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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

关系及其系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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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十年来采集的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进行阶段性研究
,

对这两类古猿的 关

系及其系统地位提出进一步的看法 6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上表现 出同种 二形 的

性质
,

因此它们是同一个种的雌雄个体
,

它们的学名被修订 为禄 丰西 瓦古 猿 3
, “和 , 为。““

∗77 介 , 8。“
,

4
5
禄丰标本的有些特征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古猿

,

而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
,

因此它们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进 化的一个代表类型
。

云南禄丰古猿化石地点从  9 年被发现以来已有十年了
。

在此期间
,

由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省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发掘队先后在这个化石地点进行

了九期发掘
,

采集到大量的古猿和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

以及软体动物和植物化石
。

古猿化石计有
6

腊玛古猿的颅骨 : 个
,

下领骨 个
,

颅骨破片 ; 件
,

上
、

下领骨破片  件
,

上
、

下齿

列 ∀∀ 件和单个牙齿 :∀  个
,

以及指骨 ∀ 根
。

西瓦古猿的颅骨 ∀ 个
,

下领骨 个
,

颅骨破片 ∀ 件
,

上
、

下领骨破片 ∀∀ 件
,

上
、

下齿列

9 件和单个牙齿 : ∀ 个
,

以及肩脾骨和锁骨各一块
。

近十年来
,

随着世界各地新化石的发现和研究的深人
,

以及分子人类学的进展
,

科学

家们对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

引起了激

烈的争论
。

有人保持传统的观点
,

认为腊玛古猿是人类的最早祖先
,

而西瓦古猿则是现

代大猿类的共同祖先
。

有人主张这两类古猿都属猿的系统
。

还有人提出两者都属人的系

统
。

目前
,

这些争论方兴未艾
,

各派观点相持不下
,

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具有足够说服

力的化石证据
。

禄丰发现的古猿化石无论从量和质上都大大地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古 猿 标 本
。

它们为探讨人类起源理论提供了重要根据
,

因此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

在过去几年中
,

随着禄丰占猿重要化石的发现和研究的进展
,

我们已发表过几篇论

文
,

提出过一些初步的看法
。

本文对十年来累积的禄丰古猿材料作一阶段性研究
,

并对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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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提出进一步的看法
。

禄丰的古猿标本按过去的鉴定分为两个类型
6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

。

近年来我们在

文章中倾向于把它们看作为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
,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肯定了这种看法
。

但是为了描述
、

比较和讨论的方便
,

也为了便于读者理解
,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仍延用过去

的叫法
,

来进行描述和比较
。

一
、

颅 骨

关于颅骨 的形态
,

过去我们对西瓦古猿的描述较多
,

对腊玛古猿的较少
,

也较零星
,

这

里我们将对腊玛古猿颅骨作比较系统的描述
,

对西瓦古猿颅骨作简略的描述
,

以便读者对

这两类古猿的形态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

并作为后面比较和讨论的根据
。

3一 4 腊玛古猿颅骨的特征

禄丰腊玛古猿颅骨保存较完整的只有 <# ! 99 标本 3吴汝康等
,

 2 ,

 2: 5 = > 6
−?

≅ > ,  2 4
,

因此把它作为形态描述的主要依据
。

总的来说
,

禄丰腊玛古猿颅骨形态比较纤细
,

尺寸也较小
。

它的重要特点 之一是颖脊

比较弱
,

左右分离
,

呈弧形
。

从 <# ! 99 颅骨可以看出
,

两侧颗脊起始于眶上脊外侧端的

后缘
,

平行向中移行
,

至眶上脊中部突然向后转折
,

到颅顶中部两脊趋近
,

随后又逐渐分

开
。

颗脊的后部情形
,

我们可以从 Α Β ! ∀ 颅骨上看出
。

这个颅骨保存了大部分枕骨 和

顶骨
,

它的颗脊中段与 <# ! 99 颅骨的相似
,

两侧颗脊趋近后
,

又逐渐分开
,

后段呈纤细 的

波纹向后外弯曲
,

大概在距枕外隆凸较远处与项脊合并
。

禄丰腊玛古猿领骨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没有矢状脊或极其微弱
。

从 Α Β !卯 颅骨上

可以看到
,

矢状脊起始于枕外隆凸
,

稍微隆起
,

向前延伸到颗脊趋近处消失
。

枕外隆凸很小
,

颈脊和枕外脊都很弱
,

枕骨的表面相当光滑
。

这些特征都可以从 Α Β

! ∀ 标本上清楚地看出
。

腊玛古猿的面部是比较窄的
,

两眶外侧缘之间的距离约为 Χ!
1

! 毫米
。

眶上脊很弱
,

左右分开
,

其间隔有宽阔而凹陷的眉间区
。

这是禄丰颅骨的一个共有特点
。

<# ! 9 9 颅骨的眼眶因断裂
、

错位而发生变形
,

但根据左侧下部眶缘带角的情 形判

断
,

眶型是方的
,

而不是圆的
。

眶间隔很宽
,

根据 <# ! 99 颅骨的测量约为 ∀:
1

, 毫米
。

很宽的眶间隔是禄丰颅骨的

又一特色
,

这一重要性质使它们在系统关系上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类相近
,

而与亚洲猩

猩相远
。

从 < # ! 99 颅骨上可以看出
,

颧骨是浅的 5 额蝶突较狭窄
,

在左侧还保留着两个颧面

孔 5 鼻骨断裂
,

左右侧部分重叠
,

造成鼻孔狭窄
,

推测鼻孔原来的形状是长梨形的 5 鼻孔上

缘的位置稍高于眶下缘
。

腊玛古猿 的犬齿小
,

相应地
,

犬齿扼不显著
,

犬齿窝浅
。

上领颧突的位置很靠前
,

因此突领程度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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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一齿槽突坡很短
,

呈凹弧形
,

向后平缓地下倾
,

并与鼻腔底部的上领鳄突相连续
。

<# ! 99 颅骨的底部严重变形
。

枕骨大孔的周围骨头有些断裂和重叠
,

造成枕骨大孔

的缩小和变形
。

估计它的形状可能为心形
。

同样
,

枕骨大孔的位置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判
’

断
,

但根据枕骨大孔前缘到鼻后棘之间的距离和项平面的长度来看
,

枕骨大孔的位置可能

要比现代大猿类的靠前一些
。

枕骨裸狭长
,

呈肾形
。

在左侧保存有短而宽的下颇窝和关

节面
,

有很凸起的盂后突
,

小而弱的乳突
。

愕骨不很深陷
,

齿槽突由后向前变浅
,

在右 < 后

方可以看到较大的门齿窝的部分遗迹
,

在左右 Δ : 的上方有清晰的鳄大孔
。

上领齿弓
,

根据 <# ! 99 颅骨和其他上领骨保 留的齿列来 分析
,

前部齿排列圆顺
,

两

侧颊齿向后逐渐张开
,

呈亚
“ . ”

字形
。

犬齿低
,

突出于齿列平面的程度约为犬齿齿冠高

度的三分之一
。

在犬齿和 ∗,

之间有一个小的齿隙
。

3二 4 西瓦古猿颅骨的特征

禄丰的西瓦古猿颅骨以 <# ! ; ; 标本 3陆庆五等
,

 2 5 吴 汝康 等
,  2 : 4 保 存 最

好
,

因此被当作典型标本
。

在这里也就作为形态描述的主要依据
。

<# ! ; ; 西瓦古猿颅骨
,

根据它的形态
、

大小和牙齿磨损程度来判断
,

是一个成年的雄

性个体
。

它与 <# !9 9 腊玛古猿颅骨相比
,

显然要大和粗壮得多
。

西瓦古猿的颅顶结构与腊玛古猿的迥然不同
。

这主要表现在它具有强烈突起的
“ Β ”

字形的颗脊和矢状脊
。

颗脊的起始部与腊玛古猿的相同
,

但在 眶上脊中部向后转折后
,

却

径直斜行
,

至颅顶中部左右两脊汇合
,

并向后延续为矢状脊
。

由于两侧颗脊汇合
,

因此在

前额部出现一个面积很大
、

表面平整的额三角
。

面部短宽
,

两眶外侧缘的间距约为 朽
1

毫米
。

整个面部自上而下呈凹弧形
,

带有向

上翘起的上领前部
。

颧弓明显向外张开
。

象腊玛古猿那样
,

西瓦古猿的眶上脊较弱
、

左右分离和隔有宽而凹陷的眉间区
。

但比

腊玛古猿稍微粗壮
。

没有眶上沟
。

眶间隔比腊玛古猿的更宽
,

约为 :Χ
1

毫米
,

凹陷
,

并与凹陷的眉间区相连续
,

在那里

出现两条弱的
、

凹弧形的横脊
。

眼眶轮廓因周围骨断裂和错位而变形
,

但从下外侧眶缘稍带角形的情形来看
,

原来的

眼眶可能是四角稍方的圆形
。

颧骨额蝶突相当宽平
,

它的基部有两个颧面孔
。

鼻孔上部有些变形
,

下部保持原样
,

因此可以判断它是狭长和呈长梨形的
。

鼻孔上缘

的位置稍高于眶下缘
。

鼻一齿槽突坡短而窄
,

呈凹弧形
,

带有微弱的鼻前棘
。

此坡向后倾斜
,

并与鼻腔底部

的上领愕突相连续
。

也许 由于此处发生骨裂
,

因此看不出有门齿窝的痕迹
。

上颇颧突较

靠前
,

突颇不太明显
。

西瓦古猿的犬齿大
,

因此出现显著的犬齿扼
。

从前面观察
,

两侧犬齿呈
“八

”

字形或倒

“Β ” 字形强烈地向外张开
。

犬齿窝深
。

内侧门齿的齿扼明显
,

其间有一条宽而深的纵沟
。

上领齿 弓有些变形
,

估计是近似
“

(’’
,

字形的
,

后部稍稍张开
。

犬齿齿冠大大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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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齿列平面
,

几乎达到齿冠本身高度的三分之二
。

在犬齿和 ∗,

之间有一个较大的齿隙
。

3三 4 颅骨特征的比较

通过上述的形态描述
,

我们对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颅骨的形态特征有了基本的

了解
,

在这里我们将对它们作一系列的形态比较
。

1

禄丰两类古猿之间的比较

在上二节中
,

我们清楚地看到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颅骨在形态上既有相似性
,

又有差异性 5 在尺寸上前者较小
,

后者较大
。

这些形态异同和大小差别是很能说明它们之

间的分类关系的
。

它们的共有特征主要表现在
6

304 眶上脊弱
,

左右分离
,

隔有宽而凹陷的眉间区
,

没有眶上内 5

3∀ 4 眶间隔很宽
,

眼眶带方形 5

3: 4 鼻孔狭窄
,

呈长梨形 5

3; 4 面部短
,

颧突较靠前
,

突颇不太明显 5

3匀 鼻一齿槽突坡短
,

平缓地向后倾斜
,

并与 鼻腔底部的上领愕突相连续
。

这些共同特征表明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分类上应属同一个 类型
。

因为一般

来说
,

在同一类型 的个体中
,

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一致的
。

禄丰腊玛 古猿和西瓦古猿颅骨的形态差异
,

根据两者共同保存的性状比较如下
6

性状 腊玛古猿 西瓦古猿

颗脊 弱而分离 强而汇合

矢 6氏脊 无或微弱 强

百中部 较窄 很宽

颧弓 不大张开 很张开

犬齿扼 弱 强

犬齿窝 较浅 很深

犬齿 低小 高大

上领齿弓 亚
“ . ”

字形 近
“Ε ”

字形

上面这些形态差异
,

除了齿弓以外
,

在现代大猿类3尤其是猩猩 4中一般都表现为两性

间的差异
。

因此
,

这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联系起来
,

使我们相信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

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
。

∀
1

与同时代其他古猿的比较

迄今为止
,

腊玛古猿颅骨只在禄丰被发现 5西瓦古猿颅骨
,

除了禄丰有发现以外
,

尚

在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各发现一个很不完整的颅骨
。

除此之外
,

都是些上领破片或颅骨碎

块
。

从印度发现的 Α <Δ : 5   腊玛古猿右上领骨 3(∃ = ΦΓ ,  : ; 4 具有浅的犬齿窝和小

的齿隙
,

四个颊齿 3<
, 一Δ

Η

4 的大小与禄丰 <# ! 99 颅骨的差不多
。

但从犬齿齿槽和门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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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大小来看
,

犬齿和门齿显然要比禄丰的小
。

肯尼亚的腊玛古猿威克种的左
、

右上领骨断块 3(
∃ Ι ϑ ∃Κ

,

 ! ∀ 5 # − ? Λ∃ = Γ 。− ? & ∃ ϑϑ ΙΚ6 ,

 9 ! 4 有很深的犬齿窝
,

很小的犬齿和相对较大的臼齿
。

安德鲁斯和沃克 3#
− ?Λ ∃=

Γ Ι
耐

= Ι0 ϑ∃
Λ ,  9 ! 4 曾对齿弓作过复原

,

它的张开角是小的
。

这些特点明显地不同于禄丰暗

玛古猿
。

匈牙利的鲁道古猿 3Μ
> ?Ι 砷Ν Ο Ο> 5

4 Μ Ε Π 一 ∀ 左上领骨 3Θ
Λ ∃ 7Ρ / Φ ,  9 4 虽被大多数

学者看作为腊玛古猿类型
,

但它的犬齿低小
,

犬齿窝较浅
,

牙齿尺寸较小
,

形态比较原始
,

可见它比禄丰腊玛古猿的要原始一 些
,

而接近于森林古猿
。

从巴基斯坦发现的西瓦古猿印度种 3,Φ
/ Ι
乒

Ρ石。Ο 。 , Φ− ?Φ Ο > Γ
4 ) , Σ Χ Χ Χ 颅骨 3<Φ0块

6
Τ

Ι − ? ,Τ Φ7Ν
,

 2 5 Σ Φ0Υ∃
Ι Τ ,  ∀ 4 保存有完整的上领和左侧面骨

。

它的面部自上而下呈

凹弧形
,

上领前部翘起
,

内侧门齿齿根强烈弯曲
,

有很深的中央门齿间沟
,

两侧犬齿呈
“

八”

字形强烈张开
,

犬齿扼显著
,

鼻一齿槽突坡平缓下倾
,

眶上脊弱
。

这些特征与禄丰 <# ! ;;

西瓦古猿颅骨的形态是很相似的
。

但是
,

) ,< Χ Χ Χ 标本的面部狭长
,

颧弓不大张开
,

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
,

眶间隔和眉间区都特别窄
,

眼眶呈长圆形
。

这些特点是与禄丰标本完全

不同的
。

而窄的眶间隔和圆形的眶型正是现代亚洲猩猩所具有的特征
。

因此
,

西瓦古猿

印度种很可能是猩猩的祖先
。

此外
,

巴基斯坦颅骨的犬齿窝是很发达的
,

又深又大
,

因而

上颇显得很突出
。

一个大的门齿孔却好在鼻一齿槽突坡的后端
。

上颇齿弓是典型的
“Ε 刀

字形的
。

这些特征也与禄丰标本很不相同
,

而且表现出更象现代猩猩的性质
。

从土耳其西奈帕发现 的 Δ& # ∀ ∀ 西 瓦 古 猿 梅 特 种 3,Φ “沙加。
5 Τ ∃0 ΟΙ Φ4 颅骨

3# −? Λ∃ = Γ /

−? &∃ ϑϑ ΙΚ Ι ,  2 Χ 4 保存了完整的上愕和大部分鼻区
,

以及右侧部分颧骨和眼

眶
。

它象禄丰 <# !; ; 颅骨那样
,

也具有宽而短的面部
,

张开的颧弓和
“

八
”

字形张开的犬

齿
。

不过
,

它的眶间隔是窄的
,

上领齿弓是典型的
“ > ς,

字形
,

这些特征显然与禄丰标本相

异
,

而与巴基斯坦颅骨相同
。

在这里
,

我们顺便提一下从希腊马其顿发现的乌朗诺古猿 3Χ
“ΛΙ ”洲Ν∃ Ο> Γ4 Μ <∗ ∀ 2

上领骨 3Ω
/ − ΦΓ Ι − ? Δ∃0 ∃ − 7ΦΓ

,

 9 2 4
,

它的鼻孔短宽
,

臼齿很大
,

而前部齿相对较小
。

这些

与禄丰和其他地区发现的西瓦古猿标本都很不相同
。

而且它 的个体也比任何西瓦古猿均

大
。

博尼斯和梅伦蒂斯曾经认为
,

乌朗诺古猿是巨猿的祖先
。

:
1

与南方古猿的比较

禄丰颅骨与南方古猿相比是值得注意的
,

无论在形态和大小上
,

腊玛古猿颅骨与南方

古猿纤细型标本相近
,

而西瓦古猿的则与南方古猿粗壮型标本相近
。

以纤细型的南方古猿 非洲 种 3#
“、Λ Ι 0/沙 Ν∃ Ο> Γ ΙΞ厅Ο Ι / > Γ

4 ,& ,一 颅骨 3Ω
Λ / / Τ

Ι − ?

Μ /ΥΦ −Γ /−
,  Χ 4 为例

,

它没有矢状脊
,

颗脊是分离的
,

眶间隔宽
,

面部窄
,

眼眶呈方形
,

齿

弓略为张开3根据齿槽突的形状 4
,

这些特征在禄丰腊玛古猿颅骨上是相似地存在的
。

这

些相似性可能反映着它们之间在亲缘关系上的联系
。

另一方面
, ,& ,一 颅骨的眉间区和

眶上脊连成一片
,

并向前突出
,

构成所谓
“

眶上圆枕
” ,

致使横贯鼻根一眶中区的中面部恃

别凹陷
,

这种情形在禄丰腊玛古猿颅骨中是看不到的
。

南方古猿的这种性质
,

从演化意义

上来说
,

可以看作是一种获得性的特征
。

此外
, Γ& , 一

颅骨的鼻孔短宽
,

鼻一齿槽突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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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底部愕突连接成阶梯状
,

上领前面成斜平面
。

这些特征在禄丰和其他的晚中新世古

猿中也是不存在的
,

因此都是后来的获得性特征
。

粗壮型南方古猿 Θ % Δ
一 Ψ Μ ; Χ ! 颅骨 3(

∃ Ι ϑ ∃ Κ , 卜∗Ι − 8 Ι Φ Ι − ? Ζ
Ι 0ϑ ∃ Λ ,

 9 4 具有宽

的眶间隔
,

四角稍方的圆形眼眶
,

短而开阔的面部
。

这些特征看起来是很象禄丰 <# !; ;

西瓦古猿颅骨的
。

此外
,

Θ % Δ
一 Ψ Μ ; Χ! 颅骨的颗脊也象禄丰颅骨那样是左右汇合并延续

为矢状脊的
,

只是颗脊前段很弯曲
,

额三角面积较小而已
。

同样
, “

东非人
”

—
南方古猿

鲍氏种 3#
“。 Λ Ι 0/户人

∃ Ο “ 5 去‘, ∃ Φ4 3&
/ Υ ΦΙ Γ ,  ! 9 4 头骨的情形也是如此

。

这使我们推观」
,

南方古猿粗壮型颅骨的颗脊一矢状脊结构可能继承于象禄丰西瓦古猿那样的形式
。

象南

方古猿纤细型颅骨那样
,

粗壮型颅骨的眉间一鼻根区是更加向前突出的
,

鼻孔很宽
,

上领

前面成斜平面
。

由于前部齿特别缩小
,

犬齿扼几乎消失
,

犬齿窝也不存在
,

而臼齿却大大

地巨齿化
。

这些特征都是粗壮型南方古猿因适应 自己的生活环境而获得的性状
。

因此
,

它们与禄丰标本的相应特征 在形式上很不相同
。

南方古猿阿法种 3#
“、。0/ 户 Ν。‘“ 5 “

ΞΙ0
·

。。

衍4 没有颅骨被发现
。

它的一个上领骨 # (

∀ Χ Χ 一 0 Ι

3ς
/ Ν Ι − Γ/ − Ι − ? Ζ ΝΦ 7∃ ,  9  5 Ζ ΝΦ 7∃ ,

ς/ Ν Ι − Γ / − Ι − ? Θ ΦΤ Υ∃ 0
,

 2 : 4 在牙齿大小和

齿弓形式上与禄丰西瓦古猿相接近
。

但是它的犬齿已变得相当小
,

宽度大于长度
,

已完全

表现出早期人类的特色
。

因此
,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原始性的保留和进化的趋势
。

;
1

与现代大猿类的比较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颅骨与现代大猿类相比出现一种令人感兴趣的现象
。

这就

是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颅骨在大小和许多面部特征上分别与亚洲猩猩的雌
、

雄颅骨

比较相似
,

而与非洲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差别较大
。

但就另一些特征来说
,

禄丰标本却与

非洲猿类比较相似
,

而与亚洲猩猩大不相同
。

这些现象在分类和系统关系上有什么意义

呢 [ 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下面我们先来作些具沐的比较
。

以禄丰腊玛古猿颅骨与雌性猩猩颅骨相比
,

它们 共有下列的相似性
6 分离而呈弧形

的颗脊
,

弱而分离的眶上脊
,

没有眶上沟
,

窄的面部和长梨形的鼻孔
,

以及没有矢状脊 3或

极微弱4
。

它们之间的区别着重表现在 6 禄丰腊玛 占猿具有宽的眶间隔
,

方形的眼眶和亚
“Β

ς ,

字形的上领齿弓 5而猩猩是窄的眶间隔
,

圆形的眼眶
,

和
“ > ” 字形的上领齿弓

。

禄丰的西瓦古猿颅骨与雄性猩猩颅骨相比具有下列的相似特征
6 呈

“ . ”
字形 的 颗

脊
,

汇合后延续为矢伏脊
,

弱而分离的眶上脊
,

无眶上沟
,

宽的面部
,

张开的颧弓
,

长梨形的

鼻孔
,

鼻一齿槽突坡平缓倾斜
,

井延续为鼻腔底部的愕突
,

两侧犬齿呈
“

八
”

字形张开
,

显著

的犬齿扼
,

深的犬齿窝
,

明显的内侧门齿扼和中央门齿沟
,

整个面部从上而下呈凹弧形
,

上

颇前部翘起
。

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 在
6 西瓦古猿的眶间隔很宽

,

眼眶呈方圆形
,

上领

齿弓有些张开 5 而雄性猩猩的眶间隔狭窄
,

眼眶呈圆形或椭圆形
,

上领齿弓呈
“ > ” 字形

,

甚至后部有些收缩
。

上述比较表明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颅骨分别相似于现代猩猩的雌
、

雄个体
,

而

它们又以宽的眶间隔和方的眼眶共同区别于猩猩
。

我 们认为这种相似性正好说明禄丰的

两类古猿实际上是同一个种的雌雄个体
,

或者换句话说
,

是性的同种二形
。

这种相似性也

表明它们是继承于共同的祖先
。

而上述比较中的共同区别却反映出禄丰标本与猩猩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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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关系上 已经分歧
。

联想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西瓦古猿颅骨
,

它们都具有窄的眶间隔

和圆的眼眶以及其他许多特征都相似于猩猩
,

因此可以认为这两地区的古猿可能正是亚

洲猩猩的祖先
。

现在来比较它与非洲大猿类的形态特征
。

黑猩猩和大猩猩都具有宽的眶间隔和带方

形的眼眶
,

这两个特点在禄丰标本和所有南方古猿标本中也都是同样存在的
。

这一重要

的事实说明由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所保持的这两个原始特征在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

类中得到了继承
。

这就表明在系统关系上禄丰标本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类进化的代

表类型
,

或者说是后两者的共同祖先或是接近这种共同祖先的类型
。

当然
,

非洲大猿类有不少特 征是与禄丰颅骨很不相同的
。

例如
,

它们的眶上脊与眉间

区连成一片
,

发育成很突出的眶上圆枕 5有深的眶上沟 5宽的鼻孔 5 鼻一齿槽突坡与鼻腔底

部愕突连接成阶梯状 5 面中部凹陷很深
。

这些特征象南方古猿一样
,

我们认为是后来的获

得性特征
,

因此
,

与禄丰标本相异
。

二
、

下 领 骨

下领骨标本十余件
,

因受地层挤压
,

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形
,

下面就禄丰两类古猿下领

骨的形态进行描述和比较
。

3一 4 腊玛古猿下领骨的特征

前部齿垂直着生 3徐庆华等
,  9 2 4

。

联合部前面陡直
,

下部明显后倾 5正中部有
“ Α ”

形脊状隆起
,

下延达二腹肌棘突 3<# 2  4
。

下领体侧面 3Α . 夕0。4外侧隆起分上下 两

支
,

由于受挤压而变得很不明显
。

颇孔为单个
,

位置较高
,

约在 <。

下 ∴ ∀ 处
,

孔口 朝前上

方 3Α Β !9 2 及 Α . 9 Χ 4
。

联合部内面
,

齿槽平面中等倾斜3倾角 ! Χ 。

4 5 上横圆枕不明显 5

额舌肌窝中等宽度
,

窝底平缓后 伸相当距离 3<# 2 Χ , <# 2  4 5 下横圆枕厚度较大
,

其

底 面向后上方伸展的距离不大
,

因此下横圆枕后缘离下领底缘平面较 近 3<# 2 和 Κ、
]

9 Χ 4 5 联合部底缘的前面有骨面粗涩的二腹肌窝
,

窝的中央前沿形成略突的二腹肌棘突
,

后延成低而细的中矢骨脊
,

直至颊舌肌窝底 3<# 2  4
。

前齿列稍带圆弧形
,

颊齿列逐渐

向后张开
,

齿弓呈亚
“Β ” 字形 3<# 2 Χ 4

。

下领支形态仅在 <# 2Χ 上被保存少许支前缘

的基部
,

该缘侧面观位置可达 ∴ Η Δ
6

处 5颊肌沟较宽
。

3二 4 西瓦古猿下领骨的特征

前部齿也垂直着生
。

联合部前面也较陡直
,

下部略后倾
,

正中部有形态浑圆的中央隆

起
,

向下渐渐缩窄
,

止于发达的二腹肌棘突 3<# ; 2 4
。

下领体侧面有起自下领支前缘的

下领外侧隆起
,

分成上下两支
,

上支前伸到 <5

齿槽扼
,

下支沿下颇体下缘
,

向前绕过颜孔

与犬齿扼相续
。

频孔单个
,

位于 < :

一< 5

下 0 ∴ : 处
,

孔 口朝前上方 3<# ;2 及 <# 2  ! 4 3涂

庆华
、

陆庆五
,  9  4

。

联合部内面
,

齿槽平面中等倾斜3倾角 Χ 。

4 5 上横圆枕不显 5 额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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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窝为中等宽度
,

窝底平缓后伸的距离比禄丰腊玛古猿的稍长
。

但下横圆枕底面向后延

伸的距离较大
,

约为禄丰腊玛古猿的一倍至
1

倍 3(+ Χ∀ 和 Α Β 9 4
,

并且向后上方

倾斜较甚
,

因此下圆枕后缘离下领底缘平面较远 3(+ Χ∀ 4
。

下横圆枕的厚度甚大 3(+

Χ∀ 和 Α Β 9 4
。

联合部底缘的前沿有粗糙的骨脊
,

骨脊后面为宽而粗涩的二 腹 肌 窝

3Α Β 9 4 5 骨脊中点为显著突出的二腹肌棘突 5 紧接此棘突的为粗而显著的中矢骨 脊
,

绕过下横圆枕后缘
,

消失于频舌肌窝底 3<# ; 2 4
。

前齿列切缘略前突 3<# ;2 和 ( +

Χ ∀ 4
,

犬齿后齿列基本直线向后
,

稍稍张开
,

齿弓接近
“ Ε , 字形 3<# ; 2 和 ( + Χ ∀ 4

。

下领支宽而深 5 支前缘陡直
,

颊齿相对较靠前 5 支前缘位置达 Δ
:

近 中缘 5 颊肌沟较 宽

3Σ # ∀ Χ 4
。

3三 4 下领骨的比较

1

禄丰两类古猿下领骨的比较

禄丰两类古猿下领有下列共同点
,

只是西瓦古猿的较为明显
6
联合前面较陡直

,

下部

后倾
,

腊玛古猿的更甚 5 齿槽平面中等倾斜 5上横圆枕不显 5 颇舌肌窝中等宽度 5 颊舌肌窝

底平缓后伸 5 下横圆枕后缘在下领底缘平面之上 5下颇联合底缘有发达的二腹肌窝
,

中部

前沿有二腹肌棘突
,

由此棘突向后延伸出中矢骨脊
,

沿骨脊直至颊舌肌窝底 5 前部齿垂直

着生 5单个颊孔
,

孔口 朝前上 方 5 颊齿相对较靠前 5颊肌沟较宽3吴汝康等
,  2 ; 4

。

禄丰两类古猿下领骨有下列不同点
6

性 状 腊玛古猿 西瓦古猿

下领联合部前面 呈
“ Α” 形脊状 5 较浑圆

。

中央隆起

下横圆枕 厚度较大
,

底面向后上 厚度甚大
,

底面向后上

方伸展不大
,

后缘距下 方伸展较大
,

后缘距下

领底缘平面较近 5 领底缘平面较远
。

前齿列 稍带圆弧形 5 切缘略前突
。

齿弓 呈亚
“

.’
‘

字形
,

颊齿列 接近
“ > ,

字形
,

颊齿列

逐渐向后张开 5 平行后伸
,

后部稍张开
。

颊孔位置 较高 3<
,

下 ∴ ∀ 处 4 5 偏下 3<
:
一 <;

下 0 ∴ : 处4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下领骨具有许多相似性
,

似属同一类型
。

它们的差异似

为两性差别
。

∀
1

与同时代其他古猿的比较

禄丰腊玛古猿下领与巴 基斯坦的同类标本较为接近
,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
6
前部齿垂

直着生
,

联合部前面较陡直
,

下部后倾的角度也相近
,

中部有中央隆起
,

在禄丰标本 3<#

2  4 明显呈
“Α ” 形骨脊

,

巴基斯坦的 3) ,< ; ! ∀ ∀ 4 隆起也隐约可见 5颊孔都是单孔 5 颊肌

沟都较宽
。

它们的不同之点是 6
禄丰腊玛古猿下领骨较深 5二腹肌窝很明显 5 联合部内面

较宽 5下横圆枕厚实且很后伸
,

底面向后翘起 5外侧隆起分上下两支
,

不大明显 5 齿弓呈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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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字形
。

巴基斯坦的腊玛古猿下领骨较浅 5门齿区特别窄 5 二腹肌窝不明显 5 联合部内

面较窄
,

下横圆枕较薄而不大后伸
,

底面不翘起 5 外侧隆起很膨大
,

不分支 5 齿弓呈 “ . 刀
字

形
。

禄丰腊玛古猿下领与同类的土耳其昌迪尔下领相比
,

差别较大
。

后者 门
、

犬 齿 陡

直 5 深陷的颊舌肌窝将发达的上
、

下横圆枕隔开 5 齿弓呈
“ . ” 字形

,

齿弓角较小 5 齿弓

前部较短
,

后部在前臼齿部位有极度向内弯曲等性状与特南堡的威克腊玛古猿的很相似

3Ζ
/ 0护ΞΞ

,  2 Χ 4 5 下领体后部 3Δ
,

处4厚度较大
,

其粗壮指数为 Χ
1

2 3#
− ? Λ ∃= Γ Ι − ? & ∃ϑ

]

ϑ Ι ΚΙ ,  2 Χ 4 在同类中最大
。

匈牙利的鲁道古猿 3Μ
“

?Ι 对
7Ν““ 5 Ν“ 。8Ι ΛΦ Ο> 5

4 有些特征较相似于禄丰标本
,

如门齿

垂直着生
,

下领支垂直于沐
,

支前缘较靠前
,

可达 Δ
:

的近中缘
。

但它的联合部浅而短缩
,

以及牙齿上的一些特征却与禄丰标本差别较大
,

沃特和皮尔比姆在谈到匈牙利鲁道古猿

上领骨 3 Μ > Π ∀ 4时指出
6 它与亚洲晚中新世的人猿超科成员相比

,

更接近非洲森林古

猿的形态 3Ζ
Ι Λ? Ι − ? Σ Φ0Υ ∃ Ι Τ

,

 : 4凯也认为鲁道古猿可能为 Π
1

Ξ/
− , Ι / Φ 3Θ

Ι Κ ,  2 ∀ 4
。

总之
,

匈牙利鲁道古猿似乎是较原始的
,

与森林古猿可能较接近
。

禄丰腊玛古猿下领与希腊乌 朗 诺 古 猿 3/ >Λ 叨。
户触。

5 。ΙΟ
Ο

?/ −0’
。,

衍4 的 雌 性 下 领

3Μ <( ; 4 相比
,

差别甚大
。

后 者门齿较宽
,

排列稀疏
,

使得联合部前面的上部较宽
,

下部

较窄
,

中部较浑圆
,

无中央隆起 5联合部内面相应也较宽 5 齿槽平面平缓 3倾角 : Χ 。

4 5 颇舌

肌窝较深而窄 5 上横圆枕较后突 5 下横 圆枕结构如同巴基斯坦的型式
,

与禄丰的不一致
。

乌朗诺古猿下领以硕大而深的下领骨
、

釉质厚和牙体大的颊齿为特点
,

被认为是巨猿的祖

先 3Ω/ 而 Ι− ? Δ∃0∃ −7Φ
Γ ,

 9 9 4 最近有人认为巨猿的颊齿特征与西瓦古猿和猩猩有 特殊

的亲缘关系 3,
Ο Ν= Ι Λ7Ρ ,

∀ ; 4
。

禄丰腊玛古猿下领与肯尼亚的威克腊玛古猿的相比
,

差别甚大
。

后者的前部齿缩小
,

门齿明显向前倒伏 5 联合部较 浅
,

前下部后倾较甚 5齿槽平面倾角较小
,

显得平缓
、

较长 5犬

齿根相对于 < :

前根
,

门齿根相对于犬齿根
,

都较偏向舌侧
,

使得前齿列后缩较甚
,

以致下

领体前侧角落在 < :

之前根处 3# −? Λ∃ = Γ Ι
−? & ∃ ϑϑΙ ΚΙ

,

 9 ! 4 5 齿弓呈长方形
,

左右齿列

向后略为张开
。

西蒙斯认为
,

威克腊玛古猿下领浅而粗壮
,

联合部十分伸长等特征不是典

型的腊玛古猿性状 3ΓΦΤ / − Γ ,  4
。

禄丰西瓦古猿下领与同类的相比
,

也跟巴基斯坦的较接近
。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
6

前

部齿和联合部前面都较陡直
,

下部稍后缩
。

下领体侧面深度都是由前向后渐渐变浅
,

但巴

基斯坦的递减度大3如 ) Γ< Χ Χ Χ 4
,

禄丰的下颇体侧部的各部绝对深度都较大
。

下领支

都宽而深
,

垂直于体
。

巴基斯坦下领支前缘陡直下斜
,

可遮掩 Δ
: ,

颊肌沟较宽 3<Φ 0Υ ∃Ι Τ

Ι− ? ,Τ Φ7Ν
,

 2 4 等性状
,

禄丰下领也具备
。

齿弓都呈
“ > 刀 字形

。

从总体看
,

两者的下

领形态较接近
。

但两者联合部内面的结构还存在一定差异
。

禄丰下领的上横圆枕后突不

显
,

只达 Σ :

中点 5而 ) Γ<  ! ; 的后突明显
,

可达 <; 中点水平 3Σ Φ0Υ∃ Ι Τ Ι − ? ΓΤ Φ7Ν ,  2 4
。

禄丰下领的颊舌肌窝较平缓而宽敞 5而巴基斯坦的 3) Γ< Χ Χ Χ 4 较深
、

窄
, ) ,<  ! ; 更

甚
。

禄丰西瓦古猿独特的下横圆枕结 构不仅与巴基斯坦的
,

并且与其他地区的同类标本

都差别很大
。

禄丰的下横圆枕很厚和后突
,

底面显著地向后上方翘起
,

因此下横圆枕后缘

远离下 领底缘平面
。

而巴基斯坦西瓦古猿的下横圆枕较薄
,

不大后突
,

底面仅轻微翘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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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下横圆枕后缘不远离下领底缘平面
。

禄丰标本有发达的二腹肌窝
,

而巴基斯坦的很

不明显
。

这两点是它们之间的最大差别
。

在下领体外侧面上
,

禄丰西瓦古猿有明显的

上下两支外侧隆起 5 而巴基斯坦西瓦古猿的下颇支前缘 3) Γ< Χ Χ Χ 4 在 呱一Δ
,

处向外

侧隆起过渡
,

并消失于 Δ
6

一呱 下的下部隆起 3Σ Φ0Υ∃
Ι
/ Ι − ? ΓΤ Φ7Ν ,  一4 而 ) Γ<  ! ;

的外侧隆起在 Δ
6

一Δ
6

下面呈大面积的分布
,

向前下方移行
,

在 Δ
6

处与下领下 缘合 并

3<Φ0 Υ∃Ι Τ , 。 6 。
1 ,

 2 Χ 4
。

巴基斯坦下领体后部 3Δ
:

处4的厚度及粗壮指数都比禄丰的大
。

颇孔数两者不同
,

禄丰的为单孔 5而巴基斯坦的为双孔 3于 ) Γ< Χ Χ Χ 之左侧4
,

其主孔位

置与禄丰的 Σ # ; 2 一样
,

在 Σ厂 Σ ;

间齿槽缘下 ∀ ∀ 毫米 处 3Σ Φ0Υ ∃ Ι Τ Ι − ? ΓΤ Φ7Ν , 一 2 4
1

两者的齿弓虽然都为
“ > “ 字形

,

但有区别
6
禄丰西瓦古猿 3<# ; 2 4 的前齿列切缘呈 中

等突度的圆弧状
,

犬齿后齿列直线向后
,

后部略向外张
。

巴基斯坦西瓦古猿 3) Γ< Χ Χ Χ 4

的下门齿排列比禄丰的紧密
,

略后缩
,

前齿弓呈方形 3<Λ ∃> ΓΓ
,

 2 ∀ 4
,

< :

的齿槽扼发达
,

Ο 一 <:

段齿列外突
, <:

一Δ
6

段齿列渐次靠向舌侧 3Δ
6

处最甚4
,

往后的齿列段又渐渐向外

张开
,

故整个齿弓呈掐腰的
“ Ε “

字形
。

禄丰西瓦古猿下领与希腊的乌朗诺古猿雄性下领 3Μ <( ,匀 相比
,

差别较大
。

后 者

联合部内外面都较倾斜 3齿槽平面倾角为 : Χ “一: 。

4
,

其下横圆枕的结构跟巴基斯坦的一

致
,

而与禄丰的不一样
。

下领体侧部较深
,

后部深度比禄丰的大
,

Δ
:

处的粗壮指数比禄

丰的小
。

齿弓也呈
“> 刀

字形
,

后部略张开
。

但因其前后齿列排列稀疏
,

使整个齿弓显得

宽而长
。

整个下颇比禄丰的硕大
。

与匈牙利的鲁道古 猿 伴 生 的 包 德 瓦 古 猿 3Ω/ ?。户 Ν∃
‘“ , 召070’<Ι 0Ι7

“了
4 曾 被 西 蒙 斯

3Γ ΦΤ /− Γ ,

 2 4认 为与
1

7’− ?Φ Ο> 了
十分相似

,

但好多学者认为它们是同种二形的关系
。

沃

尔波夫在研究 Μ > Π 9 和 Μ > Π Η 的两下领标本后指出
,

它们间的性差别是非常大的
,

相

互间的差异程度犹如现生猩猩的两性差别 3= /0 Σ / ΞΞ
,  2 Χ 4

。

这种情况倒与禄丰的很 相

仿
。

禄丰古猿下领通过 与同时代古猿的一系列比较
,

我们得出 6 禄丰的腊玛古猿与西瓦

古猿的下领
,

分别与印
、

巴的 Μ
1

<“叮ΙΥ ΦΟ>
,

和
1

Φ− ?Φ Ο> , 较相似
,

而与其他地区的差别

较大
。

这表明禄丰古猿与印
、

巴的古猿有一定的关系
,

但它们之间又有许多明显的不同
,

特别是下横圆枕后缘与下领底缘平面的关系和下颇体外侧隆起的形式
。

其他地区的同类

古猿与禄丰古猿的关系如何呢 [ 一类
,

在时代上比禄丰古猿的稍早
,

地理位置距禄丰

较远
。

如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古猿
,

它们的下领比禄丰的原始
。

土耳其昌迪尔下领具

有某些肯尼亚威克腊玛古猿的性质
,

而威克种被认为是不太典型的腊玛古猿
。

匈牙利的

标本被认为带有森林古猿的形态
。

另一类
,

在系统关系及地理位置上与禄丰古猿相距更

远
。

如非洲肯尼亚的 ; Χ Χ 万年前特南堡的威克腊玛古猿和更古老的 夕Χ Χ 万年前布卢克

3Ω >0 >ϑ 4 的最早的西瓦古猿祖先 3⊥
/

ΛΥ ∃Λ7
,  2 ; 4

。

至于乌朗诺古猿
,

时代稍比禄丰 的

早
,

形态上与禄丰的差别甚大
,

它可能是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这庞大支系中孤立而特 化的

一支
,

有可能成为向巨猿演变的祖先
。

:
1

与南方古猿的比较

禄丰腊玛古猿下领与南方古猿纤细型及 早期人属的下领相比
,

两者有下列 共 同 点
6



吴汝康等 6 禄丰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

前部齿垂直着生 5 犬齿缩小
、

变弱 5 联合部前面较陡直 5 下横圆枕后缘在下领底缘平面

之上
。

但后者的进 化水平较禄丰的高
,

还有若干不同于禄丰的特征
6 上横圆枕发达 3如

# ( ∀ 2 2 一 0 后突达 <,

后瑞 5 <# 2Χ 达 < ,

中点 4 5 颇舌肌窝深陷 3但能人的颇舌肌窝几 乎

没有
,

以致上
、

下横圆枕连成一体4 5 下领骨在 自然放置情况下
,

联合部下缘上翘
、

离开下

颇底缘水平面3如 # ( ∀ 2 2 一 0 和能人下领 4
,

这种形态所谓
“

摇椅式
”
下领

,

是人类的性状 5

下横圆枕后缘还有人类特有的始基性颊隆凸3吴汝康等
,  2。45 体外侧隆起不象禄丰古

猿那样分成上下两支
,

而是单支
,

较膨大
,

以致体后部 3Δ
6

处4 较厚 3能人为 ∀:
1

毫米
,

Σ # ; 为  毫米 4
,

加之体后部较浅 3能人为 ∀ ∀
1

! 毫米
, Σ# 2 ; 2 为 : ∀ 毫米4

,

所以该

处的粗壮指数较大 3能人为 Χ ∀
1

∀ 4
。

它们的齿 弓形态稍有不同
, # ( ; ΧΧ

一 0Ι 、 (⊥
5

和能人

的齿弓前部呈均匀的圆弧形
,

整个齿弓为亚
“ . 刀 字形

,

与禄丰腊玛古猿的较接近
。

而 # (

∀ 2 2 一 的前部齿排列较密
,

齿弓前部后缩且较窄
,

呈方形
,

整个齿 弓为亚长方形 3ς/Ν
Ι −Γ /−

∃ 6 6
1

,  9 2 4
/

禄丰西瓦古猿下领与南方古猿粗壮型下领相比
,

在联合部存在较多的相似性
,

它们的

前部齿垂直着 生
,

联合部前面陡直
,

齿槽平面的倾斜度较一致3如
, (+ Χ∀ 与 Θ % Δ

一Ψ Μ

9 ∀  的齿槽平面倾角都为 Χ 。

4
,

因而联合部内面的上部形态也较相似
。

它们下横圆枕的

结构型式相同
,

即其后缘都在下领底缘平面之上
,

底面都向后上方翘起
,

并且都较粗壮
、

后

突
,

这样
,

使它们联合部内面的下部形态较相似
。

它们的颇孔都是单孔
。

但颊孔位置
,

禄

丰的 3<# ; 2 于 < 。

一 < 、

下方的下 : ∴ 处 4较低 5 孔口 方向
,

禄丰的向前上
,

南方古猿的向

后上
。

它们的下领支都较宽
,

支前缘较远
,

可达 Δ
: 。

南方古猿粗壮型下颇与禄丰西瓦古

猿的相异性有
6
前者的联合部前面宽大

、

浑圆
,

下部几不后倾 5 联合部内面较宽敞 5 上横

圆枕较发达 5颊舌肌窝深陷 5 下领体后部 3Δ
,

处 4浅 3<∃
− Φ−_ 下颇 Δ

,

处深度为 :
1

毫 米
,

Σ # ∀ Χ 的为 ; Χ 毫米 4而厚 3Σ
∃ − Φ− Φ下领 Δ

,

处厚度为 : ;
1

2 毫米
, Σ # ∀ Χ 的为 ∀ 毫 米4

,

粗壮指数较大 3Σ
∃ − Φ− Φ下领为 Χ !

1

9 , Σ # ∀ Χ 为 ! ∀
1

4 5 下领支不垂直于体 3Σ
/ − Φ− Φ 下领

的支体夹角为 Χ 。

45 下领支深度较禄丰的浅 5 颊肌沟宽度小于禄丰的
。

上述比较表明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下领具有南方古猿的某些性状
,

特别是

下横圆枕后缘 在下领底缘平面之上
,

而这一点也是禄丰下领与同时代其它古猿的不同之

点
。

;
1

与现代大猿类的比较

雌性大猩猩的前部齿较宽大且排列稀疏
,

犬齿向外侧倾斜
,

下领联合的上部较宽
,

因

此联合部前面呈
“Β ”

字形
,

下部后倾较甚
,

所以它与禄丰标本差别甚大
。

雌性猩猩下领

前部齿和联合部前面都较陡直
,

下领联合的前下部浑圆
,

致使联合部前面轮廓呈
“ > ”

字

形
,

这些形态与禄丰腊玛古猿的尚接近
。

在联合部内面
,

雌性大猩猩以较长而斜3倾角为
: Χ 。

4的齿槽平面及深而窄的额舌肌窝为特点
,

因而与禄丰腊玛古猿的相差甚大
。

雌性猩

猩联合部内面的宽度虽比禄丰的大
,

但其齿槽平面的倾斜度 3% ∋
1

∀ ;9 为 Χ “ 4 与禄丰的

3<# 2  为 ! Χ “

4 较接近
,

加上其不太显著的上横圆枕及较宽的频舌肌窝等性状
,

所以在

总的形态上它与禄丰腊玛古猿的较接近
。

雌性的大猩猩及猩猩的体外侧隆起都为单支
,

与禄丰腊玛古猿的不一样
。

雌性大猩猩及猩猩的齿弓为典型的
“ > ” 字形

,

与禄丰腊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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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的亚
“ . ” 字形完全不同

。

总之
,

禄丰腊玛古猿下颇的形态与现代大猿类中的雌性猩猩

较相似
,

特别是联合部前面及内面的形态
。

禄丰西瓦古猿下领与现代雄性大猿类的比较
,

同样显示出它与猩猩的较接近
。

雄性

大猩猩及黑猩猩的门齿倒伏
,

犬齿斜向外侧
,

联合部前面轮廓分别呈
“Β ς,

字形及倒梯形
,

与禄丰的差别甚大
。

而雄性猩猩的前部齿和联合部前面都较陡直
,

这两点与禄丰西瓦古

猿的相似
,

但猩猩的联合部前面轮廓呈庞大
、

浑圆的 “> ” 字形
,

其下部后缩较甚
。

在联合

部内面
,

虽然雄性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下横圆枕后缘在下领底缘平面之上
,

这与禄丰西瓦古

猿的相一致
,

但它们的其它方面的形态与禄丰西瓦古猿的相差太远
。

可是雄性猩猩的联

合部内面
,

虽齿槽平面比禄丰西瓦古猿的陡 3% ∋
1

 ∀ 的倾角为 ! 。

4
,

但上横圆枕很弱
,

额舌肌窝较宽
,

以及联合部中等厚度等性伏与禄丰西瓦古猿的较近似
。

然而猩猩的下横

圆枕的结构型式恰与禄 丰下领的不一样
,

即其下圆枕后缘与下领底缘处于同一平面
。

三

种雄性大猿的体外侧隆起也都是单支
,

与禄丰西瓦古猿的完全不一样
。

三种雄性大猿的

齿弓虽各有特点
,

但都属
“ > 刀

字形
,

与禄丰的相差较大
。

大猩猩的齿弓较长
,

黑猩猩的较

宽
。

雄性猩猩的颊齿列有内收现象3即 Δ
Η

处最甚
,

至 Δ
,

处又略张开 4
,

这一点恰与巴基

斯坦西瓦古猿的较相似
。

雄性大猩猩及猩猩的下领支垂直于体的特点与禄丰西瓦古猿的

很相似
,

但整个支与体的深度比例上
,

雄性大猩猩的与禄丰西瓦古猿的差别较大
,

而雄性

猩猩的与禄丰西瓦古猿的较接近
。

雄性黑猩猩的下领与禄丰标本的差别很大
,

如总的尺

寸很小 5它的支不垂直于体
,

而以 Χ 。

3% /
1

Χ ∀ 4 角度斜交 5颊肌沟也很窄
。

上述比较同

样说明
,

禄丰西瓦古猿下颇与现代大猿类中的雄性猩猩较相似
。

三
、

牙 齿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牙齿的基太特征我们在以前的文章 3吴 汝 康 等
,

 2 4 中

已作过系统描述
,

因此这里不再细述
。

在本文 中
,

我们想着重 于形态比较和分析
,

并进
]

步讨论这两类古猿之间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
。

1

禄丰两类古猿之间的比较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牙齿形态上是相当一致的
,

但也存在一些区别
。

它们之

间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
6 上内侧门齿齿冠的唇舌径特别大

,

长宽指数几乎都在  Χ 以上
,

齿冠舌面有舌结节
,

并向舌凹延伸出二个 3偶为一个4指状突 5 上外侧门齿特别小
,

它与内

侧门齿之间在齿冠大小上相差十分悬殊
,

几乎只有后者的一半 5 上第三前臼齿前尖高大
,

原尖低小
,

近中颊侧角向前突出
,

颊面下部有明显的前齿带 5 上前臼 齿的咬合面有相对连

接的两条横脊 5上臼齿的咬合面都有四个齿尖3前尖
、

后尖
、

原尖和次尖 4
,

二条脊3横脊和

斜脊4和三个凹3前凹
、

三角座凹和后凹 4
,

厚的釉质
,

复杂的皱纹 5 三个上臼齿齿冠的大小

关系为 Δ
,

⎯ Δ
,

⎯ Δ
‘5 下门齿齿冠舌面都有

“ . 刀
字形的缘脊 5 下内侧门齿齿冠切缘 水

平
,

而下外侧门齿切缘的远中段 向下倾斜 5下 臼齿齿冠都有五个齿尖 3下后尖
、

下内尖
、

下

原尖
、

下次尖和下次小尖4
,

排列成 Α 一乡型
,

二脊3横脊和斜脊 4
,

三凹3前 凹
、

跟座凹和后

凹4
,

咬合面的釉质厚
,

皱纹复杂 5 下臼齿齿冠的大小关系为 Δ
Η

⎯ Δ
,

⎯ Δ
6 5 下第三臼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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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出现下后附尖和第六齿尖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牙齿的区别主要反映在
6
腊玛古猿的犬齿很小

,

齿尖低而

不大锐利
,

齿根细弱 5下第三前臼齿都是双尖型的
,

即在下原尖的内侧 已出现一个较小的

下后尖
,

两尖之间隔有一条明显的垂直沟 5 下第四前臼齿齿冠后内角一般都不大突出
。

西

瓦古猿的犬齿高大
,

齿尖锐利
,

齿根粗壮 5下第三前臼齿通常是单尖的
,

偶尔出现双尖型
,

但是这种单尖型与一般的单尖型不同
,

因为它在主脊的中部已发育出一个轻度膨胀的小

突起 5下第四前臼齿齿冠的后内角通常都是很突出的
。

在牙齿尺寸上
,

腊玛古猿较 小
,

西瓦古猿较大
,

但都有少量的交叉
,

只有犬齿是例外
。

从上述的形态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牙齿的主要区

别在于犬齿和前臼齿
,

以及尺寸的大小
。

而其他牙齿的形态基本相同
。

大家知道
,

在现

代猿类中
,

犬齿的两性差异是最明显的
。

因此
,

如果禄丰标本属于两个类型的话
,

那末其

中的每一个类型应该都有两种形态的犬 齿
。

但事实上在禄丰犬齿标本中只能区别出两神

形态
,

不能划分出四 种形态
,

也就是说
,

腊玛古猿的犬齿是一种形态
,

西瓦古猿的犬齿也又

仅是一种形态
,

而且前者表现为雌性的形态
,

后者表现为雄性的形态
。

所以两者只能被看

作为同一类型
,

即同一个种的雌
、

雄个体
。

而它们之间的一系列相似性也就成为同一个冲

的共同特征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属于同一类型的雌
、

雄个体
,

这从牙齿的测量统计分析也可

以得到证明
。

图 和图 ∀ 分别为禄丰腊玛占猿和西瓦古猿的上牙和下牙齿冠长宽指数由

线的比较
。

这些曲线是根据我们对大量单个牙齿的测量统计而作出的
。

从这两个 图中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长宽指数曲线在数值上非常接近
,

在图形上

, /

‘井,
=∃ ]

α
1

扮
α

一一节尸一洲二
一

一节Λ 一一哺不一一飞前一一下亩

图 禄丰腊玛古猿 3Μ 4 和西 瓦古猿 3Γ4 上牙齿冠长宽指数

(∃ − 8 比
一

Υ Λ ∃

Ι?
6 Ν Φ− ? / ≅ / Ξ 7Ν / + 6 / = − 5 / Ξ > Σ Σ∃ Λ 7 ∃“7Ν / Ξ 尺Ι 。 ‘夕Φ7人∃ ∃ 6“ 3Μ 4

Ι

−?
。。户, 7汤∃

、 3,4 ΞΛ / Τ ( >Ξ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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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Η + , < 浮

<1 Δ , Δ 之 Δ ,

图 ∀ 禄丰腊玛古猿 3Μ 4 和西瓦古猿 3Γ4 下牙齿冠长宽指数
( ∃ − 8 7Ν 一ΥΛ ∃ Ι ? 7Ν Φ− ? ∃ ≅ /

Ξ 7Ν ∃ Ο Λ / = − Γ / Ξ ∗/ = ∃ Λ 7∃ ∃ 7Ν / Ξ Μ Ι 二 , 户Φ7人∃ Ο 6 ‘6

3Μ 4
Ι / ?

6 ,

Ι <
Λ 7石。∃ Λ ‘6

3Γ4 ΞΛ /
Τ ( > Ξ

∃ − 8

是相 当一致的
。

这种性质说明它们应属于同一个种
,

而不能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

曲线在

犬齿和下第三前臼齿部位显示出的差别是与形态上的不同相 符合的
,

这也恰好反映出同

一个种的两性差别
。

∀
1

与同时代其他古猿的比较

从云南开远小龙潭煤矿发现的古猿牙齿化石3昊汝康
,  9 、  2 4在尺寸上可分为

两个类型
。

小的在 形态上相似于腊玛古猿
,

但齿冠偏低
,

尺寸偏小
,

下第四前臼齿的跟座

较伸长
。

大的相似于西瓦古猿
,

尺寸也偏小
,

下第三前臼齿单尖
,

跟座凹狭窄
,

下第四前臼

齿的跟座凹很小
,

后内角不突出
。

这些性质表明开远标本要比禄丰标本原始一些
,

它们可

以被看作为两个不同的种
。

值得注意的是
,

 2 年吴汝康在报告 中认为
,

开远的大小不

同的两类标本是同一个种的雌雄个体
,

这种看法可以为禄丰古猿的分类作借鉴
。

印度的腊玛古猿化石以 Α <Δ : 9   上领骨 3(∃ = ΦΓ
,

 : 斗
,

 : 9 4 为例
,

在牙齿形态

上与禄丰腊玛古猿基本相似
,

但印度标本的齿冠偏低
,

尺寸偏小
。

同样
,

印度的 Π 一 β2 和

Π 一  两块下领骨 的臼齿也是齿冠偏低
,

尺寸偏小
,

而且有明显的颊侧齿带
。

可见
,

它们

比禄丰标本要原始一些
,

而与开远标本相接近
。

巴基斯坦的 ) ,Σ 斗! ∀ ∀ 腊玛古猿旁遮普种下领骨 3Σ Φ0Υ∃
Ι Τ

, ∃ 7 Ι 0
1 ,

 9 9
,

 2Χ 4 的门

齿是特别窄小的
,

再加上它的齿 弓张开角度特别大
,

表明它与禄丰标本很不相同
,

它们代

表两个不同的类型
。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西瓦古猿化石目前被归纳为一个种
,

即西瓦古猿印度种
。

它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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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齿与禄丰标本有较大的差别
,

例如
,

巴基斯坦的 ) Γ< Χ Χ Χ 颅骨的内侧门齿
,

齿冠的近

中远中径远大于唇舌径
,

内侧门齿与外侧门齿之间的大小差距比禄丰标本的更大
。

在未磨

损的内侧门齿上可以看到舌面没有舌结节和指状突
,

而代之以许多细的釉质皱纹
。

下第

三前臼齿是单尖的
。

由此可见
,

西瓦古猿印度种的牙齿与禄丰西瓦古猿标本也是有所不

同的
,

它们不能属于同一个类型
。

从土耳其中中新世地层里发现的古猿牙齿曾被安德鲁斯和托平 3# −? Λ∃ =Γ
Ι
−? & /Υ Φ

]

∃−
,

 99 4订为两个类型
6
腊玛古猿威克种 3ΜΙ 。 。

沙乃。。 。‘改南4 和西瓦古猿达尔文种

3ΓΦ 。沙触。
, ?Ι

Λ

诚爪 4
。

它们的臼齿具有发达的齿带
,

显然比禄丰标本要原始一些
。

从土耳其晚中新世地层中发现的腊玛古猿下领骨和西瓦古猿颅骨分别保存有下颊齿

和全部上齿
。

下颇骨的下第三前臼齿的齿冠是低而伸长的
,

下第四前臼齿的齿冠后内角

很突出
,

下臼齿都有颊侧齿带
。

这些特征都 与禄丰腊玛古猿的很不相同
。

土耳其的西瓦

古猿颅骨的上犬齿不太高大
,

上前臼齿是很狭小的
,

这与禄丰西瓦古猿的也不相同
。

这种

不同看来是与颅骨和下领骨的区别相适应 的
。

表明这两个地区的标本不可能属于同一个

类型
。

肯尼亚的腊玛古猿威克种的上
、

下领骨具有很小的上犬齿
,

齿冠是低的
,

下第三前臼

齿有发达的齿带
,

下第四前臼齿跟座向后内角突出
。

这些特点表明
,

肯尼亚的标本与土耳

其的腊玛古猿很相似
,

而与禄丰标本不一样
。

匈牙利晚中新世的鲁道古猿和包德瓦古猿分别可与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相比较
。

鲁

道古猿的上内侧门齿的齿冠舌面基部增厚和有许多上下行的皱纹
1

下第三前臼齿齿冠呈

扇形
,

单尖
。

这些特征显然不同于禄丰腊玛古猿
。

包德瓦古猿的下臼齿有颊侧齿带
,

这在

禄丰西瓦古猿标本 中是缺乏的
。

由此可见
,

匈牙利标本要比禄丰的原始
。

希腊的乌朗诺古猿是晚 中新世古猿化石中最大的一种
。

它们在形态和尺寸上都与禄

丰标本有显著的差别
。

但是乌朗诺古猿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两性差异
,

可以启示我们来

理解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两性差异
,

进而去探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腊玛古

猿和西瓦古猿之间可能存在的同种二形关系
。

:
1

与南方古猿的比较

南方古猿阿法种的牙齿 3ς曲Ι− Γ/ − Ι

−? = ΝΦ 7∃
,

 9 4 在形态上保留着晚中新世古猿

的许多原始性质
。

例如
,

上内侧门齿齿冠的舌面有明显的舌结节和指状突 5 上外侧门齿很

小
,

它与上内侧门齿在大小上相差很悬殊 5 上前臼齿和臼齿在基本形态上都与禄丰标本接

近
。

同样
,

在下领齿的形态上也有一些特征与禄丰标本相似
,

如下门齿的形态
,

下第四前

臼齿的后 内角不大突出
,

下第三臼齿也有下后附尖和第六齿尖
,

下第一臼齿比后两个臼齿

小得多
。

这些相似性反映出禄丰古猿与南方古猿阿法种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

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牙齿 3Μ
/ ΥΦ −Γ / −

,

 ! 4 比阿法种具有更多的进步性质
。

犬齿 进

一步缩小 5下第三前臼齿已完全是双尖型的
,

跟座凹变得宽圆
,

齿冠轮廓接近下第四前臼

齿
,

表明这个牙齿已进一步臼齿化 5 下第四前臼齿齿冠的后内角不突出 5 臼齿的脊纹较简

单和粗钝
,

齿冠变高
,

咬合面釉质增厚 5 下第三臼齿还保 留着下后附尖和第六齿尖
。

这

些特征与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以及南方古猿阿法种的有关特征相比较
,

反映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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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过程中形态特征的继承和变化
,

从而体现了禄丰标本与南方古猿之 0司可能存在着

一定的亲缘关系
。

南方古猿粗壮种的牙齿 3Ω
Λ / / Τ

Ι − ? Μ /Υ Φ− Γ/ − ,

 ∀ 4 是十分特化的
。

它的前部齿

变得特别小
,

两颊齿又发展成巨齿型
。

这是它们适应草原生活的结果
,

是后期的获得性特

征
,

因此与生活在森林一草地间隔环境的晚中新世古猿在牙齿特征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别
。

;
1

与现代大猿类的比较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牙齿与亚洲现代猩猩的牙齿相比是很有意义的
。

首先
,

在尺寸方面
,

腊玛古猿的与雌性猩猩的相 当
,

西瓦古猿的也与雄性猩猩的相接近
。

尤其是

最能反映出性别差异的犬齿
,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和大小都分别接近于猩猩的雌
、

雄犬齿
。

这使我们相信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实际上是同一个种的雌雄个 体
,

而并非

两个不同的类型
。

其次
,

从形态来看
,

虽然禄手标本与猩猩牙齿有不少相似性质
,

例如
,

它们都有厚的釉

质
,

复杂的皱纹
,

臼齿齿冠和齿尖都是中 等高度
,

没有齿带
。

但是禄丰腊玛古猿的下第三

前臼齿都为双尖型
,

西瓦古猿的下第三前 臼齿也偶有双尖型3通常为主脊上出现一个小突

起 4
,

这种性质反映出它们向人方 向发展的趋势
,

因此
,

它们与下第三前臼齿为单尖型的猩

猩似乎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
。

相反
,

我们从巴基斯坦发现的 ) ,< Χ Χ Χ 头骨的下领骨上

可以看出
,

它的下第三前臼齿完全是单尖的
,

齿冠轮廓呈扇形
,

因而它在形态上要比禄丰

标本更相似于猩猩
。

这种性质与颅骨和下领骨的形态比较联系起来
,

使我们相信巴基斯

坦的标本更有可能是亚洲猩猩的祖先
。

而禄丰标本与猩猩牙 齿的一些相似性可被认为是

它们所保 留的原始性状
。

猩猩牙齿所以能保留较多的原始性状
,

很可能是由于它们一直

没有离开过亚洲的森林环境
,

它们的摄食方式和食性没有太大地不同于它们的祖先
。

相对地说
,

非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 的牙齿 在形态上与禄丰标本的差别较大
。

非洲大

猿类的牙齿釉质较薄
。

大猩猩有高而锐利的齿尖
,

发达的齿带
。

黑猩猩的齿冠和齿尖较

低
,

臼齿的主脊不大发达
,

而细的皱纹相 当复杂
,

也有齿带
。

如果根据颅骨特征非洲大猿

类与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存在着亲缘关系的话
,

那末
,

非洲猿类牙齿不同于禄丰标本

的一些特征可能都是后来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而产生的获得性特征
。

四
、

肢 骨

禄丰古猿的肢骨化石至今才发现四件
,

韶是上肢骨
,

包括左侧的肩胖骨和锁骨的残块

各一件以及两节较完整的指骨
。

肩胖骨和锁骨埋藏时粘连一起
,

很可能为同一个体
,

经鉴

定为西瓦古猿的
。

两节指骨为腊玛 古猿的
。

它们的形态与比较分述如下
。

3一4 肩 月甲 骨

肩脚骨标本 3Α Β 9 ! 一 4 保存的主要部分是肩峰
、

缘突和关节孟
。

但肩峰端缺失
,

汉

根部保存
。

嚎突前部也断失
,

但根部基本完好
。

标本由于埋藏时受到来自腹侧的地层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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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将散失在肩脚骨腹侧的一段左侧锁骨压向肩脚骨肋面
,

使关节盂前上部及其毗连的缘

突根部向后上方错动
,

从而扩大了缘突与关节盂的相对距离
。

但关节盂的基本形态仍可

辨认
。

标本的其他薄的骨板部
,

仅保留部分 冈上窝
。

肩肿冈被压碎
、

倾倒于冈上窝
,

肩脾

冈上缘大部缺失
,

但它的走向尚明确
。

肩脾切迹完好保存
,

冈上窝的内上部缺失
。

冈下

窝几全缺损
,

仅在肩肿冈根部和关节盂的颈部附近残存少许骨面
。

1

肩脚骨的性状

肩峰根部粗大
,

特别是肩肿冈的外侧根部的下侧面
,

近冈的外侧缘有两条较宽而光滑

的隆凸
。

由肩峰后背粗涩的骨面 3大部已断失 4向肩脾冈背脊过渡
,

越过相 当冈的外侧根

部后
,

很快尖灭成纤细的肩肿冈的背脊
,

直到脊柱缘
。

肩胖冈走向大致水平
。

由嚎突根的

断面看
,

嚎突相当粗厚
。

缘突上骨面
一

也相 当粗涩
,

其缘脊向肩脾骨上缘推进
,

迫近肩脚切

迹
。

粗涩的嚎突上骨面向缘突根背面延伸
,

可能相连于关节盂后上缘
。

关节盂为梨形浅

凹陷
。

盂上粗隆较尖
,

斜向前
、

侧方
。

盂下粗隆为骨面相当粗涩的倒三角形
,

面积较大
。

关节盂周缘中等圆钝
。

肩脾切迹很深而窄
,

切迹内侧缘向内上方延伸较陡
,

估计冈上窝面

积相当大
。

肩胖切迹底缘部较厚
。

冈上窝和冈下窝
,

分别在肩脾冈中部
,

近根处有一滋养

孔
/

∀
1

与南方古猿的比较

南方古猿中保存有肩脾骨的有 阿 法 种 3#
1

ΙΞ ΙΛ ∃− 后 4 的 # ( ∀ 2 2 一 − 和 非 洲 种 3#
1

Ι_, ΦΟ Ι 。“5
4 的 , & ,一 9 标本

。

它们的关节孟都为尖梨形的浅凹
,

与禄丰的相似
,

但都窄而

长
,

特别是 ,& ,一 9 为甚 3Δ
Ο ⊥ ∃

−Λ Κ
,

 2; 4
,

而禄丰的较它们宽阔
。

阿法种的关节盂周缘

较锐
,

不如禄丰的圆钝
。

南方古猿阿法种的盂上粗隆较小
,

并向上
、

侧方突出
,

向嚎突根部

过渡的表面有微弱的皱纹 3ς/Ν
/ −Γ /− ∃7 Ι0

1 ,

 2∀ 4
,

而不象禄丰的为光滑的关节面
。

禄

丰的盂下粗隆与阿法种的相似
,

都呈倒三角形
,

但禄丰的较为粗涩
。

两者腋缘的形态构造

较相似
,

都较薄
,

内侧大约一厘米处的肋面都有一显著突出的
、

宽阔的隆凸
,

隆凸与腋缘间

有一宽沟
。

阿法种腋缘的外沿
,

偏肋面处有一细脊 5 禄丰标本似无此细脊
,

腋缘较厚
。

总

之
,

两者关节盂下缘和腋缘周围的结构颇为相似
。

阿法种肩胖骨的坚实部分的绝大部缺

失
,

但从残存的根部断面看
,

其嚎突及肩脾冈的根部都较薄弱
,

肩肿切迹底缘似也很薄
,

而

禄丰标本的这些部分都较为厚实
。

:
1

与现代大猿类的比较

304 肩峰和肩肿冈
6 从禄丰标本肩峰断面看

,

其根部的上下径大于背腹径
,

很厚实
,

横断面略带三角形
。

猩猩肩峰的根部 3% ∋
1

: : ∀ 4与它大致相似
,

但其肩胖冈的外侧根 比

禄丰的薄
。

非洲大猿类的肩峰断面基本前后扁平
。

禄丰标本的肩肿冈背脊粗涩
,

脊的外

侧段可能比内侧段细薄
。

猩猩的整个背脊为较宽的粗涩骨脊
,

骨脊中段的粗细均匀
,

内
、

外

段渐宽
。

非洲猿的此脊都较光滑
、

细薄
。

3∀ 4 嚎突
6 禄丰标本嚎突体的大部缺失

,

体前面向根部转折处形态浑圆
,

粗涩的骨面

通过咏突根
,

相连于关节盂的后上缘
。

这些性状与猩 猩 3% ∋
1

: : ∀ 4 的非常相似
,

猩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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嚎突尖端部略带钩状
,

有怀抱关节盂之势
。

从禄丰的缘突根酷似猩猩的情况推测
,

其嚎突

与关节盂的位置关系可能也类似猩猩的
。

非洲大猿的嚎突体前后扁平
,

体前面较平坦3骨

表面仍粗涩4
。

嚎突根垂直嚎突体平面
,

嚎突体前面与关节盂之间没有粗涩骨面相连
。

嚎

突根紧收成颈
。

嚎突体纵轴相切于关节 孟的前上缘
。

所 以
,

非洲大猿类的嚎突体和根的

形态以及它们与关节盂的位置关系等方面与禄丰的差别太大
。

3: 4 关节盂
6 禄丰标本的关节盂形状与猩猩的相似

,

都为尖梨形的浅凹
。

但关节孟

的周缘
,

猩猩的比禄丰的钝
。

大猩猩的关节盂形态
,

有的显得较宽 3% ∋
1

: 2 4
,

有的显得

尖长 3% ∋
1

:  4
,

周缘较尖锐
。

黑猩猩的关节盂也为尖梨形
,

周缘 的圆钝度与禄丰的相

近
。

非洲大猿关节盂的凹度比禄丰的深
。

非洲大猿类的盂下粗隆都强烈突出
,

呈
“

瘤状
”

3% ∋
1

: 2 和 % ∋
1

:: : 4
,

与禄丰大面积的粗涩骨面极不一样
。

3; 4 冈上窝
6 禄丰肩脾骨的肩脾切迹较深

,

结合冈上窝上缘的方向
,

推测它的冈上

窝面积较大
。

猩猩的肩押切迹不显
,

它的冈上窝上缘平缓
。

黑猩猩 3% ∋
1

: : : 4的与上 述

猩猩的相似
。

大猩猩的肩脚切迹情况变化不定
,

% ∋
1

:  的与禄丰标本很相似
。

而 % ∋1

: 2 的切迹不显
,

但上缘近脊柱缘处骤然上斜
。

总的来看
,

禄丰西瓦古猿的肩脾骨与南方古猿阿法种的肩脚骨在嚎突根和盂上粗隆

部以及孟下粗隆和腋缘部的形态结构很相似
,

只是嚎突根
、

关节孟周缘和腋缘较粗厚
。

禄

丰肩肿骨与雄性猩猩肩脚骨的上述部位特征也大致相似
。

3二 4 锁 骨

锁骨段 Α Β 9 ! 一 ∀ 与上述禄丰西瓦古猿肩脚骨同属一个体
,

也为左侧
。

此标本的肩

峰端关节面断失
,

嚎粗隆内侧约 ∀ 厘米处发生断裂
,

裂面内侧的锁骨 体也缺失
,

仅存留锁

骨体的外三分之一 份
。

1

锁骨的性状

从肩峰端断面看
,

其前后径不长
,

显得较粗壮
,

前面圆钝
,

往后渐渐变薄
。

由肩峰端断

面向内 : 厘米处的后缘
,

为范围较小的嚎粗隆
,

呈瘤状凸起
。

由此向肩峰端延伸出细而平

行于后缘的骨脊
,

骨脊两边的骨面均 很粗涩
。

其前方另有一细骨脊平行于它
,

两者之间为

咏粗隆前凹
,

凹不深
。

肩峰瑞的前下角向内侧发出一条圆钝的棱
,

渐渐靠向骨干中轴
,

达

倒三角形的内侧断面
。

骨干的大致形状为三梭柱形
。

整个骨干
,

特别在咏粗隆内侧段更

显粗厚
,

中央隆起
,

前后缘互相平行
,

其宽度明显比外侧段的大
。

如平放肩峰端的上骨面
,

伴随上骨面的内延
,

它同时发生向后扭曲
。

在锁骨体前缘
,

始于相当嚎粗隆位置
,

有一条

向内延伸的粗厚而锐的骨脊
,

它的锐利部构成锁骨前凹区上表面的前缘
。

从骨脊所处的

解剖位置判断
,

当为三角肌所附
,

所以可称其为三角肌脊
。

∀
1

与现代大猿类的比较

禄丰标本与猩猩标本 3% ∋
1

; ∀ 4相比
,

它们肩峰端的横断面形态都为前面圆钝
、

往

后变薄的形态
。

但禄丰标本的厚度明显比猩猩的大
,

它前
、

后
、

下缘比猩猩的圆钝
。

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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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内侧段的横断面都为三角形
,

骨干径同样是禄丰的较粗
。

两者的骨干上面都较光滑
,

都

淆方向一致的扭曲趋向
,

但禄丰标本的上面宽度比猩猩的大
。

除上述相同点外
,

它们还有若干相异点
。

禄丰标本三角肌脊的起始点相 当嚎粗隆正

前方的骨干前缘
,

骨脊非常粗涩而锐利
,

长度较大
。

猩猩三角肌脊的起始点比禄丰的靠

内
,

脊的厚度
、

长度和粗壮度都低于禄丰标本
。

嚎粗隆的形态
,

两者差别也甚大
6 禄丰的

隆凸范围小而圆隆 5 猩猩隆凸的分布范围较大
,

呈扁平状
,

隆凸体明显突向后方
。

由此也

形成肩峰端的
“细腰 ”形态

。

骨干下面的嚎粗隆前凹也有较大的差别
6
禄丰的凹陷区由两

平行线作界
,

较偏外侧
,

凹底较浅和粗涩 5 猩猩的凹陷区没有明显界线
,

较偏 内侧
,

凹底较

深和光滑
。

与非洲大猿类的锁骨相比
,

非洲标本3大猩猩 % ∋
1

:  
,

黑猩猩 % ∋
1

: : : 4的形态 与

禄丰的差别甚大
。

非洲锁骨的外侧端都较扁平
。

它们不存在三角肌脊的结构
。

此外
,

缘

粗隆都不突出于骨干后缘
,

故肩峰端的前后缘都很光滑
,

整个肩峰端均匀地弯向前侧方
,

不存在
“

细腰”形态
。

大猩猩的嚎粗隆为光滑的骨脊
,

紧靠肩峰关节面
,

沿后缘向下着生
,

其前方为大面积的
,

很深的咏粗隆前 凹
,

凹底崎岖不平
。

黑猩猩的嚎粗隆稍比大猩猩的靠

内
,

很微弱
,

仅以不长的光滑小骨脊依附于骨干后缘
。

黑猩猩的嚎粗隆前凹小而 中等深

度
,

临近肩峰关节面
。

非洲大猿的三角肌附着处和附着方式相似于人类
6 在扁平的肩峰

端内侧为锁骨的前凹区
,

该区的骨干上方横有高耸的光滑背脊
,

略偏后方
。

此处骨干背脊

的前下斜面
,

就是三角肌的附着面
。

大猩猩的斜面比黑猩猩的稍粗涩
。

总之
,

非洲大猿的

锁骨与禄丰的差别很大
。

综上所述
,

禄丰西瓦古猿的锁骨与现生大猿类中的猩猩的结构形态较接近
,

不论是肩

峰端断面和嚎粗隆的形态
,

还是骨干的面和棱的形态都很相似
。

但禄丰的锁骨总体上比

猩猩的粗壮
。

3三4 指 骨

指骨 <# Χ ! 和 <# Χ 9 的大小和形态大致相同
,

经鉴定它们可能属禄丰腊玛古哀

类的指骨
。

指骨 <# Χ 9 的底关节面为单一的凹面
,

远端为滑车
,

是近节3第一节 4指骨的形态
,

指骨 <# Χ ! 也是近节指骨
。

指骨 <# Χ 9 的骨干掌面的右侧有一纵向凸棱
,

几达整个

骨干
,

此结构在现代人指骨中也 可见到
,

但没有禄丰化石的明显
。

在现代人中
,

有时在左

手近中指节掌面的尺侧存在纵 向凸棱3右手的凸棱也在尺侧 4
。

由此判断
,

指骨 <# Χ 了

为左手的近节指骨
,

指骨 <# Χ ! 为右手的近节指骨
。

此外
,

参照现代猩猩 3% ∋
1

: : ∀ 4

不同指别的近节指骨的特征区别
,

指骨 <# Χ ! 是右手中指或第四指的近节指骨
,

指 骨

<# Χ 9 可能是左手食指的近节指骨
。

1

禄丰腊玛古猿近节指骨的特征

右侧中指或 第四指 <# Χ ! 的骨干纵轴掌侧弯曲较甚
,

骨干横向背面呈圆弧形
。

骨

干掌面尺侧凸棱的远中段明显
,

近中段不显
,

但从近中断面看
,

尺侧明显比挠侧高
。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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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面中部的尺
、

挠侧各有发育的屈肌健鞘脊
,

尺侧的较靠远中
,

挠侧的较靠近中
。

从掌面

看
,

滑车关节面的挠侧缘有少许骨面超越滑车关节面的近中缘界线
。

左侧食指 <# Χ 9 的骨干形态大致与中指 和第四指的相似
, ‘

准骨干横向背面呈尖 圆

的弧形 5 掌面尺侧凸棱的近 中段略比 <# Χ ! 的隆凸 5 骨干中部的屈肌健鞘脊稍比中指

和第四指的发育 5 以及骨干各部稍比中指和第四指的细
,

特别是骨干底关节面向两侧张

开
,

加上发育的屈肌胜鞘脊
,

使得靠近骨干头和底处的干径呈现细腰状
。

骨干长度也比中

指和第四指的短
。

底关节面挠侧的 ∴ : 缺失
,

整个关节面可能呈尖椭圆形的凹 月面
。

骨

干底的掌面有两光滑的结节
,

尺侧骨面非常粗涩
。

∀
,

与南方古猿的比较

禄丰的指骨与南方古猿阿法种 3# ( ∀ 22
一

4 的同类指骨相 比
,

两者骨干纵向弯 曲度

相似
,

横向背侧骨面都呈圆弧状
,

但禄丰指骨近中段的背掌径大于横径
,

阿法种的正相

反
。

禄丰指骨掌面有纵向尺侧凸棱 5 而阿法种指骨没有
,

掌面光滑
。

两种指骨掌面的中

部都有屈肌腿鞘脊
,

禄丰的较粗
、

长且侧突 5 阿法种指骨的弱
、

短而不侧突
,

并且两侧的

屈肌健鞘脊分别向远 中和近中延伸出细线状骨脊
,

使骨干掌面的两侧缘棱角分明
。

禄丰

指骨 3<# Χ 9 4的底较阿法种的侧突
。

禄丰指骨3特别是 <# Χ 9 4 由于上述两特征
,

骨

干近中和远中端出现
“

细腰”区 5而阿法种指骨的骨干两侧较直
。

骨干底关节面形态
,

禄丰

<# Χ 9 的为尖椭圆形的凹月面
,

关节面中间比两边下凹较甚 5 而阿法种的底关节面呈方

圆形
,

中间为浅凹
,

凹面略有高低不平
。

两者滑车关节面背
、

掌侧的界线位置一样
。

它们

骨干底的掌面都有两结节
,

禄丰的比阿法种的发育
,

且结节间距较小 5 阿法种的结节不太

发育
,

结节间距较大
。

禄丰指骨掌面滑车关节面的挠侧缘有少许延伸面超越关节面的近

中缘 界线 5而阿法种没有这特点
。

:
1

与现代大猿类的比较

禄丰指骨与大猩猩的相比
,

在大小和形态上差别甚大
,

后者指骨的骨千异常宽
,

骨干

纵向较直
。

禄丰标本与黑猩猩相比
,

同样差别较大
。

黑猩猩指骨的纵向以非常弯曲为特

点
,

其屈肌健鞘脊非常发达
,

以致骨干前部有很深凹的掌面
。

禄丰指骨与猩猩的相比
,

两

者骨干纵向弯曲度相似
。

背面横向都为圆弧形
。

骨干掌面的纵向凸棱
,

禄丰的较弱
、

偏尺

侧 5而猩猩的较强壮
,

凸棱几充满整个掌面
。

猩猩指骨的屈肌健鞘脊也相当粗厚
,

位置与

禄丰的相同
。

猩猩指骨的滑车关节面较大
,

其在背
、

掌两面的分布界线
,

比禄丰的更处近中

位
,

其掌面滑车关节面没有挠侧延伸面的特征
。

猩猩指骨底的侧突不大
,

其关节面为中等

深度的圆形凹面
,

其掌面的两结节也较发育
,

但结节间距较禄丰的大
。

综上所述
,

禄丰古猿的上肢骨与其他部位的化石一样
,

与现代猩猩有不少相似性
。

现

代猩猩被认为是非常特化的树栖猿类
。

猩猩指骨的一些脊
、

凸和结节比禄丰的发达
,

表明

猩猩指骨的强度比禄丰的高
,

更适应攀荡活动
。

猩猩指底的中等深度的圆形关节面表明

其掌指关节的活动度比禄丰的大
。

总之
,

猩猩手指活动度比禄丰的大
。

禄丰指骨凹月形

的底关节面及背掌侧滑车关节面小的性质充分表明其倾向于
“

屈指 ”的活动范围
。

这种伸

屈性上的局限性
,

也被与禄丰古猿同时代的巴基斯坦古猿的指骨所证实
。

巴基斯坦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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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伸屈范围与现代猿类相比
,

更倾向于屈指位置 3<Φ0 Υ∃ Ι Τ ∃7 Ι0
1 ,

 2 Χ 4
。

所以在禄丰指

骨与猩猩的比较中可看出
6 禄丰古猿上肢骨的活动方式接近现代猩猩

,

但活动度不如猩

猩的大
,

无疑是一种不特化的树栖性古猿
。

禄丰西瓦古猿的肩脾骨与南方古猿阿法种的颇为相似
。

阿法种肩肿骨被认为是适应

于上举上肢的动作
,

就象攀爬的行为 3Γ7
∃Τ χ Γ>

ΓΤ 6 − ,

 2 : 4
。

既然阿法种肩肿骨的主要

功能是攀爬行为
,

那么禄丰肩脾骨的形态大致也能适应于攀爬的行为
。

禄丰腊玛古猿近

节指骨的弯 曲度与阿法种的很相似
。

阿法种近节指骨明显弯曲
,

表明它具有对悬挂
一

爬

行活动的适应
,

这种活动需要有强有力的执握能力 3,7 ∃Λ − χ Γ>Γ
7

00Ι
− ,

 2: 4
。

如果阿 法

种的肩脾骨和指骨统一具有悬挂
一

攀爬的功能
,

则禄丰古猿的上肢骨基本上也应 具有 悬

挂
一

攀爬的功能
。

禄丰上肢骨的粗壮不仅有性别 3禄丰的肩胖骨和锁骨为西瓦古猿雄性标本4 的因素
,

而且是原始性的表现
。

如禄丰锁骨的三角肌脊非常粗糙和锐利
。

它与非洲大猿相比
,

两

者附着三角肌的方式截然不同
,

非洲大猿的三角肌是附着在较大的粗涩骨面上
,

与人类的

相似
,

提高了三 角肌的机能
,

是一种进步的性状
。

另一方面
,

禄丰上肢骨又具有与南方古

猿相似的性状
,

如它们肩肿骨的关节孟都为尖梨形的浅凹 5嚎突根一孟上粗隆区和盂下粗

隆一腋缘区的形态很相似 5 近节指骨的弯曲度和滑车的形态也很相似
。

禄丰古猿的这些

南方古猿性状可能属于
“一般化”的性 质

,

它们提供了演变成南方古猿那样上肢骨的可能

性
。

五
、

讨 论

根据前四部分的形态描述和比较
,

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

猿之间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
,

并且附带讨论一下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这两类古猿的关系

和系统地位
,

以及人
、

猿分歧的时间和地点
。

近些年来
,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各国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之

一
,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牵涉到腊玛古猿是不是人类的祖先和腊玛古猿这个学名在

分类学上的意义
。

关于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关系
,

我们在颅骨
、

下领骨和牙齿三部分中作了

详细的形态比较分析
,

得 出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是同一个种的雌雄个体
,

是性的同神

二形
。

这一认识是随着禄丰古猿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逐步深人而形成的
,

也与世

界其他地区发现更多的同类古猿有关系
。

既然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是同一个种的雌雄关系
,

那末它们的命名就得作适当

的调整
。

根据国际命名法
,

因为西瓦古猿 3
, Ι
神 Ν∃ Ο> 6 <屹ΛΦ Τ

,

 Χ 4 的订名早于腊 玛

古猿 3Μ
Ι Τ Ι

户Ν∃ Ο> ,
(∃ = ΦΓ

,

 :; 4
,

所以腊玛古猿应该归属西瓦古猿 5 又 因为 禄 丰 种 名

30
> Ξ

∃ , 8 ∃ −后
,

 9 2 4 早于云南种名 3夕
> , , Ι − / −访

,

 9  4
,

所以种名应采用禄丰种
。

据 此
,

禄丰的古猿标本的命名应订正为禄丰西瓦古猿 3,Φ
/ Ι户动∃ Ο > , 0> _

∃ − 8 。。 , Φ‘4
。

别的地区发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 根据前面的 形 态 比

较
,

我们认为它们也同样是同种二形的性别差异而已
。

事实上
,

每一地区发现的腊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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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和西瓦古猿标本
,

迄今为止都没能在形态上被明确地从其中一个类型中区分出雌的和

雄的两个性别来
。

当然
,

把这两类古猿看作为同一个种的雌
、

雄个体
,

在尺寸上差别是

很大的
。

但是如果与已被大家认可的同时代的乌朗诺古猿所显示出来的巨大的两性差别

3Ω/ −ΦΓ Ι− ? Δ∃0∃ −7 ΦΓ
,

 2 Χ 4 相比较
,

那末
,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差别就能被人们所

理解和接受
。

正如博尼斯 3Ω/ −Φ Γ ,

 2 : 4 在《中新世人猿超科类的种系关系和高等灵 长

类的分类》一文中在讨论腊玛古猿的种系和系统地位时所指出的
,

考虑到性的同种二形的

变异
,

把任何叫作西瓦古猿的标本解释为通常所说的腊玛古猿属的雄性是可能的
。

近些

年 来
,

安德鲁斯先后研究了肯尼亚和上耳其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材料
,

他明确地把腊玛

古猿归人西瓦古猿属 3#
− ? Λ ∃= Γ ,

一 ∀ 4
。

格林菲尔德 3)
Λ ∃ ∃

−Ξ Φ∃ 0?
,

 9  4 早就提出腊玛

古猿是与西瓦古猿相同的属
。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标本
,

过去被皮尔比

姆等 3<Φ0Υ ∃ Ι Τ
,

 !  5 ΓΦΛ− / −Γ Ι − ? <Φ0Υ ∃ Ι Τ
,

∀ ! 4 看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属
。

近年来
,

他

已逐步改变了看法
。  2 ∀ 年

,

他和他的合作者利普森 3(Φ 声 /− Ι− ? <Φ 0Υ∃
Ι Τ

,

 2 ∀ 4 把这

两类古猿看作为密切有关的两个属
。

后来
,

他又进一步认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彼此的

相似要比我们大多数人过去所想的大得多 5 的确
,

它们 可能代表同一个属
,

虽然不是一个

单一的种 3<Φ0 Υ∃
/ Τ

,

 2 : 4
。

我们根据禄丰标本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材料的对比
,

认为印度

和 巴基斯坦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也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
。

同样
,

匈牙利的鲁道

古猿和包德瓦古猿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

关于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系统地位
,

这更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
。

这个问题看来一时得不到统一的认识
,

因为它牵涉到很多方面 的问题
。

对于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系统地位
,

多年来我们进 行反复的琢磨
。

在本文中
,

通过前面几部分的形态比较可以看出
,

禄丰标本以其宽的眶间隔
、

方形的眼眶
、

厚实而很

后突的下横圆枕和带有向后上翘的底面
、

以及发达的二腹肌窝等特点区别于其他地区的

同时代古猿和亚洲猩猩
,

而与南方古猿类和非洲大猿相接近
。

此外
,

肩胖骨和指骨的形态

也表明禄丰标本与南方古猿阿法种相近似
。

因此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所组成的同

种二形的禄丰西瓦古猿 3,Φ “杯
7Ν。“ 6 0>Ξ 二 8胡衍4 种群很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 非 洲 大 猿

类方向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
。

而带有象猩猩那样的窄眶间隔
、

圆眼眶的巴基斯坦和土耳

其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种群则可能是向亚洲猩猩方向演化的一支
。

利 普森和皮尔比姆 3( Φ声 / − Ι − ? Σ Φ0Υ ∃ Ι Τ
,

 2 ∀ 4
,

沃德和皮尔比姆 3=
Ι Λ ? Ι − ? <Φ0Υ ∃ ]

Ι Τ
,

 2 : 4 对巴基斯坦的 ) Γ< Χ Χ 。西瓦古猿颅骨和其他材料的研究都认为它们的形态

是象猩猩的
,

腊玛古猿显然不是一个人科的成员
。

因此
,

在利普森和皮尔比姆所作的人猿

超科进化图中把腊玛古猿和西 瓦古猿放在向猩猩方向发展的支系上
,

而与向人和非洲大

猿类方向发展的主干相分歧
。

普罗伊斯 3<Λ ∃> ΓΓ
,

 2 ∀ 4在研究巴基斯坦的西瓦古猿 颅骨

后说
,

西瓦古猿印度种的猩猩状的许多特化性质表明它不可能是人类或非洲猿类的祖先
。

安德鲁斯 3#
− ?Λ ∃=

、 ,

 2 ∀ 4 在研究土耳其的材料后指出
,

腊玛古猿3等于西瓦古猿 4与 猩

猩的亲缘关系比与人
、

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关系更加密切
,

因而它不可能被看做是一个直接

的人类祖先
。

所以在他提出的现代的和化石的人猿超科关系图中把土耳其
、

印度和巴基

斯坦发现的西瓦古猿3包括腊玛古猿4分成三个种
6

1

Τ / ΙΦ
, 1

Φ−? ΦΟ> 5 和
1

<>− 0ΙΥ ΦΟ> , ,

与猩猩并列
,

同处一个进化分支上 5 而人
、

黑猩猩和大猩猩同处另一 个进化分支上
。



吴汝康等 6 禄丰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

腥猩 拜 洲找类 人类森本木吉减 长 臂坎

图 :

, > Τ
0− Ι Λ 丫 ∃ 0Ι ?

/ 8 Λ Ι 了−

人猿超科关系的简略分支图

。Ξ Ν /

Τ Φ−
,
Φ?

Λ 已0Ι 7Φ/ −Γ Ν ΦΣ ,
, 1

—
∀

,
ς<Φ7人

亡 Ο Ρ一了

0
6 一

Ξ
。。8 ∃ , , Φ‘5

1

—
6 ,Ι < ΦΡ人。。Λ一了 Φ/ ? ΦΟ Λ ‘Λ

与上述的观点不同
,

格林菲尔德 3)Λ ∃∃ −Ξ Φ∃0 ?
,

 2 Χ 4 根据表型和古生物证据提出晚分

歧假说
,

他把西瓦古猿看作为现代大猿类和人的最后共同祖先
。

令人感兴趣的是
,  2 :

年 ∀ 月卢因 3(
∃= Φ−

,

 2 : 4 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道
,  2 : 年夏天

,

利基 3(
∃ Ι ϑ ∃Κ4 和

沃克 3= Ι0 ϑ∃
Λ

4 在肯尼亚北部的布卢克发现了一块古猿下领骨的前部和一块连有一些面

骨的部分上领骨
。

沃克认为这两块标 本与巴基斯坦发现的西瓦古猿极为相似
。

它们的

地质年代为距今 9 Χ Χ 万年
。

沃克赞成它们是所有大猿类和人类的祖先的解释
。

我们知

道
,

巴基斯坦的西瓦古猿是很象猩猩的
,

既然布卢克标本极象巴基斯坦的西瓦古猿
,

这就

是说在 9 Χ Χ 万年前在非洲已出现了具有象猩猩那样特征的人和猿的共同祖先
。

在前面

的形态比较中
,

我们曾经指出
,

禄丰标本既具有一些接近于南方古猿的获得性特征
,

又保

留着一些从它们象猩猩那样的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原始性状
。

因此
,

在布卢克发现的具

有猩猩特征的古猿化石也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

还有一种代表性的看法可以用凯 3Θ ΙΚ
,

 2 ∀ 4 的观点作例子
。

他在一篇附带讨论腊

玛古猿亚科的系统地位的文章中概括地说
,

根据解剖学的证据
,

腊玛古猿类 3包括 Μ Ι , 。 ]

户Φ动∃Ο > 6 ,

ΓΦ , Ι

<Φ 动
。 Ο 。 , 和 ‘Φ/ Ι − Λ /

<Φ
,‘。Ο > ,

4 在分支系统学上是人科成员
。

上面所举例的是国外学者在当今有关人类起源问题争论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
。

当

然还有传统的观点
,

即把腊玛古猿看作是人类的最早祖先
,

西瓦古猿是现代大猿类的共同

祖先
,

以及分子人类学的观点
。

我们不想在此作过多的引述
。

总之
,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

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

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到的认识
,

认为腊玛古猿
一

西瓦古猿种群

从中新世时期由非洲向欧
、

亚大陆辐射扩散
,

后来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地理隔绝
,

各

地区的古猿形态发生了相当大的适应变化
。

这种变化导致了它们向不同的方向进化
。

因

此
,

把世界各地区发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类都看作为猩猩的祖先或 人类的祖先
,

都是



∀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不合适的
,

也是不符合化石所显示的形态证据的
。

关于人和猿的分歧时间和地点
,

在六十年代
,

因为承认腊玛古猿是人类的最早祖先
,

根据化石资料
,

肯尼亚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年代较早
,

为 ; Χ Χ 万年前
,

因此人们相信人和

猿的分歧时间至少在 , 。Χ 万年以前
,

地点在非洲
。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
,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

指出
,

在人和猿的进化系统上
,

亚洲猩猩是先分化出来的
,

时间大约在 Χ Χ Χ 万年前
,

而人

和非洲大猿类是在 朽 / 万年前分歧的
。

这与化石证据所表明的年代相差太大
。

根据我们前面所作的形态比较
,

在晚中新世亚洲地区已出现了窄眶间隔和圆眼眶的

土耳其
、

巴基斯坦的西瓦古猿类型与宽眶间隔和方眼眶的禄丰西瓦古猿类型
。

前者代表

向猩猩方向演化的一支
,

后者代表向人和非洲猿类方向发展的一支
。

因此它们之间的分

歧时间当然要早于晚甲新世
。

如果在肯尼亚北部布卢克发现的具有猩猩特征的古猿领骨

将来进一步被证明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
,

那末
,

根据这个颇骨的地质年代为 9 Χ Χ 万年前
,

因而人和非洲猿类与亚洲猩猩分歧的时间应该晚于 9 Χ Χ 万年
。

事实上
,

从中中新世的腊

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类的化石形态来看
,

它们的个体较小
,

臼齿齿带比较发达
,

形态特征的

分化没有晚中新世的标本显著
。

因此
,

我们认为人和非洲猿类与亚洲猩猩的分歧时间可

能是在距今 ∀ Χ 。一 Χ Χ 万年之间
,

分歧的地区可能是在亚洲
。

那末非洲猿类与人的分歧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 这个问题现在很难作 出肯 定 的 回

答
。

因为迄今为止
,

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很有说服力的古猿化石可以用来证明它是黑猩

猩或大猩猩的祖先
。

本文照片 由王哲夫拍摄
,

插图由陈结清绘
,

作者在此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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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Ι − ? ? ΦΒ ∃ Λ 8 ∃ / − 0Κ Γ0Φ8Ν 70Κ Ι 7 Σ /

决
Λ Φ/ Λ Σ Ι Λ7

·

& Ν ∃ </ ΙΦ 7Φ/ − / Ξ Τ ∃ −
切 为 Λ

二
∃− / Ξ Μ Ι Τ Ι< Φ7Ν ∃ ∃ ,‘ Ν Φ8Ν

∃ Λ ,

Ι7 Ν Ι0Ξ / Ξ 7Ν∃ ? ∃ Σ 7Ν Ι 7

< 5 , Ι − ? 7Ν Ι 7 / Ξ 心Ι <Ξ7Ν ∃ ∃ , ‘ 0/= ∃Λ
,

就 7Ν ∃ Φ− Ξ岔Φ/ Λ 7ΝΦΛ ? / Ξ 7Ν ∃ ? ∃<7Ν Υ∃ 7= ∃ ∃ Φ Φ < :

一< 5
1

:
。

& ∃∃ 7ϑ

∗− 8 ∃ − ∃ Λ Ι0
,

7Ν∃ 7∃∃7 Ν / Ξ ( > Ξ∃ − 8 ,
·

Ι <落7Ν∃ ∃ 6‘Γ
皿? Μ Ι 从 Ι <下7Ν∃ ∃ , ‘ Ι Λ ∃ Β ∃

ΛΚ
ΓΦΤ Φ0 Ι Λ 7/

∃ Ι ∃Ν / 7Ν∃ Λ Φ且 Τ / ΛΣ Ν / 0/野
∃≅ ∃ ∃<7 ∃ Ι − Φ− ∃ Γ Ι − ? Χ 从

·

∃ Λ 7Ν ΦΛ ? < Λ ∃ Τ / 0ΙΛΓ
1

⊥ / = ∃Β ∃Λ 7Ν ∃ 7∃ ∃士Ν

/ Ξ , Φ1 Ι夕Φ7Ν ∃ Ο , ‘ Ι Λ ∃ 0ΙΛ 8 ∃ Λ 7Ν Ι − 7Ν / 阳 / Ξ 刀Ι Λ0 6 Ι Σ Φ7人∃ ∃ 6‘
1

& Ν ∃ ΓΦΤ Φ0Ι Λ Φ7Φ∃ Γ / Ξ 7Ν ∃ 7∃∃ 7Ν Υ ∃ 7从
,

∃ ∃ − ( > Ξ∃ − 8 Γ ΦΒ Ι Σ 07几∃ ∃ ,亡 Ι − ? Μ Ι , , , Ι<Φ7Ν ∃ ∃ , ΞΓ Ι Λ ∃

Ι Γ Ξ/ 0(4 , 甲
1

& 0Ρ∃ 0Ι Υ Φ/ 0Φ−四
Ι 0 ? ΦΤ ∃ −Γ Φ/ − Γ / Ξ 7Ν ∃ ∃ Λ / 、5 − Γ / Ξ 7Ν∃ > Σ Σ ∃ Λ ∃ ∃−7 ΛΙ0 Φ− ∃ΦΓ / Λ Γ Ι Λ ∃ ∃ ≅ 7Λ ∃ Τ ∃

]

0矛门 Ι Λ 8 ∃ , Ι − ? 7Ν ∃ ΦΛ 0∃ − 8 7_0
一

Υ Λ ∃ Ι ? 7Ν Φ− ? Φ∃ ∃Γ Ι Ν 0Φ/ Γ7 ∃ ≅ ∃ ∃∃ ?  Χ
1

& Ν ∃Λ ∃ Ι < Λ / Τ Φ− ∃ ≅ Φ7 0Φ−
]

8 > Ι 0 7> Υ ∃ Λ ∃0∃ / − 7Ν ∃ ΥΙΓΙ 0 < /

毗
/ − / Ξ 70Φ∃ ∃ Λ /

=−
1

∗7 ∃ ≅ 7∃ − 由 7/ = Ι Λ ? 7Ν ∃ 0访8 > Ι 0 Ξ/

珊
Ι − ? ? ΦΒ Φ? ∃Γ Φ− 7/ 7=

/ 3/Ο ∃ Ι滋/ − Ι00 Κ / − ∃ 4 Ξ五08 ∃ Λ 一

0止∃ <Λ / _朗7Φ/ −Γ
1

& Ν∃ ∃ Λ /

=−
/ Ξ 7Ν ∃ > <<∃Λ

0Ι 7∃Λ Ι0 Φ− ∃ΦΓ / Λ <ΙΛ 7Φ∃>0 ΙΛ0 Κ 二
Ι00

,

Υ∃ Φ− 8 / − βΚ Λ / > 8 Ν 0Κ Ν Ι0 Ξ 7Ν ∃ Γ
诚

/ Ξ 7Ν ∃ ∃
∃− 7Λ Ι 0 Φ− ∃Φ

]

Γ /Λ
1

& Ν ∃ <缸朗 / − ∃ / Ξ 7Ν ∃ > <<∃ Λ 伍ΦΛ ? <Λ

∃Τ
/ 0Ι Λ ΝΦ 8Ν Ι− ? ΥΦ8

,

Υ >7 7Ν ∃ <Λ /

枷
/ − ∃ ΦΓ

0/ = Ι− ? ΓΤ Ι 0
1

& Ν∃ Τ 喊
/ Υ > ∃ ∃ Ι0 Ι − 8 0∃ / Ξ 7 Ν∃ ∃ Λ / Β『− Τ Ι

Λϑ
∃ ? 0Κ < Λ / _既7∃? Ξ/

Λ= 岔?
1

& Ν ∃ Λ ∃ Ι < Λ / − / > − / ∃? 介/− 7Ι 0 。恤四 二
/ − 7Ν ∃ 0/ = ∃Λ <Ι Λ 7 / Ξ 7Ν ∃ Υ> ∃/ Ι 0

Γ>Λ
ΞΙ / ∃

1

& Ν∃

> << ∃ Λ <Λ ∃Τ / 0ΙΛ Γ Ν ΙΒ ∃ 7= / 7Λ Ι 刀‘Β

∃ΛΓ
Ι 0 ∃ Λ

ΦΓ7
Γ / − 7Ν ∃ /Ο ∃ΝΦ ΓΙ 0 Γ−

Λ ΞΙ ∃ ∃ / Ξ 7Ν ∃ ∃ Λ /

孔
1

& Ν ∃

> Σ Σ ∃ Λ Τ / 0哪 ΝΙ Β ∃ Ξ/ > Λ ∃>Γ Σ Γ 3Σ ΙΛ Ι ∃ / − ∃ ,

Τ ∃7Ι ∃ / − ∃ ,

Σ Λ / 7Χ Χ Χ − ∃ Ι − ? Ν ΚΣ / ∃ / − ∃ 4
,

7= / ∃ Λ ΦΓ 7Γ

37Λ Ι − , ∃ Λ ΓΙ0 ∃ Λ ΦΓ 7 Ι − ? / Υ 0Φφ > ∃ ∃ Λ

ΦΓ7 4 Ι− ? 7Ν Λ ∃ ∃ Ξ/Γ Γ Ι ∃ 3Ι− 7∃ ΛΦ / Λ Ξ /袋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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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8 ∃? Φ− “ Α

一

” <Ι 77∃ Λ −
,

七= / ∃

ΛΦΓ 7Γ Ι − ? 7ΥΛ ∃∃ Ξ/ΓΓ Ι ∃ = Φ7Ν 7Ν Φ∃ϑ

∃ −

ΙΤ
∃ 0 Ι− ? ∃

/Τ <0∃ ≅
衍Φ− ϑ0 ∃Γ

1

& Ν ∃ / Λ ? ∃ Λ / Ξ 7Ν ∃

咖
∃ / Ξ 7Ν Λ ∃∃ 0/ = ∃Λ Τ /0 Ι ΛΓ ΦΓ 呱 4 Δ

。
4

Δ
卜

& Ν ∃ 0/ = ∃Λ 7ΝΦΛ ? Τ / 0Ι Λ <Λ ∃ Γ ∃ − 7Γ Γ/ Τ ∃ 7ΦΤ ∃ Γ Ι Τ ∃长踢7Κ 0Φ ? Ι − ? Ι Γ饮7Ν ∃ >另<
1

& Ν∃ Τ Ι _二 ? Φ什∃ Λ ∃ − ∃ ∃ Γ / Ξ 7Ν ∃ 7∃ ∃ 7Ν / Ξ (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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