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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纪——恐龙繁荣时代
花了足足4500万年，走过了漫长的三叠纪，地球迎来了中生代中期——侏罗纪。这一

时期，大陆板块开始分裂，涌入板块间隙而生成的海洋产生湿润的风，为内陆的沙漠带来

雨量，许多植物应运而生，为广泛分布的恐龙们提供了大量食物，因此，侏罗纪时期，恐

龙家族开始大力发展，并迅速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并且在这一时期，最早的鸟类出现了，

哺乳动物也开始发展。

PART 
恐龙知识大盘点3

■气候
侏罗纪也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区别，只不过不太明显，且地球整体气候比现在要温暖和均一。早

侏罗纪时，中国南部还处于热带－亚热带的温润环境，到了中晚侏罗纪，湿润的环境逐渐变得炎热干燥；

而北部到了晚侏罗纪，其温暖湿润的地区也渐渐缩小，变得干燥。

■植物
侏罗纪也有森林。那时，茂密的松柏类、苏铁类、

银杏类和乔木状的羊齿类分布各处，木贼草、草木羊齿

尖等草类则覆盖着地表。苏铁类、羊齿类生长在比较干

燥的地带形成常绿的阔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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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纪时期的恐龙

■动物
昆虫——侏罗纪时期的昆虫更加多样化，森林、湖泊、

沼泽附近有1000种以上的昆虫生活着。

鸟类——侏罗纪时期鸟类出现了，这是动物演化中的重

要事件。伴随着鸟类的出现，脊椎动物首次占据了海、陆、

空三大生态领域。

水生物——三叠纪时期的伪龙类和板齿类到了侏罗纪都

已经绝种，但鱼龙存活了下来，除此之外，生活在浅海中的

动物还有一群四肢已经演化成鳍形肢的海鳄类和硬骨鱼类。

蛇颈龙和短龙也是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的海洋生物。

侏罗纪时期，气候温暖湿润，

植被覆盖了大部分地表，许多哺乳

动物也开始出现，但并未对恐龙的

生存构成威胁，因此，恐龙在侏罗

纪既有着丰盛的食物资源，又没有

生存的竞争对手，于是迅速成为

地球的统治者，进入恐龙家族的

鼎盛时期。当时除了陆上身体巨

大的雷龙、梁龙等恐龙外，水中的

鱼龙和飞行的翼龙等也大量发展和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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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的交流
我们人类通过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

肤等来感知这个世界，用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

恐龙也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用它们独有的信号向同

伴传递信息。

■嗓子叫
据推测，恐龙也会发出嘶嘶声或哼哼声，而大型恐龙则会发出咆哮声。极少

数的恐龙比如鸭嘴龙科的龙，会通过它们的头冠或膨胀的鼻孔等共鸣腔发出独特的声音。

■耳朵听
恐龙有很好的听觉。科学家曾在冠顶龙的头骨里发现完整无缺的精细耳骨；但是，恐龙

并没有外耳，不像哺乳动物那样借助外耳提高听力，它们依靠位于眼睛后面的耳孔来获取外

界的声音，耳孔与脑子里控制听力的组织相通。

■眼睛看
像许多鸟类或爬行类那样，视觉交流是恐龙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每到交配的时

节，有些雄性恐龙身上会出现鲜艳的颜色，以吸引异性。还有些恐龙雄性间是通过相互顶撞

来争得与雌性交配的资格，这时，雄性恐龙的特殊体色便成了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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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龙 阿尔伯托龙

■鼻子嗅
从恐龙的脑化石中，科学家发现恐龙的鼻孔已经得到了充分进

化，所以恐龙的嗅觉应该很灵敏。灵敏的嗅觉可以帮助恐龙寻找食

物，也可以让恐龙根据气味寻找同伴或求偶。

■舌头尝
恐龙大都有舌头，因此可能跟如今大多数动物一样，恐

龙也会辨别味道。据研究，味觉和嗅觉同样是由脑子控

制的，对于恐龙世界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来说，它

们是用来判断、识别对方的最常用的方法。

窃蛋龙 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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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的攻击和抵御
在恐龙大家族内部，不断上演着厮杀和搏斗——

肉食类恐龙为了追捕猎物，植食恐龙为了活命，于是在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展开了永无休止的生死大搏斗；

而同类中的恐龙也有争夺交配权和争当首领的决斗。

■肉食性与植食性恐龙的进攻与防御
大型的肉食性恐龙一般都单独作战，捕捉猎物。而小型肉食

性恐龙则以集群的方式联合追捕获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植

食性恐龙学会了主动与被动防卫。主动防卫包括用牙齿撕咬，

用爪猛刺，迅速逃跑等；被动防卫则是利用身上特殊的装备

或通过伪装等保护自己。

用头攻击

还有一些恐龙攻击方式

很有趣，比如雄性肿头龙的

头顶皮肤很厚，为了获得异

性，它们要互相撞击决出胜

负，就像今天的野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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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武士”一：霸王龙
霸王龙，又称暴龙，单听名字，就让人毛骨悚

然。近一个世纪以来，霸王龙都被公认为恐龙世界中

最凶残的掠食者。

■代表“武士”二：恐爪龙
与霸王龙相比，恐爪龙是一种体形相对弱小的恐

龙，但它动作敏捷，行动迅速，还有能置对方于死地

的利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捕到猎物，所以被叫做流

线型的杀手。

绝大多数植食恐龙都没有利

爪，但是禽龙的上肢趾爪上有锋

利的爪。禽龙可能用它来抵御掠

食者，也可能用它来对抗雄

性同伴。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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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的速度
恐龙的体形、大小和移动速度取决于它们的生活方式。掠食者为了追捕

猎物，必须孔武有力，移动速度也必须很快；但大型的植食恐龙只能缓慢地

移动，它们不需要去追捕食物，庞大的身体只需要用来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恐龙速度的测量
最开始，科学家们根据“脚印的化石”来计算恐龙奔跑的速度，

经过对大量动物奔走速度与跨步关系的研究，发现动物奔走的速度

与步长成正比，与腿的长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恐龙脚印间的距离

越大，它的移动速度就越快；如果脚印间的距离很短，那么它的奔跑

速度就很缓慢。而腿越长，速度越慢，腿越短，速度则越快。

■恐龙的速度
据曼彻斯特大学动物学家威廉·塞勒斯介绍，他们把恐龙的骨骼和肌肉构造等信息输入计算机，进行

几千万次模拟分析，最终测算出恐龙的奔跑速度最多也就是比一个普通的运动员略快而已。其中肉食恐龙

的行走速度大约是每小时6～8.5千米；植食恐龙速度慢些，大约是每小时6千米。遇到紧急情况时，所有的

恐龙都会快速奔跑起来，速度可达20千米/时以上，肉食恐龙在追赶

猎物时速度还会快些。有趣的是，有的恐龙是根本无

法奔跑的，比如迷惑龙，它每小时可以行走10～

16千米，但如果它尝试着跑起来，那么它的腿极

可能会被折断。

与似鸵龙相反，腕龙是移动速度最慢的

恐龙。同时，腕龙也是最大、最重的恐龙之

一，其体重超过50吨，重者可达80吨左右，

根本无法奔跑，每小时只能行走10千米。跟

小型恐龙不一样，腕龙这种庞大的

动物从来不会跳跃。

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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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似鸵龙相反，腕龙是移动速度最慢的

恐龙。同时，腕龙也是最大、最重的恐龙之

一，其体重超过50吨，重者可达80吨左右，

根本无法奔跑，每小时只能行走10千米。跟

小型恐龙不一样，腕龙这种庞大的

动物从来不会跳跃。

腕龙

■似鸵龙
似鸵龙是奔跑速度最快的恐龙之一，为两足动物，身长约4.3米，臀部高度为1.4米，重量约

150千克。似鸵龙的后肢长而强壮，其胫骨长于股骨，类似今日的鸵鸟。三个 骨联合在一起，

能将力量从脚踝传递到腿部以及全身。这些特征显示出似鸵龙可以高速奔跑。据推测，它们奔

跑时速可高达50～80千米，速度最快时，两步的跨距可达6米。这也成了它们逃离掠食者的唯一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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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的食物消化
一般来说，哺乳类动物每天的食物摄入量约为体重的10%，比

如，一头4吨重的大象一天的食物量大约在300千克以上，以获得足以

维持自身生存的营养和能量；但是变温动物就不同了，一条蛇一次吞下

的食物可以相当于它的体重甚至更大，当然，在余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

可以不吃不喝地平安度日。那么，恐龙的食量以及食物消化又是怎样的呢？

■恐龙的食量
我们知道，有些恐龙有着几十吨甚至近百吨的体重，按照每天的食量为体重的10%来算，则每天要消

耗数吨乃至十几吨食物。计算下来，肉食性恐龙大概每天要捕获一条小型恐龙，而植食性恐龙则每天要横

扫一大片草原或者相当数量的树林，这似乎不太现实。当然，事实也不会是这样，据计算，植食性恐龙每

天的食量大概是其体重的1%，用于维持基本需要就可以了；而对于霸王龙这样的肉食性恐龙来说，情况可

能与现在的狮子、老虎或者龟、蛇差不多，只要成功地狩猎一次，几天没有食物也不至于饿得慌。 

■关于胃石
蜥脚类恐龙比如腕龙，一生都在食用树木顶端的枝叶，这些大量的食物是怎

样被消化的呢？尤其是它们连用于咀嚼的牙齿都没有。根据在恐龙骨架中发现的

光滑圆亮的石头，科学家们推断，这些石头可能是用来帮助恐龙进行消化的，并

将其命名为“胃石”。 这些胃石大小不一，小到鸡蛋，大至拳头，多数植食性恐

龙胃中都有几十颗左右，恐龙可能是利用这些石头将食物在胃里进行二次加

工，碾得更细一点，以利于消化吸收。

然而，也有科学家推测，这些石头可能并不是胃石，除

了因为它们是光滑的以外，还因为这些石头的发现

并不是有规律的。所以，这些石头也有可能是

恐龙进食时食物里所带的，也有可能是为了获

得矿物质而特意吃下的。

110



■齿和颌
依靠现有的证据，人们很难完全推测出众多恐龙分别采取的哪种消化方式，但其

牙齿和颌却可以帮助我们推测猎物是怎样被抓住及吃掉的。肉食性恐龙的牙齿大都向

内弯曲，刀刃一样的牙齿前后边缘有突起，可以迅速将肉切开。

腕龙、埃德蒙顿龙和原角龙分别代表了植食性恐龙的3种抢占食物的有效战略——

特殊的接近方法，特殊的消化过程以及特有的选择。我们常根据恐龙嘴巴的形状来初

步判断一只恐龙采取的是哪种战略。

■切和磨
对于那些没有胃石的植食性恐

龙来说，牙齿和颌骨是在食物进入

消化系统前将其磨碎的工具。在吞

食食物时，恐龙合上嘴后上下牙齿

得以咬合，脸颊轻微向外鼓动，牙

齿间则得以相互摩擦，咀嚼过程的

最后一步是颌部的肌肉开始放松，

脸颊同时向内收，牙齿又一次相互

摩擦。如此循环来磨碎食物。

111

PA
RT 3 

恐
龙
知
识
大
盘
点



恐龙的觅食
电影《侏罗纪公园1》中，最

后有一个场景是一只大恐龙捕杀了

一群小恐龙，主人公才得以脱险。

剧中的大恐龙是霸王龙，小恐龙是

具有一定智力的伶盗龙。

其实，恐龙的种类和体形，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恐龙的猎食方

式，比如是单独猎食，还是集体

觅食。一般来说，大型猎食者会

单独行动，而小型猎食者由于体

力和体形方面的原因，只能集体

觅食，靠互相协作来弥补生理上

的不足，以期获得更多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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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和足迹引发的判断
科学家研究得出，除了极少的例子外，被发现的“大型”恐龙的骨架都是分

散的，而很多植食性恐龙却都集中在一块形成一个大的“坟场”，这说明，一些

大型恐龙是单独猎食的。对于耗食量极大的大型恐龙来说，与另一个大型恐龙来

共同分享为数不多的食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存逻辑。

科学家在不少地方发现了数量极多的恐龙足迹化石，囊括了多种恐龙。据推

测，这里在1亿多年前可能是河流或者湖泊的沿岸，这可能是猎食者最受欢迎的

捕猎场所，因为对于单独的猎食者来说，最好的捕猎场所是森林或是浓密的矮树

林，它们为它提供了很好的突袭机会；再者，在

这些地方，猎食者经常能有幸捡到冲到岸

边的腐肉。

■猎食者的集体出击
协作捕食是今天许多动物采取的方法。像海豚的集体猎食，并

且还有明确的分工，这种现象在动物群体中是很少见的。而狮子则有

一套复杂的跟踪、潜伏、包围和突袭猎物的技巧。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小一些的肉食恐龙是成群生活和

猎食的。恐爪龙便是典型的集体行动的猎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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