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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古猿地点的树的类化石

邱 铸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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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记述的一种树助 介
。 J ` 刀击 口 g a l` 夕“ ” ” a ” i c a g e n

·
e t “ p

·
n o v

·

系 1 9 8 3 年采集于云南禄

丰最晚中新世的石灰垠组
。

材料仅有十余枚牙齿
,

但代表了化石树助在印度
一
巴基斯坦次大

陆西瓦立克系外的唯一发现
。

文中除对该树助的形态作了描述和对比外
,

还评述了西瓦立克

系发现的树助化石
,
同时对树欧类的系统发育作了一些探讨

。

树袍系一类善攀援
、

外形似松鼠的小哺乳动物
,

现生的种类仅分布于东洋界
。

由于它

在构造
、

习性和行为上与原始的灵长类及食虫类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
,

故其高阶元的归

属
,

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

许多学者认为
,

树他与灵长类有着特别的亲缘关系
,

认为它

很可能与灵长类的起源有关
。

辛普生 ( iS m p so n ,

1 9 4 5 ) 在其《哺乳动物分类原则及分类》

一书中
,

还把树她归人了灵长目的狐猴次目 ( L e m ur if or m )
。

但近二十多年来
,

随着分支

系统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生物系统学的传播和应用
,

也使评估树地亲缘性的注意力集中在

对其系统发育关系的分析
。

其结果使许多学者相信
,

树跑并不属于灵长类
。

w
.

P
.

勒基特

( L
u e k e t t ,

19 5 0 ) 所 编著的 《 C o m p a r a t iv e B i o l o g y a n d E v o l u t i o o a r y R el
a t i o n s h i p s o

f T r e e

hs
r

ew
s》一书

,

正充分反映了这一观点
。

通过对树勉和低等灵长类头骨
、

齿系
、

神经和生殖

系统等的性状研究
,

书中的学者认为
,

树跑与低等灵长类的某些相似
,

只不过是近祖共性

或系趋同进化的结果 ; 它所独有的衍生性状
,

无一可包含于灵长目这一单系中
。
因此认

为
,

树跑既不属于食虫 目
,

也不可划人灵长目
,

而 自身构成一个独立的单系
。

这样
,

华格纳

w
: gn er ( 1 8 5 5 ) 把它另立一 目— 攀勉 目 ( Sca dn en iat ) 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见 B lut er , 1 9 7 2 )
。

本文作者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

但采纳了把树鲍归入攀跑 目的

这一意见
。

所记述的材料
,

仅有一些单个的牙齿
,

标本系 19 8 3 年从云南禄丰古猿地点 D 剖面中

筛洗而得
。

(关于化石地点的地质概况
,

详见祁国琴
, 1 9 8 5

,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地层概述一

文 )
。

牙齿的特征在树跑科内作属
、

种的区分意义颇大
,

莱昂 ( L y on
,

1 9 1 3 )
,

斯蒂尔 ( tS lee
e ,

19 73 ) 和巴特勒 ( uB d er
,

19 8 0) 对现生树触的齿系作过较详细的研究
,

乔普拉等 ( C hoP ar

e : a l
. ,

一9 7 9
,

1 9 7 9 ) 和雅各布斯 ( J
a e o b s ,

1 9 8 0 ) 等亦对 西 瓦 立 克 化石树跑的牙齿作过

很好的描述
。

本文描述牙齿构造的术语
,

即采用了巴特勒 ( 19 8 0 )的命名
,

同时参考了哈奇

森 ( H
u t c h i s o n ,

19 7 4 ) 描述露鼠时使用的部分术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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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邱占祥
、

李传夔
、

王应祥和吴文裕等同志阅读和修改文稿
,

承沈文龙同志绘图
、

欧阳

莲同志作扫描摄像
,

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

攀助目 cS
a n ds int

a
W昭ner

,

1 8 55

树的科 T u p曲 d a e
M i v ar t ,

1 8 6 8

: 原细尾的属 (新属 ) p r o de n d r o g a le g e 二 uO
,

·

属名称由来 前缀
“

rP 尹意岛在前
,

示新属与细尾鲍属 D 。
耐 or ga l。 近似

,

但较原始
。

属型种 p r o d e , d r o g 以。 , “ , n ` 厉“
s
p

·

n o v
·

属的特征 牙齿的大小和形态接近于 D阴dr og 以。
者

。

但 lC 双根融合 ; P ,

和 P’ 的

前附尖弱 ; M卜
,

具较发育的外齿带 ; 砰 ( lM 也可能 )具前小尖 ; P 4

相对较大
,

但下后尖较

低弱
,

下前尖位置靠中 ; M
, 一 J

具明显的前唇侧齿带
。

云南 原细尾的 (新种 ) 尸or de n d or g a le 洲
n n a o ic a g e n

.

et 。 p
.

on .v

(图版 ;l 图 卜 3)

1夕s , : T u p a i主d a e g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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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d : :
· ,

邱铸鼎等
,
人类学学报

, 4 ( 1 ) : 1」一 J Z
。

种名称来由 示新种之产地—
云南省

特征 同属特征

正型标本 一右 砂
,

其后外谷部分破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

号 : v 82 8 1)
。

模式产地 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垠
。

时代与层位 最晚中新世
,

保德期 ;石灰俱组 (D 剖面第 5 层 )
。

归人标本

第 1 层 : 右 p , ,

破右 M
` ,

左 M
,

后跟各一枚 ( V 8 2 8 2
.

l一 3 ,

依顺序
,

下同 ) ;

第 2 层 :
左 D p , ,

破左 p , ,

破右 I :

及 M
:

的后跟各一枚 ( V s Z s 2
.

4一 7 ) ;

第 弓层 : 一破右 p ` ,

一破左 p ` ,

一右 M
` ,

一破左 I , ,

一右 M
:

及一左 M
:

( v s Z s 2
.

8一

1 3 ) ; 第 6 层 :
右 C ` ,

右 D l , ,

及左 p ;

各一枚 (V 8 2 8 2
.

14一 16 )
。

测盆 (单位 :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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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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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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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

描述 上犬齿 ( lC )前臼齿化
,

具两融合的齿根
。

齿冠锐利
,

扁锥形
。

主尖有一长的后

脊和一稍短的前脊
,

两脊在牙齿基部略膨大
。

P Z

的形状大体与 lC 相似
,

但两齿根分开
,

主尖不甚锐利
,

后脊较强大
,

并与一显著

的后基尖连接
。

前脊不发育
,

牙齿的前方有一极弱的小尖
。



古 脊 推 动 物 学 报 24卷

P3

比 PZ

大得多
,

相当臼齿化
。

主尖 (前尖 )高大
,

有一伸向齿冠后外角的粗壮齿脊
,

脊的舌侧壁陡峻
,

唇侧凹陷成窝 6 无后尖
。

齿带在牙齿后外角相当发育
,

但唇侧齿带向前

未逾越前尖
。

主尖的前外角有一小的前附尖
,

前附尖与主尖的基部间有一弱脊
。

前舌侧亦

有一齿带
,

与后齿带相比
,

它显得很弱
。

两枚 P ,

的原尖架 ( rP ot co on
e hs elf ) 都已破损

。

该齿具三根
。

.P 的原尖架亦损失
。

从可比较的部分看
, P咭 与 P 3

十分相似 : 主尖大
,

前外侧有一

低的前附尖
,

后侧有一伸达牙齿后外角的强脊 ;没有后尖 ; 牙齿的后唇侧具连续而发育的

齿带
。

但 P今 似较 P ,

横宽 ;前尖与前附尖间的脊较明显 ; 主尖的唇侧不突起
,

因而牙齿

的外侧形成很大的凹谷 ;外齿带连续
,

前舌侧齿带也较发育
。 P `

亦具三根
。

M
`
只有牙齿的外半部分

。

前尖和后尖呈 v 形
,

前者比后者小而低
。

前晴 ( aP ar cr ist :

)

最短
,

与前附尖连接 ;后晴 ( m et a cr ist a
) 最长

,

伸达牙齿的后外角 ;无后附尖 ;后前峭和前

后晴连接于中附尖
。

中附尖比前附尖稍大
,

从唇侧壁的弯凹推断
,

中附尖由两小尖组成
。

前尖与后尖间的沟开阔
,

外伸唇侧 ;深度大
,

与浅的外谷 ( ce ot fl e
xu

s
) 对照 鲜明

。

唇侧有

一脊状的齿带
,

齿带从前附尖伸向中附尖
,

终止于后晴末端
,

并几乎封闭外谷
。

M
`

的唇侧

具两齿根
。

砰 (图 l) 的后外谷部分破损
。

牙齿轻微磨蚀
。

其外侧的尖
、

脊之形态和构造与 lM者

图 1 云南原细尾即 (新属
、

新种 )
,

右
M

Z ,

正型标本 ( v s 2 8 1 )
,

冠面视

F ig
.

l p : o
击

刀 d , o窟口l亡 夕u 月” a称 i c a g e n
.

e t

s p
·

n o v
· , r ig h t M

, , t y p e

( v s Z s l )
,

o c c j u s a l v i e w

后外谷较深
,

无后外齿带
。

原尖架与

三根
,

后唇侧根与舌侧根靠近
。

无大异
,

唯前尖和后尖的大小差异不如 M
`
的那

么明显 ;中附尖未见分成两小尖 ;前附尖位置较靠

唇侧
,

因而从前尖和后尖向唇侧伸出的两臂较为

匀称
。

与 M
`

相比
,

前婿相对后前峭要长些
,

后

晴不那样强壮
,

那样明显地掠向后外 ;外谷的齿带

似乎也弱些
。

M
,

的原尖架约占牙齿宽度之半
。

原

尖 v 形
,

位于齿冠前半部 ; 其前臂沿牙齿的前缘往

前外伸
,

并作为前尖前缘一狭窄的齿带直达前附

尖 ;后臂沿牙齿的后缘向后外伸
,

消失于后尖基部

的后舌侧
。

前臂在接近前尖处膨大成一触目的前

小尖
。
牙齿的舌侧壁光滑

,

无齿带及次尖的痕迹
。

M
Z

三根
。

M
,

的后外角很退化
,

因而齿冠呈三角形
。

前

尖最高
。

前峭长
,

但无后晴
。

前附尖发育
,

向牙齿

的前外侧扩伸
。

中附尖仍相当大
,

由两小尖组成
。

树 者相仿
,

仅尺寸较小
,

其上的前小尖较模糊
。

aM

标本中的 I
:

齿尖已破损
,

齿根亦未保存
。

其舌面的两侧各有一终止于牙齿基部的

脊
。

舌面隆起成强大的中间岭
。

I ,

破碎
。

构造无异于 T “ Pia `
和 D en d or g al 。

者
。
不同于 I

,

在于个体较大 ; 为中间

峭分成的两小面的夹角较大 ;可能齿尖部分也较宽阔
。

P ;
保存良好

。

齿座臼齿化
,

三齿尖近直角三角形排列
。

齿座角 ( itr gon 记 a n
gl e)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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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
。

下后尖显著
,

完全独立于下原尖
,

位于唇侧比下原尖稍靠后的位置上
。
下原尖粗

大
,

比下后尖也高得多
。

下前尖最低
,

但相当发育
,

位置很靠舌侧
。
后跟极弱

,

斜向唇侧
,

沿其内缘和后缘发育一脊
,

该脊在牙齿的后内角逐渐加厚成齿尖状突起
。

后跟的中间尚

有一小的纵向峭
。

P
;

双根
。

材料中有形态十分相似的两枚下臼齿
。

其中

v 8 2 8 2
.

12 标本的下前尖及下内尖虽已破损
,

但根

据齿座的前部较窄及斜脊会于齿座之中部偏唇侧

判断
,

它很可能为 lM ; v 82 8 2
.

13 标术保存良好

(图 2 )
,

根据其齿座和跟座近等宽
,

斜脊会于齿座

后侧之正中部
,

无疑应为 M
; 。

两臼齿的齿座与 P 。

的很相似
,

只是前者的下前尖及下后尖相对较发

育
,

下后尖比下原尖仅略低
,

齿座角开口小
。

未磨

蚀的 M
:

跟座 ( v 82 82
.

7 ) 表明
,

下内尖几乎与下

次尖等高
,

后者为跟座中最大的齿尖
。

跟座上的

尖比下原尖和下后尖都低
。

下内尖前方有一下内

尖晴 (
e n t o e r is t id )

,

但无下内小尖 (
e n t o e o n lu i d )

,

也没有明显的下后尖峭 (m
e t a c r is tid )

。

下次小尖

低而小
,

位于下内尖后方略偏唇侧的位置上
,

以一

粗壮的下次脊连接于下次尖
,

与下内尖则以一深

沟隔开
。

跟凹比齿凹宽大
,

而且位置明显较低
。

M
:

和 呱 的前唇侧缘都有一明显的齿带
, V 8 2 82

.

13

标本的后缘具齿带的模糊痕迹
。

M
,

和 岭 都具两

强大的齿根
。

代表 M
3

的仅有一跟座
.

其形态和构造无异

于 M
,

和 M
:

者
,

但较为狭小
,

齿尖亦较退化
。

D P 3

三角形
,

比 P 3

小
。

其外侧部与 P 3

相应

部分构造相似
,

唯前附尖较弱
,

后内侧齿带缺失
。

牙齿的内侧部薄弱
,

其上有一清楚
,

但很低小的原尖
。

D l ,

除个体较小外 (长 1
.

7 5m m )
,

无异于 I , 。

图 2 云南原细尾动 (新属
、

新种 )
,

左
M

:

( v 8 2 8 2
.

z 3 )
。

A ,

冠面视 ; B ,

舌侧视

F ig
·

Z p , o d。 二弓
, o g a l。 , 。` 。 。 a o i c召 g e n

.

e t

s p
·

n o v
· ,

j o f r
’

M
:

(
v s 2 s 2

.

1 3 )
、 A ,

o c e l u s a ] v ie w ; B
,

l i n g u a l v i e w

D P ,

同样有分离的三齿根
。

比较与讨论 树跑的化石非常罕见
。

本世纪初报道过一些早第三纪的
“
树地” ,

或者

认为是与树跑有亲缘关系的一些属
,

但先后都一一被否定了
。

在东亚
,

有马修和葛兰杰

( M
a t t h e w e t G r a n g er

,

19 2 4 ) 作为树地类描述的蒙 古渐 新世三达河组
.

( H o a n d a G o l ) 和

洛层 ( L o h ) 的 了二 Pia od o n ,

后被辛普生 ( S im p s o a ,

1 9 3 1 ) 归人了蜻类
。

辛氏 ( 1 9 3 1 )记述

的蒙古渐新世乌兰戈察组 ( U l
a n G o e h u

) 的 A o a g al o 9 0厉。 。 ` , 及步林 ( B o hl i n
,

1 9 5 1) 描

述的甘肃渐新世的 A o sal ap 后 及。 川。 。众 ,

都一度被 认 为属树勉
,

但麦克纳 ( M ck en n 。 ,

1 9 6 3 )根据耳区的研究
,

又都排除了它们属于树鲍类的可能
。
在北美

,

所有原先作为
“
树

地
”
描述的 E解 Om of o let

,

肠 iP
`” of 。娜 和 E ud 。 。 口。 广。 。

等
,

也都先后被重新订正 (详见

K r i s h t a l k a ,

29 7 6 ; K r i s h : a l k a 。 n d W
e s t , 1 9 7 7 和 V a n V a l e n ,

19 6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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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认确实为 树 跑 类的 化 石 在 国 外 仅 发 现于印巴次大陆的中新统
。

有乔普拉

等( Ch o P r:t el a
. ,

1 9 7 9 ) 报道的印度喜马偕尔邦中西 瓦立克系的一具右 M卜
,

的破碎头

骨 ( p U A I一 5 ) 及一右 M
:

( p U A I一 6 ) ;乔普拉和瓦西沙特 ( Ch o p r a a n d V a s i s h a t , 19 7 9 )记

述的上述地点附近
,

同一层位
,

保存较好的一件头骨 ( P u A I一 3 ) ; 以及雅各布斯 ( Jac ob s ,

` 9 “ 0) 描述的巴基斯坦中西瓦立克系一件未保弃牙齿的破碎头骨 (Y G sP 8 08 9) 和一枚

可能为左 M
;

的单个牙齿 ( Y G s p 5 0 9 0 )
。

把禄丰标本归人树跑
,

是因为其下门齿有一非常隆起的纵向岭
,

此峭把舌侧面分成两

近于垂直的小面 ;上前臼齿
,

尤其是 P ,

和 P 4

的后唇侧凹陷
,

并有一明显的后外齿带 ; P 。

的齿座高度臼齿化 ;上臼齿外谷的位置明显较齿凹高
,

且唇侧具发育的齿带 ;下臼齿齿凹

与跟凹的位置也高低悬殊
,

次小尖靠近下内尖
,

其间有一深沟
.

当然
,

这些特征并不都为

树他所独具
,

其中的一些性状也并非存在于所有的树触
。
在一些食虫类

,

甚至低等灵长类

中
,

也有相似的牙齿构造
,

但是
,

这些标本所具有的组合特征
,

除树跑外
,

无一可与其比较
。

而且
, P ,

和 P 4

有一唇侧齿带围成的凹谷 ; 高度臼齿化的 P。 具特别向唇侧倾斜的后跟 ;

上臼齿由发育的齿带封闭的外谷位置明显比齿凹高 ; 下臼齿齿凹位置也比跟凹高很 多的

这些性状
,

刚为树跑类的牙齿所特有
。

乔普拉和瓦沙特 ( 1 9 7 9 )在研究印度的化石树跑时
,

把所发现的上述三件标本都指定

为 树跑科的一新属 p al ac ot “ P面` ,

认为该属在形态和构造上与现生 T “ 如衍 的最为接近
,

并

认为巴基斯坦的两件标本亦可能属于该新的分类单元
。 尸以ae ot “ P` 。

ivs 心
` * 的正型标本

( P u A 卜 3 ) 在形态上确实与 T “ 洲沁 很接近
,

或许表明了它们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

但是
,

如把印度次大陆的这些化石都归人同一属
、

种
,

则很值得商榷
。

据描述
, P U A I一 5 标 本的

M卜
2

方形
,

具次尖
,

而 P U A I一 3 的 M卜
2

呈三角形
,

没有次尖
。 P U A I一 3 在大小上虽与巴

基斯坦的 Y G sP 8 0 8 9 接近
,

但印度标本的 lC 和 P Z

都为单根
,

而后者均为双根
。 P U A 卜

6 有发育的前齿带
,

而 Y G SP 8 0 9。 却完全缺失
。

依现生树跑标本的观察
,

臼齿次尖的

有无
,

lC 的齿根数及臼齿的齿带发育与否
,

都是树鲍科中区别属
、

种的重要特征
。
因此

,

在笔者看来
,

印巴次大陆发现的材料
,

至少代表了三种化石树勉
。

禄丰标本不同于印度标本在于上臼齿 没有后附尖
,

又以没有次尖而异于其中的 P U A

I一 5 标本
,

以 lG 及 P ,

具双根而不同于 PU A I一 3 。
虽然禄丰标本的 M

:

与印度标本的

同一牙齿 ( P U A I一 6) 都有前唇侧齿带
,

但后者的个体较大
,

且跟座 似乎比齿座明显宽
。

由于巴基斯坦 Y G SP 8 0 89 标本的齿冠未保存
,

无法与禄丰标本作齿冠构造上的比较
。

虽

然它们的 lC 和 P ,

齿根数目相同
,

但我国标本的牙齿个体要小得多
。 Y G S P 8 0 9 0 的大

小及形态与禄丰标本的下臼齿都很相近
,

但巴基斯坦的 M
l

没有前齿带
。
显然

,

禄丰化石

树地所具有的特征
,

与印巴次大陆的标本都有较大的差异
。

莱昂 (切 on
,

19 13 ) 最早对树跑科的现生属
、

种进行了描述和划分
。

根据外部形态
、

头骨
、

齿系及生活习性等
,

莱氏把现生的树鲍分成两亚科
:
树池亚科 ( T uP iia an e) 和羽尾

亚科 ( p t il o e er c王n a e
)

。

前一亚科包括了五个属
: T o P a i a , A , “ h` , a ,

D
e , d r o g al e ,

场
o o o g al 。

及 u or g al
。 ; 后一亚科仅有 itP l oc cr `。 一属

。

这一划分几乎为所有学者所接受
,

只是由

于 D 胡d or g以。
在形态和构造上具有较多的原始性状

,

并显示了一些介于羽尾亚科和树跑

亚科的特征
,

因而戴维斯 ( D va is
,

19 3 8 ) 曾对 这 两 亚科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

但 L uc ke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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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0 8 )认为
,

戴氏所引证 D娜` or g al 。 与 itP l oc 。 ` , 的相似特征
,

大多系树地类的近祖共

性
,

而 D
亡

dn
,叩以 。 与 , uP ia id , 的相似都表现为近裔共性

,

从而从系统发育关系上 进一步

肯定了把树地类分成两亚科的合理性
。

云南化石树地在牙齿大小上与 乃月口cc cr su 接近
,

而且 lC 也具有双根
,

但羽尾树跑的

上 臼齿没有中附尖
,

上
、

下臼齿外侧都有发达和连续的齿带
,

这便排除了禄丰标本属于

P t il o 。 e r c i n 。 e 亚科的可能
。 T u p a i i n a e

中的 A , t人a o a ,

L夕o n o g a l。 和 U r o g a l 。 属的个体较大
,

lC 单根
,

上臼齿都有或具很发育的次尖
。

此外
, A 、 人a an 的臼齿短宽

,

勿
。二 g al 。

的 lC

无明显的后脊
, U or g al 。

的中附尖为一脊状构造
。

因此
,

禄丰的标本也不可能归人树鲍亚

科的上述三属
。

就牙齿的大小而言
,

它与 D c

耐 or g al 。
及 T即 at’ 口

属中的个体最小者 .T

。 i。 ,
接近

,

只是其 lG 具双根
,

上臼齿又无任何次尖的痕迹
,

使它较相似于前者
,

有别于

T
.

阴 i ” o r o

D
e

耐 or g al 。
分布于印支半 岛的东南部和加里曼丹

。

该属仅有 D
.

。 , i。 和 D
.

, 。 l
-

a n “ r a
两种 (见 L e k

。 g u l 。 t
M

u n e e
ly

,

19 7 7 ) 据莱昂描述
,

这两种在牙齿的形态和构造上难

于区别
。

禄丰标本与 D
.

m le 翻ur a 齿系的比较表明
:
两者牙齿大小接近

,

在 lC 双齿根

和上臼齿无次尖方面相同
,

其它的一些特征也都相似
,

如 lC 明显比 P Z

大
,

有一发育的后

脊
, P Z

的双根分开
,

有一后脊及弱的后基尖
, P ,

比 P Z

大很多
,

并有一前附尖
,

M
,

的中

附尖由两小尖组成
,

砰 的后尖明显比前尖高
,

下臼齿下后尖的位置较下原尖靠后
,

且前

者比后者低
,

M
Z

跟座与齿座等宽
,

下内尖较下次尖低等
。

但是
,

在牙齿的特征上
,

禄丰

树地依然易于与 D
o

dn or g耐
。

相区别
:
前者 lC 的双根融合

,

l其前齿带没有后者的那样明

显
, P Z

有一弱的前基尖和一较强的后脊
,

且相对于 lC 要比 D en d or g以 。
的大

, P 3

和 4P

的前附尖弱
,

lM
一 2

的外齿带较发育
,

砂 (lM 也可能 )有一前小尖
,

M
,

中附尖分成双尖
,

P ;

的下原尖比下后尖高很多
,

下前尖较靠舌侧
,

下臼齿前唇侧缘具明显的齿带
。

从上 述的比较看来
,

禄丰的树她标本虽然只有一些单个的牙齿
,

但其特征充分表明了

该化石树袍不仅不同于印度次大陆中新世的树触
,

也 与现生的各属有所差异
。

虽然与

D 。
耐 or g al 。

在牙齿形态上较接近
,

但考虑到地史上的时间差距
,

这里只把它当作树触科 中

与 刀
e

耐
r o g o z。 属很接近的一新 的属

、

种 p r o d e n d r o g al e 夕u , n “ ” i c a 。

新属与 D
o

dn or ga l。 形态上的相似
,

表明了它们有较接近的亲缘关系
。

在许多方面
,

它又具有比现生属明显原始的特征
,

可能说明它们具有祖裔的亲缘关系
。

在 rP od 邵 dr og
-

al 。一 D阴 d or g al 。 的这一支系中
,

牙齿的进化趋势似乎表现于 lC 前齿带的出现
, P Z

的退化

(个体缩小
,

失去弱的后尖
,

后脊变弱 )
, P ,

和 P 4

前附尖的增大
,

M卜
2

外齿带的退化
, P ;

个体的缩小
,

其下后尖的增高和下前尖的外移
,

M卜
习

前唇侧齿带的退化等
。

rP od
。

dn or ga l 。 似乎又具有在系统发育上的一些进步特征
,

如 lC 双根融合
,

甜 具前

小尖
,

M
,

中附尖分开等
。
根据与外类群的比较

,

特别是对双脊齿型 (dl’l
a o b d od 胡 ,

)
。

哺

乳动物牙齿 系统发育的研究 (参见 But l er
,

19 80)
,

这里把树跑类 lC 的单根和中附尖的

分开当作衍生的特征
。
因此

,

如果 D阴d or g以 。
lC 双根的分开和 M

,

中附尖的双尖不是一

种次生现象
,

以及上臼齿前小尖的出现是一种衍生性状的假说是正确的话
,

那么在 系统发

育上
, 尸。 d 。

“ or ga l 。 与 D胡 dr og al 。

则构造了一姐妹群
.

两者的 lC 都具双根
,

这无疑属

近祖共性
.

它们又共有臼齿失去次尖这一近裔性状
,

因此
,

这一单系可能与具有 lC 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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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衍生性状的 T仰碗 和 勿 g o o n al。
有更接近的亲缘关系

,

并同时远离 tP il oc er ic an
e
亚

科
,

从上臼齿具有中附尖及下臼齿次小尖靠舌侧的共同祖先
,

向着次尖退化方向进化
。

至

于印度的 P以。 ot 即` 俘 万 ,
蔽

c* (仅指正型标本 )
,

没有次尖
,

但具有 lC 单根
, P ,

原尖发

育
,

臼齿具后附尖的这些近裔性状
,

可能表明了它与现生 .uT P痴 属在系统发育的关系上

更为接近
。

图 3 为新属在 T uP
a ii an e

亚科 中的可能系统发育关系
。

图 3 树助科各属的可能系统发育关系

说明 : 1
.

上臼齿具中附尖
,
下臼齿下次尖靠舌侧

,
cl 双根 ; 2

.

上臼齿次尖退化 ; 3
.

上臼

齿次尖加大
, C `

单根 ; 4
.

上臼齿失去次尖 ; 5
.

C `

单根 ; 6
.

上臼齿次尖极弱或无 ; 7
.

cl 双

根融合
, M

,

具前小尖 ; 8
.

P ,

具前基尖
,

几 下后尖增亮 ; 9
.

P ,

原尖增大
,

上臼齿具后附尖 ;

10
.

P 书 变窄 ; 11
.

M I 增长 ; 12
.

上臼齿及下臼齿横向发育 ; 13
.

C `

加大
, 几 具次小尖

.

F ig
.

3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s e l e e t e d a p o
m

o r ph i e d e o t a l eh a r a e t e r s a n d p o s s i b l e p h y l e it e r e l a d o n s o f

t h e g e n e r a o f T u P a i id a e

顺便提一下
,

在云南地区
,

现生的树触仅有 T即 at’ 叮
一属

,

该属只能与印度的 尸al 。 口 -

ut p滋奋 而不会与我国的 rP od 阴 dr og al 。

有更接近的亲缘关系
。
与 rP od

o

dn or g以
。

有密切关

系的现生 D阴d or g al 。
的地理分布显然比禄丰地区靠南了许多

,

这与禄丰动物群 lA il 印“ ,

lon 梦万。 口。 ;
有一定关系的现生的 N o ol ag “ ;

分布于苏门答腊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
,

或许

是表明禄丰当时的自然气候和生态环境与今 日南亚靠南部较为接近
。

( 1 9 5 6 年 3 月 1 1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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