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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的外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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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是对三种金丝猴脑的外部形态的观察结果表明 < 金丝猴的大脑皮层除存在猴科固有

的全部沟裂外
,

还较其他猴科动物具有更多的副沟
。

大脑的沟型与优猴亚科的特征完全吻合
,

但是很多特点都较叶猴更近似于长臂猿
。
另外

,

除了酬叶和酬结节较小
,
四叠体的下丘较称猴

发达以外
,

金丝猴的小脑和脑干均与猴科的一般特征无明显差异
。

关于猴类脑的外部形态的研究
,

国外已有很多的报道
。
但是

,

金丝猴的脑由于标本难

以获得
,

至今仅 => ? 4∀2 ≅ Α : 对金丝猴的颅骨铸模作过大脑皮层各沟裂长度的测量统

计
,

目的只是了解左右两大脑半球的不对称性
。

=> ? 虽制成了两个金丝猴脑的铸模标本

4成体 ∀
,

幼体 :
,

但很多的小沟裂都未显示出来
,

而且有些主要的沟裂也发生缺失
。

为

了填补灵长类脑的系统研究的这一空白
,

我们对国内所产的三种金丝猴的脑进行了大体

解剖学的研究
,

并且与有关的种类作了比较
。

观察的标本共计 Β 个
,

分别取自不同种的 Β 个经福尔马林固定的成年金丝猴 ; 即雌性

滇金丝猴 4尺五‘
Χ )

户石
Δ“,

ΔΕ− ΦΕ :
,

雄性川金丝猴 4及
0

, ) < Δ > , >。

: 和雄性黔金丝猴 4天
0

石, Δ Γ

Ε−Η ,’:
。

0

其中
,

黔金丝狠因标本固定不及时
,

部分的大脑皮层由于泽部组织遭到破坏而发

生塌陷
,

所以个别沟裂的自然位置已无法确定
。

在比较的过程中
,
作者还对菲 氏叶猴

4∗5−
Ιϑ夕Φ众 户Η”而:

,

称猴 4Κ> −>−>
。“ >, , >: 和黑长臂猿 4脚

) ϑ> ,。, − ) Χ −) ) 5

: 的脑标本作

了实际观察
。

一
、

结 果

4一: 大 脑

金丝猴的大脑都呈卵圆形
,

其前 ∀邝部分较狭窄
,

其后端较钝圆并将小脑全部遮盖
。

在三种金丝猴中
,

滇金丝猴的大脑较狭
,

其余两种较宽
。

它们的颅容量分别为
<
滇金丝猴

∀ ∀ 毫升
,

川金丝猴 ∀ Β 毫升
,

黔金丝猴 ∀ ∀ 毫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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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大脑背外侧面 4图 ∀ 、 ! :

金丝猴的中央沟都位于大脑半球背外侧面的中部稍偏前处
,

该沟的上端均弯向前并

终止于大脑半球上缘的稍下方
。

靠近中央沟的前上方和前下方
。

分别存在中央前上沟

4
9Λ − Λ 9 拼 > Δ− ΔΧ Φ5 > Ε9 9 Λ Μ Δ5 Ε) 5

: 和中央前下沟 4
 

0

Μ5 > Δ Δ Δ Χ Φ5> Ε9 ΕΧ ΝΔ5 Ε) 5
:; 二者都呈人字形或

直走的短沟
。

中央沟的正前方都具有三叉形的弓状沟 4
> 5− Λ> ΦΔ 9Λ − Λ9 :

,

该沟在川金丝猴

呈 & 形
,

即其后支较长
,

前支和下支之间的夹角略呈直角 ; 其余两种的弓状沟都呈人字形
,

即其后支较短
,

前支与后支之间的夹角呈锐角
。

在弓状沟的前下方
,

都有一条由弓状沟的

前支和后支之间伸向额拯的直沟 49
0

5
Δ−Φ Λ9 :

,

该沟略平行于大脑半球的下缘并与该缘十

分靠近
。

在弓状沟的上方以及中央前上沟的前方
,

都具有两条短小的额上沟
。

中央沟的

后上方都有一条短小的中央后上沟 49
0

∗) 9Φ −Δ ΧΦ 5> Ε9 9
Λ∗ Δ5 Ε)5 :

。

另外
,

滇金丝猴的中央沟后

下方
,

还有一条短小的中央后下沟 4
 

0

Μ ) 9ΦΔ Δ Χ Φ 5> Ε9 ΕΧ ΝΔ 5 Ε) 5

:
。

金丝猴的中央沟后下方
,

都存在发达的大脑外侧裂
,

该裂的上端弯向前方
,

并且常

在弯曲处发出一短支而使上端呈 Ο形
。

大脑外侧裂的下端都在颗切迹处形成不甚明显的

大脑外侧窝 4Ν
) 99< > ΦΔ 5 > Ε9 。Δ5 Δϑ 5 Ε:

,

脑岛 49Χ 9Λ >
: 即在该窝的底部

。

金丝猴的岛盖 4
) Μ Δ 5 Γ

ΔΛ ΛΠ : 只具有顶叶岛盖 4
) Μ Δ5− Λ Λ Π Μ > 5 ΕΔ Φ>

: 和颗叶岛盖 4
Θ

0

Φ
ΔΠ Μ) 5 > Δ

:
,

而缺乏存在于

图 ∀ 大脑半球的外侧面观

#
、

Ρ
0

滇金丝猴 ; 7 、

Σ0 川金丝猴 ; 6
、

=
·

黔金丝猴

+ > < Δ 5 > 1 ΕΔ Τ 诚 ΦΗ Δ Δ Δ 5 Δ ϑ 5 > Η Δ Π Ε9Μ Η Δ 5 Δ 9

# > Χ Υ Ρ
0

尺Η云, )州5Η。‘份 云Ε‘Φ苦; Δ > Χ Υ Σ
0

(
0

5 ) ς ) > , > 。;

6 > Χ Υ =
,

(
0

ϑ 5亡 萝− Η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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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额叶岛盖 4
。

0

Ν5 )Χ Φ> Δ:
。

大脑外侧裂的后下方有发达的颗上 沟 或 称 为 平 行 沟

4∗>
5> Υ ) − 。:

,

该沟并未与任何沟裂相交
,

其上端都与外侧裂的上端互相平行
。

川金丝

猴的颧上沟上端和外侧裂上端之间
,

还存在一短小的顶无名沟 4ΛΧ Χ> Π ΔΥ ∗> 5Ε ΔΦ> 9
0

:
。

颗

上沟的后下方具有 ∀一Β条短而浅的颜中沟
,

该沟的下方又有一条长形的枕颗沟 4
。

0

)− −Ε 户

ΦΩΦ ΔΠ ∗∃ 5> Ε9:
。

在中央后上沟的后下方
,

有一条环绕外侧裂和颗上沟二者上端的弧形沟裂
,

即顶间沟 4 0 ΕΧΦ Δ5 ∗> 5ΕΔ Φ> Ε9:
。

和其他猴科 47ΔΦ− )∗ ΕΦΗ Δ− 记>Δ : 动物一样
,

金丝猴也具有极发

达的月状沟 4 0 ΛΧ >Φ Λ9 : 或称为猿猴沟 4
<

0

抓, Ε>5 ΛΠ :
。

该沟略呈弯月形
,

其下端游离
,

上

端则直达大脑半球的上缘并与顶枕裂互相连通
。

;

气

饭
甄州
共

在月状沟与顶间沟之间
,
有一条短小的旁枕沟  

!

∀# ∃# %& &∋ ∀∋ (# )∋ ∗
,

该沟的前端连接于顶间沟后端的

稍前方
,

其后端连接于月状沟的上三分 之一处 +

所以顶间沟
、

旁枕沟和月状沟共同形成上下两个

弧
,

由顶间沟后段
、

旁枕沟和月状沟上段形成的上

弧
,

即所谓的顶枕弧
。

∃&, 
− . ∃∋/( % 一% & / ∋户

#)∋‘∗
,

由

顶间沟前段
、

旁枕沟和月状沟下段形成的下弧在

滇金丝猴较狭窄
,

其余两种较宽阔
。

金丝猴的枕叶都呈大片的平滑区
,

仅在枕叶

的中部存在一条外侧距状沟
0

!

& # )/ # ∃∋1 # )#( / ∃ #)∋ ∗

和外侧距状沟 上支
∃ #2 , + ,

卿∋ % ∃ % 3 )# ( /∃# ) / #)
4

。∃∋ 1/ 0
!

∗
。

金丝猴的外侧距状沟均未与距状裂相

接
,

外侧距状沟与其上支也不相连
。

外侧距状沟

与 月状沟之间存在一条短小的副沟
,

该副沟在滇

金丝猴脑的左侧还与枕下沟相接
,

在该副沟的后

方还另有一条人字形的短沟
。

在外侧距状沟的外

下方并靠近大脑半球的下缘处
,

都有一条弧形的

枕下沟
。

!

%& &∋ ∀∋( #) ∋ ∗
,

该沟的后三分之二平行于

大脑半球的下缘
,

其前三分之一则折向前上方并

平行于 月状沟最下段的前方
。

滇金丝猴的枕下沟

较短
,

其后端呈分叉状并且在左侧还与枕颗沟相接
。

图 5 大脑的上面观和下面观
6

、
7

!

川金丝猴 + 8! 黔金丝猴 +

9! 滇金丝猴

: , ∀ / ∃ ∋ % ∃ #

园 ∋1 3/ ∃ ∋ % ∃ ; ∋ / <  %3 (= / / / ∃ / > ∃ # )

6 #

1? 7
!

双人刃 % ∀∋ (五亡&附 ∃ %劣 心))#”# 心 +

8
!

≅
!

>犷‘)∋ & 人∋ , 9
!

≅
!

> ∋ 亡多若

5! 大脑底面 图 Α ∗

和其他猴科动物一样
,

金丝猴的额叶底面 眶面∗也呈很深的凹陷
,

额叶的内侧缘也呈

龙骨状
。

金丝猴的眶面都具有额眶沟
0

!

3∃ % 1 ( % 一。 . > ∋( #恤∗ 和眶沟
0

!

% ∃ > ∋(#)∋ ∗
。

金丝猴

的嗅沟
0

!

% )3# / (% ∃ ∋, ∗ 仅呈现为嗅束基部深面的一浅沟
。

嗅裂 3∋  , ∃# ∃= ∋1 # )∋ ∗ 只残存

有后嗅裂
,

该裂是由颖切迹伸向颖叶前端腹面
,

并平行于海马钩外侧的一条短沟
。

金丝猴

的嗅脑各部 嗅球
、

嗅束
、

嗅纹
、

嗅三角
、

嗅结节和梨状叶等∗ 都与称猴及叶猴无甚差异
,

但

是金丝猴的齿状筋膜和齿状回较称猴和叶猴更陷人到海马回的深处
,

其深陷的程度介于

叶报与长臂猿之间
。
金丝猴的侧副裂平行于海马沟的外侧

,

其前端在滇金丝猴脑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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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与海马沟相接
。

和叶猴一样
,

滇金丝猴的侧副裂与海马沟之间也有一条平行的附加短

沟
。

图 Β

,Χ ΝΔ 5 Ε) 5 1 ΕΔΤ

脑的下面观4滇金丝猴:
) Ν ϑ 5 > ΕΧ 4( 人∀Θ Θ 户ΕΦ人。− Λ , ϑ‘。, 云

图 #0 脑的正中矢状切面 4川金丝猴: ;

Ρ
0

左大脑半球的内侧面观 4滇金丝猴: ;

−0 脑干的正中矢状切面 4滇金丝猴:

#
0

Κ ΔΥ Ε> Χ 9 > Ξ ΕΦ Φ> 9Δ Δ Φ Ε) Χ ) Ν ϑ 5 > ΕΧ

4( 人∀Θ Θ 户ΕΦ人‘−。 , ) 汾Δ > ) > 。

:
;

Ρ
0

Κ Δ Υ Ε> 1 ΕΔ Τ ) Ν ,ΔΝΦ Δ Δ 5 Δ ϑ 5 > Η Δ Π Ε9∗Η Δ 5 Δ

4(
0

ϑ Ε) ΦΕ :
;

7
0

ΚΔ Υ Ε> Χ 9 > Ξ ΕΦΦ > 9 Δ Δ Φ Ε) Χ ) Ν Φ Η Δ ϑ 5 > ΕΧ
一 9 ΦΔ Π

4(
·

, ) 二 Δ > , >。

:

Β
0

大脑内侧面 4图 :

金丝猴的脱眠体外侧缘存在有拼眠体沟
。

平行于阱抵体沟外侧的扣带沟包 括 嘴沟

4
 

0

5) 9Φ5> Ε9:
、

膝状沟 4
 

0

Ξ Δ Χ Λ > 99: 和拼眠体缘沟 4
,

0

− > Ψ) 9Λ9 Π > 5 Ξ ΕΧ > Ε9: 三部分
。

阱眠

体缘沟已与膝状沟连续
,

但嘴沟仍为分离的独立沟裂
。

拼眠体缘沟的缘支折向后上方并

终止于大脑半球上缘的稍下方
。

金丝猴的距状裂只存在前距状裂 4∗5 Δ− >− >5 ΕΛ ) ΝΕ9 9Λ5
。

: 和

后距状裂4
5 ΔΦ 5 ) Δ > ΦΔ > 5 ΕΧ Δ

Ν
0

:
,

而缺旁距状裂 4Μ
> 5 > − > − >5 ΕΧ Δ Ν

0

:
。

距状裂的前端紧接于饼眠体

压部的稍下方
,

其后端终止于枕极附近
,

并未与外侧距状沟相连
。

金丝猴的顶枕裂以游离

的下端起于脱抵体压部与距状裂之间
,

然后向后上方延伸到大脑半球的上缘
,

并与月状沟

直接连通
。

和叶猴一样
,

金丝猴的顶枕裂与阱抵体压部之间
,

以及顶枕裂与距状裂之间
,

都

分分别存在一条人字形的短沟
,

前者即楔前沟4∗5 Δ− ΛΧ Δ>  
0

:
,

后者即旁距状沟4Μ9 5> −> −> 5Ε 讹

 
0

:
。

和黑长臂猿一样
,

金丝猴的阱抵体沟与阱眠体缘沟之间
,

也存在一条发达的顶下沟

4
 

0

9Λ ϑ∗> 5ΕΔ Φ> Ε9 :
,

该沟在滇金丝猴尤为发达
,

而猴科的其他多数种类都不存在此沟
,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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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类和人类都存在发达的顶下沟
。

由于标本缺损
,

黔金丝猴的颗中沟
、

枕颗沟和枕下沟的位置均无法确定
。

三种金丝猴中
,

滇金丝猴大脑的沟型 49Λ −> ∗> ΦΦΔ 5Χ <
: 最复杂

,

黔金丝猴最简单
。

滇

金丝猴不仅具有较多的副沟
,

而且多数的沟裂都十分曲折
,

并且常与相邻的沟裂互相交

接
,

所以脑回已显得迁回曲折 ; 相反地
,

黔金丝猴的沟裂则较平直
,

副沟较少
,

沟裂间也很

少发生交接
,

所以脑回也显得十分稀疏而单调
。

川金丝猴的沟裂分化水平介于上述二种

之间
,

但是更近似于滇金丝猴
。

4二 : 小 脑 4图  :

金丝猴小脑的上酬都呈平坦的屋脊状
,

脑下酬的外侧部则十分发达而形成半圆球

形的小脑半球
,

并且与酬部之间有深沟互

相分隔
。

金丝猴小脑的前叶包括小脑舌
、

中央

叶和山顶三部分
。

小脑舌包含  个小叶
,

只颅侧两个小叶有短小的外侧部
。

中央叶

包含 Β一 Α 个小叶
,

各小叶都延伸 出外 侧

部
,

即中央翼叶
。

山顶包含 Α一 2 个小叶
,

其外侧部即方叶前部
。

小脑中叶的酬部包

括山坡
、

酬叶
、

叫结节和酬锥体等四部分
。

山坡在外表只包含 个小叶
,

其外侧部 即

方叶后部或称为单叶
。

金丝猴的酬叶和酬

结节都远不如称猴和叶猴发达
,

各只有 ∀

个小叶
,

二者都被包围在由后上沟
、

锥前沟

和水平沟汇合成的深沟内
,

所以在小脑的

外表完全看不到蜕叶和酬结节
。

酬叶和叫

结节均以细长的柄分别连于其外侧部 ; 其

中
,

蜕叶连于上半月叶
,

酬结节连于下半月

叶和二腹叶 ; 下半月叶包含 Α一≅ 个小叶
,

上半月叶包含 Β 个小叶
,

二腹叶包含 Β 个

小叶
。

酬锥体包含 ≅ 个小叶
,

并以粗柄连

于旁正中叶 4
) ϑ Λ 9 Μ> 5> Π ΔΥ Ε> Χ Λ9 : 和二腹

叶
。

小脑后叶包括酬垂和酬小结
。

酬垂包

含 , 个小叶
,

以细长的柄连于旁绒球 4∗> 5>
Γ

其酬部与外侧部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凹沟
。

小

甘, 、 、 、 吮

图  小脑的上面观 4# :
、

下面观 4Ρ:

和正中矢状切面 4−:
9 Λ Μ Δ 5 Ε) 5 1 ΕΔ Τ 4# : , ΕΧ ΝΔ 5 Ε) 5 1 ΕΔ Τ 4Ρ :

> Χ Υ Π Δ Υ Ε> Χ 9 > Ξ ΕΦΦ > 9 Δ − ΦΕ) Χ

4Δ : )Ν ‘Η Δ − Δ 5 Δ ϑ Δ Λ Π
·

Ν )− − Λ Λ9 :
。

旁绒球位于旁正中叶与绒球之间
,

长约 ∀Θ 毫米
,

宽约  毫米
,

由横行排列的

Α 个小叶组成
。

由旁绒球向外伸 出一膝状的岩小叶 4 )ϑ Λ9 Μ9 Φ5 )9 > Ε9:
。

后者包含  个小

叶
。

酬小结位于下酬的颅侧端
,

包含 Β 个小叶
,

以细长的绒球脚连于绒球
。

金丝猴的绒球

位于旁绒球的颅侧
,

由纵行排列的  个小叶组成
。

长约 ∀Θ 毫米
,

宽约 毫米
,

其大小约为



书 期 刘瑞麟等 < 金丝猴 4( ΗΕ, )
乒动

。− Λ 9

: 脑的外部形态 Β  ≅

旁绒球的 Β Ζ  
。

绒球和旁绒球二者约占下酬表面积的 Ζ 强
。

4三: 脑 千 4图 Β
、

:

金丝猴的脑干跟叶猴及娇猴基本上相同
,

它们都有发达的丘枕和巨大的 中间块
,

第 Β

脑室和前连合都较小
,

斜方体也未被脑桥完全覆盖
,

所以斜方体的一部分仍露于脑的外

表
。

金丝猴的橄榄体已呈长圆形隆起
,

锥体和锥体交叉都十分明显
。

四叠体的上丘远远

大于下丘
,

但是金丝猴的下丘明显地大于称猴
。

三种金丝猴的小脑和脑干均无明显的差

异
。

二
、

讨 论

猿猴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
。

除了最低等的灵长类属于缺脑

回动物以外
,

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的大脑皮层在进化中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沟裂 4[ Δ5 >− Η

。 >
0 ,

∀ 2 ≅ 3 :
。

猴科的沟裂分化已相当复杂
,

它们已具有 中央沟
、

外侧裂
、

颗上沟
、

颗中沟
、

顶间沟
、

眶沟
、

额眶沟
、

扣带沟
、

脱眠体沟
、

海马沟
、

侧副裂
、

距状裂
、

额上沟
、

中央前沟和中

央后沟等人类所存在的主要沟裂
,

只是额上沟
、

中央前 沟
、

中央后沟和颗中沟的存在还不

恒定
,

而且都是以断续的短沟形式存在
,

数目也存在很大变异
。

和人类不同
,

猴科的大脑

皮层尚缺乏额中沟
、

颗下沟和枕横沟
,

但是它们却保存有很多在人类已退化或已发生改造

的原始性沟裂
,

如月状沟
、

弓状沟
、

直沟
、

枕颗沟
、

枕下沟和外侧距状沟等 4=> ?
,

∀2 ≅ 3;

∋ Ε
,

!2 ≅
,

Σ >1 ΕΔ9
,

∀ 2 Α !:
。

与猴科的其他属相比较
,

金丝猴不仅存在猴科所固有的全套沟裂
,

而且在猴科中很少

出现的顶下沟
,

在三种金丝猴中却普遍存在
,

而且发达程度已近似于长臂猿 4∴ >Χ >Ξ >9 ΛΧ
Γ

ΦΗ Δ5 > Π
,

∀2  ; 长臂猿解剖组
, ∀2 ≅ 3 :

。

另外
,

金丝猴还较猴科的其他属具有更多的附加小

沟 4副沟: 4∋ Ε
,

∀2 ≅ ; ∋ > 5Φ Π > Χ Δ , >
· ,

∀2 Β Β ; Ρ Δ Υ Υ >5Υ “ >
0 ,

∀2 Θ Β ; 叶智彰等
, ∀ 2   :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滇金丝猴的不少沟裂之间都互相接合
,

多数的沟裂已呈波状起伏
,

脑

回已显现出迁回曲折的外貌
。 # ]Δ 5

4∀ 2 3 : 曾认为
,

叶猴的脑是猴科中最高级的
。

但

是
,

金丝猴大脑皮层的沟裂
,

无论在数量数上和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叶猴
,

所以金丝猴大

脑沟裂的分化水平应该是较叶猴更高级的
。

据 => ? 4∀ 2 ≅ 3 :
,

猴科大脑皮层的沟型 4
9Λ Δ > Μ > ΦΦΔ 5Χ 9

:
,

即沟裂的分布形式
,

很难在

各个属之间找出根本的差异
,

只是在两个亚科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 即猴亚科 47Δ
5 −) ∗Ε

ΦΗΔ
Γ

。ΕΧ >Δ : 都没有旁枕沟
,

因此顶回沟是直接连于月状沟
,

二沟之间形成的弧呈 1 形
。

另外
,

颗

上沟与外侧裂在上端逐渐靠近
,

甚至彼此相接 ; 直沟较弯曲而且远离眶缘
,

从外侧面观常

可见到枕颗沟
。

与此相反
,

沈猴亚科 47 ) )ϑ ΕΧ> Δ: 都具有旁枕沟
,

顶间沟是通过旁枕沟间

接连于月状沟
,

它们之间形成的弧是呈 8 形
。

另外
,

颗上沟与外侧裂一直保持平行
,

直沟

较直而靠近眶缘
,

从外侧面观看不到枕颖沟
,

而且常具有额眶沟和外侧距状沟上支
。

由此

可见
,

金丝猴的沟型是与优猴亚科的特征完全吻合的
。

=> ? 在金丝猴颅骨的铸模研究中
,

并没有提及到大脑沟型结构的细节
,

所以本文无

法进行对比
,

但是他的铸模中所缺失的全部沟裂
,

现在都已在脑标本中被清楚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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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金丝猴与称猴
、

叶猴及长臂猿的比较观察中发现
,

不仅晓猴亚科的沟型较猴亚

科更近似于长臂猿
,

而且金丝猴跟长臂猿的相似程度也是超过叶猴的
。

具体表现是
<

4:

猴科和长臂猿的额叶眶面都凹陷成一弧形斜面
,

而斜面的倾斜度最大
,

直沟最直的都是长

臂猿
,

其次是金丝猴
、

叶猴
,

而称猴的倾斜度则最小
,

直沟也最弯曲
。

4! : 据 凡? 4∀ 2 ≅ 3 :
,

猴亚科弓状沟前支与下支间的夹角较优猴亚科大
,

而长臂猿的 弓状沟已不存在
,

这也许是

弓状沟区域的大脑皮层在进化中逐步缩小
,

最后弓状沟便与直沟合并而消失
。

4Β :月状沟

是在猴科中获得最高度发展的沟裂
,

但在猿类中便逐渐向枕极后移而变小 ;在人类已后移

到枕极附近
,

甚至退缩到大脑半球的内侧面 4Ρ) Λ 5 Χ Δ , 。Φ >
0 ,

∀2 Α 2 ; 9) Χ ΧΦ > Ξ
,

∀2 ! ; 9Τ ΕΧ Υ
Γ

Δ5 盯 < ∀
0 ,

∀ 2 ≅ Β :
。

在比较观察的四种灵长类动物中
,

月状沟位置最靠前方的是长臂猿
,

其

次是金丝猴和叶猴
,

称猴的位置最高
。

4 :顶间沟在大猿中是两端分别连于月状沟和中央

后沟 4Ρ
) Λ 5 Χ 。 。, 。∀

0 ,

∀ 2 Α 2 ; 9) Χ Χ Φ> Ξ
,

∀2 ! :
。

但是长臂猿和猴科的顶’ΔΥ 沟都只以后端连

于月状沟
,

前端则是游离的
,

而长臂猿和金丝猴的顶回沟都是通过旁枕沟而间接连于月状

沟的
,

而称猴的顶间沟则是直接连于月状沟的
。

# ]Δ5 认为叶猴的脑分化水平是介于猴科

与长臂猿之间
,

但是上述比较结果证明
,

金丝猴的脑分化水平应该是介于叶猴与长臂猿之

间
,

金丝猴脑的形态特征应该较叶猴更近似于长臂猿
。

灵长类的古小脑和旧小脑是随着新小脑的发达而逐渐退化的
。

原猴类的新小脑还不

发达
,

所以尚不存在酬叶和酬结节
,

但是属于古小脑和旧小脑的绒球和旁绒球却十分发达

4∋ Ε
,

∀2 , Β ; [ )5 >由 ‘, >
0

, ∀2 ≅ 3 ; 心
Χ > Ξ >9 Λ ΧΦ ΗΔ 5 > Π

,

∀2 Α Θ:
。

金丝猴的小脑结构较称猴更

近似于叶猴和长臂猿
,

因为金丝猴
、

叶猴和长臂猿都存在二腹叶
,

而扮猴则 缺 二 腹 叶

4# ]Δ5
,

∀ 2斗9; ∋ > 5Φ Π >Χ Θ ! >
0 ,

∀2 Β Β ; ∴ > Χ > Ξ > 9
ΦΠ

ΦΗ Δ 5>Π
,

∀ 2  :
。

但是金丝猴的好∀叶和蚂⊥结

节远不如上述三种动物发达
。

灵长类的大脑皮层不断扩张的同时
,

作为传导通路的各种结构也逐渐增大
,

猴科的大

脑脚
、

锥体
、

锥体交叉都相当发达而近似于人类
,

但是脑桥还不如人类发达
,

所以斜方体仍

未被脑桥完全橙盖而部分裸露于脑的外表
。

由于嗅觉的退化
,

灵长类的视觉便超过听觉

而占优势地位
,

所以灵长类的四叠体都是上丘大于下丘
,

人类由于言语的发达
,

下丘又发

展得上丘一般大小 4[ Δ5 >− Η ΔΦ >
0 ,

∀2 ≅ 3 :
。

金丝猴的脑干与称猴及叶猴并无明显差异
,

只是金丝猴的下丘远较称猴发达
,

这也许是树栖生活的金丝猴较半树栖的秘猴需要更多

地使用听觉的缘故
。

据 => ? 4∀ 2 ≅ 3 :
,

树栖的灵长类一般都须靠巨大的鸣声作远距离的

信息传递
。

三
、

小 结

∀
、

金丝猴的大脑皮层除存在猴科固有的全部沟裂外
,

还较其他猴科动物具有更多的

副沟
,

并具有和长臂猿一样发达的顶下沟
。

!
、

金丝猴大脑皮层的沟型与沈猴亚科的特征完全吻合
,

即具有旁枕沟
,

顶间沟
、

旁枕

沟和月状沟连成 8 形的弧
。

外侧裂与颖上沟一直保持平行
。

直沟较直而且靠近眶缘
。

另

外
,

从外侧面观看不到枕颖沟
,

而且常存在额眶沟和外侧距状沟上支
。

Β
、

金丝猴区别于其他属的沟型特点是
<
金丝猴的月状沟直接连于顶枕裂

,

弓状沟的



刘瑞麟等 < 金丝猴 4( 形, 对
Φ
加−Λ 刁 脑的外部形态

后支较长
,

额上沟和顶下沟较发达
。

0

三种金丝猴中
,

滇金丝猴大脑皮层的分化最复杂
,

黔金丝猴最简单
。

三种间的区别

是
<
滇金丝猴的大脑较狭窄

,

沟回较曲折
,

月状沟与顶间沟之间的弧较狭 ; 其他两种的大

脑较宽
,

沟回较平直
,

月状沟与顶间沟之间的弧较宽
,

其中
,

川金丝猴的弓状沟呈 & 形
,

黔

金丝猴的弓状沟呈人字形
。

 
0

金丝猴除蜕叶和酬结节较小
,

下丘较发达以外
,

小脑和脑千的其余结构都与称猴和

叶猴无明显差异
。

Α
0

浇猴亚科和长臂猿都存在旁枕沟
,

顶间沟通过旁枕沟而间接连于月状沟
,

它们之间

形成的弧呈 8形
,

猴亚科则缺旁枕沟
,

顶间沟直接连于月状沟
,

二者间形成的弧呈 1 形 ; 金

丝猴和叶猴额叶眶面的倾斜度
,

直沟的弯曲度都较称猴更近似于长臂猿 ; 金丝猴
、

叶猴和

长臂猿的小脑都有二腹叶
,

而称猴却无二腹叶
,

由此说明优猴亚科的脑分化特点较猴亚科

更近似于长臂猿
。

≅
0

和叶猴相比较
,

金丝猴大脑的沟裂明显地较叶猴更复杂
,

更近似于长臂猿
,

所以金

丝猴脑的分化水平应较叶猴更高级
,

更近似于长臂猿
。

4∀ 2 3  年 月 ∀ !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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