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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氏巨猿犬齿与前臼齿咬合关系的观察

张 银 运
8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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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步氏巨猿的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关系有两种主要类型 ; 一是相似于
“

猿奖
,

的
,

另一相似于
“
人奖

,

的
。

前者为雄性个体所具有
,

后者为雌性个体所具有
。

另有少数个体的则

是中间类型
。

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特征的分类学上的意义是可疑的
。

至少就绝大部

分雄性步氏巨猿个体来说
,

很难认为其犬齿是参与臼齿的功能
。

步氏巨猿下第一前臼齿之所

以呈双尖类型
,

与其犬齿并无直接的关系
。

化石灵长类的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关系
,

向来受到古人类学家的注意
。

依

传统的看法 8∗ ,, <, = , !∀ >  : − / ? ≅, % ∋ 36 ≅Α
,

!∀ Β Χ
,

!∀ Χ # : Δ ,3 Ε,Φ Φ
,

! ∀ #Γ : Η13脑Ι
,

! ∀Χ  :

01 Ι ,= % ,

!∀ Χ  9
,

猿类的上下齿列咬合时
,

上犬齿楔人下齿隙
,

掩覆于下第一前臼齿颊面近

中部位
,

构成了以剪为主的功能
。

由于猿类有发达的犬齿
,

犬齿突出于齿列咬合平面
,

在

咬合时对下领的活动起着连锁作用
,

故下领骨只能作有限的横向活动
。

人类的犬齿不发

达
,

犬齿通常不突出于齿列咬合平面
,

上下齿列咬合时上犬齿并不或稍微掩覆于下第一前

臼齿的颊面
。

因而
,

人类的上犬齿表现出其齿冠尖部有呈水平状的磨耗面
,

只是在其磨耗

的早期阶段才具有剪的功能
。 人类的下领骨在咀嚼时可作自由横向活动

。

上犬齿与下第

一前臼齿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咬合关系往往被用作为对高等灵长类化石材料作分类学上鉴

别的一个重要依据
。

巨猿在高等灵长类分类系统上的确切位置至今尚无定论
。

%1 Ι ,= %
和 ϑ << /3 8! ∀ Χ Γ9 主

张巨猿属于猿科系统
,

其理由之一是 ; 巨猿犬齿虽然是沿齿尖部开始磨平而不同于现生

猿类的
,

但其磨耗面是因与相对应的犬齿咬合而很快就磨成平面的 :这种扁平的磨耗面表

明巨猿的犬齿具有磨碎食物的功能
,

即起着类似于颊齿的磨的功能
。

但人科成员在咀嚼

时磨碎食物的功能仅由颊齿来完成
,

并不涉及到犬齿
。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 0Κ6 367 8!∀ Χ ∃ 9
、

Ε1ΛΜ / 6 Ι 8!∀ Χ Γ 、 !∀ Χ 9
、 01Ι , = %

8!∀ Χ  9
、

0 Κ 6 367 和 Ν /3 %, =
8!∀ Χ ∀ 9 等

。

巨猿的下第一前臼齿具有明显的颊尖和舌尖8吴汝康
, !∀ Β  9

。

双尖型的下第一前臼

齿的出现
,

据 Ο ,3 Ε, ΦΦ 8!∀ Χ∀
、

! ∀ # Γ 9 的解释
,

是由于犬齿的退化
,

上犬齿在下第一前臼齿

上行使功能的部位从下第一前臼齿的颊面近中部转移到齿尖部
。

这样
,

上犬齿就与下第

一前臼齿颊舌两尖相连而成的横晴相切
, 构成了近似于凿的功能

。

如果把这种解释应用

于巨猿的话
,

则巨猿犬齿至少在其磨耗的早期阶段不应被看成是具有臼齿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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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

关于巨猿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关系的进一步的研究
,

不仅能澄清对巨猿

犬齿在咀嚼过程中的功能的认识
,

而且也有助于巨猿在灵长类分类系统中确切地位的讨

论
。

迄今为止有关巨猿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咬合关系的讨论
,

皆根据为数有限的几具下

颇骨材料
。

本文根据出自广西柳城巨猿洞的相当数量的零星牙齿材料
,

对有关牙齿的磨

耗情况作一观察
,

以期对步氏巨猿的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关系作较全面的了解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供观察的巨猿下第一前臼齿共朽枚
,

皆出自广西柳城巨猿洞
,

地点编号 ∃ Χ Γ Π Θ
。

牙齿

的大致年龄组别可按其磨耗程度来分
;
颊舌两尖尚未磨耗或稍有磨耗者为幼年

一

青年组
,

颊尖暴露出齿质点者为中年组
,

颊舌两尖均暴露出齿质点者为老年组
。

上犬齿标本共 !∀ 枚
,

也出自广西柳城巨猿洞
,

地点编号 ∃ Χ Γ Π Θ 。

步氏巨猿犬齿有显

著的两性差异
,

可依其尺寸大小较容易区分成雄性的和雌性的
。

这些犬齿标本均已有一

定程度的磨耗
,

根据其齿冠尖部磨耗的程度可大致分成两组
; 青年

一

中年组和老年组
。

前

者齿尖部齿质暴露的面积小
,

约呈小的圆形 : 后者齿尖部几已耗去
,

齿质大面积暴露
,

甚至

向舌侧
、

齿冠基部延伸
。

下第一前臼齿与上犬齿和上第一前臼齿咬合时形成两个磨耗面
。

为便于叙述
,

下第

一前臼齿上的这些磨耗面可分别称之为其上犬齿对咬面和其上第一前臼齿对咬面
。

同样

的理 由
,

上犬齿则有其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和下犬齿对咬面
。

二
、

下第一前臼齿的观察

从下第一前臼齿的上犬齿对咬面的位置可以判断上犬齿与下第一前 臼齿 的 咬合 关

系
。

但有 ∀ 枚标本未观察到有明显的上犬齿对咬面
。

这些标本皆属幼年
一
青年组

,

咬合面

形态保存完整
,

可清楚看到颊舌两尖发育且呈横晴状相接8图版 4 , 39, 其中若干标本仅在

其颊尖和舌尖的远中部稍有磨耗而构成了其上第一前臼齿对咬面
。

显然
,

应与这些下第

一前臼齿相对咬的上犬齿尚处在未萌出阶段或尚未萌出到能相咬合的程度
。

其余 >Β 枚下第一前臼齿标本按其上犬齿对咬面的位置可分成下列几种类型 ;

! 上犬齿对咬面位于颊尖近中缘上或位于包括颊舌两尖近中缘在内的 咬 合 面近 中

部
,

在颊舌方向上呈大致水平状
,

但从远中稍微斜向近中
,

一般与上第一前臼齿对咬面有

明显的界限8图版 4 ,  9
。

计有幼年
一

青年组标本  枚
、

中年组标本 # 枚和老年组标本 Β 枚
。

在这总共 !Β 枚标本中
,

有 = 枚标本发现有与下犬齿相接触而形成的前接触面
,

说明其下

齿隙并不发育
。

在老年组标本中
,

由于颊舌两尖磨平
、

上第一前臼齿对咬面扩展而与上犬

齿对咬面相连接
,

致使齿冠整个咬合面成平面状
。

下第一前臼齿上的这种类型的上犬齿

对咬面表明
,

其相应的上犬齿并不明显地突出于齿列咬合平面
,

对下颇骨也并不起明显的

连锁作用
,

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面有咬合关系
, 在下第一前臼齿磨耗的早期阶段仍可与

下第一前臼齿的近中晴相切
,

只是在下第一前臼齿磨耗的老年阶段
,

上犬齿才与下第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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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齿似乎构成了若干程度的磨碎食物的功能
,

也很难说上犬齿是很快地就磨平而失去剪

的功能
。

从功能角度来看
,

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这种类型的咬合关系与人科成员的

类似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这种类型的咬合关系中
,

上犬齿并不与下第一前臼齿颊舌两尖相

连而成的横晴相接触
。

 上犬齿对咬面位于颊面近中部分
,

呈上下陡直的平面
,

上达颊尖近中缘峭
,

下几抵

齿带部 8图版 4
, > 、Π 9

。

计有幼年
一

青年组标本 # 枚
、

中年组标本 Π 枚和老年组标本 > 枚
。

在这 !乡枚标本中皆未发现有与下犬齿接触而形成的前接触面
。

其中
, Η >

!Π 和 Η >

>Π 标本

的上犬齿对咬面上已暴露出齿质
,

说明这种类型的对咬面即使达到相当深的磨耗程度时

仍可保持其陡直的形状
,

也就是说
,

其相对应的上犬齿不可能很快地就从尖部开始磨耗成

水平状的平面
。

Η
,

!Π 标本的上犬齿对咬面在上下方向上显得中凹而在颊舌方向上则为

平直
。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
,

与这下第一前臼齿相对应的上犬齿是显著地突出于齿列咬合

平面
,

可深深地楔人下领齿隙
,

与下第一前臼齿的颊尖近中缘和颊面近中部构成剪的功

能
,

对下领骨的活动可能有连锁作用
,

但下领骨仍可作一定程度的横向活动
。

’

显然
,

上犬

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这种类型的咬合关系与现代大型猿类的类似
。

在咬合时
,

上犬齿与

下第一前臼齿颊舌两尖相连而成的横岭也不接触
。

> 上犬齿对咬面位于颊面上半靠近颊尖或颊尖近中缘的部位
,

向近中
、

颊侧方向下

斜
。

当深度磨耗时
,

则该面下斜程度变小趋向水平并延伸至咬合面 8图版 4,
, 9

。

计有中

年组标本 斗枚和老年组标本 ! 枚
。

老年组标本的上犬齿对咬面与上第一前臼齿对咬面相

接
。

中年组标本的上犬齿对咬面则不与颊舌两尖相连而成的横晴接触
。

在 Η,

!Γ 标本的上

犬齿对咬面上可观察到明显的颊舌方向的磨耗痕迹
, Η >

Χ 标本的上犬齿对咬面在近中
一

远

中方向上呈中凹状 : 说明下领骨可作一定程度的横向活动
。

显然
,

在这种类型的咬合关系

俐哄
万刊

ΡΡΡΡΡΡΡΡΡΡΡΡΡΡΡ

图 ! 步氏巨猿 Η >

粗壮度频率分布

Σ≅ / Τ Υ / = / 7 ς 1% <≅ 1Μ Υ < 1, = , Φ Ε > , Φ ? Μ36 /左! 1= ≅ , Μ 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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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上犬齿稍外突于齿列咬合平面
,

可与下第一前臼齿的颊尖近中峭和部分颊面近中部行

使剪的功能
,

只是不及上述的第  种类型的那样典型
,

在下第一前臼齿磨耗的老年阶段或

许具有若干磨的功能
。

其上犬齿掩覆于下第一前臼齿的程度
,

看来比在上述的第 ! 类型

中所见到的为甚
,

但远逊于上述的第  类型中的
。

故这种类型的咬合关系可看作是介于

上述第 ! 类型和第  类型之间的一种中间类型
。

在上述的 >Β 枚标本中
,

第 ! 类型和第  类型的各占 ΠΠ 务 和 Π 多
,

是代表两类较为

主要的类型
。

一般认为
,

高等灵长类的下第一前臼齿在尺寸大小上也有一定程度的两性差异
。

图

! 示步氏巨猿下第一前臼齿以粗壮度为度量单位的频率分配情况
。

显然
,

该频率分配曲

线呈双峰态
,

其中尺寸偏大者可认为是代表雄性的
,

而尺寸偏小者则是代表雌性的
,

虽二

者的变异范围有所重迭
。

这种情况与吴汝康 8! ∀ Β  9 对步氏巨猿大小两型的看法也是相

一致的
。

如以牙齿长度值为横座标
,

以宽度值为纵座标
,

则步氏巨猿的下第一前 臼齿在座标图

上的分布情况如图  所示
。

图  中
,

第 ! 类型的下第一前臼齿尺寸皆偏小
,

而第  类型的

则尺寸偏大
,

尽管这两类牙齿都包括有不同年龄组别的标本
。

因而
,

步氏巨猿上述第 ! 类

型的下第一前臼齿可认为是雌性的
,

而第  类型的可认为是雄性的
。

即这两种类型的咬

合关系可分别看作是雌性的和雄性的咬合关系
。

属于第 > 类型的下第一前臼齿有 > 例尺

寸偏大
,

有  例尺寸偏小
。

这表明步氏巨猿的雌
、

雄群中
,

各有少数个体呈中间类型的上

犬齿与下第一前 臼齿的咬合关系
。

Γ Γ

犷
。 。

。 Γ

Ω

Ω

夕 一 , Ξ 一 Ξ Ξ Ξ 一了Ξ 一 一一 , 一
ΨΠ 巧 ,ς ,Χ 活 长 度

〔二 , 9

团 。 :
刃 !  Ζ 笋

一

≅,  !∀!∀ ‘弓!∀!∀#!!∀∃%, !!#!#!  %飞 
宽度
& 产月 月 ,

∋(

图例说明 )

—第 ) 类型的 ( ∗ , +

—第 + 类型的 ( , ,

图 + 步氏巨猿 ( ,

散布

, − . // ! & 一0 1. 2 & . 3 4 5 6 ∗ 4 5 7 8  . −友1

第 ∗ 类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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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上犬齿的观察

雄性上犬齿标本计有 !! 枚
,

包括 ∃ 枚青年
一

中年组标本和 Β 枚老年组标本
。

雄性青年
一
中年组标本的唇面近中部有一磨耗面

,

釉质磨光
,

沿矢状深沟上下行
,

从齿

冠尖部开始几达齿冠基部
。

该磨耗面是由于上
、

下犬齿咬合时形成的
,

即为下犬齿对咬

面
。

在齿冠舌面也有一磨耗面
,

从齿冠尖部开始沿远中婿上延可达齿冠全高之半
。

该磨

耗面为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咬合时形成的
,

即为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 8图版 4, Β 9
。

齿

冠尖部暴露出来的齿质点或位于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上或虽位于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上

但偏向下犬齿对咬面
。

雄性老年组标本的下犬齿对咬面的位置和磨耗程度与青年
一

中年组的差别不 大
。

其

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皆齿质大片暴露
,

沿齿冠远中暗的部位延伸至齿冠基部
,

故齿冠远中

峭已不复存在8图版 4, Χ9
。

该对咬面的唇侧釉质边缘十分锋利
。

而且
,

该对咬面多少呈上

下陡直状
,

与下犬齿对咬面相交呈锐角
,

使得齿尖部仍显得尖锐
。

在这些标本中
,

唯 Θ’ #

标本 8图版 4 ,

%9 显得有些特殊
,

其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稍呈水平状
。

但该标本的齿冠已

大部耗去
,

已达髓腔暴露的程度
。

如果对标本的年龄组别再细加区分的话
,

则该标本可归

为极度老年组
。

除 Θ’# 标本外
,

所有上述的上犬齿磨耗形态表明 ; 步氏巨猿雄性上犬齿可深深楔人

下颇齿隙而掩覆于下第一前臼齿颊面近中部
,

其舌面远中部和远中晴与下第一前 臼齿的

颊面近中部可构成剪的功能
,

而且
,

随着磨耗的深化
,

这种剪的功能仍可维持
。

显然
,

与这

类上犬齿相匹配的应该是前述的第  类型的下第一前臼齿
。

至于 Θ’# 上犬齿
,

由于其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稍呈水平状
,

除非其齿尖部因意外断

去
,

与前述的第  类型的下第一前臼齿相匹配的可能性不大
,

很可能是与前述的第 > 类型

的下第一前臼齿相对咬的结果
,

代表这第 > 类型咬合关系的极度磨耗情况
。

雌性上犬齿共 # 枚
。

其中 Χ 枚标本属青年
一
中年组

,

其下犬齿对咬面皆不如雄性的那

样明显
。

其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仅局限于齿冠尖部而不向基部延伸
,

大致呈水平状或稍

朝向舌侧
,

齿冠远中蜡保存完好 8图版 4 , ∀ 、 ! Γ 9
。

估计这类上犬齿在其磨耗程度加深时
,

其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仍可维持大致水平状 8图版 4 ,
! Γ 9

。

这些情况表明
;
这类上犬齿

在咬合时并不楔人下领齿隙
,

也并不或不十分明显地掩覆于下第一前臼齿的颊面近中部
,

在其磨耗的早期阶段才与下第一前臼齿颊尖近中缘构成剪的功能
,
对下领骨并不起连锁

作用
。

显然
,

与这类上犬齿相匹配的应该是前述的第 ! 类型的下第一前臼齿
。

另有一枚雌性上犬齿
,

编号为 Θ’ 33 8图版 4, ! !9
,

其下第一前臼齿对咬面不局限于

齿冠尖部
,

还沿远中峭向齿冠基部方向延伸
。

这种磨耗样式很难看作是上述雌性上犬齿

磨耗 深化的结果
,

很可能是 由于与前述的第 > 类型的下第一前臼齿相咬合而形成的
。

综合上述
,

步氏巨猿绝大多数的雄性上犬齿和雌性上犬齿各与相应的下第一前臼齿

构成两类不同的咬合关系
,

即雄性类型的和雌性类型的
。

在雄性类型的咬合关系中
,

上犬

齿楔人下领齿隙
,

明显地掩覆于下第一前臼齿颊面近中部
,

上犬齿舌面远中部和远中峭与

下第一前臼齿构成了典型的剪的功能
,

随着磨耗程度的加深
,

这种功能仍可维持着
。

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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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关系相当于猿类的咬合关系
。

在雌性类型的咬合关系中
,

其上犬齿并不或稍微掩覆

于下第一前臼齿
,

其齿冠尖部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面近中部相咬合
,

在其磨耗的早期阶

段可具有若干程度的剪的功能
。

但随着磨耗程度的加深
,

这种剪的功能会逐渐减弱
。

显

然
,

这种咬合关系类似于人类的咬合关系
。

另有少量上犬齿
,

包括雄性的和雌性的
,

则与

相应的下第一前臼齿构成了界于上列两种类型之间的一种咬合关系
口

具有这种中间类型

咬合关系的个体
,

无论是从上犬齿标本的数量或是从下第一前臼齿标本的数量来看
,

仅占

步氏巨猿雌雄总体中的一小部分
。

附带对 Β 枚雄性下犬齿和 !Γ 枚雌性下犬齿也作了观察
。

这些下犬齿有两个磨耗面
,

一是位于齿尖部
,

另一是位于齿冠远中部而偏向舌侧 8图版 4, !  
、 ! > 、 !Π

、 !∃9
。

在前者
,

多

可见到呈左右向的浅凹状
,

表明其是与上外侧门齿相对咬的结果 : 后者则是与上犬齿相对

咬的结果
。

因而
,

所谓巨猿下犬齿尖部磨平
,

与上犬齿并无直接的关系
,

而是参与门齿功

能的结果
。

但有关巨猿门齿的功能
,

至今仍不清楚
,

而其下犬齿上有上犬齿对咬面的存

在
,

则表明巨猿的下犬齿与对应的上犬齿可构成一定的剪的功能
。

四
、

结 论 和 讨 论

! 步氏巨猿的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关系有两种主要类型
。

一类是上犬齿楔

人下颇齿隙
,

掩覆于下第一前臼齿颊面近中部
,

构成剪的功能 : 另一类是上犬齿并不或稍

微掩覆于下第一前臼齿
,

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所构成的若干程度的剪的功能随着牙齿

磨耗程度的加深而减弱
。

前一类型为雄性步氏巨猿所具有
,

后一类型为雌性步氏巨猿所

具有
。

这与从巨猿下领骨所呈现出来的情况也是相一致的
。

个别步氏巨猿的上犬齿和下

第一前臼齿
,

包括雄性的和雌性的
,

则表现为界于上述这两种主要类型之间的咬合关系
。

 确实
,

步氏巨猿的后部齿具有强有力的磨的功能
。

但其犬齿是否参与其后部齿的

功能中去
,

至少就其绝大部分雄性上犬齿来看
,

并不如此
。

因为步氏巨猿绝大部分的雄性

上犬齿在正常状况下并不表现出其齿尖部呈水平状的磨耗
,

而是与相应的下第一前臼齿

构成剪的功能
。

因而
,

步氏巨猿牙齿化石材料尚不能完全支持步氏巨猿犬齿参与其后部

齿的磨的功能的看法
。

> 步氏巨猿上犬齿与下第一前臼齿的两种主要咬合类型与传统所认为的大型猿类的

和人类的十分相似
。

考虑到步 氏巨猿的这两种咬合类型与性别的关系
,

上犬齿与相应的

下第一前臼齿的咬合特征是否具有普遍适用的分类学上的意义
,

是可疑的
。

0< ∗ ,7 Ι /
等

8!∀ Χ ! 9 报道过现代雌性大猩猩和猩猩的上犬齿也可以从齿尖部开始呈水平状磨 平 的现

象
,

对这种特征的分类学上的意义也曾提出疑问
。

看来
,

从分类学角度来考察犬齿与前臼

齿的咬合特征时
,

不能不考虑到标本的性别情况
。

目前
,

我们虽然无法从巨猿的犬齿的功

能来证明巨猿是人科成员
,

但我们也同样无法从巨猿的犬齿功能来证明巨猿是属于猿科
。

Π 步氏巨猿的下第一前臼齿具有明显的颊尖和舌尖
,

无论是雄性个体或是雌性个体

都是如此
。

然而
,

在其上下领骨咬合时
,

上犬齿并不与下第一前臼齿颊舌两尖相连而成的

横晴直接接触
。

这可能是 由于步氏巨猿的下第一前臼齿仍呈扇形的缘故
。

因此
,

从步氏巨

猿的牙齿材料来看
,

双尖型的下第一前臼齿的出现
,

与犬齿的大小和功能并无直接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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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

还很难用犬齿的缩小和功能上的变化来解释下第一前臼齿上的舌尖的出现
。

本文插图由沈文龙清绘
,

图版照片由王哲夫摄制
,

作者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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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步氏巨猿犬齿和下第一前臼齿的磨耗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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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未磨耗的左 Η ,

8巧Π Β9
,

近中面观
。

 ; 左 Η>

8Η
>
Π ∃9

,

咬合面观
,
其 Θ’ 对咬面位于咬合面的

近中部
。

> 和 舰右和左 Η
;

8Η
,

!Π 和 Η ,
> Π 9

,

近中面观
,

其 Θ
,

对咬面皆位于颊面近中部
。

∃ ;左 Η >

8Η
, Χ9

,
咬合面

一
近中面观

,
其 ∋’ 对咬面位于包括咬合面近中部和颊面近中上部在内的区域

。
Β 和

Χ; 右和左 ∋’ 8Θ’ Π 和 Θ’  Ω9
,
雄性

,
远中面

一
舌面观

,
其 Η ,

对咬面位于远中面
一

舌面
,
随年龄而

深化
。

# ;右 ∋’ 8己 #9
,
咬合面观

,
其 Η ,

对咬面呈深度磨耗
。

∀; 左 Θ
,

8己  9
,

雌性
,
咬合面观

,
其

Η ,

对咬面位于齿尖部
。

!Γ ; 右 Θ’ 8Θ’ !Γ 9
,
雌性

, 舌面观
,
其 Η,

对咬面位于齿尖部
, 已磨耗较

深
。

! ! ;右 Θ ,

8/
,

! !9
,

雌性
,
远中面观

,
其 Η

,

对咬面沿远中晴延伸
。

! ; 左 /
;

8/
;
 ∃ 9

,

雄性
,

远中面观
,
其齿尖部和远中面各有磨耗面

。

!> ;左 Θ
;

8Θ!  > 9
,

雄性
,
远中面观

,
其齿尖部和远中

面各有较深的磨耗面
。

!七右 ∋
3

8∋
!
∃9

,
雌性

,
远中面

一

咬合面观
,
其 护 对咬面呈深度磨耗

。

巧 ;

左 Θ
,

8∋3  Γ 9
,

雌性
,
远中面

一
咬合面观

,
其 Ε 对咬面和其 ∋’ 对咬面呈深度磨耗

。

8王哲夫摄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