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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粗壮池猿头骨的初步观察

—
兼论池猿的系统关系

吴 汝 康 潘 悦 容
5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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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通过粗壮池猿头骨新材料的初步观察得出
,

它与欧洲上猿的头骨比较接近
,

而在某

些特征上又与现生长臂猿相似
。

这与牙齿和颇骨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

本文还对亚洲第三

纪长臂猿类与其他同时代长臂猿类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
,

并对池猿的系统关系作了论述
。

在禄丰石灰坝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

除了发现丰富的大型猿类化石以外
,

还发现了数

量较多的小型猿类化石
,

即长臂猿类化石
,

已归于一新属新 种 粗壮 池 猿 5,8 +9 ,加哪了

。泳““,
:

; < = > +<= 6 5吴汝康等
,

 ! 6
。

到目前为止共获得标本  ? 件
,

包括上
、

下颇骨

件
,

齿列 ! 件
,

单牙 ≅Α 枚
,

不完整的头骨一个
。

从 Β 剖面的第一层到第六层中均有发

现
,

其中以第二层黑灰色炭质粘土和灰 白色砂互层最多
,

第四
、

五
、

六层次之
,

第三层5褐煤

层6和第一层最少
。 +∃ ! ≅? 头骨发现在第四层的灰 白色砂层中

。

描述

粗壮池猿的头骨 +∃ !≅ ? 5吴汝康等
,  ! # 6包括完整的颜面部

,

部分额骨和有完整齿

系的上颇
,

除了右 .,

的齿冠大部缺失外
,

全部牙齿保留
。

由于头骨受压
,

使左侧半的面部

和上领向前突出
。

但右侧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形态
。

左眼眶边缘保存完好
,

但眼眶因受压而变形 7 右眼眶保存了眶下缘和眶内侧缘
,

眶上

缘稍损坏
,

外侧缘缺失
,

但眼眶的轮廓基本可以复原
。

眼眶内的骨板大部分保存
,

内侧部

保存了泪骨
,

能观察到泪窝和泪孔
。

鼻骨保存完整
,

眶间区宽而平扁
。

梨状孔大部分保存
,

左边因受压而使左上犬齿的齿

根紧靠近鼻孔
,

因鼻骨和上颇部保存完好
,

左边的梨状孔复原后
,

可以确定梨状孔的形状
。

鼻短而宽
。

在上领的眶前壁有一对眶下孔
,

在它的下方有凹陷的犬齿窝
。

颧弓几乎全缺失
,

只在

Χ2 和 Χ
,

之间的上方残留颧 弓根部
。

眶下方的上领部分
,

从眶下孔向外侧延伸
,

表明其面

部较为宽阔
,

与 尸
3

Δ,9 , > 1 Ε 1 , Φ = , ΓΗ 相似
。

在额骨的前面下方
,

有明显的两条颗脊
,

起始于眶上缘的后缘
,

约在眶上缘的中间向

上方延伸
,

因头骨的顶骨和额骨上部缺失
,

无法看出颗脊的延伸情况
,

但从额骨前面残留

的额三角来看
,

和上猿
、

黑长臂猿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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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
,

粗壮池猿的面部像欧洲的上猿和现代长臂猿
,

面部较宽
,

吻部较短
,

眶边缘

稍突起
,

有发育的眶上圆枕
。

另外
,

从吻宽指数
、

吻长指数
、

面深度指数
、

门齿宽指数
、

眶宽

指数
、

鼻宽指数
、

愕宽指数来看
,

前四个指数落在上猿的指数范围内
,

后三个指数分别落在

Χ9Ιϑ <Κ 9ΔΛ
Φ

Ι; Μ 和 (刃1Ε <Δ ΙΗ 等的指数范围内
,

表明它和上猿及现生长臂猿的相似性
。

因头骨受压
,

上颇齿 弓也随之变形
,

左齿列向前错动
,

使齿弓呈不对称的 Ν 字形
,

在左

面的 +一砰 的牙齿 中间裂开
,

但是牙齿基本上保持原来的位置 7 右齿列保存完好
,

%’一砰

长 Ο!
3

? 毫米
,

与黑长臂猿5本所收藏的 ∋1
3

≅ Α ? 6 和合趾猿 5∋
∗

3

!  ? 6 较接近
,

后两者

的 %’一Χ
Ο

长分别为 Ο!
3

! 毫米和 ?
3

Ο 毫米
。

粗壮池猿头骨颜面部的尺寸
,

与爪哇的 (
3

2Φ;
8

, 的相当
,

但牙齿显然比该种的大

得多
,

甚至比黑长臂猿的牙齿还粗壮
,

说明化石种的牙齿相对于面颅尺寸来说比例较大
3

与多数新第三纪的长臂猿类一样呈抹刀状
,

有发育的舌齿带
。
护 呈不对称的圆锥

形
,

犬齿化
,

舌面稍弯曲且有舌齿带
,

在 +∃ ! ≅? 头骨上
,

犬齿的内后侧从齿尖到齿冠基部

有大的磨耗面
,

从上犬齿的形态和高度来判断
, +∃ !≅ ? 是个雄性头骨

。

上前臼齿的基本构造与上猿的相似
,

但是粗壮池猿的上前臼齿与臼齿相比
,

显得比例

较大
。 +‘的舌齿带比 +Ο

的发育
,

但是上前臼齿的舌齿带也有变异
,

+ 的舌齿带从显著到

不发育
, + ,

的则从不发育到几乎看不见
,

而 +∃ !≅ ? 头骨上的 +峪,

舌齿带比较发育
,

而 + ,

的舌齿带却不显
。

上 臼齿近方形
,

原尖和次尖的位置象 Χ 9Ιϑ1 +9 ΔΛ Φ。 ,
一样更靠舌侧

,

但是 池猿的上臼齿

舌侧比较突起而使臼齿的轮廓呈方形
,

在 +∃ ! ≅? 头骨的上 臼齿更为明显
。

上臼齿的形态

与上猿相似
,

但弱的舌齿带却与印度的 Κ
3

友ϑ9, 人。99 相似
。

在 +∃ !Α≅ 和 +∃ !Α Α 中
,

舌齿

带只出现在原尖的近中侧
,

在 +∃ !≅ ? 头骨的上臼齿
,

舌齿带也不完全包围原尖
,

而上猿的

上臼齿则舌齿带包围整个原尖
,

在有的种类中甚至于延至次尖
。

池猿 甜 的原尖加大
,

后

凹向后 内方扩大
,

使舌侧宽度大于颊侧的宽度
。

Χ
,

后半部不缩小
,

这一现象与黑长臂猿

和合趾猿的相似
。

从 +∃ !≅ ? 头骨的初步观察中得出
,

它与上猿和黑长臂猿较相似
3

,

这与上
、

下齿系及下

领骨的研究结论是相符的
。

讨论

早期的长臂猿类化石发现于东非和欧洲
。

过去认为现生的长臂猿类是由埃及 早 渐

新世法幼姆层的原上猿 5+ϑ <Κ 2Δ’1 +9ΔΛ
Φ

二习 或风神猿 5∃ Φ1 21 沙人
。。户 发展 到 东 非 的 湖 猿

5,9 Π =Β +9Δ Θ
ΦΙ;

,
6 或欧洲的上猿 5尸291 +9 幼

。

。习
,

然后再由它们进化到现生的长臂猿
。

随着

化石材料的增加
,

特别是头后骨骼的发现与研究
,

+2 Φ< Ρ2 Φ 等对过去的一些种属作了修改

并建立了新的种属
。

上猿是欧洲新第三纪化石灵长类中了解得最多的一种猿类
。

最初发现上猿的牙齿化

石时
,

确信它是发展到现生长臂猿的一种小型猿类
,

后来
,

在研究其头后骨骼的过程中
,

发

现它的运动行为和现生的称猴类 5%Φ
ϑ Ι1 +Σ’Δ加。习 相似 5Σ <+ ΓΦ

,

 , ! 6
,

把它和其他中新

世同时代的种类进行比较时
,

就很难把它作为现生长臂猿的直系祖先 5/9 Π 1= Η <= > Τ2 Φ< Ρ2 Φ ,

 Α Ο 6
。

∃ => ϑΦ : Η 和 /9 Π 1= Η
52  Α Α 6 在研究东非的树猿的头后骨骼时指出

,

这个种比其他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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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猿类更适应于悬挂或臂行
。

因此
,

它更接近于现生长臂猿的祖先支系
。

Τ2 Φ< Ρ2 Φ 和

Η9 Π 1= Η
5  Α !6 在建立 Χ9 Ιϑ 口

+9 ΔΛ
Φ

川 , Ι2 <ϑ 砂 一新属种时
,

对东非早中新世的小型猿类湖猿

和树猿进行了讨论
。

他们指出 Χ 9Ιϑ <Κ 9ΔΛΦ Ι; , 的脸部形态和现生长臂猿很相似
,

而在牙齿

上又相似于肯尼亚中新世的树猿
,

它与树猿的亲缘关系可能比湖猿更近些
。

同时提出
,

埃

及渐新世和非洲早中新世的化石猿类代表两条不同的辐射系统
,

一条是埃及渐新世早期

的辐射系统
,

另一条是东非中新世晚期的辐射系统
。

欧洲中新世的上猿保留了许多渐新

世猿类的原始特征
,

可能和早期的辐射关系更密切些
。

而东非早中新世所有的 小 型 猿

类
—

材91 1
+9

ϑ人。Ι; Μ 、 。Φ1 Υ ϑ 1户9动。绍 Μ 和 , 9Π = 1户9ϑ人‘“Η
可能接近另一条辐射

,

它们和中新

世的森林古猿 5Β ϑς 1+Δ
, Λ Φ

Ι; 刁 的关系比它们和上猿或早期种属的关系更加密切
。

在亚洲
,

自从 ΗΙΛ 21Η ΗΦ ϑ
5  # 6报道在内蒙化德二登图层晚上新统发现的一枚上猿臼

齿后
,

长期以来
,

未发现过确实的新第三纪的长臂猿类材料
,

而东非和欧洲的种属与现生

长臂猿的亲缘关系
,

如上所述
,

存在着很多疑问
。

因此
,

亚洲的发现常常引起人们的极大

关注
。

 Α ∀年
,

李传夔报道了江苏泅洪发现的双沟醉猿 5Β 91叮, 1渺Δ人Φ

邵Η 动 “< , Ρ 1 ; Φ , 万Η
6

,

这

是亚洲新第三纪长臂猿类化石的首次记录
。

醉猿是代表亚洲一种个体小的长臂猿类
,

其

上臼齿形态最接近于东非早中新世的树猿
,

而与上猿等差别较大 5李传夔
,  Α ! 6

。

而禄

丰的池猿是晚中新世个体大的长臂猿类
,

在牙齿的形态和大小上与上猿接近 5吴汝康等
,

 ! 6
。  Α 年

, Ι Λ叩 ϑ。

等报道的 尸
3

友廊Λ。厅 是发现在印度哈里塔林加附近的那格里

层的一枚左 研
,

这也是晚中新世个体大的长臂猿类
。

从醉猿
、

池猿和印度的上猿这三种猿类化石的形态来看
,

虽然醉猿的个体比其他两种

猿类小得多
,

但在上臼齿四个齿尖的排列和轮廓上三者也有些相似
。

而在甜 的形态上则

后两者比较相似
。

醉猿的 甜 象其他 研 变异大的猿类的一样
,

研 的轮廓与前面两个臼

齿有很大的差异
,

尺寸也比前面的小
,

次尖退化
,

齿冠的轮廓呈圆形
。

而禄丰的池猿和印

度上猿的Χ
Ο ,

象欧洲的上猿一样比较大
,

轮廓基本上呈方形
,

无论在形态或时代上这两者

都比较接近
。 %Λ1+ ϑ< 等在描述 尸

3

左ϑ9Η 人=< 99 的 Χ
‘

时指出
,

叨 的舌齿带只出现在原尖的

近中侧
,

他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特性的表现 5% Λ1 Κ ϑ< < = > Ω < ; 2
,

 Α  6
。

在禄丰的 Χ
‘、

Χ#

中也有这种现象
,

但 砂 的舌齿带反而比较发育
,

在 +∃ !≅ ? 头骨的 研 上也很明显
。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 Ξ1 Λ29
= 于  ≅ 年描述的 Ω 咖二户王动

Φ

Ι; , ,

时代为中中新世晚期5李

传夔等
,  ! 6

3

其材料为附有 一马齿根的下领联合部
,

右边还残存了一小的 Χ2 的窝
,

另

外
,

还有一枚可能是下臼齿的碎牙
,

由于材料很破
,

Ξ1 Λ29
=
未建立正式的种属

,

只认为它是

一种高等灵长类
,

而不是长臂猿和称猴科的类型
。 ΗΣ< 2<ς 和 Β Φ2 Η1 =

5  Α 6将 Ω 翻二+9 幼。
7

试放在分类地位未定的上猿科 5Ψ+29
1
+9Δ ΛΦ Ι9 >< Φ 9=Ι 翻<Φ ΗΦ >众6 内

。

尽管其分类地位至今尚

未确定
,

但它提供了与欧洲相关的线索
。

另外
,

从我国几个主要的中中新世晚期的哺乳动

物群来看
,

如内蒙通古尔
。

甘肃咸水河和陕西寇家村等的哺乳动物群反映出在中中新世

晚期
,

欧亚大陆的动物交流比中中新世早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

青海西宁盆地咸水河组

的四个化石点
,

在 种小哺乳动物中
,

除一种仑鼠 5+2 而1> 9+“力 以外
,

属一级都可以在欧

洲找到5李传夔等
,  ! 6

。

而与禄丰时代相当的保德期
,

大
、

小哺乳动物共有 #? ? 多种
,

大多数化石种类与欧洲的 & ; ϑ1 29 <= 期的同属
,

欧亚间的动物交流极为活跃 5李传夔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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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提及的是 % 1 2Ε Φ ϑΔ
5  Ο Α6 描述的 ∃ , +人9+9 动

ΦΙ; , ,

产自缅甸 Κ 1 = >1 ; = Ρ 的晚始新统

地层
,

材料为附有犬齿根
、 +Ζ

和部分 峡 的残破的下领骨
,

保存了 +Ο 、 +7

和 Χ
,

的齿冠
。

三个颊齿跟座上的特征和联合区似乎表明它可能是进步的早 第三 纪 的 灵 长 类
。 /Σ< 2< ς

5  Α ?
,  Α # 6 认为它是狐猴类

。 /9Π 1 = Η
5  Α 6 提出

,

从 ∃ Π +乃9+9 ΔΛΦΙ; ,
下颇骨的深度和前

臼齿的特征来看
,

它比狐猴类更具有高等灵长类适应的特性
,

因此
,

似乎表明它可能是高

等灵长类
。

化石记录表明高等灵长类可能是从狐猴类发展而来的
,

它和旧
、

新大陆的高等

灵长类祖先有关 5−9 =Ρ Φϑ 9ΙΛ
,

 Α Ο
,

 Α ≅ 6
。

尽管 目前说法不一
,

但是它提供了亚洲研究

高等灵长类的化石依据
。

从池猿与黑长臂猿的某些相似性来看
,

现生长臂猿从池猿发展而来似乎可能性更大

些
。

而醉猿的上臼齿形态似乎与爪哇的 (
3

2Φ; 南Ι; ,
较接近

。

因此
,

在中中新世以前
,

亚

洲可能还有比醉猿更早的长臂猿类化石存在
,

有待于今后的发现
。

解决长臂猿的起源问题也期待于亚洲晚中新世到更新世之间的化石发现
。

现生长臂

猿分布在亚洲南部
,

而亚洲更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主要发现在爪哇
、

苏门答腊
、

加里曼丹

等地
,

我国的四川盐井沟
、

广西的宜山
、

巴马
、

都安
、

桂林
,

云南的西畴
,

贵州的桐梓和湖南

的保靖等地都有零星牙齿的发现
。

因此
,

从晚中新世至更新世之间的中间环节
,

有待于在

亚洲发现
。

普通长臂猿 5( ς2 口Ε< ΔΙ ,
6 有六个种

,

分布在我国的有三个种5全国强等
,  ! 6

,

在云南

省境内均有分布5李致祥等
,  ! Ο 6

,

因此
,

云南省是现生长臂猿的重要产地之一
。

池猿是

在现生长臂猿的栖息地首次发现的第三纪的长臂猿类化石
,

说明在大约距今 ! ?? 万年前

或更早的时期
,

长臂猿类已定居在现生长臂猿的故 乡
。

同时暗示
,

在云南和我国的南方地

区还可能找到上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
。

本文由王纯德同志照相
,

在此特致谢意
。

5  ! 年  月 # ?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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