍。通过对这些椎体的研究，专
家们发现，汝阳云梦龙个别颈椎的
长度指数与合川马门溪龙、盘足龙
及峨眉龙等相似。

“合川马门溪龙是我国发现的
非常著名的长脖子恐龙，产于四川，
属侏罗纪时期，体长可达22米；马
门溪龙类是在新疆发现的，同样属
于侏罗纪时期，它的脖子可长达16
米。”蒲含勇说，通过对比分析，大家
认为，汝阳云梦龙的颈椎椎体数目
估计可达18个，是具有长脖子的大
型蜥脚类恐龙，其脖子长度估计可
达16米。

这种长脖子蜥脚类恐龙，是目
前已知脖子最长的动物，其脖子最
长估计为16米，是目前世界纪录保
持者成年长颈鹿的6倍。

头部小而轻。由于其脖子特别
长，为了更容易支撑庞大的身躯和
长脖子，它们的头部通常小而轻。

饮食很清淡。别看它在体格上
属于“壮汉”，在饮食上，人家可是绝
对的素食主义者。这类恐龙属植食
性恐龙，由于脖子特别长，其食物也
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主。

脖子长，是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成年长颈鹿的6倍

汝阳云梦山，以鬼谷故里而闻名。不过，在
鬼谷子“入住”云梦山的数千万年前，这里极有
可能是一片恐龙家族生活的乐土。

蒲含勇说，汝阳云梦龙与此前汝阳、栾川获
得命名的其他恐龙一样，都是在2007年前后被
发现的。由于当时发现的恐龙化石非常多，近
年来河南省地质博物馆的专家们一直在进行化
石修理研究。

直到最近，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吕君昌、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副馆长徐莉
和蒲含勇等组成的研究小组的努力下，关于汝
阳云梦龙的研究成果才刚刚告一段落。

“研究成果最近发表在英国著名学术期刊
《白垩纪研究》上，这也预示着，汝阳地区一个新
的恐龙属种‘诞生’了。”蒲含勇说，由于化石的
发现地刘店镇花庙沟村属于汝阳县云梦山地
区，因此大家决定将其命名为“汝阳云梦龙”。

它属于长脖子蜥脚类恐龙的一种，是中原
地区首次发现的长脖子蜥脚类恐龙，也是在汝
阳发现的第四种蜥脚类恐龙。

此前，汝阳盆地早白垩世晚期的地层中，还
发现了其他三种蜥脚类恐龙：汝阳黄河巨龙、史
家沟岘（xiàn）山龙、巨型汝阳龙。汝阳云梦
龙是蜥脚类恐龙中的又一新属种。

汝阳云梦龙获命名后，洛阳恐龙家族的队
伍又得以壮大。

洛阳晚报记者盘点后发现，这已是洛阳恐
龙家族的第十位成员。在洛阳恐龙家族的十位
成员中，有九位成员都是河南省地质博物馆组
织发掘研究，于2007年以来命名的。

跟鬼谷子算老乡
在洛阳恐龙家族排第十

洛阳恐龙家族

1979年 ●栾川霸王龙

2007年 ●汝阳黄河巨龙（亚洲体腔最大的恐龙）
●洛阳中原龙（中国唯一有确凿证据的结节
龙类甲龙）
●河南栾川盗龙（除戈壁和中国东北地区外
的第一种驰龙类恐龙）

2012年 ●巨型汝阳龙（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长的恐龙）
●史家沟岘山龙
●刘店洛阳龙
●河南秋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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