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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同心发现的一颗上猿牙齿

邱 占 样
9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关 键
9北 京 自 然 博 物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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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采自宁夏同心地区中中新世 9相当于通古尔早期 :地层中一颗上猿的左下第二

臼齿
。

它的齿冠形态和 ) 4<= &> 4 <

9 ! 斗: 以 啪 </ ∗? ≅ 地点为基础所总结出的上猿下臼齿的
“

模

式”形态基本一致
,

而和其它几个在形态上比较接近的属
,

如湖猿
、

树猿
、

宽齿猿和池猿等有较

明显的区别
。

这是我国第一颗比较可靠的上猿牙齿化石
。

 ! 夕! 和  ! ∀ + 年北京 自然博物馆的一个野外队在宁夏同心地区采集到一批颇为丰富

的中中新世哺乳动物化石
。  ! ∀ 年春本文后一作者又一次前往该地区补采化石

。

在丁

家二沟村西南的马二咀子沟地点从一当地居民的手中收购到一颗上猿牙齿
。

与它一起仗

集到的材料
,

经初步鉴定
,

有 铲齿象
、

利齿猪和皇冠鹿等
。

目前这批化石材料和这个也

区的地层资料正在整理研究中
。

但是产出这颗上猿牙齿的地点的地质时代已大体可以角

定 Α 它可能稍早于典型的通古尔地点的时代
,

可能和欧洲的 Β ( Χ 相比
。

关于我国北方的猿类化石
,

曾有过数次报道
。 ∃?≅ 54∃ ∃& < 9 ! Δ Ε : 首先报道了内蒙古二

登图地点的一颗 Β
, ,

定名为 ,5 /4 户 ≅&? “、 ,4 赫7Φ
,
。

。

但是这颗牙齿已磨蚀得很深
,

其冠面

的特征已难辨认
。

最近有人提 出它可能应属于长臂猿科的 Γ
</, ≅, ∗声动

&? 7 ,

属9Η /Φ ∃Ι 7 < 8 & ϑ

Β &/Φ
,

 ! ∀ + :
。 Κ 4 ≅5/Φ 9 ! Ε # : 又记述了甘肃 ∋ ∗ Ι & Φ 一Ι 7 57 Λ 的两件标本

,

定名为
Α Γ ∗ Φ ∃ 7万

Μ

访 ??7 , 9无种名 :
。

这两件标本保存得更差
Α
一件是齿冠完全缺失的一段下领骨 ; 另一牛

是一个下臼齿的ΝΜ. 块碎片
。 ∃ = ∗ 5∗Ο 和 Π & 5∃4 Φ

9 ! Χ ! : 把它放在了 Θ Ρ 5/4禅ϑ ≅& & /∗ ∗ & /Φ & & <ϑ ∗

∃? Σ/ Α 。 因此
,

严格说来
,

从前的这些报道
,

其真正的性质还不是很清楚的
。

同心的材料
,

虽

然只有一颗牙齿
,

但它保存得极好
,

冠面形态清楚
,

其属的特征表现十分明显
,

把它归人上

猿属是毫无疑问的
。

近几年来我国
,

特别是在南方
,

不断发现新的早期猿类化石
。

但上袁

属的发现还是第一次
。

化 石 描 述
9图 Δ

,

图版 5:

这个牙齿在比例上比较扁长
,

它的近中面和远中面各有一个与相邻牙齿接触的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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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产上猿化石地点的地理位置图

9尧
4 8 < ∗ Ρ ≅ /& Ρ 4 ∃ /ϑ /4 Φ 4 ς ϑ≅ 巴

Ω4 & ∗ Ω 5 ϑΟ Ο /& ΩΣ /Φ 8 ϑ≅ 巴 ,1
了4

,
才ϑ人尸 ? 一‘了 ϑ 4 4

ϑΜ≅
6

面
,

前者大
,

后者小
,

这些都表明它是一颗 Β
Ξ。

编号为 Κ ,Ψ Δ #  
,

化石保存在北京 自然博

物馆
。

牙齿轮廓近一长方形
。

近中缘平直
,

其它三边圆隆
,

远中舌侧角稍突出
。

近中接触面

宽大
,

近于垂直 9图 Ξ ∗

:; 远 中接触面则较小
,

仅位于齿冠的上半部
,

而且不垂直
,

它面向

后上方 9图 Ξ Ι:
。

舌侧壁在垂直方向上向舌侧隆凸 ;唇侧壁在齿带以上明显地向舌侧方向

倾斜
,

使得整个牙齿向上逐渐变窄
。

这一特征自前后方向看是很清楚的 9图 Δ :
。

牙齿咬合面上各尖都高而圆隆
,

脊及小褶皱都很发育
。

下原尖位置靠前
,

已接近牙齿

的近中缘
。

由此尖的顶端伸出四晴
Α
向近中和远中方向各伸出一条不很明显的蜻

,

向舌

侧下后尖方向伸出的晴较锐利
。

此外
,

在向远中和舌侧方向伸出的蜡之间还有一条伸向

远中凹 9跟凹 :的崎
。

此崎不长
,

至远中凹的前缘即消失
,

但相当粗壮
。

下后尖的位置比下

原尖稍靠后
。

自此尖的顶端也伸出三条蜻
Α
向近中和远中方向伸出的晴不大明显

,

前者

为弧形
,

组成近中凹9三角凹:的舌侧边界 ;后者则 自舌侧围绕远中凹
。

在此晴的中部有一

小隆起
,

按其位置判断
,

它应该是下后附尖
。

下后尖的第三条晴伸向唇侧
,

较锐利
,

它和由

下原尖向舌侧伸出的晴以一中纵沟相隔
。

下原尖
、

下后尖和近中缘组成的近中凹相当深
,

呈漏斗形
。

下次尖大
,

顶端浑圆
,

唇侧壁圆隆
。

齿冠唇侧壁在下原尖和下次尖之间
,

亦即

外中谷处
,

在齿带上方有一近垂直方向的细沟
,

此沟向上斜向近中方向伸延
。

下次尖的舌

侧
,

除向近中和远中方向各伸出一条晴外
,

还有由三条窄沟分割成的四条呈放射状的短

晴
,

沟和晴伸至远中凹的底面
。

其中前面第二条晴最粗大
,

但它和 自下原尖向舌侧远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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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Δ Ρ 5/4 户/ϑ人。 ? ,, 、 ∃ Ρ
6

5& ς ϑ Β
Α ,

∗
6

Τ & ∃/∗ 5 ∃/Σ & ; Ι
6

Σ /
∃ ϑ∗ Ω

‘」堕见一

Κ , 3 Δ #  

∃/Σ
&

向伸出的晴没有相接
,

所以没有形成完全封闭的 ) 位< =& 5&< 所称的“上猿三角形
” 。

下次小

尖也相当大
,

顶端浑圆
。

此尖位置较靠唇侧
,

与下次尖及下原尖几乎组成一条直线
。

下次

尖和下次小尖间以一接近于横向的沟相分隔开
。

下次小尖自顶端伸出三条晴
,

他们都与

下 内尖相连
。

中央的一条靖最粗大
,

较直
,

亦即 [ &
Τ ∗ Φ &

所称的后主蜡 9≅/ Φ ϑ & < &
)

∗ 7 Ρ ϑ5&/∃
Μ

ϑ。:
。

此晴自前后方向看顶端为 Ψ 形
。

后主峭前方的一条细小而低
,

自前后方向看呈宽

∴ 形
。

后主靖之后的一条则组成了牙齿的远中舌侧缘
。

这三条靖之间是两个相当深的小

凹
。

其中后边的一个相当于在猿类中常见的后凹 9ς4Ψ ?∗ ,4∃ ϑ
&</ 4< :

,

而前边的一个凹则是

同心标本所特有的
。 下内尖和下后尖相距较远

,

由一 自舌侧面看为一宽 Ψ 形晴相连
。

在

Ψ 形靖最低处的舌侧壁上有一深的垂直小沟
,

此沟不伸达齿冠基部
。

同心标本各尖间虽

然都以沟相分隔开
,

但不形成后期猿类中常见的 ]形沟结构
。

齿带仅在唇侧发育
,

仅在下

次尖处趋于消失
。

不过在外中谷和下次尖与下次小尖之间齿带发育成相当宽的
“架 ,’4

比 较 与 讨 论

6 同心的标本和 ) 讹=& 5&< 9 ! 斗: 根据 Η # </∗ ϑ≅ 的材料所 总结出来的上猿属下臼齿

的
“

模式图
”

几乎完全一致
。

它们的共同点可归纳为
Α  

6

唇侧壁明显地向舌侧倾斜
,

所以

牙齿各尖在顶端比在基部更互相靠近
。 Δ

6

近中凹发育
,

相对较大而深
,

与远中凹由相当

发育的下后脊9连接下原尖和下后尖的脊:分隔开
。

6

跟座由三个尖组成
Α
下次小尖相当

大
,

但没有第六尖
。 Ε

6

下次尖和下内尖之间的距离比下原尖和下后尖之间的距离大
。

,
6

经常有下后附尖
。 #

6

有连接下次小尖和下内尖的后主脊和在它之后的后凹
。

Χ
6

有
“上猿

三角形
”。

该三角形位于下原尖和下次尖的舌侧
,

周围以蜻为界
。 ∀

6

下次尖在远中凹的底

面上与下后尖相连
。

这也是森林古猿的特点
。 !

6

齿带仅在唇侧发育
,

在下次尖处中断
。

在 呱 的形态上和上猿比较接近的还有发现于非洲中新 世的 湖 猿 9./ Τ 。户≅& 。习

和树猿 9Π 胡Σ< 。
脚ϑ≅

。

门+
,

以及最近在亚洲发现的宽齿猿 9,5 ∗5 4Σ 。,
户 ≅& ?7 ∃: 和池猿

9乙
∗
?? 。
户加?7 ;

:
。

经过仔细的对比
,

我们可以肯定
,

同心的标本和这几个属的差异远大于

它和上猿之间的差异
。

湖猿
,

现在一般都承认它应该归人森林古猿类
。 % ΦΣ <& ⊥ ∃

9 ! Χ ∀ : 对它的下臼齿有详
细的记述

。

它和同心标本的区别大部分也是森林古猿和上猿间 的区别
。

湖猿的 Β
Α Α  

6

各主尖都相当宽大
,

尖与尖之间由深切的沟分开
,

亦即具备了森林古猿的 ] 形沟结构
。 Δ

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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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小尖和小 内尖之间没有相连的脊
,

因此 也没有后凹
。

6

没有
“

上猿三角形
”。

整个说

来
,

它的冠面较光滑
。 Ε

6

齿带在外中谷处更为宽大
。

宽齿猿是顾玉氓和林一璞 9 ! ∀ : 刚创立的一个属
。

他们把它也归人到森林古猿类
。

原描述中没有可靠的 Β
Ξ ,

只有 Β
。

所以无法直接对比
。

但从宽齿猿的 Β 也可以推断 出

两者差别也很显著
Α  

6

宽齿猿齿冠低
。

这从侧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 Δ

6

主尖都位于牙齿的

周围边缘
,

所以也没有近中凹9下原尖和下后尖很接近近中缘 :
。

6

唇侧齿带很发育
,

呈念

珠状
。

但是宽齿猿的 Β 上的 ] 形结构表现不清楚
。

这是和森林古猿不同的地方
。

树猿是 % ΦΣ <& ΨΨ∃ 和 0/ Τ 4Φ ∃ 9 ! Χ Χ : 从湖猿中分出来的
。

关于它的分类位置至今仍

有较多的分歧意见
。

一般认为它的牙齿和上猿的更接近
,

但其肢骨则与长臂猿更相近些
。

% Φ Σ
< &⊥ ∃ 9 ! Χ ∀ : 主要根据肢骨把它归人了长臂猿科 ; 而 0 = ∗ 5∗ Ο 和 _

6

Π & 5∃4 Φ 9 ! Χ! : 则

强调了牙齿特征
,

把它和上猿放在一起
。

单就 Β
Α

来说
,

树猿和上猿确实相当接近
。

例如

两者都有发育良好的近中凹 和远 中凹 ;没有 ] 形结构 ; 下次小尖都很大 ; 主尖之间的脊发

育等
。

但是两者也有差别
Α  

6

树猿仍然没有
“

上猿三角形
” ,

它的远中凹相当光滑
。 Δ

6

下

原尖和下后尖相距较宽
,

所以近中凹也宽
。

6

它的唇侧壁比较陡直
,

不像在上猿中那样倾

斜
。 Ε

6

可能没有下后附尖9描述 中没有提到 :
。

6

唇侧齿带更发育
。

池猿是吴汝康和潘悦容 9 ! ∀Ε : 所定的一个长臂猿新属
。

确实
,

它的 Β
Ξ

和长臂猿的

更接近些
。

这表现在
Α  

6

它的齿冠低
,

唇侧壁不那么倾斜
。 Δ

6

没有
“

上猿三角形
”。

6

下

次小尖很小
,

位置比较接近于远中缘的中央
,

后凹也很小
。 Ε

6

唇侧齿带弱
,

仅在外中谷处

才有
。

总之
,

在对比了所有形态上比较接近的属之后
,

我们相信
,

同心的标本只能归入上猿

属
。

上猿属属内的分类比较繁杂
。

它包括几个亚属
,

若干个种
。

而且种内变异 也 颇 大
。

最近的分类是 Η /Φ ∃Ι7 < 8 和 Β
&/Φ

9 ! ∀ + : 提出的
。

这个分类方 案 是 建 立 在 Η /Φ ∃ Ι7 < 8

 !Χ 年 9 ! Χ 年发表: 从上猿中分出的一个新属 2: 47 =? 55∗ 的基础上的
。

这个新属是根

据 Κ & <助7 Φ /4 7 ⎯

和 2 <4 7 = & 59 ! # : 记述的一件桑桑地点的下牙床定的
。

开始这件标本被

定为一个已知种的新亚种
Α Ρ 5/4杯, ≅ & ?7 ∃ ∗ Φ ϑ/叮7 7 , 。7 ,“ϑ∗ , 。Φ 万, 。 0 = ∗ 5∗Ο 和 Π & 5∃4 Φ

9 ! Χ ! :

提出疑问
,

他们认为 Η/ Φ∃ Ι7< 8 可能是把乳齿当成恒齿了
,

所以该新属不能成立
。

其实

Η/ Φ∃ Ι7
< 8 本人在创建这个新属时就讨论了这种可能性并把它排除了

。

我们对这件标本的

模型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

这件标本一共有三个牙齿
。

原描述者认为是 ,。,

Β
,

和 Β
Α 。

∃=
∗

协 和 Π &5∃
4 Φ 则怀疑它们是 , , Π ,;

和 Β
, 。

我们观察了中间一个牙齿的齿根
,

它和后

面一个牙齿的齿根一样长
,

而且末端比较收缩
,

表明它底下不可能再有一个替换齿
。

所以

它只能是 Β
; ,

而不可能是 Π , Ε 。

另外
, 0 = ∗ 5∗Ο 和 Π & 5∃4 Φ

还说这三个牙齿和 ) 五<= & 5& <

9一! Ε : 描述的 Π Ρ 。一入1
;

很接近
。

实际上它们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

) 7 < = & 5& < 的 Π , ;

有

一个很大的近中凹
,

而没有下次小尖
。

而桑桑这件标本的中间这颗牙齿则没有这些特点
。

因此我们相信这个新属是可以成立的
。 Η /Φ ∃Ι 7 < 8 和 Β & /Φ 9 ! ∀ + : 建立了一个 2 <4 7 = & 5/Φ ∗ &

新亚科
。

它包括了三个属
Α ? < 4 7 Α 。5/∗

,

Ρ 5&∃/4 ,5/4户 , ≅& ? “ , 和 % , ∗杯ϑ≅&? “, 。

这一亚科的特征

是下臼齿主尖较细长
,

脊形更强
,

下内尖退化
,

下次小尖很小和外齿带弱
。

这些特征和同

心标本差不多正相反
。
所以它不会是这一个亚科 的

。

另一个亚科 ,5/ 叩/ϑ≅& Σ Φ∗ 。
则包括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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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属三个种
Α ,5 /4,/ ϑ≅ &? “ Α

6

杯, & ϑ4∗ 7 /
,

Ρ
、

∗ 。‘叼。7 Α
和 Ρ

6

沂, Σ 4 Ι 4 Φ 4 Φ 五、。 这是狭义的上猿为

含意
。
其特征和同心的标本一致

。

而在形态上
,

同心的标本和最后一个种更为接近
。

它

们的共同点是
Α
两者的下次小尖都较大

,

而且更偏向唇侧 ; Β
Α

比例上比较细长 ; 齿带灼

发育情况也相似
。

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
Α  

6

同心标本的次级褶皱强
,

下次尖舌面

就有四条峭
,

下次小尖也有三条
,

而且后凹之前还有一个附加的凹
。 Δ

6

同心的标本个体更

大
。

实际上这件标本大概是上猿中最大的一个 Β
Α

9见表 5:
。

从上述同心标本的特征看
,

它似乎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新种
。

但是考虑到这只是一个

牙齿
,

而且它和我国过去北方发现的一些材料无法直接对比
,

不能排除它们为同种的可能

性
,

因此暂不定种
,

而只订到属
Α ,5 /4户触?7

‘

∃,6

上猿化石在欧洲生存于 Β ( 0 至 Β ( 8 。

与同心标本形态上最接近的 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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