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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有 : 种称猴分布 > ∋
·

, ?  ( , ‘( 、

∋
·

8 ) 8  ∃ 户 ∀ 、 ∋
%

。了≅ ( ∃ , 。 , 矛≅
、

∋
%

, ‘6Α , 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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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和 ∋%
∃ Χ “ “6Δ ,≅ 。

本文基于某些头骨特征的比较和 Ε∀ 个比例性状的聚类分析
,

对这几个种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探讨
,

结果表明 > ∋
·

( , , ( , 。 , , ∀

和 材
%

, 人, Α , , ( , 。、 对
%

二 , Φ。 , , (

和 ∋
·

8) 8 “16 ,

关系最为接近
,

在前两者相聚以后
,

与 ∋
·

“, “”‘Γ( 相聚成一大支系
,

后

两者与 ∋
%

。 , ‘ , 口6Δ,
,
相聚成另一大支系

,
最后两大支系聚在一起成为中国称猴类的亲缘关系

图
。

称猴属 7∋
∃ 8( 8( 9 是灵长类中分布最广的类群之一

,

它被分为 一 ! 种不等
,

在中

国有 : 种 > ∋
%

Η ?  ( ΒΒ ( 、

∋
%

8 )8  ∃ 16≅
、

∋
%

( ≅ ≅( Η ∃ Γ ≅ 6≅
、

∋
%

Β Ι6Α , Β ( , ( 、

∋
%

Γ , Η , ≅ Β , 6Γ ( 、

∋
%

。 , 8Β ∃ 6Δ 。 > 。

关于称猴类种间亲缘关系曾有许多报道
,

1∃ 8∃ ∃ϑ 7 ! 9 基于外生殖器

的比较将称猴分为三个独立的属
。

Κ∃ ∃Δ ,Γ 7 ! < : 9 同样基于外生殖器的形态将现生称猴

类分为四个组
> ≅ 6 , Γ “≅ 一≅夕 ∃ ( Γ ? ≅ 组

、 ∀ , 68 ( 组
、

Λ( > 8 68 “  ( Χ 6≅ 组和
( Χ 8 Β ∃ 6Δ , > 组

,

这一

观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 7Μ
? Δ ,)

,

! Ν ; = ∋ , Γ 6ϑ ∃ Β (  
% ,

! Ν ∀ = Ο , ≅∃ Γ ,

! Ν ; = 张

亚平等
, ! ! ; 9

。

但不同学者观点不尽一致
, Ο , ≅

∃Γ 7 ! Ν ; 9 从 古 生 物 学 角度 认 为

∋
%

≅夕 ∃ ( Γ “ > 应为独立的一支
,

而 ∋
%

( , 8 Β ∃ 6Δ , ≅
是从 ∋

%

( ≅ ≅ (Η , Γ ≅6≅ 和 ∋
%

Β Ι6Α , Β ( Γ ( 的

次支系中分出 = ∗ ∃ Φ ( Π ( , Β (  
%

7 ! < < 9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认为 ∋
%

, , Η , ≅Β Χ 6Γ ( 与其它种

关系较远
,

∋
%

( Χ 8 Β ∃ 6Δ , ≅ 属于 = 6, 68 ( 组
。

而 Θ Χ ∃ ∃ 6Γ , Β (  
%

7 ! Ν ; 9 的结果与前述均表

现出较大差异
,

他认为 ∋
,

(≅ ≅( Η ,Γ ≅6≅ 和 ∋
%

Η 心(Β Β( 在亲缘关系上较为接近
,

他们又

与 ∋
%

。 , “口‘Δ8
>
较为接近

。

由此可见
,

称猴属的亲缘关系还比较混乱
,

本文拟就这一问

题作一探讨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所用材料为 ; 余号头骨标本
,

它们分别来自国内各有关单位标本室收藏
Ρ 。

Ρ
收藏单位 > 昆明动物研究所

、

北京动物研究所
、

广东昆虫研究所
、

陕西动物研究所
、

安徽大学生物系
、

西北大学
生物系

、

四川大学生物系
、

武汉大学环 境科学系
、

云南大学生物系
、

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
、

贵州师范大学生物

系
、

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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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测量
> 每一号标本测量 Σ ; 余项

,

主要参照 +  Α Χ , ,Ι Β
7 ! < Ν 9

,

5ϑ , Δ ( , Β (  
%

7 ! : : 9
,

≅( Ι , ϑ 6 7 ! : : 9
,

Τ 6Γ Φ , Β 7 ! < < 9 此外尚有 Α ( 一 ∃ Υ > 颅底点到正中矢状面头骨最

后点的距离 = Α ( 一 ≅ Β( >
颅底点到口 后点的距离 = ∃8

一

叩
>
枕裸中点到正中矢状面最后点的

距离 = 。 8 一1Χ >
枕裸中点到上齿槽前缘点的距离

。

数据的处理
> 由于同种不同类群和不同性别间的量度存在较大差异

,

如直接用原始

数据进行聚类
,

同种各类群往往不能在相似性较高的水平上聚在一起
,

为避免这种错误

的出现
,

我们首先把各性状的绝对量度转变为相应的比例值
,

再行均值和标准差等的计

算
,

然后以均值进行聚类
,

得出不同种间的类间距离
,

从而绘出相应的谱系图
。

同时通过

对一些性状的分析
,

进一步说明称猴类的进化关系
。

中国称猴类的亲缘关系

称猴类是适应地栖和半地栖生活的猴科拂拂族中最 保 守 的 一个 类 群 78
(  Δ , 8 。 Β Β ,

! Ν : 9
,

但它保持着灵长类进化的基本趋势
。

大多数灵长类能以直立姿势坐立
、

攀爬或悬

吊
,

枕骨大孔和枕裸的腹 口位移即是对躯干直立的一个基本适应
,

是灵长类进化的一个趋

势
,

在猴科和长臂猿科中具较发达的臀抵
,

说明有较长时间的坐立
,

特别在夜晚 7∗
( Υ 6, Χ

ς ∗ ( Υ 6, Χ ,

! < < 9 通过对 Α ( 一 ∃ Υ Ω Α  和
∃ , 一 ∃ Υ Ω

∃ 8 一Υ Χ
平均值的计算 7表  9

,

我国大陆几

种称猴腹 口位移由小到大的趋势为
> 健

%

Γ , Η = ΒΧ 6Γ ( Ξ 材
%

( ≅ > ( Η 。, ∀ > Ξ 材
%

, Ι 6Α , Β ( Γ 。Ξ

∋% Η ? 。“。 Ξ ∋
·

。 , 8Β 口6介
> ,

亦即比值越大
,

枕骨大孔和枕跺腹 口位移程度也越大
。

项

岭的出现和抬起的枕区边缘在很大程度上与头骨的姿势适应相联系 7∗
( Υ 6,Χ ς ∗ ( Υ 6, Χ ,

! < < 9
,

项晴为颈肌提供了更大的附着面 72
( Ψ ,Γ , ,Β ;

% ,

! < < 9
,

使得在直立的情况下
,

有

更大的力量保持头部平衡
。

在这几种称猴中
,

∋
%

(≅ 招 Η ∃ ≅6≅
、

∋
%

, Ι 6Α, Β 。。 。
项晴发育

较好
,

∋
%

( Χ 8 Β ∃ 6Δ , ≅
次之

,

∋
%

, , Η , ≅ > Χ 6Γ (
更次

,

∋
%

Η “  ( ‘Β( 则无
,

结合前述 Α ( 一 ∃ Υ Ω

Α  
、 ∃ ,一 ∃ Υ Ω

∃ 8 一Υ Χ 的结果
,

可 以认为 几Λ
%

, , Η ∃ ≅ > Χ 6, (
头平衡性较差

。

材
%

Γ , Η , > Β , 6, (
属

于
≅6 , Γ ? ≅一 , )  , ( , 。 ≅ 组

,

其辐射扩散最早 7Κ
∃ ∃ Δ , Γ ,

! < :
、

! Ν ; 9
,

是称猴类中最不特化的

类群 7Κ
∃ ∃ Δ , Γ ,

! Ν ! 9
,

而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特征
。

在灵长类进化过程中
,

脑颅的相对增大和面颅的相对减小 7吻部的缩短 9 是一基本进

化趋势 7∗
( Υ 6, Χ ς ∗ ( Υ 6, Χ ,

! : < = 2 ( 、
,

,   , ; (  
% ,

! < < 9 表  中的相对颅长
、

颅宽和颅

高显示我国大陆几种称猴脑颅的相对大小为
> ∋

%

。≅ = ( Η , Γ ≅ 6= 、 材
%

动6吞。Β 。 , 。 Ξ 材
%

, 。Ζ

, ‘≅ , Χ 6”( Ξ ∋
·

( Χ 8 Β ∃ 6Δ ,‘ ΞΞ ∋
·

Η “  ( “犷(
,

∋
·

Η “ ( Β , (
远大于前四者 = 而吻长与吻后长

的比例为
> ∋

%

Γ , Η , Β Χ 6, ( [ ∋
%

( ≅ ≅( Η , , ∀ ∀ [ ∋
%

Β Ι 6Α , Χ ( , ( [[ ∋ ( Χ 8 Φ ∃ 6∴, ≅ [ ∋
%

Η 。 Ζ

 。ΒΒ 。 ,

前三者明显大于后两者
。

由此可见
,

∋
%

Η ? (Β , 。 显示出较为进化的趋势
。

据现

代分布
,

∋
%

Η “  ( Β , (
被认为是辐射扩 散较晚的一个类群 7Κ

∃ ∃ Δ , Γ ,

! < :
、

一! Ν ; 9
。

一般说来
,

在灵长类中
,

随着用手取食功能的发展
,

脑及脑颅的增大和下领的缩短
,

使

得供下领肌附着的矢状晴已不重要
,

脑颅即可提供足够大的面积供下领肌附着 7∗
( Υ 6, > ς

∗ ( Υ 6, Χ ,

! : < 9
,

而发达的矢状峭亦可为颗肌提供更大的附着面 72
( Ψ ,   , , Β ( Φ

% ,

! < < 9
,

产生的咬合力也会增大
。

∋
%

( > ≅ ( Η , , 』> ∀
和 ∋

%

ΒΙ 6Α ∃ Β ( , (
具发达的矢状晴

,

材
%

。Χ 8 Β ∃ Ζ

6Δ, ‘
次之

,

而 ∋
·

, , 。“ Χ ￡加 和 ∋
·

。 “ ( “。 则无
。

此外
,

眶后峭的溢缩程度很可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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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殊猴属 7∋ ∃ 8 ( 8 。9 头骨特征部分比例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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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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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这一部位的颗肌所影响 75ϑ
,Δ ( , Β (  

% ,

! : :9
,

据 Υ ∃ Α Ω
≅Α 7表  9

,

∋
·

( , 8 Β ∃ 6Δ , ‘[

∋
%

= Ι派Α , Β( , ( [ ∋
%

( ≅≅ ( Η , , ∀ ∀ [[ ∋
%

, 。?  ( ΒΒ ( [ ∋
%

, , Η 君≅ Β Χ Λ, ( ,

因此
,

∋
%

Η ?  ( ΒΒ (
和

∋
%

, , Η 。了ΒΧ 6, (
的颗肌量比 ∋

%

( Χ 8 Β∃ 若⊥ , ≅ 、 ∋
%

Β Ι泣Α , Β ( Γ (
和 ∋

%

( ≅, ( Η ∃ Γ = 6= 要少
。

由

于 ∋
%

∃ Η ,≅ ΒΧ 6加 吻部较长
、

无矢状晴
、

颗肌量较少
,

为使臼齿间有足够的咬合力
,

需有较

大的下颇肌附着面
,

因此
,

对
%

。 , , , ≅ , ,
·

6, 。
较 材

、 ( = ≅( ∃ , , ∀ ∀
和 ∋

%

, Ι 6Α , > ( Γ (
有稍大

的脑颅
,

可能是对这一机能的适应
。

∋
%

。 , 8Β 口6Δ 。 ,
有相对较大的脑颅

、

较短的吻部
、

较发

达的矢状晴和发达的颗肌
,

其咀嚼功能亦较发达
。

∋
%

Η ? (Β Β( 虽无矢状晴且颗肌量较

少
,

但其吻部相对最短
,

脑颅相对最大
,

因而还是会有较发达的咀嚼功能
。

称猴属种间的相互关系已有不少报道
,

但不同学者观点不尽一致 7Π ,6 ≅≅ , , 。
%

,

! < Ε = Κ ∃ ∃ Δ , Γ ,

! : <
、

一! ∀ ; = Θ Χ ∃ Γ 6Γ , Β (  
% ,

! ∀ ; = Ο ,  ≅ ∃ Γ ,

! Ν ; = ∋ , Γ 6ϑ , Β (  
% ,

! ∀ ∀9

通过对 Ε∀ 个比例性状的聚类分析7表 9
,

我们得出中国大陆 ∀ 种称猴的相互关系如图
。

∋
%

( > ≅ ( Η , , ∀ ∀
和 ∋

%

ΒΙ 6Α , Β ( , (
首先聚在一起

,

其类  ’ΧΛ⊥ 距离为 <
%

Ε 7, ∀
,

然后与 ∋
%

, , , , Ζ

≅ , Χ 6∃ (
相聚成一大支系

,

其类间距离为
,

∀ ; = 而 ∋
%

( Χ 8 Β∃ 6Δ , > 与 ∋
%

Η ∃  ( Β , (
相聚成

另一大支系
,

类间距离为 !
%

∀ < :
,

最后两大支系聚在一起
,

类间距距离为 !
%

, Ν <
。

此图说明

称猴类在亚洲辐射的早期
,

就可能发生了分化
>
一支可能表现为枕骨大孔和枕释腹前移

、

吻部缩短和脑颅增大的趋势较快
,

如 > ∋
%

。 , 8Β 口6Δ8 > 、 ∋
%

Η ? ( Β( = 另一支则可能表现为

枕骨大孔和枕骸腹前移
、

吻部缩短和脑颅增大的趋势较慢
,

如 > ∋
·

。Η 。 , , 6Γ( ∋
·

。二 ( Ζ

。。。6> 和 ∋
%

ΒΙ 6Α , , 。Γ 。 。

图 ∀ 中的类间距离显示出不同种间的相似或相异程度
,

数值的

大小明显表现出有三级分化
>
第一级种级分化

,

类间距离在 ;
%

;; 以下 = 第二级组级分

化
,

类间距离在 ;
%

;; 左右 =第三级两大分支间的分化
,

类间距离近 Ε;
%

; ; 。 其组级分化与

Κ∃ ∃ ( , Γ
7 ! < :

、

! ∀ ; 9 的分组相一致
>,

即中国大陆称猴亦可分为四个组 > ∀ 。, “≅
组

、

≅‘。6。( 组
、

Λ。 > 8 68 “  。 , 6> 组和
( Χ 8 Β ∃ 6∴, ≅

组
,

类间距离的大小很直观地显示了组与组之间

的差异
,

从而进一步证明了 Κ ∃
∃Δ ,Γ 分组的正确性

。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
,

我们的结果与其

它一些学者的结论不尽一致
,

区别在于
> (Χ ‘Β∃ 6Δ 。了 组和 Λ∃ ≅8 6‘“ 。 , 6≅ 组有更大的相似

性
,

而并非是从 材
%

( ≅ ≅( ∃ , ∃ ≅6> 和 ∋
%

ΒΙ 6Α , Β ( ∃ (
的次支系中分出 7Ο

,  ≅ ∃ Γ ,

! Ν ; = Θ ( Ζ

丛三迪边丝鱼鱼旦

—
列塑坠坦 _ Χ ∃ ? Υ

鱼里丝旦些 。Χ ∃ ? Υ

日Χ1⎯ 1

_ Χ ; ⎯ 1

Ε ;
%

; ; ;
%

; ; ;
%

; ; α9
%

; ;
Μ⎯ Θ 56Δ : % Γ Δ 6≅ Β % Γ Θ :

图 中国称猴类种间的亲缘关系

5Γ Β , Χ ≅Υ , 8 6Λ6, Χ ,  ( Β6 ∃ Γ  = Ι 6Υ ≅ ∃ Λ 8 扮6Γ , ≅, Η ( 8 ( ] ? , ≅

7∋
( ∃ (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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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 8 ∃ ΒΒ
,

! Ν : 9
,

或 ∋
%

( Χ 8 Β ∃ 6Δ , ≅ 与称猴属中其它种的亲缘关系较远 7Π
,6≅ ≅ , Β 。

%

,

! < Ε = ∋ , Γ 6ϑ , Β (  
% ,

! Ν ∀ = 张亚平等
, ! ! ; 9

∃

∋
%

8 )8  ∃ 16≅ 被认为属于 Λ( ≅ 8 68 ?  ( Χ 6 , 组 7Κ
∃ ∃ Δ , Γ ,

! < :
、

! Ν ; 9
,

并为许多学者所

接受 7Ο
, ≅ ∃ Γ ,

! Ν ; = Μ ? Δ ,)
,

! Ν ; = ∋ , Γ 6ϑ , Β (  
% ,

! Ν ∀ = Θ (  Δ , 8 ∃ ΒΒ
,

! Ν : 9
,

这些工作

均表明 ∋
·

8)8  ∃ 对
> 和 ∋

%

。“  ( ΒΒ 。
‘

无论在形态学上或遗传学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

∗ ∃ Φ ( Π ( ∃ Β (  
%

7 ! < < 9 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认为 ∋
%

8 夕8  ∃ 户 ∀
可被看作 ∋

%

Η ?  ( Β Β ( 隔

离在台湾岛上的一个地方群体
。

古地理学表明
,

在 日本与大陆隔离 Ε ∀ ; ; 年后
,

台湾才与

大陆发生隔离 7∋
,  Γ 6ϑ , Β (  

% ,

! Ν ∀9
。

因此可 以认为 ∋
%

8 )8  ∃ 16≅ 与 ∋
%

Η “  ( , , (
的

亲缘关系较为接近
,

但由于缺乏材料一起进行聚类分析
,

故图中用虚线表示
。

称猴属的辐射与扩散问题的探讨

最早的称猴类化石发现于埃及北部晚中新世的地层中 7Ο , ≅∃ Γ ,

! Ν ; 9
,

在中国最早

的称猴类化石为云南禄丰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的 ∋
%

≅1 1 7祁国琴
,

! < < 9和湖

北钟祥上新世的 ∋
%

)∃
“
叮6 7顾王氓

, ! Ν Ν 9
,

这说明在第三纪中晚期称猴类就 已发生
。

根

据已发现的化石和现生种类及分布
,

称猴类在第 四纪曾发生大规模的辐射和演化
。

自第三纪以来
,

尤其是第四纪
,

世界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
。

第三纪初期
,

欧亚大陆

大部分为热带雨林覆盖
,

南北气候分异不明显
,

纬 向梯度较小
。

我国处于大陆的中纬地

区
,

当时气侯也极为温暖
。

第三纪中晚期
,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
,

喜马拉雅 山
—

青

藏高原强烈隆起
,

古地中海向西退缩
,

弓β起亚洲南部气候
、

地形的巨大变化
,

对称猴类的辐

射与扩散产生较大影响
。

据 Ο , ≅ ∃ Γ
7 ! Ν ; 9

,

早期称猴在北非产生以后
,

可能通过近东向

欧亚扩散
>
一支于上新世初期进人南欧 = 另一支向东于晚上新世到达印度

,

它可能从印度

南部沿海向缅甸和马来亚扩散
。

中国上新世称猴类化石的发现
,

说明称猴的早期辐射可

能比 Ο ,  ≅ ∃ Γ 的推断要早
。 Θ (  Δ , 8 ∃ ΒΒ 7 ! Ν : 9 认为

≅ 6 , Γ ? ≅ 组于晚上新世在南亚 和东南

亚发生扩散和演化
。

在上新世
,

青藏高原隆起量在 Ε ; ;。米以上
,

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

对称猴直接从印度问我国中部和北部扩散起着一定的阻限作用
,

因而可能通过缅甸从云

南西部和西南部扩散到中国
,

再向北
、

向东
—

中国广大地区扩散
,

以致 日本
。

第四纪 自然界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轮迥性变化的作用
> 即冰期和间冰期

、

海侵和海退
、

地壳的上升和下降
、

剥蚀和沉积等
,

这加速了动物不同类群间的隔离和交汇
,

从而促进了

物种的分化
。

化石记录表明现生称猴类的分化在 Ε; 万到 ;; 万年前 7Ο
,  ≅ ∃ Γ ,

珍 Ν ; 9 = 分

子生物学工作表明亚洲现生称猴类的分化大约在 <; 万年前 7∗
∃ Φ ( Π ( ,Β ;

% ,

! < < 9= 在

分布上
, , 6 ∃ Γ “≅一 ≅)  。。 , ?≅ 组向大哭他群岛的扩散很明显说明发生在中更新世 7Κ

。。Δ , Γ ,

! Ν ; 9
。

据记载
,

我国称猴类化石大多属于更新世和全新世 71
( Γ ,Β 。

% ,

! Ν < 9
,

其中有

早更新世河南绳池的 ∋
%

。 , Δ 君Χ≅ 口 , , 6 和中更新世广泛分布的 ∋
%

、Α∃ ≅Β 及众多未经鉴

定的称猴类
,

尽管这两化石种类在种级水平上可能没有区分
,

并与现在
> 6Γ6 > 。 组相联系

7Ο
,  ≅。Γ ,

! Ν。9
。

从这些方面来看
,

称猴类的辐射与扩散与第四纪是紧密相关的
。

现生称猴类一般分为四个组或五个组 7Κ
; ; Δ , Γ ,

! < :
、

! Ν ; = Ο ,  ≅ ∃ Γ ,

一! ∀ ; = , (  Δ 8 。。Β Β ,

! Ν : 9 在扩散时  可和方式上
, Κ ∃ ∃ Δ , Γ

心! < :
、

! Ν ; 9 据现生种的分布
,

认为广泛不 连续



蒋学龙等 > 中国称猴类 7∋ (8 。。。

9 的演化

分布的
= 6 ∃ ?≅

一

≅)  如洲
> 组发生最早

,

中等不连续分布的
> 6Γ6 8( 组次之

,

连续分布的

∴( = 。68 心 。 , 6> 组较晚
,

而仅一个种的
。 , ‘, 口6介

>
组可能发生和进化最晚

,

并且认为前一个

组的不连续分布是由于后一个组扩散的结果
。 , (  Δ ,, ∃ ΒΒ 7 ! Ν : 9 认为 ∋

%

, ) , ( , “>
代

表一最原始的类群 = 万 。。
>
组于晚上新世在南亚和东南亚发生扩散和演化 = ∀ 耐8( 组于

早更新世在缅甸发生
,

向南形成 材
%

> 6, 68 (
和 材

%

Χ ( Δ 6( , ( ,

向北形成 ∋
%

( > ≅ ( Η , Γ , ∀
和

对
%

, Ι6Α , Β( Γ 。 = 。Χ 口Β∃ 6∴ , >
组则可能是从

%

材
%

。 > ≅ ( Η , , ∀ ∀
和 ∋

%

ΒΙ 6Α , Β ( , (
的次支系中产

生 =而 Λ( > 8 68 ?  ( Χ 6≅ 组可由在东南亚形成 ∋
%

Λ( > 8 68 ?  ( Χ 6≅ 的祖先向北形成 ∋
%

Η “ ( Β Β( ,

最终 占据了台湾 7材
%

8 )8 Φ∃ 户 ∀
9 和 日本 7∋

%

Λ“≅ 8 ( Β( 9
。

我们的结果表明
,

从分布上来看
,

如不考虑 ∋
%

, ) , ( ∃ ? > ,

在
> 6 , Γ ? ≅ 组和

≅6∃ 68 ( 组

的大支系中
,

≅6  ,Γ
“ >
组表现为自西向东

、

向南扩散 = > 6瓜8( 组表现为自西向东
、

向北扩

散
,

并且由于这两个组在扩散时间上的差异 7Κ∃∃ Δ,Γ
,

! Ν; 9
,

因此
,

在某种程度上
,

这

一大支系中物种或组间的分化
,

可能与这种异域隔离机制有关
。

在 才。86 8?  。 , 6≅ 组和
( Χ 8 Β ∃ 滋Δ , ≅

组的大支系中
,

∋
%

( , 8 Β 口6Δ ∃ ∴
·

的分布区与 ∋
%

Η ?  ( ΒΒ ( 和 ∋
%

Λ( ≅, 68 ?  ( Χ 6≅ 的

部分分布区几乎完全重迭
,

它们之间的分化可能与 ∋ > 。 , “ 。6Δ,
= 发展特化的外生殖器和

各具不同生境的同域物种形成有关
。

∋
%

。 , “口 6Δ, >
主要生活于常绿阔叶林

,

∋
%

Η “ ( , , 。

和 ∋
%

 ( 、6‘心。 , 行 却很少出现于常绿阔叶林
,

而是生活于次生林
、

落叶林和针叶林等

7Κ∃
∃
Δ,

Γ ,

! Ν 9 两大分支之间的隔离最初可能与发生分化的时间和方式有关
,

在分化

时间上
,

较为原始的
≅ 6 , Γ , > 组最早

, ≅6Γ 68 (
组次之

,

较为进化的 Λ( ≅ 8 > 8 ?  ( Χ 6≅ 组和
( Χ 8 Β ∃ , Δ 。> 组分化较晚 7Κ

∃ ∃ Δ , Γ ,

! < :
、

! Ν ; 9 = 图 一中类间距 离显 示
≅6 ,。 “≅

组 与
, 汤 Β’8 (

组在较高水平上相聚
,

也说明它们分化时间最早
。

在分化方式上
,

了盯8Β’‘“ (Χ 行 组可

能发生于东南亚
,

向北扩散 7Θ
(  Δ , , ∃ Β Β

,

3! Ν: 9
,

而 ∀ 。。 “ ,
组可能是由西向东

、

向南扩散
。

与称猴属其它种相比较
,

∋
%

。 Χ 8Β 口6Δ,
> 的外生 殖 器 很 明 显 是 衍 生的 或 进 化 的

7Κ
∃ ∃ Δ , Γ ,

! : < 9 = 明显区别于其它种的背毛髓质花纹也同样说明 ∋
%

(Χ 8Β ∃6 Δ,
了
是一特

殊类群 7蒋学龙等
,

待刊9 = 此外
,

它是本属中唯一与较多的其它种有同域分布的类群
,

这些

说明在早期发生时
,

∋
%

(Χ 8Β 口 6介
> 即可能向特化方向发展

。

在冰期
,

称猴类的分布区大

为退缩 7Μ
? Δ ,)

,

! Ν; 9
,

不同类群间相互隔离
,

这使 ∋
%

(Χ 8Β 口讼。 > 发展特化的趋势进一

步加强 = 在间冰期
,

不同类群重新相遇
,

为它们间的基因交流提供了机会
,

但其特化的外生

殖器使它与其它种仍保持着较大程度的生殖隔离
,

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

一些学者认为

∋
%

。 Χ 8 Β ∃ 6∴ , 了
是从 ∋

%

。了> ( Η , , ∀ >
和 ∋

%

访6Α ∃ Β( , ( 的次支系中分出来 7Ο
,  ≅∃ Γ ,

! Ν ; =

8 (  Δ ,8∃ ΒΒ
,

! Ν : 9
,

说明其发生分化的时间不是很长
,

但明显区别于其它种的许多特征又

说明如此大的差异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
,

因其生境与其它一些种生境无甚差异
,

而是

与它们有同域分布 =一些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表明 ∋
%

(Χ 8Β ∃6 Δ,
, 与称猴属中其它种有

较远的亲缘关系 7χ
, 6≅ ≅ , Β (  

% ,

! < Ε = ∋ , Γ 6ϑ , Β (  
% ,

! Ν ∀ = 张亚平等
, ! ! ; 9

,

说明它

发生分化的时间较早
,

但其现代分布表明它可能分化较晚 7Κ ∃∃ Δ,
Γ ,

! Ν ; 9
。

本文提出的

分支图可较好地解释 ∋
%

。 = ‘ , 。6Δ 。, 的这一现象
,

即它在其它组 7特别是 Λ∃ ≅ ∃ 68 ? (Χ 6> 组9

形成时即已发生
,

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其明显区别于其它种的特征
,

同时其与 Λ。、68

二 。, 6, 组间亲缘关系较近又说明其分化相对较晚
。

7 ! ! ; 年 : 月 一: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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