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 # 年 ∃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 ∗ + , + − + . /0 % 1 2( 20 %

3 4 /
5

6/ ,

(
4 6 一

( 4
。

 ! 7 #

两广部分地区猩猩化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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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广东罗定
、

云浮及广西等地的猩猩牙齿化石进行了宏观及微观的形态观察
。

认为

猩猩牙齿咬合面除有较多的褶皱外
,

大多数标本上还有明显的生长线
。

化石猩猩牙齿与现生

种的相比
,

牙齿的生长线后者不如前者显著 : 牙齿的大小是后者小于前者
。

这些现 象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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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简 史

德 日进
、

杨钟健和裴文中等 8∋ 0 ;/Ε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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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Η ∀ 9 在
“两广新生代地层

”一文的脚注中说
,

他们在南宁获得了  Η 个猩猩的牙齿
。

并且将杨钟健

8 ! Η ∃ 9 鉴定的云南富民河上洞的一个熊猫牙齿以及一件未发表的乳犬齿均看作是 猩 猩

的
。

这条注释虽然简单
,

它却是首次向人们宣告了我国华南地区有猩猩化石的存在
。

随后
,

裴文中8 ! Η ∀ 9将  Η 个牙齿作了简单的描述与测量
,

邹寸所用的学名是 1; , 比 。
Ι

5

、Γϑ川 Κ ,

其

主要特征是比现生的猩猩牙齿要大
。

同年
,

孔尼华亦撰文报道了从菲律宾及香港中药铺

购到的来 自华南的猩猩牙齿
。

魏敦瑞 。价;Χ阴=Δ ;ΔΕ
,

 ! Η # 9 在
“

中国猿人牙齿
”
专著中

,

把富民河上洞的那个
“

熊猫
”

牙齿也看作是雌性猩猩的犬齿
。

五十年代
,

孔尼华 8Λ 4 Δ ?;
Μ

≅Ν Ο Α/ Χ
,

 ! ∀ #9 又从香港药材公司购买了近 ∀Π 个猩猩牙齿
。

这些事实说明
,

我国境内的

猩猩牙齿化石同其他哺乳动物化石一样
,

被视 为药材而大量外流
。

 ! 7 年
,

) 4 4;< 0=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

我国境内的猩猩牙齿同苏门答腊的猩猩亚化

石和印尼的现生种 ,4 ?≅
4 >ϑ≅ Θ 二ΒΝ 相比

,

我国华南的猩猩化石应当另立一亚种
Κ

,4 ?≅
。

,ϑ≅ Θ Α 0 Β , 留 0 ;Χ 0 ? = 4 ;Δ石 Π

新 中国建立后
,

随着地质普查
、

水利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
,

在华南各地相

继发现 了不少哺乳动物化石
,

其中也包括了猩猩的材料
,

并且在一些文献中还作了简要的

记述
。

更令人高兴的是
,

绝大多数的猩猩化石都有了确切的地点和层位
。

但是
,

其材料主

要限于牙齿
,

截至目前为止
,

未曾有过猩猩的头骨
、

领骨或者体骨等的记载
。

再加之每个

地点的牙齿数量极少
,

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

故在发掘报告中
,

只被视为动物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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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
,

而未作进一步的研究探 讨
。  ! #Η 年

,

卡尔克 8Λ
Α扭Ρ0 9 根据我国及东南亚国家报道

的猩猩化石及亚化石
,

尽管对其分布和扩散途径作过些研究
,

但由于当时有些标本尚未研

究发表
,

对我国材料的记述还是不够全面的
。

近年来
,

从两广地区又获得了许多材料
,

特别是广东罗定苹塘下 山洞
,

在同一层位中

就采集了 Π 多个猩猩牙齿
,

象这样丰富的猩猩化石地点在以往的记录里还不多见
。

这与

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
“化石刀

相比
,

亚洲的情况要好得多
。

除我国有猩猩 化石以外
,

在苏

门答腊中部发现过猩猩亚化石
,

为此 ) 4 4 ;<0 = 8 ! 7 9 建立了另一亚种
, 尸。 , ! Π >ϑ≅ 二 Α 0 “Ν ,

,Α /Α 04 4 Θ ΑΓ 。而
Ν 。 但是他在记述苏门答腊和我国的材料时

,

未曾涉及猩猩牙齿褶皱和釉

质纹理 8生长线 9的形态特征
。

目前有了这些材料
,

可以使我们对化石猩猩和现生种之间

的关 系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

材 料 来 源

 ! 7 ∀ 和  ! 7 年
,

黄万波
、

宋方义与罗定县博物馆的同志在罗定苹塘区下山洞进行过

两次试掘
,

获得 Π 多个猩猩牙齿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 ΗΠ 多种
。

这 Π 多个猩猩牙齿 中

有下门齿
,

上
、

下犬齿
,

上
、

下前臼齿
、

臼齿等
。

除此之外
,

在罗定苹塘山背岩及云浮富林官

塘还出土少量猩猩牙齿 :本文作者之一顾玉眠在  ! 7 年与王椒琴等在广西调查时也收集

了 ∀ 个猩猩牙齿
,

将其在此一并研究
。

现将本文记述的标本列表说明
Κ

表  狠诬化石出土地点及数且

广东罗定苹塘下山洞

广东罗定苹塘山背岩

广东云浮富林官塘

广东曲江 罗坑

广东曲江马坝

广西凭祥

广西大新锰矿

广西柳江百朋

− ,Σ

− ,1

Φ Τ.

Υ −

Υ ς

,Σ

 ! 7 ∀一  !7 ∀

 ! 7

 ! 7

 !7‘

 ! 7

 !7 孚

 !7

 !7

地地 点点 发现时间间 标 本 及 数 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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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点代号是取县

、

区
、

地名之汉语拼音字首合并而成
。

以上共计 7Η 个牙齿
,

其时代为更新世 中期一晚期
。

标 本 描 述

门齿
Κ Η 个

。

一个内侧右下门齿

一 8− ,1 Π ∃ : − ,Σ ΠΗ 9
。

这几件标本都只保存齿冠部分
。

8− ,Σ +29
,

另外 ∃ 个可能为外侧下门齿
,

左
、

右各

下 内侧门齿切缘平直
,

齿冠唇侧直
,

舌侧倾斜
,

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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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远中缘脊
。

下外侧门齿 − ,Σ ΠΗ 的远中舌角釉质缺失
,

切缘磨耗较重
,

齿冠基部较内

侧门齿为扁
,

故推测为下外侧门齿 8图版 2 ,

Α9
。 − ,1 Π∃ 齿冠保存较好

,

切缘磨耗也浅
,

唇侧及舌侧的齿冠釉质较高
,

而近 中与远中侧釉质缘线成等腰三角形
。

犬齿
Κ 共有  ∃ 个

。

其中 Η 个破损严重
, Η 个齿冠基部破损

,

其余 个基本上完好

8− > Σ Π 一  ∀ 9
。

雄性上犬齿均相当破碎
。

下犬齿 − ,Σ  Η ,

 保存较好
,

颊侧较直
,

尖部向远中和

舌侧略弯
。

近中和远中舌面各有一纵沟
,

两沟之间的釉质隆起由齿冠基部一直延伸至尖

端
。

舌侧基部有齿带 8图版 2
,

Ζ9
。

雌性上犬齿 8− , Σ Π
,

Π ∀9 纵切面近似三角形
,

较雄性的明显的小
,

在磨耗浅的牙齿

上
,

齿冠近中舌侧出现一较强的齿带
,

齿冠的基部延伸至远中舌侧 : 齿带与齿冠之间有清

楚的沟
,

至远中舌侧此沟形成一凹面或窝
。

舌侧扁
,

远中侧还有一深沟
,

齿冠舌侧的基部

隆凸
。

明显可辨为雌性下犬齿的有 Η 个
,

即 − ,1 Π ! : −, Σ  Π 和   。 这 Η 件标本都是左

侧的
,

牙齿小
,

齿冠近中侧平
,

齿尖向远中及舌侧弯斜
,

齿冠舌侧近中
、

远中分别有一短的

纵沟
。

前臼齿
Κ 上前臼齿共  ∃ 个

,

其中 # 个 , ,

8−,[ / 一 ∃  Κ Υς 9 : 个 ,‘

8− ,[ ∃ #一 ∃ ! :

ΦΤ. Π  一 Π ∃ : ,Σ 9

Η 个 , ,

齿冠有部分破损
,

其他者完整
,

尤以 Υς 保存最佳
。

上前臼齿均为双尖
,

颊侧

尖 8,=
5

9 高于舌侧尖 8,
Α

5

9
,

在 , ,

磨耗较轻的标本上
,

可见到远中缘脊
, , ,

颊尖近中侧

也有一段脊
,

因此从咬合面观 ,’

近中颊侧是突出的
。

,‘

稍大于 , , ,

− ,Σ ∃#
5

∃7 远中侧也有缘 脊
,

而 Φ Τ . Π 的此脊最不发育
。

在磨耗

轻的 ,今咬合面上
,

可见舌侧尖 8, Α
5

9 上两条脊分别伸向颊侧尖 8,=
5

9 的前缘和后缘
。

无

论 , ,

还是 ,书

颊舌两尖都被一条深的近 中一远 中沟所分隔
。 Φ Τ. Π 之舌侧有清楚的齿

带
,

颊侧有不规则的釉质突起
。

下前臼齿
,

 ∀ 个
。

个 > Η

8− ,1 ∃ ∃一 ∃
,

∃ : Υ− ∃ ∀ : − Ψ 9
,

Η 个左
、

Η 个右
。  ∃ 个

,。

8− > Σ Η 4一 Η 7 : − ,1 Η ! 一 Π : ,Σ 9
。 , ,

中 − ,[ ∃ Η 有部分齿根
,

− > [ ∃ ∃ 之冠和根最

为完整 8图版 2 , & 9 : ,。都仅有齿冠
。 , ,

扇形
,

一个尖
,

该尖的远中侧有一深沟
,

或在沟的

远中端形成一个凹
,

齿尖的舌侧较为突起
,

但一般看不出有小尖
,

仅 − ,[ ∃∃ 上
,

在主尖

舌侧有一小尖
。

齿冠近中颊侧釉质高度超过舌侧及远中颊侧
,

此高度使近中颊侧釉质低

于齿槽线
。 , Η

双根
,

近中根侧扁
,

远中根似前后扁
。

,  ∃ 个
,

∀ 个左侧
、

个右侧
,

除 − ,Ν Π 带部分齿根外
,

其余的均为完整的齿冠
,

无

根
。

以 − ,Σ Η  
、

Η 磨耗最轻
,

− ,Σ Η∀ 磨耗较重
,

其下原尖露出圆点形牙本质
。

咬合面

观
, , :

大多数是两个尖
,

有一个浅的前凹
,

跟座较大
,

由一个很发育的原脊包 围着
。

在未磨

耗的 − ,[ Η 上
,

在原尖之后还突起一个小尖
,

也许它意味着下次尖 8Ε ϑ
5

9 的存在 : 再从

凭祥的标本看
,

其咬合面褶皱已基本磨蚀
,

暴露出十字形的沟
,

似乎把跟座分为下次尖及

下内尖两部分
。 − ,Ν 斗。 的下原尖和相当于下次尖的颊侧以及下后尖的舌侧都呈现清楚

的齿带
。

臼齿
Κ
上臼齿 ∃ Π 个

,

其中  Η 个 ς
‘

8−, Σ  一 7 : , 4 : ∀ ∃ : − ,Ν , Η一 ∀ : 4 ς 9
, Η 个

ς
,

8− ,Σ 斗!
、

∀  
、

∀ ∀ 9
,

个 ς
,

8− ,Σ 一 # 9
。

ς
‘, ∃

大多数呈斜方形或近圆形
,

斗个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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ς
/ , ∃

咬合面观
,

原尖最大
,

前尖最高
,

次尖和后尖最小
,

ς /5∃ 的咬合面都有明显的颊侧沟
,

原尖和后尖由一脊相连
,

次尖被一弧形沟与原尖
、

后尖分隔
, − ,1 ∀ 有一近似十字形的

沟将 齿尖分离
。

ς
‘

与 ς
,

的区别
,

就一般性状而言
,

ς
‘

∴ ς
] ,

但由于两性差别较大
,

就单个牙齿不

宜按大小区分
。

ς
]

远 中侧的两尖小
,

特别是次尖很小 8图版 2 ,

Χ9
,

故牙齿较圆
,

ς
,

成斜

方形 8图版 2 ,

09
,

ς
,

次尖与后尖
、

原尖之间的沟不明显
。

ς2− ,[ Η
、

∀
、

∀ ∃ 齿冠颊侧沟

中间有一小的突起
,

或为齿带
,

在 Η 个 ς
]

中未见此种突起
。 −, [ Ν/ 很似 ς

, ,

但近中及

远中接触面全无
,

它很可能是一个刚萌 出的 ς
, 。

ς
,

形态不规则
, −,Σ “ 齿尖形态近似 ς /,’

,

但该牙近中侧有接触面
,

远中侧无接

触面
,

舌侧有一浅的裂
,

将原尖与次尖隔开
,

远中侧两尖较小
,

此牙磨耗较重
,

磨耗形式也

有所不同
,

四个尖几乎同等的磨耗
,

中间凹下
,

由于远 中侧无接触面
,

故暂归于 ς、

下臼齿  个
,

其中 个为 ς
: , Κ 。

ς
, 5 ∃

中 ∃ 个左侧 8− > Σ ∀ 7 、 − ,1  9
,

个右侧

8−,Σ ∀ 一 ∀ #
、

− ,Σ ∀ !一 Π 9
。

ς
Η

有  Π 个
,

左侧 # 个 8− ,Σ ∃
、

7
、

# Π
、

# ∃一 # ∀ 9
,

右侧 Η

个 8− ,Σ Η
、

∀ : > [ 9
。

ς
, , Κ

中的 − , [ Π 有部分釉质缺失
。

ς
Κ 5 Κ

咬合面形态可以分成 Η 种情况
Κ

/9 具有 ∀ 个尖和 Φ 字形沟
,

下后尖成长方形
,

如 − ,[ ∀ : Π : ∃ 9 具有 ∀ 个尖
,

看不出 Φ 1形的沟
,

只颊侧近中沟明显
,

属此现象的只

有  件标本
,

即 − ,1  : Η9 除基本的 ∀ 个尖外
,

在后尖与内尖之间还挤人一个小尖8孑−

尼华称为 ∋ ΒΖ
5

ΑΔ Δ0 Ν
5

Θ 0 Χ
5

;?Γ 0= ?
5

9
。

从咬合面观
,

它的下后尖靠近中舌角
,

其沟仍属 Φ 1

形
,

只是舌侧沟在多出的小尖8中内附结节 ∋ ΒΖ
5

ΑΔ Δ 0Ν
5

Θ 0Χ
5

;? Γ0= ?
5

9 之后
,

如 − ,[ ∀! 。

上述 ς
, 口 的共同特点是下后尖较高

,

下次小尖接近正中或略偏向颊侧的情况 均存

在
。

ς
Η

的确定
,

基本上以远中侧有无接触面为准
。

咬面齿尖一般为 ∀ 个
。

其沟亦为 Φ 1

型
。

但是在下后尖与下内尖之间还有一中间小尖一 厂后小尖 : 由于下次小尖基本上居中

线
,

导致 ς ,
远中侧收缩

,

甚至使近中侧较宽 8即三角座宽 9
,

远中侧成钝尖 8图版 2 , ≅ ,

Ε
,

各部位牙齿除以上形态外
,

在未磨耗或磨耗较浅的牙齿上 8,功一ς功 9 都可见到咬

合面上有许多褶皱
,

但是在磨耗较深的标本上
,

这一现象消失
,

呈现 出较为光滑的釉质面
。

在齿冠周围还有若干横向的釉质条纹
,

其间隔与宽度是极不规则的
。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

在一些已完全失去褶皱的牙齿咬合面上
,

仍可见到很多纹理
,

倘若在磨耗严重的齿尖上观察
,

这些纹理是围绕着齿尖分布的
,

即以齿尖为中心
,

成同心
圆向外扩展

,

如齿尖已完全磨平
,

但未暴露出齿质的标本上
,

这种同心圆的条纹可扩张至

整个咬合面
。

其曲折形态很似地形图上的
“等高线

”。 此现象用电镜扫描观察
,

更为清晰

8见图版 2 ,

Ι9
,

就本文标本而言
,

凡齿冠周 围釉质条纹多的标本
,

例如前臼齿和臼齿
,

这

种纹理就更加明显
,

反之
,

齿冠表面平滑者其纹理很弱
,

或完全不清楚
。
但也有例外

,

如少

数标本釉质较光亮
,

透过釉质仍可见到其明暗相间的条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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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匕 较

在
“

研究简史
”一节里

,

已经提到了 ) 4 4;<
0 = 8 ! 7 9 将裴文中8 ! Η ∀ 9记述的广西猩猩

牙齿建立了一个新的亚种
Κ
,4 ?≅

口 ,ϑ≅ Θ Α0 “ , 留Δ; Χ 4 ?

南ΔΕ ;。 从该亚种的形态特征看
,

它与

本文描述的标本很相像
,

在磨耗轻的牙齿上咬合面呈现清晰的摺皱 : 尸
5

尸
5

留“Χ 4
?= ‘形 上

臼齿的齿尖以原尖最大
,

这也是本文材料的特征之一
。

表 ∃ 的测量值表明
, 尸

5

尸
5

留百Χ0
Μ

。Δ/’
‘
形 的 , ,

略小 8但也接近本文材料大小 9: ς
]

近中远中径较大
,

而颊舌径也略小于本

文的猩猩
,

这也许是由于两者的材料都太少所致
,

不过其余牙齿的大小均落在本文材料的

范围之内
。

) 4 4 ;;
0 = 8 ! 7 9 记述的古苏门答腊猩猩 8>

5

>
5

,Α /4 4 , Β Θ Α Γ =0 ? , ;,

9
,

所用材 料很 多
,

可惜我们未曾目睹
,

只能根据他的描述及图版上的形态以资对比
。

总起来看
,

我国标本与

古苏门答腊亚种在基本形态上是相一致的
。

所不同的是 Κ 古苏门答腊的标本
,

其牙齿咬

合面褶皱更为密集
,

这在本文记述的广东标本中
,

一个尚未萌 出的臼齿 8− ,[ ∀  9 上
,

也

具有这种样式
。

换言之
,

) 44 ;<0= 用作图版的部分标本
,

它很可能是刚刚萌 出的 牙 齿
。

) 4 4;< 0= 在描述臼齿时
,

还提到有的猩猩具有第四臼齿 8ς 9
。

至于本文的材料
,

由于缺

乏完整齿列
,

目前 尚难肯定有无 ς
。

再从牙齿测量值看 8见表 ∃9 可能由于古苏门答猎的标本例数多
,

其大小变异范围较

大
,

例如 , , ,

本文的材料为   
5

Π一  ∃
5

毫米
,

而古苏门答腊标本则为 7
5

∀一  Η
5

# 毫米
,

属此

现象的还有 ,,

一 ς
Η 、

,已、

ς
Η ,

这些牙齿的测量值下限都小于本文材料的下限
,

而本文标

本的大小范围一般也未超 出古苏 门答腊亚种的上限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的现生猩猩标本
,

雌雄大小差别甚远
,

特别是犬齿
。

值得注意的是
,

现生种的形态与本文的化石种确有相同之处
,

例如
,

内侧下门齿两者

均 由切缘向齿根方向变窄
,

齿冠基部的唇舌径较宽 : 雌性上犬齿近乎三角形
,

与粗壮的雄

性犬齿极易区分 : 化石标本与现生种的雄性下犬齿颊侧成圆锥形
,

近中侧接近齿冠下部有

一垂直面
,

并延续至牙齿颈部
,

齿冠基部有齿带 : , Η

扇形
,

,。

两尖 : 两者的上臼齿原尖均发

育
,

呈斜方形
,

下臼齿具 Φ 形沟等
。

但是
,

现生猩猩牙齿与本文所述标本也存在某些差别
,

例如现生者的 , 跟座短
,

而化石标本 , :

跟座明显的长
。

与现生猩猩的大小相比较以前
,

这里需首先说明的是
,

1Ο; ? Χ /0 Κ 8 ! # 9 测量的现生

猩 猩牙齿都是雌性的小于雄性的
,

故在表 ∃ 中除上犬齿外8因本文材料中只有雌性上犬齿

较 为完整 9
,

我们选择了较大的雄性测量值以资对比
。

表 ∃ 中显示现生种的下门齿
、

下犬

齿略大于化石标本
,

& ‘

一ς
,

各齿的长
、

宽平均值都是本文记述的 化石标本大
,

现生种稍

小 :本文的化石材料除 ,‘

宽度的最大值与现生的相同外
,

&
、

,‘

的长
、

宽及 ς
‘一 ,

长
、

前

宽
、

后宽最小和最大值的范围都是本文材料略大
,

更何况本文材料除犬齿外
,

还有可能是

包含了雌
、

雄两性材料
。

本文的下牙材料与现生猩猩相应牙齿比较 8见表 ∃ 9
,

2Κ 、

2Κ 、 & ,

的平均值要小于现生

种
。

从颊齿的情形看
,

除 , ,

的宽度外
,

,。

的长
、

, 一ς
/ ε ∃

的长
、

宽值都是本文材料大
,

特

别是 ς
Κ 一 Κ

的长度
,

本文材料比现生的 ς
]

还要大
,

宽度也与 ς
Κ

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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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
,

) 44 ;<0 = 在建立 尸
5

尸
5

4 0; Χ 0 4 =
材动 ; 亚种时

,

就是以化石标本大于现生种

为其依据的
。

从牙齿的细节上看
,

例如 , :

的跟座
,

也是两广的化石材料大于现生种
,

加之

本文的化石种的地理分布在北回归线以北地区等因素综合考虑
,

我们赞成 ) 4 4;< 0 =
8 ! 7 9

的观点
,

即把我国化石猩猩另立一亚种
。

在缺少头骨和体骨的条件下
,

我们暂不考虑新的

种名或亚种名
,

仍然使用 ) 4 4 ;;
0 =  ! 7 年订立的 ,4

4 ≅ 4 ,ϑ≅ , Α 0二 , , 讨Χ 4 ? ,
时Δ人; 作为我

国更新世时期的化石猩猩学名
。

结 论 与 讨 论

 
5

关于猩猩牙齿釉质层的褶皱和生长线
。

灵长类牙齿上有褶皱这一现象
,

首先是舒罗塞 81Δ Ε; 4 ΝΝ 0 =

9 8魏敦瑞
,  ! Η # 9 给予极大

重视
。

他认为森林古猿牙齿的褶皱相似于黑猩猩
、

猩猩以及现代人的
,

而褶皱本身首先是

在类人猿里出现
,

在向人类演化过程中逐渐减少 : 他还提出
,

由于森林古猿牙齿的褶皱较

多
,

故不可能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

魏敦瑞 8 ! Η # 9研究中国猿人牙齿时
,

专门探讨了齿皱问

题
。

关于灵长类牙齿褶皱这一形态是否具有演化的意义
,

至今还存有不同的见解
。

通过

对两广猩猩化石的观察与研究
,

猩猩的牙齿具有这种形态特征是无疑的
,

而且好像在不同

的部位上
,

牙齿褶皱的形态还很不相似
,

例如 ς
’

的咬合面褶皱分枝情况就与 ς
]

的不太

相同 8见图版 2
,

Χ
5

0
9
。

黑猩猩的牙齿 匕 其褶皱非常细小
,

皱沟之间也不像猩猩那样有

粗壮的脊
。

在直立人的牙齿上
,

例如
,

北京猿人臼齿也存在褶皱
,

但在起伏较大的褶皱上
,

往往没有小的横沟将大的皱脊分隔
,

故显得稀少
,

而且褶皱间的沟也浅
,

肉眼观察起来
,

比

猩猩牙齿咬合面要简单
、

平滑和无粗糙之感
。

吴汝康等8 ! 7 ∀ 9对我国禄丰古猿牙齿所作的观察
,

也提到西瓦古猿 8∀  , Α
对

Γ Ε0 ΔΒ ,
9有

的牙齿上存在褶皱 8不知没有摺皱的是否磨蚀掉了9
,

尽管吴汝康等尚未明确表示西瓦古

猿的系统地位
,

但褶皱的形态变化可以视为某些大猿牙齿的一个特点
。

我们观察了大猩

猩的牙齿
,

它的齿尖和齿冠形态是不同于猩猩的 : 再者
,

其咬合面也没有猩猩的那种褶皱

出现
。

如前所述
,

猩猩牙齿在一些磨耗程度中等 8褶皱已消失
,

但牙本质尚未暴露或略有出

现 9的牙齿上
,

还可能见到似等高线一样的纹理
。

我们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了四 种现生猿

类的牙齿
,

在黑猩猩
、

大猩猩及长臂猿的牙齿上未见纹理
,

现生猩猩的个别牙齿上
,

见到过

这种纹理
,

但由于我所收藏的标本有的牙齿釉质破损
,

有的磨耗甚重
,

故见到这种纹理的

很少
,

似乎只有化石猩猩的牙齿上才普遍具有这种纹理
。

这种纹理在某些哺乳动物中也

能见到
,

例如在藤 田恒太郎著的《齿的组织学》中
,

在描述动物的牙齿形态时注意到这种纹

理
,

他称其为生长线
。

至于这一特征在演化上的意义如何
,

还需观察各种标本加以比较才

能确定
。

∃
5

本文所描述的 尸
5

尸
5

, 0; Χ阴=Δ ;Δ 形 标本
,

大多数牙齿磨耗不严重
,

咬合面未暴露出

牙本质
,

如以上臼齿 ς
‘
一ς

,

为例
,

共有  个牙齿
,

只有 个牙齿的牙本质略有暴露
,

约

占总数的 ∃! 外 : 上
、

下前臼齿没有一个暴露出牙本质的
。

这一方面说明猩猩牙齿的釉质

层是厚的 :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猩猩死亡的年龄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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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与罗定苹塘猩猩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 化石 有
Κ ∗ “

ΓΓΒ
: Ν,

5 ,

)川=; 二
Ν,

5 ,

月刃4Ζ ΑΓ 0Ν

Ν>
5 ,

ς Α ΔΑ Δ Α Ν>
5 ,

% ;/“= 4 ,4 Χ 口 Θ 4 /Α ? 4 /0 Β Δ Α Ζ Α Δ 4 ? ;
,

)
0 = ,0 , γ 0 , Β = 夕 Α ,

& “ 4 ?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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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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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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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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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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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ς Β , , ;Α ΔΒ , Ν,
5 ,

Δ Α 户=; Δ4 = ? ;, , Β Θ Α Γ=Α 0 ? , ; ,
等 8该动物群将另文发

表 9
,

其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
,

其他地点的时代为晚 更新世
。

目前从猩猩牙齿的形态上看
,

中更新世猩猩
,

即罗定苹塘标本和晚更新世的材料还难予区别
。

如前述
,

若从微观上深人

研究
,

也许能辨别出某些性质可作为进一步区分其时代的标志
。

5

截至 目前
,

亚洲大陆的猩猩计有  属  种 斗个亚种
,

即

,4 ? ≅ 4 ,少≅ Θ 0 Β , ,ϑ≅ Θ 叮 0 Β :

,4 ? ≅ 4 ,ϑ≅ Θ Α 0 “ , Α Ζ 0 /;;

, 4 刀 ! Π ,ϑ≅ Θ Α 0 Β , 留0;Χ 0 ? = 0;Δ触

, 4 刀! Π ,ϑ ≅ Θ Α 4 Β Κ ,
Α /Α 0 4 , Β 阴Α Γ= 4 ? Ν;Ν

前两个亚种为现生分子
,

后两者为化石亚种
。 尸

5

尸
5

Γ。‘;Χ 4 ?= Δ;Δ Ε; 主要分布在我国境

内
, 尸

5

尸
5

尸Α/ Α0 。川Θ ΑΓ 二。行 分布在赤道附近
,

但是它们之间的形态
,

已如上述
,

应当说是

基本相同的
,

因此
,

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较为密切
。

牙齿电镜扫描照片张文定拍摄
,

在此致谢
。

8 ! ∀ 年  Π 月 Η 日收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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