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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大猿化石分类 的修订

吴 汝 康
3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4

关镇词 西瓦古猿 5腊玛古猿 5禄丰古猿

内 容 提 要

本文将禄丰西瓦古猿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标本进行了对比
,

认为前者与后者有明显的

不同
。

提出把禄丰的标本修订为禄丰古猿属同名种 3, 6 7”8 万9石““, −∗ 7”卯二:,
4

1

云南禄丰石灰坝地点的大猿化石
,

原先定为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两类 3徐庆华
,

陆庆

五
,  ! # ! 4

,

近来确定为同一种类的雌雄个体
,

定名为禄丰西瓦古猿 3.: , ;+ :9 <= 。 , −67
。

啥
。>

。万习 3吴汝康等
,  ! ∀ 4

。

最近重新考虑了这种古猿的分类问题
,

提出对此分类修订的意

见
。

一
、

西瓦古猿的正型标本

 !  ? 年皮尔格林 3+: −8≅ :/ 4 根据在印度 ∃− :Α盯 下西瓦立克层发现的猿类的一个下

第三臼齿
,

定为一新属新种
,

即西瓦古猿印度 种 3Β  , ;
对

, < = % 6 , :, Χ:% 6 , (
1

8 =(
1 , (

1

Δ+
1

4
,

 !巧 年他指出上述的下右第三臼齿 3编号 < Χ
1

Ε 6Δ
1

Φ
1

 # 4
,

不是在 ∃− :Α6≅ 发现的
,

而实际上是一个村民在 Γ <: (Η: 邻近的下西瓦立克层的 Γ <: (Η:
Ι

∗(
=

内捡到的
,

他说 ϑ 由

于这颗牙齿
“

很容易引起误解
,

而且根本没有很充分地描述
” ,

因而他提出改以由同一地点

出土的一块右下领体 3编号 Κ( Χ
1

Ε 6Δ
1

Φ
1

 # 4 为此新属新种的正型标本
。

据皮尔格林描述
,

这块下领体破片带有 Ε
, 、

Ε
,

和 +。

及 眺 和 + ϑ

的破齿冠以及犬齿

的部分齿槽
。

下领枝的底部全部缺失
,

联合部只保存门齿部分
,

Ε
Λ

下的深度为 Μ 1 毫

米
, + Λ

下的深度为 Μ !1 Λ 毫米
,

下领体的厚度远大于  ! 毫米
,

但体的后外部大部缺损
,

在

+ 1

处大约厚 巧 毫米
。

下领两侧在第一臼齿以后明显向外张开
,

三个臼齿大约位于一直

线上
,

但 +、

明显在此线之外
, + ,

则更向外突
,

犬齿的位置在 + Λ

的内侧
,

而不是直接在其

前方
,

这种情况与人的有些相似
,

而与猿不同
。

下领标本的另一性状是联合部很短
,

下领

体虽有很大部分缺失
,

但可推知下领体底部在 + Λ

与 +。的中部开始向内弯曲
,

而不是象现

生猿类那样在 Ε
‘

处或其后才开始向内弯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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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其他地点的西瓦古猿化石

除印度以外
,

在亚
、

欧
、

非一些国家的不少地点
,

也发现有这类古猿化石
,

定了不少不

同的种属名称
,

但所依据的材料
,

主要是上
、

下领骨破片和牙齿
,

只有在土耳其
、

巴基斯坦

和我国发现有较多的其他部分
,

特别是面部骨骼的化石
,

可供比较
。

现在就此三处的材料

分述于下
。

 
1

土耳其的西瓦古猿化石

 ! ∀ ? 年英国古生物学家安德鲁斯和土耳其的特卡 耶 3∃ (Χ ≅= Ν Δ ;
(Χ &= Ο Ο;Π ;4 报道

了  ! # 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西北 ΒΒ 公里 处 Θ ; ΔΔ 己成
( 村附近的上中新统地层中发 现

的猿类的部分面部骨骼
,

3编号 Ε & ∃ Μ  Μ Β 4
,

定名为西瓦古猿米特种 3.: ∗ +:
9加川 , 。 。>

9。。:4
。

早在  ! Β# 年
,

奥赞索伊 3∗
Ι ; (Δ 卿4 根据出自同一层位中的一块下领骨破片

,

定名 为

安卡拉古猿米特种 3∃城
‘≅; 声

, 触%6 5 / %9 %; :4
。

此下颇骨包括左齿列的 +、一Ε
Λ

以及联合部

的一部分
,

带 有左 Γ一+Λ

和右  
Μ

一Γ。

门齿和犬齿是低齿冠的
,

其尺寸与印度西瓦立 克

的西瓦古猿印度种的最大的标本相似
,

臼齿的形态与西瓦古猿印度种实际相 同
,

因而西蒙

斯和皮尔比姆 3.: / ∗(
Δ

;( Χ +:−Ρ= ; /
,  ! Β 4 认为安卡拉古猿米特种与西瓦古猿印度种

是同名的种属
。

另外
,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与上述标本密切相关的希腊标本
。

法国的古生物学家德博

尼斯和希腊 的 梅兰蒂斯等3Χ
。 Σ ∗ ( :Δ = , ; −

1 ,

 ! #
、

 ! # Β 5 Χ
= Σ ∗ ( :Δ ; ( Χ Ε Χ

= ( 9:Δ
,

 ! # # 4

根据在希腊北部马其顿的雨谷 3) ; 0: ( Χ =

+− 6− =

4 地点发现的大量领骨标本
,

最 初 定 为

森林古猿马其顿种 3Φ
≅夕;Α :9 < ∗

%6 , 。 5 ‘。Χ 口(: 。

二:Δ 4
,

后来又根据发现的另一块近乎 完 整 的

硬愕
,

改定为奥兰诺古猿马其顿种 3∗ 6≅ ;( 口
+:9 肠%6

5 。二=Χ
∗ (: 阴后 4

。

其臼齿的釉质厚
,

形

态与西瓦古猿印度种极为相似
,

但尺寸较大 5 门齿较宽
,

齿冠低
,

远比西瓦古猿印度种的门

齿为粗壮 5   远比 Κ孟为大
,

犬齿极大 5 硬愕远比西瓦古猿印度种的为宽
,

下领两齿列分开

的程度也同样大于印度种 5 下领联合部和下颇体比印度种为深和纤细
,

下领骨有明显的大

小二型
。

安德鲁斯 3 ! # 4根据安卡拉古猿与 希腊标本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主张归入同一个

种
,

由于米特种的命名早于马其顿种
,

按照国际命名规则
,

应叫米特种 5 又因为该种除尺寸

较大外
,

其余的许多性状与西瓦古猿印度种相似
,

因而归人西瓦古猿属
,

称为西瓦古猿米

特种
,

与土耳其的面骨标本为同一属种
。

土耳其的面骨标本有完整的硬愕
,

两侧的齿槽突上保存有完整的齿列
,

右侧 整个下面

部保存
,

左侧大部缺失
。

上领最突出的性状是颧区非常发达
。

由于颧突平扁
,

使上面部显得非常平扁
,

面部宽

度特大
,

而下面 配着一个突出的吻部
。

眶间距很小
,

表示两眶很靠近
,

测量数值见表  。

Μ
1

巴甚斯坦的西瓦古猿化石

美国耶鲁大学和巴基斯坦地质调查所的联合发掘队从  ! # Λ 年起
,

在巴基斯坦波特瓦

高原进行发掘
,

皮尔比姆等 3 ! ∀  
、

 ! ∀ Μ 4报道发现了一个西瓦古猿的头骨
,

包括部分面骨

和下领骨以及一些肢骨 3编号 Τ Δ+  Β ? ? ? 4
,

归属于西瓦古猿印度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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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 =:; −
,

/ ; ς :−−; ≅ , ; ( Χ / ; ( Χ: Ρ 6 Ω; ≅ / = ; Δ6 ≅ = / = ∗ 9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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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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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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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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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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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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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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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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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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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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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ΒΒ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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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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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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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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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ΕΕΕ Η( :口 6 / 玩∗≅ Ρ :9; − Ρ ≅ 亡;Χ ￡<<<<< Μ ∀
。

ΒΒΒ ?
。

???

溟溟脊处眶间宽宽宽 估计 ∀ ∀
·

??? Λ  
。

???

ΣΣΣ :∗ ≅ Ρ :9
;
− Ρ ≅ = ;Χ 9 <

; = ≅ ∗ Δ ΔΔΔΔΔ 沽计  ? ∀
·

??? !
。

ΦΦΦ

−−−
; = ≅ 0/ ;− % ≅ = Δ 9‘‘‘ 估计 ?1 ???  ? Β

。

???

愕愕长长长长 Λ
。

∀∀∀

+++ ; −
; 9; − −= ( 8 9 <<<<<<<<<

ΓΓΓ 处聘宽宽宽宽宽
+++ ;−

; 9; − Ρ ≅ = ; Χ 9< ; 9 ΓΓΓΓΓΓΓΓΓ

ΕΕΕ
∴

处胖宽宽宽宽宽
+++ ;−

; 9几 Ρ ≅ = ; Χ 9< ; 9 Ε
,,,,,

ΓΓΓ 处齿 弓宽宽宽宽宽
∃∃∃ −0 = ∗ −

; ≅ 厉= ;Χ 9<
; 9 ΓΓΓΓΓΓΓΓΓ

ΕΕΕ
∴

处齿弓宽宽宽宽宽
∃∃∃ −0 ∗ ∗− ;≅ Ρ≅ = ; Χ 9< ; 9 Ε

∴∴∴∴∴∴∴∴∴

下下颁联合部深3高444444444
... Π/ Α < Π‘:, Χ

= +9 <<<<<<<<<

厚厚厚厚厚厚
999 <:=Ο ( = Δ ,,,,,

下下颇体 +5

处深3高444444444
ΓΓΓ∗

≅ +6 Δ ; 9 +一 Χ = +9<<<<<<<<<

厚厚厚厚厚厚
999< :% Ο ( = Δ ΔΔΔΔΔΔΔΔΔ

下下领体 Ε
Λ

处深3高 444444444

。。
≅ +6 ‘ ; 9 Ε

,
Χ =+9 <<<<<<<<<

厚厚厚厚厚厚
999<:% Ο ( = Δ ΔΔΔΔΔΔΔΔΔ

下下颇枝切迹高3深〕〕〕〕〕
))) ; / 6 , ( ∗ 9= < < =:8 < 999999999

裸裸突高高高高高

ΓΓΓ∗
( Χ Π−; ≅ < =

:8 < 999999999

深深深深深深
−−−= ( 8 9<<<<<<<<<

−4 表中土耳其的数据依安德鲁斯和特卡耶3 !∀ 。4
, 巴基斯坦的依据皮尔比姆3 , ∀ Μ 4

, 中国的由本文作者测9
。

Μ 4
Ψ 因标本破裂

,

原作者估计其尺寸远大于此数 5

ΨΨ 原文为“估计 !Β
1

。” , 明显有误
,
此数值为本文作者根据模型测量而得 5

Ψ9
Ψ 据 陆庆五等3 , Β  4 报道为  # Β

1

? 毫米
, 但因标本受压变平

, 实际数值约小 Λ 毫米
, 即  # Μ

1

?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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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地点西瓦古猿面部骨骼和硬愕的比较 ∃
1

土耳其
, Σ1 巴基斯坦

,

Γ∗ / +; ≅ :Δ∗ ( ∗ 上 7; =:; Ζ ; ( Χ Α ; −; 9; −
Ρ∗ ( = Δ ∗ 7 Β  

召 ; + :厂力己
% 6 了 7≅ ∗ / ∃

1

−
一

6 ≅
Ο = 》

·

, Σ
·

%
1

中国禄丰 3沈文龙绘4

Α ∴ 卜:弓9; (
1

Γ
1

, 6 7
= ( 8 , Γ < :( ;

面骨的突出性状是中面部在垂直方向上有很大发展
, 从眶下缘到鼻腔上缘的距离 为

 
1

Λ 毫米
,

与若干大猩猩相近
,

而不同于猩猩
,

更与黑猩猩
、

南方古猿
、 能人和现代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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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后者的眶下缘与鼻腔上缘在垂直方向重叠
。

但中面部总的形 象是很纤细的
,

没有隆

凸的骨脊或发达的肌肉附着处
。

领骨和牙齿粗壮
。

两侧齿列呈亚平行状
,

最大宽度在两犬齿之间
。

硬鳄完整保存
,

硬

鳄在中线 向后延伸到 Ε
,

后缘之后 毫米处
。

总的形象是纤细的面部配着粗壮的领骨和牙齿 3测量值见表  4
。

面部从额部到齿列

很深
,

侧面观内凹
,

眶上脊细
,

无额窦。 眶卵圆形
,

最大径在垂直方向
,

眶间区很窄
,

前上领

区呈犁状向上翘起
,

门齿明显前倾
。

从犬齿大小判断
,

当为雄性
。

臼齿齿冠高
,

齿尖低
,

咬

合面皱纹少
,

釉质很厚
。

Λ
1

中国的西瓦古猿化石和建立禄丰古猿新属

从  ! # Β 年起
,

在我国云南禄丰石灰坝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
,

到 目前为止
,

已有

西瓦古猿颅骨 Μ 具
,

腊玛古猿 3雌性的西瓦古猿4颅骨 Λ 具
,

上
、

下领骨 ? 多件
,

牙齿  ? ? ?

多颗
。

其 中以 +∃ 西瓦古猿颅骨保存最为完整
,

便于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标本相

比较
。

禄丰西瓦古猿与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的标本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ϑ

−4 中面部在测面观上呈凹弧形
,

上颇向上翘
,

形成梨状 5

Μ 4 目匡上脊纤细
,

左右不连续 5

Λ 4 鼻梨状孔窄长 5

斗4 两侧上犬齿斜向上内
,

呈倒 0 字形 5

Β4 上内侧门齿齿根明显弯曲
,

齿扼显著 5

4 下领骨粗壮 5

# 4 臼齿釉质很厚 5

∀4 两性差别明显
。

另一 方面
,

禄丰西瓦古猿又与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的标本有着下列明显不同之处
ϑ

−4 眶间宽极大
,

而不是很窄 5

Μ 4 中面部宽而短 3浅4
,

而不是窄而长 3深4 5

Λ 4 硬愕宽
、

短而浅
,

而不是窄长而深 5

4 眶呈卵圆形
,

外角稍方
,

眶的长轴在水平方向而不是在垂直方向 5

Β4 两侧齿列明显向后张开
,

而不是大约平行的 5

4 牙齿的形态不同
,

臼齿齿尖较高
,

咬合面皱纹较多
。

禄丰还有较多的
“

腊玛古猿
”

3雌性
“

西瓦古猿
”

4的标本
,

明显比雄性的为纤细
,

显示出

明显的两性差别
,

但具有上述雄性的共同特征
。

根据上述的禄丰
“

西瓦古猿
”

与巴基斯坦等地的西瓦古猿明显不同的特征
,

如牙齿形

态的不同
,

特别是眶间距的大小在猿猴分类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

因此禄丰标本不能再归人

西瓦古猿一属
,

从而提出为禄丰西瓦古猿立一新属
,

叫禄丰古猿属同名种 3, “7%( 8+ :−石=%6 ,

−6 7∗ ( 8 = , 万, 4
。

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
,

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
,

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

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
,

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
,

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

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
。

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都具有一些与猩猩相似的性状
,

表明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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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猿中较早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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