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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金丝猴与其他灵长类之间和三种金丝猴之间特征不同的 ! 条 肌作 了比较 研究
。

结果表明 ? 三种金丝猴的肌肉系统存在一些差异
。
纠正了 :3 ≅≅Α ”。 Β

75  呼 =对一例川金丝猴的

一些错误观察记录
。

在金丝猴属的肌学方面除与猴超科共有的大部分特征外
,

还具有与类人猿

和人相似的特征
。

在猴类中
,

金丝猴的肌肉系统更多地与叶猴相似
,

其中一些特征较叶猴更为

进化
。

从进化观点看
,

金丝猴的肌学特征似介于叶猴与类人猿之间
,

故它们比其他猴超科动物

更为进化
。

动物肌肉的结构与其运动方式紧密相关
。

肌肉粗细
、

分化程度
、

存在与否和附着点的

不同
,

均与运动和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

在演化过程中
,

灵长类有树栖
、

地栖和直立

行走三个主要类型
。

作为运动器官之一的肌肉随着运动方式的不同而相应变化
。

树栖攀

缘生活促使了上肢肌特别是肩带肌的发展和手肌分化的逐步完善
。

所以
,

深人研究灵长

类的肌学
,

对于探索形态与功能的关系和灵长类的进化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关于金丝猴肌肉系统的研究
,

虽然 :3 ≅≅ ΑΧ Δ&Β 75  Ε =对一例川金丝猴标本 7无头 =的肌

肉系统作过研究
,

但对于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迄今未见任何报道
。

在对我国产的三种金

丝猴的肌 肉系统进行解剖观察的基础上
,

本文主要提出存在差异的 ! 条肌
,

并与其他灵

长类作了比较研究
。

鉴于篇幅所限
,

本文仅对其不同点做了比较
。

一
、

材 料

解剖标本 只
,

计有
? 滇金丝猴 7% 人5( (杯≅Φ & + Γ Δ ΗΙΑ ≅Ι=

,

ϑ 雌 > 川金丝猴 7%
0

Χ & Κ & //3 Β Λ

3 Α

=
,

/ 雄 >黔金丝猴 7%
0

Η Χ Α /Ι+ 人Ι=
,

雄
。

/=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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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7一= 头 肌

见
“
滇金丝猴和川金丝猴的面肌气彭燕章等

, 5  6 =
。

7二= 颈 肌

5
·

脚锁乳突肌 7ΧΒ
0

Δ≅Α ΧΒ &+ /Α ΙΜ & Ν 3 Δ≅ &Ο Μ Α Γ Δ=

川金丝猴的分为 斗 部 ? 7/= 胸骨乳突部 > 7 =胸骨枕骨部 > 7ϑ =锁骨乳突部 > 7Ε =锁骨枕

骨部
。

滇
、

黔金丝猴存在 7/=
、

7 =
、

7ϑ = ϑ 部
。

0

斜角肌 7Ν Ν
0

Δ+ 以ΑΒ Γ Δ
=

金丝猴存在前斜角肌和斜角长肌
。
其他种类通常存在 ϑ一 Ε 条斜角肌

,

或存在一条前

斜角肌和另一条斜角肌复合
。

ϑ
0

二腹肌 7Ν
0

Μ ΙΠ 3 Δ≅Χ ΙΑ Γ Δ=

两侧肌的中间健在中线形成健弓
,

两前腹连成一片
。

它与长尾猴 78 Ι//
,

5 =
、

拂拂
7,诚

Β Μ /Α Χ Α Θ 3 /
0 ,

5 ∀ ϑ = 和称猴7叶智彰等
, 5 6 ! ? 8 3 Χ≅ Ν

3 Β 。, 3 /
0 ,

5 ϑ ϑ = 同属于 ∋ 3 Χ Δ&Β Δ

Β 型
。

Ε
·

茎突舌骨肌 7Ν
0

Δ ≅4/& Φ4‘ Μ Α Γ Δ=

肌腹在变成腆之前裂开
,

被二腹肌中间健穿过
。

这与叶猴 7− 4Α Χ ,

5 Ε 6 =
、

大猩猩

7% 3 Ρ Α Β ,

5  ! ( = 和人 7Σ 3 Ρ ΙΑ Δ ΑΧ 3 /
0 ,

5 = 相同
。

!
·

下领舌骨既 7Ν
0

Ν 4/& Φ4沉Μ Α Γ Δ
=

起自下领骨体内侧面
,

无下领联合区起点
。

两侧肌纤维呈 Ρ 形排列
,

止于正中健性缝

际和舌骨
。

它与称猴属的一些种类相同
。

·

肩钾舌骨肌 7Ν
·

& Ν & Φ4&Ο Μ Α Γ Δ
=

为细带状肌
。

无健划
。

这与猿猴类通常情况相同而与人类不同
。

∀
·

脚骨舌 0 皿 7。
0

Δ≅ Α Χ Β & Φ4‘Μ Α Γ Δ
= 和脚0 甲状3 7Ν

0

Δ≅ ΑΧΒ &≅ Φ4Χ &Ο Μ Α Γ Δ
=

两肌在起部相溶合
。

在近起端部均有一健划
,

并相溶合
。

这与猴类和长臂猿相同而

与猩猩 7Δ&ΒΒ≅
3 Π

,

5 Ε =
、

黑猩猩 7Δ衍
Β Μ /Α Χ 。一 3 /

0 ,

5 ∀ ϑ = 和人不同
。

6
0

颐长既 7Ν
0

/&Β Π Γ Δ Α
&/Ι Ι=

分为 ϑ 部
。

下斜部起自头 ϑ 个7川金丝猴=或头 个 7滇
、

黔金丝猴= 胸椎体前面
。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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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部止于第 一 Ε 7川 =或 一 ! 7滇
、

黔 =颈椎体前面
。

7三= 躯干肌及尾肌

 
0

斜方肌 7Ν
0

≅Χ 3 ∋ Α Θ ΙΓ Δ
=

三种金丝猴均无锁骨止点
。

它与叶猴相同而与人和全部类人猿以及一些猴类不同
。

5 (
·

背阔肌 7Ν
0

/
3≅Ι‘ΔΙΝ Γ Δ Μ & Χ ΔΙ=

三种金丝猴均有肋骨起点
,

起自末 ϑ 个肋
。

这与叶猴
、

类人猿和人相似而与原猴类和

其他旧大陆猴类不同
。

55
0

菱形肌 7Ν
0

Χ Φ & Ν Η& ΙΜ Α Γ Δ =

由头
、

颈和背三部组成
,

为一整块叽片
。

这与多数原猴类
、

猴类和猩猩相同而与其他

猿类不同
。

5 0 前
、

后襄肩脚肌 7Ν
0

3 ≅/
3 Β ≅& Δ+ 3 ∋ Γ/

3 ΧΙΔ 3 Β ≅Α ΧΙ & Χ Α ≅ :& Δ≅Α Χ Ι& Χ

=

存在于三种金丝猴中
。

这与猴类通常情况相同
。

5ϑ
·

上后锯肌 7Ν
0

ΔΑ Χ Χ 3 ≅Γ Δ ∋ & Δ≅ Α ΧΙ & Χ Δ Γ ∋ Α ΧΙ& Χ =

止于第 一∀ 肋 7黔 =或 一 肋7川
、

滇 =
。

5Ε
0

下后锯肌

止于下 !

7Ν
0

ΔΑ Χ Χ 3≅ Γ Δ ∋ & Δ≅ Α ΧΙ& Χ ΙΒ Ο
Α ΧΙ& Χ

个肋7黔=或下 个肋 7川
、

滇=
。

5 !
0

夹肌 7Ν
0

Δ ∋ /Α Β ΙΓ Δ=

肌腹不能分为头部和颈部
。

这与称猴相似而与多数种类不同
。

5
0

骼肋肌 7Ν
0

Ι/Ι&+ & Δ≅3 /ΙΔ=

可分为腰部和背部
,

无颈部
。

川
、

滇金丝猴的背额肋肌还以细健延伸到第 ∀ 颈推横

突
,

而黔金丝猴的则无第 ∀ 颈推止点
。

前者情况与称猴和叶猴相似
。

5 ∀
·

最长肌 7ΧΒ
0

/& Β Π ΙΔΔΙΝ Γ Δ

可分为背
、

颈
、

寰
、

头最长肌四部分
。

颈最长肌起自上 , 个 7滇 =或 个 7=5 Τ
、

黔 =胸椎 >

头最长肌起自下 ϑ 个7川 =或下 Ε 个7黔 =或下 个 7滇 =颈椎至第 ! 7滇 =或第 7黔
、

川 =胸

椎
。

肌分为四部
,

与称猴
、

白颊长臂猿7长臂猿解剖组
,

5 ∀ 6 =
、

大猩猩和黑猩猩相同
。

5 6
0

头半棘肌 7Ν
0 Δ Α
而

Δ ∋ΙΒ 3/ ΙΔ + 3 ∋ Ι≅ΙΔ=

可分为小的内侧部和粗壮的外侧部
。

前者有一个7黔 =或 个 7月Τ
、

滇 =键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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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0

脚小肌 7Ν
0

∋ Α Α ≅& Χ 3 /ΙΔ 而
Β & Χ

=

起 自第 一! 7川 =或 一 Ε 7滇
、

黔=肋软骨
,

以及腹直肌健鞘
。

以扁健止于嚎脓韧带
、

肩关节囊和脓骨大结节峭
。
肌的止点与原猴和猴类相同

,

而类人猿和人的则止于嚎突
。

瓜 脚腹既 7Ν
0

∋ Α Α ≅& Χ山! 3 Η Μ &
而

Β山Δ
=

三种金丝猴均存在此肌
。

这与猴类相同而与原猴类和高等类人猿不同
。

5
0

肌织膜肌 7Ν
0

∋ 3 Β 3/ +Γ/
Γ Δ + 3 Χ Β & ΔΓ Δ

=

呈扇形
,

薄而宽
,

上至肩胖区
,

下达大腿上部前面
。

这与原猴类和猴类相同
。

·

前锯肌 7Ν
0

Δ Α Χ Χ 3≅Γ Δ 3 Β ≅ ΑΧΙ & Χ
=

可分为颈部和胸部
,

与猴类通常情况同
。

ϑ
0

腹直肌 7Ν
0

Χ Α +≅ Γ Δ 3 Η Μ &
而ΒΙ Δ

=

肌纤维在第 ϑ一Ε 肋水平变为健膜
,

并与腹外斜肌健膜交织
,

止于第 5 肋软骨和胸骨

体边缘及胸骨柄
。

有 ∀ 个健划
。

肌腹较宽
。

肌的附着点达到第 5 肋与原猴类和猴类相同
。

Ε
0

脚肋肌 7∗Β
0

Δ≅Α
Χ
Β& +& Δ≅3 /ΙΔ =

在金丝猴中不存在
。

这与类人猿和人相同而与原猴和猴类不同
。

!
0

腹外斜肌 7Ν
0

& Η/ΙΥ Γ Γ Δ 3 Η Μ &

而
Β ΙΔ Α Κ ≅ Α Χ Β Γ Δ

=

起自除第 5 肋外的全部肋骨和腰背筋膜
,

无骼骨起点
。

有反转韧带
,

而无真正的腹没

沟韧带
。

股睦弓由深浅两层组成
,

浅层为腹外斜肌健膜下缘稍增厚而成 >深层似乎是由腹

横肌筋膜增厚而成
。

0

脚横肌 7Ν
0

≅Χ 3 Δ Ρ Α Χ Δ Γ 、 ≅Φ & Χ 3 Μ Δ
=

有 ! 条肌片
,

止于第 一 肋软骨
。

这与大猩猩和人相同
。

∀
0

耻尾肌 7Ν
0

∋ Γ Η & +3 Γ Μ 3 /Ι Δ
=

滇
、

川金丝猴止于第 ϑ 尾椎
,

而黔金丝猴则止于第 ϑ一 ! 尾稚
。

凡 游尾肌 7Ν
0

Ι/Ι& Α3 Γ Μ山Δ
=

滇
、

川金丝猴止于第 Ε 、 ! 尾椎
,

而黔金丝猴则止于第 ϑ一! 尾椎
。

7四 = 上 肢 肌

 0 肢二头肌 7。
0

ΗΙΑ Α ∋ Δ Η Χ3 +ΦΙ Ι=

金丝猴中不存在二头肌键膜
,

与猴类通常情况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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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0 嗽脸∗∗∗0 7Ν
0

? & Χ3 Α& 一Η Χ 3 + ΦΙ3/ΙΔ=

只有嚎脓中肌
,

而无附于外科颈的嚎脓深肌
。

这与类人猿和人相似
。

金丝猴中此肌

起自肩脚骨嚎突
,

止于脓骨干中三分之一7川
、

黔 =或中五分之一7滇 =的前内侧面
。

ϑ 5
0

背滑车上肌 7Ν
0

Μ & ΧΔ & 一 Α ∋Ι≅Χ & + Φ/ΙΑ 3 ΧΙ Δ
=

起自背阔肌的健和肌腹
,

止于尺骨鹰嘴内侧缘
。

肌的下三分之一为宽的腔膜
。

此肌

的存在与非人 灵长类通常情况相符
。

ϑ
0

旋前回肌 7Ν
0

∋ Χ& Β 3 ≅& Χ ≅Α ΧΑ Δ=

无尺骨头7深头 =
,

以屈肌总健起自脓骨内上裸前面
。

此肌无深头与称猴
、

叶猴
、

大猩

猩和长臂猿 7ς
3 Β 3Π 3 ΔΓ Β ≅Φ Α Χ 3

Ν
,

5  ! = 相同
。

ϑϑ
0

滑车上肘肌 7Ν
0

Α ∋Ι≅Χ & +Φ /Α&
一 3 Β + & Β Α Γ Δ

=

存在于滇
、

黔金丝猴中
,

而在川金丝猴中则不存在
。

料
0

指浅屈肌 7Ν
0

Ο/Α
Κ & Χ ΔΓ Η/Ι而

! Μ ΙΠ Ι≅ & Χ Γ Ν =

有裸头和尺头两个头
,

无挠骨起点
。

在有无挠尺二骨起点上
,

金丝猴介于猴类与类人

猿和人之间
。

:3 ≅≅Α ΧΔ &// 75 Ε = 的一例川金丝猴此肌无挠骨和尺骨起点
,

可能是观察有

误
,

因为我们解剖的三种金丝猴都有尺骨起点
。

ϑ !
0

指深屈肌 7Ν
0

Ο一Α
Κ 。 Χ ∋Χ & ΟΓ Β Μ Γ Δ Μ ΙΠ Ι≅& ΧΓ Ν =

相当于人的指深屈肌和拇长屈肌
。

存在浅头
。

肌腹大致分为浇侧部和尺侧部
,

分成

! 条健到 ! 个指
。

到拇指的长屈腔大部来自挠侧部和小部来 自尺侧部
。

:3 ≅≅ ΑΧ Δ&Β 75  Ε =

对一例川金丝猴的观察可能有误
,

未见到拇指的长屈键
。

我们观察的三种金丝猴均有到

拇指的长屈健
。

ϑ‘
0

第四指和小指固有伸肌 7Ν
0

。Κ ≅ Α Β Δ & Χ Μ ΙΠ Ι≅Ι Υ Γ 3 Χ≅ Ι Α ≅ Υ Γ ΙΒ ≅Ι ∋ Χ& ∋ ΧΙ Γ Δ
=

两肌腹在近侧相溶合
。

发健到第 Ε
、

! 指
。

这与称猴
、

拂拂
、

叶猴和猩猩相同
。

ϑ ∀
0

尺侧腕屈肌 7Ν
0

Α 3 Χ ∋ Ι Γ/ Β 3 ΧΙΔ=

起自内上辞
,

无尺骨起点
。

这与其他种类通常情况不同
。

据 :3 ≅≅Α ΧΔ &Β 75  Ε =
,

此肌

有尺骨起点
。

我们的三种金丝猴均未见到尺骨起点
。

ϑ !
0

第二指和第三指固有伸肌 7Ν
,

Α Κ ΧΑ Β Μ & Χ Μ ΙΠ Ι≅Ι Δ Α+Γ Β Μ Ι Α ≅ ≅Α Χ ? 55 ∋ Χ & ∋ Χ ΙΓ Δ=

在金丝猴中不能分为独立的二条肌
。

这与猴类和一些猿类相同
。

ϑ ,
0

掌短肌 7Ν
0

:公Ν
3 Χ ΙΔ Η Χ Α 、5! =

三种金丝猴均存在此肌
,

与猴类一般情况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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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拇短屈肌 7Ν
0

Ο/Α Κ & Χ ∋ & //ΙΜ Δ Η Χ Α Ρ ΙΔ=

只有一个头
,

相当于浅头
。

它与叶猴相同
,

而与多数种类不同
。

Ε 5
0

拇收肌 7Ν
0

? Μ Μ Γ +≅ & Χ ∋ & //ΙΜ Δ=

呈扇形
,

不能分为横头和斜头
。

二 指收肌 7Ν
0

+& Β ≅Χ 3 ΦΑ Β ≅ Α Δ ΜΙΠ Ι≅ & Χ Γ ≅Β Ν
3Β Γ , =

有 ϑ 条
,

分别止于第
、

Ε
、

! 指
。

到第 指的肌片很弱小
。

Ε ϑ
0

手骨间肌 7Ν
0

ΙΒ ≅ ΑΧ & Δ ΔΑ Ι Ν3
Β Γ ‘=

共有 ∀ 条
,

其中 Ε 条背侧骨间肌和 ϑ 条掌侧骨间肌
。

作用中轴通过中指
。

它与叶猴
、

类人猿和人基本相同
。

7五= 下 肢

Ε Ε
0

铭小肌 7Ν
0

555? #Γ ?

而
Β & Χ

存在于三种金丝猴中
。

这与叶猴和长臂猿相同
。

Ε !
·

, 大肌 7Ν
0

Π /Γ ≅3 ΑΓ Δ Ν
3Κ

玩
Γ Δ
=

起 自上 ϑ 个尾椎横突及来 自舰骨外面和骼靖后部的腔膜
。

大部止于阔筋膜
,

小部上

于股骨臀肌峭和外侧肌间隔
。

此肌无坐骨起点
,

与称猴相似而与猿类不同
。

振 第 四份既 7Ν
0

Δ+3 Β Δ& Χ ΙΓ , =

臀小肌的腹外侧肌片可表面不带健性与肌的主部分别开
,

相 当于第四臀肌
,

但肌纤维

不能与主部完全分离
。

这与长尾猴 78 Ι//
,

5 = 相似
。

Ε ∀
0

再肌 7Ν
0

Π Α Ν Α //Γ Δ=

为一连续的单一肌片
,

不能分为上
、

下开肌
。

肌的颅侧部较小
,

尾侧部较大
。

:3 ≅≅Α
Χ

瀚
7 5 Ε = 的标本此肌可分为上

、

下开肌
,

两者约同等大小
。

在我们的三种金丝猴的 个标

本中
,

开肌均为单一的肌片
。

金丝猴单一的开肌与称猴和叶猴相同
。

Ε6
·

股Ω 既 7Ν
0

Χ Α +≅ Γ ? ΟΑ Ν & ΧΙΔ

起点为强健
,

有直头和返头两个头
,

但健片相连续
。

这与叶猴和人相似
。

Ε  
0

耻骨肌 7Ν
0

∋ Α+≅Ι Β Α Γ Δ

金丝猴此肌由股神经支配
,

与猴类和部分猿类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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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股二头肌 7Ν
0

ΗΙΑ Α ∋ Δ ΟΑ Ν & ΧΙΔ=

在金丝猴中只有一个头
,

起 自坐骨结节外侧部
。

不存在起自股骨的短头
。

这与旧大

陆猴一致
。

! 5
·

胫骨前肌 7Ν
0

≅ΙΗ Ι3/ΙΔ 3Β ≅Α ΧΙ& Χ =

肌腹 在小腿上部纵裂成二条
,

健止于内楔骨和姆拓骨
。

它与称猴相似
。

!
·

姆长伸肌 7Ν
0

Α Κ Χ Α Β Δ& Χ Φ 3 Ι/Γ ΙΔ /& Β Π Γ Δ=

起 自胫骨和骨间膜
,

无排骨起点
。

黔金丝猴的肌腹还部分地与趾长伸肌相溶合
。

此

肌起自胫骨与叶猴相同
。

:3 ≅≅Α
Χ Δ& Β 75  Ε = 的川金丝猴此肌起自排骨

,

可能是观察有误
。

我们的三种金丝猴标本均无排骨起点
。

! ϑ
0

肠肌 7Ν
0

∋ /3 Β ≅3 Χ ΙΔ=

存在于三种金丝猴中
,

且止健与拓健膜相连续
。

这与原猴和猴类相同
。

!Ε
·

趾收肌 7ΝΝ
0

+ & Β ≅Χ3 ΦΑ Β ≅ Α Δ Μ ΙΠ Ι≅& ΧΓ Ν ∋ Α Μ ΙΔ=

有 ϑ 条
,

分别止于第
、

Ε
、

! 趾
。

它与猴类和部分猿类相同
。

! !
·

足骨间肌 7Ν Ν
0

ΙΒ ≅Α Χ & Δ ΔΑ Ι ∋ Α Μ ΙΔ=

有 ∀ 条
,

其中背侧骨间肌 斗 条和蹈侧骨间肌 ϑ 条
。

作用中轴在第 ϑ 趾
,

与全部猴类一

致
。

!
·

梢卜骨 ‘/、趾肌 7Ν
0

∋ Α Χ & Β Α Γ Δ Μ ΙΠ Ι≅Ι Υ Γ ΙΒ ≅Ι=

只发一键到第 ! 趾
。

这与类人猿和人相同
。

三
、

讨 论

三种金丝猴叽肉系统的特征大部分是相同的
,

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

例如
,

川金丝猴与

滇
、

黔金丝猴之间胸锁乳突肌的分部
、

颈长肌的起止点
、

胸小肌起点和上滑车肘肌存在与

否的差异 > 黔金丝猴与川
、

滇金丝猴之间上和下后锯肌
、

背骼肋肌
、

耻尾肌和骼尾肌的止点

以及头半棘肌内侧部健划的差异 >滇金丝猴与川
、

黔金丝猴之间嚎脓肌止点的差异 > 以及

三种金丝猴之间最长肌起点的差异等
。

我们也纠正了 :3 ≅≅Α ΧΔ &Β 75 Ε = 对一例川金丝猴标本的观察错误
,

因为我们在三种

金丝猴标本中观察的结果均相同而与他的结果不同
。

例如
,

指浅屈肌有尺骨起点 >指深屈

肌有到拇指的长屈健 > 尺侧腕屈肌无尺骨起点 > 开肌不能分为上
、

下开肌 > 姆长屈肌起自胫

骨而不是排骨等
。

金丝猴属的肌学与其他灵长类比较
,

表现出如下特征
?



期 叶智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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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金丝猴独特的特征
?

/= 斜角肌有前斜角肌和斜角长肌二条
。

称猴 7叶 智彰 等
,

5  6 ! =存在前斜角短肌
、

斜角长肌和后斜角短肌
。

叶猴 7− 4Α
Χ ,

5  Ε 6 = 存在前斜角肌和中

斜角肌复合
。
白颊长臂猿 7长臂猿解剖组

, 5  ∀ 6 = 存在前
、

中
、

后斜角肌
。

猩猩 7肋助 ≅3 Π
,

5  Ε = 存在前斜角肌和溶合成一块的中
、

后斜角肌
。

大猩猩 7%3 ΡΑ Β ,

5 ! ( = 存在前
、

中
、

后
、

小斜角肌
。

由此可见
,

在灵长类中通常存在 ϑ一 Ε 条斜角肌
,

或一条前斜角肌和另一条

斜角肌复合
。

=指浅屈肌有尺骨起点
,

无挠骨起点
。

沈猴 7− 4ΑΧ
,

5 Ε 6=
、

叶猴和称猴无

挠骨和尺骨起点
,

而全部类人猿和人均有挠尺二骨起点
。

金丝猴此肌与前后两种情况都

不同
。 ϑ =坐骨结节上面有股二头肌纤维附着

,

而其他种类常只附于坐骨结节的边缘
。

0

金丝猴和叶猴共具的独特特征
?

/= 斜方肌无锁骨止点
。

拂拂 7,Ξ ΙΒΜ /Α Χ Α, 3/
0 ,

5  ∀ ϑ =
、

称猴以及类人猿和人均有锁骨止点
。

=拇短屈肌只有一个头
,

而其他种类通常有

浅深二头
。 ϑ =姆长伸肌起自胫骨

,

而其他种类通常起自排骨或胫排二骨
。

ϑ
0

金丝猴与叶猴
、

类人猿和人 相似而为其他旧大陆猴所不具备的特征
? /= 背阔肌有

肋骨起点
。

据 − 4Α Χ
75 Ε 6 =

?

叶猴此肌有最后 个肋骨起点
。

据说肋骨起点在原猴和旧

大陆猴中是不存在 的
。

据 ς & 3Π 3Δ ΓΒ ≅ΦΑ Χ3 Ν 75  ! =
,

类人猿和人起自下 一 ∀ 个肋
。

低

等灵长类无肋骨起点
,

如徽猴
、

附猴
、

称猴
,

但存在于松 鼠猴中
。

= 手骨间肌有 ∀ 条
,

而拂

拂和称猴等有 55 条
。

Ε
0

金丝猴与类人猿和人相似而为其他旧大陆猴7包括叶猴 =所没有的特征
?

/= 存在笑

肌成分 7彭燕章等
,

5 6 =
。

=不存在胸肋肌
。

据 8
3

ΧΛ≅Ν
3Β & ≅ 3 /

, ,

75  ϑ ϑ =
,

胸肋肌在原猴

中有 条
,

在猴类中仅 5 条
。

在类人猿和人中
,

它通常是不存在 的
。 ϑ = 胸横肌具 ! 条肌

片
。

据 % 3 Ρ Α Β
75  ! ( = 和 8 Ι// 75  ∀ Ε = 等

,

从低等原猴如狐猴到长臂猿
,

胸横肌均由 条

肌片组成
,

而大猩猩和人等只有 ! 条肌片
。

钓只有嚎脓中肌而无咏脓深肌
。

叶猴
、

称猴
、

拂拂等都有嚎脓中肌和深肌
,

而长臂猿
、

大猩猩
、

黑猩猩 7,Ξ ΙΒ ΜΙ ΑΧ
,

以 3/
0 ,

5 ∀ ϑ = 和人

7Σ 3Ρ ΙΑΔ +≅ 3/
0 ,

5  = 等只有嚎脓中肌7嚎脓肌 =
。 ! =排骨小趾肌只发一健到第 ! 趾

。

据

8 3 Χ≅ Ν ΑΒ “ 3/
0 ,

75  ϑ ϑ =
,

在低等灵长类中
,

此肌常发健到第 Ε
、

! 趾
,

而到第 Ε 趾的腆不

出现在类人猿和人中
。

金丝猴的肌肉系统通过与其他灵长类比较可以看出
,

大部分特征与猴超科 7+Α
Χ +& ∋Ι

Λ

≅Φ Α +& ΙΜ Α ?

=共同特征相一致
,

但一些特征与类人 猿和人相似而与猴类不同
,

表现出比其他候

超科动物更为进化
。

在猴类特征中
,

金丝猴的肌学特征与叶猴更为相似
,

而且一些特征表

现出比叶猴更为进步
。

因此
,

如果说叶猴 占据着旧大陆猴与长臂猿之间的中间地位 7− 4+Χ
,

5  Ε 6 =
,

那么
,

我们认为金丝猴的肌学特征介于叶猴与长臂猿之间
。

金丝猴的肌学特征也与其运动功能有着直接的联系
。

在肩带和上肢肌中
,

斜方肌无

锁骨附着点 >背阔肌有肋骨附着点 >三角肌附着点达到脓骨中点
,

介于称猴 7在中点近侧 =

与长臂猿 7在中点远侧=之间 > 脓挠肌粗壮
,

附着点达脓骨干中下三分之一交界处 > 手骨间

肌有 ∀ 条 >手鱼际肌不发达
,

拇短屈肌缺乏深头 >拇指退化变短小
,

且第 5 腕掌关节更象骨

车型而不是象人那样的鞍状型
。

在盆带和下肢肌中
,

虽然少数肌与猴类通常情况有别
,

如

姆长伸肌和排骨小趾肌
,

但更多地与猴类相一致
,

如臀大肌无坐骨起点
,

耻骨肌只有股伸

经成分
,

股二头肌只有长头
,

有副半膜肌
,

拓肌止健与拓腆膜相连续
。

足的姆趾较发达
,

它

与其他四趾较分离
,

且趾较长
,

具有抓握能 力
。

此外
,

尾虽然很长 7接近或大于头体长 =
,

井



5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无象新大陆猴那样的缠绕功能
。

尾肌也与其他猴类大致相同
,

看来只在行走和攀跳时对

身体起平衡作用
。

上述特征与运动功能有一定的联系
。

我们对金丝猴骨骼的功能形态学

研究 7张耀平等
,

5 6 ! =也表明
,

金丝猴骨骼的功能形态学特征介于四足型的称猴与臂摆

荡型的长臂猿之间
。

上述很多特征似乎是与这个结论相一致的
,

即金丝猴属于四足型与

臂摆荡型之间的半臂摆荡型灵长类
。

由此看来
,

认为金丝猴象长臂猿那样是树栖性的或

象称猴
、

拂拂那样是半地栖或地栖性的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

半臂摆荡型特征表明了

金丝猴既能适应树栖生活也能适应地栖生活
。

所以
,

观察到金丝猴群有时在树上活动而

有时在地面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

75  ! ! 年 ϑ 月 ϑ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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