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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项研究对成年太行山猕猴肩关节变量进行了测量和统计, 作了异速生长分析, 并对太行

山猕猴 ( M . mulatta tcheliensis )、滇南猕猴 ( M . mulatta mulatta)、川西猕猴 ( M . mulatta

lasiotis )、湘鄂猕猴 ( M . mulatta littoralis) 肩关节变量进行了比较和聚类分析。与上述 3 个亚

种相比, 太行山猕猴较短的肩胛骨、较小的锁肱指数、较大的三角肌止点指数和较小的摆荡指

数, 表明太行山猕猴肩关节形态结构更适应于地面上的活动, 说明其在地面上活动较多, 在树

上活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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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关节是决定上肢运动的重要结构, 其运动取决于关节盂和肱骨头的形态结构及周围

韧带和肌肉特征 ( Zuckerm an et al . , 1973) , 对灵长类运动类型的划分有重要作用。有关肩

关节形态结构与功能方面的研究, 许多学者已进行过科间、属间、种间或同种不同种群间

的比较研究 (俞发宏等, 1993, 1995; 潘汝亮等, 1990; 叶智彰等, 1993; Ox nard, 1963,

1967)。

关于太行山猕猴肩关节形态结构的研究目前还缺乏有关资料, 因此, 本文对太行山猕

猴肩关节有关变量进行了测量统计, 并与滇南猕猴、川西猕猴、华中猕猴进行了比较和聚

类分析, 试图对不同猕猴亚种肩关节形态结构的差异、运动特点及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性特

征等进行分析, 为进一步弄清华北猕猴的变迁、演化和华北亚种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蒋学

龙等, 1991) , 同时也为中国猕猴的种下分类和运动类型的划分提供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于河南济源境内太行山上基本上成套的成年猕猴骨骼标本, 其中肩胛骨 26

块, 锁骨 21块, 肱骨 25块, 桡骨 24块, 股骨 20块。



采用Ashto n等 ( 1971, 1976)、Oxnard ( 1970) 和邵象清 ( 1985) 的方法 (图 1所示

部分测点: 该图描绘自俞发宏等, 1993) 测量了太行山猕猴肩关节的有关变量。

图 1　猕猴肩关节部分变量测量点示意图

Sketch of humerus and scapula o f M . mulatta sho wing landmar ks fo r m ea sur ement s

　　其中指数包括:

IND1. 　　冈窝指数 = 冈上窝高 ( AE) /冈下窝高 ( BE)

IND2. 　　肩胛骨指数 = 肩胛骨长 ( AB) /肩胛骨宽 ( FE)

IND3. 　　喙突指数 = 喙突长 ( JK) /肩胛冈长 ( DE)

IND4. 　　肩胛盂窝指数 = 关节盂长 ( FC) /关节盂宽 ( HI)

IND5. 　　锁肱指数 = 锁骨长 ( S) /肱骨长 ( L )

IND6. 　　摆荡指数 = 桡骨长 ( Q) /肱骨长 ( L )

IND7. 　　肱骨头指数 = 肱骨头横径 ( ab) /肱骨头纵径 ( cd)

IND8. 　　三角肌止点指数 = 三角肌止点 ( ce) /肱骨长 ( L )

异速生长分析时, 以股骨最大长代表体重 ( Wood, 1979; 潘汝亮, 1990) , 个体大小与

所测变量的关系为:

logY = loga + b lo gX

　　Y 示所测的各项变量, X 示体重 (股骨最大长) , a示异速生长常数, b 示异速生长指数; 其

中, 当 b< 1. 00为负的异速生长, b> 1. 00为正的异速生长, b= 1. 00时为等速生长。

聚类分析采用了 R 聚类分析和 Q 聚类分析的方法。其中 R 聚类为标准化的最短距离

法。Q 聚类为谱系聚类法中的最短距离法, 距离采用的是欧氏距离 (王式安, 1992) 其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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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j = ∑
P

k= 1
( X ik - X j k)

2
1
2

2　结　　果

2. 1　肩胛骨各测量项目基本统计值 (表 1)

表 1　太行山猕猴肩胛骨各测量项目的基本统计值 (单位: 毫米)

M easur ement s o f sca pula of T aihang mo unta ins M . mulatta ( unit: mm)

　变量

　Variable

样本含量

N

范围 (p = 0. 95)

Range

平均数

X-

标准差

S

变异系数

C. V.

标准误

S x-

最大值

M AX

最小值

M IN

肩胛骨长 ( AB) 26 69. 09±11. 51 69. 09 5. 59 8. 08% 1. 10 81. 08 62. 36

肩胛骨宽 ( FE) 26 78. 73±12. 49 78. 73 6. 06 7. 70% 1. 19 90. 06 70. 10

冈上窝高 ( AE ) 26 33. 56±8. 86 33. 56 4. 30 12. 81% 0. 84 41. 94 27. 06

冈下窝高 ( BE) 26 45. 14±8. 35 45. 14 4. 06 8. 98% 0. 80 55. 14 40. 76

肩胛冈长 ( DE) 26 86. 00±13. 33 86. 00 6. 47 7. 52% 1. 27 98. 80 77. 34

肩峰长 ( DG) 26 24. 88±3. 92 24. 88 1. 90 7. 65% 0. 37 28. 28 22. 24

关节盂长 ( FC) 26 18. 06±2. 98 18. 06 1. 45 8. 01% 0. 28 21. 26 16. 54

关节盂宽 ( HI) 26 12. 09±1. 99 12. 09 0. 97 7. 98% 0. 19 14. 32 11. 08

肩胛冈倾角 ( : 度) 26 59. 64±6. 44 59. 64 3. 12 5. 24% 0. 61 66. 50 55. 10

关节盂仰角 ( : 度) 26 8. 55±1. 30 8. 55 0. 63 7. 40% 0. 12 9. 20 7. 00

喙突长 ( J K) 26 15. 20±3. 47 15. 20 1. 68 11. 07% 0. 33 18. 04 10. 04

2. 2　锁骨、肱骨、桡骨和股骨部分测量项目基本统计值 (表 2)

表 2　太行山猕猴锁骨、肱骨、桡骨、股骨部分测量项目的基本统计值 (单位: 毫米)

M easur ements of clavicle, humer us, radius and femur of T a ihang mo untains M . mulatta ( unit: mm )

　　变量

　Variable

样本含量

N

范围 (p = 0. 95)

Range

平均数

X-

标准差

S

变异系数

C. V.

标准误

S x-

最大值

M AX

最小值

M IN

锁骨长 (S ) 21 57. 21±8. 93 57. 21 4. 28 7. 49% 0. 94 67. 00 50. 00

肱骨头横径 ( ab) 25 18. 25±2. 42 18. 25 1. 17 6. 42% 0. 23 21. 38 16. 30

肱骨头纵径 ( cd) 25 18. 33±2. 93 18. 33 1. 42 7. 74% 0. 28 21. 00 16. 08

三角肌止点 ( ce) 25 71. 64±10. 31 71. 64 5. 00 6. 97% 1. 00 79. 76 61. 89

肱骨长 (L ) 25 153. 83±16. 96 153. 83 8. 22 5. 34% 1. 64 170. 00 143. 50

桡骨最大长 ( Q) 24 149. 15±15. 09 149. 15 7. 30 4. 89% 1. 49 164. 50 136. 50

股骨最大长 ( R) 20 174. 99±22. 06 174. 99 10. 54 6. 02% 2. 36 195. 50 16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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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肩关节有关指数项目的基本统计值 (表 3)

表 3　太行山猕猴肩关节有关指数项目的基本统计值

Indices o f shoulder joint of T aihang mo unt ains M . mulatta

变量

Variab le

样本含量

N

范围 ( p= 0. 95)

Ran ge

平均数

X
-

标准差

S

变异系数

C . V .

标准误

S x
-

最大值

M AX

最小值

M IN

IND1 26 74. 61±19. 22 74. 61 9. 33 12. 50% 1. 83 91. 29 59. 16

IND2 26 87. 83±7. 65 87. 83 3. 71 4. 23% 0. 73 93. 89 78. 66

IND3 26 17. 68±3. 47 17. 68 1. 68 9. 51% 0. 33 21. 20 12. 65

IND4 26 149. 51±15. 55 149. 51 7. 55 5. 05% 1. 48 162. 09 123. 57

IND5 19 36. 99±3. 96 36. 99 1. 88 5. 09% 0. 43 39. 64 33. 56

IND6 22 96. 59±4. 66 96. 59 2. 24 2. 32% 0. 48 101. 04 92. 40

IND7 25 99. 80±12. 03 99. 80 5. 83 5. 84% 1. 17 109. 52 87. 51

IND8 24 46. 77±3. 93 46. 77 1. 90 4. 06% 0. 39 50. 60 42. 68

2. 4　肩胛骨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聚类图 (图 2)

图 2　太行山猕猴肩胛骨测量项目间 R聚类图

R cluster analysis on met rical items of scapula

in T aihang M o unt ains Macaca mulatta

1-肩胛骨长, 2-肩胛骨宽, 3-冈上窝高,

4-冈下窝高, 5-肩胛冈长, 6-肩峰长,

7-关节盂长, 8-关节盂宽, 9-肩胛冈倾角,

10-关节盂仰角, 11-喙突长

2. 5　肩关节有关变量异速生长分析结果 (表 4)

表 4　太行山猕猴肩关节有关变量的异速生长分析结果

A llo metric analyses o n so me var iables o f the

sho ulder joint in T aihang mountains M . mulatta

变量

Variable

异速生长常数

( a)

异速生长

指数 ( b)

相关系数

( r)

t 检验

( t-tes t )

AB 1. 25×10- 1 1. 22 0. 84 **

FE 1. 19×10- 1 1. 26 0. 95 **

AE 4. 24×10- 2 1. 29 0. 53

BE 5. 50×10- 2 1. 30 0. 82 **

DE 1. 58×10- 1 1. 22 0. 94 **

DG 1. 45×10- 1 1. 00 0. 82 **

FC 4. 34×10- 2 1. 17 0. 81 **

HI 4. 85×10- 2 1. 07 0. 85 **

7. 16×100 0. 41 0. 52

9. 85×101 - 0. 48 - 0. 33

JK 2. 73×10- 2 1. 22 0. 53

ab 3. 41×10- 1 0. 77 0. 66

cd 2. 57×10- 1 0. 83 0. 65

ce 1. 45×100 0. 76 0. 72 **

S 3. 07×10- 1 1. 01 0. 77 **

Q 2. 68×100 0. 78 0. 92 **

　　** P< 0. 01的显著性相关水平; 变量中的字母

　　含义见表 1、表 2。

　　其中, 除冈上窝 ( AE)、肩胛冈倾角 ( )、关节盂仰角∠CBF ( )、喙突长 ( JK)、肱

骨头横径 ( ab)、肱骨头纵径 ( cd) 的相关性较低外, 其它变量均有较高的相关性 ( r>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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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峰长 ( DG)、锁骨长 ( S) 呈等速生长 ( b= 1. 00) , 肩胛冈倾角 ( )、关节盂仰角∠CBF

( )、肱骨头横径 ( ab)、肱骨头纵径 ( cd)、三角肌止点 ( ce)、桡骨最大长 ( Q) 为负异速

生长 ( b< 1. 00) , 其它变量为正异速生长 ( b> 1. 00)。

3　讨　　论

据 Berg mann和 Allen 定律, 体型较小和被毛较短的种类主要分布于较热的低海拔或

低纬度地区, 体型较大者则相反, 即体型大小的变化与气候相关。据蒋学龙等 ( 1991) 报

道, 中国猕猴体型的变化趋势为: 海南亚种→指名亚种→川西亚种→福建亚种→西藏亚种、

华北亚种体型逐渐增大。通过表 5中锁骨长 ( S)、肩胛骨长 ( AB)、肩胛骨宽 ( FE)、肱骨

长 ( L )、桡骨长 ( Q) 的比较可以看出, 太行山猕猴体重、体型和肩胛骨明显大于前述3亚

种, 比较的结果与蒋学龙的报道基本一致。从运动力学的观点来看, 随着体重和体型的增

大, 灵长类动物的运动速度相对变慢, 活动频率也相对变低, 骨干有变短变粗的趋势。较

小的灵长类比较大的更适应树栖生活 ( Biew ener, 1983)。

Oxnard ( 1984) 在分析灵长类上肢骨的 9项变量时, 根据其形态与功能的相互关系认

为, 在多地栖至极端摆荡的种类之间存在大量的过渡类群。可以把它们的运动类型分为 A

类 (多地栖四足型) , C 类 (极端的臂摆荡型) 及介于A 与 C间的 B类。Oxnard ( 1986) 进

一步分析表明, 在A 类中, 肩带和上肢形态结构的特点主要是与颅-尾侧 2维平面运动相适

应, 其运动象限较少。在 C类中, 肩带和上肢形态结构的特点主要是与 3维空间运动相适

应的, 故其有较多的运动象限。Ox nard把猕猴划为 A 类群。同时指出在同一类群中, 各种

肩带和上肢的形态结构及其运动行为也有差异。Fo oden ( 1982) 也认为, 猕猴属中各种类对

地栖和树栖的适应能力很不一致。通过肩胛骨指数、锁肱指数、摆荡指数及三角肌止点指

数 (见表 6 ) 的比较分析, 太行山猕猴肩关节变量的形态结构与前述 3亚种明显不同。锁骨

主要与连接躯干和上肢及传递重力有关。据张耀平等 ( 1985) 报道, 较长的锁骨有利于抬

高上肢, 是灵长类适应树栖运动的特征之一。树栖种类上肢主要为垂直方向的运动, 肩胛

骨受较大的拉力作用。Robert ( 1974) 认为, 在作垂直攀爬时, 较长的肩胛骨 ( AB) 对承

受整个身体重力极为有利, 在臂摆荡灵长类中, 由于上肢主要作垂直方向的运动, 肩胛骨

因体重悬空所承受拉力增大, 相应出现了较长的肩胛骨 ( AB)。肩胛冈是冈上、下肌及斜方

肌和颈部肌肉的附着点, 其功能主要为运动时的 “肩袖肌”和内收肌提供力臂。太行山猕

猴较宽的肩胛骨和较长的肩胛冈, 为 “肩袖肌”和内收肌提供了较大的作用力臂, 有利于

肩胛骨的旋转和肱骨的内收运动 ( Ro bert , 1974) , 增强了四足运动时肩关节的相对稳定性。

三角肌和肩袖肌除参与上肢的外展外, 也有传递重力和稳定肩关节的作用。树栖四足型种

类的肩关节在颅侧、腹侧和外侧有较大的活动范围, 而地栖四足型种类肩关节在颅尾侧方

向的运动范围相对减少 (俞发宏等, 1993)。因此, 太行山猕猴与前述 3亚种相比, 有着更

远的三角肌止点, 与其地上活动较多的四足运动时支持体重有较大关系。由上面分析可以

认为, 太行山猕猴肩关节形态结构更适应于地面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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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太行山猕猴与其它猕猴肩关节有关变量的比较 (单位: 毫米)

Co mpar iso n o f metr ical items on the shoulder jo ints in T aiha ng mountains

M . mulatta and the other s ( unit: mm)

变量

Variable

滇南猕猴

M . mulat ta

mulatta

川西猕猴

M . mulatta

lasioti s

湘鄂猕猴

M . mulat ta

li tt oral is

太行山猕猴

M . mulatta

t cheli ensis

S 53. 42 56. 46 56. 15 57. 21

AB 70. 22 74. 17 73. 00 69. 09

FE 64. 00 65. 85 65. 24 78. 73

A E 32. 63 36. 03 33. 42 33. 56

BE 44. 43 44. 88 45. 93 45. 14

DE 75. 81 78. 74 76. 23 86. 00

DG 20. 03 16. 53 19. 14 24. 88

(°) 63. 13 62. 27 68. 98 59. 64

(°) 11. 45 12. 20 11. 60 8. 55

cd 16. 54 18. 46 17. 51 18. 33

ab 15. 18 17. 00 16. 14 18. 25

ce 58. 91 64. 77 65. 70 71. 64

Q ( 141. 62) ( 148. 86) ( 145. 11) 149. 15

L ( 142. 40) ( 153. 05) ( 150. 17) 153. 83

　　　　滇南猕猴、川西猕猴、湘鄂猕猴资料引自俞发宏等, 1993。( ) 由三角肌止点指数、摆荡指数算出

表 6　太行山猕猴与其它猕猴肩关节指数的比较

Co mpa riso n o f index o f sho ulder joint s in T aihang mountains M . mulatta and o thers

变量

Variab le

滇南猕猴

M . mulat ta mulat ta

川西猕猴

M . mulat ta lasiotis

湘鄂猕猴

M . m ulat ta lit torali s

太行山猕猴

M . mulat ta tche liensis

IND1 ( 73. 44) ( 80. 28) ( 72. 76) 74. 61

IND2 ( 109. 72) ( 112. 64) ( 111. 90) 87. 83

IND5 ( 37. 51) ( 36. 89) ( 37. 39) 36. 99

IND6 99. 45 97. 26 96. 63 96. 59

IND7 92. 00 91. 94 92. 18 99. 80

IND8 41. 37 42. 32 43. 75 46. 77

　　　 ( ) 由平均数算出

　　把太行山猕猴与前述 3亚种猕猴肩关节变量的测量项目基本统计值进行聚类, 距离值

为: d12= 16. 41, d13= 13. 24, d14= 27. 28, d23= 9. 65, d24= 19. 76, d34= 22. 23; 聚类图见

图 3。据俞发宏 ( 1993) 报道, 肩胛冈长 ( DE)、肩峰长 ( DG)、肩胛冈倾角 ( ) 和三角肌

止点 ( ce) 对于区分亚种有重要作用, 因此, 本作者用这 4个变量对太行山猕猴、滇南猕猴、

川西猕猴、华中猕猴进行聚类, 距离值为: d12= 7. 48, d13= 9. 02, d14= 17. 37, d23= 7. 68,

d24= 13. 29, d34= 15. 84。聚类图见图 4。用这 4个地区猕猴肩关节变量指数值 (见表 6) 进

行聚类, 距离值为: d12= 7. 84, d13= 4. 36, d14= 24. 13, d23= 7. 73, d24= 26. 97, d34= 25. 50;

聚类图见图 5。尽管聚类图 3、4、5排列顺序有差别,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太行山猕猴在聚

类图上总是排在最后, 提示太行山猕猴肩关节形态结构与其它 3亚种猕猴有较大区别。该

聚类分析结果可能为进一步证明华北亚种的有效性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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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 亚种猕猴肩关节测量项目 Q 聚类图

Q cluster a nalysis o n metrical items

o f sho ulder joint am ong ma caques o f four

subspecies

1 滇南猕猴, 2 川西猕猴, 3 湘鄂猕猴,

4 太行山猕猴, 图 4、5 数字含义同图 3

图 4 　4 亚种猕猴肩关节 4 项测量项目 Q 聚类图

Q clust er analy sis on four meter ical it ems

of　shoulder joint among macaques of four

subspecies

　　　猕猴肩关节形态结构和运动行为的差异与

图 5 　4亚种猕猴肩关节指数项目Q 聚类图

Q cluster analysis o n index items of

shoulder joint among macaques of fo ur

subspecies

其所处生态环境多样性是一致的。太行山猕猴大

致分布于北纬 35°- 35°30' , 东径 112°02'- 112°

45'之间的太行山与中条山南端, 该区域属暖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位于中国第二阶梯的东缘。

植被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四季分明, 猕猴主

要以植物为食, 随着季节的更替取食芽、嫩枝、

叶、花、果实 、种子、树皮、草根及落在地上的

坚果等不同植物部位。每年 11月到第 2年的 4

月, 太行山上叶落草枯, 食物匮乏, 取食较为困

难 (宋朝枢等, 1996) , 这期间需长时间在地面上

寻找食物。太行山属单面山, 到处是悬岩峭壁,裸

岩随处可见, 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猕猴在岩壁、岩缘或岩坎上行走、嬉戏和休息。根据俞发

宏等的报道 ( 1993) , 在我国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分布的猕猴, 由于气候、水分、土壤、植被

等条件较好, 它们多在树中活动, 常以嫩枝、树叶、浆果等为食。因此, 猕猴的取食条件

及栖息活动环境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其运动行为和形态结构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生态环境的差异和自然选择, 导致中国猕猴从南向北树上活动逐渐减少, 地

上活动逐渐增多, 肩关节形态结构的特点从南向北相对来说越来越适合于地面上的活动,肩

关节灵活性有逐渐减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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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HOULDER JOINT OF ADULT TAIHANGMOUNTAINS

MACACA MULATTA ( M. MULATTA TCHELIENSIS)

Xue Deming　 Zhang Wenxue　 Xin Bingqian
* 　 Guo Mei　 Qu Wenyuan

( Dep ar tment of Biology , H enan N ormal Univ er sity , X inx iang　453002)

( * Depar tment of P hy sical Cultur e, H 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 hou　450002)

Abstract

Variables of the shoulder jo int on adult Taihang m ountains M . mulatta hav e been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The allometric analy sis w as m ade. Co mpar ison and cluster

analy sis among Henan ( M . mulatta tchel iensis) , Sichuan ( M . mulatta L asiotis) , Yunnan

( M . mulat ta mulatta) , Hubei and H unan ( M . mulatta L ittoralis) provinces in China w ere

made. The scapula of T aihang m ountains M . mulatta is shorter than that o f the m onkeys

of the sam e species liv ing in other regions o f China. Index of the insert io n o f del to ideus

muscle is higher , the claviculo-humeral index and the brachial index are low er. The

results sho w that mor pholog y o f the shoulder joint o f T aihang mountains M . mulat ta is

mor e suitable to locomot ion o n the g round than that of the others. M ov em ent o f Tai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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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s M . mulatta o n the g round is mor e fr equent than that of the others and that

in t rees is less.

Key words　　T aihang Mo untains Macaca mulat ta, Shoulder jo int ,

Allometric analysis, Scapula, Cluster analy sis

消息与动态

美国 《科学》刊载关于北京直立人曾否用火问题的评论

　　1998年 7月, 美国《科学》杂志登载了Weiner 等人否定周口店直立人用火的文章。1999

年 1月 15日该刊登载了吴新智写的对W einer 等人文章的评论及Weiner 等人的回答。

吴新智在评论中列举了前人在该地点发现过的许多直接的用火证据, 包括碳粒, 鸽子

堂的灰堆, 紫荆树木炭, 烧裂的石器及石块等, 还指出, 郭士伦等用该洞中所采石上的裂

变径迹测出了基本符合该处直立人的年代数据, 也证明该样品曾经过火烧。

Weiner 等在 “回答”中说他们没有发现看似烧过的石灰, 他们自己发现的烧骨也不能

显示是在原地烧的。他们对前人所观察和采集的用火证据都推之于可能是被水冲进洞的,或

不了解其被烧时的情况而实际上加以否定。

吴新智在评论中指出, 如果这些烧骨确是被低能量水流带进洞内, 则由于水流的分选

作用, 被带进来的大动物骨骼的比例应该大大降低。但事实是, Weiner 等在周口店洞内采

样现场采集的大、小动物烧骨的比例却保持着与其它燃烧现场的一致。而Weiner 等在回答

中却仍旧没有对烧骨比例保持不变的这一不应忽视的现象作出应有的解释, 回避了这个十

分重要的问题。他们也未能反驳, 大到 12厘米的石器和石块在烧裂以后以及鸽子堂内的两

堆烧灰都最可能是在原地产生, 更没能提供证明来显示它们更可能是被冲进来的。

他们在 “回答”中最后说, “我们的结论是, 有符合于直立人用火的证据包括我们自己

做出的关于烧骨的贡献。但是到目前为止证据不是直接的或不是可靠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说法与几个月前宣传Weiner 等人论文并刊于同期杂志里的

Wuethrich的文章的标题: “长期被认为最早用火的遗址——中国周口店沉积物的研究提

出, 那里的任何火焰都不是人手点燃的 “以及此文内引用的Weiner 的原话:”在某种意义

上, 我们破坏了这个故事” (明确地宣传 Weiner 等人的论文否定了周口店直立人曾经用

火) 有了很大的距离。当时这种断言立即在美国媒体引起轰动, 并得到一些美国同行的赞

许, 也被我国”参考消息 “所转载, 在国内外引起混乱。但是Weiner 等在现在的这份”回

答 “中却似乎忘记了短短几个月前所有宣扬过的那些豪言壮语, 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撤回

或其他新的表示, 好像他们对周口店直立人曾否用火问题的处理做得是如何的公正与客观。

他们去年的论文是以他们从该洞之一隅采得的少量样品否定前人从洞内大量堆积中所获得

的成果, 这是以偏盖全。今年的 “回答”的主要问题是, 拒绝具有最大可能性的推论, 却

坚持采用可能性很小的推测, 为自己当初草率的断言作辩护。 (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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