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巧卷 第 期 人 类 学 学 报

年 月  】

,

,

元谋小河村古猿上领骨化石的初步研究

姜 础
云南省元谋县元谋人陈列馆

,

元谋

摘 要

年初和 年 月
,

分别在云南省元谋县小河村的蝴蝶梁子和 盖排梁 子
,

发现了两

件 占猿 上领 骨 化石 和 巧
,

原研究 者将 前 者订 名为
“

腊玛 古猿属蝴蝶种

翻 加  
。 ”

作者研究了这两件标本
,

从形态上看
,

两者十分相似
,

从尺寸上可

分为大
、

小两个类型
,

它们可 能是同一种的雌雄个体
,

即前者大
,

为雄性 后者小
,

为雌性
。

它们 与禄丰古猿 吵
正 、 的 形态非常相 似

,

它们应归为禄丰古猿属
。

但这

两件小河的标本
,

又有它们的固有特点
,

所 以暂归之于 吵
。卯  !

。

关键词 元谋
,

禄丰古猿
,

早上新世

年 月 日
,

元谋县物茂中学彝族女学 生李 自秀等人
,

在竹棚村豹子洞警梁子

采集到一枚小型 的古猿牙齿化石
,

及一批 哺乳动物化石标本
,

送交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

所
。

经诊所江能人等研究后认为 该枚牙齿属左上第一或第二臼齿
,

并订名为
“

能人竹棚

亚种
”

简称
“

竹棚猿人
” ,

时代为距今 万年前 江能人等
, 。

同年 月起
,

楚雄州文物管理所和元谋人 陈列馆
,

多次组织对竹棚的联合考察与试

掘
。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

自 年 月起
,

由省
、

州
、

县文物部门人员组成的元谋古人

类联合考古发掘 队
,

又多次在竹棚
、

小河地区进行大规模 的正式发掘
。

在联合发掘初期
,

该联合发掘队队长张兴永等
,

将竹棚豹子洞警梁子发现的部分 中小型单枚古猿牙齿化石
,

订名为
“

人属东方种
”

简称
“

东方人
” ,

时代为晚上新世末或早更新世初
,

距今 约 万

年 张兴永等
, 。

与此同时
,

张兴永等
,

又将 由李 云芬在蝴蝶梁子采集
,

并上交 给

元谋人陈列馆的古猿左上领骨化石标本 元谋人陈列馆野外地点号
,

室内标本登记

号
,

云 南 省 博 物 馆 的 室 内登 记 号  ! ∀
,

订 名 为
“

腊 玛 古 猿 属 蝴 蝶 种

 
。。、 、

 
” ,

并认为它是
“

东方人
”

的直系祖先
,

时代为晚上新世早期
,

距

今三四百万年 张兴永等
, 。

随着元谋诸地点古猿及伴生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与古猿化石的增多
,

作者认为
,

过去

有关 的认 识与研究
,

确实存在着 错误
,

有必要 重新 审核它们 的分 类
。

本文 拟对上 述

 标本的分类进行重新订正
,

同时将本馆的同类标本 与其对比
、

一起研究
。

后面的标本是 年 月
,

由小河村农民祀朝德
,

在该村南面的盖排梁子发现的小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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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左上领骨化石
,

它的本馆野外地点号是  !
。

标 本 描 述

标本 与 相 比较
,

它们的保存情况十分相象
,

只是 保存的领骨

体骨面稍比 的多一些
。

它们上领体的绝大部分缺失
、

呈灰白色
、

石化甚 深
,

都存

留有犬齿槽和 自 至 ,
等 枚 牙

。

牙齿喇卜列紧密
,

一 段咬合面越往后 伸
,

上翻

现象越大
。

全部牙齿的釉质较厚
。

各牙的近 中远中径均小于颊舌径
。

标本的齿冠色泽灰 白与灰黑相间
。

牙齿硕大
,

轻度磨耗
。

臼齿大小序 列

为 , ’ ’, , 与 ’大小几乎相等
。

颊齿列的前段较平直
,

但 自
’
起齿列逐步

轻微内收
,

估计其上领齿 弓仍呈
‘

,
”

字形
。

齿列咬合面中部
’
一 向下略有隆起

。

上第三前臼齿
,

为双尖型
。

颊侧尖明显比舌侧尖高大和锐利
,

呈锥形 舌侧尖相

对低小圆钝 有发育的颊侧前齿带
,

以致近 中颊侧角向前突出 齿冠轮廓近似三角形
。

从

咬合面观之 自颊尖的顶尖向中斜面发出一主脊
,

上行一段后即分为近中
、

远中两条较 浑

圆而粗壮的副脊 舌尖 自顶尖 向中斜面发出四条既陡又短的副脊
,

除靠近 中的一条副脊似

与颊尖 的近 中副 脊相连外
,

其余的副脊均被 中央纵沟所分隔 前
、

后凹呈横向沟状
,

前 者

较宽深
,

后者稍 浅窄 在两尖中斜 面的副脊之间
,

形成一个较深的三角形 中央 凹
。

齿冠

颊
、

舌面的中部
,

均有数条水平向的生长线
。

齿冠颊面的中央部分浑圆突 出
,

舌面则呈窄

小的圆柱状面
。

齿根分成三支
,

即舌侧一支
,

颊侧两支
。

颊侧的前支较粗壮且 向上内呈弧

形弯曲
。

上第四前 臼齿
,

也是双尖
,

颊舌两尖大 小约等
,

但颊尖稍 高且锐
,

舌 尖较低

钝 舌尖的顶尖位置较颊尖的靠前 齿冠轮廓呈椭圆状
。

咬合面观之 从颊
、

舌尖的顶尖

分别向中斜面发 出一条主脊
,

主脊的两侧各有一副脊
,

副脊相对较发育 两尖的副脊延伸

于咬合面中央
,

靠舌尖处被纵沟分隔 咬合面形成横向沟状 的前
、

中
、

后三凹
,

前凹较 宽

大
,

后凹 次之
,

中央凹 与 的相 比
,

形状基本近似
,

但深度相对要浅些
。

颊
、

舌面生长

线的发育状况与 的基本一致
。

齿冠的颊
、

舌面均呈弧形突 出
。

其颊
、

舌尖有 向咬合面

中央收拢的趋势
。

左上第一臼齿
’ ,

咬合面轮廓呈正方形略趋菱形
。

有 四个齿尖
,

颊侧两尖较高且

锐
,

舌侧两尖相对较低且较圆钝
。

原尖最大
,

前尖和后尖约等
,

次尖相对较小
。

连接原尖

与前尖的横脊
、

连接原尖与后尖的斜脊
,

均未被纵沟切断
,

斜脊相对较发育
。

前
、

后凹均

为横向
,

但前者显得细长
,

后者显得宽深
。

中凹呈三角形
,

宽大而深
。

原尖和前尖中斜 面

的主脊和前
、

后副脊
,

由于磨耗显得稍弱和光滑
。

后尖的主脊较明显
,

其近中部 可见皱纹

痕迹
。

齿冠的颊面较舌面显得较陡直
。

前尖与后尖之间的横沟特别显著
,

它向下延伸至颊

面中部
。

在 原尖与次尖之间的舌 面
,

靠原尖一侧有三条长短不一 的小纵沟
,

似是卡 氏坑
。

颊
、

舌 面基部显著肿胀并呈弧状鼓出
。

没有生长线发育
。

·

上第二 臼齿
, ,

是臼齿 中最大者
,

显得特别粗壮
。

近中端的颊舌径 明显大于远 中

端的颊舌径
,

因此
,

齿冠轮廓 呈梯形
。

咬合面也有 四个齿尖
。

颊侧两尖较高且锐
,

舌侧两

尖相对较低较圆钝
。

原尖特别的大而 圆钝 次尖相对最小 前尖高而锐利 后尖的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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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锐程度次之
,

而且位置强烈内收
。

与 ’相 比
,

连接原尖与前尖的横脊
、

原尖与后尖的

斜脊相对较弱
。

由于磨耗
,

前凹不明显 中央凹特别宽大 后凹中部较深
。

前尖 向中斜面

的主
、

副脊特别明显 原尖 向中斜面的主
、

副脊次之 后尖向中斜面的主脊特别发育 次

尖向中斜 面的主
、

副脊相对较弱
。

与 ’一样
,

其颊面呈弧状鼓出
,

尤其在前尖部位更加

鼓出
。

前尖与后尖之间的横沟特别宽
、

浅
,

向颊面延伸的痕迹较弱
。

其舌面的鼓出程度与
’接近

,

但相对稍陡
,

原尖部位更显鼓 出
。

原尖前有原小尖发育
。

分隔原尖与次尖的横

沟延伸到舌面直至颈线
。

在颊
、

舌面除生长线明显外
,

在舌侧面次尖部位有竖向的小脊发

育
,

没有卡氏坑
。

釉质皱纹较
’
略有增 多

。

上第三臼齿
’ ,

由于后尖强烈变小和 内收
,

次尖几乎消失
,

致使齿冠后部显著变

窄
,

呈圆弧状突 出
。

近 中颊侧角在三个臼齿 中最锐
。

的各齿尖与
’和 的相 比

,

显得较低
。

原尖最大
,

而且圆钝
,

向中斜面的主
、

副脊较明显
,

原尖前的原小尖与 的

相比
,

显得更加发育
。

前尖次之
,

高度与原尖约等
,

但稍显锐利
,

顶部有 明显的磨耗面
,

中斜面主脊和前
、

后副脊分明
。

后尖更小
,

但中斜面的主脊较发育
。

次尖紧挨斜脊
,

突度

不显
。

与前部 臼齿相比
,

连接前尖与原尖
、

原尖与后尖的横脊和斜脊相对减弱
。

因此
,

咬

合面仍有前
、

中
、

后三凹
,

前 凹仍横向明显
,

中凹小而浅
、

宽
,

后凹与前部臼齿的相 比
,

更显宽大
,

几乎与中凹 相等
。

分隔前尖与后尖的横沟与 的相 比
,

基本一致
,

但明显减

弱 分隔原尖与次尖的横沟很 细
,

没有越过舌侧缘脊
。

齿冠的舌面和远中面布满竖向的小

脊和沟槽
,

尤以次尖部位特别 发育
。

齿冠的颊
、

舌面生长线仍然明显
。

釉 质皱纹在咬合面

明显增多
。

标本在 一
’的颊侧齿槽缘上方保存有左侧犬齿窝下部的骨面 它

的齿冠没有黑色斑纹
。

上述两点是此标本与  的保存情况上的不同之处
,

其他方 面

与 基 本相 似
。

巧 与  的主要 差别是 尺寸上 两者悬殊
,

较 粗

大
,

较纤细
。

标本有 如下特点
二 , 的近中面上有 与犬齿的接触面

。

可推测犬齿与 , 间无

齿隙 从
’

一 齿列段较直
、

没有内收现象
,

表明其齿 弓可能为亚
“ ”

字形 它的臼

齿大小序列为
, ‘ ’, ‘明显大于

, 。

在 一
’
段各齿 的咬合面

,

因磨耗显

得较光滑
,

釉质皱纹亦很弱
,

舌侧尖均 有磨耗凹 面坑
,

尤以 ,
、

’的特别显著
。

各齿的

颊
、

舌面生长线不明显
。 ’的舌面没有卡氏坑

。 “的舌面以及
’的舌面和远中面

,

没

有竖 的小脊和沟槽分布
。 、

’的原尖前的原小尖发育不明显
。

值得一提的是
, 的

颊侧前齿带特别发育
,

呈竖脊状鼓出
。

颊面 自颈线起至齿冠 中部向外鼓出
,

此部位以下的

突度则明显减弱
。

形态比较与讨论

为了进一步探讨  和 标本的分类地位
,

现将它们与禄丰的同类标本作

形态上的对比
。

禄丰古猿 同名种   ! 巧反 吴汝康
, ,

产于云南省禄丰县石

灰坝村
,

它是一种性差别较 明显 的第三纪古猿
。

元谋的 和 之间的大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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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态上的关系与禄丰同类的雌雄标本间的关系十分相似
。

所 不同的是 元谋这两件标本之

间的性差别
,

比禄丰古猿的更加突出
。

本文两件元谋标本与禄丰 同类标本的主要差别是 首先
,

禄丰古猿两性的上臼齿大小

序列为
, , ’,

标本的序列 与禄丰的基本相似 而 标本的序列 为

, ’ ’
。

其次
,

在齿冠的形态上
,

元谋 标本的
,
颊面显著突出的情况是

禄丰同类标本所没有的
。

从比较我们可 以看到  标本
,

从尺寸和形态方面来看
,

都与禄 丰古猿雄性的

较为相似
。

而原研究者将其订为
“

腊玛古猿属蝴蝶种
” ,

实际上应归属为禄丰古猿属的雄性

类型
。

同样
,

元谋 标本在尺寸和形态上
,

与禄丰古猿雌性的较为接近
。

它应归属

为禄丰古猿属的雌性类型
。

到 目前为止
,

元谋地区共发现竹棚村豹子洞等梁子
、

小河村村北的蝴蝶梁子和村南 的

盖排梁子
、

雷老村大树警梁子等 个古猿化石地点
。

据初步观察
,

这 个地点都存在大小

不同
,

但形态基本相似的两种类型的古猿化石
。

此两类古猿的各类牙齿在尺寸大小上虽有

一定的相互交叉
,

但明显可分 出两种尺寸
,

它们的差别没有超出同种内雌雄两种类型的差

异范围
。

即它们的不同实际为性别的差异
。

从埋藏的情况看
,

元谋各古猿化石地 点的地貌虽然不尽相同
,

但在地层沉积顺序和物

质成分上
,

都较一致
,

即以黄色灰绿色粉砂层为化石层的标志层
,

说明在这 个地点的地

层沉积过程中
,

都受同一个大气候环境的控制
。

此外
,

从这 个地点的其它哺乳动物化石

的种类来看
,

目前虽不尽相同
,

但在同类化石的形态特征和古老性方面
,

确是一致的
。

因

此
,

作者认为 上述 个古猿化石地点的地质时代基本上是相同的
,

似应稍晚于禄丰古猿

地点的地质时代 距今约 万年
,

即上新世早期或最 晚中新世
,

距今约 万年左

右
。

综上所述
,

和 标本分别代表元谋古猿的同一种的雄性和雌性个体
。

它

们与禄丰古猿同类型标本的形态和尺寸基本一致
,

可将它们 归入禄丰古猿属
。

但元谋标本

有些特征与禄丰 的不同
,

暂名之 日  
。卯 、

。

本文作者在撰写此文过程 中
,

得到陆庆五
、

张银运
、

郑良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

在此特

向他们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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