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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江苏泅洪首次发现森林古猿类化石

顾 玉 眠 林 一 璞
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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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了在江苏泅洪松林庄发现的一种古猿类化石
,
它以个体小

、

颊齿宽
、

有发达的齿

带等特征有别于我国云南的腊玛古猿
、

西瓦古猿 8 它也有别于在同一地点
、

同一层位发现的双

沟醉猿
。

其形态与非洲的 −∋ ,0
口 , 川3 属接近

,

根据这些形态特点和它的地史分布
,

我们订立了

一新属一新种 9 : 3; < , = , > < ,
: , <人。0。 , , ?; > 9 人≅ ; ?。。9 ?, ,

地质时代为中新世
。

 ! ∀ 年春
、

秋和  ! ∀ 年春
、

夏
,

在江苏泅洪天 岗湖公社6原王集公社 7松林庄晚第三

纪的湖相地层中
,

找到十几个灵长类的牙齿化石
,

其中除双沟醉猿外
,

至少还包括两个种

类
,

一种牙齿很小
,

另一种稍大
,

本文记述的是后一种
,

计有 # 个上臼齿和 个下臼齿 8 它

们 出自同一层位
,

从大小看
,

可以视为一类
,

一并加以叙述
。

我国有关第三纪古猿化右的报道
,

最早的记录是吴汝康教授  ! Α夕年记述的云南开远

古猿 6Β ∋Χ ;: ?<Δ 0Ε “了 砂?Χ≅ 丽0> 后 7 继开远之后
,

是近年在云南禄丰石灰坝发现的禄丰腊玛

古猿和西瓦古猿
。

这两个地点都位于我国西部高原
,

海拔在  Α Φ。米以上
。

江苏泅洪标本
,

尽管材料不多
,

但它属于一种猿类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来 自我国东部地区的江淮平原
,

海拔 ΑΦ 米 以下
。

江淮地区这一猿类化石的发现
,

不仅扩大了古猿的地理分布
,

而且有助

于探讨猿类的起源和它的演化
。

与猿类化石一起发现的还有近 #Φ 种脊稚动物化石 6林一璞等
,  ! ∀ 7

。

这个脊稚动

物群的时代为中新世 6李传夔
,

 ! Γ ∀8 周明镇
、

李传夔
,  ! Γ∀ 8林水龙

,

 ! ∀ Φ 7
。

一
、

化 石 描 述

灵长 目 −∋
而

; <0 。 . ?> >;
0 ≅ Η ,

 Γ Α ∀

猩猩科 − , > Ι ?> ; 0 ϑ 33&, < ,

 !  #

森林古猿族 Β ∋ Χ , : ?< Δ 0 0 ?> ? / ∋ 0 Ι , ∋ Χ ; > = Κ 七33Λ ; > ,

 ! # !

一

宽齿属 烈‘<, =, >< ,: “Δ0Ε 璐 , >4 > , 54

属的特征
,

见属型种

江淮宽齿猿 尸血 <, =,
> <叩?< Δ0Ε ≅ Η

方“叮入
≅ ; ?4 舫亡娜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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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  一七 图版 37

正型标本 # 个上臼齿 6Ν
‘、

Ν
Ο 、

Ν #
7

、

 个下臼齿 6Ν
#

尸
,

副型标本  个破损的下臼齿
。

产地及层位 江苏省泅洪县天岗湖公社松林庄北约一华里
。

中新统
。

特征 臼齿低冠
,

Ν # 的咬合面有皱纹 8上臼齿颊舌径大于近中
、

远中径
,

Ν
‘

指数大于

 #叭 上臼齿舌
、

颊侧
、

下臼齿颊侧有发达的齿带
。

描述 右上第一臼齿 Π−%
4

∀ ! 6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石编号 7〕
9 牙齿保存

完整
,

近 中颊
、

舌尖磨耗重
,

两尖的釉质完全消失
,

牙本质彼此相连
,

远中颊
、

舌尖也露出圆

点形的牙本质
。

但可看出近中舌尖最大
,

远中颊尖最小
。

近中沟已磨蚀
,

远中沟和舌侧沟

微弱可见
,

颊侧沟基本保存
。

近中颊角近于直角
,

远中颊角圆钝
。

舌侧有较强的齿带
,

包

围在舌侧两个尖的舌面
,

颊侧近中尖与远中尖之间亦有齿带
,

但不发达
。

齿冠近中侧由于

磨蚀重
,

与前牙的接触面只保留一个细小的面
,

齿冠远中侧与后牙的接触面不很明显
,

远

中颊角和远中侧中部有一从上到下的粗糙面
,

此处釉质缺失
,

依镜下观察
,

远中颊角所缺

失的釉质很可能是生前的崩痕
。

彝 Φ ΑΘΝ 暴 Ρ
,

Σ

羁
一

戳嘟
一

图  右上第一臼齿
。

上 9 咬合面观 8

左下 9 近中侧观 8 右下 9 颊面观
∋ <

4

Ν
走 ≅ : : 0 ∋ 9 , 0 0 3≅ Η ; 3 5 ?0 Τ 8 ∗, Τ 0 ∋

3<
4

9 ∗> 0 Η?; 3
5
?0 Τ 3, Τ

0 ∋ ∋ < 9 Υ ≅ 0 0 ; 3 5 ?0Τ

图 左上第二臼齿
。

上 9 咬合面观 8

左下 9 近中侧观 8右下 9 颊面观
3<

4

Ν
Ο ≅ : : 0 ∋ 9 , 0 0 3≅ Η; 3 5 ?0Τ 8 ∗, Τ 0 ∋ 3<

4

9

∋> 0 , ?;
3 5 ?0 Τ 8 3, Τ 0 ∋ ∋ <

4

9 Υ ≅ 0 Ε ; 3 5 ?0 Τ

牙齿冠低
。

齿根 # 枝
,

舌侧一枝粗大
,

向里倾斜
,

颊侧两枝
,

细而短
,

较直
,

相距很近
。

颊
、

舌齿根约成 朽
“

角向齿颈部相交6图 38 图版 ∗ 3; 一Ε7
。

左上第二臼齿 6−% ∀ Α Φ7
9 齿冠保存

。

咬合面 个尖均已磨耗
,

呈现出圆点形的牙本

质
。

此牙比 Ν
‘

大
,

形态与 Ν
,

基本相似
。

个齿尖中以近中舌尖最大
,

其余 # 尖等大
,

舌

侧齿带厚
,

包围在近中舌尖和远中舌尖的舌面
,

在近中舌尖舌面齿带上有 # 个小凸起
。

齿

带除在远中颊角中断外
,

近中侧
、

颊侧
、

远中侧都有齿带
,

颊侧齿带较近中
、

远中齿带更明

显
,

在近 中颊尖和远中颊尖之间的齿带上
,

有一凸起
,

形如卡氏尖
。

齿冠低
,

齿冠的近中和

远中侧可见与邻牙的接触面
。

齿根 # 枝
,

舌侧一枝完全保存
,

颊侧两枝仅存留 一 # 毫米

37 此下臼齿是  ! ∀ 年夏邱铸鼎 等同志采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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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 8 图版 ς , Ο ;

一
0

7
。

右上第三臼齿 6−% ∀ Α  7
9
齿根缺失

,

咬合面几乎没有磨耗
。

近 中舌尖最大 6大约占

咬合面的  Ω # 7
,

近中颊尖次之
,

远中舌尖更次之
,

远中颊尖不显著
,

很像是齿带的一部分
,

因此
,

Ν #
近中侧显得比远中侧宽

。

近中舌尖分 出两条脊
,

一条伸向近中侧与齿带相连
,

另

一条斜伸向远中颊侧直达颊缘
,

也成为近 中颊尖之后的一条脊
,

除这两条脊外
,

在近中颊

尖和舌尖底部还有些小皱纹
。

齿带发育
,

从近中到舌侧
,

又转向远中侧与远中颊尖相重

迭
。

近中面齿冠的 中部有一条棱
,

棱下方6接近咬合面 7略粗糙
,

看不出明显的与前牙的接

触面
。

舌侧和颊侧齿冠高度差别不大
,

几乎平齐
。

也是低冠 6图 #8 图版 ∗,

#; 一
Ε

7
。

叠
,·

⋯

嘟仓
4

件Α 仁片 口 Φ Α‘目
‘Ρ 4 Ρ Ρ Ρ Ξ Ρ Ρ Ξ

嘟 恤一
一 一一

缈
ΜΜΜ

卿
图 # 右上第三臼齿

。

上 9 咬合面观 8

左下 9 近中侧观 8 右下 9 远中侧观
∋ <

4

Ν
# ≅ : : 0 ∋ 9 , Ε Ε 3≅ Η ;

3 5 ?0 Τ 8 3, Τ 0 ∋ 3<
4

9

Λ 0 Η?; 3 5 ?0Τ 8 3, Τ 0 ∋ ∋ <
4

9 = ? , <; 3 5 ?0 Τ

图 左下第三臼齿
。

上 9 咬合面观 8

左下 9 近中侧观 8 右下 9 颊侧观
3<

4

Ν
# ≅ 5 : 0 ∋ 9 , Ε Ε 3≅ Η ; 3

5 ?0Τ 8 3, Τ 0 ∋

3<
4

, <> 0 , ?; 3 5 ?0 Τ 8 3, Τ 0 ∋ ∋ <
4

9 Υ ≅ 0 Ε ; 3 5 ?0Τ

左下第三臼齿 6−% ∀ ΓΦ7
9
齿冠保存完好

,

齿根缺失
,

咬合面磨耗较浅
。

有 Α 个尖
,

各

齿尖低
、

圆
,

舌侧的 个尖位于咬合面的边缘
,

第五尖的近中侧有一脊
,

远中舌尖和第五个

尖上可见少量的皱纹
。

各齿尖之间
,

没有沟分隔
,

颊侧尖和舌侧尖之间有一凹
。

齿带由近

中颊尖的前缘开始包围颊侧
,

直到舌侧远中尖的后部 8颊侧齿带咬合面有五个小的突起
,

其中间的一个突起较大
,

并夹在颊侧 个尖之间
,

甚至可以看作一个下后小尖
。

齿冠近中

侧的下方有与前牙的接触面
,

远 中侧无接触面
,

从此特点判断为第三臼齿
。

齿冠低 6图 8
、

图版 3 , ;

一
0
7
。

左下第二或第三臼齿 6−% ∀ Γ  7
9
前半部损坏

,

修复后近中舌尖仍缺失
,

近中颊尖仅一

半保存 8远中侧的釉质也缺失一块
,

齿根全部缺失
。

几个牙尖已磨耗
。

第五尖靠近远 中颊

尖 8 远中舌尖扁长
,

位于咬合面的边缘
,

其他各尖也是低
、

圆
。

咬面有由各尖围成的中央

凹
,

此凹中有少量的小皱纹
。

颊侧有明显齿带
,

包围在近中颊尖到第五尖的颊侧
。

与前述

Ν
,

形态非常相像
,

但长 6复原后的长7
、

宽略大于前者
,

这样就有两种可能
9
一种可能是

这种动物的下臼齿为 峡 Ψ Ν
# ,

此牙就是一个 峡 8 另一种可能是
,

此牙也是 Ν
# ,

由于个体

差异它的长
、

宽略大
。

二
、

牙 齿 测 量

以下测量值表明
,

这类牙齿化石是 Ν
Ο

Ψ Ν
, 8 Ν

,

的颊舌径稍大于 砂
,

树 的近中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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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ΝΝΝΝ
333

Ν Ν
###

Ν
###

Ν
,

或 Ν
###

近近 中远中径径 Ζ
4

Γ
4

6777 Γ
4

ΓΓΓ ∀
。

ΑΑΑΑΑ

颊颊舌径6最大宽777 ∀
4

   !
4

   ∀
。

!!! Γ
4

ΑΑΑ ∀
。

ΦΦΦ

齿齿冠高6颊侧 777 #
。

   #
。

!!! #
。

ΦΦΦ
。

ΓΓΓ
‘

#4

颊颊舌径
七匕、、  #Φ

。

ΖΖΖ  # 67
4

ΦΦΦ   Α
。

ΖΖΖ ∀ ∀
。

[[[ 一, 二罗宁节罗 二丁军气厂二一 [  日 女人人人人人人人

也也甲 匹甲 份份份份份份份

近近中远中径 十颊舌径径 了
4

∀
4

   ∀
。

### ∀
4

ΦΦΦΦΦ

径则要大于 Ν
,

和 Ν
‘。

但是从整个近中远中径与颊舌径的平均值看
,

Ν
#

和 Ν
,

大小几乎

相等
。

无论上臼齿还是下臼齿
,

齿冠都低
。

三
、

比 较 和 讨 论

本文中所记述的下臼齿齿尖低
、

圆
,

齿冠低
、

齿带发育等形态与所述的上臼齿形态相

似
,

大小比例也较为合适
,

所以将它们与上臼齿归为同一种
。

泅洪标本从其大小来说
,

它们在该化石地点的灵长类标本中
,

其个体是稍大的
,

但在

猿类系统中则是一种较小型的个体
,

不同于在我国云南开远和禄丰发现的猿类
,

其区别可

归纳如表 所示6禄丰的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下面统称为禄丰古猿7
。

表 我国几种古猿牙齿形态比较

∴—
[

Ρ

一一卫生一一二一一望生一二鱼‘
一
一

一

一一

一比较项 目

∴一
[

一王止 一一∴
[

一一一一三一一一一一咚止

——

—
卜
一

一

一二奎壁ΣΣ塑互一二一∴一一竺竺竺一‘卜一
Ρ

二至业
Ρ [

一一一一
一

‘塑竺兰一
一一一一

Σ
一一一一一一

4

色
一

一

—
Μ
一
一一‘笠一一一 ∴

[

一一
一一

ΣΣ圣

—
] 二 Σ 低冠

,

上臼齿颊古径明 】 、二
9 ⊥

。 ] 口二七二 ∴ ⊥
址习 少山 3 石二 ⊥ 卜二口 件 曰

, 二干 日, 下又 ? 】口」_ 以 , ⊥ 3 一 】二 曰 匀 山且 Ξ 洲Ξ 少价 Μ

—
∴—

‘竺过互三卫兰兰卫竺创立竺址一
∴

—
 

—
[ 一一一里竺全上一一 ∴一一一二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 ∴

⊥
3齿带发育

, 上臼 齿舌侧齿 3 ∴
齿 带 ∴带宽

、

厚 , 下臼 齿颊侧也具 Μ 上
、

下 臼齿基 本上无齿带 ∴ 下臼 齿缺少齿带

—
 

—
鱼达因蛋二

[ 0Η 0Η

一∴

—
⋯

—
[ 一一兰皇兰[

一
一

阵一竺哩兰翌二一卜一里塑生竺二一⋯

—
下 臼齿咬面形态 ∴ 看不出 ⎯ 型沟 ∴ 具 ⎯ 型沟  具 ⎯ 型沟

泅洪标本与同一层位的双沟醉猿 6李传夔
,

 ! Γ ∀ 7 相比
,

两者无论形态还是大小都显

然有别
,

例如 −% 1斗!
、

−% ∀Α Φ 颊舌径较近中远中径明显的大
,

双沟醉猿的上臼齿近于圆

形 8 上臼齿齿列的大小顺序
,

双沟醉猿的 Ν
#

是 # 个臼齿中最小的一个
,

本文标本则是 Ν
#

大于 Ν
‘,

Ν
,

与 Ν #
近于相等或 Ν# 略大于 Ν

, 8 总体看
,

双沟醉猿也比本文描述的猿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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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二十世纪初叶始
,

在东非的肯尼亚
、

乌干达等地相继发现了不少猿类化石
,

其中小的

和现生长臂猿大小相似
,

大的近似于大猩猩
。

起先它们被认为是森林古猿一类
,

之后
,

随

着新材料的不断增多
,

先后订立了 Α一 Ζ 个属
,

例如 : ∋ ,Ε , , Η≅ ∃
,

乙?Λ , ,户?动0 Ε ≅ , ,

ς 0 。助?< 人己Ε ≅ 8

等
。

近些年来
,

有的学者试图对这些化石作重新分类或提出修台意见
,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 >= ∋0 Τ ,

6 ! Γ ∀ 7的分类意见
,

主张把非洲中新世的化石猿归并为两科三属
,

即

科 −, >矛= ;0

亚科 Β ∋ Χ叩?<Δ 0Ε 运; 0

属 − ∋ , 0 , > Η ≅ 3 Κ , : Τ ,, =

属 .?Λ > , : ?< Δ , 韶 Κ , : Τ , , =

科 Κ Χ 3, Υ ; Ζ = ;0 α 3Χ <Δ

属 Β 0 > =∋ 叩亡< Δ
0 0

, % > = ∋ 0 Τ 。 β 1油
, > Η

从上面 % >= ∋0 Τ Η 的修订意见来看
,

分类系统较简化
,

有其可取之处
,

本文暂用他的分

类法对泅洪标本进行比较与讨论
。

上面已提到
,

洒洪标本的上臼齿具有舌侧齿带
,

齿冠的形态比较简单
,

这些性质正是

东非森林古猿亚科中的 −∋ ,Ε 口。≅3 和 .? Λ >, −?
<乃0Ε “了

所具有的特征
。

但洒洪标本在上臼齿

列的大小顺序是 Ν
#

7 Ν
,

Ψ Ν , 8 −∋ ,Ε 口。≅3 和 .? 。
,

,− ?<Δ 0Ε “ 8 的上 臼齿列大小顺序为 Ν
,

Ψ

Ν# Ψ Ν3,

泅洪标本的上
、

下臼齿形态与 Β
0

耐
∋口
声

<Δ Ε

Ε≅ , 比较虽也有相似之处
,

如下臼齿都有颊

侧齿带
,

上 臼齿结构简单
,

有舌侧齿带等
,

但两者的形态差异还是较大的
,

如表 # 所示
9

表 # 洒洪标本与树猿 6刀
0 , =∋

, : ?<Δ , 0 ≅ ,
7的差别

比较项 目 洒洪标本

下臼齿齿尖 各 齿尖排列较集中

Β 亡”= ∋ , −?< Δ亡Ε ∃‘Η

排列 在齿冠周围

下 臼齿齿脊
除舌侧近 中和远中尖之间有一段
脊外

,

没有明显 的脊连接各齿尖
齿尖被明显 的脊连接

,

故二角座和
跟座上的尖围成一个齿盆

上 臼 齿 次尖
、

前尖和后尖等大 次 尖 小

上臼齿大小顺序 Ν
#

7 Ν
Ο

Ψ Ν
’

Ν
Ο
Ψ Ν

#

Ψ Ν
3

从标本测量显示的双变数坐标图 Π本文借用 % >=
∋ 0 Τ Η 的双变数坐标图 6图 Α一 ∀ 7 _看

,

图 Α一 ∀ 图例

△ 泅洪标本
只 Β 尸 > = ∋ , −矛多人0 Ε ≅ Η 用; 0 ?> > 巴了?

 ! ∀ ! # ∃ “% & ∋ ( ! ) 留。∗+ , − ! . / , 0 ) !  1 ! # +

困
·

&∋
·

0 。 ( ! ∀ ! 2 ‘。。, +# ) ‘

( 石切 # ! ∗矛,为己∀ “3 4∀ ) 己 ,己 ,

5 ∗, ! . ! , , “ 6 ( 7 + . ( , “ ,

8 ∗
5

”9 ( 刀 : ( 己

一 ∗
5

水 ( ;!  

< ∗
5

月夕= # : ( 亡 7 ! 4# > !  , ? ∀  # ( #

口
5

4亡) 亡 , ∀ , 7 ! 一# ≅ ( ( Α

回 Β
5

4! ) ∀ ,∀ , 7 ! 2#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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泅洪标本的上臼齿各值都落在 尸∋ , Ε 。。 Ξ“∃ 。

&
,
·

介; > ≅ , 和 。
0 , = ∋ ,户?<人

0 Ε ≅ , , ; Ε ?, , 0 Η? 之间
,

与

: ∋ , Ε , > , ≅ ∃ > 夕; > 二; 己 、

尸∋,Ε , , , “ Λ ;ε, ∋

以及 . ?Λ > ,户?<人
。Ε ≅ ,

相差较远
。

Ν
。

的大小虽在 Β ‘, = ∋ , [

户?<力0 Ε ≅ , 的上限
,

但基本上仍处在 Β 亡, = , 。−介Δ
0 Ε ≅ , 和 : ,

·

, Ε , 。了≅ 3 ;

&∋ ?Ε;
> ≅ ‘

之间
。

总览上述
,

泅洪标本与亚洲发现的 + ; , ;: ?< Δ 0 Ε “ 8 、

1? , ;− ?< Δ0 Ε≅ ,
有明显的不同

。

就时代

而言
,

泅洪标本要早于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
。

泅洪标本与非洲的 −∋ ,Ε ,> 川  ;ε ∋?Ε ;> ≅Η 和

Β 胡价,− <’< 人0Ε
“ , 虽有些共同的性质

,

但从牙齿的形态和大小排列顺序可以相区别
。

再结合

这种类型的化石在我国尚无记录
,

在亚洲也未见报道
,

为此
,

取其齿宽和地理位置暂将洒

洪标本视为一新属
、

新种 9 : 3; , , = , 。 , ,
户?动

0Ε ≅ ‘ ∃?; > Ι 人≅ ; ?0 > ‘ Α Φ

四
、

江淮宽齿猿观察后的几点设想

 
4

目前江淮宽齿猿的材料还不多
,

要讨论它的系统地位还有些困难
,

但凡属猿类化石

的发现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

这次发现的江淮宽齿猿
,

尽管材料少
,

但扩大了猿类的

地理分布
,

尤其在我国东部低海拔地区出现猿类化石
,

也是很有意义的
。

4

江淮宽齿猿的形态与非洲的 Β ∋Χ叩?<Δ0 Ε? >; 0 亚科化石有相似之处
,

而大多数人认为

非洲的这类化石 6−∋ ,Ε 口。≅3 7是非洲现生大猿的祖先
,

甚至还可能是亚洲西瓦古猿的祖先
。

江淮宽齿猿作为森林古猿族的一分子
,

对探讨亚洲化石猿类和现代亚
、

非大猿的起源
,

也

许能起到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
。

#
4

据李传夔6 ! Γ ∀ 7的不完全统计
,

我国的中新世化石地点已有 Α 个左右
,

从这些地

点发现的化石有七目
,

#Φ 科
,  ΦΦ 种上下

,

其中有些种类从亚洲进入东非
。

江淮宽齿猿的

发现
,

对于探讨亚洲
、

非洲动物的交往又增加一个新的内容
。

4

以前我国的化石灵长类
,

主要分布在云南高原和与高原相邻的广西 山地
。 Μ东部低

山和淤积平原则无其足迹可寻
。

像山东山旺那样化石丰富的地点
,

也未曾有过灵长类的

报道
。

因此
,

给人们的印象是这一地区出现灵长类化石的希望不大
。

但是
,

自李传夔报道

江苏泅洪发现的双沟醉猿后
,

情况有所转变
,

一些研究工作者也相信我国东部地区依然能

发现灵长类化石
。

江淮宽齿猿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判断
。

Α
4

从江淮宽齿猿伴生的脊椎动物化石看
,

其中包括鱼类
、

爬行类
、

鸟类以及啮齿类
、

食

肉类
、

奇蹄类和偶蹄类
。

这是一个类型众多的化石动物群
,

代表着森林
一

草原的生态环境
。

在这种类型的地区作采集工作
,

找到早期灵长类化石的可能性更大
。

这些迹象还表示我

国东部地区
,

像苏
、

皖
、

鲁一带的中新统地层有可能成为研究灵长类起源的重要地域
。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吴新智
、

李传夔同志的帮助 8 文中插图
、

照片是沈文龙
、

杨明婉和王

哲夫同志清绘或拍摄的
,

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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