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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对亚洲沈猴 ; < 个头骨的面颅和脑颅的 “ 项变量作了分析
。

讨论了东亚古环境的变迁

对亚洲沈猴辐射的影响
。

据分析结果
,

似乎获得了几个新结论= −9 亚洲沈猴可能还有另一条

迁移路线—
沿特蒂斯海北岸的西藏南部进人我国横断山区

,

故它们可能有两个分化或辐射

中心
,
即

“> ? ≅ Α Β −Β ≅ Α
, ,

和我国的横断山地区 : ; 9∀
Β , Β −0,

5Χ ≅ Δ 峪>9 可能是亚洲疙猴中最原始的

一个属 : < 9 + 夕Ε Β Φ人Γ 0二 与 + Γ & = Η夕Γ0, Ι ? ,

具有最大的相似性
,
但前者与 +人0, # 户0Φϑ & Ι ? >

相差甚远 :

劝 ΚΛ 衍 口
Κ0

Φϑ &
Ι?

,
无论面颅和脑颅或是起源都是亚洲沈猴中更为特化的一个属

。

提出了亚洲

沈猴系统发育支序图
。

对亚洲沈猴类属级阶元的分类见解颇不一致
。

有人把他们分为 < 个属
,

即 尸ΜΕΒ
, ϑΓ 行

、

+ Γ 。, ΗΜΓ0>
和 ∀ Β = Β −若, 5Ν

Γ # 3 & > ,

! 8 9 : 或  个属
,

即 + 夕Ε Β Φ ϑ Γ 0/
、

∗ ϑ 0≅ # Κ0Φϑ & Ι # > 、 > 0Ο 0Β , 、

∀ Β > Β −‘> 5Π −−0# Φ
,

! < 9 或 ΚΜΕ Β =再Γ 泣/
、

∀ Β >Β −0> 、 Κ Γ # > ΗΜ, 7 和 . & Ο ≅ # Κ0, ϑ & Ι ? >
5Θ

Β & Α # ≅ Β−Α
,

! 7  9: 或 , 个属
,

即 厅Β , 。; = 、 > 0Ο 0Β = 、 ∗ ϑ 0 , # 户0‘ϑ & Ι “= 、 + 夕Ε Β , ϑ Γ 0/ 、

+ Γ & >Η厂 7
5.0Ο + > # ≅ ,

!  7 : Π −−& Γ Ο Β ≅ & Φ Β −
∃ ,

! 7 = Ρ ? & ΦΦ ≅ & Γ 一ΣΒ ≅ ? > & ϑ
,

! 6 < : ∀ Β Κ0& Γ & Φ Β −
∃ ,

! 6 8 : Τ
Β −Λ & Γ ,

! 6 Υ : Ν Γ ς 0Ο & Λ
,

! 8 7 9 : 或 ! 个属
,

即 + Γ & , ΗΜΦ 0=
、

. & 二, # Κ0Φ ϑ& Ι ? > 、

尤Β > 0
、

∋ Γ Β Ι ϑ夕Κ0Γϑ # Ι , , 、

ΚΜ Ε Β Φϑ Γ 0/
、

> 0Ο 0Β = 、

∀ Β > Β −0> ∗ ϑ0≅ # Κ0, ϑ & Ι ? >
和 + Γ & >ΗΜΦ公> Ι ? >

5) Ω−−
,

! 8 ; 9
。

自 Ν Γ # 3 & >

5 ! 8 9 把 ∗ ϑ 0≅ # Κ0Γ ϑ # Ι “=
和 . 0Ο 0Β >

分别作为 + ΜΕ Β ςϑ Γ 0/ 和 ∀ Β : Β −0> 的亚属以来
,

很多学

者接受了这一观点 5Ξ &−> # ≅ & Φ Β −
∃ ,

! 8 7 : . Ψ 0≅ Α −& Γ ,

! 8 6 : . ς Β −Β Μ
,

! 8 8 : Ζ # 亡Η & Φ “ Β −
· ,

! 7 9
#

优猴类各属间主要以颅骨特征相区别
,

另以新生儿毛色和在一些种中以牙齿
、

内部解

剖
、

外部形态和叫声等相区别5Ν
Γ # 3 & > ,

! 8 : Θ & Α Ψ ΒΜ
,

! 8 : Ξ &−> # ≅ ,

! 8 6 : Θ Β Ι Β Α # ≅ Β −Α
,

! Υ  : [−& Β Ε −& ,

! Υ Υ 9
。 Ν Γ # 3 & >

5 ! 8 9
,

∀ Β + 0& Γ
5 ! 8 9

,

. Β Γ 0&ϑ 5 ! 8 9
,

Ν Γ ς 0Ο &Λ

5 ! 8 7 9 和 Ρ Γ Β ≅ Α # ≅ 一

Σ # ≅ & =
5 ! 8 Υ 9 对优猴亚种的起源

、

系统发育和现生亚洲沈猴的进化

及其一些属间关系作了讨论
。

本文试图在金丝猴与白臀叶猴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5彭燕章

等
, ! Υ 7 9

,

用面颅和脑颅的  个特征 5变量9 观察 万 Β , Β −0>
、

+ ΜΕ Β , ϑ Γ 0/ 、

+ Γ & >吞ΜΦ0 = 、

天无0, 口户0幼。Ι 。 = 、 尸Γ & > Η , , 0> Ι “=
5一 ∗

∃

Β , “ , Ι ? −“ >
9 之间的相互关系

,

特别是后两个属与前

4 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青年基金 9和中国科学院分类区系特别支持费资助
。

部分标本由香港大学解
剖学系 Ξ Γ

∃

∀
∃

ΣΒ Η−# ≅> Λ0 测自英国 自然历史博物馆和 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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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线系关系
。

通过比较研究
,

我们将提出划分上述有争议的属级阶元的意见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
= 亚洲沈猴颅骨 ; < 个

,

其中金丝猴属 5 古
, < ∴ ∗ ϑ‘, # 户0Γ入& Ι 。 : , # / & ς−。 , 。 ,

占
, ς 一∴ 尺

∃

西0& , 0 和 < 古
, 一∴ 及

∃

Η Γ # −0Ι ϑ09 共 < ; 个 : 越南金丝猴 5+ Γ & : Η ΜΓ 0> Ι “>

Β , 。 , Ι ? ς二 = ; 古
, ς ∴ 9: 叶猴属 57 古

,

− ∴ 尸Γ & >吞Μ , 0 = ]Γ Β ≅ Ι # >= 0: ; 古
,

8 ∴ +
∃

+人Β ΜΓ & 0:

7 古
,

7 常 Κ
∃

& ≅ Φ& −−? > : 7 古
,

7 ∴ +
∃

, 。Φ “−? > : 7 古
,

7 ∴ +
∃

Ο # −Β −# +ϑ # > :  舌
,

< 罕 Κ
∃

Ι # # Β Φ Β :  占
,

6 ∴ +
∃

# Γ 0> Φ Β , ? >
9 共 6 ; 个 : 白臀叶猴 5+ ΜΕ Β Φ ϑΓ 0/ # & , Β # Ι “ 7 6 古

,

7 ∴ 9=长

鼻猴 5∀
Β , Β −0‘ −Β Γ , Β Φ “, 7 古

,

7 ∴ 9
。

头骨测量资料获自大英博物馆 5Ρ
∃

Θ
∃

∀
∃

)
∃

9
,

巴

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5Θ
∃

∀
∃

)
∃

∀
∃

9 和昆明动物研究所
。

方法 = 利用单因子方差分析 5⊥ ≅& Ψ Β Μ9 对 7 个属的各变量的差异进行测验
。

若

发现差异性
,

则进一步找出它们存在于哪些属间
。

本研究虽然选择了  项颅骨变量
,

但

是
,

对区别 7 个属间的差异是否都起同等作用难于确定
。

因此
,

通过逐步判别分析
,

用

Τ 0− Λ> 值选择对各属间的差异起重要作用的变量
,

再用建立的判别式对各属内的标本进

行判别
,

以达到测定属间的线系关系之 目的
。

对被判别的 个变量作了聚类分析
。

上述

统计程序来自 . + >>_ Κ& ⎯ ∋ Θ 。

结 果

对  个变量的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从表中可知
,

 项变量在 7 个属间均

达到非常显著的差异水平
。

进一步分析表明
,

在  项变量中
,

每两属间的差异则不一样
,

可归纳如下 =

−9 金丝猴属的  项变量与叶猴属均达到了显著性差异水平
。

因此可以认为
,

它们

之间无论在面颅还是脑颅的结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

; 9 金丝猴属与白臀叶猴属之间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的变量有 ΡΖ ∗ % ∀ , , Ζ % , 3 , ,

Ι ∗ % ∀ Ψ
, Ξ Θ ? ς , 和 Ω∀ ∋ # ∗ Ρ Ψ

。

这表明
,

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颅腔的结构方

面
,

其次是面颅 :

< 9 金丝猴属与长鼻猴属之间有显著性差异的变量有 = ΡΖ ∗ .Π , , Ζ % , 3 , ,
Ζ ∗ % ∀ Ψ

,

/∀ ∋ # ∗ ΡΨ 和 % ∀ ∋ Ρ % > −。 两属间的差异基本上同于 ; 9
。

 9 叶猴属的 + # . ∋ # ∗ Ρ , Ρ −# ∗ ΡΤ
, Ω∀ ∋ # ∗ ΡΨ

,

Θα Ω, , Ρ % . Π , 和 % ∀ ∋ Ρ % > −

与白臀叶猴属存在显著性差异水平
。

这似乎可以认为两属间的差异主要是面颅的结构
,

其次是脑颅 :

7 9 叶猴属的 ΡΩ ∗ ΡΨ 和 Ω∀ ∋ ⊥ ∗ ΡΨ 与越南金丝猴存在显著性差异
。

可以认为
,

它

们的差异主要集中在面颅结构上 :

6 9 越南金丝猴与白臀叶猴的  项变量中没有一项达到显著水平
。

据表 − ,

在  项变量中
,

两属间差异性的大小顺序分别为 = 金丝猴与叶猴 :叶猴与白

臀叶猴 : 金丝猴与长鼻猴 : 叶猴与越南金丝猴 :越南金丝猴与白臀叶猴的差异性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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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所测变Φ 的单因子方蓬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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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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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 8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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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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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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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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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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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
%

> ;

0
%

∗ <

>
%

< 0

;
%

, /

>
。

0 ,

0 >
。

/∗ ∃ <
%

, +

∗ 0
%

= +

3 4 . 3 4 5 3 4 , 3 4 ∃ 3 4 9

?

二 呜
。

∗ / Β 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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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 ∃ ∃ ∃ ∃ ∃ ∃ ∃ ∃ ∃

Ν ∗ ⊥ α Κ Θ Π % ∀ .Ξ Θ Ω∀ Ω Θ % 2 Ω Ν ∗ ⊥ α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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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Ω

∀ # Χ

Ρ Ω⊥ ∗ ΡΤ ∀ # <

∀ #  

∀ # >

∋ ⊥ ∋ % ,

6 !
。

6 Υ

7  
。

 7

6  
。

8 Υ

6  
。

; !

7  
。

<  

7 !
。

6 6

∀ # − ∀ # Χ ∀ # <

4

∀ #  ∀ # >

4

4

[ Δ < 8
。

< ! Κχ
。

≅通
∃

#1眨)
‘%几Μ月,+∗0

0&+工,‘
%

⋯⋯
曰、矛−丹!−−++口、#−‘以了−厂−∀、#!产八,[Υ口,山月,,‘八(门‘了,二门‘目了

⋯⋯
% 性二∀、沪)%二−5&,一,产心∃

丈.,月,月,,二廿;∃
−&
今∃

肠了护,
),口!沙翔矛

⋯⋯
月了曰、沙月1,‘之#&吕

Δ 7 − Β Ε Φ 8 3 Γ Η Ε Ι 3 Ι Ε 8 ϑ Ι Δ 7 − Β

3 4 . 3 4 5 3 4 ,

?

3 4 ∃ 3 4 9

? ?

??关?

Α , ∗
。

咚= ΒΧ
。

≅ + + 0

八,,‘&#00%了!矛,月山了月1,山,二,山

⋯⋯
+∗月矛沪−
#;,‘−户#%二口%几‘二已己%二盛%几右%二4&Μ5)

)
−,0+

成Μ勿了Μ ‘#& 

⋯⋯
00切了,二Ο“ΜΜ了月矛,二山%占已%二&#

‘‘!
‘%00,月了,山弓一&甘自了月了魂」

⋯⋯
,曰,一今‘,且0几舟几#&#Λ,目一、&,Μ几」&升,‘&,

‘了
−
‘%二

⋯⋯
曰、一+
%,丹乙!几石

#%Μ)二性侣0Λ%.目%几
3 4 .

3 4 5

Ι 3 6 − 7 ΚΩ 3 4 ,

3 4 ∃

3 4 9

6 − 6 8 :

Δ 7 − Β Ε Φ 8 3 ΓΗ Ε Ι 3 Ι Ε 8 ϑ Ι Δ 7 − Β

3 4 . 3 4 5 3 4 , 3 4 今 3 4 9

?

≅ Ξ ,
%

∃ ; ΒΧ
%

+ <

 ‘;+
工( 产+
)
∋

巴)丹一、、二内、#曰,肉,

Ψ⋯
了&(叮矛才,人,一月了几气Μ门1,‘,1,,内1&,翻曰,!声&甘,曰内矛5)00#,山的丹月1

⋯⋯
&Μ目、#∴
了Μ”−户∀、),山,二%人,‘,人00一,‘&材&八&#目八,山勿了,‘

,人,二乙

⋯⋯
∃∃

%

飞#佗1乙
‘

乙
%

‘,,山月,内1#;奇;月,)自八“−#,‘;

⋯⋯
月了月1∃
0、一5)乙
‘,山,山,曰,‘,乙,‘3 4 .

3 4 5

− Θ Π Π 3 4 ,

3 4 ∃

3 4 9

6 − 6 8 :

Δ 7 − Β Ε Φ 8 3 Γ Η Ε Ι 3 Ι Ε 8 ϑ Ι Δ 7 − Β

< ∃ ;
,

= +

0 , 0 0

0 0
。

0 >

0 0
。

∃ ∃

3 4 . 3 4 5 3 4 , 3 4 ∃ 3 4 9

/ ∃
%

< +

0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0 + ∃
%

; > ≅ Α >
%

∃ + ΒΧ
%

+ 0

&
‘%‘目,目了一,0
几0二

∃
,‘连
%

0#连
‘

⋯⋯
&乙%成00一尸1通

%

自了咤)戒工丈了.、)

自产;
00矛&,月产&,

⋯
口了之」!]−丹连

%魂1,人目,&门凡了⋯⋯
0人,人亡少,二曰,七少&己口钾矛了77片了3 4 .

3 4 5

8 3 6 Κ 8 Γ Ι 3 4 ,

3 4 ∃

3 4 9

6 − 6 8 :

3 4 ( ⊥ Ψ 3 4 . Ψ 7 人[ ” 4 Β[ 了∋ ⊥ _ ⎯ 9 α 3 4 5 Ψ Β 2 亡9Τ β( [ ‘α 3 4 , Ψ Β 2 ⊥ 9 Τ 夕( [ 了_ ⎯ 9 α 3 4 ∃ Ψ Β夕χ Υ ( ∋ 2 [ δ α 3 4 9 Ψ 3 Υ 了Υ. [9
%

? Ψ < [ χ & [ Ν [ _ Υ & ( Λ [ ΝΝ ⊥ 2 ⊥ & ⊥ ⊥ Τ ⊥ ( ε ⊥ ⊥ & ( ∋ ⊥ χ ⊥ & ⊥ 2 Υ

逐步判别分析结果说明
,

在 0∃ 项变量中
,

有 0+ 项对 < 个属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贡献

φ见表 ∗ γ
。

用这 0+ 项变量建立的第一和第二判别式对所研究的标本进行判别
,

结果见图

0 。 8 3 − η 8 测验表明
,

< 个属的标本在第一和第二判别函数组成的坐标系上的分布虽

然有一些重叠
,

但它们之间的分布 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φ ≅ ⎯& 4 ([ 4& . 的 ≅ 一 ,/
%

= ∗ , Β Χ

++ 0 , ≅⎯&
_ ([ 4& 5 的 ≅ Ξ 巧

%

, 0 , Β Χ
%

+ + 0 γ
。

最终的判别结果见表 ∗ 。 由表说明
,

金丝

猴属的 ,∗ 个标本中
,

∗= 个 φ = >
%

, 务γ与原标本相一致
, ∃ 个 φ 0∗

%

< 并γ与越南金丝猴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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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Ζ −Β ∃ 0]0& Β Φ 0# # Γ & > ? −Φ>

亚洲庆猴面颅和脑颅的判别分析结果

]Γ # Ο Α 0>& Γ 0∃ 0≅ Β ≅ Φ Β ≅ 公 Μ ∃ 0> ]# Γ % > 0Β ≅ &# −# Η 0≅ & >

,

一Σ‘

( & Φ ? Β − Ε Γ # ? +

Κ Γ & Α 0& Φ &Α Ε Γ # ? + Θ &Ο Η & Γ >ϑ 0Κ

Ζ Β >&

∀ # − ∀ # Χ ∀ # < ∀ #  ∀ # >

∀ # − < ;

∀ # Χ

育医β 一δ

∀ # <  

∀ #  −7

∀ # > −

; Υ

5Υ 8
∃

7ε 9

−

5 8
∃

8ε 9

5 ε 9

5 ε 9

5 ε 9

5 ε9

 6

58  
∃

;ε 9

5 ε 9

−

56
∃

8ε 9

<

5< ε 9

略

5 ;
∃

7ε 9

;

5<
∃

;ε 9

<

58 7
∃

ε 9

<

5;
∃

ε 9

5 ε 9

5 ε9

5
∃

6ε 9

5; 7
·

ε 9

“

!

56 ε 9

5 ε 9

5 ε 9

;

5<
∃

;ε 9

5 ε 9

;

5 <
·

<ε 9

8

58
·

ε 9

.& & Φϑ & >ΜΟ Η # −> 0 ≅ ∋ Β Η−&  ]# Γ & / + − Β ≅ Β Φ 0# ≅ >
∃

6
田

⊥  

确

▲
∃▲▲▲

;

∀⊥一目Χ≅ι

−

一 ∗

一∃

卜∗哎3Ν艺一立口的一−

田

一 ;

Ξ =
ϕ

.⊥⊥
Ξ

∗−
一 κ − − 】−

Η 0ΓΘ只.日κ38 36 ≅ 3Θ6 Ι−3 Ι

图 又

▲ Ψ 金丝猴

亚洲沈猴类在由第一和第二判别函数组成的平面散布

α − 越南金丝猴 α 田 Ψ 叶猴 α 口 Ψ 白臀叶猴 α % Ψ 长鼻猴
, 日 % %

Ι & Λ [ η [ Λ ⎯ Υ . Λ [ 9 λ ⊥ 2 9 [ 4 & 4 Ν 8 9 [ Υ & ⊥ 4 .4 Τ [ & ⊥ 9 4 & Λ [ 9 ⊥ 2 [ μ [ & Υ & ( Ν⎯ & ⊥ ( [ 4 & 0 Υ & Λ 5

▲
Ψ 7 无0+ + 户‘2人。_ , ‘α 4 Ψ λ 2 。‘乡夕( [ ‘_ “‘ α 田 Ψ λ 2“多夕0 0 0 α 口

Ψ

巧χ 4 (方2分工 α % Ψ 3 。 , Υ .[ ,

在叶猴的 ;∗ 个标本中
,

∃; 个 φ >∃
%

∗ 务γ 与原标本相同
, 00 个 φ 0>

%

> 关γ
, ∗ 个 φ,

%

∗ 关γ
, 0 个

φ 0
%

; 多γ和 ∗ 个 φ ,
%

∗外γ 分别判归金丝猴
、

越南金丝猴
、

白臀叶猴和长鼻猴
。

在越南金丝猴

的 ∃ 个标本中
,

α 个 φ > <
%

+多γ与原标本相同
, 0个 φ ∗<

%

+外γ被判为白臀叶猴
。

在白臀叶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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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标本 中
,

! 个 56
∃

沁9与原标本相同
,

另 个 56
∃

8并9
、

< 个5;
∃

< 外9和 ; 个 5 <
∃

;并9

分别判为叶猴
、

越南金丝猴和长鼻猴
。

在长鼻

猴的 个标本中
, 8 个 58 ∃ 并9 与原标本相

同
,

另 < 个 5<
∃

务9被判为叶猴
。

通过聚类分

析进一步检查了各属间的线系关系
,

结果见图

; #

讨 论

图 ; 聚类分析得到的亚洲虎猴类面 颅 和 脑

颅的线系关系 (= 越南金丝猴 Ρ =

白臀叶猴 : Ζ =

金丝猴 : Ξ= 叶猴 : Π =

长鼻猴
。

∃

Κϑ Μ− & Φ0& & # Γ Γ & −Β Φ0# ≅ > Ψ 0Φϑ 0 ≅ % > 0Β ≅ & # − # Η 0≅ & >

+ # > Φ ? −Β Φ & Α ]Γ # Ο Ι −? > Φ & Γ Β ≅ Β −Μ> 0> # ] Φ ϑ &

‘ Γ Β # 0# ] Β Ι & Β ≅ Α Η Γ Β 0 ≅ & Β > &
∃

% = Κ Γ &了 Η夕Γ0 ‘Ι “ > :

Ρ = + 夕考Β Φ人Γ 0/ ∃ Ζ = ∗ 丙万”# Κ蔺Φ无心Ι “ > : Ξ =

Κ Γ & 了ΗΜ 苦0‘: Π = ∀ Β > Β −0‘
∃

亚洲沈猴
,

像 Ο Β Ι Β φ ? & Ο # ≅ Λ &Μ >
一样

,

经

历过更新世一全新世的适应辐射
,

对环境的一

般选择压作出了反应
,

占据了广泛的纬度带
、

各

种气候带和各种植被类型
,

成功地达到了属和

种的最大的多样性和丰富度 5Θ
& ΑΨ ΒΜ

,

! 8 :

Ν Γ Χ 0Ο Β Λ
,

! 8 7 : [ −& Β Ε −&
,

! Υ Υ Β
9

,

致使他们

具有能够利用不同生境的形态和行 为 学 特 征

5[−& Β Ε −& ,

! Υ Υ Η 9
。

导致栖息地产生差异的气

候和植被又可引起结构和行为的差异
,

物种形

成可以说延续至今 5∀ Β + 0& Γ ,

! 8 : & Γ # ≅ 0≅ 。 ,

Β −
· ,

! Υ 9
。

高 等灵长类的早期进化和辐射是灵长类进

化中最使人 迷 惑 的 问 题 5Ζ0 #Ι ϑ #≅
& Φ Β−

∃ ,

! Υ —
引 自 [ −&Β Ε −&

,

! Υ 6 9
。

早中新世宋期 5约 8 百万年前 9 大陆漂移使非洲和阿拉

伯与欧亚大陆相连
,

容许非洲猿迁移到 旧大陆的任何地方 5Κ0 −Η & Β Ο
,

! Υ  9
。

来 自 ∀ Β + Β Λ

的早新世猴类清楚地证明
,

在 7 一 ; 百万年间东非有无可争辩的猴类的存在 5[−
& Β Ε −&

,

。Φ −Β
∃ ,

! Υ 6 9
。

与疵猴类祖先有关的化石种 5Θ
& = # 户0Φ ϑ & Ι ? > 户& ≅ Φ # −0Ι , >

95早中新世一早上

新世 9发现在希腊
、

保加利亚
、

南斯 拉夫
、

苏联
、

肯尼亚和伊朗等地区 5ΚΒ ΦΦ & Γ ># ≅ ,

! 7  : Ξ &

Ρ # ≅ & & : Β −
∃ ,

! Υ 6 : ) 0−−
,

! 8 ; 9
,

但未发现在远东
。

根据它与 ∀ Β > Β −0> 或 ∗ ϑ 0≅ # Κ滚Φ ϑ # Ι , ,

等的相似性以及在欧洲和近东的广泛分布
, . 0Ο # ≅ =

5 ! 8 ; 9 认为 Θ & = # Κ0 , ϑ & Ι “ > 不是一

个灭绝的侧支
,

可能是接近亚洲沈猴基本祖先的一个种
。

东亚古环境的进化大都 由于上白垄纪至今喜马拉 雅 山 系 五 个 阶 段 的 抬 升 所 致

5>ϑ 盯Ο Β ,

! Υ  9
。

第三纪时
,

新疆南部和西部存在一大的海洋
,

而西藏南部的特蒂斯海与

太平洋之间存在由云南
、

广西和东南亚组成的一长而大的半岛
,

其青海南部
,

西藏和云

南的植被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气候在冬季是温暖和很潮湿的
,

但夏季是干燥和热的

5Ψ
Β

≅Ε
,

! Υ  9
。

它们是欧洲与北亚及非洲与南亚的区系 自由交换的一大屏障5ΚΒ Φ Φ& Γ > # ≅ ,

! ,  9
。

在中新世末期5约 7
∃

, 百万年前9特蒂斯海消失 5Κ0 −Η & Β Ο
,

! Υ  9
,

使上述大陆相

连
。

导致大洋和大气循环形式的变化
,

对气候和古环境引起大幅度的改变 5Ψ Β≅ Ε
,

! Υ  :

2 ? ,

! Υ  = Τ
Β ≅ Ε

,

! Υ  9
#

同时
,

使 自由区系交换成为可能
,

巴基斯坦晚中新世∴ ΚΓ & , Η Μ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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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0 , Β −& , 7 , 的首次发现 5Ξ &−> # ≅ & Φ Β −
∃ ,

! 8 7 9 暗示了这一点
。

据青藏高原发现的三趾

马和其它化石资料
,

可以推断
,

在上新世早期喜马拉雅 山还不高的时候便能阻止区系的从

南向北或从北向南的迁移
,

并在接近中上新世时喜马拉雅山能引起南北的区系差异
,

这就

是西藏 Ν Μ0Γ #≅ Ε 三趾马区系不可能与在 .0 Ψ Β −0 Λ 发现的相同年龄的区系相 比较的原因

5, 0? & Φ Β −
∃ ,

! Υ  9
#

亚洲沈猴祖先种的迁移路线可能像 Ξ &−># ≅
5 ! Υ 9 对 Θ Β Ι Β φ ? & > Ο # ≅ Λ & Μ>

提议的

路线
,

即在上新世晚期或更早些
,

从非洲到达印度
,

大概沿印度南部沿海岸 5和大概内陆 9

扩散到缅甸
,

并进人马来亚和
“ . ? ≅ Α Β −Β ≅ Α ”

。

在更新世之前
“ . ? ≅ Α Β −Β ≅ Α ” 没有猴类存在

的证据
,

但在中更新世时
,

猴类和优猴类已存在 5Θ
& Α Ψ ΒΜ

,

! 8 9
。

所以
,

更新世是导致现

代类型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迅速进化和生态改变的一个时期
,

故与进步类型的出现是同时

代的 5Ρ
Β Α Β Ο

,

! Υ  9
。

更新世的爪哇叶猴 5Θ
& Α Ψ Β Μ

,

! 8 9 和中国金丝猴化石证实 了

这一点
。

但是
,

我们认为还应该有另一条路线
,

即沿特蒂斯海北岸的西藏南部
,

经云南进

人越南
,

并向东绕四川盆地扩散
。

据此可以推测
,

亚洲沈猴的辐射似应有两个重要的中

心
,

其一是
“ >? ≅ Α Β −Β ≅ Α ” 5Θ

& Α Ψ Β Μ
,

! 8 9
,

其二是我国的横断山地区
,

特别是云南与西

藏相连的古陆
。

沈猴类各主要属主要以颅骨特征为基础相区别
,

而形态学特征
,

包括牙齿
、

颅骨和颅

后骨
,

在系统发育研究方面仍然是最有用的资料 5.0Ο + > # ≅ ,

! 8 , : Ξ & −> # ≅ ; : ;
∃ ,

; ! 8 7 :

ΘΒΙ Α# ≅Β −Α
,

! Υ  9
。

但是
,

骨骼的比例
,

如臂指数
、

肢间指数及臂指数等
,

只能反映种间 运

动行为方式的相似性
,

不能说是亲缘关系的重要指标
。

据表 ; 及图 和 ; ,

可以初步说明

属间的线系关系
。 + Γ & >Η夕, 7 属是科或亚科的最原始的代表 5Ν Γ ς 0Ο & Λ , ! 8 7 9

,

它与

∀ Β , 。; ,
共享一个共同的祖先

,

分离大约在 7 百万年前5>Β Γ 0& ϑ
,

! 8 9
,

故 ∀ Β > Β −云, 的面

颅和脑颅只表现与 ΚΓ “勿“
=
有关

。

而 ΚΓ “ Η外‘= 反映出与各属共享的近祖性状或共同

继承 5
Ι # Ο Ο # ≅ 0≅ ϑ & Γ]ΦΒ ≅ Ι &

9
。

其次是 + 夕Ε Β Φ ϑ Γ 0二
,

与 + Γ & , Η夕Γ0, Ι , >
共具最多的近 祖性

状
,

但与 ∗ ϑ ]# # Κ0Φ ϑ& Ι ? >
相差甚远

。

据可利用的资料
,

不可能说 + Μ君Β , ϑ Γ 0/
在 Ζ # −# Η ? >

分

离之后与亚洲其它沈猴共享共同祖先 5. Β Γ0 Ι ϑ
,

! 8。9
,

且它的大多数社会行为对于优猴

类似乎是典型的
,

至少交配行为是不寻常的 5γ Β 3 Β ≅Β 比
,

! 8 Υ 9
。

这又说明 + ΜΕ
, ϑΓ0 = 的

特殊地位
。

而 ΚΓ & = ΗΜΦ 0, Ι , , 的面颅和脑颅却只与 Κ夕Ε Β , ϑ Γ 0/ 有关
。 ∗ ϑ0# # Κ]= ϑ & Ι “>

是一个

特殊的类群
,

只与 ΚΓ & >ΗΜΦ ]= & , >
共具一些近祖性状

,

而与 Κ夕Ε Β Φ ϑ Γ ]/ 无关
。

如果我们 假

设的迁移路线和辐射中心是正确的
,

那么 ∗ ϑ‘≅ #Κ 0Φϑ&
#?> 5;≅ β   9 和可能是最原始 的

∀ Β > Β −0>
5Χ≅ 一  Υ 9 5Ξ

& −> # ≅ ,

! 8 7 = 陈宜峰等
, ! Υ 6 9 居于亚洲沈猴分布区的两极

、

具有

最大的性二型5体重和犬齿 9
、

地栖习性最强
,

以及头骨和四肢比例的相似性等
,

均属于祖

先性状的继承 5Π ≅ Ε & −Ο Β ≅ ≅ & ,
∃

Β −
∃ ,

! 8 8 9
,

似乎也像 Ν Γ # 3 & >
5 ! 8 9 指出的那样

。

∀ ΒΚ 0&Γ 5 ! 8 9 认为
,

必须把疵猴类认为是由它们现在占据的大陆地区的土著祖先

发生的
。

根据上述线系关系的评价和参照 Ξ &−> # ≅
5 ! 8 7 9

、

Ζ Γ# ≅ 0≅ 。一 Β −
∃

5 ! Υ 9 和

[− &Β Ε− &
5 ! Υ Υ Β ,

Η 9 亚洲沈猴的系统发育图解
,

我们提出与线系关系评价相一致的可 能

的系统发育或分类图解
,

如图 < 所示
。

根据上述分析
,

我们似可得到 以下几个新的结论 =

∃

亚洲沈猴的祖先种可能还有另一条迁移路线
,

即沿特蒂斯海北岸进人我国横断山

ς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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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

因此
,

可能有两个分化或辐射中心
,

即
“ .? ≅ Α −Β ≅ Α ” 和我国的横断山地区

。

图 < 亚洲沈猴类的系统发育支 序 图
∃

长鼻 猴 : ;
∃

豚尾叶猴 : <
∃

叶猴 : 呼
∃

白臀叶猴 :

,
∃

越南金丝猴 : 6
,

金丝猴
Ζ −Β Α # Ε Γ Β Ο # ] Φϑ& % > 0Β ≅ Ι # −# Η 0≅ & >

∃

一 ∀ Β > # −0,

;
。

. 云仍宕。‘ <
∃

Κ Γ # >
妙萝亩> :  

∃

Κ夕Ε Β Φ ϑ Γ亩二 : 7
。

;
∃

万 Β = Β ς0,
5Χ ≅ β  7 9 可能是亚洲

沈猴中最原始的属
。

<
∃

Κ ΜΕ Β Φϑ Γ 0/ 与 ΚΓ & >ΗΜ, 0, Ι ? >
具有

最大的相似性
,

而前者与 ∗ ϑ0, # Κ若Φ ϑ & Ι ? ‘

差异甚大
。

如果 Ν Γ # 3 & >
5 ! 8 9对这三

个属的合并是正确的
,

那么
,

也只能是
+ ΜΕ Β Φ人Γ 0/ 与 ΚΓ & , ΗΜΦ‘>Ι ? =

相合并
。

 
∃

尺≅0, # 户0Φ再。Ι , , 无论面颅和脑颅

或是起源都是亚洲沈猴中较特殊的一个

属
,

也可能是进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属5彭

燕章等
, ! Υ 7 9

。

ΚΓ 君 , ΗΜ Φ 0> & ∃ ‘ : 石
。

∗ 无0” # Κ0Φ而亡Ι ? ‘

α ∋ ∗ ,

α Ρ ΘΡ

Ζ ∗ % ∀ ,

ΡΖ % .Π ,

Ζ % , 1 ,

Ζ ∗ % ∀ Τ

ΡΚ⊥ ∗ Τ

Κ⊥ . ∋ ⊥ ∗ Ρ

Θα Χ ,

Ξ Θ α Χ ,

Ρ Ω⊥ ∗ ΡΤ

Ω∀ ∋ ⊥ ∗ Π Τ

⊥ Ζ Ζ )

% ∀ ∋ Ρ % . Ω

附录
=
所测变量说明

上领齿列长 = Θ
<

远侧面一中央门齿槽前缘

臼齿间宽
=
两 Θ

Χ

颊侧面间最大距离

颅全长
=
枕外隆突尖至齿槽端

颅腔长
= 枕外隆突尖一 眶下缘最低点

颅盖长
= 眉间一枕外隆突尖

颅宽
=
左右外耳道上晴间距离

两外耳宽
=
外耳门处两颧弓间距离

眶后收缩宽 = 眶后收缩的最小宽度

嘴长
= 眶最下缘最低点一中央门齿槽端点

嘴背长
= 眶下缘最低点一鼻孔上缘中点

两眶宽
=
颧颖缝处眶外缘间的最大距离

眶间宽 = 泪骨与额骨最上相接处两眶内侧壁外侧面间最小距离

枕部高 = 枕骨大孔前缘一枕外隆突尖的垂直距离

前颅基长 = 枕骨大孔正中矢状面前端一 中央门齿槽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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