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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贵州盘县大洞中—晚更新世洞穴堆积中的猴类化石, 数量不多, 被归入短尾猴

(Macaca arctoides)、熊猴 ( M . cf . assamensis) 和疣猴亚科 ( Colobinae)。本研究为南方洞穴

堆积中单个灵长类牙齿的鉴定积累一些资料 , 同时也扩大了贵州省猴类化石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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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县大洞是近年来发现的重要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地点。这处遗址位于六盘水

市盘县特区珠东乡十里坪村, 地处贵州高原西部喀斯特丛沟谷地带。70年代初, 地质部门

的科研人员曾在洞内采集到动物化石。1990年, 六盘水市斯信强、刘军等在考察旅游资源

时又在洞内采集到动物化石和几件石制品。1992和 1993年由六盘水市文管所、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盘县特区文化局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

该遗址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和发掘。大洞堆积物面积约9　900米2, 洞口至后壁深度约 250米。

初步发掘从大约 100米
2
的发掘面中获得动物化石 40多种和2　000多件石制品, 依哺乳动物

群的初步研究, 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 (斯信强等, 1993)。本文仅对哺乳动物群

中的灵长类化石进行初步描述和研究。

1　化　石　记　述

灵长目　Prim ates L innaeus, 1758

猴科　Cercopithecidae Gray, 1821

猕猴属　Macaca Lac pede 1799

短尾猴　Macaca ar ctoides

标本　一枚右 M 3 (编号 PD. 1) , 一枚左 P4 (编号PD. 4)

描述　右 ↑
○ M 3: 5个齿尖保存完好, 齿根稍保留, 与双嵴形齿尖相应的形成前面两个

扁平的齿根和后面单个的齿根。齿尖较高, 舌侧齿尖较高于颊侧齿尖。颊齿尖和下后尖稍



磨耗, 齿尖顶出露小的齿质点; 前凹小而斜向齿冠的前下方, 三角座的后边为下原尖和下

后尖之间连接的棱, 下内尖和下次尖之间亦以棱相连。从齿尖的构造反映出猕猴类部分吃

叶子的功能。舌侧齿尖之间的谷部有弱的次小尖, 下内尖和下次小尖之间的次小尖清晰可

见。齿冠颊侧的前外角有一条纵沟。

比较　当雌、雄猕猴标本比较时, 雄性的牙齿尺寸表现出比雌性者大, 而大洞的右 M3

应为雄性。与各种类的猕猴作比较时, 大洞标本的尺寸比叶猴 ( S emnop ithecus) , 豚尾猴

(M . nemestrina) 和猕猴 (M . mulatta) 明显地大, 从形态上它又明显不同于以叶子为食,

具有剪割功能的叶猴和金丝猴 ( Rhinop ithecus sp. ) 的牙齿, 因而从形态和尺寸上, 大洞标

本可与熊猴 (M . assamensis) 和短尾猴 (M . arctoides) 相比较。熊猴的 M 3与大洞者比较,

前者的齿冠前部较宽, 前、后排齿尖之间距离较大, 多数个体的舌侧齿尖之间有明显的次

小尖。而短尾猴的 M 3前、后排齿尖之间的距离较小, 舌侧齿尖之间的次小尖较不发育等形

态与大洞者较相似。

表 1　大洞标本( M3)测量比较　(单位: 毫米)

Measurements of M3 f rom Dadong and data for comparison

种　类 长(例数) 宽(例数) 长宽指数(例数) 作　者

大洞标本 12. 0( 1) 7. 5( 1) 62. 5( 1) 本文作者

短尾猴1) ( M . arctois) ↑
○ 11. 0—13. 0( 3) 7. 3—8. 4( 3) 61. 7—66( 3) 本文作者

熊　猴2) ( M . assamensi s) ↑
○ 10. 6—13. 5( 5) 7. 3—7. 8( 5) 59—71. 6( 5) 本文作者

豚尾猴　( M . nemestr ina) ↑
○ 10. 0—13. 8 7. 4—9. 5 74—69 Hooijer, 1962

　　1) , 2)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收藏的现生标本 . 短尾猴标本号: No. 17967, 17969和 2002;

熊猴标本号: No. 17945, 25964, 17956, 11942和 17942; 3)产地为:苏门答腊,早全新世

从测量数字看, 大洞标本与短尾猴、熊猴的尺寸平均数 (短尾猴的宽/长为 7. 9/ 12. 0,

长宽指数: 64. 1; 熊猴的宽/长为 7. 6/ 12. 1, 长宽指数: 63) 较接近。至于大洞标本与两者

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但熊猴的变异范围较大些。另外, 其种间的差异不一定反映在一枚 M3

上。而苏门答腊的豚尾猴的尺寸比我国的现生种尺寸偏大。鉴于大洞标本的形态和尺寸, 将

它归于短尾猴更为合适。

左 P 4♀ (编号 PD. 4) : 尺寸明显地比雄性的猕猴小而与雌性者相当, 齿冠保留完好,

齿根破损, 颊尖 (下原尖) 稍磨耗, 出露一小的齿质点, 跟座后边缘稍有点破损。舌、颊

齿尖高大, 前凹斜向齿冠前下方, 跟座中等发育。大洞标本与金丝猴、叶猴类的牙齿相比

区别很大, 叶猴类不但形态相异, 个体也明显地小。金丝猴的 P4 , 与下臼齿的形态相似齿

尖高大而尖锐以适应于切割叶子的功能, 三角座明显地发育。大洞标本的尺寸落在熊猴与

短尾猴之间。后两者雄性的 P4表现出齿冠前部比后部宽得多, 与跟座相比三角座的齿尖大

而壮, 而与这两者的雌性个体的同类牙齿相似。相形之下, 与贵州的短尾猴 (♀, 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标本编号 17966) 较相似。另外, P4在灵长类中较难区分种类, 除了疣猴

亚科 (如金丝猴, 叶猴) 的P 4较有特色外, 其他种类几乎没有多少特征作为区分的依据。大

洞标本与长臂猿类相比较 (如黑长臂猿) , 后者的P 4颊面不向基部延伸, 下原尖和下后尖的

内面较浑圆, 因而齿尖不如猕猴类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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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洞标本(P4)测量比较　(单位:毫米)

Measunements of P4 f rom Dadong and data for comparison

种　类 长 宽 长宽指数 作　者

大洞标本 6. 3 4. 9 78 本文作者

短尾猴( M . ar ctoide s) 1) 本文作者

No. 17966♀ 6. 4 5. 2 81

No. 17970 ↑○ 6. 3 5. 6 89

No. 25959 ↑
○ 6. 9 5. 9 86

熊猴(M . assamensis) 2) 本文作者

No. 17943♀ 6. 9 5. 3 91

No. 17945 ↑
○ 6. 2 5. 7( r ) 92

No. 17957 ↑
○ 6. 4 5. 3( r ) 83

　　1)、2)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收藏的现生标本。

熊猴Macaca cf assamensis

一枚右 M
2

(编号 PD. 2) , 在现生猕猴标本中, M
2
和 M

3
的齿冠形态为前部比后半部

宽, 但从其接触面来看, 此枚牙齿归于M
2
。齿尖稍磨耗, 齿根破损。4个齿尖的高度略等,

颊、舌齿尖向中央靠拢, 因而齿冠的基部宽于顶部, 前凹大于后凹, 前、后凹内各有一条

沟贯穿于颊、舌齿尖之间, 在齿冠的前内角有明显的齿带。

表 3　大洞标本 (M2) 测量比较　 (单位: 毫米)

Measurements of M2 f rom Dadong and data for comparison

种　类 长 宽 长宽指数 作　者

贵州大洞标本 10. 0 10. 4 104 本文作者

安氏猕猴 ( M . and erssoni ) 10. 0 10. 5 105 S chlosser, 1924

化石熊猴1) 10. 1 10. 5 ( r ) 104 本文作者

(广西) 10. 1 10. 4 ( l) 103

熊猴 (M . assamensis) 2) 本文作者

No. 17942 10. 0 9. 2 92

No. 25964 10. 1 9. 6 95

　　No. 17943 (♀) 10. 2 8. 1 79

No. 17945 9. 3 8. 2 88

短尾猴 ( M . arc toides) 3) 本文作者

No. 2002　 10. 0 9. 4 93

No. 17969 10. 0 8. 3 83

No. 17967 9. 6 9. 0 94

豚尾猴 ( M . nemestr ina) (中更新世)

G . M . B. K. 102 10. 3 9. 0 87 Aim i, 1981

　　1) 　发现在广西田林更新世的一具附有全部上齿系的完整的头骨, 正在研究中。

2)、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收藏的现生标本。

大洞标本不同于现生短尾猴和熊猴的 M
2
在于齿冠基部的宽度大于齿冠顶部, 而测量

数字也是宽度大于长度,这种形态和数字与化石熊猴和早更新世产自河南的安氏猕猴相似,

如果大洞标本确实是熊猴的话, 这些差异能否作为化石种和现生种的区别, 有待于进一步

证实。而大洞标本与安氏猕猴的相似性是种类上的同裔关系还是时代上的意义。由于材料

太少, 目前难以深入研究, 但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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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猴亚科 Colobinae

一枚雄性右 C , , 齿冠保存完好, 齿根大部分缺失, 齿冠基部有发育的后根和内侧结节,

齿冠基部大, 齿尖收缩较快。大洞标本与长臂猿类的下犬齿比较, 后者的后根和内侧结节

欠发育, 整个齿冠较浑圆。此外, 大洞标本与短尾猴、熊猴及其他猕猴类的下犬齿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 而与金丝猴的同类牙齿较为接近。

表 4　大洞标本( ↑○ C , )的测量比较　(单位:毫米)

Measurements of C, from Dadong and data for comparison

种　类(例数) 长 宽 长宽指数 作　者

大洞标本( 1) 6. 2 8. 1 131 本文作者

豚尾猴( 1) ( M . nemestr ina) 6. 9 9. 6 139 Aim i, 1981

G. M . B. K. 102(瓜哇、中更新世)

滇金丝猴( 5) ( R hinop ithe cus bi eti ) 8. 0±0. 43 9. 1±1. 24 88 Jablon ski an d Gu, 1991

黔金丝猴( 2) ( R . brel ichi ) 6. 9±0. 57 7. 2±0. 14 96 Jablon ski an d Gu, 1991

川金丝猴( 2) (R . roxel lana) 6. 9±0. 07 7. 1±0. 49 97 Jablon ski an d Gu, 1991

灰叶猴( 1) P resbyt is p hayrei 7. 1 6. 2 109 Jablon ski an d Gu, 1991

2　讨　　论

猴科 ( Cercopithecidae) 分为猴亚科 ( Cercopithecinae) 和疣猴亚科 ( Co lobinae)。现

生猕猴有 6属 42种, 广布在亚、非洲的热带与亚热带地区, 栖息地的类型从草原、从林地

带、热带雨林到森林地带 ( T at tersall et al . , 1988)。我国的现生猕猴有 1属 6种, 主要分

布在华南、西南各省甚至于延伸到西藏的南部和西南部, 有的种类 (M . mulatta) 可向北

延伸到甘肃、山西、河南、河北一带。而疣猴类有 8或 9种, 分布在西南各省及广西一带,

其中川金丝猴 ( Rhinop ithecus rox ellana) 的分布从四川、陕西、甘肃到湖北; 滇金丝猴

( R. bieti ) 则从云南延伸到西藏宁静山脉 (叶智彰等, 1983, 1993; 王应祥, 蒋学龙,

1995) . 而贵州大洞的几枚灵长类标本, 从形态上观察被归入短尾猴 (M . arctoides) , 熊猴

(M . assamensi s) 和疣猴亚科 ( Co lobinae) , 在贵州省现生灵长类的种类范围内。

贵州境内的现生灵长类有短尾猴 (M . arctoides)、藏猕猴 (M . thibetana)、猕猴 (M .

mulatta)和我国的特有种: 黔金丝猴 ( Rhinop ithecus brel ichi)及黑叶猴( Semnop ithecus f ran-

coisi ) , 而六盘水市的水城境内的北盘江沿岸为黑叶猴的栖息地之一, 贵州的化石灵长类记

录有贵州桐梓中更新世的金丝猴( Rhinop ithecus sp. )、长臂猿 ( Hy lobates sp. ) 和猩猩( Pon-

go sp. ) (吴茂霖等, 1975) ; 黔西的猕猴 (Macaca sp. ) (李炎贤、文本亨, 1978)。盘县大

洞灵长类化石与现生灵长类的地理分布重叠,同时也扩大了中—晚更新世灵长类的分布,为

研究化石灵长类提供了新的资料。

南方更新世时期的猴科化石, 由于大部分发现在洞穴堆积中, 材料比较破碎, 给鉴定

上带来一定的困难。在猴科的牙齿分类中, 疣猴亚科 (如金丝猴、叶猴等) 的牙齿较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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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由于剪割叶子的功能反映出尖锐而高的齿尖, 下齿系的三角座和近中褶短等特点将疣

猴类从猴科中区分出来, 而在猴亚科 ( Cercopithecinae) 中, 嵴型齿尖中却难以进行再分类。

盘县大洞标本中颊齿的形态呈双嵴形但又不具备疣猴类的特性而被归于猴亚科, 综合其形

态和尺寸, 将它们归于短尾猴和熊猴。同时也试图探求它们与现生种类的区别, 为今后研

究化石灵长类积累一些资料。

Hooijer ( 1962) 描述了爪哇更新世时期洞穴堆积中和近代的猴类化石和亚化石, 将它

们归为叶猴 ( T rachyp ithequs、P resbyt is) 和猕猴 (Macaca) , 其中叶猴与现今生活在苏门答

腊的叶猴模式种 ( P . aygy la) 很相似, 化石种只表现在M 3有宽的跟座。而在爪哇的猕猴

化石中, M
2
和 M

3
的前后径偏大, M

3
缩小且比 M

2
稍狭些, 但比 M

1
明显地宽 ( Hooijer

1962) . Iwam oto 和 Hasegaw a ( 1972) 描述了两枚短尾猴类的牙齿被归入日本猴 (Macaca

cf . f uscata) , 其中一枚产自日本西部Ando 采石场, 时代为中—晚更新世。由于这枚牙齿

的长宽指数偏小而怀疑它可能是别的猕猴种类 ( Iw am oto 和 Hasegaw a, 1972) . 盘县大洞

的一枚 M
2
被归入似熊猴 (M . cf. assamensis) , 但它不同于现生种之处是齿冠基部宽于顶

部和齿冠的宽度大于长度, 与广西田林发现的更新世时期的熊猴同类牙齿相似。这种特征

能否作为化石熊猴与现生种的差异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我国的猴科化石最早出现在最晚第三纪到早更新世, 从分布地点来看, 中、晚更新世

是繁盛时期 ( Pan and Jablonski, 1987; Jablonski and Pan, 1988) . 早更新世的蓝田金丝猴

[ Rhinop ithecus (M . ) lant ianensis] (胡长康等, 1978; 顾玉珉等, 1989; Jablonski and Gu,

1991) 和了解不多的维氏狒狒 ( P rocynocep halus w imani ) ( Schlosser, 1924) , 中更新世的

硕猕猴 (M . r obusta) ( Young , 1934) , 它们中的不少成员与直立人或早期智人共生, 在南

方更新世的洞穴堆积中, 可能材料较破碎, 没有建立起明显的代表种. 但近年来记述的云

南江川猕猴 (M . j iangchuanensis) (潘悦容等, 1992) , 则是西南早更新世猕猴的代表, 扩

大了中国早期猕猴类型的分布。盘县大洞灵长类的发现, 为南方进一步发现新的灵长类化

石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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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ISTOCENE PRIMATES FROM PANXIAN DADONG,

GUIZHOU PROVINCE

Pan Yuerong

( I nstitute of V er 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 aleoanthr opology , Acad emia S inica, Beij ing　 100044)

Yuan Chengwu

( T he Cultural Relics Centr e of Panx ian, Guiz hou Province 561600)

Abstract

The Panx ian Dadong , Guizhou w hich w as discovered recent ly is an important site for

paleoanthropology and paleolithic archaeolog y. T here are four iso lated prim ate teeth

w hich w ere co llected f rom this site among 40 species of m am mals. T hey are at t ributed to

Macaca arctoides, M . assamensis and perhaps Colobinae.

Right M3 . It is fairly w orn to expo se the dent ine at the apices of the buccal cusps and

the metaconid. The lingual cusps are higher than the buccal ones. T he anterior fov ea is

sm all. Ther e is a small but dist inct tubercle intermediate betw een the entoconid and

hypoconulid. T he size of the M 3 is lar ger than that of S emnop i thecus, Macaca nemest rina

and M . mulat ta. In the Dadong specimen, m olar r elief tends to be moderate, and it is ex-

pressed in the shallow incised lingual notches of molar cusps, w hich tend to be close as in

cercopithecines. T he spacing o f apices of m olar cusps tends to be close also .

Lef t P 4. T he buccal cusp is slight ly w orn, and the dent ine appears only at the apex of

pr otoconid. T he premolar mo rpholo gy is dist inguished to be cercopithecines f rom

co lobines. T he t rig onid and the mesial shelf ar e long in the Dadong specim ens. The size of

P4 from Dadong fall s w ithin the range of that of M . arctoides and M . assamensis, in the fe-

male. It is similar to that o f M . arctoid es from Guizhou ( No. 17966. Zoolog y Inst itute,

A cadem ia S inica) in m orpho logy and size. T he breadth o f the anterior part of the cr ow n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posterior one in the M . ar ctoides and M . assamensis, in male.

Right M
2 . T he upper m olar is conf irmed to be M

2
on the basis of m orpho logy and con-

tact surfaces. The cusps are slight ly w orn, the cusps com e close to the middle of the

cr ow n so that the br eadth of the base o f the crow n is larger than that o f the upper one.

There is a clear cingulum extending on the mesial and lingual surfaces of the crow n.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M
2

fall w ithin the range of fossil M . assamensis f rom Pleistocene,

Guangx i and M . anderssoni f rom Early Pleistocene, H enan. It s signif icance for tax onomy

or geolog ical age w ill be invest igated.

Right C, . The crown is w ell-preserved. The roo t has been broken. T he low er ca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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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po ssess distal and internal tubercles. It is differ ent f rom that o f M . arctoides. M . as-

samensis. M . nemestr ina etc. It seem s similar to that of colobines.

In m odern primates, M . arctoides, M . thibetana, M . mulatta and Rhinop ithecus br e-

lichi, Semnop ithecus f rancoisi live in the Guizhou province and Semnop ithecus f rancoisi st il l

lives in the Liupanshui where the Dadong site is located. Hence there is ov erlap of modern

and fo ssil primates in the geog raphical dist ribut ion. The discovery of P leistocene cer cop-

ithecines in Panx ian Dadong increases their dist ribut ion during the Pleistocene period and

also adds to our know ledge of primates in the cave fissure deposit s of South China.

Key words　Cercopithecidae, Middle-Late Pleistocene, Panxian Dadong

消息与动态

埃塞俄比亚发现 250 万年前的石器

在坦桑尼亚奥杜韦接近底部发现的 180万年前的石器,命名为奥杜韦石器工业.随后在

埃塞俄比亚奥莫( Om o)和肯尼亚特卡纳的库彼福勒( Koobi Fora)出土了 230万年前的石

器。在埃塞俄比亚 Aw ash Valley 的哈达( Hada)地区进行古人类调查,在邻近 Gona河流域

发现了奥杜韦文化组合。

由 Rutgers大学的人类学家 Sileshi Sem aw 率领的科学家于 1992年和 1994年之间,在

埃塞俄比亚荒原旱谷的沟内,进行野外工作.在 Gona 河流域的两个地点,发现了3　000件用

拳头大小的火成岩的鹅卵石和石块打制成的有锐缘的切割石器, 夹在多层火山岩和火山灰

之间。美国加州柏克莱地质年代中心( Berkeley Geochronolo gy Center)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古

地磁技术测定,其年代肯定为 260—250万年,至少为 250万年,因而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石

器。石器显示出有惊人的高度控制经验的打制技术, 等同于晚得多的早更新世的奥杜韦文化

组合,由此表明奥杜韦石器有着意想不到的长时期的停滞。

这些石器的特征是用鹅卵石和石块制作的简单的打片的石核。从 Gona石器制作的贝

壳状破裂( conchoidal fr actur e)的熟练程度来判断表明 250年前的人类对这种石器制作技

术并非新手, 因而研究小组认为以后会找到更古老的石器。

没有同时发现人类化石,不知道石器是谁制作的。这时东非有两种人科成员,一是南方

古猿埃塞俄比亚种( A ustr alop ithecus aethiop icus)。另一是人属( H omo)成员。

论文发表在 1997年 1月 23日英国《自然》杂志上。
(吴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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