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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的云南江川
、

保山发现的三种称猴类 Δ
江川称猴 <5

6 # 6 # 6 护/6 8 Ε # 入, 6 ”0 ” , /‘ ; ,
·

8 & 2
·

>
,

早更新世 Χ保−ΦΓ 塘子沟的短尾猴 <5
·

6 Η #‘& /Ι & ;

>和菲氏叶猴 <,
Η 0 , ϑ , Δ ≅ 0 Κ

3

妙
6 , Η & />

,

早

全新世
,
经

‘
Λ 年代侧定约 Α = = = 年 Μ3 Ν3 。

江川称猴是联系西瓦立克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早期称

猴类型
,

为南方早更新世称猴种的首次记录
。

保山菲氏叶猴的发现意义则是在更新世一全新

世时期猴科的地史和地理分布上增加了新的成员
。

4Ο ? 年至 4 Ο 4 年间
,

由云南省博物馆分别与玉溪地区
、

江川县文化馆和保山地区
、

县文化馆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江川甘棠臀和保山塘子沟发掘到一批含猴类的哺乳动物化

石和石制品
,

依张兴永等< 4 Ο 4 , 4 4 ! >对哺乳动物群的研究
,

它们的时代可能分别为早更

新世和早全新世
。

本文仅对猴类化石和历史时期的标本作一描述与研究
。

一
、

化 石 记 述

灵长目 , Η /Π 6 Θ0 ; − /8 8 6 0 : ; ,

Α ≅ ≅

猴科 Λ 0 Η # & , /Θ9 0。/Ι 6 0

称猴属 5 6 ‘6 “Δ

江川称猴 5
3Δ # 6 # 6 护/6 & Ε # 9 “6 8 0 8 Δ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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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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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Δ 附 Ν Β一

5
Β

的右下领骨 <Ρ 2
3

Β == 。>
,

石化程度较深
,

领骨颜色呈褐色
,

牙齿呈

灰黑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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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Δ 云南江川甘棠管

时代 Δ 早更新世

特征
Δ
一种个体较大但比维氏拂拂小的称猴类 Χ下领骨高而厚 Χ 下臼齿的前

、

后排齿

尖之间的距离较硕称猴 <5
3

Η& ϑ:; , 。> 和一般的称猴类压缩
,

因而使下臼齿较短宽
。

5
Σ 、

5 Β
更大于 5

∋。

牙齿磨耗形式界于称猴与蓝田金 丝 猴 <+ 9/8 & , /Η人。0 二;
<5

0 Ε 6 Π 。# 。# 6
>

∋6 8 Θ/6 8 0 , ≅ ≅
> 之间

, Ν ,

的根座凹低 Χ下领支较垂直
。

描述
Δ 下领骨粗壮高大

,

约在联
‘

合部的下横圆枕处破裂
,

但保留了完整的颠内窝
。

一

下

领体的上半部较粗壮
,

与粗壮的齿系相对应
。

下领体的底部明显地变薄
。

下领骨向后逐渐

变薄
,

在下领支的后面最薄
。

下领体最高处在 Ν Β

的下面为 ”
3

& Π Π
,

而在 5
Β

的下面最厚

为 Β
·

& Π Π
&

下领骨内侧观
Δ
在下领骨的内面有两条明显的隆起线

,

上面一条领舌腺 <Φ/
8 0 6 Π Τ∋&

Υ

9Τ& /Ι 0 6
> 较粗壮

,

从 5 Β 的下部一直斜向前方
,

约在 Ν ,

的下方靠近颁内窝附近略分成 两

支分别延向颇内窝的上
、

下缘 Χ 另一条隆起线从二腹肌窝 <Κ
& ; ; 6 Ι /Ε6 ;

ΘΗ/ #6 > 的上 缘
,

几

乎与上面的领舌线平行徐徐地向后方延伸在 5
Σ

的下方明显变弱至消失
,

在隆起线的下面

形成领下腺凹 <Κ
& 2 0 6 ; : ϑΠ 6 8 Ι /ϑ : ∋6 Η /;>

。

下领骨外侧观
Δ 下领体的中部膨胀

,

下领支虽已破损
,

但残留的根部明显表现出呈垂

直向上的趋势
,

并且上升支后面的领体部分迅速变薄
,

与下领支根部前面厚的领体呈明显

的对照
。

只有一个颊孔
,

位于 Ν Χ

下方颇体下四分之一的高度
。

下齿系 Δ 齿冠尺寸大
,

颊侧壁较膨胀
,

釉质较厚
,

牙齿前
、

后排齿尖之间距离压缩
。

Ν Β

呈扇形
,

内
、

外齿带发育
。

齿尖稍磨耗
,

整个齿冠强烈向后倾斜
,

齿冠前面与上犬齿

形成大而长的磨耗面
,

表明它有强大的上犬齿
。

齿冠后面与 Ν ,

的前半部咬合而形成较小

的磨耗面
。

另外
,

下犬齿虽已缺失
,

从保留的犬齿窝判断
,

有强大的犬齿根和下犬齿
,

因

此
,

此标本应属于雄性个体
。 Ν ,

有几乎相等的下原尖和下后尖
,

后 凹较狭而低
,

齿冠前面

有一磨耗面
。

表 标本测Θ 比较 <单位 Δ 毫米 >

种种 类类 Ν,, Ν
ΥΥΥ

5
∋∋∋

5
!!!

5 ΒΒΒ Ν,

一5 ,, 5一5 ,, 5
Σ 、

5 , 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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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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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ΥΥ

Α
3

≅ ≅
3

!!! ?
3

Α ?
。

ΒΒΒ Ο
。

Α
。

ΟΟΟ 4
3

4
3

=== Β
。

=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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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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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 ∋ 6 8 Θ /6 。君8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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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氏拂拂 , Η & # 夕, & # 0 户9 6 ∋“‘‘‘‘‘‘ Α
。

= =
3

≅≅≅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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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4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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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似维氏拂拂 Ν
3

&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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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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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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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本文作者 Χ ! > Ρ & : 8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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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9 ∋& ;; 0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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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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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5 6 # 6 # 6 ∋/6 , Ε # 9 , 6 , 0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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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述 Β = ≅

下臼齿 Δ 下臼齿的齿尖呈双峭型
,

5
Δ

明显地小于后面两个牙齿
。

下臼齿的前
、

后排

齿尖之间的距离比硕称猴 <5
3

Η
&ϑ

, 了,
心 和现生称猴的都小

。

颊侧齿尖比舌侧齿尖的磨

耗度大得 多
。

牙齿的磨耗形式既不同于硕称猴和一般的现生称猴类也不同于蓝田金丝猴

<+ 9 /8 & , /‘9 0 # “ Δ
<5

3

> ∋6 , , /6 8 0 8 Δ / Δ
> 的磨耗形式

,

而是 界于两者之 间
。

5
,

的后部下次小

尖磨耗后呈圆的齿质点
,

表明它是一个齿尖
。

从表 测量看出江川标本下领骨高度为 !?
3

! Π Π
,

接近于硕称猴和维氏拂拂而与 蓝

田金丝猴的 !
3

=Π Π 差别很大
,

齿列长度明显大于硕称猴但比维氏拂拂的小
。

二
、

比 较

3

与现生猴类比较

从下领骨和牙齿形态比较来看
,

江川下领骨以内面的领舌线和颇下舌凹
,

下颇体底部

变薄的特点而归于称猴属 <5
。 ‘。‘。

>
。

江川标本与现生金丝猴相比有以下几点区别
Δ

<∋>

下领骨内面有领舌线和领下舌凹 Χ <! >下领体较低 Χ <Β >下领体外侧面较膨胀
,

不像金丝猴

那样
,

在下领骨外侧面从下犬齿始有一隆起并沿着下领骨底部延伸
,

从而显示出下领骨中

部凹
,

底边变厚 Χ < > 下领骨底部变薄
。

底面观
Δ 下领骨显示 出中部膨胀

,

底部变纤细 Χ

<≅> 下领骨联合部较平直 Χ <? > Ν Β

强烈向后斜且形成较大磨面 Χ <Α >牙齿的前
、

后排齿尖之

间的距离压缩
。

江川标本与西藏短尾猴 <5
3

Θ瓜ϑ0Θ 6 , 。
> <如昆明动物所收藏的标 本 Ο 4 = = 4 号 等>

相似点表现如下 Δ <∋> 下领骨和牙齿尺寸较大 Χ <! >下领骨内面有明显的领舌线和领下线隆

起 Χ <Β >下领骨中部膨胀而底部纤细 Χ <Ω Ν Β 的前面磨面大且强烈地向后斜 Χ <约下颇骨外

面
,

在 Ν Χ

的下方有一个颊孔
。

但江川标本比藏短尾猴
Δ

<∋> 下领体较粗壮高大 Χ <! >领骨

前部较平直 Χ <Β >下领齿前
、

后排齿尖之间的距离较挨近 Χ < >齿尖的磨耗形式有别于藏短

尾猴的平面磨耗
。

比较结果
,

江川标本更接近于西藏短尾猴而与金丝猴差别较大
。

!
3

与化石称猴类比较

在我国猴科化石记录中
,

时代较早的有河南新安的维氏拂拂 <, Η& ‘
Τ8

口 ‘
0Ν 9 & ∋:; 留 /

Ξ

Π 6 , />
、

绳池的安氏称猴 <5
3

6 , Ι 0 Η , Χ & 8 />
‘,

<1
09 ∋& ;; 0 Η ,

4 ! >
,

蓝田公王岭的蓝田金丝

猴 <及入/
, &户/Θ9 0 # : Χ

<5
3

> ∋6 , Θ /6 8 0 8 , /Δ ><胡长康
,

齐陶
, 4 Α Ο Χ顾玉氓

、

江妮娜
, 一4 4= >和中

更新世周 口店期的硕称猴 <5
3

Η & ϑ “ Χ Θ。Δ
> <Ρ

& : 8 Ε
,

4 Β Δ ∃ 0 /∋96 Η Ι ς , 0 /
,

4 等>
。

此

外
,

广西柳州笔架山<韩德芬等
, 4 Α ≅ >

、

湖南保靖洞泡山<王令红等
, 4 Ο ! >和四川巫山<黄

万波等
, 4 4 >的洞穴堆积中也发现一些零星材料

。

维氏拂拂 <ΝΗ
口‘

Τ8
口‘0Ν 9 。佃 Δ 。/Π 。瓜> 是北方上新世末至早更新世的种类

,

除河南

新安外
,

在周 口 店
,

山西榆社 <∃
0/∋ 9 & Η Ι

,

4 Β Ο > 均有分布
,

最近
,

黄万波等< 4 4 >也报道

了产 自四川巫山而被归人此类的 Ν
Β

和二枚 5
Β。

江川标本与维 氏拂拂比较
,

它们的共同

∋> 安氏称猴的材料只限于附上齿系的头骨
, 在此无法对 比

。

而且一些 学者将它与硕称猴一起归人 5
3

Δ /8/ 。‘ 种

群 <;
 6∋6 Τ 6 8 Ι Ω 0 ∋; & 8 ,

4 Α 4 Χ Ω 0 ∋; & 8 ,

4 Ο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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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个体大 Χ齿列长度 <Ν
Β

一5
Β

> 为 1 ΨΠ Π 以上
,

大于其他化石称猴 <硕称猴为 =
3

≅一≅

Π Π > Χ 齿冠的釉质较厚 Χ下领骨高 Χ 5
Δ

明显地小于后面两个牙齿 Χ 下领骨上有一个颜孔
。

但它们的差异性是明显的
,

江川标本有比较典型的 5 。‘。。。 的特性 Χ下领骨厚度大 Χ 下领

支较垂直 Χ个体较小 Χ Ν Β

一5 , 齿列长<”Π Π >小于维氏拂拂的 ≅Α Π Π Χ Ν Χ

较不臼齿化 Χ 下

臼齿颊
、

舌齿尖排列前
、

后较错开 Χ 下臼齿之间的接触面较靠舌侧
,

而下原尖和下次尖的颊

侧更向齿冠前
、

后缘
,

呈弧形而不是维氏拂拂的几乎与齿列轴垂直的前
、

后缘以致齿冠的

轮廓呈长方形 Χ 5
Β

的下次小尖无次生尖而只有一个齿尖 Χ 下颊齿的舌侧不膨胀 Χ 齿尖的

磨耗形式是舌侧齿尖远高于颊侧齿尖 Χ下臼齿的齿冠较狭长
。

硕称猴 <5
3

Η& ϑ“ ;Θ 6> 为北方周口店期的代表种
,

为化石称猴中尺寸较大的种类
。

分

布范围北界到辽宁本溪
,

南界可延至安徽和县 <在报道中还有四川重庆歌乐山和福建永

安 > <Ν
6 8 6 8 Ι Γ6 ϑ ∋& 8 ; Ζ /

, 4 ≅ Α >
,

产 自中更新世的洞穴堆积中
,

以周口店的材料较为丰

富
。

江川标本与硕称猴 比较
,

两者均为个体较大的种类
,

下领骨高度和下臼齿尺寸等组

合较其他的化石称猴类近似 <见表 ∋ >
,

下领骨上有一个频孔
,

但江川下领骨前部较平直

且粗壮 Χ Ν Β

一5 Β
的长度偏大<≅ 。Π Π > Χ 下后尖和下次尖的颊侧部分较压缩 Χ 下臼齿的前

、

后排齿尖之间的距离小 Χ 5 ,
较宽 Χ颊

、

舌侧齿尖的磨耗度相差很大
。

蓝田金丝猴 <尺入‘
, & 户/动 0 # , ;

<材
3

> ∋6 , Θ /6 , 。8 ;/;
>是一种较特殊的沈猴类

。

最初以高

大的下领骨和牙齿上的某些形态订为一新属新种
,

气蓝田伟猴 <5
&
Ε6 Π 6# 。‘。 ∋6 时/6 , 。。行

∗ : 6 8 Ι [ /
, 4 Α ≅ >

,

后来发现其形态更接近于金丝猴类 <,
6 8 6 8 Ι Γ6 ϑ∋& 8 ;Ζ /

, 4 ≅ Α > 而
·

修正为蓝田金丝猴 <+ 9/8 & Ν/Θ人0 # : ;
<5

3

理∋6 , Θ/6 8 。。 ≅ Δ
> <顾玉眠

、

江妮娜
, 4 Ο 4 >

,

但值得

指出的是金丝猴的下领骨除了高大这一特征外
,

在下领骨的外面
,

从下犬齿扼下端有很明

显的隆起沿下领骨的下部延伸到后面从而使下领骨的中间部分明显的凹下而区别于称猴

类
。

蓝田金丝猴的下领骨虽已破损
,

但较为完整的左侧 已显示出这一特征
。

另外
,

蓝 田金

丝猴的 Ν Β
很类似于 Ν , ,

不同于称猴类中呈扇形的形态
,

而有下后尖和下原尖
,

并有一条晴

与齿冠前缘的小齿尖相连
,

和 Ν
Χ

一样有椭圆形的后凹
。

江川标本与之比较
,

它们的相似点为下领支较垂直上升
,

上升支后部的下领骨薄
,

下

臼齿的颊
、

舌侧齿尖的磨耗程度相差大
,

当颊侧齿尖相当磨耗时
,

舌侧齿尖的齿质点刚开

始暴露
。

但江川下领骨低得多 Χ上升支前面的颇骨厚且外侧面膨胀 Χ 颇骨的内侧面有两条

隆起的领舌腺和舌下腺 Χ颇窝深
,

窝的形状上下延长 Χ 5
Δ

相对地较小且下臼齿相对的狭
,

前臼齿较大 Χ ΝΒ 更向后斜类似于藏短尾猴而不同于蓝田金丝猴的 Ν ,
分两齿 尖

、

轮 廓 像

Ν, 。

此外
,

江川标本的齿系与下领体的比例不像蓝 田金丝
3

猴有高大的下领体配匹较小的

齿系

在东南亚
、

日本等地也报道过称猴类化石的记录
,

但时代都 较 晚 <∗ && /70
Η ,

4 ?! Χ

Φ∴ 6 Π & Θ & ,

4 Α ≅ Χ . : , Θ6
,

4 Α 4 Δ ] & & Ι 0 8 ,

4 Α ≅ Δ ∀ /Π /
,

4 Ο Δ Φ∴ 6 Π & Θ& 6 8 Ι ∗ 6 ; 0 Ε 6 ∴ 6 ,

4 Α ! 等>
,

这些种群中除少数标本能与硕朴猴作对比外
,

大部分种群只能与广布在华南的

未定种 5 6 ‘6 ‘6 ;,
3

和晚更新世的红面猴<5
,

;Ν0# /口招⊥ 5
3

6Η ‘切 /Ι & ;
>及一些现生种 作

对比
。

时代更早的可追溯到南亚印度的西瓦立克晚上新世的 5
3

Ν6∋ 。认Ι/ ‘。 Δ ,

欧 洲 的

, 。, 6 Γ时/# 无口户/Θ无。# “ Χ
和 材

3

;: ∋, 。, “;。 5
3

户6 ∋6 0 /, Ι /# 6 的材料为附 ,
Χ

一5 Β
的右下领

骨
,

下领体较高
,

从牙齿形状和时代上都有相当的差距
。

从江川动物群中有湖虎 5 “8Θ /6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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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 护/6 , 梦。9 & 6 & 0 , Δ ￡; , ,
3

8 & 2
3

记述

# “ Χ  6 # “ Δ Θ , /Χ 、

似 山西轴鹿 才_ / , # Κ
3

;9 6 , _ /: ,
等说明江 川的时代可能早于周 口店期的时

代
。

鉴于它的形态
、

时代和地理位置
,

,

将江川标本订为一新 种 5 6 # 6 # 6 护/6 8 Ε # 9“ 。, 0 。 Δ /Χ

; Ν
·

8 & 2
·

Ψ

三
、

讨 论

亚洲早期的猴科化石为产自巴基斯坦境内西瓦立克 Ω 9& Ζ Ν6 Θ968 的沈猴 类 ,
3

Δ /
Υ

“∋0 8; 行
,

时代为晚中新世
。

然而称猴类却出现得较晚
,

5
3

Ν6∋ 60 坛 Ι /‘6 为南亚晚上新世

或早更新世的种类
。

在北印度相当于早更新世 Ν/87
& Η
地层里发现的 # ”

口‘
0Ν 9 6∋ “Δ Κ6 Υ

# & & 0 Η /
,

Γ& ∋∋Τ <一4? Α > 认为这是一个大
3

的短尾猴
,

可能是 , Η & #夕, & # 0 Ν9 6 ∋二 , ,

这样
,

与中

国北方的维氏拂拂趋于一致了
。

而中国境内的化石记录表明猴科在最晚第三纪到早更新

世才出现在 中国大陆
。

更新世时期的化石地理分布又展示出早期的称猴类主要在北方大

陆 <,
6 8 6 8 Ι Γ6 ϑ∋& 8 ;Ζ/

,

4 Ο Α Χ Γ 6ϑ ∋& 8 ;Ζ /
3 6 8 Ι , 6 8 ,

4 Ο Ο >
。

如维氏拂拂 <,
Η & # , , & #

印
Υ

9 6 ∋“; 留/Π 6 , 。
>

,

蓝 田金丝猴 <尺9 / , & , / Χ,9 。# “ Δ
<5

& Ε 6 Π 6 # 6 # 6
> ∋6 8 Θ/6 8 0 & ;/Δ

>和硕称猴<5
,

Χ 口ϑ:; , 。
>等

。

虽然欧洲的上新世一更新世期 间也存在一些种属
。

如 , & Η6 Ι 口∋Θ’Δ 9 口Ν/ Θ 9。 Δ “‘

。 , 。。 Χ 。 。8 ;/; ,

材
3

Δ , ∋, 。 , : Δ 户∋/& # 。 , 。 ,

5
3

;夕∋, 6 8 “ ≅ Κ∋ & Η 0 & Θ /& 6 ,

但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还未

有此类化石记录
。

因此
,

江川称猴的发
3

现联 系了西瓦立克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早期称猴类

型
。

从哺乳动物群来看
,

从晚中新世以来
,

云南开远
、

禄丰和元谋古猿动物群与西瓦立克

动物群之间以及与北方动物群之间都有来往<邱铸鼎等
, 4 Ο ≅ Χ 祁国琴

, 4 Ο ≅ Χ 韩德芬
,

4 Ο , Χ宗冠福和潘悦容
, 4 4 >

。

早更新世元谋人动物群中存在数量较多的山西榆社
,

泥河

湾期的鹿类属种 <林一璞
,

潘悦容等
, 4 Α Ο >

。

含蓝田金丝猴的公王岭动物群为南
、

北动物

群混合的性质<胡长康
,

齐陶
, 4 Α Ο >

。

因此
,

江川称猴的发现意义显然是重要的
。

诚然
,

江

川动物群种类不多
,

江川称猴的材料也不够完整
,

有待今后发现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证实
。

短尾猴
Γ

怀 6 # 6 # 6 6 , # , & /Ι 0 Δ

<图版
,

!
,

Β >

标本
Δ
一件保存较好

,

附
一

5 Β 的雌性左下领骨 <Ρ %
3

= Β ! > 和附 5
Δ ,

5
Δ

的残 破

下领骨<Ρ %
3

= Α = > Χ一件附
!一5

Β

的右上领
, Φ, 一

5 已破损 <Ρ % 一 = 4 >
。

产地
Δ 云南保山塘子沟 ∃

∋一 Δ

阶地

时代
Δ
全新世早期

张兴永等< 4 4 >已作了初步描述
,

在此仅作进一步补充
。 Ν ,

内侧面有两条纵晴分别

与颊侧的前
、

后棱形成前
、

后凹
。

Ν
Χ

有小的前凹和大而延长的后凹
。

在下臼齿中
,

前
、

后排

齿尖之间的距离较拉长
,

齿冠较狭
。

5 Β 的下次下尖较靠颊侧
。

下领骨纤细而低
,

领骨上部较底部领骨厚
,

前领较粗糙
,

有一个颊孔位于领骨下四

分之一处
。

在一件右上领 <Ρ %
3

= 4 > 中
,

上犬齿与侧 门齿之间有较大的虚位
。

5
‘

稍小

于 5
, 、

5
Β ,

齿尖结构为一般双峭形的称猴类牙齿
。

在 另一件下领骨 <Ρ %3 = Α & >中 前臼

齿的轮廓较圆
,

颊
、

舌侧齿尖之间无晴相连且较向中间靠拢
。

前臼齿的形态与尺寸有别于

滇金丝猴 <+ 9 /, & , /Θ 90 # : ; ϑ 0/Θ /> 和藏短尾猴 <5
3

Θ 9/ϑ 0 Θ6 , 6
>
。

颧弓根部始于 5
Σ

的上



方
。

5
Β

明显地靠内
。

现生类型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从臼齿的形态和下颇骨纤细而低等构造显然比江川标本更接近于

非氏叶猴 , Η 0 ; ϑΤΘ /; 0 Κ
3

户9 6 ΤΗ 0 /

<图版
,

∋>

标本 Δ
一件保存较好附 Ν Β 一

5
Β

的上颇骨 <Ρ 2
3

=Α > Χ 附 5 , 一5
Β

的残破右下领 骨

<Ρ %
3

= Α Β >

产地
Δ 云南保山塘子沟

时代
Δ 早全新世

描述
Δ 上领齿弓的形态与一般叶猴的形态相似

,

从 Ν Β

到 5
Β

呈弧形
。

较向内收
。

前

臼齿较小
,

齿尖较尖锐而陡直
。

磨耗方式从齿尖顶部向内切割
,

与现生叶猴的齿尖形式极

为相似
,

唯一不同的臼齿的前
、

后排齿尖之间的距离较缩短
,

下领骨较薄而扁平
。

表 ! 牙齿测Θ 比较 <单位 Δ 毫米>

“ ”

⎯
“ Μ

⎯
“ ” “ ”

⋯
“ “

ΨΛ88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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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 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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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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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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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

Α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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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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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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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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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本文作者
, ∀ ∃ Χ 7 7 : Δ9 6 , ∋ , − ∀ 。

讨论
 
保山的短尾猴和叶猴的时代较晚

,

为早全新世
, ‘

℃ 年代测定为 ) ( ( ( 年 Ε
#

=
#

。

哺乳动物群约有 ∀Β 种
,

反映了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但较今保山的气候要 热 < 张 兴 永 等
,

∋ Β Β ∋ ∃
。

保山猴类的发现意义在于地史分布和地理位置
。

叶猴分布在东南亚如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一带
,

从中更新世到近代
。

=6 9Φ 妙Γ:Φ 7 12
Η

“ Ι。 在爪哇的中更新世和苏门答腊的早全新世 的 地 层 里
。 / 6 9 Φ≅ 1Γ : Φ

<Φ 9 ϑ 7 户: Γ Κ 9 ; 3 Φ
∃

。 Λ :Φ Γ 。 , 3 Φ 主要在印度
、

斯里兰卡
。

=
#

< Μ 6 0 ; Κ 1/ : Γ Κ 7 ; 3 Φ
∃

; 6 :Γ 0 Γ ,  在缅甸
、

印度尼西亚
。

此

外 / 6 7 Φ ≅夕Γ : Φ Φ : 7 0 49 Φ :Φ
可能为晚中新世 < ? 9 4Φ 7 ,

∋ Β ) )
,

∋ Β + (  Ν Ι 0 40 1 0 8 ? 9 4Φ 7 ,

∋ Β ) Β
,

, : ϑ 7 Φ ,

∋ Β ) ( ∃
。

在我国的猴科化石记录中几乎缺少叶猴类的记录
,

从东南亚一带发现的叶猴化石来

看
,

除少数地点的时代为中更新世外
,

大多数的时代较晚
。

Χ 。 。:Δ 9 6 < ∋ Β − ∀ ∃ 报道了一批产

自爪哇
、

苏门答腊的叶猴亚化石
,

时代可能为早全新世
。

我国更新世时期虽然还未有叶猴

化石记录
,

估计应与东南亚一带的情况相似
。

叶猴类进人中国大陆较晚
,

不会早于中一晚

更新世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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