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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的在云南元谋小河地区古猿地点发现的一种小型猿类 它的牙齿形态比晚中新世

的禄丰粗壮池猿 户 进步
。

而牙齿的某些形态介于粗壮池猿和现生长臂

猿之 间
。

它 的发现为探讨现生长臂猿的起源与进化提供了新的化石依据 依哺乳动物群的初步

研究
,

其时代稍晚于禄丰古猿地点的时代 鉴于它 的形态特征和地史分布
,

作者将它订为一新

属新种 进步滇猿 乒 夕
·

‘
·

关键词 进步滇猿
,

长臂猿
,

元谋
,

云南

年至 年间
,

云南省博物馆和元谋人陈列馆为主 的联合发掘队 ① ,

在元谋盆

地西北的小河地区古猿地点 盖排梁子 的
,

地点和豹子洞管的 地点发掘到

一批与古猿共生 的小型猿类化石
,

虽然标本均为单个牙齿
,

但却十分重要
。

除了缺少雄性

‘ 、

和
而未能描述外

,

其它牙齿的形态特征足 以视为新 的种类
,

在研究长臂猿的起

源与进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依大
、

小哺乳动物群的初步研究结果
,

元谋古猿地点的时代

比禄丰石灰坝古猿地点的时代稍晚 晚于 万年 因此
,

它是联系新第三纪小型猿类

与更新世时期化石长臂猿类的一个新的种类
。

在形态上
,

它在许多方面 比禄丰的粗壮池猿

更 接 近 于 现 生 长 臂 猿
,

特 别 是 合 趾 猿 划 。 和 黑 长 臂 猿
。

另外
,

它与粗壮池猿和现生长臂猿的差异性又扩大了人们对小型猿类进化

的理解和认识
,

从而使现生长臂猿的起源与进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

化 石 记 述

灵长 目 血
,

人猿超科
,

滇猿属
,

新属
· ·

进步滇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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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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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枚单个牙齿包括 枚 , ,

枚 , ,

枚 ’,

枚
,

枚 , ,

枚
, ,

枚
,

枚 ‘ 枚
,

枚
,

枚
,

枚
,

枚
,

和 枚
。

特征 除上 门齿外几乎所有牙齿的齿带消失或退化
。

上 臼齿 的前
、

后边缘呈弧形膨

胀
,

前凹很小 上前臼齿的齿冠轮廓呈 向后延伸 的似三角形
,

上 门齿较扁平
,

短而宽
。

大
,

下原尖靠前且与下后尖在顶部相连
,

跟座凹浅而狭长
,

无前凹
,

只在下原尖前部有一

条棱从齿尖顶部延 向齿冠基部 下 臼齿的下 内尖位置 向后延伸
,

跟座开阔且有一条沟将下

后尖和下内尖隔开
,

前凹后形成小三角 凹
,

下次小尖和后 凹小
。

齿尖之间的沟呈
“ ·

型 归于此属种的标本有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切割缘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切割缘磨耗大
,

齿根缺失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切割缘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

右 雌性
,

齿冠保存完好
,

齿冠后部和齿尖稍磨耗
,

齿根部分缺失
。

,

右
‘

雌性
,

齿冠保存完好
,

齿尖和后棱刚开始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

右 雌性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

右 , ,

齿冠保存完好
,

舌侧齿尖稍磨耗
。

,

右 , ,

齿冠保存完好
,

齿尖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保留 个齿根
。

巧
,

左
,

保存完好
,

中等磨耗
,

保留 个齿根
。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保留部分 齿根
。

巧
,

右 ’,

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保留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舌侧齿尖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以
,

右 , ,

齿冠保存完好
,

齿根发育不全
,

右
,

保存完好
,

切割缘稍磨耗
。

, ,

右 , 雄性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

右 , 雌性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齿根缺失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远中齿根部分缺失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

右 ,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缺失
。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齿根大部分缺失
。

,

右 ,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近 中齿根部分缺失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未磨耗
,

近中
、

远 中齿根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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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左
,

齿冠保存较好
,

仅在颊前角缺损
,

近中
、

远中齿根小部分缺失
。

,

右
,

齿冠保存完好
,

末磨耗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

左
,

齿冠保存完好
,

稍磨耗
。

为云南省博物馆标本号
。

为云南省元谋人陈列馆标本号 下 同
。

描述
’ 只有两枚牙齿

,

齿冠扁平
、

短而宽
,

切割缘磨耗深且由内

侧稍斜向外侧
,

舌面的中央有一发育的舌结节
。

近中
、

远中边缘和舌齿带相 当发育
。

仅以 枚 为代表
,

齿冠较扁平
,

舌面上有两条舌蜡
,

外侧缘较 内侧缘

斜
,

切割缘较狭
,

舌齿带发育

枚雌性牙齿
, ,

齿冠短而粗壮
,

唇面稍 突起
,

舌面的内侧棱不 明显
,

由它隔开的前
、

后舌面交角大
,

前
、

后舌面几乎在 同一平面上
,

舌

齿带发育并在内侧棱的基部呈结节状
。

齿尖较位于齿冠的中部
。

虽然 目前还未收集到雄性

上犬齿
,

从犬齿 的情况推测
,

雄性犬齿应是高大的齿冠
,

呈 明显的性别差异
。

, 枚牙 齿
, , , ,

齿冠咬合面轮廓似三角

形
,

颊舌径小于前后径
,

颊
、

舌齿尖较靠近
,

两齿尖之间的两条连线将咬合面分成 个

面
,

前凹为向前斜的三角形
,

后凹则为向后斜的矩形
,

后凹大于前凹
,

无舌
、

颊齿带
。

仅有 枚牙齿
,

与 , 的差别是前外角较钝
,

齿冠的轮廓较圆
。

‘ 或 , 上 臼齿具有典型 的人猿超科的齿尖型
,

有明显的三角座 和分开的次尖
。

前
、

后缘向外呈弧形弯曲
,

原尖和次尖较靠近且稍向后移
。

在三角凹和后 凹内有几条不等

的皱纹
。

无颊侧齿带
,

只有前
、

后尖之间的颊面上有一条沟
。

舌齿带退化
,

在个别标本上
,

的原尖前部残留一点
。

在原尖的前外角相 当于原小尖的位置分 出两条

峙 其后峙成为三角座的前峙
,

前暗延至齿冠前缘将前凹切割成两部分
。

前凹很小
。

仅有 枚牙齿
,

牙齿形态与 ’或 相似
,

不 同的是前凹小
、

狭

长
,

齿尖不饱满
,

其齿尖形态与黑长臂猿 。。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所收藏的

现生标本 号 上的 , 很相似
。

只有 枚右
,

简单
,

颊舌径大于 近中远 中径
,

与粗壮池猿的门齿

相似但稍宽
。

,

雌
、

雄各 枚
‘ ,

雄性
,

雌性
,

性别差异大 两性 的齿冠

高度分别为 毫米 和 毫米 雄性犬齿的齿冠基部后结节发育
,

齿冠的后
、

内侧有

条棱
。

后棱将齿冠后部分成内
、

外面
,

内侧棱则从齿尖延伸到齿冠下部后分成两条棱分别

向前
、

后延伸
,

在基部形成三角区
。

雌性的犬齿明显的短
,

从齿冠上部向下延伸的内侧棱

到齿冠基部逐渐变得浑圆
,

不像粗壮池猿那样在齿冠的内前部形成三角区
。

有 枚牙齿
,

是此种类中较有特色的牙齿
。

臼齿化
,

尺寸大 无前凹和颊侧齿带

退化
,

下原尖和下后尖较靠拢且基部大
,

两个齿尖之间不分开借助于峪彼此相联在齿尖上

部
。

在下原尖的前面有一棱从齿尖延伸到齿冠基部
。

下原尖与下后尖之间的前壁稍 凹下
,

基部残留前齿带 跟座狭长而浅
,

跟座凹 由边缘围绕
,

在颊侧的边缘上出现下次尖
。



·

人 类 学 学 报 巧 卷

或 有 枚牙齿
。

具有人猿超科明显界线的五个齿尖
,

下后尖大
,

下次小尖

最小
,

下原尖和下后尖并列
,

下原尖和下次尖之 间距离 比下后尖和下内尖之间的距离短
,

尤甚
。

下次小尖位于齿冠后 面的中来偏外
。

舌侧齿尖的 内壁较陡直
。

前凹较宽
,

在前

凹后 面
、

下原尖和下后尖之间形成小三角凹
,

有一条纵沟从前凹后壁切割在两个齿尖之

间
。

后 凹小
,

跟座凹较开阔并有一条沟横穿在下后尖和下 内尖之间
,

跟座 内有次生皱纹
。

颊侧齿带很退化
,

只残 留在下 原尖的后侧面
。

在 的跟座 内
,

齿尖之 间的沟呈 型

森林古猿型
。

只有两枚牙齿
, ,

下 内尖和下次小尖较前面两个牙齿更向后

延长
,

跟座凹 内皱纹较多
。

尺寸大
。

, 。

图 右 上 第 一 前 臼 齿
,

咬合 面
, , ,

图 右 下 第二 前 臼 齿
,

咬合面
, ,

图 右上第二 臼齿
,

咬合面
,

五 ’

图 右下第一臼齿
,

咬合面
, ,

表 元谋澳孩牙齿测 单位 毫米

】

上 领 街

一

颇 齿
一
、﹄

一只只只
下一类一

标 本 号

总

、
,

丫

,

类 别 长 宽 毋
,

标 本 号

,

别 长 宽

,

,

刀

石

’

乡
,

,孟八,乙七、﹄夕,了,了‘‘‘一,‘

⋯⋯
‘乙,,了‘‘甘,了,汀,,犷︻护护护护护尹杯耐耐耐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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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进步澳攘牙齿测 , 比较 单位 毫米

琳 州 罗
·

齿齿齿 项项 进步滇猿 。叩 粗壮池猿 切 卿
别别别 目目

·

爪
·

本文作者 伊
,

范范范范 围围 例 数数 平均数数 长宽指数数 范 围围 例 数数 平均数数 长宽指数数
「「「「 班

长 一 一
、

宽宽宽 少 一 一

长 一
,

一

宽宽宽 卜
,

一
,,

长 一 之之
,

早早早 宽 《卜 一

长 ‘ 一 乡乡 一
,

宽宽宽 卜 一 刀刀 一

长 洲 一

宽宽宽 卜 一 ,,,

长 一
·

一 石石

宽宽宽 一
。

一 石石石

长 洲 一 一

宽宽宽 卜 一 一

长 洲 乃乃 一

宽宽宽 吕 一

长
,

一

宽宽宽 卜 一

,,

长 州卜 一
,

古古古 宽 卜 一 刀刀刀刀刀

,,

长 《 一

早早早 宽 卜 一 万万万

长 洲 一 一 刀刀

宽宽宽 一 一 石石

长 洲一 一 一 名名
,

宽宽宽 卜 一 一

长 《
,

一
,

一

宽宽宽 《卜 一 一

长 一 一
‘

宽宽宽 , 一 一

比较

东 非 早中 新 世 的 小 型 猿 类
,

除 湖 猿 如 声 夕
,

‘
,

树 猿

即 ,
、

小 猿 尸 而
, ,

, , ,

等以外
,

近年来
,

新发现了一些 属种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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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二
,

夕
, , ,

, ,

有的被归入到原康修尔猿科
。

在亚洲
,

早中新世 的江苏泅洪的双沟醉猿 夕 夕 二 夕
,

和产自巴基斯坦南部 而被归入醉猿 的三枚牙齿
, 。

还有泰国北部

中中新世 的东方树猿 。。 声 、 汾 、 。 ,

和晚中新世印度

西瓦立克地 区的 夕
, ,

后又修订为 价 户
, ,

这两个种类分别仅 以 枚牙齿为代表
。

而上述的

种猿类牙齿尺寸明显地小
,

形态上也与元谋者差异大
。

而江苏洒洪的另一种猿类江淮宽齿

猿 即
‘

和匆 如
,

和 宁夏 同心 中中新世 的 占祥上猿

尸 即 加 动 污
, ,

虽然牙齿尺寸相 当
,

但其形态与元谋者差

异甚大
。

而广布在欧洲中一晚中新世 的上猿类 又 以下 臼齿上有上猿三角

叩
,

个齿尖之间有发育的岭相连
,

宽的方形的上臼齿
、

齿带发育等

区别于池猿 和元谋标本

云南禄丰晚中新世的粗壮池猿 叩
, ,

无论从形

态特征
、

地史分布都可与元谋者比较
。

研究表明
,

池猿的头骨和牙齿形态介于上猿类和现

生长臂猿之间 吴汝康
、

潘悦容
, , , , 。 ,

元谋标本与

之 比较有如下相似点 上中央门齿近中
、

远 中边缘向舌面突起
,

齿带发育 犬齿呈

明显的性别差异 方形或似方形 的上 臼齿
,

原小尖残存 简单和较高冠的下门齿

臼齿化 较狭长的下 臼齿
,

下次小尖和后 凹很小
,

更为

显著 下臼齿缺少上猿三角
,

齿尖之间的连线较退化 齿带较弱或退化 下 臼

齿舌侧齿尖薄
,

舌侧壁陡
。

元谋标本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禄丰粗壮池猿相异的特点
。

元谋标本 比粗壮池猿
,

上

齿系 ’齿冠短而 宽
,

扁平
,

舌 面大
,

齿带发育
,

舌 面中央有舌结节 较扁平
,

舌面有两条舌棱
,

齿带较发育 雌性犬齿较短而宽
,

唇舌侧压缩
,

后 凹浅
,

褶皱少
,

齿尖较位于齿冠中央
,

唇面 比舌 面大 上前臼齿无颊齿带
,

咬合面轮廓呈 向后延伸的

似三角形
,

前凹较大
,

颊
、

舌齿尖较靠近
,

两齿尖之间的连线在一个水平面上
,

形成浅的

平面
,

后凹斜向后下方略呈长方形
,

凹 内有小褶皱 的舌侧
、

相 当次尖的位置不突

起 上 臼齿最大的特色是前
、

后边缘 向外弧形膨胀
,

舌侧齿尖的位置 向后移
,

次生褶

皱较发育
,

无颊侧齿带
,

舌侧齿带也只残 留在个别标本的原尖前部
,

前 凹增大 ,

齿尖不饱满
,

前 凹小而狭长
。

下齿系的比较
,

元谋标本比粗壮池猿 尺寸较大 两性犬齿形态较接近
,

雄

性下犬齿的跟部较类似于现牛长臂猿
,

齿冠较细
。

雌性者较长
。

长而宽
,

无前凹
,

只在下原尖前面有一条棱从齿尖延 向齿冠基部
,

下原尖较靠前
,

两个齿尖之间不分开而在

顶部相连
,

跟座大而浅
,

齿带只残留在前部 下臼齿相对大
,

颊
、

舌侧齿尖之间高度

相差小
,

前凹较大
,

在前凹后面
、

下原尖和下后尖之间形成小的三角凹并有一条纵沟从前

凹后面延 向跟座 凹 跟座 凹较开阔
,

在下后尖和下 内尖之 间有 沟隔开
,

颊侧齿带退

化 , 齿尖之间的沟呈 型 大
。

元谋标本的某些形态比粗壮池猿更接近于现生长臂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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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进步澳孩和粗壮池推
、

现生长臂猿的主要牙齿形态比较

户 州 夕 胡 初

加 加

粗 壮 他 猿

切
禄 丰

进 步 滇 猿
‘ 。印

元 谋

现 生 长 臂 猿

恤

,

,

咬合面

’,

齿冠前
、

后边

颊侧齿带
舌侧齿带

前凹

,

性别差异

前凹

后凹

或 下次小尖

后凹

下原尖和下次尖的距离

颊侧齿带

齿尖之间的沟

较高而狭

较犬齿化

性别差异大

卵图形

较平直

发 育

弱

短而宽

扁 平

性别差异大

似三角形

向外弧形弯曲

无

无或很退化

短而宽

扁 平

无

似三角形

向外弧形弯曲

无

无或很退化

齿尖与
、

相似

较 大

大

有

深

齿尖不饱满

小
、

狭长

大

退 化

浅

较 小

大

弱

不明显

小

退 化

小

很退化

型

齿尖不饱满

小
、

狭长

无

退 化

浅

大

无

小

无

型

讨论
禄丰粗壮池猿 以抹刀 状的 ’,

犬齿化的 , ,

相对宽的上 臼齿
,

不缩小

的
,

性别差异大的犬齿
,

长而 臼齿化 的
,

延 长 的下 臼齿
、

长于前面两个臼齿等

形态特征相似于欧亚的上猿类
,

另一方面
,

它又以弱的齿带
,

下齿尖之 间

连线不明显
,

面颅上眶间距宽
,

面部短而宽等特点相似于现生长臂猿
。

近年来
,

不少学者

把它 归于 上猿科
, , · ,

, , 。 , , 。

然而粗壮池猿又 以下

臼齿缺少上猿三角
,

弱的齿带
,

齿尖之间连线不明显
,

后凹较退化等不 同于上猿类
,

更重

要的粗壮池猿的第 近端指骨 的形态表现出一系列 与攀援和悬吊有关的特征

如骨干腹面旋转性弯曲
,

延长 的尺侧边缘
,

裸上边缘明显弯曲和深的转子裸
。

同时
,

此指

骨还显示 出与现生长臂猿相似的混合特征包括不对称的弯曲边缘
,

远中骨干前面横凹
、

骨

干 的腹
、

侧面 透视结果其骨干的轮廓和厚度明显地 与合趾 猿 刃 相似
, 。

相形之下
,

欧洲 中中新世上猿类的同类指骨却保留了原始阔

鼻 猴 类 的 性 状
, , , , ,

罗
, ,

, 。

另外
,

池猿上 门齿切割缘的磨耗程度和发育的齿带
,

相对大的上前臼齿等

与大型猿类相 似
。

因此
,

池猿的分类位置还有待于探讨
。

从表 中看出元谋滇猿的形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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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的犬齿 以外
,

其他牙齿的形态已有一系列的变化
,

它 比粗壮池猿更接近于现生长

臂猿
,

特别是合趾猿和黑长臂猿
,

因而元谋滇猿可能是粗壮池猿和现生长臂猿之 间的新 的

种类
。

但是
,

从元谋滇猿的上前 臼齿和 的一些形态来看
,

又似乎有些疑问
,

可能与生

态环境有关
。

由于 目前材料只限于单个牙齿
,

有待于今后发现更多的材料再作进一步的研

究
。

从伴生 的哺乳动物群来看
,

在大约 种哺乳动物中
,

部分种属与禄丰古猿动物群 的

相 近
,

但 又 缺 少 禄 丰 动 物 群 中 常 见 的 楔 羚 而 有 大 量 的 暇 鹿
召

、

三趾马 沁 和几种猪类
,

从形态上 比禄丰古猿动物群中的种属更

进步些
。

这些差异除了有时代上的意义外
,

还反映出生态类型的变化 近年来对哺乳动物

群的初步研究结果
,

元谋小河
、

竹棚古猿地点的时代比晚中新世的禄丰古猿地点的时代稍

晚些 宗冠福
,

宗冠福
、

潘悦容
, ,

蔡保全
, 。

因此
,

元

谋材料的发现
,

更进一步表明我国云南省是研究长臂猿起源与进化的关键地区
。

另外
,

犬齿性别差异 的缩小是 长臂猿进化 中的重要 问题之一
。

在现存的 种猿类 中
,

除长臂猿的犬齿外
,

其余的 种猿类都存在 明显性别差异的犬齿
,

而在第三纪的猿类化石

记录 中
,

也 出 现较 大 的性 别 差 别
, , , ,

, ,

元谋滇猿的犬齿尺寸相差大 雄
、

雌下犬齿的高

度分别为 毫米和 毫米
,

说明犬齿性别差异的缩小在长臂猿进化中发生在较晚的事

件
。

据古脊椎动物学家研究
,

在上新世期间至少发生过 次哺乳动物群的扩散事件
。

这

次事件都与全球性 的降温或气候变干事件相伴随 徐钦琦
、

刘时藩
, 。

这些古环

境
、

古气候的变化
,

在小型猿类的进化中
,

也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

笔者感谢云南省博物馆李 昆声馆长
、

古人类室主任匡巫」同志对研究工作的大力支

持
、

云南省博物馆古人类室和元谋人陈列馆 的同志们在野外发掘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
。

在研究过程 中
,

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童永生
、

李传奎
、

徐钦琦
、

吴新智等同

志分别讨论了灵长类进化和古气候变化 的一些问题
。

杨明婉 同志绘制插图
,

在此一并致

谢
。

本项 目为中国科学院特别支持费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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