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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根据齿冠长度或宽度单一性状很难区分巨猿第一臼齿与第二臼齿
。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

方法
,

综合第一和第二上臼 齿的齿冠长度
、

齿冠宽度和原尖长指数6新定义 7等三个性状
,

显

示存在有两个类型
。

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分别代表第一上臼齿和第二上臼齿
。

下臼齿的分辨基

于齿冠长度和齿冠宽度两个性状
。

在此二性状构成的坐标系中
,

第一与第二下臼齿各自的一

系列椭圆代表一定比例的样本分布的范围
。
在此基础上得到区分此两种牙齿的判别直线

。

在高等灵长类的各种牙齿 中
,

第一臼齿与第二臼齿的区分是最难做的工作之一
。

再加

上很少发现附连于巨猿领骨上的牙齿
,

这就使巨猿这两类牙齿的区分更为困难
。

吴汝康

6  9 7 曾经注意到
,

在广西柳城巨猿洞发现的三个巨猿下领骨上的第二下臼齿都明显大

于它们前面的第一下臼齿
,

但在大量的单个牙齿 中
,

还是不能根据形态结构或尺寸大小把

上
、

下第一臼齿与第二 臼齿区分开来
。

从第一和第二臼齿 6合在一起 7 的齿冠长度或宽度

单一性状的分布 6图 一 : 7 中
,

可以看出它们没有明显的两个集中分布区域
。

这样
,

根据

这样的单一性状把第一与第二 臼齿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
,

或者说可分辨的部分不可能是

很多的
。

〔〔〔〔〔〔〔〔〔二二
矛矛一一      ;;;;;;;;;

图 1

< ,= >? ,≅ Α >,) Β

Χ
, ·

齿冠长度的分布
) Δ / ? ) Ε Β 1∃ Β Φ >≅ ) Δ Χ

‘, 之

近年来
,

国际上多元分析的数理统计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上的应用愈来愈广泛
。

这给

我们带来启发
Γ
不是逐个使用单一性状

,

而是同时考虑齿冠长度和宽度
,

甚至于其他有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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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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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冠长度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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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多 ... ΚΚΚΚΚΚΚΚΚΚΚΚΚΚΚ

图 : Χ
Γ , Γ

齿冠宽度的分布

< ,= > ? ,3 Α > ,) Β ) Δ ∃ ? ) Ε Β 3 ? ∃ Ι ϑ > ≅ ) Δ Χ
Γ , Γ

的性状
,

会不会得到较好的分辨效果呢Λ 本文的目的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为使例数尽可能多些
,

除了引用昊汝康发表的柳城巨猿洞巨猿单个 Χ , ·

的齿冠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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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宽度测量数据外
,

我们补充测量了 ∀ 个 Χ ‘,

6表 7
。

我们还注意到 Χ , ,

的原尖的近 中远中径6即长度 7也有所差异
,

有的大些
,

有的小些
,

原尖长

全齿长

‘‘尸尸尸

蔽蔽
长长长

似乎存在两个类型
。

于是构成了第三性状 Γ 侧量原尖在

这个方向上的最大长度
,

其数值除以全部齿冠在同一直

线上的长度6为区别于齿冠长度起见
,

我们称之为
“
全齿

长,’7
,

构成
“原尖长指数,’6 图 !

,

表 7
,

其公式是

原尖长指数一
原尖长

全齿长
Μ ; ;

图 , 新定义的测量项目示意图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处理以上三个性状的数据
,

其步

2 ,Φ Α ?。 =≅ ) Ε =Β Φ Ν / >≅ ) ϑ = >。

骤如下 6#
Β ϑ∃ ?=) Β ,

 , =7 Γ

Ν ∃ Ι , Α ? ∃ Ο ? ) ,ΠΘ ) Β ∃ 1∃ Β Φ ‘≅ “Β ϑ
4

数据标准化
,

即每一样本的每项指标以下列公式
>) > Ι一 。? ) Ε Β 1∃ Β Φ ‘≅ 转换为新的指标

Π

Ρ, , 一 瓦 , 一 1 , ,

⋯
, ,

—
例数序列

‘“ 一
Σ

一万一 Τ一
, ,

⋯
, Ν

一
指标序列

其中 =Τ 为第 Τ项指标的标准差
。

4

求出三个新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

构成相关矩阵 ( 。

∀
4

用雅可比 6ΥΙ
/ )3 ,7 法求出相关矩阵 ( 的全部特征值与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

。

斗
4

计算每一样本三个指标得分及三个主成分的数值
。

!
4

对三个主成分进行分析
。

表 新测> 的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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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 ∀ !∀ 个
,

包括新测量的 ∀∀ 个?表 3 ≅
。

它们的分辨基于齿冠长度和宽度

两项
。

于是
,

问题变为能否找到两个二维正态分布
。

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如下 ?以大型

从
, >

为例 ≅ >

? =≅ 在大型 从
‘ 的长度和宽度分布坐标周 中可以看出两个相对集中的分布区

。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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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ς Χ
‘, ,

的原尖长指数

小 型 6观 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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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小 型 6观 察7

编 号 原尖长 1全齿长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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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6
, · !

三个变Ο 的相关矩阵 Χ

齿冠长度 齿冠宽度 原尖长指数

齿 冠 长 度

齿 冠 宽 度

原尖长指数

+
&

4 1 5 一 +
&

!斗3

一 +
&

+ +3

小的一组其宽度也小
,

反之亦然
。

这说明此二性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

考虑到三

个巨猿下颇骨 ?雌雄两性≅的下第二臼齿无论在长度或宽度上均大于它们前面的下第一臼

齿
,

我们在坐标图两个集中区之间划一斜线
,

姑且把所有 43 个 6=
, >

? ∀2 4 ! 年发表的 51

个
,

新测量 4 个
,

剔除异常的 ./ 30 一个 ≅分为两组 Θ右上方的一组暂定为呱 ? 3! 个≅ Θ 左

下方的暂定为 6= ? 3∀ 个≅
。

? ! ≅ 把原坐标作正交坐标变换
,

即在每组中找到一个新的坐标系
,

使原数据在新的

横
、

纵轴上的投影成为相关系数为 Β 的两个新变量 ? / ς ΟΩΑ ΛΩΑ ς
,

∀ 2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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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样本在坐标图一定区域的概率即为在新的坐标系二轴上的概率之乘积
。

于是
,

可在该坐标图上画出一系列椭圆
,

以表示二元随机变量 6齿冠长度和宽度7 的数值落在椭

圆范围内的概率 6# Φ ?∃ ?3 ∃? Φ
,

 Κ : 7
。

6: 7 Χ
、

和 峡 两组所有相同的样本分布概率的椭圆的交点显然都在同一直线上
,

它

即是 Χ
Γ

和 峡 的判别线 6Ψ
∃ Β ϑΙ11

,

 Κ ! 7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4

上臼齿的辨别

Χ ,
,

齿冠长度
、

宽度和原尖长指数相关阵6表 : 7的特征值 6以及据此换算的每一因子

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7及其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 6因子负荷量7 列于表 ! 。

每个样本 的

三个主成分数值
Ζ Γ , , ∀

列于表 9 。

表 ! 相关矩阵 (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

特特特 征 值值 贡 献 率率 累计贡献率率 特征向量6因子负荷量 777

齿齿齿齿齿齿冠长度度 齿冠宽度度 原尖长指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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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察确定7大型 小 型

样本编号 ⋯
二·

]一立一
4

样本编号 Ζ Γ

∗# ; 9 Χ .
4

! ! ;

;
4

∀ 5 Κ

4

5 5 !

;
。

 ∀ ;

;
。

∀ : !

4

9 : ∀

;
4

Κ斗

4

Κ  

;
4

! 9 5

;
4

 Κ

;
4

;  ;

4

Κ

;
。

9 ∀

;
4

5!

;
4

;∀ Κ

;
4

斗9

Π
。

Κ∀ 5

4

∀ ;

;
4

9 5!

;
。

; 9

;
。

∀ ∀ ∀

;
4

斗!

;
4

9 9 Κ

;
。

Κ 5

4

9 : 5

;
4

5 ∀

1
。

Κ

4

:∀

一 ;
。

斗:

;
4

 Κ∀

;
4

:  9

;
。

:∀  

;
。

!  

一 ;
。

;5

一 ;
。

! 9 ;

;
4

; 9

一 ;
,

5 Κ

一 ;
4

斗!

一 ;
4

Κ  

一 ;
4

; Κ Κ

一 ;
4

Κ Κ Κ

一 ;
4

; :

一 ;
4

! ; ;

一 ;
。

 ∀ 5

一 ;
4

9 ;

一 ;
4

 

一 ;
4

5 Κ !

;
4

 :

一 ;
4

∀

一 ;
4

: 5

一 ;
4

 !

一 ;
4

; 5

;
。

斗

一 ;
。

9 ! ∀

;
4

 

一 ;
4

: Κ ;

;
4

!

∗# ;9 一 ;
4

∀ 5 !

一 ;
4

Κ  ∀

一 ;
4

; !

一 ;
4

Κ∀

一
4

 9

一 1
。

; Κ

一
4

; :  

一 ;
4

9 ! Κ

一
4

! :!

一 ;
4

∀ !9

一 ;
4

;斗5

一 ;
4

5 5

一 ;
4

; 5 !

一 ;
4

;

一 ;
4

∀ ! ∀

一 ;
。

Κ: 5

一 ;
。

5!斗

;
4

5 !

一
4

:9 9

;
4

Κ ∀ !

;
。

5

一 ;
4

 ∀ 5

一
4

∀斗

一 ;
4

9  9

;
4

; 9 !

一 ;
4

∀ ∀  

一 ;
4

 5 ∀

。

∀ ;

一 ;
4

; ∀ ∀

一 ;
4

:

;
4

5 ; Κ

一 ;
4

9 ∀ ;

一 1
。

9 ; :

一 ;
4

9 ;

;
4

; 5 9

一 ;
4

∀ 斗∀

一 ;
4

斗5 ∀

;
4

! 斗!

一 ;
4

: ! !

;
。

9 9

一 ;
‘

; ∀

;
4

Κ 5 5

;
4

! :

一 ;
4

斗Κ 

一 ;
4

: :

;
4

∀ Κ

一 ;
4

∀  ∀

;
4

∀ ! !

一 ;
4

 

;
4

: ; Κ

一 ;
4

! 5

一 ;
4

ΚΚ

;
。

;  9

一 ;
4

; ∀ 9

;
。

∀ Κ Κ

一 ;
4

∀ ∀

;
4

9 : ;

布Τ工Τ少曰‘门⊥,‘,Τϑ
月哎ςΒ己_Φ,,Τ
Τ

任‘ΞΕ目Γ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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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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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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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Κ )Γ%
∀&∀,乙
‘

么&曰乡‘门 −Γ∋∗∀∀工Δ(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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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任月份一

<−曰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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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井
样样本编号号

ς ,, Ζ 万 ∀∀∀

样本编号号
Ζ ΩΩΩ 名 万 ,,

∗∗∗人 ; 9 Χ 5 555
。

9 ∀∀∀ 一
4

;9 一 ;
。

∀  ∀∀∀∀∀ 一 ;
4

! ! ;
4

9 9 ::: 一 ;
。

Κ ; ∀∀∀

555    ;
。

9 ;    一
。

! ; ;;; 一 ;
。

9 99999 一
。

 :ΚΚΚ 一
。

 5 555 ;
。

! Κ    

   555
。

; Κ ;
4

! !!! 一 ;
。

∀ ;;;;; 一
。

: ;999 一 ;
4

5 : 一 ;
。

Κ !!!

; ;;;
。

∀ : 999 一 ;
。

9 !!! 一 1
。

 99999 一 1
。

∀ 9 ∀∀∀ 一 ;
4
 5 !!! ;

4

:::

;
4

∀ ! 999 一 ;
。

: ;;;; 一 ;
4

9 ; ΚΚΚΚΚ 一 1
。

! ΚΚΚΚ ;
。

Κ ∀∀∀ ;
4

;  ∀∀∀

; ∀∀∀
。

9 ;;; 一
。

5 一 ;
。

∀ ∀ 99999 一
。

;仓仓 一 ;
。

; 5 ΚΚΚ ;
4

∀

。

; ::: 一 :
4

; Κ::: ;
4

! 9 ΚΚΚΚΚ 一
4

:∀ ::: ;
。

∀ ! ΚΚΚ 一 ;
。

; !!!

:::
4

∀ : 一 ;
4

;555 一 ;
。

; ΚΚΚΚΚ 一 1
。

! ∀∀∀ 一 ;
。

 ΚΚΚ ;
。

5 : !!!

555
4

;9 一
。

: 一 ;
4

∀ !!!!! 一
4

Κ Κ ;;; ;
4

9 :
ΩΩΩ

一 ;
。

;

∀ ;;; 1
。

! ∀ ;;;
4

! : 999 一
4

99999 一
。

∀ 9 !!! ;
4

: : 999 ;
4

∀ ;;;

: 555 ;
。

∀ ;斗斗 ;
4

5 ! ;;; 一 ;
4

一 ;
。

∀ 555 ;
4

9 5 !!! 一 ;
4

∀ ; !!!

! !!!
4

 ∀ !!! ;
。

9 ! 999 一 ;
4

Κ∀ 55555 一 1
。

5 : ;
4

 999 一 ;
4

!    

! ΚΚΚ
4

9 ∀ 一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一 ;
4

夕

! 555
4

 Κ 一 ;
。

; 一 ;
4

9 : !!!!! 一 ;
4

∀  !!! 一 ;
。

呜∀斗斗 ;
4

; ! ,,

9 ΚΚΚ
4

  一 ;
。

Κ 5 555 一 ;
4

∀ 斗55555 一 ;
。

; !!! ;
4

! Κ999 一 ;
4

;

111   一 ;
4

 999 ;
4

∀ :    一 ;
。

∀ ::::: 一 ;
。

; Κ 555 一
4

;9 ::: 一 1
。

; 555

555 :::
。

5 ;
。

Κ ∀∀∀ ;
4

! : 一
4

∀ 一
4

Κ 555 ;
4

斗9 999

4

9
4

: 一 ;
4

9 ;;;;; 一
。

9    
。

∀ 5 ::: 一 ;
。

!

ΚΚΚ
4

Κ 5 ::: ;
4

! ; !!! ;
4

: ;;;;; 一 ;
。

5 5 ∀∀∀ 一 ;
4

Κ  一 ;
。

; ;

∀ 555 ;
。

∀  999
4

; 一 ;
4

∀∀∀∀∀ 一
4

; ; ΚΚΚ 一 ;
。

! ; ΚΚΚ 一 ;
4

∀ 9 :::

∗∗∗ # : ∀∀∀ 一 ;
4

: 5 999 ;
4

! !!! ;
4

! 9 99999 一 ;
4

:斗   一 ;
。

9 一 ;
。

! ;;;

∗∗∗ # : !!! ∀
,

! ;
。

9 ∀ ;;; 一 ;
4

; !!!!! ;
。

;∀ 一
4

9 999 一 ;
。

 ;;;

∗∗∗ # : 999
4

Κ ::: ;
4

∀ 5 !!! 一 1
。

: ∀∀∀∀∀ 一
4

Κ 一 ;
。

 ; ::: ⎯ Β ( , ΚΚΚ

∗∗∗# :    ;
4

9 ΚΚΚ
。

! 一 ;
4

9 Κ ΚΚΚΚΚ 一
4

5 ; 999 一
4

;  555555555555555∗∗∗# ! ;;;
4

; : ∀∀∀ ;
。

5 5    一 ;
4

: : 55555 一 ;
4

 555 一 ;
4

5 ; ::: 一 1
。

5

∗∗∗# Κ 555
4

: : ;;; ;
4

9    ;
。

∀ : 一 ;
4

:  ;;; ;
。

∀ ! !!! 一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4

! 5 555 一 ;
。

; ::: ;
4

9 ! 999

一一 ;
4

!     ;
。

 ! ;
。

; ∀ ΚΚΚ

一一
4

! ∀∀∀
。

∀ : !!! ;
。

∀ Κ 999

一一
4

! ;;; ;
。

5 ; 555 ;
4

: ∀∀∀

一一 ;
。

Κ ∀∀∀ ;
4

 ∀ 999 ;
。

Κ∀ :::

一一 1
。

! ; !!! 一 ;
。

! ΚΚΚ ;
4

9 5 ΚΚΚ

一一 ;
。

: ! !!! ;
4

! ; ::: 1
。

; ΚΚΚ

一一 ;
。

Κ :
4

5 ∀ !!! 一 ;
。

Κ!!!

一一 ;
4

 ;
4

9  999 一 ;
。

; 555

一一 1
。

9 Κ ∀∀∀ ;
。

 ∀∀∀ 一 ;
。

Κ ΚΚΚ

一一 1
。

∀ : !!! ;
。

9 一 ;
4

9     

一一
4

: Κ ΚΚΚ 一 ;
4

∀     1
。

; 999

一一Π
。

: Κ !!! 一 ;
。

9 ∀ ;
。

: ; ∀∀∀

;;;;;;;
4

∀ ∀∀∀

乡气恤之

组城心浪
,行月

ΤΥΥΥ

从表 ! 和表 9 可知
Γ

61 7 第一主成分的三个因子负荷量中
,

对应于长度和宽度二指标的数量大体相当
,

而

对应于原尖长指数6它与齿冠长度成负相关7的则是负值
。

这表示第一主成分反映样本的

大小情况
,

可称之为大小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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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正值的样本有 :9 个
,

包括观察时定为大型的 :∀ 个 8 Ζ Γ

负值的样本有 !Κ 个
,

包括

观察时定为小型的 !! 个
。

这就是说
,

用第一主成分区分大型与小型 Χ , ,

的结果与原先的

观察结果吻合率超过  ! 多 6; ∀ 个样本中  5 个相吻合7
。

不吻合者是大型的 Χ ! 
、

Χ

 
、

Χ !
,

小型的 Χ  
、

Ο # : ∀ 。 它们在观察中被判为相反
。

6 7 第二主成分以原尖长指数的因子负荷量为最大
,

高达 ;
4

 : 。

该主成分主要反映

原尖的相对大小
,

不妨称之为原尖因子
。

第三主成分的因子负荷量有正有负
,

对应于长度

者为负
,

对应于宽度者为正
,

因此可以反映长度与宽度的比例
。

如长度大而宽度小
,

该样

本的
∀

偏于负值 8反之偏于正值
。

不妨把第三主成分称为形状因子
。

现在问题是能否把

这两个因子用于判别 Χ ‘与 Χ
ς 。

以 Ζ Γ

作横轴
, ∀

作纵轴
,

把大型与小型 Χ‘, 的样本以不同的记号点在坐标图上 6图

9 7
。

可以看出
,

大型与小型 Χ , 4
都有两个比较集中的分布区 6总共 ;∀ 个样本中 : 个在

集中区内7
,

这就是说
,

无论是大型还是小型 Χ1
·, ,

都有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
。

两类集

中区内样本及其三个性状的平均值列于表 Κ 。

从大型和小型的两类平均值的比较中得到

了相同的结果
Γ
第一类具有比第二类稍大的长度

、

稍小的宽度和相当明显地小的原尖长

指数
。

八1只

图 4

Γ Β Β Α Ι ;∋ Ξ Ο Ω Υ Ψ Ξ Α Ο Β Δ

大型和小型 6
‘ , !

的第二和第三主成分坐标图

Τ Ω Ω Β ∋ Ι Ξ ∋ Ι Ο Ψ ;Α Ι Ζ Α ; ∋ Ω ; Ζ Ξ = Ω Β [ Ζ Β ∋ Ω ∋ ΟΤ Β Δ =Ξ Α ς Ω Ξ ∋ Ι Τ [ Ξ == 6
= , !

6 ,
·!
的两种类型代表了什么 ∴ 就我们所观察到的现代人和现代猩猩

、

黑猩猩
、

大猩猩

头骨标本而言
,

第二上臼齿的原尖长度总是大于它们前面的第一上臼齿的原尖长
。

因此

有理 由推断第一类样本可能是第一上 臼齿
,

第二类样本可能是第二上臼齿
。

下面将要谈到在 6=
, !
的二维坐标图上可以划出判别线区分 6 >

与 城
。

用同样的办法

也可以在图 4 确定大型和小型 6=;ϑ 各自的判别线
。

因为 6 , 与 树 有了比较明显的集中分

布区
,

并因此显示 出判断上的特征
,

为避免原始数据作过多的变换
,

我们略去此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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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Κ Χ
, , ,

在集中分布区内的样本

ΖΖΖ ,

确 定定 大 型型 小 型型

类类 别别 第一类 6Χ
,

777 第二类 6Χ
ς

777 第一类 6Χ
‘

777 第二类 6Χ
ς

777

样样 本本 ∗# ;9 Χ ! ;;; ∗# ; 9 Χ : 999 ∗# ; 9 Χ 999 ∗ # ; 9 Χ ∀∀∀

!!!!!    ::: 1!!!

55555 555 ∀    斗斗    

55555 !!! : ;;; !!! ! ΚΚΚ

; : ::: :    9 ΚΚΚ

; ∀∀∀ : !!! ! ∀∀∀  ∀∀∀

   1111 ! 999  :::

! ΚΚΚ  555 9 斗斗 ; !!!

9 ΚΚΚ 9 999 ; :::

: 555 ;;;

1111111了555 ! ;;;

! !!! : 999 ∀

∗∗∗∗∗∗∗# : !!! 9

∗∗∗∗∗∗∗# ! ;;; ∗# : 55555

例例 数数    ::: ::: 1

长长度平均值值 ;
4

9 555 ;
。

; 999 5
。

Κ
。

 999

宽宽度平均值值 ;
4

∀ ΚΚΚ
4

∀ 999 5
4

: ::: 5
。

Κ 999

原原尖长指数平均值值 ! Κ
4

; ∀∀∀ 9
。

9 ∀∀∀ ! 5
4

9 9
4

! ∀∀∀

今后如果在柳城巨猿洞发现新的 Χ , , ,

或者在别的地点发现相同类群的 Χ , , ,

可以照

下列方法估计其属于大型还是小型
,

是 Χ ‘
还是 Χ

, Γ

Σ ;
4

Κ ; 9 Μ
齿冠长度6毫米7一 5

4

 
4

9 ∀

α ;
4

9 9 9 Ρ 查冠鱼皇〔皇兰匕三丝这一
;

4

∀ !

4

9 9

原尖长
Ρ 全鱼兰

一 ;
4

9; ;

;
4

; ∀ ∀ 9

若
Ζ ,

β ; ,

判为大型 8 Γ ,

χ ; ,

判为小型
。

宕 Γ

一 ;
4

; ; Μ
齿冠长度 6毫米7一 54  

4 Β , , , 、,

齿冠宽度 6毫米 7一  
4

9
4 。 。 , ,

一一
门尸 Ξ

4
Υ Υ , 产、

一
Ω ? Ξ

4
Κ , ‘

4

9 ∀
4

9 9

原尖长
圣丽下 一 Ξ

·

9 Ξς Ξ

Μ 一 Σ
? 、

;
,

; ∀ ∀ 9

Σ 一 ;
4

Κ ) = Ρ 鱼冠兰度壁鳌幽二丝卫里
4

9 ∀
十 ;

4

9 9 9
Ρ 鱼通魁赵

,

毫土上立终丝
4

9 9

原尖长

一 ;4 ∀ : Ρ 全鱼兰
一 ;

4

9 ; ;

;
‘

; ∀ ∀ 9

根据待测样本的 补和
Γ ∀

的数值
,

在图 9 点出样本所在位置
,

看它在 Χ1 还是 砂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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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
,

或者更接近于哪个集 中区
。

4

下白齿的辨别

下臼齿的辨别是在 已经把大型与小型 Χ1
,
Γ

分开的基础上进行的
。

根据大型 Χ
1

,

的齿冠长度和宽度的分布 6图 Κ 7
,

并参照附连于巨猿下领骨 Β 和 的

Χ
,

和 Χ
Γ

在坐标图上的位置
,

画出直线 # δ ,

并初步认为它就是 Χ
,

与 Χ
Γ

的分界线
。

这个

假设是下步工作的基点
,

在
“

材料与方法
”

一节 中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成

立的理由
。

大型 Χ
Γ

组和 Χ
ς

组经正交坐标变换后样本新的变量的数值
、

平均数和标准差列于表

5 。 两组 !; 多 和  ; 多样本分布的范围分别以图 Κ 的两个椭圆表示
。

两组的标有  ; 务 的

椭圆的交点 Θ< 的连线即为大型 Χ
1

与 城 的判别线
。

小型 Χ
8

组和呱 组的相应数值也列于表 5 ,

图 5 中的 #’δ’
,

!; 务 和  ; 并 椭圆以及

Θ’<
,

具有同样意义
。

比较图 Κ 与图 5
,

可看出大型的分辨效果较小型为好
。

Ρ ς 6齿冠奴
,

龟米、

一
Γ 4

6齿厄跳
,

职 7
仁 Γ 今 ς ∃ 活 ς 忍 ς 峪

图 Κ

ε ? Ι Ο ≅ Δ) ?

大型 Χ
Γ ,

分辨图示

ϑ ,= ∃ ? ,Ν ,Β Ι > ,Β Φ ) Δ 1Ι ? Φ ∃ Χ
Γ ,

今后若有同种类的 Χ
1

,
Γ

发现
,

用图 Κ 或图 5 可以很容易地估计其是 Χ1 还是 眺
,

只

需根据齿冠长度和宽度的数值确定其坐标点位于判别线何侧即可
。

综观上
、

下臼齿两部分描述
,

上臼齿的辨别效果明显好于下臼齿
,

这主要是因为除齿

冠长度和宽度以外
,

还找到了有用的第三性状
—

原尖长指数
。

这说明
,

用多元分析方法

处理如此少的变量的情况下
,

引进另一变量6它与原有变量没有很大相关 7
,

将会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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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峭的州
。

Π一卜囚 
。

Π一州间协
4

寸ς一9;
4

份一
享 孚 留 次 导 黔 宗 丸 又 富 Φ 钻 貂 公 东 歌 忿 口 之 次 胃 歌 况 象 Φ

吝 吝 吝 吝 吝 蕊 离 蕊 蕊 蕊 胃 蕊 吝炭 蕊 戈 蕊 离 戈 蕊 吝 吝 蕊 蕊 篇

气卜 ‘心 廿、 Π匀 月、
4

宁 ?、 ? 门 ? 、 】了气 州
4 ,

十 , 叫 钾叫 ?Β 、 、口 勺二 Θ卜 尹 甘、 护门 互、 Ξ 、 6翔乃

.Β 勺
目 ∃门 卜刀 口

、
Ξ、 ?价 月、 Π

、 度、 Π ?尹 ? 闷 亡乃 ∃ 闷 洲
? 闷 户叫 勺Υ /习 Θ卜 护价

州 Π、 Ξ 、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
,目卜 ?门 ,

宁 嘴
4

?价 护灼 ?哟
阅
护 卜刁 ? 户

,
?

,
卜

,

宁
,
宁 亡,、

,
宁 】了、 勺

月 ,
宁

,
宁 ?乃 4 Β , ? ∃闷 ∃Β

φ川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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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Ι Ο ≅ Δ) ?

小型 Χ
, ,

分辨图示

ϑ ,= ∃ ? ,Ν ,Β Ι >,Β Φ ) Δ = ?Β Ι 11 Χ
. ,

工作成果
。

三
、

结 论

高等灵长类的第一与第二臼齿
,

在总体上说
,

只是在某些性状上存在着不大的差别
。

有时还不能排除个别情况下完全相似的可能性
。

因此
,

单个 Χ 1 ,

经常难以得到正确的

辨别
。

尤其象巨猿这样一类化石
,

很少发现在原位上的牙齿
,

鉴别起来就更困难
。

多元分析的数理统计方法同时考虑有必要地多的性状
,

使巨猿第一与第二臼齿的差

别显示得更清楚一些
。

用主成分分析综合 Χ , , 的齿冠长度
、

宽度和原尖长指数三个性状
,

结果表明其中两个不同类型的存在
,

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分别代表 Χ , 和 Χ
ς。

下臼齿的

区分的依据是观察柳城巨猿洞的三个下领骨以及百余个单个牙齿
。

齿冠长度和宽度二元

变量坐标图上一系列不同置信区间的椭圆代表了 Χ
,

或 Χ
Γ

的样本分布概率
。

因此可在相

对意义上判别任一待测样本
。

主成分分析显露了巨猿上臼齿的原尖长在判别 Χ ‘“上的作用
。

这一性状对于其他高

等灵长类可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

但这需要进一步工作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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