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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禄丰晚中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

吴汝康 潘悦容
9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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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的是在禄丰腊玛古猿化石产地发现的长臂猿类化石
,

它是一种与上猿较为相似

而又具有一些进步性质的长臂猿类
。
它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晚中新世此类化石记录稀少的

状况
,

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长臂猿类有了新的认识 ; 同时
,

对现生长臂猿起源的研究提供了较

为充分的化石依据
。
鉴于它的形态特征和地史分布

,

作者把它订为一新属新种 肠
4 亡‘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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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猿超科 ( . 6 山曰记皿 1 2 例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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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型标本 同一个体破损的左上领 9附
Κ 、 Α 一Λ

Μ 、

部分 % : 和右上领9附 =
、

Η, 、Α
、

砂
、

残破的 %
、

护
、

Λ
Μ

: 9以 ! Δ Ν : 9图版 Η
,

Κ : ; 较完整的下领骨
,

除右侧的 4 缺失外
,

全部牙齿保留 9Α∃ ! ! , : 9图版 Η
,

/:
∗

川型标本 同一个体的齿列9左侧的 Λ
Μ、

Λ
,

和破损的 %
、

Λ/
,

右侧的 =
、

%’ 和 Λ今

9Α∃ Ε Δ Δ : 9图版 2
,

Κ : ; 残破的左上颇 9附 + ,

一研: 9Α∃ Ε Δ Ε : 9图版 ?
,

/ ; 图 /: ; 残

破的附 乙一Λ
,

的右下领 9Α∃
Ε Δ  : 9图版 ?

,

Κ : ; 附 %
,

一Λ
ϑ

的左下颇
,

9+ ∃ Ε Ε : 9图

版 2
,

; 图 Κ :
。

此外
,

归属于这属的还有上
、

下领 , 件
,

单个牙齿约 Ν, 枚
,

齿列 ! 件及

一个头骨
。

时代和产地 晚中新世
,

云南禄丰石灰坝腊玛古猿化石产地
。

特征 亚洲晚中新世个体大的长臂猿
, Α ;

高度臼齿化
,

Λ 伸长
,

下领体较高
,

下颇

联合部延伸到 Α 后半部的下方
,

下领骨舌面的上
、

下圆枕发育
。

上
、

下犬齿都有明显的性

/: 禄丰石灰坝腊玛古猿地点发现在湖沼相沉积里
,

地点所在处范围不大
,

结合这种猿类个体大的特点
,

故取名为

粗壮池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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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
,

上前臼齿大
,

上臼齿近方形
,

Λ
‘

的后凹向后面和舌侧扩大
。

眶间区较宽而平
。

描述

= 呈抹刀状
,

齿冠的切割缘由内侧斜向上外侧
,

唇面稍弯曲
,

舌面齿带发育
。

= 犬齿化
,

圆锥形
,

舌面有一条峭从上向下延伸到齿尖的末端
,

将舌面隔成两半
,

从

唇面观 ;外侧缘比内侧缘更向上斜
,

使整个牙齿的轮廓呈不对称的圆锥形
。

舌面有齿带
。

在标本 Α∃ 1冲 中
,

齿冠唇面的内侧部有一小的釉质褶皱 9见图版 ? /
,

Μ 4

:
。

% 齿冠和齿根都比较粗壮
,

雄性的标本齿冠唇面的内侧有一条深的纵沟向上一直

延伸到齿根
。

舌面有显著的齿带
,

在齿冠舌面有磨耗面
。

而在雌性的标本中
,

犬齿明显较

小
,

形态上也与雄性标本有很大的差异
。

Α 和 护 上前臼齿大
,

颊尖大于舌尖
,

颊尖的末端位于颊侧的中央
,

而舌尖的尖端则

明显偏向前方
,

与臼齿的次尖相应的后内角隆起
。

在舌尖和颊尖之间有两条靖相连
,

前面

的一条晴靠近近 中侧并与近中缘构成狭长的前凹
,

后面的一条崎与齿冠后缘构成后凹
。

后

凹比前凹大
。

Α 的颊尖比舌尖较长而高
,

而 Α ∀

的两个齿尖几乎相等
,

整个齿冠的轮廓呈

较规则的椭圆形
。 Α 和 Α∀

的颊侧均有前
、

后褶
,

但 护 的前
、

后褶比 Α ,

的更发育些
,

反之
,

Α ,

的前
、

后褶之间的颊面比 护 更宽些
。 Α ,

和 Α∀ 的舌面都有弱的舌齿带
,

但 Α布 的较明

显
,

而在正型标本 Α∃ 的Ν 中的 Α ,

和 Α∀
上几乎看不见

。

Λ
‘

一Λ
,

上臼齿具有典型的人猿超科的齿尖型
,

有明显的三角座和分开的次尖
,

近正

方形
。

Λ
‘

和 Λ
“

的咬合面较简单
,

颊侧的长度稍大于舌侧
,

从原尖有一条峪向臼齿的前

缘延伸到前缘中部与舌齿带合并
,

在接近前缘时又分出另一条晴向后弯曲
,

这条晴通常指

向前尖
,

有的指向前附尖
,

在分叉点处有一弱的隆起
,

被视为原小尖
。

Λ
,

的原小尖比

Λ
‘

明显些
。

从原小尖分出的两条晴和前附尖以及齿冠的近中缘构成前凹
,

前凹后缘的晴

同时也是三角座近中缘的一部分
。

由三角座的后晴
、

三角座和次尖连结的晴与齿冠后缘

构成较大的后凹
。

在原尖的舌侧有中等发育或弱的舌齿带
。

连接三角座和次尖的晴从三

角座的后晴向后斜
,

在这条崎的舌侧与舌齿带相当的水平上有一明显的小坑
,

为下臼齿齿

尖的咬合位置
。

在上臼齿颊侧的前外角有一小的前附尖
,

在后外角有弱的后附尖
,

这和颊

侧前
、

后褶的强弱有关
。

在前尖的颊面有明显的颊齿带
,

Λ
“

的颊齿带较 Λ
,

的偏向颊面

的中间
。

在猿类的化石中
,

Λ
,

变异较大
。

禄丰的标本是原尖加大
,

后尖减弱
,

后凹向远中舌

侧扩大以致使舌侧的轮廓较呈方形
,

而不像一些猿类的 Λ 一样
,

次尖减弱甚至于消失
,

使整个 Λ
,

的咬合面轮廓呈圆形
。

Λ
,

的咬合面较前面的两个臼齿复杂
,

三角座的后晴不

规则
,

常被一些小沟切割开而高低不平
,

齿冠的后缘也被一些小沟切割
。

在三角凹和后凹

内较复杂
,

常有一些大小不同孤立的小璧
。

颊齿带位于颊侧的中间
。

从 ∃Η/ 到 Λ
, ,

颊齿

带的位置从颊侧的前半部逐渐过渡到颊侧的中部
。

Λ
Μ

Ο Λ
,

Ο ∃Η/
。

在有的标本中 9Α∃

Ε Δ Δ :
,

入/,

和 人Η‘ 的大小几乎相等
。

3 ϑ

简单
,

和 ? 0 , Φ = 。万, Ι∗ 4 “# 二 ) 4Χ , , 。, ϑ 、 入了Χ4 = ∗ 户Χ动
0 4 7 ; 4 /) =

女Χ 的 Η,

相似
,

齿冠狭而高
,

近中远中径压缩
。

Ηϑ

远中侧有一小的缺刻
,

像 4∗ /∗> Χ?0 #
一样

。

远中侧舌面凹陷
。

4
,

齿冠前面有棱从齿尖向下内延伸到后面基部与一结节汇合
,

从该棱的中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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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
,

在颊侧齿尖之间有大的釉质褶皱被视为弱的颊齿带
。

Λ
ϑ

Υ Λ
ϑ

Υ Λ
。

下领骨大部分比较残破
,

唯有 Α∃ ! Ε 的下领骨保留部分下领联合部的底边
,

颊孔保

留完好
。

在 Λ
,

处的下领高度为 !6 ! 毫米
,

厚度为  毫米
,

下领联合部延伸到 Α,

后半部

的下方
。

下颇孔的位置较高
,

位于下颇骨上坐部的下限
,

但也有变异
。

在另一块标本中

9Α∃ ! Δ  :
,

颇孔的位置又较靠下方
,

与上猿及现代长臂猿的颊孔位置相当
。

比 较 和 讨 论

早中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发现于东非肯尼亚
。  年

,

( ∗Α ς以】」描述了产自肯尼亚

Ω ∗ =7 的破碎的领骨和下牙
,

订名为 − Χ。 , ∗ +Χ=入
。

邝 , /08
0 =0 =。

后来
, − 0 Ξ = ∗ # %/) = Ψ 和 − 0 ) Ψ 0Ζ

9  Ε , : 描述了肯尼亚另一个地点 [ 7 #Χ? 8 )

的下领骨
,

订名为 肠。 , ∗ ΑΧ =石04 7 , 。)%Χ
, ?
币

。

一

般认为前一种相 当于普通的长臂猿 9( Ζ/∗> )≅ 。:
,

而后者较接近于合趾长臂猿 9即。砂)Η 助 ∴

87 力
。

随着化石材料的增加
,  Δ∀ 年 ∃ ? Φ= 0≅Β

# 重新研究了东非的小型猿类化石
,

提 出把

−
6

/08 “以 归于森林古猿类
,

而 −
6

∗ )

而
。而 归于长臂猿科

。

之后
,

∃ ?

Φ=0 ς # 和 1Χ 2 ∗? #

9  Δ Δ : 根据上述的 −
6

。丽二而 的正型标本等建立了一新属 ] 6 击。

ΑΧ≅ 五447
; 。 )

而
,
而

,

农

其头后骨骼的特征
,

认为它比其他化石更位于现代长臂猿的系统上
。  Δ ! 年

,

⊥/ 0) 8/
。
祖

#Χ2 ∗ ? #

将产自乌千达 ∋
) + ) Ψ &5 未定种的猿类 Ρ Λ+ Ν ∀ 一 , Κ 9⊥/0) 8 /

0 ,

 Δ Ε : 和另一些标

本订为 ΛΧ 4= 。
沙加47 ϑ 4/ )= 砂

,

也认为它的牙齿形态与现生的长臂猿很相似
。

禄丰标本与 ] ∗ Φ= 口

沙汤04
“ ; ,

) 4Χ。而 比较
。

两者相似的是下门齿高冠而狭
,

犬齿有

性别差异
,

下臼齿的颊齿带较弱
,

下领骨内面有发育的上横圆枕等
。

但禄丰标本个体大
,

上臼齿横宽
,

齿尖呈丘形
,

下臼齿的颊尖稍向内倾斜
,

上犬齿的近中面只有一条沟
。

禄丰标本与 ΛΧ 4= ∗
ΑΧ 幼44 “ , 4/ )= 形 比较

ϑ 后者是已 知的人猿超科化石中个体最小的袁

类
,

上臼齿的舌侧较圆
,

次尖小
。

在下臼齿 中
,

下次小尖位于远中侧
,

无论在牙齿的形态或

尺寸上
,

都与禄丰标本明显不同
。

醉猿 9]Χ , 声。沙加47
,
访7) 叮∗7 。后: 代表亚洲中中新世小型的长臂猿类

,

产 自江泰

泅洪
,

其 臼齿的轮廓与 ] 改Φ =∗ ΑΧ≅ Ι0 47 ; 二 。4Χ 。。 相似
,

大小相 当于 ΛΧ 4= ∗
ΑΧ≅ Ι04 “ ; 4/ )= Ψ_’ 9李

传夔
,  Δ ! :

。

材料为附有 Λ
‘

一Λ 的左上领
,

禄丰标本与之比较
ϑ 两者在上臼齿的齿尖

排列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

但醉猿的上臼齿尺寸小得多
,

颊齿带弱
,

舌齿带特别发育
。

在长臂猿类化石中
,

无论从牙齿的形态和尺寸上
,

上猿是可比较的种类
。

上猿 9Α/
/。∴

杯功。
#
: 最初由 − ) =≅ 0 ≅

9 ! Δ : 发现于法国的 1 ) ? #) ? ; ! ∀  年
, Ξ 0=Β

) Χ# 建立了 Α/ ≅’∗ 万
∴

跪。
ϑ
属

。
( .⎯ Μ0 /0= 9  Ε ∀ : 回顾了这属和描述了产 自奥地利 Ξ 石血

4 Ι 的新材料并建立了

几个种
。

_) + ⎯0 9  Ε !
,

 Ν , : 详细地描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现的 +
6

9αΑΧ Α/Χ
∗

Α_’≅ 汤< :

痴如俪。后
,

并把上猿分为两亚属四个种 9_
) Α⎯0

,

 Ν ,
,

 Ν :
。 # _ )/

) Ζ和 ]0/
#∗ ?

9  Δ  :

将上猿属分为六个种
。

现将禄丰标本与上猿的主要种类进行对比
。

Α/ /’∗ 沙几。
; /∗4∀ 南 9_) + ⎯0

,

 ‘ : 产自奥地利的一种个休小的种类
。

正型标本为时

有 [ 一Λ
ϑ

残破的左下颇
,

牙齿形态和 +
6

。 ,

Ι’0
““了 以及 尸

6

‘耐
口>∗ , 。后 相似

,

但尺寸明

显地小
, Α 一

Λ
ϑ

的长度为 ,
6

Ε 毫米
,

Λ
ϑ

较长而小
,

下臼齿的三角凹狭
,

下次小尖弱并茁

齿冠远中侧的中间
,

禄丰标本的 Α ,

一Λ
ϑ

的长度为 !
6

毫米 9Α∃ ! ! :
。

两者相似的是



人 类 学 学 报

Α , 臼齿化和根座发育
,

但禄丰标本的根座更宽而长
,

下臼齿的三角凹较大
。

尸石‘沙汤047
了 声,

阶
)
沂 9( 亩_0 /0=

,

 Ε ] 产自法国西南部
,

正型标本为附有 Λ
ϑ 、

Λ
,

的

下领骨和另外十个单牙
,

臼齿的主要特点在远中部
,

尤其在根座上
,

下原尖和下次尖的

刺发育
,

使根座凹的纹饰比较复杂
,

颊齿带发育
。

Λ 并有发育的后齿带
。

因此
,

齿冠的远

中部为方形
,

前凹比后凹大
,

而禄丰标本的根座凹较简单
,

颊齿带不发育
,

不显后齿带
,

Λ
,

的远中部呈圆形
,

尺寸较大
。

但有的学者对上述的法国标本提 出疑问
,

正型标本上未萌出

的 Λ
,

也许是大的 Λ
Μ ,

可能是 +
6

) ?万宁7 7 , 的暂时变异 9⊥
= Χ#0 Ι

,

 Δ :
。

尸
6

。 ,
心

“ “ ;

和 尸
6

, Χ? Φ∗ >∗ 二
。

衍 是上猿属中了解较多的种类
。

群叩≅6≅ 汤0 4 7 , 。。万、7 “ ,
9Φ

0 Γ /) Χ? ΒΧ//0
,

Ε  : 产自法国 1 ) ? #) ? 的许多地点和奥地利的

4 汾 Χ) 4Ι
,

禄丰标本与之比较
,

两者的 = 都呈抹刀状
,

舌面有发育的齿带围绕
。

= 犬齿化
,

圆锥形
。

% 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

齿冠的近中侧有一条沟
。

前者的前臼齿上有发育的舌齿

带且 护 的舌齿带比 Α 的更发育
,

而禄丰标本的 Α月

舌齿带较不发育
,

在 Α,

上几乎没

有
。

在上臼齿上
,

前者直接 由齿带延伸膨胀突起
,

次尖位于齿冠的后内角
、

原尖的斜上

方
,

尤其 Λ
,

的次尖几乎在齿冠远中部的中间
,

而禄丰标木的上臼齿近似四方形
,

原尖和

次尖的位置较靠近舌侧
,

次尖更靠舌侧
。

下前臼齿和下臼齿的基本构造与 尸
6

阴‘β77
了
相似

。

Λ
,

的下原尖
、

下次尖和下次小

尖在一直线上
。

主要的区别是禄丰标本的颊齿带不发育
,

Λ 的远中部 呈 圆 形 而 不 像

尸
6

。, 万宁““ ,
呈方形

。 + 。 高度臼齿化
。

尸Κ叩Χ幼。4 7 , , Χ? Τ砧∗ ∗ 0 。 , Χ; 9_
)Α⎯0 0≅ ( ∗ = _ 0 /0 = ,

 Ε Δ : 产自捷克斯洛伐克
。

材料包括

头骨
、

领骨
、

牙齿和头后骨骼
。

这类上猿的 Λ
,

较大
,

上臼齿的舌齿带特别显著且包围次

尖
,

Λ
,

尤甚
。

另外
,

Λ
ϑ 、

Λ
。

颊侧的下原尖
、

下次尖和下次小尖位于一直线上
,

而禄丰标

本只是 Λ
ϑ

上有此现象
。

Α/ Χ即Χ动
。4 7 了 人。,

·

? ,
,

)左Χ 9Ω
= 0 ≅_ ∗ Χ

,

 Δ Ε : 产自匈牙利东北部的 [ 7 Φ ) >应? Ζ) ,

与腊玛古猿

类共生
。

正型标本为附有 ] Α; 、 Α、

一入Η
;

的下领骨
。

有的学者提出把它订为 ∃ ∗ ΑΧ≅ Ι。
·

“了

Ι ∗ = ? Ζ)夜 Ω =0 ≅_ ∗ Χ 9Ξ Χ? #
> 7 = 8 0 ≅ Λ 0 Χ?

,

 ! , :
。

这类标本的特点是尺寸大
, + 。 呈五边形

,

臼

齿上有发育的颊齿带和后 凹
,

Λ
ϑ

的后凹呈三角形
。

禄丰标本也不尽与此相同
。

尸Κ 。对功
0 4 7 , 左=Χ# 石?

‘Χ 90 Ι∗ + =) 0 ≅ Ω ) 7 /
,

 Δ  : 是亚洲中新世晚期唯一可对比的长臂

猿类化石
。 ,

最近也有人提议将它订为 Ω =Χ# 肠
)

Α,’≅Ι
∗

47 , 砂汕
,

面
,

并归于长臂猿科 9ΞΧ ?# >≅/ =8

0 ≅ Λ
0 Χ?

,

 !, :
,

产 自印度西瓦立克的 ∋
) 8 =Χ 层

,

材料仅有一枚 入Η,

9ΑΡ ∃  Ε , 一 Ν  :
。

依

%Ι∗ Α= ) 等的描述
,

臼齿齿冠短而宽
,

颊尖高于舌尖
。

中等发育的舌齿带
,

而且只出现在原

尖的近中侧
。

作者认为它具有进步的特性
,

与现生长臂猿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

从描述和图

版中看
,

和禄丰标本比较相似
,

由于材料很少
,

而且 Λ 又是变异较大的牙齿
,

因此难以作

全面的比较
。

现生长臂猿以下门齿狭
,

= 抹刀状
, Κ

呈圆锥形
,

犬齿高而磨耗面大
, Α 压缩等特

征与化石种相似
,

而又以上犬齿压缩
,

下门齿较狭而低
,

上颊齿的舌齿带弱或缺少等性状

 Κ ∀ 年 1 4 Ι /∗ # #0 = 记述 过在 内蒙化德晚上新世发现的一枚上臼 齿
,

命名为 + /Χ∗ + = ≅方。
4 “ Ε

+ ∗ , ≅ 为7 , , ϑ ‘≅ ,

可能不

是灵长 类
。

 斗Ν 年 Γ ∗Ι /Χ? 记述过的甘肃猴 Ω )
?/

“万≅为04 “ , 破损的下颁和牙齿
,

其形态接近于高等灵长 类
,

但由于材料很破碎
,

层位上也有疑问
,

其地位难于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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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 同于化石种
。

禄丰标本与黑长臂猿 9(州
∗ >) 。, 4 口

二∗/ 。 ;

: 或合趾长臂猿作比较
,

无论

从形态或测量数据上
,

都能找到一些相似之处
。

除了上述的相似点外
,

黑长臂猿的 较

宽
, Η,

较狄和高
,

巧 较长
,

上臼齿的原尖和次尖的位置较靠舌侧
。

下臼齿较狭长
,

Λ
,

比

前面两个臼齿更伸长
,

下次小尖的位置较靠颊侧等特征可与禄丰标本作比较
。

此外
,

从下颇骨的形态来看
,

上猿
、

禄丰标本和现代长臂猿 9黑长臂猿: 的下领骨都是

前部较深
,

但前两者的下颇体较高和厚
。

禄丰标本的下领联合部内面有比较明显的上横

圆枕和下横圆枕
,

而上猿只有发育的下横圆枕
。

下领联合部的厚度依次为禄丰标本 ,
6

Ε

毫米 9+∃ Ε Ε : 9图版 Η?
,

/; 图 Κ :
,

上猿 ,
6

Κ 毫米 9产自西德 #7 0
>Χ

)

的 尸
6

)

丽叮7 7 ;

模

型:
、

黑长臂猿 9本所收藏的黑长臂猿标本 ∋ ∗   Κ : Δ Ε 毫米
。

显然前两者比较接近
。

上

猿的下颇联合部延续到 Α ;
远中部的下方

,

现代长臂猿在 Α;

中间的位置
,

而禄丰标本在

Α 后半部的位置
,

介于上猿和现代长臂猿之间
。

从下颇骨的颊孔位置来看
,

上猿和现代长

臂猿的颊孔都偏低
,

约在下领的下三分之一或更靠上些
,

而禄丰标本 Α∃ ! ! 的颊孔位置

较高
,

约在下领骨下的二分之一
,

但也有变异
。

在另一件标本中 9Α∃ 1夕 : 9图版 ?
,

Κ :

额孔较靠下
,

由于下领底部破损
,

不能完全确定它的位置
,

在禄丰的下颇骨中
,

只有 Α∃

! Δ  保留部分下领支
,

从残存的部分观察
,

下颇支较垂直
,

与上猿相似
。

综上所述
,

禄丰标本的大小和形态构造与上猿有不少相似点
,

但另一方面
,

禄丰标本

又与现代长臂猿特别是黑长臂猿的不少性状相似
。

晚中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发现不 多
,

匈牙 利 的 尸
6

9∃
, 。

ΑΧ≅ 肠47 习 Ι0:
·

叮
。

形 相 当于

α + + 0 /#Ι0 Χ2 Χ) ?
动物群 9Ω

=Χ≅_ ∗ Χ
,

 夕Ε :
,

年代为 Κ , ,一 , , 万年 9#
_ ) /) Ζ ) ? Φ ] 0 /#∗ ? ,

 Δ :
,

比禄丰腊玛古猿化石产地的时代早
。

从时代上唯一可对比的是印度西瓦立克 ∋ )8 Φ 层的

尸
6

及=Χ, 加)≅’Χ 9或 Ω爪人
。 )

ΑΧ 动04 “了 左=Χ# 如面:
,

但材料极少
,

只有一枚 Λ
, ,

而且禄丰标本与

它也不完全相同
。

另外
,

从禄丰动物群的研究表明
,

它与西瓦立克的 ∋ )8 =Χ 带相当
,

其时

代可能相当于欧洲的 Β )// 0# Χ)? 和早 丁7 =∗ /Χ ) ?
9祁国琴

,  夕 :
。

最近
,

通过对禄丰低冠竹

鼠的研究
,

认为禄丰动物群的时代相当于 & 7= ∗/Χ )?
,

距今大约 ! ,, 万年 9⊥/Ζ? ? 。

?Φ β
,

 ! Κ :
。

鉴于禄丰标本的形态构造和地史分布
,

将它订为一新属新种 乙)4 4∗ ΑΧ ⎯乃04 “ ϑ =∗ 矛“、7=

8 0 ?
·

0 ≅ #Α
6

? ∗ Β
6

∗

结 语

6

粗壮池猿的下颇骨
,

牙齿大小和形态构造
,

与欧洲中
、

晚中新世的上猿比较相似
,

又

与现代长臂猿特别是黑长臂猿有一定的相似性
,

因而它是中
、

晚中新世长臂猿类和更新世

长臂猿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

Κ
6

从长臂猿类的地史分布来看
,

第三纪的材料唯有印度西瓦立克 ( )=Χ ≅) /Ζ)? 8)
=

附近

∋ )8 =Χ 层的 尸
6

左=Χ# 加碗 9或 Ω =/’# Ι?) ΑΧ, 入44 “,

左价加面: 是晚中新世中时代较晚的长臂猿

类
,

而且材料很少
,

因而禄丰长臂猿类化石的发现增加了中新世晚期和更新世之间的化石

记录
,

对探讨现生长臂猿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化石依据
。

6

云南省是现代长臂猿的产地之一
,

在长臂猿属的六个种中有三个种分布在云南境

内9李致祥等
,  ! :

。

它的发现
,

表明在禄丰腊玛古猿生存的晚中新世
,

长臂猿已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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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老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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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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