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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古猿雌性头像的复原

陆 庆 五 赵 中 义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5

关链词 禄丰古猿 6 腊玛古猿 6西瓦古猿 6头像复原

内 容 提 要

本文叙述了制作禄丰古猿雌性复原头像的根据和过程
。
复原像以宽阔的眶间宽 和 中面

部
,
以及低平的鼻根和鼻梁硬骨部为其显著的特点

。

它的
“
鼻一前领部”侧面轮廓和软鼻形态

与猩猩的较相似
。

它的鼻属猿型鼻
,

有类似大猩猩的和人形化的性状
。

我们对禄丰古猿地点发掘
、

研究已十年有余
,

对禄丰古猿化石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

已具备对它进行面貌复原的可能
,

这次我们塑造的是禄丰古猿雌性复原头像
。

复原时
,

我

们遵循了阶段性研究的结论—
禄丰古猿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进化的一个

代表类型,吴汝康等
,

 4 7 5 6 参考了马特内斯 ,89: ; 9< < = / > = ? 5 复原南方古猿阿法种的

方 法和成果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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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6 适当仿照了现代猿类
,

特别是猩猩的软组织形

态
,

某些特征还借鉴于黑猩猩和长臂猿的有关解剖资料
。

在确定复原像面部软组织厚度

时
,

我们测量了黑猩猩头面部不同部位的软组织厚度指标
,

结合雌性禄丰古猿头骨骨性特

征
,

对这些指标作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
。

类人猿脸部皮肤的脂肪丰富
,

皱纹较多
。

为了更

好体现禄丰古猿的骨性特征与肌肉配布的关系
,

一般对复原像的脂肪层作酌情的减少
,

皱

纹也相应减少
。

一
、

头颈部的姿势

头像复原
,

首先要解决头骨放置的位置问题
,

我们依照国际惯例
,

将雌性禄丰古猿头

骨模型 ,带下领骨 5放在法兰克福平面 ,Χ
/ 9 > Δ ΕΦ / < Γ ( /ΗΙ ( > <9 2

,

下文简称 Χ
3

Γ
3

5 上
。

雌

性禄丰古猿颅骨 ,)# 7 5 的枕骨大孔偏后
,

如将它的复原头骨放在 Χ
3

Γ
3

上
,

宽阔的中

面骨加上深
、

重的下领骨
,

整个头骨的重心偏前
,

颇部显得前突和下倾
,

这样的头骨必须具

备附加的
、

足够大的牵制结构才能使头骨稳定在 Χ
3

Γ
3

上
。

在现代的大猩猩和猩猩中
,

其

颈推的棘突远比现代人的长
。

因此我们将禄丰古猿的脊稚骨也作类似的处理
ϑ
设想其

有较长的颈推棘突
,

并将脊柱颈椎部作适当的前倾
。

南方古猿阿法种的 脊 柱 颈椎 部 与

Χ
3

Γ
3

的夹角约为 7 。。 。

由活体猩猩雌性头骨的计算机图象 ,Κ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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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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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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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的幻灯片 5测得的这一角度也是 7 Ν “ ,

但此图象的 Χ
3

Γ
3

不是水平的
,

而是

由水平位向前上方倾成约 ∀Ν
“

的角
,

如将它的 Χ
3

Γ
3

纠正到水平位
,

则脊柱与纠正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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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3

Γ
3

的夹角约为 ΟΝ
。 ,

它与我们观察活体猩猩的这一数值相一致
。

我们又观察了活体

黑猩猩正常状态时的这一角度
,

约为 ! Ν “ 。 我们假设禄丰古猿的这一夹角为 ! Ν “

上下
,

居

南方古猿与猩猩之间
,

可能较为合理
。

当时禄丰古猿躯体竖直的程度可能大致相似于今

天的黑猩猩
。

关于禄丰古猿颈部的长度
,

我们首先观察了雌性猩猩 ,& Ν
3

∀ Ν 5
Π

的颈推
,

其

推体明显较人类的低而纤细
,

第四颈稚椎体的高度约是人类的 Θ Ν ,

所以猩猩脊柱的颈

椎部明显较人类的短
。

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也都如此
。

我们参考了猩猩颈椎部的长度
,

复

原了禄丰古猿颈部长度
,

因此显得较粗短
。

猿类脑颅弯窿的大部分被颗肌所覆盖
。

颗肌将与面颅的咬肌
、

颊肌一起作为颗颊部

的软组织加以叙述
。

脑颅项脊以下的肌肉从略
。

脑颅的其他 肌肉都是附着于帽状腔膜及

皮肤上,只有枕肌的起点附着在骨面 5的颅顶肌
,

主要有颅骨前部的额肌
、

后部的枕肌和侧

部的耳肌等
,

这些肌肉都较菲薄
,

对颅形影响不大
,

故也从略
。

下面我们将分前额
、

眉间
、

鼻一前领
、

口 裂和颗颊等部
,

逐一分析它们肌肉配布的情况
。

二
、

前额部的复原

禄丰古猿骨性前额中央的骨板较薄
,

在头骨标本上因石化时受压而有不同程度的下

陷和破碎
,

复原后的该部骨面应稍为隆起
。

在前额中央隆起的两侧有发达的颗脊
。

此外
,

在颗脊和眶上脊相夹的额鳞骨面是凹陷区
。

软组织复原后
,

上述的颗脊和凹陷区被额肌
、

帽状健膜和皮肤所覆盖
。

参考黑猩猩前额部肌肉覆盖的情况
,

禄丰古猿左右额肌的肌腹

较薄
,

它们在额骨中央不相连
,

复原后的前额中央仍将显得较隆起
。

我们参考了哈特曼

,Γ 9 / <Ρ 9 > > ,

4 4Ν 5 的雄性猩猩复原图 ,Σ
3

Τ ,

& ∗
3

0Υ 5
,

以及观察了北京动物园雌性猩

猩的前额形态
,

发现猩猩雄性的发际高于雌性的
。

复原时
,

我们仿照了后者的发际高度
,

两侧的头发较中间的长 6头发结构为直发型 6 头发密度较疏,雌性的较雄性的稀疏
,

体毛也

如此 56 发旋中心位于顶骨正后方
、

靠近枕骨处
,

头发向前分散
。

三
、

眉间部的复原

对禄丰古猿眉间部进行复原之前
,

首先要解决对该部正常形态的认识问题
。

在禄丰

古猿雌性头骨 )# 7 7 标本上
,

保存了一小段紧靠左眶上脊内侧端的凹弧形眉间横脊
,

骨

脊圆隆
、

低矮
,

该部骨片的断面很厚
,

骨表无形变
,

这骨脊的弧度应为正常形态
。

另一个雌

性头骨 )# 7 标本 也保存了相似的眉间形态
,

与凹弧形眉间横脊相连的额鳞部受压后
,

整块骨板向后错动
、

叠压在额骨中央部
,

但此骨板左半部的凹面形态与上述 )# 7 7 相应

部位的十分相似
。

它们为我们复原凹弧形眉间横脊以及与之毗连的额鳞部形态提供了可

靠的证据
。

此外
,

在 )# 7 ΟΟ 雄性头骨眶间隔
,

相当泪囊窝上部水平处
,

另有隐约地横卧于

鼻梁的隆凸
,

它可能是降眉间肌,即鼻根肌5的附着痕迹
,

它的肌纤维由此向上走行
、

止于

眉间皮肤
。

该肌收缩
,

牵拉眼眉的内侧角向下
,

从而在鼻梁上形成横行皱纹 ,吴德昌等编

译
,

 4 Τ 5
。

南方古猿阿法种复原像的鼻梁部就存在这种横向皱纹
。

我们在复原禄丰古

注 ϑ Π 系本研究所标本室收藏的标本的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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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时也仿照了这种形态
。

从对长臂猿的解剖知道
,

其眉间区有降眉肌存在
,

它是由额肌延

续而来的
,

起自鼻根部
,

向上也止于眉间皮肤,长臂猿解剖组
,

 4 5
。

作为高等猿类的禄

丰古猿
,

‘

似乎也应具有这类表情肌
,

在宽阔而稍凹的眉间区可能贯穿有降眉间肌和降眉

肌
,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皱眉肌
,

这些肌肉可能都较发育
。

人类的皱眉肌位于眼轮匝肌眶

部和额肌的深部
,

起于额骨鼻部
,

延向上外
、

散开于眉部皮肤 ,焦守忽等
,

 4 5
,

由于它的

收缩
,

能使两侧眉头靠拢
,

降眉间肌和降眉肌也因此被挤压
,

加深了眉间部皮肤的纵向皱

裴
。

南方古猿阿法种复原像的眉间部 也具有这种皱袭
,

禄丰古猿可能也是如此
。

四
、

鼻一前领部的复原

我们首先分析禄丰古猿鼻梁硬骨部—
鼻骨的形态

。

从禄丰古猿头骨宽阔的眶间隔可知
,

它们的鼻骨是较宽的
,

但鼻骨骨面的形态是怎样

的呢ς )# 7 ΟΟ 头骨上
,

鼻骨虽然完整无缺地被保留
,

但标本受压较甚
,

要复原出它的正常

形态
,

首先必须仔细分析其受压情况
。

由于头骨以平正
、

仰卧的姿势被埋
,

眶间部正面受

压
,

两眶的内侧骨壁分别向外展开
,

泪囊窝的开口 由侧面转向前面
,

复原前必须将它们纠

正
。

上领额突的骨质坚厚
,

受压后其前面骨表的形态没有改变
。

但它受相邻骨骼的挤压
,

略向内
、

外移位
,

即靠鼻骨的部份略有内陷
,

而靠眶内侧骨壁的部分稍稍外翘
。

而鼻骨受

压后形变甚大
,

它与上领额突相连的骨面 向中央下斜
,

骨面弯曲
,

整个鼻骨下陷成宽沟
。

上述分析告诉我 们
,

鼻骨是由低而圆隆的凹弧形眉间横脊下延而来的
,

其上部骨面不

可能向外隆起
,

它的中
、

下部骨面也可能外突
,

但外突程度不会很大
,

因为整个鼻骨下陷程

度一致
,

所以整个鼻骨骨面可能还是较平坦的
。

它与左右上领额突的前面几毗连成平面

状
,

形成平宽的眶间隔
。

并且它平缓地移行于上领骨前面和颧骨眶面
,

与它们连成平而宽

阔的中面部
。

在复原后的前额与鼻梁的转折处,即鼻凹点
,

.= ΩΗ( > 5 几无凹陷
,

也就是说
,

鼻根是低平的 6 另一方面
,

鼻梁硬骨部略高于两眼内角
,

呈明显的塌鼻梁
。

在 )# 7斗Ο 头骨上
,

相当梨状孔顶缘水平
,

上颇额突的骨表呈凹弧形 ,特别见之于左侧

的 5
,

这是正常形态
。

正是由此向下延伸
、

形成“
鼻骨一梨状孔一前领部

”

的凹弧形
。

这是

禄丰古猿颜面部非常重要的特征
,

复原时我们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

在塑造硬
、

软鼻背交

界处的皮肤时
,

我们考虑到
,

附着在这凹弧形曲面上的皮肤应布有少许横行皱纹
,

并向下

可能延伸成鼻唇沟
,

这样的处理也借鉴于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复原像
。

苏联复原专家格拉西莫夫提出
,

决定人类鼻部软组织侧面投影轮廓的基本支持点是

鼻骨和鼻前棘的走 向和梨状孔的形态
。

他的鼻尖定位法是
ϑ 从侧面看

,

以鼻骨下 Θ Τ 的基

本方向作延长线
,

与鼻前棘基本方向的延长线相交
,

此交点为鼻尖所在 ,吴新智 等 译
,

 ! 4 5
。

猿类的梨状孔下部不存在鼻前棘
,

格氏的方 法对它们不适用 6 但我们复原禄丰古

猿软鼻部时
,

部分地采用了他的方法
,

以鼻骨下 ∀Τ 的方 向作为鼻背软骨部的方向
。

禄丰古猿的梨状孔轮廓大体上与猩猩的较相似
,

它的软鼻形态可能也较相似于猩猩

的
,

基本属于猿型鼻
。

猿型鼻的特征为
“朝天鼻

” ,

即鼻翼旬伏于梨状孔侧缘附近
、

鼻翼和

软骨鼻中隔的基底部向前下方延伸
、

鼻孔向前上方开启
、

鼻背软骨部的中轴位有深浅和长

短不一的纵沟
。

作为人科成员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复原像的鼻形也具有某些猿型鼻 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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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如其
“

矢状鼻中隔很前突
” ,

鼻翼呈旬伏状和鼻孔朝前上方等
。

禄丰古猿作为南方古

猿和现代非洲大猿的共同祖先
,

它的鼻形理应倾向于猿型鼻
,

复原时我们以猩猩的鼻形

,∃玩9/ = Η2Η
,

 Τ
,

) Ο
,

ΕΗ Ξ
3

!
·

75 为基础
,

在下列特征上仿造之
ϑ
鼻翼的厚度

、

鼻背软骨

部下段呈浅沟状和鼻尖较靠近鼻腔底等
。

并适当赋予若干人形化性状
,

例如鼻孔开 口略

向下方 6 鼻翼稍突 出以及与之相关的鼻翼沟也稍发育等
。

此外
,

禄丰古猿梨状孔的某些特

征
,

又造成一些骨性鼻部的固有特征 ϑ 它的梨状孔为长梨形
,

孔下部较窄 6 圆钝的梨状孔

侧缘下部有向近中汇合的趋势 ,见 )# 7 ΟΟ 和 + ∃ Ν 5
。

这些骨性特征使 鼻翼宽度 ,90 一

92 5 较猩猩的小 6 鼻孔也较猩猩的小 6 鼻翼基底的前下部似大猩猩那样稍向中央延伸
。

最

后
,

)# 7 ΟΟ 头骨的下鼻道底面中央存在明显的骨脊
,

外延到梨状孔下缘
,

其外侧段显然是

鼻中隔软骨部的附着痕迹
,

因此其软骨鼻中隔的前 沿可能达梨状孔下缘
。

上述
“

鼻骨 一梨状孔一前领部
”

凹弧形侧面轮廓线
,

沿梨状孔侧缘
,

平 滑下行
,

在犬齿

齿槽垅根尖部水平处
,

该曲线可向两个方向延伸
ϑ
一是沿梨状孔下缘趋向近中

,

曲度变平

缓
,

于中门齿齿槽扼根尖处曲线骤然上翘
,

转折成 凸弧形
,

下沿中门齿前面轮廓
,

直抵中门

齿切缘 6 另一是
,

曲线继续沿犬齿齿槽扼下行
,

但其轮廓线明显处于中门齿轮廓线的后方

,见前领标本 + ∃ Ν 5
。

换言之
,

上领骨的前领中部比它的前领侧部更向前突
,

基于这样

的骨性基础
,

前领部软组织的轮廓形如部分球面
,

明显膨隆
,

与猩猩的颇为相似
。

五
、

口裂部的复原

复原 口 裂肌群
,

首先要解决口 裂的宽度
,

即嘴角的位置问题
。

马特内斯认为
,

大部分

猿类的 口 裂在相当左右的犬齿或不超过第一前臼齿的范围内
。

所以
,

我们把禄丰古猿口

裂的左右终点分别设在相当左右的犬齿和第一前臼齿之间
。

复原唇部时
,

我们首先分析了南方古猿阿法种复原像的唇形和猩猩的差别
。

前者红

唇丰厚
、

外翻
,

有较多的人科特征
。

考虑到禄丰古猿的系统地位
,

它的唇形应倾向于现代

大猿的较为合理
,

红唇较薄
,

特别是上唇
,

双唇闭合时红唇外露甚少
。

红唇以外的口 裂肌群一般都起始于上
、

下领骨和颧骨的骨面
,

肌纤维交织于口轮匝

肌
,

因此它们都被称为 口角止肌
,

其功能是牵动 口唇和口 裂
,

以辅助摄食和发音
。

从某种

意义上讲
,

它们也是面部表情肌的一部分
。

禄丰古猿的 口裂肌群是怎样的呢 ς 下面我们

将根据化石形态
,

参照现代猿类的骨骼和肌肉的关系
,

对禄丰古猿的上
、

下唇部的口 裂肌

群分别加以分析
、

复原
。

上 口唇部的口 裂肌
,

在人类中有上唇提肌 ,即上唇方肌 5
、

大颧肌
、

小颧肌和犬齿肌 ,即

口角提肌5
。

上唇提肌的起始端分三头
,

分别起自眶的外下缘
、

下缘和内侧缘的骨面
,

向下

汇合
、

止于鼻翼及鼻唇沟皮肤
,

起上提鼻翼及鼻唇沟的作用
。

大
、

小颧肌起自颧骨的侧面

和前面 6 犬齿肌起自犬齿窝
,

它们都止于 口角
、

并移行于下唇
,

它们的功能是上提口 角和牵

带下唇
。

在复原禄丰古猿的这部分肌肉之前
,

让我们首先看一 斤猩猩和黑猩猩的该部解

剖结构
。

斯温德勒和伍德的黑猩猩解剖报告 ,.Ψ Η>Α 2= /
9> Α Ψ

(
(Α

,

 Τ 5 指 出ϑ
黑猩猩上

口唇部的颧肌与人类的一样
,

分化为大
、

小颧肌
。

在插图中所画的口角提肌明显比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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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

但报告没提及是否存在上唇提肌
。

桑塔格所作的猩猩解剖报告 ,? (> >< 9Ξ
,

 ∀ Ο 5又

指出了猩猩与黑猩猩上口 唇部肌肉的区别
ϑ
猩猩的颧肌不明显地分化为大

、

小倾肌
,

可是

它们的肌纤维不密切相融
,

它们起自颧骨和颧弓的前半部骨表
,

向下附着于口轮匝肌和

上唇皮肤
。

猩猩的颧肌比他曾解剖过的三具黑猩猩的要弱
。

猩猩的口角提肌 ,卜Ζ9 <(/

9 >
,

=/Η ?
5 十分粗壮

,

止于上唇和口角
,

与口轮匝肌相融 ,见 Σ Τ ! ∀
,

% = − <一 Ε咖/= [ 5
。

而

黑猩猩的这两块肌肉的强弱情况与猩猩的正相反
。
猩猩明确存在没分化的上唇提肌

。

从与上 口唇部口 裂肌群有关的骨性特征来看
,

禄丰古猿的颧骨
、

颧弓和前上领骨形态

与猩猩的较相似
,

特别眶缘的外下部
、

下部和内侧部的骨表两者都较光滑,见 )# 7 和

)# 7 Ο Ο 5
。

可以推论
ϑ
禄丰古猿可能也存在象猩猩那样尚未分化的上唇提肌 6 它的颧肌和

口角提肌的走向
,

轮廓及强弱程度也可能与猩猩的较相似 6 此外
,

根据对长臂猿口轮匝肌

的解剖
,

发现其肌束间夹杂着较多的结缔组织 ,长臂猿解剖组
,  4 5

,

猩猩非常膨隆的球

面状前领可能也由于这个原因
。

我们复原禄丰古猿前上领的软组织时
,

也赋予丰富的结

缔组织
,

其外形也呈膨隆的球面状
,

当上领处于息止颇位时其皮肤表面应布有皱纹
,

我

们参照猩猩的情况 ,见 ∃ ∴Η 9 /= 正
,

 Τ
,

ΕΗ Ξ
3

!
3

75
,

在它的前上领中央塑上若干纵向皱

纹
。

下口唇部的口 裂肌
,

在人类中有降口 角肌 ,即三角肌 5
、

下唇降肌,即下唇方肌5和颊肌

等
,

起下拉 口 角和下唇或前送下唇的功能
。

由于禄丰古猿下领标本的联合前面和下颇体

外侧面的骨表均已受损
,

不能确切观察附着在它上面的下口唇部肌的痕迹
。

软组织复原

时
,

我们只能借鉴现代猿类的有关解剖资料
,

作些推测
。

人们对猩猩 ,?(> >< 9 Ξ
,

 ∀ Ο 5 和

黑猩猩 ,.Ψ Η> Α 2= / 9 > Α Λ
( ( Α

,

 Τ 5 的解剖都发现它们有降 口角肌
,

只是前者的较小
。

桑塔格还发现猩猩下唇降肌分布的位置与黑猩猩的一样
,

但其后部肌束不与咬肌相接触
,

吴新智等对长臂猿的解剖
,

除了发现有降 口角肌外
,

还有颊肌
,

它起于下领门齿及犬齿的

齿槽扼
,

行向下外
,

止于下颇下缘处的皮肤,长臂猿解剖组
,

 4 5
,

其功能是上提颊部皮

肤
,

使下唇前送
。

上述解剖黑猩猩及猩猩的报告中虽没提及颇肌
,

但我们观察了猩猩及黑

猩猩的行为
,

发现它们不时前送下唇
,

使口腔前庭变大
,

显示 出它们存在颊肌的可能性是

有的
。

这些现代猿类普遍存在的下口 唇部的三块口裂肌
,

在禄丰古猿中似乎也应具备
。

复

原时我们参照了猩猩的情况
,

降口角肌和下唇降肌处理得较小些
。

六
、

颖颊部的复原

颖颊部的软组织主要由颗肌
、

咬肌和颊肌等组成
,

它们依附于颖脊
、

颧骨
、

硕弓和下领

支
。

基于禄丰古猿头骨上这些部位的形态与猩猩的较相似
,

它们颖颊部软组织的形态应

与猩猩的较相似
。

因此我们直接借鉴猩猩的有关解剖资料
,

作为复原禄丰古猿颖颊部软

组织的依据
。

颗肌的形状和强弱与颜脊的形态有直接关系
。
一般说

,

猿类的颗脊较发达
,

左右颧脊

由额鳞到顶骨
,

逐渐向中趋近或汇合
。

我们所参考的桑塔格的猩猩解剖资料是从年轻个

体上得来的
,

颗脊发育很弱
,

呈向上凸起的
、

上限相当眶上缘水平的颖线
。
颖皿起始于颖

窝和颖筋膜
,

其起始端的纤维较薄 6但通过颧骨后面及颧弓前部的肌纤维较厚6 它的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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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耳廓稍后处 6 肌止端达下颇肌突的顶端和边缘 ,? (> >< 9Ξ
,

 ∀ Ο 5
3

我们复原禄丰古猿

时
,

注意到了桑塔格叙述的颗肌块厚薄变化的规律 6 但确定肌块附着的范围时
,

特别是肌

肉的上限所在
,

我们是按照头骨颖脊的位置和走向确定的
。

禄丰古猿复原像的主要化石

依据是雌性头骨 )# 7 标本
,

它属成年个体
,

颖脊较发育
ϑ
颗脊的额段高耸 6 过渡到颅

顶段减弱成稍高的骨脊
,

并且左右两脊靠拢
,

不汇合 6颖脊的后段渐弱
,

两者略有分离
。

这

样粗涩而高位的颗脊与年轻个体的,如前述的年轻猩猩 5相比
,

无疑大大增强了颗肌的附

着力和扩大了它的附着面 6 其较外突的颧弓和较大的颗下窝
,

表明它的颗肌束下部也是相

当粗大的
。

另外
,

我们注意到
,

活体猩猩及南方古猿阿法种复原图上的眶外侧缘后部和颧

弓上部的颗肌束并不超越由此两部分骨表所决定的平面
,

因此我们在塑造禄丰古猿该部

位时仿照了它们的这一性状
。

颊部主要的肌块是咬肌和颊肌
。

猩猩的咬肌也与人类的一样
,

分深
、

浅两层
,

很强壮
。

浅层起 自颧骨下缘和颧弓的前 ∀ Θ Τ 6 深层起自颧骨的内面及整个颧 弓下缘
。

它们的肌止

端附着于下领支下缘
、

部分下领角区
、

前半部下领支的上 ∀ Θ Τ 的外面和肌突 ,.( >>
<9Ξ

,

 ∀ Ο 5
。

禄丰古猿头骨的颧骨和颧弓的下缘存在较粗涩的骨脊
,

此骨脊向前下方延伸较

远
,

特别是雄性标本 )# ! 4
3

尤为明显
,

骨脊前伸
、

几达上颇颧突的根部
,

这表明其咬肌

起始端的前缘相当靠前
。

与此相应
,

宽阔的下领支,见 )# 4 ∀ Ν 5 也为咬肌止点提供了较宽

的附着面
。

因此它的咬肌是较粗壮的
。

此外
,

禄丰古猿下领骨较宽的颊肌沟 ,见 )# ! 4 Ν
,

)] !  7
,

⊥ Ζ 和 + = Ν ∀ 5和较大的臼后三角 ,见 )# ! 4 Ν 和 ⊥Ζ 5
,

表明它们应有

发达的颊肌
,

横在颊部
。

从猩猩的颊部解剖情况来看
,

颊肌的前部被犬齿肌 ,
。9 > Η>Φ

?
5 所

盖
,

肌纤维向前交织于 口轮匝肌 ,. (> >< 9 Ξ
,

 ∀ Ο 5
,

后部肌纤维附着于下领支前下缘及

臼后三角等区
,

这些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处理颊肌的附着位置和与其他肌肉的关系的根据
。

最后我们参考了南方古猿阿法种复原像的咬肌后部覆有腮腺体的情况
,

同样将腮腺体充

塞于禄丰古猿复原像的胸锁乳突肌肌腹的最粗处与下领角之间
。

将咬肌
、

颊肌和腮腺体

连成一体
,

整个脸颊部显得非常丰厚
、

强壮
。

综上所述
,

雌性禄丰古猿复原像具有如下重要特点
ϑ

3

很宽的眶间区具有低平的鼻根
,

鼻背硬骨部呈显著的塌鼻梁状
,

它与上颇骨前面
、

颧骨眶面毗连成平而宽阔的中面部
,

由此骨性特征形成相应的容貌特征 6

∀
3

软鼻部具有猿型鼻性状
,

大体上与猩猩的较相似
,

但鼻翼宽较小
,

此外
,

鼻冀基底的

前下部有类似大猩猩的
、

向近中延伸的趋势
,

另被赋予若干人形化性状—
鼻孔开 口 略向

下方
、

鼻翼稍突 出
、

鼻翼沟稍发育等 6

Τ
3

从侧面看
,

鼻一前领部的凹弧形和前上颇中部上翘的凸弧形轮廓是构成与猩猩颜

面相似的重要特征 6

Ο
3

从禄丰古猿头骨光滑的眶缘骨面看
,

其活体可能存在尚未分化的上唇提肌
,

表明其

缺乏上提鼻翼和鼻唇沟的表情功能 6

!
3

发达的咬肌和颊肌使脸颊部软组织非常丰厚和强壮
。

在头像复原过程中我们得到吴汝康教授多方面的指导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蒙美

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 _ /
,

Κ 2= > > =
3

Μ ( > / ( : ,Λ
9 ?∴ Η> Ξ <( > Ω > ΗΖ = / ?Η<: ; = Α Η= 9 2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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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Φ Η? Φ
3

!
3

#
3

5 的好意
,

赠送我们猩猩活体头骨的计算机图象资料 6北京动物园的靳

景玉同志为我们在该园观察猿类动物给予大力协助 6 以及王哲夫先生为本文摄制了图版
,

笔者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

,  ! 年 7 月 ∀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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