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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中新世兔猴类一新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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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的是在云南禄丰腊玛古猿化石产地发现的原猴类化石
,

分类上归于兔猴科
。

鉴

于它的形态特征
,

作者把它订为一新属新种 47 81 9: 9+ 打 ;9 1 17 “了
<=

>
·

=? 7+
·

>
1≅

·

5
,

这是迄今

已知兔猴科最晚的记录
。

这一发现对兔猴类的进化及探讨腊玛古猿的生活环境具有一定的意

义
。

兔猴科 4∃ :叩 8: 9= 5 是一种树栖狐猴型的原猴类
,

它是在欧洲
、

北美曾一度繁盛的一

支灵长类
,

出现于早始新世
,

绝灭于晚始新世晚期4约距今 Α Β Χ Χ 万年前 5
。

在始新世时期
,

欧洲的兔猴科已知的有 7 属 # ! 种
,

延续的时间有 # Χ Χ Χ 万年之久 4− 8> < =Δ 8=Ε
,

 Β Β 5
。

中

新世的兔猴发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西瓦立克地区
,

有 # 属 Α 种
。

古 印 度西 瓦 兔 猴

4∀
, 9 29Φ叩 ∀ +9 29 = 8> : 81 7

5发现在中中新世的庆吉动物带4约距今 Α Χ Χ一 Χ Χ万年前 5
,

而另

一个种那格里西瓦兔猴 4∀
, 9 29 Γ9 Η8, > 9 < Δ8 85 和喜马拉雅印度瘦猴 4.

, : Δ9 21 Δ?’7 入81 9 29Ι= > ϑ 8,

5

发现在晚中新世那格里动物带
,

距今约  Χ Χ 万年 4− 8> < = Δ8; Ε 9 > : / 9
Ε> 8,  ∀ 5

。

因此
,

在

晚始新世晚期到中中新世时期之间的约 # Α Χ Χ 万年中
,

兔猴类在地史分布上并不清楚
。

而

禄丰兔猴的发现
,

是迄今已知兔猴科时代最晚的记录
。

此外
,

童永生于  Β  年报道过在广东南雄发现的一种晚古新世的狐猴类动物

—
短

吻石猴 4尸刁Δ1 2; 1 ΚΔ Λ Δ= 讨Δ1 7? Δ= 5
,

材料为附 ;, 一Μ
Α

的左上领 ≅
3

∀ #  !
。

它是 目前所知最

古老的兔猴类
。

同时
,

他还认为
,

徐钦琦于  Β Ν 年报道的安徽潜山盆地中古新统的王河

似悬猴兽 4∃
, 9+ ?1 < 9 2。 留朋沙1= ,

衍
,

≅
3

Α # ,

附 + ,

一Μ
‘

的左上领破块5 和安徽双峰兽

‘Ο 89; Δ1 二, 召动“

初后
,

≅
3

# Β ,

附 +2 一Μ
,

右上领破块5不像娅科动物
,

形态更类似于早

期灵长类
。

在晚古新统一中中新统之间
,

虽然兔猴类在亚洲的发现非常稀少
‘5 ,

但是亚洲

25  Β Ν 年
, − 8> < = Δ 8= Ε 认为陕西蓝田晚始新世狐猴 , 9 > ?8 9 , 8Κ 7 Π 8动

“。。 , 8占 4周明镇
,  Ν ,

材料为附 Η Θ

一Μ
,

的右上领5
, 与欧洲晚始新世的双锥齿兽 4Ο8 ;Ε 1Λ

Κ 示:5 的偶蹄类相似
,
而不是早期的狐猴类

, 又说卢 氏猴

4毛
“7Ε8Ρ‘, = Ε 1 Σ

,

 Ν 5 属眼镜猴类
,
而黄河猴 4(

1 9 > < Ε 1 > 8Κ ,
5 4见 Θ ; 29 > ϑ Τ了

,

 Α Χ 6 Υ
1 1 9 > : % Ε 1 Σ

,

 ∀ Β 5

是一原始的狐猴类
,
和欧洲始新世的兔猴 〔尸

尸厅‘ 1 , 口: 1 。
5 有密切关系

。
Η 1 , : 9Κ

, 砂 。
4+. 2<Δ 8ς

,

 # Β5 的上

臼齿有似早期灵长类的特征
, 如果确是灵长类的话

, 则它的系统关系似乎和兔猴科有关
。

至于缅甸晚始新世的
∃ , 夕Ε 8夕8?Ε““‘

4%
1 2比

Δ? ,

 ΑΒ 5
,

材料为附有 Η Α一 6 和 Η ϑ

的齿根和 % ,

的& 颁骨
,
是亚洲了解最全的始新世

灵长类 , /Ρ 9 2盯 4  ΒΧ
,

 Β# 5 认为它是一狐猴类
,
而 / 8ς 1 > ,

4  Β 5 则认为它是一高等灵长类
。 − 盛。 < = Δ 8=Ε

提出
, 刁 , Η人萝声动。

“Γ 出现于晚始新 世
, 正是狐猴向高等灵长类过渡的时期

, 问题是它究竟是进步的狐猴类还

是原始的高等灵长类
, 目前还难于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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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灵长类的发现应引起注意
。

禄丰的原猴类归于兔猴科
。 +∃ ! Ν 4附 % 一+‘

和 Μ
,

的残破上领骨5和 +∃ ! Ν# 4附

左
、

%,
、

几一Μ
,

和 巧
、

Μ
8

一从 较完整的下颇骨5已作了初步的描述4吴汝康等
,  ! # 5

。

在

后来的几次发掘中
,

又增添了一些新材料
,

使我们有可能对晚中新世的兔猴类进行较全面

的观察和研究
。

现已获得兔猴类的材料 Α! Χ 多件
,

包括上
、

下领骨 ! 件
,

单牙 # ∀ 枚
,

齿

列 Β∀ 件
。

从二至五层均有发现
,

主要产 自第二层即黑灰色炭质粘土与灰白色砂互层
‘5 ,

约

百分之六十的标本来自该层
,

其次是第五
、

六层即灰 白色砂层和褐煤层
,

第三层褐煤层最

少
。

过去在第一层基本上没有发现过灵长类化石
,

在  ! Α 年冬的发掘中
,

采用了筛洗堆

积物的方法
,

在第一层的黄色粘土中也发现了一些古猿和小灵长类化石
。

其中包括兔猴

类
。

从牙齿的形态上看与第二层的种类没有什么差异
。

化 石 记 述

灵长目 + Δ
恤

9 ?= 7 , 8> >9
= Κ 7 Β ∀ !

兔猴形次 目 ∃ : 9 Η 8Ω1 Δ ς = 。 / Ρ 9 29 Ι 9 > : Ο = 27 1 >  Β  

兔猴科 ∃ : 9 Η记9= & Δ 1 Κ = 7容9 ? ? ! Β  

中国兔猴属 及> 1 9
:9

Η 87 <= >
·

> 1 ≅3

厚齿中国兔猴 从> 1 9
而Η 8Ξ ; 9 Δ ”1 7 Κ 7 ’Η

·

> 1 ≅
·

正型标本 同一个体的 + 一Μ
Θ

的左下领和附 Μ
2

一Μ
,

的右下领 4+∃ ! ! ∀ ,

图版 .、

图 25
。

特征 亚洲晚中新世个体大的兔猴类 6 + 高度臼齿化
,

跟座上有发育的下次小尖且

有一条沟与下内尖隔开
,

齿冠的长度比任何一个下 臼齿的长度都大
,

颊齿带不发育 6 下 臼

齿短而宽
,

颊侧无齿带
,

只在远中侧残留一些
。

齿尖低而钝
。

下领骨高大
。

图 同一个体附 + 一Μ
ϑ

的左下领和附 从一Μ
Α

的右下领 4+∃
3

∀ ! ∀ 5

,= Ω? ς 9 > : 8Λ Κ 29 Δ ΩΔ 9 < ς = > ? Σ 8?Ε Η 6

一Μ
ϑ 9 > : Δ 8< Ε ?

9
3

左下领
,

咬合面观 6 Λ3 左下颇
,

颊面观 6丫
Σ 8?Ε Μ

8

一Μ
Α 1 Ω ?Ε =

右下领
,

咬合面观 6

7 9 ς = 8> : 8≅ 8: Κ 9 2 4Η ∃ ! ! ∀5
:

3

右下领 , 颊面观
9

3

2= Ω? ς 9 > : 8Λ Κ 29 Δ ΩΔ 9 < ς = > ? , 1 = = 2Κ 79 2 ≅ 8= Σ ϑ Λ
3

2= Ω? ς 9 > : 8Λ Κ 29 Δ Ω Δ9 < ς = > ? ,

Λ Κ = = 9 2 ≅ 8= Σ 6 =
3

Δ 8< Ε ? 1 > = ,

1 = = 2Κ 79 2 ≅ 8= Σ 6 :
3

Δ 8< Ε ? 1 > = , Λ Κ ; ; 9 2 ≅ 8=Σ

5 见本期祁国琴
“

禄丰吉猿化石地点地层概述
”

一文图 ,
。



吴汝康等 ϑ 禄丰中新世兔猴类一新属

描述 + 6

齿冠粗壮
,

高度臼齿化
,

有明显的五个齿尖
,

三角座小
,

跟座相当发育
,

在下

原尖和下后尖之间有一纵沟隔开
,

三角座开放于舌侧
,

下内尖和下次小尖发育
,

象下臼齿

一样
,

这两个齿尖靠近
,

其间有一条沟隔开
,

颊齿带欠发育 6 齿冠的长度比下臼齿的长度都

大
。

下臼齿短而宽
,

齿冠的轮廓较圆
,

颊侧无齿带
,

只在远中侧残留一些
。

齿尖较低而钝
。

Μ
,

经磨损后齿质点连成片
,

远中侧不显齿带
,

但在颊侧的基部膨胀
,

因而使齿冠的轮

廓呈方形
。

Μ
ϑ

的构造是下臼齿中最有特色的
,

整个牙齿显得较丰满
,

齿冠呈椭圆形
,

三角

座小
,

开 口于舌侧并有一条沟通向舌侧
,

而沟的另一端与下原尖和下后尖之间的沟相连
。

下次小尖和下内尖靠近并有一条沟将这两个齿尖隔开
。

下次小尖发育
,

明显地比下内尖

大
。

在下后尖和下内尖之间的坡度较缓并有一条沟分隔
。

Μ
、

的齿冠与前面两个牙齿相

比显得狭长
,

前凹较小
,

下次小尖向后伸展
。

比较和讨论 .耐Δ9 21 Δ87 属是 , ,
∀ 于  Α Α 年建立的

,

正型标本为产自印度哈里塔林

加的那格里层的一枚左 Μ
,

4或左 Μ办
, Ψ+Μ Α ! Χ#

,

他认为与瘦猴有关而订名为 .>: Δ9 21 廊

2Κ2 28
。

时代应为晚中新世
。

以后
, & 9? ?= Δ7 922 4  Ν ! 5 又描述了一块残破的左下领 4附 Μ

和 Μ
, 、

Μ
Θ

的齿根 5
, Ψ+Μ  Α

,

产自巴基斯坦庆吉最南面的一个地点
,

订为 .1 :53
“
21爪

;Ω
3

2Κ 228
,

时代为中中新世
。

当他研究这块标本与 ,1Δ 878 :9= 及 +Δ1 ;Ι 1> 8:9= 的关系时
,

指 出

. >
:

Δ 9 Ρ1 Δ 8, ΡΚ ΡΡ8 和以前归于肉食类的 ∀ , 9 > 9 沼。 Ε81 9 29 Ι=>后 4− /. Ο
一
# Α Β5 的正型标本相

似
。

于是
,

他将 +8 2<Δ 8ς 在  Α# 订为肉食类的一些标本也都归入了灵长类的兔猴科
。

从

正型标本 Ψ+Μ Α ! Χ # 来看
,

齿冠较宽
,

下次小尖不发育
,

在下内尖和下次小尖之间没有

明显的沟隔开
。

而禄丰的下臼齿个体大
,

齿冠短而宽
,

在齿冠的远中侧有齿带 6 下次小尖

异常发育且有沟与下内尖隔开
。

781 29 : 口+8了属是 − 8> <币 = Ε 和 / 9
Ε> 8于  Β  年建立的

。

它不同于 . > : Δ9 21 Δ2’, 属的是有

相对狭的下臼齿
,

有很大的
一

Ζ次小尖且与下内尖紧挨近
,

在这两个齿尖之间有深的沟隔

开
。

而根据跟座和齿带的发育程度又分成两个种
一

ϑ ∀
3

>9 <Δ88 和 ∀
3

+9 29 =8 >: 8;Κ 7。

前者下臼

齿的跟座比后者的狭
,

颊齿带也比较发育 4−8 >< =Δ 8;Ε
9

>: 79Ε >8
,

 Β  5
。

从禄丰标本的形

态看
,

与 781 9 29 : 9+87 比较相似
。

但它的尺寸比 . > : , 9 21 Δ87 和 /81 929 : 9+众的都大 6 Η 、的长度

比下臼齿的长度大
,

下领骨高4见表 5
,

下臼齿短而宽
,

齿带只出现在齿冠的远中侧等特征

构成这一新属的特征
。

反“29 :9 沙 和 .> :Δ9 21 南 是 ∃ :叩记9= 中十分相似的属
。

至今
, .>: Δ9 2

。 属的标本还比

较少
,

同时也存在一些疑问
。

 ! Χ 年
, %Ε1+ Δ9 和 ≅ 97 87Ε 9? 把以前描述过的 反湘。脚 Φ 的四

个种归入 . 1 : 1 21 碗
,

连同以前在印巴次大陆晚中新世发现的材料和他们新发现的材料总

共有 ! 块标本归人 . , ΦΔ9 21瓜
。

最近 4  !斗年5
,

经 − 8> < =Δ 8=Ε 和 / 9 Ε> 8 研究
,

其中的 Ν 块标

[2[
勺‘2,

呼3工

本被归到 78 湘29由+87 属内
。 %Ε1+ Δ9 等认为 .耐。21 碗 的齿式 目前还不清楚

,

可能为

+6

完全臼齿化
,

有四个易于区分和大小略等的齿尖
,

齿冠有较小的三角Α[一ΑΜ
Α[一Α+2[一2[%

座和大的跟座
,

三角座有两个齿尖
,

即下原尖和下后尖
,

在这两个齿尖之间有横的釉质边

缘相连
,

而这两个齿尖沿着近中缘围着一小的凹即前凹 4, , 87 ,  Α Α 5
,

在牙齿的舌边开

口较窄
,

缺少清楚的下次小尖
,

有很发育的颊齿带
。

Μ
,

的整个形态和 ) 的相似
,

但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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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禄丰标本下齿系测? 对比表 4单位ϑ 毫米5

+++++ Μ
888

Μ
###

Μ
,,

下领骨在在
,,,,, Ξ 8> : = ΠΠΠ , 牙 8> : = ΠΠΠ , Ξ 8> : = ΠΠΠ , Ξ 8> : = ΠΠΠ Μ

处处处处处处处的深度度

禄禄丰标本 4+∃ ! ! ∀555 !
3

Χ ∀
。

Ν Β ΧΧΧ Ν
3

Β ∀
3

Α Β    Ν
。

∀
3

Β !    Β
3

∀
3

Α Β∀∀∀ Ν
。

ΑΑΑ

左左下领4附 Η
一Μ

ϑ

5
∴∴∴ 犷犷 Δ Ν

3

# ∀
3

∀ !   Ν
3

Α ∀
3

Β  

右右下颁4附 Μ
6

一Μ ,

5555555555555

/// 8?, 9 29 : 9 +介介 ∀
3

 一 Ν
3

#
3

∀一
3

ΒΒΒ ∀
3

∀一 ∀
3

 
。

Α一呼
3

ΝΝΝ ∀
3

 一Ν
3

Α
,

   Ν
。

Β一Ν
。

 
,

ΝΝΝ
. > , , , ###

刀刀9 < Δ8 矛∴ ∴∴∴ 牙Ν
3

Χ ∀
3

Ν Β ΝΝΝ ∀
3

Ν ∀
3

斗Β Β    Ν
3

Χ ∀
3

 Χ ! Ν
。

! Χ
3

Ν Χ Ν !!!!!!!!!!!!!!!!!

上上上上上上上 0 3 ‘

]
‘ 3 ΦΦΦ

。

∀∀∀

∀∀∀ 沙9 29 Γ 9 +8了了 Ν
。

! 斗
。

斗 Ν ∀∀∀ Ν
3

斗
3

Β Β ΑΑΑΑΑΑΑΑΑ
+++9 29 巴8刀:8 ; Κ 7 ∴ ∴ ∴∴∴∴∴∴∴∴∴∴∴∴∴

...月: Δ 921 Δ行行行 Β
。

Χ ∀
3

∀ Β    ∀
。

∀
3

Α Β !!!!!!!

人人8ς 929 Ι亡刀了行∴ ∴ ∴ ∴∴∴∴∴ !
3

Χ
3

Χ ∀ ΧΧΧΧΧΧΧΧΧ

−−− / .一 Ο # Α ΒΒΒΒΒΒΒΒΒΒΒΒΒ

−−− ./一 ⊥
3

Β Χ ΒΒΒΒΒΒΒΒΒΒΒΒΒ

ΨΨΨ+Μ Α !Χ #############

, ϑ

齿冠的长度 6 Ξϑ 齿冠的宽度 6 补 平均数
。

∴ 本文作者
。

∴ ∴ 依 − 8
> < = Δ 8=Ε 9 > : 7 9 Ε > 8

,

 !
。

∴ ∴ ∴
依 & Ε 1 ς 9 7 9 > : ≅=

Δ ς 9 ,
 Β  

。

∴ ∴ ∴ ∴ 依 = Ε 1 Η Δ 9 9 > : ≅ 9 7 8 ϑ Ε 9 ? ,

 !Χ
。

育的下次小尖和三角座的近中棱
,

齿冠的凹比较显著
,

颊齿带不如 + 6

发育
。

Μ
Θ

比 Μ
,

大
,

下次小尖更加发育
。

牙齿有明显的颊齿带
。

Μ
Α

的下次小尖更靠远中侧
。

下 臼齿的特征

有厚的釉质
。

从上述的描述中看
, . , : Δ9 21 而 和 /Ρ’摊29: 9Η 介 是很相似的

。

因此
,

这两个属很可能是

相同的
,

至于它们之间的差别
,

可能是属内的差别
。

小 结

3

禄丰标本个体大
。

+ 高度臼齿化 6 ) 的长度比下臼齿的长度大 6下臼齿短而宽
,

齿

带只出现在齿冠的远中侧等特点区别于西瓦立克的两个属
。

它代表亚洲晚中新世的一种

新的种类 ∀ , 1 9 : 9

娜 ;9 Δ”∗‘Κ ‘ < = >
·

“? “Η
·

> 1 ≅
·
1

#
3

在欧洲和北美
,

兔猴类绝灭于始新世之末期
。

而中新世的兔猴类发现在印度
、

巴基

斯坦的西瓦立克地区
。

禄丰兔猴的发现是迄今已知兔猴科最晚的记录
。

对它进化系统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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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猴类是始新世时期欧洲
、

北美繁盛的一支灵长类
,

在亚洲的发现很稀少或在分类

位置上还有疑问
,

但在印度
,

巴基斯坦的中
、

晚中新世的兔猴类和近年来我国报道的广东

南雄晚古新统的短吻石猴的发现
,

提供了亚洲和欧洲
、

北美之间兔猴类的联系
,

禄丰这类

化石的发现更加深了这一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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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描述的兔猴类是禄丰动物群的成员之一
。

它的形态与印度
、

巴基斯坦西瓦立

克的种属相似
,

表明禄丰动物群与西瓦立克动物群的密切关系
。

兔猴是一种树栖性的狐

猴型的灵长类
。

它的发现
,

有助于探讨腊玛古猿的生活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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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插图由沈文龙同志清绘
,

图版由王哲夫同志摄制
。

笔者在此表示谢意
。

4  ∀ 年  月 Χ 日收稿 5

参 考 文 献

吴汝康等
,  ! #

。

云南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再次发现腊玛古猿头骨
—

 ! 年发掘报告
。

人类学学报
, ϑ .Ο .一 Χ !

。

周明镇
,  Ν

。

陕西蓝田一始新世狐猴类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
, !ϑ # ∀Β 一# Ν Α

。

徐钦琦
,  ΒΝ

。

安徽古新世娅兽科的新属种4
_

匕
、

下 5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
, ϑ Β 一 ! , # 们一 # ∀

。

童永生
,  Β  

。

华南一种晚古新世灵长类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
, Β ϑ Ν∀ 一 ΒΧΧ

%Ε
1 Η Δ 9 ,

∀
3

)
3

⊥
3

9 > : )
3

∋
3

09
787 Ε9 ? ,

 !Χ
3

∃ >
即 Μ 81

一

+2 81 = => = 介动叨勿ΔΡϑ7 4+Δ 8ς 9?= 5 ς 9?= Δ892 Σ 8?Ε ;1 ς
]

ς = > ?7 1 > ?Ε= ?9Π 1> 1而= 7?9 ?Κ 7 1 Ω /8≅ 9 > 9
7Κ

9
4%

9Δ > 8≅ 1 Δ=
5 ΩΔ 1 ς ?Ε= /8≅ 9 28Τ7 1 Ω ?Ε = .> :89 > /Κ Λ =1 >

]

?8> => ?
3

Φ
3

( , 脚
3

⎯ 沙Χ
3 ,

 ϑ #  一 Α#
3

% 1 2Λ= Δ? ,

⎯
3

(
, ,

 ΑΒ
3

∃

>=Σ
Η Δ8ς 9 ?= ΩΔ 1 ς ?Ε= Κ +Η = Δ ⎯ 1 = = > =

+∗
> :9Κ > < Ζ∗ Δς

9 ?81 > 1 Ω Ξ Κ Δ ς 9
3

∃ 脚
3

Μ
Κ 7

3

∋ 1 沙8?9 ?= 7 ,

 ∀ ϑ

一 !
3

− 8> < =Δ8 比
,

+
3

Ο
3 ,

 ΒΝ
3

勿
7 ?= ς 9?8= Η 1 78?81 > 1 Ω ?Ε= 9 22馆

= : +Δ8ς 9 ?= ,9 行?细, 8“ ∀ Π 8= 儿Κ =”7行 %Ε1Σ
,

, Ν
,

ΩΔ 1 ς ?Ε= ⎯ 1 == > = 1 Ω % Ε8> 9
3

Φ
3

龙 脚
3 ,

∀ Β ϑ  一  !
3

− 8> < = Δ8=Ε
,

+
3

Ο
, ,

 Β Β
3

∋=Σ
7Η = ;8 = 7 1 Ω ⎯ 1; =>

= Η Δ8 ς 9 ?= 7 9 > : +Ε Ι21 < => Ι 1 Ω ⎯ Κ Δ1 Η = 9 > ∃ :7 Η 8: 9=

Ζ∗ 289

+Δ

加9 Δ, #! ϑ Ν Χ一
α

!Χ
3

− 8> < = Δ8= Ε
,

+
3

Ο
3

9>: ∃
3

/ 9Ε >8
,

 Β  
3

了作己翔之:Δ87
9 > : 及“勿由户行

ϑ
Μ 81 ;= > = 9 :叩 8: +Δ8 ς 9?= 7 ΩΔ 1 ς ?Ε= ∀

]

Σ 92 8Τ 7 1Ω .> :8 9 9 > : +9 Τ 87?9 >
3

∋ ?“Δ = ,

# Β  ϑ ∀一井 Ν
3

− 8> < =Δ8=Ε
,

+
3

Ο
3

9 > : ∃
3

/ 9

Ε> 8
,

 !
3

Ο => ?8?81 > 1 Ω ∀ 沙929 :9 户行 ,
昭

ΔΩ云 4∃ :印8: 9 =
5 Ω
Δ1ς

?Ε = ,9 ?= Μ 81 = = > =

1 Ω .> :89
3

Θ刀了已产理召才
3

Φ
3

尸月功‘考时
3

,
ϑ ΝΑ一Β 

3

, =Σ 87
,

−
3

⎯
3 ,

 ΑΑ
3

+Δ= 28ς 8> 9 ΔΙ > 1 ?8; = 1 Ω 9 > =Σ 朗
> Κ 7 1 Ω 2= ς Κ Δ1 8: ΩΔ1 ς ?Ε = /8≅92 8Τ 7

3

∃ ,
3

Φ
3

/; 81 # Ν ϑ

Α 一 Α!
3

+8 2酬 ς
,

−
3

⎯
3 ,

 #Β
3

∃ 夯州夕左无=;97
Η习9 ?= 9 > : 1 ?Ε =Δ +Δ8 ς 9 ?= Ω1 77827

,

ΩΔ1 ς .> : 89
3

卫‘脚
3

−=∗.
3

叙
Δ 夕

3

刀
·

Φ云几 ϑ

一#
3

+.2< Δ8ς
,

−
3

⎯
3 ,

 Α#
3

& Ε= Ω1 7782 % 9
Δ> 8≅1 ϑ 9 1 Ω .> :8 9

3

Μ =份
3

− = 1 2
3

/“Δ沙
3

.> :勿
,

! ϑ

一#Α#
3

/至ς 1 > 7 ,

⎯
3

,
3 ,

 Β
3

) =2 9 ?8曲
7Ε8Η 7 1Ω ∃脚+儿动介儿=; 穿, 9 > : ∗28=

1 +方无‘‘刀Φ、 入伍才刀尸‘
声

# Α# , ! 一  
3

/Ρ 9 2盯
,

Ζ
3

/
,

 ΒΧ
3

, 9 ?= ⎯ 1 ;= > = ∃脚+九8+8?Ε= ;Κ 7 幼 : 1 Δ8< 8> 7 1 Ω =9 ?9 ΔΔΕ8> = +Δ8 ς 9 ?=7
3

∋9
?Κ Δ已 # #Β ϑ Α∀∀一

Α∀ Β
3

/Ρ9 29 Ι
,

Ζ
3

/
,

 Β #
3

∃树+儿Φ户方力
口““ Δ=访78?=:

3

∋诊Ω扮, 已 # Α Ν ϑ Β  一 !Χ

& 9??= Δ79 22
, 3 ,

 Ν!
3

∃ ς 9 > :8 Λ 2= 1Ω 2”Φ尸口之。, ∀
4+Δ 8ς 9 ?= 7 ,

,1 Δ 878: 9 = 5 ΩΔ 1 ς ?Ε=
Μ 81;

= > = 1 Ω .> : 89
3

+ 1 7才汀#
,

+ =9 Λ 1

勿 对
Κ 7

3

Ι9 2= β , 8刀, # Α ϑ

一 Χ
3

&Ε
1 ς 97 ,

(
3

= ? ∀
3

∋
3

0 = Δ切 9
3

 Β 
3

Ο Ν;1 Κ ≅

=Δ?
= :

,

Κ> Η Δ8 ς 9 ?= ∃ :叩8Ω1 Δς =
4/8

≅ 9 29:叩8> 9=
7

ΚΛ
3

Ω9 ς
,

> 1 ≅
3

5

: 9 > 7 2= 珑
1 =之> = ς 1 Ι=> : =7 /8Σ 碰Τ 7 : = 29 Δ Ν < 81 > : = ) 9 ς > 9 < 9Δ 4Φ

9ς ς Κ = ? % 9= Ε= ς 8Δ=
3

.> : =
5

3

%
3

)
3

∃ ; 9 :
3

/; 8
3

+9
,
祝 /Ν Δ8= Ο

,

# !  ϑ !ΑΑ一!ΑΝ
3

Υ
1 1 ,

Φ
3

⊥
3

9> : Μ
3

%
3

% 221 Σ
,

 , Β
3

∋ = Σ ς 9?= Δ892 7 1 Ω ?Ε= = 9Δ28= 7? Η Δ8ς 9 ?= Τ > 1 Σ > 8> % Ε8> 9 ( 1 9 刀<无。, Χ ∀

7 ?= Ε28> 8
3

0 =犷?
3

+9 2
3

ϑ # ΝΒ一# Β #
3

Θ : 9> 7

Τ≅
,

Χ
3 ,

 ΑΧ
3

Ο 8= 92??= Δ?8注Δ=> 7五Κ < = ?8=Δ= % Ε 8> 97 , >
=Λ

7? 7 ?Δ 9?8< Δ 9+Ε87=Ε= > Ξ = ς = ΔΤ Κ > < = >
3

+以
3

∀ 忽
、

4% 5
,

Ν ϑ

一!Β二



Ν 人 类 学 学 报 斗 卷

∃ ∋ ⎯ Υ ∃ Ο ∃ +.Ο +) .Μ ∃ & ⎯ Ζ) ∗ Μ & ( ⎯ , β Ζ⎯ ∋ −

Μ .∗ %⎯ ∋ ⎯
,

Ψβ ∋ ∋ ∃ ∋

Υ Κ ) Κ Τ 9 > < 4Υ
1 1 Φ Κ

一

⊥ 9 > < 5 + 9 > Ψ Κ = Δ
1> <

4.榔?8?“ ?= 1

Ω 下厂
= ΔΡ=Λ Δ9 ?= + 92= 1 行Δ1 21< Ι 9”: +9 2= 1 9 , ΔΕΔ1 +1 2= <夕

,

∃ ;9 := 形89

⊥ = Ι Σ 1 Δ : 7 尽落”1 9 : 9 +书∀ = 9 Δ” Χ ∀ 老6 7 6 ∃ : 9 +8: 9 = 6 + Δ 1 7 8ς 89 6 , 9 ?= Μ 81 = = > = 6 , Κ Ω= > <

/ Κ ς ς 9 ΔΙ

& Σ 1 Ω Δ 9邵> = > ?7 1 Ω ς 9 > : 8Λ 2=
, 1 > = 2=Ω? Σ 8?Ε + 6

一Μ
ϑ 9 > : ?Ε= 1 ?Ε = Δ Δ 8< Ε? Σ 8?Ε Μ

2

一Μ
ϑ ,

1 Ω ?Ε = 7 9 ς = 8> : 8≅ 8: Κ 9 2 4+∃ ! ! ∀
,

Ε 1 21 ?Ι += 5
, 9 7 78< > = : ?1 9 > =Σ Ω 1 Δ ς 1 Ω 9 : 9 +8:

,

尽艺” 1 9 ]

:叩话
= 9 Δ
彻

7林 ∀ < =>
3

=? 7+
3

> 1≅
3

Σ = Δ = : = 7 = Δ 8Λ =: 8> ?Ε87 +9 += Δ
3

∃ Λ 1 Κ ? Α ! Χ 7+==8ς = > 7 1 Ω ?Ε 87 Ω1 Δ ς 8> = 2Κ : 8> < ! ς 9 Π 8229 7 9 > : ς 9 > : 8Λ2= 7 ,

# Ν Χ 87 1 29 ?=:

?= = ?Ε 9 > : Β ∀ ?1 1 ?Ε Δ 1 Σ 7 ,

Σ = Δ = = 1 22= = ?= : ΩΔ 1 ς , 22Ω= > < ,

Ψ Κ > > 9 >
3

ΝΧ += Δ = = > ? 1 Ω ?Ε =ς

Μ 尸= Δ = Κ > = 9 Δ ?Ε = : ΩΔ 1 ς , 9夕= Δ 1 Ω / = =?81 > Ο
3

Ο 89 < > 1 787 1Ω ?Ε = > =Σ < = > Κ 7 ϑ
∃ > ∃ 78 9 > Μ 81 = => = 9 : 9 +8: + Δ 8ς 9 ?= ,

29 Δ < = Δ ?Ε 9 > ?Ε9 ?

1 Ω =8?Ε = Δ 7公, 9 29 :叩钻
1 Δ

几: Δ 9 21 Δ 艺∀
3

& Ε = 21 Σ = Δ Ω1 Κ Δ ?Ε + Δ =ς 1 29 Δ ∀ Ε 8< Ε 2Ι ς 1 29 Δ 87 =: 9 > :

21 > < = Δ ?Ε9 > 9 > Ι ς 1 29Δ 1 Ω ?Ε = 7 9ς = 8> : 8≅ 8: Κ 9 2
3

∃ : 87?8> =? ΕΙ+
1 = 1 > Κ 28: ?衍> > =: Σ 8?Ε

?Ε= = > ?1 = 1 > 8:
,

诚?Ε 9 : ==+ > 1切Ε Λ=

?Σ
= => ?Ε =ς

, ∀ Ω 1

Κ> : 8> ?Ε = 21 Σ = Δ Ω1 Κ Δ ?Ε + Δ =ς 1 29 Δ

9 > : ?Ε = Λ创
= 9 2 = 8> < Κ 2

Κς
∀ Σ = 9 Τ2Ι : =≅ = 21 Η = :

3

& Ε = 21Σ =Δ ς 1 29 Δ 7 9 Δ = 7Ε 1 Δ ? 9 > : Λ Δ 1 9 :
3

& Ε = Δ = ∀ > 1 =8> < Κ 2Κ ς 1 > 比= Λ Κ ; = 92 78: =
3

& Ε = Λ Κ = 192 =8> < Κ2 Κς
∀ + Δ =7=> ? 1 > 2Ι 1 >

?Ε= : 87? 92 78 : = 1 Ω ?Ε = =Δ 1 Σ >
3

& Ε= = Δ 1 Σ > 7 9 Δ = 21 Σ 9 > : Δ 1 Κ > :
3

/落3 9 29 :叩钻 9> : 孙咖
9 21 Δ 落∀ 9 Δ = ?Σ 1 7Κ ΩΩ8=8= > ?2Ι 78ς 829 Δ < = > = Δ 9

3

/1 ς = 7+= = 8ς = > 7

1 Ω 2件咖
9 21碗 Ε9≅

= Λ= => 9 ??Δ 8ΛΚ? =: ?1 从秒9 玩:叩落
∀ Λ Ι − 8> < = Δ 8=Ε

3

人∀ 9 Δ =7Κ 2?
, 1 > 2Ι 9 Ω=Σ

7 Η = =8ς = > 7 Δ = + Δ =7= > ? 孙: Δ 9 21 Δ87
3

/ 1 ς = Ω= 9 ?Κ Δ = 7 1 Ω ?Ε= ?Σ 1 < = > = Δ 9 = 9 > 9 27 1 Λ = 7 = = > 8>

1 Κ Δ 7+= = 8ς = > 7
3

∃ 1 = 1 Δ : 8> < ? 1 %Ε 1 Η Δ 9 ,

8? 7 = =ς 7 > 1 ? = 9 7Ι ?1 : 87?8 > <Κ 87Ε 孙: Δ 9 21 而∀ Ω Δ 1 ς

名83 9乙9 : 9卿/ , ∀ Χ 8? ∀ > 1 ? 8ς + 1 778 Λ2= ?Ε9 ? ?Ε =Ι 9 Δ = 1 Ω ?Ε = 79 ς = <= > Κ 7
3

尽落、1 9
:9 州

7 =邵。 Χ ∀肠∀ < = >
3

=? 7Η
3

> 1 ≅
3

ΩΔ 1 ς , Κ Ω= > < ∀ ?Ε = 29?=7? Δ = =1 Δ : 8> 29 ?= Μ 81
]

; = > =
3

& Ε87 : 87= 1 ≅ = ΔΙ 8> : 8=9? =7 ?Ε 9 ? ?Ε = Ω8> 9 2 = Π ?8> =?8 1 > 1 Ω ∃ : 9 +8: 9 = ς 9Ι Λ = 29?= Δ ?Ε 9 >

?Ε = = > : 1 Ω 孤
1 1 = > = 4! Μ Ι Δ

一5 9 > : 8? ∀ Ε =2Η ΩΚ 2 ?1 ?Ε = 7
?Κ :Ι

1 Ω 伍= > 9?Κ Δ 9 2 = > ≅ 8Δ 1 > ς = > ?

。 Ω ) 9’ς
9 Η落云Ε ==肠∀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