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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形态特征

及其系统关系
一一牙齿的形态与比较

吴汝康 徐庆华 陆庆五
9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关镇词 禄丰 ; 腊玛古猿 ; 西瓦古猿

内 容 提 要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牙齿有许多性状是一致的
,

但在犬齿和下前臼齿的形态上则

有较大的差别
,

这些差别可能是两性的差别
。

它们与现代大猿类相比
,

表现出与猩猩比较相

似
,

而 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差别较大
,
因而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

体
,

与猩猩有较近的关系
。
但另一方面

,

与南方古猿类的牙齿相比, 禄丰腊玛古猿牙齿又显示

出较多的相似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和非洲种的性状
,

而西瓦古猿大的犬齿与所有南方古猿类差

别甚大
,
因此另一种可能性是禄丰腊玛古猿与西瓦古猿是不同的类型

,

前者是向南方古猿方向

进化的早期的人科成员
。

近两年来
,

我们已先后发表了对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颅骨和下颇骨的初步研

究报告9吴汝康等
,

 ! ∀ ,
 ! :

。

本文是继这两篇报告的系列篇
,

即对  < 8 年以来在云

南禄丰石灰坝古猿化石地点所采集的一千多个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牙齿 9包括单个的

和附连在领骨上的:进行概括的形态描述和比较
,

并对它们之间的分类关系和系统地位作

初步的探讨
。

一
、

腊玛古猿牙齿的形态
4

上齿

禄丰腊玛古猿的上内侧门齿 95今以其齿冠舌面有舌结节和指状突为特点
,

唇舌径很

大
。

指状突通常为二个
,

偶为一个
。

在舌凹中
,

指状突的两侧各有一些细的釉质皱纹
。

起

始于舌结节的近中缘脊和远中缘脊延伸到舌凹的一半高度
。

齿冠的唇面中部隆凸
,

下半

部显著地向舌侧倾斜
。

切缘的近中段水平
,

远中段呈弧形上斜
。

单齿根
,

根端稍向远中和

舌侧弯曲
。

上外侧门齿 9护:特别小
,

它在尺寸上与内侧门齿相差十分悬殊
。

齿冠的唇舌径远大

于近中远中径
。

齿冠舌面的舌结节
、

指状突和两侧缘脊都很弱
。

切缘呈
‘

,2
”
字形

,

远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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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近中段更向上倾斜
。

单齿根
,

根端稍向远中侧弯曲
。

上犬齿 9旦: 低小
,

齿尖不很锐利
。

同样
,

近中缘脊和远中缘脊也不大锐利
,

它们在齿

冠基部与舌面齿带汇合
,

分别形成小的突起
。

在舌面前部有一条主脊
,

它与近中缘脊之间

隔有一条深沟
。

舌面基部的齿带是很发达的
。

整个舌面布满着上下行的釉质皱纹
。

齿根

较弱
,

根端向后外弯曲
。

上第三前臼齿 9∗
∀

: 有两个齿尖
,

前尖高大
,
原尖低小

,

因此近中颊侧角向前突出
,

齿

冠轮廓近似三角形
,

这是新第三纪古猿 ∗ ,

的一个普遍特性
,

这种特性在现代大猿类中尚

被保持
。

从咬合面观察
,

两尖相对发出两脊汇合于中央的纵沟
,

把齿冠的咬合面分割成

前
、

中
、

后三凹
。

齿冠颊面高大而中凸
,

具有颊侧前齿带
。

舌面低小
,

呈圆弧形向近 中和远

中面过渡
。

齿根分成三支
=
舌侧一支最粗 ; 颊侧两支

,

前支较大
,

后支最小
。

上第四前臼齿 9∗
‘

:也有两尖
,

前尖稍高
,

原尖较长
,

位置稍靠前
,

齿冠轮廓呈卵圆形
。

从咬合面观察
,

在两尖的向中斜面上各有一条中央主脊
,

主脊的两侧又各有一条副脊
,

两

尖的这两条副脊相对地汇合于纵沟
,

把咬合面分割成前
、

中
、

后三凹
,

齿冠的颊面和舌面都

是向中斜的
,

在水平方向上都是弧形的
。

齿根也分三支
=
颊侧两支开始有一段相联

,

然后

分叉 ; 舌侧一支较粗
。

上第一臼齿 9>5: 的齿冠轮廓呈正方形或稍带菱形
,

有四个齿尖
,

颊侧的前尖和后尖

较高而锐
,

舌侧的原尖和次尖较低而钝
。

在大小上
,

原尖最大
,

前尖和后尖约等
,

次尖最

小
。

在前尖和原尖之间有一条横脊相连
,

在原尖和后尖之间有一条斜脊相连
,

这两条脊把

齿冠咬合面分成前凹
、

三角座凹和后凹
。

前凹横而细长
,

三角座凹大而深
,

后凹很小
。

>
‘

的釉质皱纹是比较少的
。

前尖和原尖都有一条主脊和前
、

后两条副脊
。

后尖的主脊特别

发达
,

主脊的两边斜面上有几条细的皱纹
。

次尖的主脊很短
,

其上也有一
、

二条细的皱纹
。

齿冠的颊面较陡
,

舌面倾斜
。

在近中舌侧角的侧面上
,

有少数标本出现卡氏坑
。

在磨损的

牙齿上可以看到臼齿的咬合面釉质比前部齿的要厚
,

偶而还可见到龋齿现象
。

齿根分三

支
=
颊侧两支较小

,

前后分叉 ; 舌侧一支较粗
。

上第二臼齿 9>今是臼齿中最大的
,

齿冠轮廓呈菱形或稍带梯形
。

原尖特别大
,

次尖

相对缩小
,

后尖很向内收缩
。

齿冠咬合面的结构也是四尖二脊三凹
,

釉质皱纹与 >3 的相

仿
,

但有些标本略有增多
。

没有卡氏坑和齿带
。

齿根也分三支
。

上第三臼齿 9>
∀

: 变异较多
。

由于后尖强烈地向内收缩
,
致使齿冠后部显著变窄

,

齿

冠轮廓呈梯形
。

在大多数标本中
,

前尖
、

后尖和原尖是存在的
,

但次尖往往被分裂成几个

锯齿状的小突起
。

横脊和斜脊尚存
,

所以咬合面仍有三凹
,

>
,

的齿尖通常稍低于前两个
一

臼齿
,

釉质皱纹较多
,

没有齿带
。

齿根也分三支
。

?
4

下齿

下内侧门齿 95
‘

: 的齿冠呈凿状
,

唇面倾斜
,

舌面自下而上呈凹弧形
,

近中缘脊和远中

缘脊汇合于齿冠基部构成
“≅ 4

字形
。

切缘水平
,

它与近中面和远中面相交成直角
。

齿冠

的唇舌径远大于近中远中径
,

单齿根
,

很扁
,

唇舌径几乎是近中远中径的二倍
。

下外侧门齿93办与 5=

的主要区 别在于它的齿冠切缘的远中段约以 8
”

角下斜
,

因此远

中角为钝角
。

除此之外
,

内
、

外侧门齿无论在大小和形态上是大致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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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犬齿 9Α :与上犬齿相对应
,

也是低小的
。

单齿尖
,

不大锐利
。

近中缘脊较短
,

约以

8
“

角上斜
,

终止于三角形近中面的尖顶
。

远中缘脊较长
,

很陡地下行到齿冠基部并与舌

侧齿带汇合
,

形成一个小结节
。

齿冠唇面与近中面相交形成一条唇侧前齿带
。

在舌面有

一条主脊
,

从尖顶直达基部齿带
,

把舌面分成前后两部分
,

前部平整
、

后部凹陷
,

显著的舌

侧齿带起自近中面的尖顶
,

向下斜行
,

绕过主脊
,

终止于远中缘脊基部的小结节
。

单齿根
,

扁形
,

唇舌径远大于近中远中径
。

下第三前臼齿 9∗∀ : 已明确地分化为双尖型
,

即有一个高大的下原尖和一个低小的下

后尖
,

两尖之间隔有一条明显的纵沟
。

从进化的意义来说
,

这种双尖型的形式是很重要

的
。

因为在更早的第三纪猿类和现代猿类中
,

∗,
通常是单尖型的 ; 在南方古猿中大多为

双尖型
,

而且下后尖变得更大 ;在人属中两尖几乎是等大的
,

所以禄丰腊玛古猿 ∗ ∀

的这种

双尖型可能是从猿到人的一种过渡性质
。

伴随着双尖的出现
,

一个横宽的跟座凹也初步

形成
,

齿冠轮廓略带三角形
。

舌面是斜行的
,

基部有明显的齿带
。

颊面中凸
,

具有前缘齿

带
。

远中面很低矮
。

齿根分前
、

后两支
。

下第四前臼齿 9巧: 的齿冠轮廓呈扁菱形
。

4

齿冠前部并立大小约等的两个齿尖
,

其5Β.Χ

隔有一条纵沟
。

两尖相对发出一脊
,

连成前横脊
,

它与齿冠前缘围成小的前凹
,

与齿冠的

两侧缘和后缘围成大而深的跟座凹
,

凹中布满辐射状的釉质皱纹
。

齿根也分为前后两支
。

下第一臼齿9岭:在下臼齿中是最小的
。

齿冠有些扭歪
,

这是由于下原尖向前突出和

下内尖向内突出所致
。

五个齿尖排列成典型的森林古猿型
,

即 Δ 一 8 型
。

舌侧的下后尖和

下内尖稍高而锐
,

尖顶靠边 ; 颊侧的下原尖
、

下次尖和下次小尖稍低而钝
,

尖顶居中
。

与此

相应
,

齿冠的舌面较陡
,

颊面较斜
。

下后尖和下原尖之间有一条横脊相连
,

下内尖和下次

小尖之间有一条短的斜脊相连
,

这两脊分咬合面为前
、

中
、

后三凹
,

前凹细长
,

中央的跟座

凹很大而深
,

后凹很小
。

跟座凹中五尖的向中斜面上都有一些小的皱纹
。

齿根分前后两

支
,

前支垂直
,

后支向后倾斜
。

下第二臼齿 9岭: 的齿冠轮廓接近长方形
,

后缘圆钝
。

它是下臼齿中最大的
。

咬合面

的基本结构与 >3 的相似
,

但有的标本皱纹稍复杂
。

在磨损的牙齿上
,

可以看出咬合面的

釉质是厚的
。

没有颊侧齿带
。

齿根分两支
,

前支垂直
,

后支倾斜
。

下第三臼齿 9眺: 的齿冠稍小于 矶
,

而较大于 从
,

因而下臼齿的大小关系一般为

风 Ε >
∀

Ε >3
。

下第三臼齿在形态上变化较大
,

齿冠后部因齿尖缩小而变窄
,

后缘变尖
。

在有些标本中
,

除了五个主尖外
,

还有两个附尖 = 下后附尖和第六齿尖
,

前者位于下后尖

的后内侧
,

后者占居了后凹的位置
。

齿冠咬合面的釉质较厚
,

皱纹较复杂
。

没有颊侧齿

带
。

齿根分为两支
=
前支较宽

,

后支较窄
。

二
、

西瓦古猿牙齿的形态

一般地说
,

西瓦古猿的牙齿大于腊玛古猿
,

但除了犬齿的大小两者相差比较悬殊以

外
,

其余各牙的尺寸都有一些交叉
。

因此
,

在牙齿分类上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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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齿

西瓦古猿的上内侧门齿在形态上与腊玛古猿的很一致
,

只是前者显得粗壮一点
,

它的

唇舌径也比腊玛古猿的要大
,

个别标本的长宽指数甚至超过 Φ Φ
。

可见上内侧门齿的唇舌

径大是禄丰两类古猿的一个共同特点
。

在没有磨损的标本上
,

切缘呈锯齿状
,

有四
、

五个

小乳突
。

上外侧门齿在形态上也与腊玛古猿的相一致
。

同样
,

在尺寸上象腊玛古猿的那样
, 5,

与 Γ 相差十分悬殊
,

前者几乎只有后者的一半
。

由于 Η 特别小
,

而且它的切缘呈
‘

,≅ 孙字

形
,

因此看起来带有一点小灵长类上犬齿的特色
。

西瓦古猿的上犬齿是很不同于腊玛古猿的
。

整个牙齿象一把弯力
,

齿冠的远中缘脊

呈凹弧形
,

特别锐利
。

近中缘脊皇凸弧形
,

也很锐利
。

齿冠高大
,

在尺寸上几乎为腊玛古

猿的二倍
。

舌面的前部有一条粗钝的主脊
,

它与近中缘脊之间隔有一条很深的沟
。

主脊

以后的舌面布满上下行的釉质皱纹
,

通常都有基部齿带
。

齿冠的唇面也有上下行的釉质

皱纹
,

但比舌面的要弱
,

靠近中间稍后处有一条明显的纵沟
。

在齿冠基部的前
、

后端各有

一个小突起
,

前者较大而突起
,

它们都是由于舌侧齿带终止于此所致
。

齿根粗壮而椭圆
,

向后外弯曲
。

西瓦古猿的上第三前臼齿与腊玛古猿的很相似
,

也是二尖
、

二脊
、

三凹
。

但它的齿冠

比较粗壮
,

近中颊侧角往往更加向前突出
,

因此颊侧前齿带显得更发达
。

此外
,

在前尖的

向中斜面上
‘

,

除二条横脊以外
,

尚有一条发自尖顶的中央主脊
。

这条主脊在腊玛古猿标本

中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

可是不太明显
。

西瓦古猿的上第四前臼齿除了尺寸较大
、

和显得比较粗壮之外
,
在基本的形态结构上

几乎与腊玛古猿的没有两样
。

上第一臼齿在形态上与腊玛古猿的很相似
,

在尺寸上却与腊玛古猿的 砰 相当
,

因此
,

有时很容易混淆
,

在分类时需要仔细观察它们的形态细节
。

西瓦古猿 叨 的卡氏坑出现率

略高于腊玛古猿的
。
咬合面的釉质较厚

,

也有龋齿现象
。

、

上第二臼齿是三个上白齿中最大的
,

显得特别粗壮
,

齿冠轮廓多呈菱形
,

少数呈亚梯

形
。

象腊玛古猿一样
,

也有四尖
、

二脊9横脊和斜脊:
、

三凹
。

在一般情况下
,
咬合面的釉质

皱纹比砂 的稍多
,

齿尖尖顶比较靠中
,

因此颊面和舌面都比较倾斜
。

没有卡氏坑和齿带
,

在舌面上常常出现竖的皱纹
。

咬合面的釉质很厚
。

颊侧两根分叉
,

舌侧一根粗大
。

上第三臼齿在大小上居于
一

>3 和 树 之间
,

因此它们的大小关系为 砂 Ε
一

>
,

Ε >3
。

这个牙齿的齿冠轮廓由于后部两尖的缩小而成为梯形
,

其后缘圆钝
。
一般地说

,

在同一个

体中 >
,

的齿尖比前面两个臼齿的要低一些
,

而咬合面的釉质皱纹有时显得更加复杂
,

次

尖特别小
,

常常被分裂成几个小突起
。

横脊和斜脊依旧存在
,
所以前

、

中
、

后三凹清晰可见
,

没有齿带
。

齿根分三支
。

?
4

下齿

西瓦古猿的下内侧门齿在形态结构上与腊玛古猿的很相似
,

但它的齿冠显然比后者

的高大
,

齿根的情况也相应如此
。

在未磨损的标本上
,

切缘有两个小的缺刻
,

因而使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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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锯齿状
。

磨损后的切缘一般都是水平的
。

同样
,

西瓦古猿的下外侧门齿在形态上也与腊玛古猿的相一致
。

它们的区别也不过

是在大小和高度上
。

在一般情况下
,

在同一个体中下外侧门齿齿冠的近中远中径稍大于

下内侧门齿
。

与上犬齿的情形相对应
,

西瓦古猿的下犬齿也与腊玛古猿的很不相同
。

它的齿冠高

大
,

锋利的近中和远中缘脊直达齿冠的基部
,

没有象在腊玛古猿的下犬齿中所见到的那种

三角形的近中面
。

舌面的主脊很靠后
,

相当锋利
,

它与远中缘脊之间隔有一条很深的沟
。

舌面上通常布满上下行的皱纹
。

舌侧齿带很发达
,

由近中缘脊的基部绕行到远中缘脊的

基部
,

并在那里形成一个小结节
。

齿根很粗壮
。

下第三前臼齿也与腊玛古猿的有较大的不同
。

它的齿冠呈扇形
,

齿尖通常只有一个
,

一条锐利的主脊从尖顶下行到远中舌侧角的基部
,

在主脊的中部有一个轻度膨胀的小突

起
。

在极个别的标本中这种小突起已发育成为象腊玛古猿那样的小的下后尖
。

颊面的前

缘齿带和近中舌面基部的齿带都比腊玛古猿的要显著一些
,

但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

齿根

也分两支
。

西瓦古猿下第四前臼齿的形态结构与腊玛古猿的大致相同
。

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在

于西瓦古猿 ∗’齿冠的远中舌侧角通常是强烈突出的
,

尺寸较大
,

看起来显得比较粗壮
。

下第一臼齿在三个下臼齿中是最小的
。

它与腊玛古猿的 >3 相比
,

除了尺寸较大以

外
,

在形态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

下第二臼齿在下臼齿中是最大的
。

齿冠咬合面的结构也是五尖
、

立脊
、

三凹
。

齿尖排

列呈 Δ 一
8 型

。

齿冠轮廓较端正
,

不象>3 的有些扭歪
,

它的后缘往往是圆的
。

齿尖比较粗

壮
,

脊较粗钝
,

但有时带有较多的细的皱纹
。

咬合面的釉质很厚
,

缺乏颊侧齿带
。

齿根分

前
、

后两支
,

前支垂直
,

后支明显地向后倾斜
。

下第三臼齿通常略小于呱
,

而比 >
=

大得多
,

因此
,

下臼齿的大小关系也是 峡 Ε > ,

Ε >
= 。

齿冠的后半部明显变窄
,

后端变尖
。

通常有五个齿尖
,

有时也 出现下后附尖的第

六齿尖
。

五个主尖中除下后尖较高外
,

其余四尖都比较低钝
。

咬合面的釉质较厚
,

皱纹较

复杂
。

齿根也分前
、

后两支
。

三
、

比 较 与 讨 论

首先
,

从上面的形态描述我们可 以看出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牙齿具有一系列

共同的特征
,

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别
。

它们的共同特征主要表现在
=

齿冠的唇舌径很

大
,

舌面有舌结节和指状突 ; ,

的齿冠特别小
,

它与 Γ 之间在大小上相差很悬殊 ; ∗
,

齿冠

的近中颊侧角向前突出
,

带有颊侧前齿带 ; 上前臼齿的两尖都有相对连接的两条横脊 ; 上

臼齿齿冠咬合面的釉质厚
,

皱纹较复杂
,

偶有龋病
,

缺乏齿带 ;
Ι

>
‘

有少数标本出现卡氏坑
,

三个上臼齿的大小关系为 >ϑ Ε >
,

Ε >
‘; 下门齿齿冠舌面有

“≅ ”字形的缘脊 ; 〔齿冠切

缘呈水平
, ?

切缘远中段下斜 ;下臼齿五尖排列为 Δ 一
, 型

,

咬合面釉质厚
,

皱纹较复杂
,

偶

有龋病
,

缺乏颊侧齿带 ; >
∀

有时出现下后附尖和第六齿尖
。

它们的差别主要反映在
= 腊玛古猿的犬齿很小

,

齿尖低钝
,

齿根细弱 ; 西瓦古猿的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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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很大
,

齿尖高而锐
,

齿根粗壮
。

腊玛古猿的 巧 都是双尖型的 ; 西瓦古猿 ∗ ∀

通常为单尖
,

偶有双尖
。

腊玛古猿的
一

氏齿冠后内角一般都不大突出 ; 西瓦古猿的通常都很突出
。

此

外
,

在尺寸上一般都是腊玛古猿的牙齿较小
,

西瓦古猿的较大
,

但两者有少数标本的尺寸

是交叉的
。

至于犬齿
,

两者的大小就相差很悬殊了
。

上述这些异同特征在分类和系统关系上有什么意义呢 Κ 这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

题
。

我们认为这些异同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

, 种是这些共同特征表明禄丰的两类古猿是

属于同一个种
,

那些相异性状是雌雄性的差别 ; 另一种解释是
,

相异特征表明禄丰标本为

两个不同的类型
,

共同特征可能是两者从共同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原始特征或在同一环境

中所获得的相同的适应性状
。

为了说明这两种解释的可能性和进一步探讨禄丰标本的分类和系统关系
,

我们把禄

丰标本与现代大猿类和南方古猿类的标本作了形态比较
。

在现代大猿类中
,

猩猩的上内侧门齿有舌结节和指状突 ; 上外侧门齿也特别小
,

与上

内侧门齿之间相差很悬殊 ; 臼齿齿冠和齿尖的高度中等
,

咬合面釉质较厚
,

没有齿带
。

这

些特征与禄丰两类古猿的牙齿特征相比是相 当类似的
。

另外
,

禄丰标本与猩猩牙齿在咬

合面釉质脊纹的形式上和复杂程度也是比较相似的
,

当然
,

在通常情况下
,

猩猩的釉质皱

纹显得更复杂一些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犬齿的形态和大小上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分

别接近于猩猩的雌雄个体
,

其他牙齿两性的大小差异也比较接近
。

大猩猩的前部齿很大
,

尤其是犬齿更加高大而锐利
,

但它的齿冠釉质却很薄
。

颊齿齿

冠很高
,

齿尖高而尖锐
,

咬合面的皱纹较少
,

相对地说
,

釉质也较薄
,

而齿带却很发达
。

这

些特点与禄丰牙齿迥然不同
。

黑猩猩牙齿的特点是颊齿齿冠和齿尖都比较低
,

咬合面的釉质较薄
,

主脊不发达
,

但

细的皱纹相当复杂
,

有齿带
。

上内
、

外侧门齿之间大小差距较小
。

这些特点与禄丰标本相

比也有较大的区别
。

从上述比较来看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牙齿无论在形态和大小上都与猩猩比较

接近
,

而且分别与猩猩的雌雄标本对应地相近
,

而与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差别较大
。

这种情

形表明
,

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与猩猩的关系要比与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关系更加密切
,

它们很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雌雄关系
,

也可能是猩猩的祖先
。

、

这种看法与我们 以前对颅骨

和下领骨的形态比较研究所得 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9吴汝康等
,  ! ∀ ,  ! :

。

但是在这里必须指出
,

禄丰腊玛古猿的下第三前臼齿都是双尖型的
,

西瓦古猿的下第

三前臼齿在主脊上有一个膨胀的小突起
,

而在现代大猿类中一般都不是这样
。

所以
,

如果

说禄丰标本是猩猩的祖先
,

那末在演化过程中 ∗ ∀

后来又逆转为单尖型了
。

现在我们来看看禄丰标本与南方古猿类牙齿的比较
。

南方古猿阿法种 9Λ
) Μ

Ν
ΗΟ ) Η Ν Η Π Θ Μ.ΒΑ

,

?  <  : 的 5,

有明显的舌结节和指状突
, ?

很

小
,

与 5‘的尺寸相差悬殊
,

犬齿较小
,

>∀ 有下后附尖和第六齿尖
,

>
=

比呱 和 >
,

小得多
,

这些特征以及下门齿和颊齿的基本形态都与禄丰腊玛古猿的牙齿特点是比较相似的
。

南方古猿非洲种 9( )Ρ .Η Ο
)Η

,

 8 Σ : 比阿法种更加进步
,

它的犬齿进一步缩小
, ∗ ∀

已

完全是双尖型
,

臼齿咬合面釉质增厚
,

但 呱 还保留着下后附尖和第六齿尖
。

从这里我们

既可以看到禄丰腊玛古猿与南方古猿阿法种和非洲种在牙齿形态上的许多相似性
,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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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见到它们之间在进化过程中的形态演变和联系
。

这种情况与我们以前在颅骨和下领骨

的形态比较中所见到的情形相一致
。

但是
,

如果把禄丰腊玛古猿牙齿与南方古猿粗壮种

的牙齿9Τ Γ) ) 0 Ν
ΗΠ ( )Ρ. ΗΟ )Η

,

 8 ? :相比较
,

两者就显得很不协调了
。

因
一

为南方古猿粗壮

种的前部齿变得特别小
,

而颊齿巨大
,

这种特化性状
,

无论是禄丰腊玛古猿或西瓦古猿的

牙齿都无法与它相比
。

同样
,

西瓦古猿的大而锐利的犬齿也与南方古猿阿法种和非洲种

的小的犬齿明显不同
。

因此
,

从与南方古猿类牙齿形态的比较
一

中
,

我们对禄丰腊玛古猿和

西瓦古猿的系统关系似乎可以得 出另一种认识
,

即禄丰腊玛古猿可能与西瓦古猿不是同

一个类型
,

它是向南方古猿方向进化的早期的人科成员
,

而西瓦古猿则更与猩猩相近
。

这

种认识与我们过去曾经提出过的另一种看法相符合9吴汝康等
,

 !
,  !?

,
 !七 徐庆华

等
,  < ! ; 徐庆华和陆庆五

,
 <  ; Υ

6 Ν
ΗΠ +ς

Η ΝΓ Π
,

 ! ∀Ν ,

一7 Ο ∀Ρ ; Θ
6 二 Η Π ς 6 , ? 8 , :

。

近年来
,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关系及其系统位置是一个激烈争论的 问题
。

六 十

年代以来的传统看法认为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

而西瓦古猿是现生大猿类的祖先
4

9/. 0 )Η , ΝΗ Π ∗. 3Ρ ΑΝ 0
,

 Σ 8 : ; 当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
,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更可能是猩猩

的早期祖先9如 # Η Π Γ ΑΘ Ο Ν
ΗΠ 1 Γ) Η .Η

,

 ! ? ; ,5∗Ο) Η Ν

ΗΠ Ω .3Ρ Α Ν
0

,

 ! ? :
。

还有人提出
,

西

瓦古猿以及腊玛古猿可能是所有大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9据 ,Α Θ .Η
,

 ! ∀ 年报道 :
。

类似

的意见我们在这里暂不一一引述
。

我们对全部标本正在进行深人研究中
。

9  8 8 年 ; 月 ?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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