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三卷  第四期
一九  八四年  十二月

两栖  爬行动  物学报
ACTA  HERPETOLOGICA  SINICA

Vol.3.
Dec., 1984

浙江鼋  属一新  种及其  亚化石  记述'

张明华

(浙  江省博  物馆自  然部）

笔者  曾经在  《罗家  角遗址  的动  物群》

(1981)  —  文中报  道过浙  江省桐  乡县这  个新石

器时  代遗址  "  中发  现的鼋  的遗骨  材料，  认为

其  "特征  与我馆  馆藏的  现生种  骨骼标  本基本

一  致"，  因而将  它归入  鼋属的  唯一种  i^e/oc/ze*

lys  &i6rom'(Owen)  中。  这里需  要说明  的是，

在  最初鉴  定时是  根据当  时认为  鼋属仅  此一现

生  种的骨  酪而定  名的。  现在经  过进一  步研究

之后，  认  为上述  遗址标  本和现  生种骨  骼标本

在特  征上虽  仍基本  一致，  但它  们和前  人所定

的  现生种  却存在  着较为  明显的  差异。  因此将

它  们改订  为鼋属  的一个  新种。  特作  如下记

述。

太湖鼋  ^  Pelochelys  taihuensis  sp.

nov.
全  模标本  保存  较完整  的头骨  一件和

相当完  整的左  第四肋  板一件  （原  始编  号分别

为  TN09.5，  TN09.9),  产地  浙江，  桐乡

县，  罗家角  遗址，  亚  化石。

鉴定  特征：  头骨  宽阔而  低平，  面部宽

短，  吻端  钝圆；  颞颥区  两侧向  后平行  延伸；

眼  眶大；  眶间  部和眶  后弓均  狭窄，  眶  间宽小

于  眶径而  大于眶  后弓前  后径。  背甲  板亚圆

形，  微  穹隆，  表面  满布不  规则的  四  斑  纹饰且

侧缘处  的蠕虫  状纹不  明显，  而  在边缘  处骨板

变薄并  具明显  的平滑  环带；  颈板  宽大，  侧端

不  具明显  的羽状  翼而几  不盖住  第一肋  板的肋

突；  肋板  8  对  且第八  对明显  退化；  椎板  7  或  8

块。  剑腹  甲呈斜  位的长  条形。

标  本描述  完整  的骨架  标本：  头骨宽

阔而  低平，  宽而  短的面  部向吻  端圆弧  缓倾，

吻端  钝圆，  眶后  缘至上  枕骨末  端长为  眶后缘

至吻  端长的  三倍；  颅顶部  平坦，  顶骨  向后延

伸  成细长  的嵴并  与扁薄  的上枕  骨顶崎  自然相

接；  眶间  部和哐  后弓均  较窄，  眶间宽  仅及眶

径的  一半而  大于眶  后弓前  后径；  眼  睚大，  亚

圆形；  颞颥  区开口  宽阔，  两  侧向后  平行延

伸，  该  处为头  骨最大  宽处；  鳞  骨翼略  靠内并

亦向  后平行  延伸，  仅在  末端才  略向内  弯曲；

后耳骨  扁薄而  宽带状  地向后  延伸，  至  弯曲的

鱗骨翼  末端才  收缩；  上额骨  表面较  平斜，  左

上颌  骨在吻  端略有  病变，  故左、  右上  颌骨在

吻  端没有  接触，  在右上  领骨吻  端可见  一很小

的前上  额骨；  上  额骨齿  槽面平  坦并由  前向后

逐渐  扩展，  而额  缘由后  向前逐  渐高出  齿槽面

约  3—  5  毫  米并由  薄锐状  渐向吻  端明显  增厚；

前额骨  在中部  微凹，  前端  越过口  盖孔前  缘;.

口盖孔  大小与  内鼻孔  相若；  内鼻  孔大，  位于

眼  睡下方  并由狭  窄的犁  状锄骨  相隔；  额骨短

而不  向后特  别扩展  （见图  1,1  及图  3,  2)。

背  甲板亚  圆形，  微  弯隆，  长略  大于宽

(若  以中线  长比较  则长、  宽几相  等）。  背甲表

*  本文承  我部蔡  春抹、  康熙民  、钟祖  複等同  志提供  资料和  标本，  前任馆  长钟国  仪先生  介绍有  关情况
并审阅  文稿，  张书  敏同志  摄影，  谨  此一併  致谢。

本文于  1984  年  3  月  29  日  收到。
1)  据  同位素  C"  和热  释光二  种方法  测定，  该遗址  的年代  为距今  69()5±155  或  7170±10%  年.



72 两栖  爬行动  物学报 3  蕃

面  满布不  规则的  凹斑纹  饰且侧  缘的蠕  虫状纹

不  清晰，  而在  边缘处  （即  肋板  外端）  骨板变

薄而具  一宽约  15  毫米  无纹饰  的平滑  环带；  颈

板  宽大，  侧端不  具羽状  翼而几  不盖住  第一肋

板的  肋突；  前  面短侧  边朝后  的六角  形椎板  4

块，  第  5  椎板形  状特别  而呈椭  圆形或  亚长方

形，  后面  短侧边  朝前的  椎板由  于骨缝  线已愈

合而不  清晰，  估  计只有  2  块椎  板而第  八椎板

可  能退化  消失；  肋板  8  对，  第七、  八  对在中

线处直  接接触  且第八  对显著  退化，  除  第一、

七、  八肋  板外其  余的外  缘均大  于内缘  长度，

尤以  第二、  六  肋板最  为显著  （图  3,1)。

腹甲  构造与  一般鳖  科动物  的大致  相同，

唯剑腹  甲的形  状较为  特殊，  呈  斜位的  长条形

(图  3,  3),  仅以  其后突  部分在  中线处  相互接

触，  使  下腹甲  和剑腹  甲之间  的开窗  较大。  所

有腹甲  的表面  上均具  H  斑  纹饰。

成  年雌性  的剥制  标本：  个  体大小  与骨架

标  本相差  无几。  头部各  骨赂的  形态因  外皮包

裹较紧  而不易  分辨，  但眶  间部、  眶后  弓和眼

眶  之间的  性质以  及颞颥  区两侧  向后平  行延伸

的情  形仍可  确定，  与上  述骨架  标本的  基本一

致。  背甲  椎板的  骨缝线  在后部  较之骨  架标本

的  还要不  清楚，  但肋板  间的骨  缝线基  本上是

清  晰的。  根据第  八肋板  明显退  化为很  小的一

对并  在中线  处直接  相接的  情形，  以及  前面几

块椎板  的排列  情形，  估  计只有  7  块  椎板，  但

不  排除第  八椎板  存在的  可能。  肋板侧  缘的四

斑蠕虫  纹甚不  明显，  而  边缘处  可明显  地观察

到  具平滑  环带。  腹部的  剑腹甲  形态与  骨架标

本  的完全  相同，  也是斜  位的长  条形，  开窗较

大。

罗  家角遗  址头骨  标本：  较  之上述  现生种

骨  架标本  的头骨  要大五  分之一  左右，  头骨后

部略有  缺损。  其  构造特  征与骨  架标本  的基本

―致，  唯  眶间宽  度为眼  目直径  的三分  之二，  但

仍大  于眶后  弓的前  后径。  左、  右上额  骨在外

鼻孔下  缘中线  处直接  接触，  而在吻  端下缘

则由  已经愈  合为一  的很小  的前上  颌  骨联接

(图  1,2  及图  3,  4)。

罗  家角遗  址左第  四肋板  标本：  相当完

整，  仅肋突  缺损。  横宽  171  毫米，  外缘长  67

毫米，  内缘长  50  毫米。  从上述  骨架标  本上对

应  的左第  四肋板  S  度  （横宽  200  毫米，  外缘

长  84  毫米，  内缘长  52  毫米）  来看，  显  然与遗

址  头骨标  本不属  于同一  个体。  肋板上  侧缘的

凹  斑蠕虫  纹亦不  明显，  而边缘  处骨板  也变薄

而具  有宽约  12  毫  米左右  的平滑  环带  （图  3,

5)。

观察  结果，  笔者认  为上述  4  件标  本的形

态  构造应  当是一  致的，  属  于同一  种类。  仅管

在  目匡间  宽度上  存在有  差异，  但  总的特  征即眶

间  宽小于  眶径而  大于眶  后弓前  后径的  性质不

变。  它反  映了在  一个生  物种内  的个体  之间，

允许出  现一定  的变异  范围。

表  1  ^Pelochelys  taihuensisiSi}]-^
单位：  毫米

比  较讨论  自  Gray  于  1864  年  确立鼋

属  Pe/oc/ze/j/s  之后  的百余  年来，  我国  及南亚

各  地都时  有发现  鼋的研  究报告  发表。  对于

Gray  最初所  示的头  骨素描  （见  本文图  2)，

Sclimidt(1927)  认为  是有缺  陷的，  于  是在他

的  《海  南岛  爬行动  物志》  一书  中出示  了另一

幅头  骨素描  (见  本文图  1,3)。  二者的  区别主

要在  于前者  眶间部  较窄，  后者  眶间部  较宽，

但是都  小于各  自的眶  后弓前  后径。  后来，  方

炳文  （1934)  在记  述产自  福州的  鼋时，  又指出

这件  雌性标  本的眶  间部较  之前二  者  的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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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甚至都  超过了  眶后弓  前后径  （见  本文图

1,4)。-  他说：  眶  间宽度  的这种  差异是  由于分

布  地域的  不同还  是个体  间年龄  的不同  所引起
的，  当时  还无法  翁定。  次年，  Pope(193  5  )'

在他的  《中国  爬行动  物志》  巨  著中，  认为华

南  和南亚  各地所  产之鼋  都同属  一种，  即^^

bibroni,  P.  cantorii^UP  .  c  謹  fwgii  均  为同种

异名，  并依  Schmidt  的  头骨素  描为其  模式。

1934  年，  张孟闻  教授在  《浙  江爬  行动物

简报》  一文  中首次  报道浙  江产鼋  I  3  ，  但详细

永嘉  $

背甲  最大长  （中  线长）  400(390)
.  背甲  最大宽  （未计  肋突）  390

活  体时重  （公斤  ）  32

浙  南标本  的特征  有必要  简  述如下  无论

雌、  雄性的  头骨眶  间部均  较宽，  大于  眶径而

小于眶  后弓前  后径；  颞  颥区两  侧向后  延伸的

鳞  骨翼不  平行。  背  甲板亚  圆形，  较  低平，  满

布凹  斑纹饰  且侧缘  的蠕虫  状相当  清晰，  但在

边缘  处骨板  仍旧较  厚且不  具平滑  环带；  宽大

的  颈板侧  端具大  而明显  的羽状  翼并盖  住第一

肋板的  肋突；  椎板  8  块，  前面  4  块呈  短侧边

朝  后的六  角形，  第五  椎板楕  圆形或  亚长方

形，  后面的  3  块  短侧边  朝前，  唯第八  椎板呈

小的五  角形；  肋板  8  对，  第八  肋板无  明显的

退化  现象，  除  第一、  八  肋板外  其余的  外缘均

大于  内缘，  尤以  第二、  七肋  板最为  显著。  剑

腹甲  宽阔并  相互联  接成盾  牌状，  使其  与下腹

甲之间  的开窗  很小。

最近，  笔者  于浙江  淡水水  产研究  所又观

察到  产自浙  南丽水  县的二  件鼋的  标本：  一件

是完  整的背  甲板，  长  425  毫米  （中  线长  400  毫

米)，  宽  410  毫米；  另一件  是浸制  标本，  背甲

板中  线长仅  180  毫米，  宽  190  毫米，  个  体显然

尚小。  二  件标本  的特征  与我们  手头的  浙南标

本甚为  一致。  特  别是浸  制标本  的剑腹  甲呈宽

大的盾  牌状，  背  甲四斑  蠕虫纹  很清晰  且边缘

的研究  报告后  来未见  发表。  据悉，  当  时曾有

过  杭州的  鼋与前  人所定  的鼋似  有所区  别的议

论，  只是  没有专  文进行  讨论。

目前，  在  我省浙  南地区  （瓯江  流域）  还

有鼋的  分布，  当地  俗称蓝  团鱼。  本  馆曾于

I  972  年在平  阳县、  1983  年在  永嘉县  共采得  3

只，  现已作  成剥制  标本。  早在  1943  年，  原西

湖  博物馆  馆长金  叔闻先  生也曾  在云和  县征得

1  件  鼋的完  整背甲  （图  3，  6)。  有关这  些标本

的测  量见表  2。

单位：  毫米

永嘉  $  云和  平阳  $

370(350)  390(370)  420(400)
345  360  390

26  35

较  厚而不  具平滑  环带，  给人  的印象  很深。

总的  说来，  浙南标  本的特  征与前  人所定

i^P.  ^»'6"0肌'是一致的，  应归于  同种。

至于  福州标  本的眶  间宽大  于睡后  弓前后

径的  情形，  可  能属于  例外，  因  为其背  甲的凹

斑  蠕虫纹  和剑腹  甲的形  态以及  眶间宽  大于眶

径  等特征  都与浙  南标本  的性质  相同。  另外，

间  接的依  据还有  福建闽  侯昙石  山新石  器时代

遗  址中发  现的鳖  甲残片  （祁  国琴，  1977)。  从

原文  图版上  观察，  似应  为鼋的  右第七  肋板。

根据其  侧缘凹  斑蠕虫  紋相当  清楚，  边  缘亦不

具平滑  环带，  表  明福建  和浙南  的鼋都  似应同

属  一种。  不过，  据方炳  文所示  的头骨  素描和

剥制  标本背  视素描  （见  原文图  14)  观察：  眼

睚上部  和额骨  之间尚  有一块  骨头，  这  在龟鳖

类当  中一般  是不存  在的；  在颈  板后部  中央和

第一  对肋板  之间似  乎也多  了一块  椎板。  笔者

认  为有必  要对该  标本再  作重新  观察。

通过  比较，  无论  在头骨  目匿间  宽度、  鱗骨

翼和  后耳骨  向后延  伸的状  态上，  或是  在背甲

1)  最近  承张孟  闻教授  函告，  所  记之鼋  即杭州
原藩  署银库  （在  布政  司署）  前池塘  所蓄，

表  2  i;  Pelochelys  bibroni  (Owen)  背  甲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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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窀头  骨比较
1  —  2,  太湖象  (新  矛中)  Pelochelys  iaihuensis  sp,

nov.
3—4. t-P. 6 2 6ronf (0 wen) (3 . 4f Schmidt 1927,

4.  据方;  1；^  文  1934).

的凹斑  纹饰、  边  缘骨板  厚度和  平滑环  带的有

无、  颈板  与肋板  以及椎  板的构  造上，  还是在

剑腹  甲的形  态上，  都显  示出杭  州和罗  家角遗

图  2  Gray  所示  i;  头骨背  视素描

址的  鼋与浙  南等地  的鼋明  显有别  （表  3)。  同

Gray  所示的  头骨素  描比较  亦有所  不同，  后者

的眶间  宽明显  小于醒  后弓前  后径，  鳞  骨翼和

后耳骨  向后延  伸也不  平行。  这  些区别  若是用

个体  间的差  异来解  释显然  是难以  自  圆其说

的。  因此，  笔者  认为杭  州和罗  家角遗  址的标

本代  表了鼋  属的一  个新种  特征，  特命  名为太

糊電  Pehchelys  taihuensis  sp.  nov  以示

该  新种鼋  至少在  全新世  中期就  存在于  太湖流

域。

全新世  以来，  长江  下游平  原湖泊  沼泽星

罗  棋布，  气候  适宜，  有利  于鼋的  生存。  不仅

表  3 太湖  t  和  t  的主  要特征  对  比

P  ,  taihuensis

头  骨  眶间  部和眶  后弓均  较窄，  哐间  宽小于
哐径而  大于眶  后弓前  后径；  鱗骨翼  和后耳
骨向  后平行  延伸。

背  甲  背  甲极微  弯隆，  蠕虫状  凹斑纹  饰不明
显，  边  缘骨板  变薄而  具平滑  环带；  颈板侧
端不具  羽状翼  而几不  盖住第  一肋板  肋突；
椎板  7  或  8  块且第  八块常  退化；  肋板  8  对
且  第八肋  板明显  退化。

腹  甲  剑腹  甲呈斜  位的长  条形，  使其  与下腹
甲之间  的开窗  较大.

P  •  bibroni

哐间  部和哐  后弓均  较宽，  眶间
宽  大于目  匿径而  小于眶  后弓前  后径；
鱗骨翼  和后耳  骨不向  后平行  延伸。

背  甲板较  低平，  蠕虫状  凹斑纹
饰相当  清晰，  边缘骨  板较厚  而不具
平滑  环带；  颈  板羽状  翼发育  并盖住
第  一肋板  肋突；  椎板  8  块，  肋板  8
对，  均无明  显退化  现象。

剑  腹甲宽  阔呈盾  牌状，  使其与
下腹  甲之间  的开窗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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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太湖  窀  (新种  )  Pelochelys  iaihuensis  sp  ^  jiov.
1.  背甲  背视，  X1/5  2.  头骨腭  面视，  X5/8  3.  剑  腹甲腹

视，  X1/2  4.  头骨腭  面视，  X5/8  5.  左第  四肋板  背视，
X1/2  (1—3  属  于同一  个体）  6.  t  Pelochelys  bihroni
(Owen)  背甲  背视，  Xl/5

在古  籍文献  上有所  记载，  如宋  人晁补  之在议

叙  杭州的  《七  述》  中所  列数十  种动物  里就提

到  有鼋；  又如元  人赵孟  頓写的  《吴  兴赋》  ，

说吴兴  （即  湖州）  南边  "陂  泽相属  ……  有…

…鼋、  鼍、  龟、  鳖"。  而  且在这  一地区  的  考

古  遗址中  都时有  出土，  通常  称之为  "麻  龟"

或"  麻  鳖"。  南京  北阴阳  营遗址  出土的  鳖甲残

片中，  经  周开亚  （1964)  鉴定，  其中有  6  件归

于鼋。  笔  者曾于  南京博  物院陈  列室见  到其中

部分  标本，  其  上的凹  斑蠕虫  纹也是  不甚明

显。  又  据陈义  （1962)  报道，  在镇江  以东长

江支  流中曾  捕到过  一雌性  活体，  重仅  5  公斤，

个体  较小。  据悉  苏州动  物园里  还蓄养  有鼋，

最  近笔者  曾前往  了解，  目前尚  有二只  1^。  另

外还  观察到  一件剥  制标本  （雄性  ），  经  测量眶

间宽  13  毫米，  眶后弓  前后径  9  毫米，  眶纵径

28  毫米，  背  甲板长  390  毫米  （中  线长  380  毫

米），  宽  380  毫米。  标本  大小和  特征与  新种骨

架标  本十分  相近。  这样  看来，  这些鼋  很可能

和新  种太湖  鼋同属  一种。

关  于蓄养  的二只  活体，  笔者仅  见到一

只，  特大，  据介绍  至少有  65  公斤  以上。  时而

露出  水面，  背部  为光滑  的深橄  榄色，  头部颜

色稍  淡并具  明显的  淡绿黄  斑点，  这大  概即是

当  地群众  称之为  "癞  头鼋"  ；  t  故罢。  遗憾的

1)  据  介绍，  在西  园池塘  中还有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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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能  见到整  个活体  的体色  及色素  斑纹。  更  野  生的太  湖鼋已  濒于灭  绝了。  建议有  关单位

值  得一提  的是，  由  于人类  活动的  影响，  如今  对  已知的  活体鼋  妥加保  护并繁  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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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PECIES  OF  PELOCHELYS  FROM  ZHEJIANG,

WITH  SUBFOSSIL  DESCRIPTION

Zhang  Minghua

{Department  of  Natural  History,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Abstract

Pelochelys  taihuensis  sp  .  nov  .

Syntypes:  A  complete  skeleton  and  a  stuffed  specimen  prepared  with  living

freshwater  turtles  obtained  from  Zhejiangj  a  skull  and  a  left  4th.  costal  plate

of  subfossil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Luojiajiao  Relics,  Tongxiang  County,

Zhejiang.

Diagnosis:  This  spec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  ,  bibroni  but  differs  by  the

possession  of,  1)  interorbital  space  shorter  than  orbital  diameter  but  longer

than  antero  -  posterior  diameter  of  postorbital  archj  2)  wings  of  the  os  squamo-

sum,  and  OS  opisthoticum,  extending  posteriorly  and  parellellyj  3)  carapace

very  slightly  domed,  pitted  and  vermiculate  ornamentations  indistinct,  and

marginal  plates  thinned  and  having  smooth,  ringsj  4)  lateral  end  of  nuchal

plate  having  no  feathery  wings  and  almost  not  covering  over  costal  process  of

1st  pair  of  costal  plates;  5)  neural  plates  7  or  8，  with  the  eighth  usually

absent;  6)  costal  plates  eight  pairs,  with  the  eighth  prominently  reducedj  7)

xiphiplastron  obliquely  strip-sha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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