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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与闽粤称猴颅骨的多变量分析

俞发宏 彭燕章 潘汝亮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

昆明

摘 要

本文是中国称猴湖南
一

湖北和广东‘ 福建种群颅骨的多变量分析
。

结果表明
,

二者的面宽和

颅骨的形态结构除有 明显的性二型外
,

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

湖南‘ 湖北种群的颅骨结构相对大

于福建卜广东种群
。

它们与 云南南部和海南岛琳猴颅骨的判别分析结果表明
,

由于地理和生态

隔离
,

四 者雌雄 两性颅 骨 的形态结 构均有 较大的 差异
,

达到 种群 间的显著差 异水 平
,

分别应属不同的亚种

关键词 颅骨
,

种群
,

称猴
,

多变量分析

称猴 是 属中与人类共栖
,

大陆型分布最广
,

分化最大 和

适应各种生态条件的物种之一 尽管目前对它的研究十分广泛
,

几乎涉及各个领域
,

但它

的隶属关系和种下分类仍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

自 之后
,

不同学者对中国琳

猴的种下分类提 出了不同的见解
,

将其分为 一 个不同的亚种
,

, ,

 
,

 ! 蒋学龙等
,

全国强等
,

 
,

。

近年彭燕章等
、

张亚平等 和 等 通过对中国不 同称

猴种群 的颅骨多变量分析和 片段多态的研究
,

否定 了中国有称猴指名亚种存在

的观点
,

认为云南中南部称猴既不是印度 的 也不是泰国 的
·

如

海南岛称猴属岛屿型种群
,

与大陆型 的其它中国称猴存在 明显的形态差异
,

属不同亚种

虽然 闽粤 福 建
、

广东 和湘鄂 湖南
、

湖北 分布的称猴始终被 划 归为福建亚 种

  !∀
,

但从创门地理分布环境和称猴分化的多态性
,

对此划分表示怀疑 本文

拟通过对此两区称猴种群颅骨的多变量分析
,

结合其生态和地质资料
,

探讨它们的分类隶

属关系
,

以期提供有关的分类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所用材 料均 收藏于昆 明动物研究 所灵长类研究室 表
。

采用邵象清  和

 的测量方法
,

选取 项与颅骨形态结构有密切关系的变量做多变量

分析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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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材料 娜

分种 群 雌 性 雄 性 分 布 多 度 纬 彦

 

云南南部称猴 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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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琳猴 困

海南岛称猴 伽
。

瑞丽
,

思茅
,

动腊西双版纳

湖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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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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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海南岛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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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变 仪 诚 肠

盂后突臼齿长 孟后突基部到第三 臼齿远端的距离  !∀ 。   !

 比

   

颧额前缘宽 两颧额连线间的距离  饱  

  

眶后窝最小宽   ! ∀#∃!%&∋
( !)∗!∃ (+,

梨状孔宽 (P IR W ) (初dth
of the p irifo rm

a
pe
rtu re );

乳突最大宽 (B IM A ST w ) (d i
stan ce betwe

en th e rig h t
an d 一e ft

ma
s to id p ro ce

sse s
) ;

枕骨大孔长 (F O R M A G L ) 和宽 (F O R M A G W ) (l
ength an d wi dr h

of the fo ram en ma ,
um ) ;

孟后突牙槽 长 (P G A ): 孟 后 突基部 到前 牙槽 中点的距离 (d is ta nc
e
fro m

the bas
e
of tbe

a nte ri or su 血ce
oft 比

postg le加id Pro ce
ssto thealveolare):

颅长 (C R A N L ): 枕骨外凸隆到 门齿槽中点的距离 (cra ni allength :di sta n ce fro m
the to p o fthe occ ipita l pro tu ber

-

ance to the alveolare );

颅宽 (C R A N W )
: 两 外耳道 上 缘 宽度 (cran ia l wi d th : t比 dista n ce betwe

en t比 卯int
s on the left and right

suPra me
atalcrests abo

vetheextern alaco
ustie

me
atus);

颧弓距 (B lz Y G w )
: 两颧弓在颧颜骨连线中点的距离 (m axim um w idth o fth e砂g

om atie arc hes a tthe面d加in t
of

theZy goma
tico t
em Pora lsuture);

藕下窝长 (T E M F o s L ) 和宽 (TE M F 0 s W )
: (length an d w idi h of the in fr atem 卯rt

al俪
sa〕

颅盖长 (C A L VL ): 从眉间点到枕骨凸隆的距离 (d is ta n ce fr om glab ella to the top of the
occ
ip ita lp ro tuberance );

嘴长 (M U Z L ): 自门齿槽申点到 眶下缘的距离 (d is tance fr om orbita lto alveo la re );

前颅基长 (A N T B A sl )
:
枕骨大孔前缘中点到门齿中点的距离 (di sta n ce fr om t比 an te ri

。:

po
in t

of
t
he fo ra m en

ma
g
u
m i

n t h
e
m id

s a
g it t

a
l P l

a n e t o t h
e a

l
v e o

l
a r e

)
;

咬肌力臂长 (M A M ): 自下领关节突 顶点到 下领底部 的距离 (mo m en t
a
rm of the Ina

sse te r fro m
the to p oft he

ma
n d ib ufa r eon dyl

e to the a nte rio r bo rd er of th e an gle of th e m an d ib le):

下领高 (M A N D H ): 下领骨在M 一和M Z之 间的高度 (h eigh tof the m an dib le bet
wee
n low er M l an d M Z):

下领联合长 (M A N D S Y M ): 下领下缘的中线点到下 门齿槽缘的距离 (le n gth of tbe Ina
nd ib ufa r sy m p hy sis in t比

in fe rior
rna
nd ibu lar

ma 唱in be twe
en the 而dli

neand infra d
enta le):

下领骨的宽 (M A N CR
o W )

: 下 领骨在M I和M Z之间的宽 (w id th of the ma 血
ibularco

rPus bet
wee
n the low erM I

and M Z);

眶外侧距 (B lo R w )
: 两眶眶外侧缘内间距 (m ax而um

d治ta n ce b e tw e en th e o rb its a t th e 恤te ra l
ed s es o r th e o r b its

a t th e zy go m
a tic o es te m po ra l

su tu re )
.

用 飞‘ 检验 (T 一t es t) 方法求 出此两 区称猴种群有关变量的平 均值 (M ea n)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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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 ) 和显著性检验结果
.

在判别分析中
,

先对所有变量进行 干选择
,

再进行判别分类分析
,

并用 O N E W A Y

方法检验判别分类的置信度
。

为减少误差
,

提高运算的准确性
,

所有统计学分析
,

均在同性别之间进行
。

2 结 果

表 3 列示 了闽粤和湘鄂雌雄称猴颅骨 21 项变量 的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
。

上述变量经

W ilks
,

值的判别分类表明
,

无论是雌性 还是雄性
,

两个种群 之间均达极显著差 异水平

(P < 0. 001 )
,

判别置信度分别为 81
.
67 % 和 93

.
75 % (表 4)

。

而它们雌雄两性颅骨的判别

分析结果表明
,

它们均有较显著的性二型差异 (表 5)
。

表 3 湘那和闽耳称猴颅骨有关变t 的平均值
、

标准差和 T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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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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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湘那和闽粤殊猴颅骨变t 的判别分析结果

R 砚翅Its
fro
m d址d. i皿ut

ana ly城5 fo 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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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湘那和闽耳称猴颅骨的性二型判别分析结果

R es ults fro m 遨SC ri面ua ntana lysis fo r the 山m o rPh i助
ofth espeCi m

ensin G rou PN o
·

2
a n

d G
r o u

P N
o

·

3

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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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判 别 结 果 伊re di ct ed res ul t) 判别置信度

雌 (F
em ale) 雄 (M

ale) (PO
ssibi lity )

N o
·

2 F

e

lna

l

e

8 7
(

8 7 巧% ) l ( 12 5 % ) 82 3 %

M
a le 9 2 (2 2 2 % ) 7 (7 7 名% )

N
o 3 F e

ma
le 5

.
5 ( 10 0 % ) 0 75 3 %

M a le 7 2 (2 8
.
1) 5 (7 1

.
9 % )

对闽粤和湘鄂称猴与海南岛和滇南称猴颅骨的判别 分析表明 (表 6 和表 7)
,

虽然滇

南称猴与其它种群有一定的重叠分布
,

但闽粤与湘鄂称猴之 间无论雌性还是雄性仍有极显

著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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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湘那
、

闽.
、

琼和澳南雄性称猴颅骨的判别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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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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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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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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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n

d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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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d res u lt)

种 群 (G
ro up ) 标 本 (C

a se
)

N O Z N 0 3 N 0
.
4

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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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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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湘那
、

闽粤
、

琼和澳南雌性称猴颅骨的判别分析结果

R 砚川】ts fr 临 diSC rim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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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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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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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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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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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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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5 ( l 0() % )

2 ( 18 2 % )

l ( 12
.
5 % )

0

4 (8 0 % )

判别t 信度 (PO
ssib正ty ) 7 5 3 %

3 讨 论

称猴 (M .m ul at ta ) 经上新也一更新世至全新世的适应性辐射
,

对环境压力作出了适

应性反应 (D els
on ,

1 9
80 )

。

在 M ac ac
a 的大陆型种中

,

由于称猴的生态价
,

迁移和克服障

碍的能力较大
,

在印度及中国 占据了较大的纬度带和不同的植被类型
,

达到了种的最大多

样性和丰富度 (M edw ay
,

1 9 7 0 ; F l
e a

gl

e
,

1 9 8 8 ; 彭燕章等
,

1 9 9 3 )

。

现今的海南岛由于中更

新世海水的侵人而与大陆隔离
.
岛上的称猴几乎不能 与大 陆上相 同种群之 间发生基因交

流
,

增大了它们的遗传岐异
。

从表 6 和表 7 所列判别分类结果看
,

其它大 陆型种群与海南

岛称猴由于生境和位置的差异
,

造成了它们地理 和生态隔离
,

导致颅骨形 态发生较大变

化
。

称猴遗传学研究结果也表明
,

大陆型种群的遗传变异 (29 % ) 和岛屿型种群的遗传

变异 (24% ) 存在明显的差别 (F ooden
,

1 9 9 0
)

。

在灵长类 的进化中
,

身体的大小表现出颅骨的差异 (C ra m er
,

19 7 7)

,

眼眶的大小对

面颅的形 态结构有很大 的影 响 (S eh ul tz
,

1 9 7 3 ; L
e

va
ll

e e r a
l

. ,

1 9 7 7 )

。

身体较大者
,

具有

更发达的咀嚼装置
。

由表 3 知
,

湘鄂琳猴相对较大的颅骨结构和发达的咀嚼装置
,

除与它

们的生境有关外
,

也与它们对食物的选择有关
。

称猴属多雄 群或母系遗传社会结构
。

雄性在达到性成熟之前
,

几乎总是从出生群中迁

出
,

而在几个非 出生群 中生存
。

基因流动几乎全靠雄性传递和 随后的交配成功 (M el ni ck
,

19 8 8)

。

与称猴属 的其它种一样
,

闽粤和湘鄂称猴种群颅骨的性二型也十分显著 (表 6 和

表 7)
。

而广泛分布 的大陆型称猴
,

区域性种群 间出现的遗传差异主要取决于随机遗传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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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彭燕章等
,

1 9 9 3 )

。

灵长类的动物地理学历史和辐射适应的关键在于新生代森林的分布和季节性气候的变

化
,

导致栖息地的植被
、

形态结构和行 为的差异 (N aP ier
,

1 9 7
0)

。

更新世是导致现代动物

类型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迅速进化和改变的一个重要地质时期
.
从化石分布看

,

称猴在中国

的分布较为广泛
,

它甚至分布到亚洲灵长类北限 (40
0
21

‘

N )

。

而从云南江川发现的称

猴化石 M
.
jta nc 加an en si

、
推断

,

在 中新世晚期
,

中国北方与 D h o k P at h an 之 间仍有动物

的 自由迁移 (潘悦容等
,

19 9 2)

。

在更新世之前
,

当喜马拉雅 山和青藏高原还未隆起时
,

中国南北的气候
、

植被和地理环境差异相对较小
,

均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林
,

冬季温

暖
、

潮湿
,

夏季干燥
、

闷热 (W ang
,

1 9 8 4)

。

动物的生存环境相对稳定
,

身体的结构差异

相对较小
。

随喜马拉雅 山和青藏高原的迅速抬升
,

中国的地质及地理结构发生 了巨大变

化
,

使亚洲大陆的气候和植被 自然带受到极大的影响
,

导致中国地理结构从西 向东三大 阶

梯结构的形成
,

引起中国南
、

北或东
、

西之 间动物的生态和地理 隔离
,

导致动物区域化

(陈鹏
,

1 9 8 6
)

。

种分化时
,

由于地理隔离和生境差异引起动物性状的变化以适应不 同的食物条件和水

文条件
。

而基 因流
,

F
o

un de

r e

ffe
ct

,

遗 传漂变和地理隔 离是 导致种间差异 的主要原 因

(M el nic k
,

19 88 )

.

从地理分布看
,

尽 管闽粤和湘 鄂均属 中国第三 阶梯结构
,

由于不 同的

地理位置造成了它们地理和生境的差异
。

湖南和湖北隶属于华 中区西部山地亚区
,

植被类

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云南植物编写组
,

1 9 8 7)

。

由于稠密 的人 口分布
,

称猴的生境受

到较大的破坏
,

食物的相对短缺促使它们不断迁移栖息地
。

它们与云南南部称猴
、

川西称

猴颅骨和肩脚骨 的形态差异也表明
,

由于生境差异形成了各 自适应环境的运动方式 (俞发

宏等
,

19
9 3; 彭燕章等

,

19 9
3)

。

广东和福建属华南区
,

地形较为复杂
,

气候炎热多雨
,

受太平洋季风气候影响显著
,

植被以热带雨林
,

季风雨林和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
,

食物资

源丰实
。

与湖南和湖北相 比
,

动物生存环境相对稳定
。

而云南南部属华南区滇南山地亚

区
。

称猴活动主要以森林环境为主
,

但由于受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气候的双重影响和青藏

高原的直接作用
,

气候炎热
,

植被相对多样化
,

以热带雨林
,

季风林或针叶林为主
。

从以上各区植被和气候条件推断
,

广东一福建和湖南一湖北及云南南部称猴颅骨形态

结构的差异
,

主要是由于地理隔离和生态隔离引起各区生境
、

食物和永文条件的差异
,

从

而导致它们颅骨性状的适应性变化
。

而它们之间颅骨结构的差异也反映出青藏高原 的隆起

主要发生在晚上新世以后
,

而且是分阶段抬升演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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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 二峡上在撇仪还 旧们命盯代丐 白节训班箱业
诊

为更有效地抢救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旧石器时代文物和脊椎动物化石
,

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受国家文物局和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小组的委托
,

举办

三峡工程淹没 区旧石器 时代考古培训班 (下简称培训班)
。

培训班于 19 95 年 10 月 23 日至

12 月 7 日在四川省丰都县高家镇举办
。

培训 班的学员共 28 名
,

主要来自四川和湖北两省三峡库区各市
、

县的文物机构
。

学

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占 60 %
,

文化素养 良好
,

且有多年从事地 方文物工作经验
,

对做

文物工作的意义有较深认识
,

学习 自觉性高
,

在培训班突出重点
,

兼顾一般
,

强化实践的

培训方针指导下
,

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

在野外工作中
,

每个学员初步掌握了发掘技能
,

在

室内标本整理方面
,

初步懂得互制品分类原则
、

如何分类 以及分类观察和测量统计等技

能
,

最后通过笔试
,

全体学员达到了优良水平
,

90 分以 上者约达 65 %
,

表明课堂所学的

理论知识掌握的 比较牢固
。

此次培训班为三峡库区文物抢救 工作培养了一批初级的旧石器

考古技术力量
,

无论对三峡地区或四川和湖北两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

( 张森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