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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地区的中生代陆相地层十分发育，盛产恐龙骨骼化石和足迹化石。自 20 世

纪 60 年代在宜宾首次发现恐龙足迹化石以来，迄今四川已发现恐龙足迹化石点 34 处，命

名了 18 个恐龙足迹化石种，成为中国发现恐龙足迹化石种类最多的地区。四川恐龙足迹化

石具有时代最早、地史分布连续、地理分布广泛、种类众多等特点，不仅填补了我国三叠

纪恐龙足迹化石的空白，而且弥补了四川地区白垩纪恐龙化石匮乏的不足，同时对于中国

恐龙足迹化石的系统分类和对比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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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四川地区的中生代陆相地层十分发育，分布非常广泛。这套地层沉积连续，层序

清楚，其中蕴藏着大量的恐龙及其他脊椎动物化石。四川地区产出的恐龙化石数量丰

富、门类众多、保存完好，是我国发现恐龙化石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

四川也发现有丰富的恐龙足迹化石，已命名的恐龙足迹化石有 14 属 18 种，所以还是

我国发现恐龙足迹化石种类最多的地区[1-3]。这些珍贵的遗迹化石对于研究恐龙的身体

形态和结构、生活习性、运动方式，及中生代时期四川盆地的古地理和古气候等都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地理分布和年代分布 

目前四川地区共发现有 34 处恐龙足迹化石点，分布在 10 个市（州）的 16 个县

（区）（图 1）。从地理分布上，川南五地市（乐山、自贡、内江、宜宾和泸州）和凉

山州的恐龙足迹化石点最为丰富，分别有 16 处和 13 处，合计占了四川全省恐龙足迹

化石点的 85%。同时，目前发现的几个大规模恐龙足迹化石群也发现在这部分区域内，

如峨眉川主足迹化石点[4]、泸州古蔺桂花的汉溪足迹化石点[5]和石庙沟足迹化石点[6]、

内江资中的金李井足迹化石点[7-8]、凉山昭觉的三比罗嘎足迹化石点[9]等。 

在地质年代分布上，四川的恐龙足迹化石从晚三叠世——早侏罗世——中侏罗世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晚白垩世的各个时代的地层中均有发现（表 1），恐龙

足迹化石的地质时代连续而齐全，这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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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川恐龙足迹化石点统计 

序号 市/州 县/区 化石产地名称 时代 层位 类 型 

1 成都 彭州 磁峰乡蟠龙村 T3 须家河组 兽脚类 

2 达州 宣汉 七里乡 J2 新田沟组 兽脚类 

3 
广安 岳池 

黄龙乡袁家岩 J3 蓬莱镇组 兽脚类 

4 黄龙乡深沟 J3 蓬莱镇组 兽脚类 

5 雅安 天全 小河乡顺河村 T3 须家河组 兽脚类 

6 乐山 峨眉山 川主乡梧桐村 K1 夹关组 兽脚类、鸟脚类、甲龙类？鸟类 

7 

内江 
资中 

兴隆街镇五马村（晒坝） J2 新田沟组 兽脚类 

8 兴隆街镇五马村（鸡爪石） J2 新田沟组 兽脚类 

9 金李井镇碾盘山村 J2 新田沟组 兽脚类 

10 威远 连界镇荣胜村 J1 珍珠冲组 兽脚类 

11 

自贡 

贡井 河街东岳庙 J1 自流井组 兽脚类、蜥脚类 

12 
富顺 

童寺镇龙贯山 T3 须家河组 初龙类 

13 永年镇五里村 J1 自流井组 兽脚类 

14 宜宾 宜宾 观音镇官元冲 J3 上沙溪庙组 兽脚类 

15 

泸州 

古蔺 

椒园乡中山村 J1 自流井组 蜥脚类 

16 桂花乡汉溪村（石凤窝） K1 夹关组 兽脚类、蜥脚类、鸟脚类 

17 桂花乡汉溪村（石庙沟） K1 夹关组 兽脚类、蜥脚类、鸟脚类、翼龙类 

18 桂花乡汉溪村（雷背） K1 夹关组 兽脚类 

19 桂花乡田坝村 K1 夹关组 蜥脚类 

20 
叙永 

大石乡新阳村 K1 夹关组 兽脚类、蜥脚类 

21 大石乡龙井村 K1 夹关组 兽脚类、鸟脚类 

22 

凉山 

昭觉 

三岔河乡三比罗嘎村 K1 飞天山组 兽脚类、蜥脚类、鸟脚类、翼龙类 

23 解放乡尔结得村 K1 飞天山组 蜥脚类 

24 央摩租乡尔的一村 K1 飞天山组 兽脚类 

25 博洛乡吉尔博石村 K1 小坝组 兽脚类、蜥脚类 

26 

喜德 

巴久乡 K1 飞天山组 兽脚类、蜥脚类 

27 乐武乡母脚吾村 K1 小坝组 兽脚类、蜥脚类 

28 洛哈镇足谷村 K1 小坝组 蜥脚类 

29 洛哈镇依子村 K1 小坝组 蜥脚类 

30 洛哈镇瓦地村 K2 雷打树组 蜥脚类 

31 米市镇阿甘则果村 K1 小坝组 兽脚类、鸟脚类 

32 米市镇依洛村 K1 小坝组 蜥脚类 

33 会理 通安镇通宝村 J1 益门组 蜥脚类 

34 会东 会东镇杉松村 J2 新村组 兽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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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川恐龙足迹化石产地的地理分布（图中化石点序号同表 1） 

Fig. 1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dinosaurs’ footprint localities 

从足迹化石的地层分布上可以看出，下白垩统（包括盆地区域内的夹关组、攀西

地区的飞天山组和小坝组）是足迹化石最富集的层位：一方面是发现的化石点数量最

多，占整个四川恐龙足迹化石点总数的 50%；另一方面是发现有多个大规模的恐龙足

迹化石群，足迹化石的绝对数量也是最多的[10]。上白垩统的恐龙足迹化石很罕见，仅

在攀西地区的雷打树组里发现有 1 个化石点。而中生代其他几个时期的恐龙足迹化石

点数量也不多：上三叠统 3 处、下侏罗统 5 处、中侏罗统 5 处、上侏罗统 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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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属种统计 

自 1960 年在宜宾县观音镇官元冲发现恐龙足迹化石以来[11]，四川地区发现了类

型多样的恐龙足迹化石，已鉴定命名的有 14 属 18 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兽脚类足迹，

少数为蜥脚类足迹和鸟脚类足迹（表 2）。从属种数量上看，占了全国已发现恐龙足迹

化石种（60 余种）的近 30%，是我国发现恐龙足迹化石种类最丰富的地区。 

表 2   四川恐龙足迹化石属种统计 

Table 2   Taxonomic statistics of dinosaurs’ footprints in Sichuan Province 

名     称 产  地 时代和层位 

磁峰彭县足迹 Pengxianpus cifengensis 彭州市磁峰乡 T3，须家河组 

宜宾扬子足迹 Yangzepus yipingensis 宜宾县观音镇 K1，夹关组 

小重庆足迹 Chongqingpus microiscus 资中县兴隆街镇 J2，新田沟组 

何氏极大龙足迹 Gigandipus hei 资中县兴隆街镇 J2，新田沟组 

鸡爪石卡岩塔足迹 Kayentapus jizhaoshiensis 资中县兴隆街镇 J2，新田沟组 

碾盘山实雷龙足迹 Eubrontes nianpanshanensis 资中县金李井乡 J2，新田沟组 

自贡实雷龙足迹 Eubrontes zigongensis 威远县连界镇 J1，珍珠冲组 

五皇跷脚龙足迹 Grallator wuhuangensis 资中县金李井乡 J2，新田沟组 

峨眉跷脚龙足迹 Grallator emeiensis 峨眉山市川主乡 K1，夹关组 

圣灵山船城足迹 Chuanchengpus shenglingshanensis 资中县金李井乡 J2，新田沟组 

四川快盗龙足迹 Relociraptorichnus sichuanensis 峨眉山市川主乡 K1，夹关组 

张氏快盗龙足迹 Velociraptorichnus zhangi 喜德县乐武乡 K1，小坝组 

岳池嘉陵足迹 Jialingpus yuechiensis 岳池县黄龙乡 J3，蓬莱镇组 

川主小龙足迹 Minisauripus chuanzhuensis 峨眉山市川主乡 K1，夹关组 

甄朔南小龙足迹 Minisauripus zhenshuonani 峨眉山市川主乡 K1，夹关组 

徐氏暹罗足迹 Siamopodus xui 昭觉县博洛乡 K1，飞天山组 

蜀南刘建足迹 Liujianpus shunan 古蔺县椒园乡 J1，自流井组 

刘慈欣卡利尔足迹 Caririchnium liucixini 古蔺县桂花乡 K1，夹关组 

4  科学价值 

4.1  填补了中国三叠纪恐龙化石的空白 

三叠纪晚期是恐龙起源和分化的时期，虽然中国的侏罗纪和白垩纪恐龙骨骼化石

都非常丰富，但迄今为止在中国的三叠系地层中都还没有发现恐龙骨骼化石的报道。

四川发现的三处（彭州、天全和富顺）晚三叠世恐龙足迹化石成为中国发现的时代最

早的恐龙化石记录，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仅有的三叠纪恐龙足迹化石[12-14]。它的发现

填补了中国恐龙化石发现和研究历史上的一段空白，表明四川地区可能是中国恐龙最

早的起源地之一，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4.2  弥补了四川白垩纪恐龙化石匮乏的不足 

四川是我国恐龙骨骼化石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四川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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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侏罗纪的，白垩纪的恐龙骨骼化石非常匮乏，仅有部分破碎骨骼化石发现，使得四

川地区白垩纪时期恐龙的分类演化、动物群的整体面貌，及古地理和古环境等的研究

都缺乏有力的化石证据。而在川南地区的乐山和泸州、攀西地区的昭觉和喜德等地发

现了丰富的早白垩世恐龙足迹化石，从而弥补了这一时期恐龙骨骼化石匮乏的不足。

通过这些足迹化石的研究，让我们得以了解在早白垩世时期四川地区活跃着丰富的非

鸟兽脚类、蜥脚类、鸟脚类和甲龙类恐龙，及翼龙、鸟类等动物，组成了丰富多样的

动物群。动物群以蜥臀类为主导，其中的兽脚类呈现高度的多样性。同时，通过对比

研究发现其动物群面貌完全可与山东和韩国南部的足迹群进行对比[10]。 

4.3  有助于开展恐龙足迹学的系统研究 

四川地区的恐龙足迹化石埋藏丰富，类型多样。既有单一种类足迹化石点，也有

多种足迹共存的足迹化石群；既有丰富的凹型足迹，也有大量的三维凸型足迹；既有

Eubrontes（实雷龙足迹）等大型的兽脚类足迹[15]，也有世界上最小的 Minisauripus（小

龙足迹，长度仅有 2 cm）[16]；还有东亚最长的兽脚类行迹（古蔺桂花汉溪发现的全长

69 m 包括 81 个足迹的行迹）等[5]，从而为四川地区恐龙足迹的系统分类、埋藏学和

古生态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化石证据。 

同时，四川地区还发现了很多独特保存的足迹化石标本，如世界上第一例蜥脚类

恐龙掉头的行迹[9]、中国第一例确凿的兽脚类恐龙的游泳痕迹等[17]，为不同类型恐龙

的形态学和行为学的分析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化石证据。 

致谢  凌曼女士绘制插图，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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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OF THE DINOSAUR FOOTPRINTS 

FROM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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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Province is a hilled region that exposes a continuous and widespread 

Mesozoic red beds which bears rich dinosaur bones and footprints. Since the first discovery 

of dinosaur footprints in Yibin County in 1960, 34 localities of dinosaur footprints have 

been found and 18 species of dinosaur footprints have been named in Sichuan. The dinosaur 

footprint species of Sichuan are more than those in any other province of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nosaur footprints from Sichuan are of the earliest geological age, with 

continuous geological distribution, wid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t species. It 

not only eliminated the gap of the Triassic dinosaur footprints in China, but also mad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Cretaceous dinosaur fossils of Sichuan. So, it has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s in studying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dinosaur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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