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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握 要

本研究侧 了亚洲叶猴 个种成年颅骨 项变盆 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
、 ‘

多元统计分析

包括判别分析和由判别分析筛选的变盆所组成的星状图等表明
,

亚洲吐猴能够明显地分成 个

亚属 无‘忿与介。妙山有更密切的关系 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线系分支图

臼 由干瘪的面部而得名
,

希腊语意为
‘

老妇人
’ 笋 ,

叶猴类

少 是亚洲疵猴中分布最广的 一 , 。 一 叩
,

和可以分成明显的亚属似
,

在种级阶元
,

叶猴类主要以毛色
、

毛的长度和

配置 特别在头上
,

冠和旋等
、

婴猴颜色
、

叫声和 生态特征等相 区别口
,

由
, ,

刊
, ,

虽然种组或亚属 般用颅骨和颅后骨来

区分口
, , ,

据
,

诊 把

印度尼西亚的叶猴分为两个独立的属 臼 和 配 户
,

它们的叫声也适合这

种分类
, ,

而 把印度叶猴指定为两个属健沁‘ 和
。

但是
,

至今
,

印度和东南亚的叶猴有被划归一个属 尸 。 ,

,
,

或 二 个 属 , 和 忍 臼
, ,

或 三 个 属
‘脚 神

,

娜 。 和
,

刀
,

或 四 个 属
, ,

乃口 ,

和
, , , , , 。

指出
, ‘

⋯⋯总而言之
,

没有清楚地表明 与 尸 臼 有关的全部分类

群在 系统发育上是 密切 有关 的和 集 合物也许最 终是人 为 的 二 认 为
,

尸护“妙 是具有密切有关种的一些类群
,

但是
,

没有清楚地被分成亚属
,

至少就现在所

见到的特征来说 由此可见
,

对叶猴属再划分的意见至今既不统一
,

更没有真正的解决

本研究拟对上述四个属的颅骨形态和结构做一 比较
,

探讨其相似性和差异程度以及有关问

题
,

为叶猴属的深人研究提供颅骨形态学方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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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本研究测量了八种叶猴成年颅骨的 项变量 颅骨分别属于 脾 。
,

个
、

孟油‘‘
,

个
,

升 夕脾
, 少

,

臼 和 州拒
,

个 和 少 臼 白 砷 和
,

个

通过单因子方差分析对各属或亚属间每一变量进行显著性测验 多元统计分析
,

包括

判别分析找出各属或亚属的颅骨形态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和筛选对于分类有显著贡献的变

量 由判别分析所择变量组成的星状图可以直观地分辨属间或亚属间的差异

上述程序来自 统计包
,

和

二
、

结 果

各种类所测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表 列示的亚洲叶猴四个属或亚属各变量

的 结果表明
,

项变量在属间均达显著差异水平
,

且 与 介。 娜

表 所洲变 的平均值似 柳和标准差

“ 回 叻盯 , 妞 曰 , 州心俪 恤成动触 甲

】

介朋亡口臼 龙 ‘

川巨 , 以

朋绍如 研 , ‘

, “ ‘

脚‘如 户“

尸 山

山招

洲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介朋‘ 七

助。

尸
一

尸 ‘ “

脚 勿 砷

尸 月月口 口

红

川趾口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上两犬齿间最大宽 上 之间最大宽 颅骨长
,

自枕骨隆突至门齿前缘 颅骨

宽 颅腔在外耳道上缘间宽 二硕弓间最大宽 颅基长 自枕骨隆突至眠下缘 二

眼间最大宽 眼后收缩宽 颅腔长 自枕骨隆突至眉中点 枕骨高
,

自枕大孔后缘

至枕骨隆突 前颅基长
,

自枕骨大孔前缘至上门齿正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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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烦骨差异较大

表 所浏变 在亚洲叶猴各属或亚属间的平均数 标准差及显著性测验结果
,

目 ’ 一 脚 曰

, 曲 贾倪 民 ‘ 伪

山 此 皿吕

变

皿 琢

且 皿

梦卜

翻
、

加
·

坎万

习

幻勺

无

班

皿

‘

‘

,

,

吕

】

, 铭

。

比 山

,

一

李

乞 种何达到非常显著的差异水平

·

如 扭 化
一

一

口 去

功 旦
日

。 囚

叻 目

园

一哈工一
二奋,内‘甘

一

一 , ‘

·怕 ·

图 各亚属或属所侧变量在判别函数 上的分布

代

即 区 “ 召 阴 川 无公
,

众
,

口 乃 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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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分析表明
,

在 项变量中
,

除 和 外
,

余者对属或亚属的分类具

有显著贡献 所择变量的判别分类结果见表 图 显示了全部个体在第一和第二判别函

数上 的分布 结果 表 明
,

在第一判 别 函数 上 声 与 和

砷 是明显分离的 在第二判别函数上 行 与 了乍 和 犬‘ , 的

分离也是明显的

表 据所选择变 对各皿或亚属的分类结果

一 “如 彻“ 帅 卜创 一 址 能卜改曰 “ 七 峡 加 二

蒯︸﹄月咋月 。娜 亡 璐

孟洒川

尸护‘ 红

了乍口 娜 口 公

图 判别分析所择变量组成的星状图

汕

夕 行 夕娜 娜 , 尤动

图 表现了四个属或亚属所择变量组成的星状图 由图可见
,

除 泞 用 娜 最大

外
,

的结构与 十分近似
,

而 , 表现出更为特殊的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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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在亚洲扰猴中
,

属的成员
,

以大量的物种为代表 权威们的分歧是
,

它们

是否可能归为一个属或几个属
, , ,

首先根据婴猴的毛色
,

把 台 的亚洲种分成三组
,

即暗褐色 的

以 组
,

橙色 的 组和 白色的 翻 砷口 组 他 又

将他们分成 声 伪
,

娜 。 臼
,

孟油 婴猴灰色

具白颊或黑色 和 占 试 口夕窝咖 助 四个组 至今
,

虽然属或亚属的划分仍

有争论
,

但是
,

身体比例
、

叫声和生态学
,

一
, ,

颅后骨和运

动方式似
,

切
, ,

肌肉系统
,

和卵巢形态学的明显

差异
,

等分别支持了上述再分
习七用 口网为 为单型属 尸 , 是适应性最强和最地栖 的 栖息地包括

米仪
,

的各种植被带和城镇 以果食
、

花和新叶为食
,

似乎不能靠老

叶为生 大多为多雄群的社会结构
,

群大小为 于 只
,

家域变化在 一 公顷 在

树上主要为四足型
,

也有跳跃
, ,

孟力‘ 包括 和 “
,

较 。 为小
,

以紫面和 白色

胡须 引 自
,

为特征 总是树栖的
,

是优势的跳跃者
,

较 八留 吃更多的叶和

几乎唯一能以成熟叶为生 单雄群或家族群
,

具有 公顷或更小的家域 日活动范围也

小
,

常在一棵树上耗费一整天
,

也有雄性取代和杀婴行为
,

认为
,

和 可能是同种的
,

是 朗 八“ 和 。 之间的

中间类型 在头骨方面更接近于 。 臼 ,

而 四 肢指数更接近于 ‘ 婴猴灰色
,

云
, ,

尸 斌 尸 砷 盯 劝包括八个种
,

其中除泰国
、

马来西亚西部和苏门答

腊共有的 白 动 外
,

其余 个种 苏门答腊的 尸 ‘ 婆罗洲的
,

户口 ,

和 尸 内 爪 哇 和 大 陆架各 岛屿 的 。 以 及

岛的 灿 伊
,

均为岛屿型分布 它们以相对较小的身体
、

面更短
、

腿相对较长
、

长的躯干和更纤细的上肢等为特征 这些特征与跳跃有关 大都以

幼叶
、

种子和果类为食
,

很少吃成熟叶 群大小为 只或更少
,

常有一成年雄性 家域

较小 公 顷
,

日活动范围 一 米 有雄性取代
,

婴猴 白色
,

了护口 ” ‘ 妞 一 由印度以东和东南亚广泛分布的其它叶

猴种组成 约包括六个种
,

尸
,

尸 助
,

尸
,

尸 和

’
,

大都为大陆型分布 大小相似于 臼 、
,

但有更大的性二型 生活在

单雄群或多雄群中 运动主要为树栖四足型
,

主要为叶食性
,

也吃未成熟的果实 婴猴呈

棕色或金色
,

一
,

表
、

和 图
、

表明
,

除 阴 娜 是明显较大和不同外
, 尸 臼 和

的颅骨大小和形状更为近似
,

不同于 的结果 而 ’ 颅骨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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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较特殊的形状
,

但判别分类结果表明与 臼 有更多的相似性
,

就像同工酶研究

结果表明的那样
,

根据上述 比较研究结果
,

我们提出了亚洲叶猴 属的线系分支图 。

乎
,

它不同于
、

和 的分

支图 现比较如下 图

图 叶猴属 幼的线系分支图比较

改 众

本文作者 引自 引自 和
。

娜 姗 》口动夕砷 即 尸理劝 七 孟油

亚洲已知的唯一绝灭种群是 议 的 地层的 山 冶
,

年

龄粗 略等于 中新世未期 认为
,

这个种也许是

晚中新世 的一个非洲迁移者的后裔 这与早中新世非洲和欧亚大陆

重新连接
,

有关系 没有上新世和更新世早期的化石扰猴从亚洲知

道
,

而更新世 中期 至全新世 时期
,

爪哇和 云南保山的化石种群明显地与现代种有关
, ,

潘悦容等
,

认为
,

叶猴类与其它亚

洲疵猴是从两个不同的祖先发展的 如果亚洲叶猴的祖先在上新世晚期或更早些从印度沿
海岸或 内陆扩散到缅甸进人东南亚等地的推论口

,

是正确的话
,

那么
,

台 也许是它们的祖先之一 这就像欧洲古新世一始新世哺乳动物随气候改变一样
,

亚洲叶猴是一个形态上
,

和行为上明显一致的类群
,

虽然

具有种间或种内的大量变异
,

这种一致性也许部分由于他们最近或全新世

的适应辅射
,

而适应辅射是我们了解进化过程的中心
, ,

叶猴类与其它

亚洲疵猴相 比
,

已成功地占据了更多的植被带和气候带 在个体数
、

种数和生物量方面
,

他们也可能是最多的 适应辐射能使他们具有利用不同生境的形态学和行为特征
,

使之能

在该生境中生存和繁衍
,

更新世时期是导致现代类型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迅速进化和生态系统改变的一个时期
,

气候波动影响了亚洲南部和东南部

口
, ,

而 导致栖息 地差异 的植被又 可 能 引起结构和 行为 的差 异
,

结构和行为的多样与适应环境的多样性相一致
,

而一个种群内的进化改变能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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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导致新种的形成
,

认为
,

必需把疵猴类认为是起源于他们现在占据的大陆地区的土著祖

先 据
, 一 证 明 印度南部和锡兰 的

‘ 孟油‘ ’

与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 抑 是密切有关的 这个类群的一个可能的

姊妹就是印度的
‘ 口娜 扩 但是

,

根据图
,

和表
,

尤其是婴猴颜色
,

可以认为 孟油 与 尸 心‘勿 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虽然在判别分析结果中 的 个体

被判归 了乍口 娜
,

但是
,

头骨的形状 图 和大小显然有别伊
,

这表明

肋 和 臼具有更多的共同离征或祖征 。属不同种中幼体颜色的普遍一致

性代表该属租先类型的颜色
,

而成体表现幼体中最大白色面积的那些类群与被色素沉着取

代的类群相比是更原始的份。 , 。 认为
,

灰背种在它不连续的分

布方面乃是残存的 和代表 的最初殖民者 因此
,

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决用 口娜功 和 介。 的婴猴颜色是他们各自的离征 我们也可以推断 孟油‘ 也

应是锡兰的最早殖民者 而 种同工酶的研究表明
,

台 与 砷 具有 种

同功酶的相同的电泳图型
,

由于更新世冰期气候的影响
,

岛屿之间或岛屿

与 大陆 之 间 的 断 断 续 续 相 连
,

创 造 了 孟力‘ 与 口 和 臼 与

介口 神 , 之间的迁移或扩散条件
,

导致了他们的现代分布格局 一引 自
,

认为
,

隐性等位基因或以很低的频率通过种群存在
,

或是畸变群的现代起

源 现代研究表明
,

在不连续的块状森林中
,

毛色畸变在疵猴类中似乎是很常见的
,

是建

立者效应 淤 而不是近代突变的结果
,

这无疑地表明
,

基因流
、

建立者效应
、

遗传漂变和动物地理学是导致有机体在不同或相同生态条件下遗传同质性或

异质性 的 根本原 因
,

就像 对 血蛋 白等位基 因频率 和

对 了口 及其它猴类的种内
、

种间以及区域性遗传差异提出的解

释那样

四
、

结 论

通过亚洲叶猴 颅骨的 项变量的比较研究
,

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亚洲叶猴可 以分为 个属或亚属
,

即
、

人 入
、

尸 行 和

孟力
。

通过分析所得的线系分支图 图 表明
,

孟油 与 拈 是密切有关的
,

婴猴颜色

也支持这个结论 这不同于 锹
、

和 一 提出的

支序图

众 和 尸 红恐属平行进化的结果 而 ’ 和 介口 沁 就大小

而论恐属线系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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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亡“ 月 滋 月 加 尸如 刀 比 一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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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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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 沉 和 护纽 如 ‘
,

一 加

水
, 石 】 , 天几认。娜彻 几 用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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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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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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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峨山县老龙洞发现旧石器

” 年 月下旬 由云南省博物馆
、

玉溪地区文管所和峨山县文化局组成的发掘队 在峨山县老

龙洞发掘中
,

获重大收获
峨山县东距昆明 ’’。公里 塔甸位于峨山县城西北 公里

,

老龙洞在塔甸制。约卢 米处昆阳群大

理岩构成的山脚 地理座标北纬
产 护 ,

东经
尹 夕 ,

海拔为 米 洞口方向为
。 ,

外形呈半月形
,

高约 米
、

宽 米
、

深 米
·

润口高出凹地牧 米
·

洞内堆积物厚在

米以上
,

从上到下分为 层 第一层为近现代人工多次翻动的扰乱层 含打制石器
、

穿孔器
、

磨制右

斧
、

陶片
、

瓷片
、

钱币
、

现代人骨及石化或未石化的动物骨骼等
,

厚 米 第二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

层
,

出土刮削器
、

砍砸器
、

尖状器
、

石锤
、

球状器
、

石核
、

石片等打制石制品 件
,

角铲
、

角锥
、

骨

铲
、

骨锥和骨针等 余件
,

人类头骨片 件
,

中国犀
、

巨棋
、

称猴
、

黑熊等 余种哺乳动物化石
,

此

层含 层以上由钙华胶结坚硬的灰烬层
,

厚 米 第三层为褐黄色含砾砂质土层
,

含中国犀
、

巨续
、

鹿
、

牛等数种哺乳动物化石
,

未发现人类文化遗存
,

可见厚度为 米

发掘中
,

从第一层获已石化并被烧灼过的人类下领骨 件
,

代表一老年女性个体 从第一
、

第二层

中获得石制品 余件
,

骨角器 件以及可供鉴定的动物化石近千件 综观洞穴地质
、

文化遗存及动物

化石等 老龙洞遗址第二层当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

张兴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