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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兔猴的单一物种及其两性差别

吴 汝 康 王 令 红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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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观察到以前描述的中国免猴不同种的特征在禄丰的全部中国兔猴标本中交叉地存在
、

并

通过连续的中间表现型而衔接
,

本文建议石灰坝中国兔猴是厚齿中国兔猴的同种异名
,

因而前

一名称应予取消
。

以犬齿和下第四前臼齿为材料研究了中国兔猴的两性差别
。

本文使用双 变

量分布确定两性重盈分布的测最性状的性别差异取得较好的效果
。

由于古生物化石材料的稀少
,

在它们刚被发现的时候
,

具有不同形态特征的化石经常

被放在不同的分类阶元中
。

随着化石材料的增多
,

不同的形态特征之间的鸿沟可能被中

间的表现型填充
。

以前的典型标本和以后发现的过渡形态的标本在生物群体的概念下统

归于同一分类阶元
。

另一种导致分类上变动的情况是以前描述的分类上的差别归结为同

类中的两性差别
,

禄丰的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就经历过这种变化
。

在云南禄丰石灰坝古猿地点发现的中国兔猴属已 被 描 述 的 种 有 厚 齿 中 国 兔猴

5! , (6 由)78 ∃6,
, ( , “,

3 和石灰坝中国兔猴 5反。( 6泣6)‘, 9入7人。71 6。: ! ! 3 5吴汝康
、

潘悦容
,  2 ! 4

播悦容
、

吴汝康
,  2 ; 3

。
全面地考虑被发现的愈来愈多的化石材料

,

中国兔猴的分类是

否要改变是本文首先探讨的问题
。

在物种内部形态变异的范围确定后
,

有可能探讨它的两性差别情况
。

兔猴科 5# < 6 = 7
>

< 6 0
3 的典型属—欧洲 始新世的兔猴属 5# <6 声

4
3 被认为是同种的性别二态

。

这 与大

多数现生的狐猴类不同 5?7
≅ Α 0 ,7 8Β

,

” 2 3
。

中国兔猴的两性差别研究对于认识这种化

石灵长类本身和兔猴科这一进化系统的两性差别变迁会是有益的
。

一
、

单 一 物 种

禄丰的中国兔猴属有大量的化石材料
,

但已被描述的厚齿中国兔猴和石灰坝中国兔

猴仅包括几件标本
,

已描述的种的特征涉及的比较材料是下领骨残片及附连的下第四前

臼齿和下臼齿
。
这些特征到底是不是可信的分类学标志需根据有关的全部标本重 新 考

察
。

石灰坝中国兔猴标本 ) # 2 2∀ 的下领体高甚至于比厚齿中国兔猴标本 )# 2 2! 还要

高
,

所以不能说前者下领骨纤细
、

后者高大
。

也不一定可以反过来说
。

从现生灵长类的材

料看
,

下颇骨大小在这种程度上的差异没有什么分类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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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四前臼齿的下原尖与下后尖的相对位置
、

下臼齿的三角座凹的大小这两个性状

在两种标本中并没有明显差异
。

作为两种中国兔猴的另一个分类标志的牙齿粗壮程度和齿尖的锐利程度在物种内部

本来有相当大的变异性
,

况且与牙齿的磨耗情况有很大关系
。

若以所观察到的咬合面来

判断
,

磨耗过的厚齿中国兔猴 )# 2 2 ! 的牙齿会比刚萌发出来时显得更粗壮
、

更钝
。

牙齿的长宽比例在同种的群体内部的变异性也是很大的
。

拿两种中国兔猴的正型标

本来说
,

厚齿中国兔猴 )# 2 2! 的左下 第一臼齿就比石灰坝中国兔猴 )# 2 2∀ 的同种牙齿

更狭长
,

而与描述的种的特征相 反
。

这点在侧量性状的数量分析部分将可更清楚地看出

来
。

下领颊齿颊侧齿带的发育也有很大的变异性
。

中国兔猴的下第四前臼齿一般有较臼

齿更明显发育的颊侧齿带
,

象 )# 2 2 、 = # 2  Χ 、 )# 2  2 、 = # Χ Χ 、 )# Χ Χ ; 。

但是
,

也

有相反的情况
,

)#   和 ) # Χ Χ Δ 的下第四前 臼齿就没有颊侧齿带
,

而同一下领骨 附

连的下第一和第二臼齿有发达的颊侧齿带
。

还有在其它牙齿上的变异情况
: )# 2 ;∀ 的

下第一臼齿有而下第二和第三臼齿没有 4 )# 2 2Ε 的下第四前臼齿到第二臼齿都有 而 第

三臼齿没有
。

即使在正型标本也有变异
:
石灰坝中国兔猴 )# 2 2∀ 下第一臼齿不象其它

颊齿那样存在发育的颊侧齿带 4 厚齿中国兔猴 )# 2 2! 的下第四前臼齿反而多少发育了

一些颊侧齿带
。

中国兔猴下臼齿的远中舌侧通常坐落着下次小尖和下内尖
。

隔开此二齿尖的缺刻不

象其它齿尖之间的缺刻那样深
∋

二尖基部连在一起
,

二尖就象
“

双胞胎似的
”

5
“8 Φ 7≅≅

0 < ”
,

引自 ?7 ≅ Α 0 ,7( Β
, 6 ≅ < + 6 Β≅7   3并列着

。

与浅的缺刻相应
,

发端于此缺刻
、

通向跟座凹

的沟延伸较长
。

此二尖
、

缺刻和沟的发育在禄丰标本中是不 同的
。 ) # Χ Ε; 的左下第二

臼齿和 ) # Χ Ε 2 的左下第一臼齿不同于同一个体的其它下臼齿
,

只有下次小尖而没有下

中尖
。

另一极端情况是 )# Χ Χ 的左下第二臼齿
、

)# Χ Χ ∀ 的左下第二和第三臼齿的

远中舌侧并列着大小不等的三个齿尖
。

正如原报告在描述石灰坝中国兔猴种的特征时已

经指出的
,

正型标本 )# 2 2∀ 的右下第一臼齿的下次小尖与下中尖之间的缺刻非常小
,

甚

至比不上厚齿中国兔猴正型标本 )# 2 2! 同部位的一些缺刻
。

中国兔猴“不同种
”

的判断特征在禄丰标本中不仅存在中间的表现型
,

而且在同一标

本中常有表现了描述为
“

不 同种
”

的特征
。

就拿下臼齿下次小尖与下中尖之间的缺刻和颊

侧齿带这两项较重要的性状 来 说
,

)# 2  2
,

= #  Χ !
,

)#  Χ 2
,

)#  ; ;
,

) # Χ Χ 和 = #

.。。; 具有较深的缺刻
,

但齿带不发育
。 )# 2 ;∀

,

)# 2  Χ 和 ) # Χ Ε 则相反
,

齿带发育

但缺刻很浅甚至没有 5)# Χ Ε 3
。

上面逐条讨论的以前描述的区别中国兔猴属
“不同种

”

的形态特征以连续的过渡状态

交叉地存在于禄丰标本之中
。

以上讨论的各种情况绝大多数都不是作为例外
,

而是正常

的变异表现
。

因此
,

这些形态特征都不能作为物种之间的界限
。

另一方面
,

从测量特征上看
,

无论是犬齿还是下第四前臼齿的齿冠长度
、

宽度或者长

宽比例上
,

作为两种中国兔猴正型标本的 )# 2 2 ! 和 ) # 2 2 ∀ 都是非常相近的
。

其它的

标本也在对于一般灵长类来说不是太大的变异范围内分布着5图 .一图 Ε 3
。

没有理由从

这些方面怀疑它们属于同一种
。

我们建议中国兔猴石灰坝种是厚齿种的同种异名
,

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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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种的名称应予取消
,

中国兔猴 目前还是单种的属
。

二
、

两 性 差 别

中国兔猴附连于领骨上的和单个的犬齿为数不少
,

能测得齿冠长度和宽度的上犬齿

有 ΕΕ 枚
、

下犬齿有 ;2 枚
。

犬齿在灵长类是两性差别最显著的牙齿
。

形态不同于其它齿

种
,

因而易于鉴别的下 第四前臼齿共有  枚
。

犬齿和下第四前臼齿在研究牙齿两性差别

上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

从以上三种牙齿 5上
、

下犬齿和下第四前臼齿3 齿冠长度 5近中远中径 3 和宽度5颊舌

径 3的双变量分布 5图 一图 Ε 3可以看出
,

性别混合计算的平均数附近的标本比较稀少 4

犬齿明显地分布在尺寸较小和较大的各一侧 4 下第四 前臼齿也表现了类似的分布
,

虽然

远不如犬齿那样明显
。

这两种牙齿的单变量分布分别具有雌雄两性不重叠和重叠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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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兔猴上犬齿长度和宽度双变量分布 图 ∀ 中国兔猴下犬齿长度和宽度双变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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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 一 ( Σ 0 , .6)= 7≅ Α ( , ( Σ 0 ,.6 = = 7≅ Α < 798 ,71 Ν 87( ≅ ,

引自 )且1 0 6 Γ 6 ≅ < Τ Φ 0..
,

 ∀ 3的特点
。

从各项测量的单变量分布 5图 Δ 一图 ; 3 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重叠和不重叠分布 的 情

况
。

犬齿不重叠的分布在长度测量更明显
,

即使在宽度和冠高分布上有一些重叠也不会

引起性别判断上太大的误判
。

因此
,

犬齿各径度在两性中分布及平均数都是可直接显示

或计算出来的
。

可能是由于例数较少的关系
,

上犬齿宽度的两个分布高峰紧挨着
,

从而显

示不出不重叠分布的特点
。

长度
5Λ 3

777777777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

觅度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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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Δ 中国兔猴 卜犬齿测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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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兔猴下犬齿测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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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性别判断后计算的中国兔猴两性中上下犬齿的长度和宽度的八项变异系数的平均

数为 Χ
∋

Χ ; Χ ,

与上海地区现代中国人的同一数

值 Χ
∋

Χ ; Δ 5据 Μ , 6 ∃ 0 0 8 6 .
∋ ,

 2 Δ 提供的 数

据计算 3相仿
。

这一相似支持了中国兔猴标

本属同一种的论述
。

下第四前臼齿长度和宽度的性别混合分

布作为一种重叠分布
,

与正态分布有一定的

吻合性 5) 值分别为 Χ
∋

!; 和 Χ
∋

2 3
。

从其分

布无法确切地判断标本的性别
。

但是
,

从其

长度和 宽度的双变量分布中发现在性别混合

的平均数附近的分布密度是很小的
,

而在平

均数两侧存在分布相对集中的两个中心
。

以

这两个中心分别代表两性的平均数可 能产生

的误差显然比勉强判断标本的性别后计算的

平均数误差要小
。

用以上方法得到的牙齿测量项目的平均

数列于表
。

各项测量的两性差异指数可用下列两种

方法表示
。

第一种是以两性平均数的比率

呱‘ ∋ ;

长度
峨Λ

Υ ς Τ盯
% ς  

曰〕ς 6Ε ;

Υ色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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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888888888

[[[[[[[[[[[[[[[

觅度
《9 , % 二  

曰卜 Χ
∋

Ε∀ 5) ς Χ Κ2 3

Υ 沪

∗ 57 3 ϑ
一Υ 拿

度量
。

第二种是以标准差度量的两性平均数

差值

图 ; 中国兔猴下第四前臼齿测量的 分

布与正态分布的比较

Ξ 798( Α , 6 Γ 9 ( Ο 8Β 0 < 79 8, 7 1 Ν < ( ≅ ‘ ( Ο 8 Β 0 Γ 0 6 , Ν , 0 Γ 0 ≅ 89

成 9泣。(

6<
6州Κ .( Φ 0 , Δ 8Β = , 0 Γ

(
.6 , 9 7≅ ( Γ = 6 , 79( ≅

Φ 78五 8五0 ≅ ( , Γ 6 . < 7, 8Ο 71 Ν 87( 生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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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作为指数
。

这里 材
, 和 Υ , 分别为雄性和雌性的平均数

, 9Ω 为标准差
。

在两性不重 叠

的分布项目
,

标准差取为雄性标准差和雌性标准差的平均值 4 在重叠分布情况下
,

性别混

合组比两同性别组的标准差不会有显著的增大 5)7. 1 0 6 Γ 6 ≅ < Τ Φ 0..
,

 ∀ 3
。

计算的两

表 中国兔猴牙齿测8 的平均教和性别差指数 5单位 : 毫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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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别指数也列于表 . 。 犬齿的每一测量项目的两性差别指数平均为
∋

∀ 的比率或 ∀
∋

个

标准差的平均数差值 4下第四前臼齿的比率为
∋

Χ 2 ,

差值为
∋

! 个标准差
。

下第四前臼齿的性别差比率至少比犬齿更能代表整个身体的性别差异
。

进一 步 设

想
,

如果粗略地认为下第四前臼齿的性别差比率接近整个身体的性别差比率的话
,

那末两

性体重的比率应是
∋

Χ 2 的立方
,

即
∋

∀ ; Χ

这比欧洲始新世的 # < 6)7, 5Λ
0
),6 <召万

,

3 Γ 6 Α ≅ Ν 4

∋

!; 的比率低得多 5?7 ≅Α
0 ,7 ∃Β

,

 2 3
。

根据头骨和牙齿的测量
,

后者两性平均体重估计

为 2
∋

Δ一  
∋

Χ 公斤 5? 7≅ Α 0 ,7∃ Β 6 ≅ < Υ
6 ,,7≅ ,

 2 3
,

我们暂且取其中值 2
∋

公斤
。

如果可

以认为兔猴科这两个成员属的两性混合平均体重与上犬齿长度的立方成正比
,

从二者上

犬齿长度两性混合平均数分别为 ;
∋

Ε 毫米和
∋

2 毫米 5?7
≅ Α ( ,7 ∃Β

,

 2 3可推算中国兔

猴的平均体重约为
∋

∀ 公斤
,

雄性平均约为 2 公斤
,

雌性平均约为 ;
∋

Δ 公斤
。

三
、

讨 论

5一3 关于 ! , 6 .6 < 6 )7,

属名是否有效

? 7≅ Α 0 , 7∃ Β 6 ≅ < 96 Β ≅ 7 5   3 描述的 ! , 6 .‘< 召杯, 属区别于 了, < ,6 .(万, 属的特征基本

上可与区别中国兔猴属两个种的特征类比
,

主要是前者具有较长和相对较窄的下臼齿
,

下

次小尖大得多
。

此外
,

前者的下次小尖与下内尖以一较深的缺刻相隔
。

+7 ( .6< 即.’9 属的

一个种 !
∋

( Α,.’7 的下三角座比 ∗≅< ’6 .(, 行 属的一个种
∋

Β]’Γ 6. 6⊥ 0≅ 979 的下三角座 更 狭

窄
,

颊侧下齿带则更发育
。 ! , : .6 < 6 户7, 属的两个种 !

∋

≅ 6 Α ,77 和 !
∋

户6 .6 0 7( <7∃ Ν ,

也正是在

下三角座和颊侧下齿带这两个特征上相区别
。

我们认为两属之间的判断特征又用作为其中一个属不同种之间的判断特征本身就表

示了所描述的属的特征并不是分类上的清楚界限
,

从而减弱了确立不同属名的说服力
。

禄

丰中国兔猴标本在同样一些性状上存在连续的
、

不同程度的表现型以及同一标本上镶嵌

着
“

不同种 ”的特征
,

可能表明印巴次大陆中新世兔猴科成员不象原来所认为的存在属级

的分化
。

? 7≅ Α 0 , 7∃ Β 6 ≅ < 96Β ≅ 7 5   3 说
, ! 。。.6 < , )74 和 ∗ , < ,6 .(厅,

相似的程度使得 归

之于同一科5兔猴科3不会有什么疑问
。

看来问题不在是否属于同一科
,

而在于是否属于

同一属
,

甚至同一种
。

5二 3 关于两性差别的测定

如前所述
, )7. 1 0 6 Γ 6

≅< Τ Φ 0.. 5  ∀ 3 已经论证了在现生灵长类牙齿测量的分布存

在两种情况
: 雌雄两性不重叠和重叠

。

在不重叠分布的情况下
,

两性平均数的差值大于

两个标准差或相差 巧一∀Χ 多 以上
,

性别是可判断的 4在重叠分布的情况下
,

差值小于两个

标准差或 ! 一 ∀Χ 外
,

标本的性别不可判断
。

中国兔猴的犬齿和 /第四前臼齿是这两种情

况很好的说明
,

又可作为在化石灵长类的一个例证
。

在单变量分布图 5图 Δ一 图 ; 3 中可以

看出
,

性别差较大的犬齿测量的两性混合分布表现了两个高峰和其间的谷底或间断 5相当

于性别混合组的平均数附近 3
。

上犬齿宽度的分布具重叠的性质可能是例数不够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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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较小的下第四前臼齿测量的两性混合分布与正态分布没有显著差异
。

在牙齿单变量的两性混合分布中不能判断性别的情况
,

可以在双变量分布中或多或

少得到改善
。

以长度侧量值为例
,

中国兔猴下第四前臼齿标本较多地集中在两性混合的

平均数附近
,

因而无法分清标本的性别
。

但是
,

从双变量分布中看
,

由于这些集中分布的

标本由两个性别的标本组成
,

它们再也不集中于两性混合的宽度平均数附近
,

而在宽度较

大和较小的两侧
。

同样道理
,

宽度测量值集中的标本在长度坐标上分散于两侧
。

于是
,

在

长度和宽度双变量的分布中
,

两性混合的平均数附近的标本就比较稀少
,

而以雄性和雌性

的长度和宽度平均数坐标为各自的中心向外逐渐减少分布密度
。

可判断性别的标本比从

单变量分布中增多
,

牙齿测量的两性各自的平均数也比较容易发现
。

可以设想
,

如果有更

多的牙齿测量项 目可以使用的话
,

性别判断效果可以更好
。

四
、

结 论

以前描述的区别石灰坝中国兔猴与厚齿中国兔猴的特征实际上只是同一物种内部存

在的变异性状
。

因此
,

前者是后者的同种异名
,

石灰坝种的名称应予取消
。

印巴次大陆的

9’’“.6 <6 娜 和 ∗≅ <, 6. (
价 很可能也存在属甚至种的同种异名

。

中国兔猴犬齿的长度
、

宽度

和冠高呈现两性不重叠的分布
,

两性差别情况从单变量的分布中很易测定
。
下第四前臼

齿和可能所有其它齿种的测量项目都呈现两性重叠的分布
,

两性差别情况从齿冠长度和

宽度双变量分布中可以得到一些合理的估计
。

中国兔猴的两性差别情况大约是这样的
:

犬齿的径度雄性比雌性大 ∀Χ 务左右
,

其它牙齿约大 2多
。

雄性体重比雌性大 ∀; _ 左右
,

平均体重分别约为 2 公斤和 ;
,

Δ 公斤
。

本文的统计处理以 Μ# 9∗Π 语言编码的程序在 ∗Μ Υ
一)∃[ ⎯ & 型计算机上完成

。

插

图由陈瘩清绘
。

5  2 年 月  日收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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