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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叶猴面肌的比较研究
‘’

叶智彰 潘汝亮 彭燕章 王 红

7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
, 8 9 : : ; <

关键词 黑叶猴 =菲氏叶猴 =银叶猴 =面肌

内 容 提 要

本文是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面部表情肌的首次记述
,

还与其他灵长类作了比较研

究
。

结果表明
,
这三种叶猴的面肌大部分与猴超科共同特征相一致

,

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
如 口

三角肌只有深部和存在耳轮大肌等
。

在这三种叶猴之间 以及它们与长尾叶猴之间亦存在一些

差异
,
如颈阔肌在下颇区的交织情况和枕肌片的层数等

。

自达尔文发表
“

人和动物的表情
”

一文以后
,

对非人灵长类面部表情肌的研究引起了

灵长类学者的兴趣
,

因为从面肌的比较研究中可以了解其演化趋势和在进化过程中所处

的地位
。

从有关面肌的文献资料看
,

在猴超科中
,

猴科很多种类的面肌 已被研究过
,

而沈

猴科主要是对非洲种类和亚洲的长尾叶猴的研究
。

对于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
,

缺乏

面肌的报道
。

>) 0%)
?
7  ; 8 < 发表的从原猴类

、

猴类到大型猿类的《灵长类面肌》中
,

也没有

这三种叶猴以及其他优猴类如金丝猴等面肌的记述
。

本文首次报道这三种叶猴的面肌研

究结果
,

并与其他灵长类作了比较研究
,

尤其与叶猴的姊妹属金丝猴作了比较
,

将 对灵长

类的分类和进化研究提供一些基本资料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研究所用三种叶猴共  只
,

其中黑叶猴 7尸
? ) >占≅ Α 0> Β? Χ Δ 1 ∃ 0Ε Β? Χ , ) ∃ 滚9 < Φ 只7! 少

了
,

! Γ Γ <
,

产于广西 =菲氏叶猴 7Η
&

.Ι Χ 夕? ) 0 >无Χ , 01 ∃ >
< 只7甲 Γ <

,

产于云南西南部 =银

叶猴 7.
&

‘ =

0>Α ΧΑ “
心 ! 只7 Γ Γ <

,

产于越南
。

标本为成体和亚成体
,

用福尔马林甘油溶液

作动脉注射进行整体固定
,

在手术显微镜下进行解剖观察
。

二
, &

结 果

面肌包括颈阔肌
、

口 周围肌
、

鼻肌
、

眼周围肌
、

耳周围肌及外耳内在肌和头顶肌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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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 < 颈 皮 下 肌

颈阔肌 7Η %Χ Α≅ , ϑ “
< 7图 爪 <Ε 颈部的皮下肌只有颈阔肌

,

不存在颈括约肌
。

颈阔

肌很发达
,

广泛扩展几乎包围着整个颈部
,

可分为颈部和面部
。

二部之间无明显的分界

线
, 一些作者以肩峰为界

,

有的则以口角为界
。

本工作以口角为界划分为二部
。

面颈阔肌或颈阔肌面部 7Η %Χ Α≅ > ϑ Χ ΒΧ ) 0) 0<
,

又称颈阔肌后上部 7
Δ ∃ Α∃ 一 Η %Χ Α≅> ϑ Χ

<
。

上部纤维起 自项正中线 7一例菲氏叶猴和一例银叶猴<或离项正 中线约 9 毫米处 7Φ 例黑

叶猴
、

! 例菲氏叶猴和 例银叶猴<
,

并被枕肌浅部起部所覆盖
,

最上端起点离枕外隆凸约
&

9 厘米
。

下部肌纤维起点向外侧逐渐偏离正中线
。

在肩背外侧起点达 冈上区
。

肌纤维

向外侧经耳下方到面部
。

在面部
,

斜向上达颧弓稍下方
。

止点从耳前方直到 口角
,

覆盖着

颧肌的一部分
。

在 口角
,

后上部与前下部之间无明显分界线
,

或有一小的裂隙 7% 例黑叶

猴 <
。

颈颈阔肌或颈阔肌颈部 7Η %Χ Α≅、ϑ Χ ) ∃ %%0<
,

又称颈阔肌前下部 7Α? Χ ) Ι )%∃ 一Η %Χ Α≅ > ϑ Χ
<
。

起点与后上部相接
,

在肩背外侧
,

肌纤维最低起点达肩脾冈稍下方 = 在肩部
,

肌纤维覆盖着

肩峰区 = 在胸前
,

它覆盖着三角肌前面
、

锁骨大部和胸大肌上部的一部分
,

最低点达第二肋

间隙
。

在胸骨体和胸骨柄上无肌纤维
。

两侧起点相距约 Φ 厘米
。

肌纤维行向内上
,

两侧

的纤维约在颈切迹上方
&

9一! 厘米处相遇
,

形成约 Φ: 度的夹角
。

两侧的肌纤维在下领

区广泛交织 7 例菲氏叶猴
、

! 例银叶猴和 例黑叶猴 <或部分交织 7 例黑叶猴 <
,

交叉纤

维的层次排列无规律
。

止于口轮匝肌下缘和 口三角肌
,

在口三角肌上的止点
,

两者的肌纤

维互相交织
。

图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颈阔肌 图 ! 黑叶猴头颈后部浅层肌
&

枕肌深部 = !
&

耳上前肌 =
&

耳后肌 = Φ
&

对耳屏肌 =

9
&

颈阔肌 = 8
&

枕肌浅部 = ;
&

耳横肌 = ∀
&

耳斜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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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阔肌的后上部和前下部
,

如以肩峰为界
,

前者起点还包括肩背外侧
,

而止点还包括
Κ

口三角肌和同侧 口轮匝肌下缘
,

最内侧纤维接近正中线 =后者只起 自肩峰区和前胸
,

只止

于下领中线附近和对侧的 口轮匝肌下缘
。

7二 < 口 周 围 肌

口周围肌浅层有 口轮匝肌
、

颧眶肌和上唇提肌 =深层有口三角朋
、

犬齿肌
、

门齿肌
、

颊
Λ

肌和颊肌 7图
、

Φ <
∃

口轮匝肌 7ϑ
&

∃ ? Μ0∃5% Χ ? 0Ε ∃? 0
、

<
Ε 环绕 口裂

,

在 口角与犬齿肌
、

上和下门齿肌
、

口三

角肌和颊肌紧密相连 =在上唇与颧眶肌
、

上唇提肌
、

鼻唇肌和鼻下肌相交织 =在下唇与颈阔

肌纤维相交织
。

颧眶肌 7ϑ
&

Ν ≅6∃ ϑ Χ Α0 。
二∃? Μ0 ΑΧ

%0> <
Ε
分颧头和眶头二部

。

颧头起自颧弓中部外侧

面 = 眶头与眼轮匝肌外侧部纤维相连续
。

肌纤维斜向前下
,

两头合并成一肌片
,

浅面纤

维止于口角上方和上唇
,

深部纤维与口轮匝肌相交织
。

此肌的外侧部被 颈阔肌面部所覆
Λ

兰白
Ο Δ工 Π

上唇提肌 7ϑ
&

%) Θ Χ Α∃ ? %Χ Μ00 > 5 Η ) ? 0∃ ? 0> <
Ε
为一整块肌片

。

起点被眼轮匝肌覆盖
,

起

自眶下缘的上领骨和颧骨
。

纤维向下止于上唇
。

口三角肌 7ϑ
&

Α? 0ΧΔ 6 5% Χ ? 0><
Ε
在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中
,

此肌不存在浅部7洗

头 <
,

只有深部即长头
。

一例菲氏叶猴中只起自下颇骨外面 中部的第一前 臼齿区
,

而在 Φ

例黑叶猴
、

! 例菲氏叶猴和 ! 例银叶猴 中
,

起点还伸展到犬齿区
。

肌纤维斜向外侧
,

在以

图 菲氏叶猴头面部浅层肌
&

眼轮匝肌 = !
&

额肌 =
&

降眉肌 = Φ
&

降眉间肌 =

9
&

眉间降肌 = 8
&

鼻唇肌 = ;
&

上唇提肌 = ∀
&

鼻下

肌 =  
&

口轮匝肌 = :
&

颈阔肌前下部 =
&

口 三

角肌 = !
&

颈阔肌后上部 =
&

颧眶肌 = Φ
&

对耳

屏肌 = ,
&

耳屏耳轮肌 = 8
&

耳轮小肌 = ;
&

耳上

前肌 = ∀
&

眶耳肌

图 Φ 黑叶猴头面部深层肌
&

额肌深层 = !
&

皱眉肌 =
&

鼻唇肌 = Φ
&

上

唇提肌 = ,
&

鼻肌 = 8
&

犬齿肌 = ;
&

上门齿

肌 = ∀
&

颇肌 =  
&

下门齿肌 = :
&

口三角肌乡
&

颊肌 = !
&

对耳屏肌 =
&

耳屏耳轮肌 =

Φ
&

耳轮小肌 = ,
&

耳轮大肌 = 8
&

耳上前

肌 = ;
&

眶耳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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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与犬齿肌和上门齿肌相续
。

颈阔肌止部部分肌纤维与口 三角肌相交织
。

犬齿肌 7ϑ
& 。

ΧΔ 0Δ 5 。
<

Ε 起 自上颇骨前面的犬齿齿槽扼的一条线上
。

纤维斜向尾外

侧
,

与上门齿肌合并
,

在 口角与口三角肌相续和与口轮匝肌紧密相连
。

上门齿肌 7ϑ
&

0Δ1 0>0Θ 0 > 5 .) ? 0∃ ? 0>
<

Ε 起自前领骨前面外侧门齿和中门齿齿槽扼
。

肌

纤维行向外侧
,

与犬齿肌合并和与 口轮匝肌紧密相连
。

下门齿肌 7ϑ
&

0Δ1 0>0 Θ0 0Δ Β) ? 0∃ ? 0>
<

Ε 起 自下颇骨前面外侧门齿齿槽扼
。

肌纤维斜向

外侧
,

与 口轮匝肌和 口三角肌紧密相连
。

颊肌 7ϑ
&

ϑ ) ΔΑ Χ Ι >
<

Ε 起自下领骨两门齿和犬齿齿槽扼
,

肌纤维向前下穿颈阔肌
,

止

于颇部皮肤深面
。

笑肌 7ϑ
&

? 0> ∃ ? 05 >
<

Ε 不存在
。

下唇降肌 7ϑ
&

Ρ )Η ? ) > > ∃ ? %Χ Μ00 0Δ Β) ? 0∃ ? 0> <
Ε 不存在

。

颊肌 7ϑ
&

Μ51 ∃ 0ΔΧ Α∃ ?
<

Ε 起 自上
、

下领臼齿齿槽缘和颊咽壁
。

肌纤维向前止于口 角
,

与 口轮匝肌紧密相连
,

一些纤维延续到口 轮匝肌
。

肌腹完整
,

不象猴科那样肌腹部分形成

颊囊壁肌层
。

7三 < 鼻 肌

鼻肌7图
、 Φ <包括鼻唇肌

、

鼻肌
、

鼻下肌和鼻中隔降肌
。

鼻唇肌 7ϑ
&

Δ Χ > ∃ 一 %ΧΜ 0Χ %0>
< 又称鼻翼上唇提肌 7ϑ

&

%) Θ Χ Α ∃ ? %Χ Μ 00 > 5 Η ) ? 0∃ ? 0> Χ %Χ )Σ 5 )

二Χ >

0<Τ 此肌亦指上唇方肌内昔头
,

介于上唇提肌与眉间降肌之间
。

起自睑内侧韧带和上

颇骨额突
,

纤维向下止于鼻翼和上唇
。

鼻肌 7ϑ
&

ΔΧ
> Χ
%0> <

Ε
起自鼻翼

,

肌纤维斜向下外
,

止于犬齿肌起点的内侧
,

在上领骨

与前领骨之间的骨缝线附近
。

鼻下肌 7ϑ
&

> 5 ΜΔΧ
>Χ Ι >

<
Ε 起 自鼻孔下方

,

肌纤维向下到上唇
。

鼻中隔降肌 7ϑ
&

Ρ ) > Η ? ) > > ∃ Ε >) Η Α 0 Δ Χ > 0<
Ε
位于鼻下肌深面

。

起 自鼻孔下方的鼻中

隔
,

肌纤维向下到梨状孔下方
,

止于前颇骨
,

恰在上中门齿相对的上门齿肌附着点上方
。

黑

针猴中肌束较强
,

而菲氏叶猴和银叶猴中肌束较弱
。

7四 < 眼 周 围 肌

眼周围肌7图
、 Φ <包括眼轮匝肌

、

眉间降肌
、

降眉间肌
、

降眉肌和皱眉肌
。

眼轮匝肌 7ϑ
&

∃ ? Μ0 1 5 %Χ ? 0> 。。5 Ι <
Ε 由睑部和眶部组成

。

睑部纤维较致密
,

环绕眼裂

周围
,

贴于睑板浅面
,

附于睑内侧韧带
。

眶部环绕眼眶周围
,

附于睑内侧韧带和上领骨额

突
。

眶部的内侧与降眉肌和鼻唇肌紧密相连 =外侧部分纤维向上延续成额肌外侧部
,

而向

下延续为颧眶肌眶头的一部分 =上方与额肌相连 = 下方与颧眶肌眶头相连
。

眉 %’)Ρ 降肌 7ϑ
&

Η ? ∃ ) ) ? 5 >
< 或称鼻锥肌 7ϑ

&

Η ? ∃ ) ) ? 5 > Δ Χ > 0<
Ε
为单一肌片

,

与两侧的

鼻唇肌无明显的分界线
。

肌纤维向上与额肌相续
,

而向下从鼻根部伸展到鼻背
,

并与鼻肌

相重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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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眉间肌 7ϑ
&

Ρ). ?) > >∃? 6 %ΧΜ )Δ Χ
日

Ε
位于眉间降肌与降眉肌之间

。

肌纤维起 自睑

内侧韧带
,

向头侧与额肌纤维相续
。

降眉肌 7ϑ
&

Ρ ). ? ) > >∃? >
5.

) ? ∃
0%0 0<

Ε
位于降眉间肌外侧

。

起 自睑内侧韧带
,

肌纤维与

眼轮匝肌眶部紧密相连
,

向颅外侧散开附于眉弓皮肤深面
。

皱眉肌 7ϑ
&

。。? ? 5
6Χ Α∃? > 5 Η ) ? ∃ 0% 00 <

Ε
位于眼轮匝肌上内侧部和额肌的深面

。

起 自眉

弓内侧部和眉间区
,

纤维行向上外
,

例菲氏叶猴和 ! 例银叶猴中止于眶上缘中部上面的

皮肤深面
,

而 Φ 例黑叶猴和 ! 例 菲氏叶猴中部分肌纤维还与眶耳肌相续
。

7五< 耳周围肌和外耳内在肌

耳周围肌7图 !一均 包括眶耳肌
、

耳上前肌和耳后肌
。

外耳内在肌7图 !一 Φ <有耳屏

耳轮肌
、

耳轮大肌
、

耳轮小肌
、

对耳屏肌和耳斜横肌
。

眶耳肌 7ϑ
&

∃? Μ0 Α。 一Χ 5? 0∃ 5% Χ ? 0> <
Ε
位于额肌深面

。

在 % 例菲氏叶猴和 ! 例银叶猴中

起自眉 弓外侧部
,

而在 Φ 例黑叶猴和 !
,

例菲氏叶猴中还与皱眉肌纤维部分相连续
。

纤维

行向外耳的上前方
,

与耳上前肌前部纤维相连续
。

耳上前肌 7ϑ
·

Χ 5 ? 0∃ 5 %Χ ? 0> > 5 Η ) ? 0∃ ? ) Α Χ Δ Α) ? 0∃ ?
<

Ε
在外耳的上面和前面形成一肌

扇
,

起 自耳廓前上方
,

前面的肌纤维与眶耳肌相续
,

上面 的肌纤维放射到帽状键膜
。

耳后肌 7ϑ
&

Χ5 ?0 1 5% Χ? 0> .∃
> Α) ? 0∃? <

Ε
起 自枕骨上项线

,

在枕肌起点外侧
,

并部分重

叠
。

肌纤维行向外侧
,

分成明显的两肌束
,

止于耳廓后面
,

实际上与耳横肌相续
。

耳屏耳轮肌 7ϑ
&

Α? Χ6
。 一

Ι) Ι ∃ 0Δ 5> <
Ε
肌束跨越耳屏沟

,

由耳轮脚伸展到耳屏
。

耳轮大肌 7ϑ
&

Ι) Ι ∃ 0> ϑ ΧΥ ∃? <
Ε
位于耳轮前缘

,

起自耳轮棘
,

止于耳轮前缘
。

耳轮小肌 7ϑ
&

Ι ) %0) 0> ϑ 0Δ ∃ ?
<

Ε
位

&

于耳轮脚
,

为一小肌束
。

对耳屏肌 7ϑ
·

Χ ΔΑ 0Α?
Χ 6 0∃ 5> <

Ε 为一小肌束
,

从对耳屏到耳廓背面下部
。

耳斜横肌 7ϑ
&

∃ Μ%0Σ 5 0> ) Α Α ? Χ Δ > Θ 。Ε ? >0<
Ε
位于耳廓背面

。

斜肌居耳廓上部
,

起点在耳

后肌上部深面
,

纤维斜向上外
。

横肌纤维横行向外
,

似乎是耳后肌纤维的延续
。

六< 头 顶 肌

头顶肌 7图 !一 Φ <包括额肌和枕肌
《。

头顶肌的前额区和枕区均由二层肌纤维组成
。

前

者浅层为额肌
,

深层为皱眉肌和眶耳肌
。

后者浅层为枕肌浅部
,

深层为枕肌深部和耳后

肌
。

额肌 7ϑ
&

Β? ∃ Δ ΑΧ %0> <
Ε
两侧额肌在 中线无界线

,

形成单一肌片
。
中间部分的纤维向前

下与眉间降肌和降眉间肌相连续
,

部分 深部纤维还与皱眉肌一起起自眉间区
。

在眉区
,

额

肌起自眼轮匝肌深部之下
。

在外侧
,

额肌还接收来自眼轮匝肌外侧部的一些纤维
。

额肌

纤维向头顶终止于帽状健膜
。

额肌深部的部分肌纤维弯向中线与对侧的纤维相连续
,

形

成开口 向后的马蹄形
。

枕肌 7ϑ
&

∃ 1 ∃ 0Η 0Α Ε
%0> <

Ε 由浅部和深部组成
,

且两侧的肌片不相连
。

浅部起 自项正中

线7项韧带 <
,

黑叶猴中上端达枕外隆凸
,

且为键膜性起点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中上端离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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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隆凸约一厘米
,

为健膜或肌性起点
。

起部的下部覆盖着颈阔肌后上部起部的一部分
。

肌
‘

纤维斜向颅外侧
,

与耳上前肌后部纤维相混
。

深部起自枕骨上项线内侧部
,

两侧起点在中

线相接触
,

或存在一定距离 7% 例菲氏叶猴和 ! 例银叶猴 <
。

纤维走向与浅部不相一致
,

肌

片也比浅部宽厚
,

只外侧部分被浅部肌纤维所覆盖
。

肌纤维行向颅顶
,

止于帽状键膜
。

三
、

讨 论

面部表情肌的结构与动物的进化直接相关
,

随着物种的分化
,

面肌也产生了差异
,

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动物在进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

非灵长类哺乳动物 与灵长类的最大

差异在于后者的颈阔肌出现了前下部
。

在灵长类中
,

随着分类阶元的上升
,

面肌的分化逐

步完善
,

人的面肌是分化最完善者
,

喜怒哀乐等情感可通过面部表露出来
。

所 以
,

面 肌的

比较研究对非人灵长类的形态与进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以上的结果和与其他灵长类的

比较表明
,

这三种叶猴的面肌大部分与猴超科共同特征相一致
,

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

在

叶猴与其姊妹属金丝猴之间
,

在这三种叶猴之间以及它们与长尾叶猴之 间
,

也 存 在 一

些差异
。

此外
,

还存在小的个体差异
。

现将叶猴面肌的一些特征与其他灵长类列表比较

7表 <
∃

&

颈阔肌

我们以口角为界作为颈阔肌后上部与前下部之间的分界线
。 ( ≅) ?

7  Φ <
“

采用二肌

之间的惯例划分
,

以肩峰尖端作为颈阔肌后上部和前下部的会合点
” ,

来观察长尾叶猴的

颈阔肌
。

结果表明
,

从肩峰到面部的一肌束达到面部是 紧靠同侧中线
,

相同于拂拂和称猴

的情况
。

这种情况亦与我们观察过的长臂猿
、

金丝猴
、

称猴以及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

猴相似
。

由于颈阔肌二部之间并无明显的分界线
,

上述两种划分方法似乎只是人为的
。

但

在灵长类中
,

这二部的存在与否有其进化意义
。

据 ( ≅) ?
7  Φ <

,

颈阔肌前下部被 − 56
)
认

为是后上部的扩展部
。

但 /0 6 ΙΑ ∃ Δ )? 7  ! ∀ < 把它认为是分离的
,

且与后上部是姊妹

肌
。

非灵长类哺乳动物仅具有后上部
。

在灵长类中
,

前下部 出现并逐渐代替了最后在人

中消失的后上部
。

在猴科中
,

两部是很大的和接近相等大小
。

!
&

口 周围肌

上唇方肌眶下头通常指上唇提肌
,

而内昔头通常指鼻翼上唇提肌7鼻唇肌 <
。

在黑叶

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中存在此二肌
。

据 /0 6 Ι0 ∃ Δ ) ?
7% !>’<

,

在猴科中内昔头或眶下头

可以是不存在的
。

据 人≅)
?

7  Φ <
,

长尾叶猴上唇方肌内省头和颧头不能从相邻的肌区

分出来
,

眶下头是存在的
,

从眼轮匝肌覆盖下的眶下缘通人上唇
。

口三角肌有浅部和深部之分
,

表 中可以看出
,

多数种类只存在浅部
,

甚至同属沈猴

科的金丝猴属也只存在浅部
,

只有叶猴属存在深部而无浅部
。

据 ( ≅) ?
7  Φ

,

 Φ ∀ <
,

长尾

叶猴的 口三角肌深部即长头附于第一前臼齿下面的下领骨外面中部的一结节
,

这与我们

观察的丫例菲氏叶猴相似
,

而其他标本则还附于犬齿区
。

>) 0% ) ?
7  ; 8 < 将 口三角肌作为

犬齿肌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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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肌通常仅存在于高等类人猿和人中
。

在猴类中通常是不存在的
,

如称猴 7, 盯 Α Κ

ϑ Χ Δ ,

 = 叶智彰等
,  9 9 <

、

拂拂 7> [ 0Δ Ρ %) ? ,

 ; <
、

长尾叶猴 7( ≅) ? ,

 Φ ∀ <
、

黑叶

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等
,

但在我们观察的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中出现了笑肌成分
,

虽然

尚未分化成独立的肌7彭燕章等
,  ∀! < =在长臂猿中

,

白颊长臂猿未发现笑肌的存在7吴新

智
、

叶智彰等
,  ; ∀ <

,

但据 >) 0% ) Ε
7  ; 8 <

,

长臂猿类的笑肌仅银灰长臂猿和黑长臂猿二个

种未被证实
,

其他种类如敏猿
、

白掌长臂猿和合趾猿等均存在着笑肌 = 在大猿中
, 2 )0% ) ?

7  ; 8 <对猩猩
、

黑猩猩和大猩猩都作了明确的记述
,

虽是易变的
,

然而它总是存在的
。

在灵长类中
&

原猴类如狐猴存在下唇降肌
,

而附猴则不存在 = 阔鼻猴类没有此肌的记

录 =猴科如称猴
、

长尾猴
、

拂拂等属均有此肌 = 沈猴科种类如优猴
、

叶猴
、

金丝猴
、

长鼻猴等

属均无此肌 = 猿类如长臂猿
、

猩猩
、

大猩猩均有此肌
,

仅黑猩猩不存在 = 人类通常存在下唇

降肌7叶智彰等
,  ∀ ; = ( ≅) ? ,

 Φ = 2 ) 0%) ? ,

 ; 8 = 2 ∃ Δ Δ ΑΧ 6
,

 ! Φ = − Χ Θ ) Δ ,

 9 : = 2[ 0Δ
Κ

Ρ %) ? ,

 ; <
。

&

鼻肌

据 2 ) 0%) ?
7  ; 8 <

,

在黑冠叶猴 7Η
? ) > Μ夕, 9 ϑ ) %Χ %∃户Ι ∃ >

< 中还存在不成对的奇鼻肌

7ϑ
&

Δ Χ > Χ Ι > 0ϑ Η Χ ?
<

,

它位于鼻孔下方两侧 的鼻中隔降肌之间
。

但在我们观察的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中以及在 ( ≅) ?
7  Φ < 的长尾叶猴 7.? ) , Μ≅Α 0Ε ) Δ Α ) %%二 Ε

< 中均不存

在此肌
。

Φ
&

眼周围肌

眼周围肌中值得注意的是皱眉肌
。

据 ( ≅) ?
7  Φ

,

 Φ ∀ <
,

长尾叶猴的皱眉肌与眶颗

肌7眶耳肌<相连续
。

这与黑叶猴和部分菲氏叶猴相似
,

也与川金丝猴相似
。

从表 可知

其他种类此二肌通常不相连续
。

9
&

耳周围肌和外耳内在肌

在灵长类耳肌中
,

耳轮大肌存在者居少数
。

在 2) 0% )? 7  ; 8 < 的《灵长类面肌》中
,

从

原猴类
、

阔鼻猴类
、

狭鼻猴类到猿类有耳轮大肌记录者仅有称猴
、

长尾叶猴和黑猩猩
。

但

在 , Χ ? Αϑ Χ Δ
7  < 和我们观察的称猴中未发现此肌

。

金丝猴中也未发现此肌 7叶智彰

等
,

 ∀ 9 =  ∀ ; <
。

长尾叶猴 7( ≅) ? ,

 Φ < 与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一样存在耳轮大

肌
。

此肌在人中也是存在的 7∴
Χ Θ 0) > ,

 8 ! <
。

8
&

头顶肌

在灵长类中
,

头顶肌由多层数向少层数演化
。

据 ( ≅)? 7  Φ
,

 Φ ∀ <
,

长尾叶猴的枕

肌由三层组成
,

与拂拂和称猴相比具有更原始的成分
。

但在我们观察的黑叶猴
、

菲氏叶猴

和银叶猴中
,

枕肌均由两层组成
,

不存在长尾叶猴中的浅层
。

这与我们对称猴
、

滇金丝猴
、

川金丝猴和白颊长臂猿的观察结果相似
。

也就是说
,

这三种叶猴的枕肌不具有比拂拂
、

称

猴
、

金丝猴和长臂猿更原始的成分
。

据 2) 0% )? 7  ; 8 <
,

在猿类中
,

仅猩猩的枕肌不存在浅

部
。

据 ∴ Χ Θ0 ) >
7  8 ! <

,

人的枕肌只有起白枕骨上项线和颗骨乳突部的深部
。

从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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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看出
,

除猩猩外的其他猿类虽仍存在浅深二部
,

却已趋向单层化
。

四
,、

小 结

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面肌的主要特征如下 Ε
&

颈阔肌很宽大
,

包括后上部和前

下部
,

二部之间无明显的界线
。 !

&

三种叶猴颈阔肌的排列有些不同
。

在下颇区域
,

菲氏叶

猴和银叶猴两侧的肌纤维广泛交织
,

相似于长尾叶猴
,

而 Φ 例中的 例黑叶猴只有部分纤

维交织
。

&

上唇提肌为一完整肌片
,

起 自眶下缘的上颇骨和颧骨
。 Φ

&

口三角肌不存在浅

部
,

只有深部
。 9

&

不存在笑肌
。 8

&

不存在下唇降肌
。 ;& 全部 Φ 例黑叶猴和 ! 例菲氏叶猴

中皱眉肌与眶耳肌相连续
,

相似于长尾叶猴 = 例菲氏叶猴和 ! 例银叶猴中则不相连续
。 ∀

&

存在耳轮大肌
。  

&

黑叶猴
、

菲氏叶猴和银叶猴头顶肌的前额区和枕区均由二层肌片组成
,

与猴超科的通常情况相一致
。

7  Ε , : 年 9 月 Ν ,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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