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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 只黑叶猴和 9 只菲氏叶猴手掌面和足蹈面皮纹作了研究
,

内容包括指7趾;端
,

指7趾;间区
、

大鱼际和小鱼际上的花纹
,

手掌面和足趾面上的三角以及褶痕线
。

结果表明 < 指

和趾端花纹全部为原始窦状花纹
。

掌面上有四种花纹
,

蹈面上有六种花纹
,

二种叶猴之间存在

一定的差异
。

掌面上的三角有 , 一9 个
,

拓面上的三角有 =一 > 个
。

此外
,

我们还利用多变量分

析 7( 聚类;方法来揭示黑叶猴和菲氏叶猴的掌面和踢面花纹之间的相关关系
。

灵长类手的掌面和足的拓面皮肤发生特化
,

形成纹线 7峭;和纹线之间的沟
,

这种结构

称为皮纹 7?
∃ ≅ Α ΒΧ )

51 Δ∗ Ε/ Φ Γ
;
。

皮纹是受遗传控制的一种多因子形态学特征
,

按一定的

形态学图案排列成各种各样的花纹 7∗Β ΧΧ ∃ ≅ΗΓ ;
。

在灵长类中
,

某些皮纹特征为不同属或

种所特有
,

故有其分类价值
,

有利于探讨各分类阶元之间的异同
。

在灵长类皮纹形态学研究中
,

已有不 少 报道
,

如 # Δ ∃≅
7 夕= ∀ ;

,

∋ Β ≅ Χ Α Β Η
7  ! ! ;

,

Ι4 ≅ 4 ΔΒ
7  > ϑ ;

,

& Β Κ /∃ ≅
7  > 9 ;

,

Λ ∃ /∃ ≅
7  9 ! ;

,

∋ /11 7  Μ ! 、  > >
、

 9 ∀ ;
,

张耀平 等

7  ∀
、

 ∀ ;的研究
。

但对黑叶猴和菲氏叶猴皮纹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本文首次对这二种

叶猴的皮纹作一分析研究
。

材 料 和 方 法

观察对象计有黑叶猴 7Κ
≅ ∃ ΓΝΔ , Μ Ο≅ Β Η Φ ) /Γ/; ! 只 7Μ了

, ∀ Π ;和菲 氏叶猴 7Κ
≅ 。<吞, , /<

户Ε Β Δ≅ ∃ /; 9 只 7ϑ 了
,

, Π ;
。

在黑叶猴中
,

包括指名亚种 7Κ
2

Ο
2

Ο≅ Β ) ∃ ) /Γ/; ϑ 只 7, 了
,

9 Π ;和桂西南亚种即白买叶猴 7尸
2

Ο
2

1∃ , Φ ) Φ 。户‘Β 1“ Γ
; 只 7Π ;

。

在菲氏叶猴中
,

包括印

支亚种 7Κ
2

∗
2

Φ ≅ ∃ ∗“ Γ∃ , 1, Γ
; ! 只 7 了

, ϑ Π ; 和北掸邦亚种 7Κ
2

∗
2

< Ε Β ) ΟΦ “ Γ
; = 只71了

,

! Π ;
。

黑叶猴标本获自我国广西 : 菲氏叶猴标本获自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和滇西
。

观察的皮纹包括指7趾;端
、

指7趾;间区
、

大鱼际和小鱼际上的花纹
,

手掌面和足拓面

上的三角或三辐射线和褶痕线
。

用放大镜观察皮纹岭的走向和花纹类型
,

绘制出掌面和

拓面皮纹简图
,

并记录各种花纹和三角
。

数据用微机处理
,

分析其差异程度和相关性
。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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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7一 ; 手掌面和足踌面花纹7图 一ϑ ,

表 一! ;

掌面和拓面上的花纹通常出现在垫上
,

如在大鱼际
、

小鱼际
、

指7趾;间 .
、

∋
、

川
、

.Θ

111 <<<

一一Ρ 尸Ρ 尸Ρ Ρ 2 口一一

一一
三三

;;;;;

侧侧‘‘ Ρ ‘曰口口

习习
子子, , 2 2 口2 22222

卜卜眨三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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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飞

份份孙孙
声声声性性性

图 1 黑叶猴右手掌面花纹和摺痕线7据
Τ /∃ 5 ) ≅ Χ ,

1 , 9 ! 方法;

∗ Β Χ Χ ∃ ≅ Η Γ Β Η Υ Ο1∃ , 4 ≅ ∃ 1/ Η ∃ Γ ) Η ΧΕ ∃ ≅ / 5 Ε Χ

Κ Β 1Α ) Ο Χ Ε ∃
‘

Ι ≅ Β Η ∃ ) /
, Μ 1∃ Β Ο Α ) Η ς ∃ Δ

2

腕部褶痕线 : ϑ
2

近侧小鱼际花纹7箕形纹
, + ;挤

2

近侧掌面褶痕线 : 呀
2

中间纵行褶痕线 : Μ
2

Χ ,

7角

; : >
2

远侧掌面横褶痕线 : 9
2

指间 .Θ 区花纹7不典

型的箕形纹
, + ; :  

2

近侧指褶痕线 :
·

Χ = :
2

中

间指褶痕线 : ϑ
2

远侧指褶痕线 : !
2

第二指指纹

7原始花纹
, Ω ; : =

2
Χ <

: , ,
2

Χ , : >
2

指间 区花纹

7不典型的箕形纹
, + ; : 9

2

挠侧纵行褶痕线 : ∀
2

Χ ,
:  

2
Χ , !

: ϑ
2

指间 . 区花纹7双箕形纹
, Ξ ; : ϑ

2

大鱼际花纹7开放形纹
, Ψ ;

。

ϑ Φ Α

图 ϑ 黑叶猴右足蹈面花纹和褶痕线7据
Τ /∃ 5 ∃ < Χ ,  9 ! 方法;

∗ Β Χ Χ ∃ ≅ Η Γ Β Η Υ Ο1∃ , 4 ≅ ∃ 1/Η ∃ ) Η ΧΕ ∃ ≅ /5 Ε Χ

Γ ) 1∃ ) Ο ΧΕ ∃ Ι≅ Β Η ∃ ) /
, Μ 1∃ Β Ο Α ) Η ς ∃ Δ

2

Χ ,

7角 , ;: ϑ
2

小鱼际花纹7箕形纹
, +; : !

2

‘< 。 : =
2
Χ < ,

Μ
2

趾间 .Θ 区花纹 7箕形纹
, + ; : >

2

近侧趾褶痕线 :

9
2

Χ ! : ∀
2

趾间 ∋ 1区花纹7不典型的箕形纹
, + ; :  

2

中
间趾褶痕线 :

2

远侧趾褶痕线:
2

第二趾趾纹7辰

始花纹
, Ω ; : ϑ

, Χ ,
: !

2

趾间 区花纹7箕形纹
,
+ ; :

=
2

远侧拓面横褶痕线 : 巧
2

趾间 . 区花纹7箕形纹
,

+ ; : >
2

胫侧纵行褶痕线 : 9
2

Χ , !
: ∀

2

近侧贴面横
褶痕线 :  

2

大鱼际花纹7开放形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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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易叶猫和非氏叶操掌面花纹分布的百分比

∗Β Χ Χ ∃ ≅ Η Κ ∃ ≅ Φ ∃ ) Χ Β 5 ∃ ) Ο
,

Χ Ε∃ Κ Β 1Α Γ ) Ο Ι ≅ Β Η ∃ ) /Γ ,
1∃ ΒΟ Α ) Η ς ∃ Δ Β Η Υ ∗ 1/ Β Δ ≅ ) /

, < 1∃ Β Ο Α ) Η ς ∃ 丫

8

+++++++ ΖΖΖ [[[

+++++ ) ) ∗∃ ΥΥΥ Ζ Ε ) ≅ 1∃ ΥΥΥ Ψ ∗ ∃ ΗΗΗ Σ ) Α ∗) Γ /Χ ∃∃∃

黑黑黑叶猴猴 菲氏叶猴猴 黑叶猴猴 菲氏叶猴猴 黑叶猴猴 菲氏叶猴猴 黑叶猴猴 菲氏叶猴猴
77777 ! 只;;; 79 只;;; 7 ! 只;;; 79 只;;; 7 ! 只;;; 79 只;;; 7 ! 只;;; 79 只;;;

近近侧小鱼际际 左左  ϑ
。

!!! .∴ 9
。

999

<<< <<< <<< <<<右右右右  ϑ
。

!!! 9
。

99999999999

远远侧小鱼际际 左左 ϑ

<<<<< <<< <<< <<< <<<<<< <<<
ΨΨΨ

右右右右右右右右右

大大 鱼 际际 左左
<<<

)))

<<< <<< <<<右右右右右右右右

指指间 . 区区 左左

<<<<<< <:<<<< <<<<<< <:<::: <<< <<< :<<::: <<<<<<右右右右右右右右右右右右

指指间 区区 左左

:<<<<< <<<<<< ]
’

·

===

::<::: <<< <<< :<<::: <<<:::右右右右右右 ⊥ )
。

肠肠肠肠肠肠肠

指指间 区区 左左

<<<<<< <
2

,,

<<<
, 、

]
!!! ,

<<<<< <<<右右右右右 ∀ Μ
。

9999999

指指间 .0 区区 左左 夕ϑ
2

!!!

<<< <<< <<< <<<
:

<<<<< <<<右右右右 ∀=
。

>>>

+ 二 箕形纹 : Ζ Ρ 斗形纹 : Ψ Ρ 开放形纹 : [ _ 双箕形纹
。

表 ϑ 抓叶猴和菲氏叶猴拓面花纹分布的百分比

∗ Β Χ Χ ∃ ≅ Η Κ ∃ ≅ ∃ ∃ Η Χ Β 5 ∃ ) Ο ΧΕ ∃ Γ ) 1∃ Γ ) Ο Ι ≅ Β Η ∃ ) /Γ
,

1) Β Ο Α ) Η ς ∃ Δ Β Η Υ ∗Ε Β Δ ≅ ) /
, Μ 1∃ Β Ο Α ) Η ς ∃ Δ

+++++++ ΖΖΖ ΨΨΨ ### [[[ ⎯⎯⎯

+++++ ) ) ∗∗∗ Ζ Ε ) ≅ 111 Ψ ∗ ∃ ΗΗΗ # ≅ Φ Ε ∃ ΓΓΓ Σ ) Α ∗) Γ /Χ ∃∃∃ ⎯ Η ς Η ) α ΗΗΗ

黑黑黑叶猴猴菲 氏叶猴猴黑叶猴猴 菲氏氏 黑叶猴猴菲氏叶猴猴黑叶猴猴菲氏叶猴猴 黑叶狠狠 菲氏氏 黑叶猴猴 菲氏氏
77777 !只;;; 79 只;;; 7 !只;;; 叶猴猴 7 !只 ;;; 79 只;;; 7 !只;;; 79 只;;; 7 !只;;; 叶猴猴 7 !只;;; 叶猴猴

999999999
。

999 79 只;;; ϑ !
。

11111 79 只;;; 79 只;;;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999 Μ
。

=============小小鱼际际 左左 >  
。

ϑϑϑ

<<<<<<
。。

<<< <<<<<<<<右右右右 >
。

ΜΜΜΜΜ  ϑ
。

!!! ϑ ∀
。

>>> Μ
。

=======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大大鱼际际 右右 9
。

999

:<<<<< <<<::::: <<< <<< <<<
>>>>>>>>>>>>>>>>>  

。

ϑϑϑϑϑϑϑϑϑϑϑϑϑϑϑ 9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ϑ !
。

ΨΨΨ趾趾间 . 区区 左左 >  
。

ϑϑϑ 9
。

999

<<< <<< <<<
ϑ !

。

<<< <<<<<<<右右右右  ϑ
。

!!! ,
2

=================

                 ϑ
。

!!!!!!!!!!!!!!!!!!!!!!!!!!!!! ϑ !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趾趾间 ∋ 区区 左左 ∀=
。

>>>

<<<<<
9

。

999

<<< <<<右右右右 9 >
。

     Μ
。

=====

∀∀∀∀∀∀∀∀∀∀∀∀∀∀∀∀∀ =
。

>>>>>>>>>>>>>趾趾间 Η 1区区 左左 9 >
。

   

<<<<<<
9

。

===

<<<右右右右右右右 ∀Μ
。

99999999999

趾趾间 .0 区区 左左左 ∀ Μ
。

999

<<<<<<< ::<<<< <<<<< <<< <<< <<<<<<<右右右右右 9
。

=======================

# Ρ 弓形纹
, ⎯ Ρ 分类不明花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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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燕叶报和非氏叶猴掌面和拓面花纹对称率7帕;

∗ Β Χ Χ ∃ ≅ Η Κ ∃ ≅ ∃ ∃ Η Χ Β 5 ∃ ) Ο Χ Ε 2 ∗ Β 1Α Γ ) Ο Ι ≅ Β Η ∃ ) /Γ ,
1∃ Β Ο Α ) ) ς ∃ 了 Β Η Υ Κ Ε Β Δ ≅ ∃ /

, Μ 1∃ Β Ο Α ) Η ς ∃ Δ
2

花纹完全对称 左右拓面花纹完全对称 掌面和蹈面花纹均对称

黑叶猴7!

菲氏叶猴79

= >
。

ϑ

= ϑ
。

 

一‘
2

‘一竺兰一一
⋯
一

一
竺生一一

Μ 9
。

1 β ϑ ∀
。

>

助一助

区和指7趾;端
。

虽然不如低等灵长类那样明显
,

但叶猴的这些区域仍存在着发育程度不

等的垫
。

黑叶猴和菲氏叶猴的指端和趾端花纹全部为原始窦状花纹
。

掌面共观察到 四 种 花

纹
,

即箕形纹 7+ ;
、

开放形纹7) ;
、

斗形纹7α ;和双箕形纹7Ξ ;
。

蹈面除 +
、

Ψ
、

α
、

Ξ 花纹

外
,

还观察到弓形纹7# ;和分类不明花纹 74 ;
。

在掌面和蹈面花纹对称性分布方面
,

如表 ! 所示
,

拓面花纹对称性分布高于掌面
。

7二 ; 掌面和蹈面三角7图 一斗
,

表 =
、

Μ;

掌面三角数 目在 Μ一 9 个之间
,

黑叶猴平均为 >
2

! 个
,

而菲氏叶猴的平均为 Μ
2

∀ 个
。

黑

叶猴掌面恒定出现的三角有角 1
、

9 ,

而菲氏叶猴的则为角 1
、

!
、

9
。

黑叶猴和菲氏叶猴足拓面三角数目均在 =一 > 个之间
,

平均 Μ 个
。

前者恒定出现的拓

面三角有角 ϑ 、  、 !
,

而后者则为角  
、

! 。

产曰 洲 Ρ 、 、

图 ! 手掌面三辐射图

− Φ Ε ∃ Α ∃ ) Ο Χ ≅ /≅ Β Υ // ) Ο ‘Ε ∃ Κ Β 1Α 7据 Τ Δ ∃Ε ) α Γς Β

引自 # Δ ∃ ≅
,

 = 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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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一 图 = 足蹈面三辐射图
−。

畴一
‘ Χ·,二 Υ “ 。‘ ΧΕ · Κ‘一, ·7据 Γ·Ε‘·5 ‘Η Ε二 ‘⎯ Η 引自 # Δ

一 , , ‘∀ ;

誉 :

季
掌面和毕面三角对

称性分布方面
,

掌面和
腼

之间以及二种叶猴之间无大的差异
。

7三; 掌面和蹈面褶痕线 7图
、

ϑ;

褶痕线 7Ο1∃ , 盯∃ Ε Η∃ ; 为皮肤的关节线
,

是手和足在运动过程中的产物
。

在黑叶猴

和菲氏叶猴中
,

8手掌面和足蹈面褶痕线分布如下 <

1<2 指和趾褶痕线
<
远侧指7趾;褶痕线一或二条 : 中间指7趾;褶痕线二或三条 :近侧指

7趾 ;褶痕线形成一条连续的公共线并带有一些横的形状不一或有分叉的附属线
。

ϑ<2 掌面和命面横褶线
< 包括远侧横褶痕线和近侧横褶痕线

。

! 手腕部褶痕线 < 一般有二条
,
或有分叉

。

= : 掌面和站面纵行褶痕线
< 一般分为挠7胫;侧

、

中间和尺7用睁侧三条
,

其中挠侧和胫

侧纵行褶痕线恒定存在
。



! 期 叶智影等
< 黑叶猴和菲氏叶猴的皮纹

三
、

讨 论

灵长类与其他哺乳动物不同
,

四肢除用于行走外
,

还用于捕捉和攀缘等活动
。

这些活

动促使了手掌面和足拓面皮肤发生形态学改变
,

在触觉垫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花纹
。

这

些花纹在种和属之间是相当稳定的
,

各种灵长类具有它自身的花纹类型
、

分布和细节
,

故

有其分类学意义
。

在功能形态学上
,

这些花纹还具有增加摩擦阻力和提高触觉敏感性之

功用
,

具有进化意义
。

· 、 χ 2

7一; 手掌面和足踢面花纹

黑叶猴和菲氏叶猴的指端和趾端花纹全部为原始窦状花纹
,

这与金丝猴7叶智彰等
,

 ∀ 9 :张耀平等
,  ∀ ;的情况完全相同

。

但似乎与长尾叶猴不同 ,
2

在 #Δ ∃ ≅
7王 = ∀ ; 所发

表的这种叶猴的皮纹图上
,

全部指端和指端花纹均为斗形纹
。
黑叶猴和菲氏叶猴 的指

7趾;纹还与称猴属的情况相似
,

称猴
、

白本猴
、

食蟹猴和台湾猴的指 7趾;端原始花纹 占

 ϑ务一 并 7叶智彰等
,  ∀ Μ :张耀平等

,  ∀ ,
Ι4 ≅ 4 Δ Β ,  > ϑ ;

。

黑叶猴和菲氏叶猴掌面和蹈面花纹主要为箕形纹
,

与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 7叶智彰

等
,  ∀ 9 : 张耀平等

,  ∀ ;以及长尾叶猴 7# Δ∃ ≅ ,  = ∀ ; 相似
,

而与粉猴7叶智彰等
,  ∀ Μ :

张耀平等
,  ∀ ;有别

。

在称猴掌7蹈;面花纹中
,

斗形纹所 占比例很高
,

箕形纹所 占比例相

应较低
。

在黑叶猴和菲氏叶猴左右掌7踢 ;面花纹分布差异方面
,

无显著性差异 7∗ δ 。
2

Μ ;
。

在我们观察的 >ϑ 只称猴中
,

左右掌7拓 ;面花纹分布无明显差异 7叶智彰等
,  ∀ Μ ;

,

但

Λ ∃ /∃ <
7  9 ! ; 对称猴研究结果表明

,

左右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在黑叶猴和菲氏叶猴二者之间掌7踌;面花纹分布差异方面
,

经统计学处理
,

发现蹈面

大鱼际区的箕形纹7+ ;和开放形纹7 ;以及趾间 叉区的箕形纹7凡;和开放形纹 7Ψ ;具有

非常显著性差异 7∗ ε 2 ;
。

这些差异似乎可以认为具有种间差异意 义
。

可 惜的 是

# Δ∃ ≅
71  =∀ ; 未提供长尾叶猴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

无法与之比较分析
。

= ‘

我们还利用多变量分析7( 聚类;方法来揭示黑叶猴和菲氏叶猴的掌面和蹈面花纹之

间的相关关系
。

在掌面花纹中
,

黑叶猴的 与 Ξ 为正性相关
,

而 + 与α 和 + 与 Ψ 都为负性

相关 : 菲氏叶猴的 + 与 [ 和 Ψ 与Ζ 为正性相关
,

而 + 与Ζ 为负性相关
。

在拓面花纹中
,

黑

叶猴的 与 Ξ 和 + 与α 都为负性担关
,

而Ζ 与 。为正性担关
。

’

由子菲氏叶猴拓面花纹的

# 和 4 没有记录
,

故无法与黑叶猴的进行比较
。

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
,

在二种叶猴中
,

无

论是掌面还是拓面花纹之间
,

相关性程度都有一些不同
。

但是
,

所求相关程度在种间都没

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7二 ; 掌面和拓面三角

研究灵长类掌7踢;面三角分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

三角或称三辐射 7Χ≅/
≅
ΒΥ /4 。

;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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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三角由三条线汇合而成
。

据 − ∃ Ε 1Β 5 /Η Ε Β 4 Ο∃ Η
7  Μ ,

引 自 ≅几Β及φ ) Τ Β
,

 > ! ;
,

灵长类蹈

面共有ϑ 个三角
,

但并非所有灵长类拓面都存在 ϑ 个三角
。

三角的数目与垫的发育程度

和花纹的多少及其复杂与否有关
,

如长臂猿足底很平 7垫发育差;
。

另据 # Δ∃ ≅
7  = ∀ ;

,

长

臂猿花纹发育差
。

所以
,

在长臂猿中三角很少
。

在左右掌7拓;面三角分布方面无大的差异
。

但在黑叶猴和菲氏叶猴二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差异
,

如在掌面上
,

黑叶猴恒定出现的三角为角
、

9 和存在角 > ,

而菲氏叶猴恒定三

角则为角
、

!
、
9

,

且未 出现角 >: 在蹈面上
,

黑叶猴恒定出现的三角为角 ϑ
、

 
、

! 和存在角

∀ ,

而菲氏叶猴恒定三角则为角  
、

!
,

且未出现角 ∀
。

经统计学处理
,

无论掌面还是蹈

面
,

二种叶猴各相应三角之间出现率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7∗ δ
2

Μ ;
,

只是其 中

的蹈面角 接近显著性差异 7∗ ε 2 9 ;
。

据 # Δ∃ ≅
7  = ∀ ;

,

在长尾叶猴中
,

掌面三角有角
、

!
、

= 、 >
、

9
、

∀
、 、

! ,

拓面三角有角

ϑ
、

 
、 、

ϑ 、 ! 、 =
、

Μ
。

在我们观察的金丝猴中
,

滇金丝猴掌面三角有角 1
、

ϑ 、 !
、

, 、 >
、

Γ
、

、 ϑ
、

! ,

蹈面三角有角 !
、

 
、

ϑ
、

!
、

> :川金丝猴掌面三角有角
、

ϑ
、

Μ
、
9

、

∀ 、  ,

拓面三角

有角 ! 、 
、 、

ϑ 、 ! 、
> 7叶智彰等

,  ∀ 9 ;
。

从中可以看出
,

这几种优猴科动物的掌7拓 ;

面三角分布虽有不少共同点
,

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

其中三种叶猴似乎更 接 近 些
。

据

Τ/ ∃5 ∃≅ Χ 7  9 ! ;
,

长臂猿和称猴掌面上的角 和蹈面上 的角 ! 是主要的三角
。

我们观察

的黑叶猴
、

菲氏叶猴
、

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 以及 # Δ∃ ≅
7  = ∀ ; 白了长尾叶猴均不例外

,

上述

二个三角均为主要三角
。

7  ∀  年 : 月 :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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