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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运用扫描电 产显微镜 ，对 4枚禄丰古猿牙齿 (恒齿)的釉质结掏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 ：禄 

丰古穰牙齿釉质表面有明显的釉面横纹结构 ；釉面横纹的密度 向牙颈方向逐渐增大；观察记数 

了 4枚牙齿的釉面横纹数 ，进而推算出牙冠的形成时间和年龄 。与化石人科成员、现代 人及现 

生大猿比较 ，禄丰古猿牙冠发育模式及时闻，与南方古撞纤细种 比较接近或相似，明显 长于南 

方古猿粗壮种，有别于现生大猿 

关键词 禄丰古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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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质生长线，釉面横纹 ，牙冠形成时间 

1 引 言 

关于化石人类及其祖先的生长发育问题 ，长期以来就有争议。早在本世纪 20年代 ，对 

南方古猿 Taung幼 年头骨 的年 龄判断是基于现代 人的生长发 育模式而估计的 (Dart， 

1925) 与此同时存在不同意见 (Bolk．1926；Dean，1986)。一些学者认为；即使到 了尼 

人阶段 ，古 人类的生长发育速度也较现代人快 ，现代人较长的生长期这一特征发生在人类 

演化的较 晚时期 ，可能是直 立人之后的进 化事件 (Bolk，1926；Smith，1 991；Bogen， 

1996) 因此．人类祖先最早在什么时候开始具有现代人的成长发育速率和模式 ，是人类学 

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人类体质演化整个历程的进化事件问题。所以对化石人 

类及其祖先的生长发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牙齿发育的研究 ．一方面牙齿的生 

长发育 (包括釉质形成、牙根形成、乳牙脱落 、恒牙萌出)及其磨耗与机体的整个生命过 

程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牙齿发育主要受遗传因素控制 ，对环境变异不甚敏感 ，且死后易于 

保存而不变形．是研究化石人类生长发育的主要和重要材料。丰富的禄丰古猿牙齿化石为 

本研究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究竟中新世 的哪一类古猿是人科成员的直接祖先 ，是古人类学界尚未解决的一大难题。 

60年代以前，发现于欧亚大陆的腊玛古猿曾被认为是南方古猿的祖先类型；之后随着更多 

古猿化石的发现及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使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发生动摇 ，甚至被排除在人 

类演化的主干之外。1 975年到 1983年 ．找国云南禄丰发现的丰富的古猿化石，为解决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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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问题带来新的希望。初步的研究成果 (吴汝康，1 985、1986、1 989)表明 ；禄丰的两 

类古猿代表同一个种 (Lufengpithecus luJengensis)的不同性别 ；其某些特征不同于同时代 

的其它古猿 ，而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 ；禄丰古猿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 

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这一认识是基于颅骨、下颉骨 、牙齿及肢骨的形态学研究得 出的 在 

此 ，笔者拟从牙齿的微观结构进一步探讨禄丰古猿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问题 。 

2 材料和方法 

研究材料为4枚禄丰古猿(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牙齿 ，均为恒齿 ．分唇 3个个体 ， 

两种类型 。分别为： 

PA811．1 右上中门齿 ；形态观察定为禄丰古猿雄性个体 。 

PA811．2 右上侧门齿 ：形态观察定为禄丰古猿雄性个体 。 

PA895 右下中门齿 ；形态观察定为禄丰古猿雌性个体。 

PA826 左下犬齿；形态观察定为禄丰古猿雌性个体。 

在不破坏标本的情况下，重点观察并记数牙冠唇面的釉质生长线 具体操作如下 ； 

(1)超声波清水洗涤标本。 

(2)选择牙冠唇侧面中央部位 (几个平方毫米)做轻微磨光和抛光处理 ．目的是观察 

比较釉质生长线的表面和内部微观结构。 

(3)超声波清水洗涤标本。 

(4)酸蚀 ：0．1M 磷酸溶液 4O秒 。 

(5)镀金 ：厚度约 300A。 

(6)扫描电镜 (JSM一1600)观察、记数 、照相记录。 

3 结果与讨论 

3．1 禄丰古猿牙齿釉质生长线 

牙釉质是机体中最坚硬的组织，呈钟罩状覆盖在牙冠的牙本质外面。釉质的主要化学 

成分是羟基磷灰石结晶 (10Ca：6(PO )：2OH)。釉质由釉柱及柱间质组成，釉柱呈柱状 ， 

起 自釉牙本质界呈放射状贯穿釉质全层到牙齿的表面 (图 1，图 2)。 

釉质在发育过程中呈节律性生长，组织结构表现为：釉柱横纹 (日周期)和芮氏生长 

线 (周期 6—10天)。这些部位釉质钙化程度较差 ，含有机物较多，在显微镜下表现为特殊 

的条带形态 (图 3、图 4)。釉质生长线在釉质表面表现为釉面横纹 (Perikymata)，在釉质 

内部即为芮氏生长线 (Striae of Retzius)。釉面横纹经常可以在人类牙冠表面看到，而在现 

代太猿牙齿表面则不能看到 (Bromage and Dean，1985)。禄丰古猿牙齿表面可以看到显明 

的釉面横纹结构 (图 3)。 

3．2 禄丰古猿釉质生长线密度变化 

沿牙齿切端到牙颈方向，可见禄 丰古猿釉面横纹的密度呈增加趋势 (表 1)，即釉面横 

纹间的间距减小 ，表明生长速率减慢。这一特征相似于现代人和南方古猿纤细种，而不同 

于现代大猿和南方古猿粗壮种 ，后者的生长线密度基本一致 ，釉 质 生 长 速 率 比较 均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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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类门齿牙冠纵切面釉质生长线示意图 

Simplified version of a Iongltudina]cross—sction 

of 8 human incisor showing the incremental 

markers (a[ter M ann et a1．． 1990) 

圈 3 禄丰古猿牙齿釉面横纹 (唇侧 面) 

Perikymata oil the tooth bucca]sudace 

oI Lufengpitheeus lufengens# 

图 2 禄丰古猿牙齿釉质的釉柱结构 

(纵 切面 ) 

Enamel prisms of Lufengpithecus lufengens~ 

图 4 禄丰古猿牙齿釉质芮氏生长线 

Striae of Retzius on a slightly polished enamel 

surface of Lujengpithecs~s hdengen．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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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 and Dean． 1 988)。 

表 l 禄丰古猿牙齿釉面横纹的密度变佗 (／mm) 

Density of perikymata of Lufengp~hecus lufengesis 

3．3 禄丰古猿牙齿釉质生长线与牙冠形成时间及年龄的估计 

釉质的发育是 自牙冠尖端开始 ．一层一层向外发育．至完成牙冠的形态为止。正常情 

况下釉质的间歇性生长具有周期性 ．一般为 6—10天 (Dean，1987)。因此 ，通过记数釉质 

生长线可以推算牙冠发育所需的时间。 

另外，由于牙尖生长线隐含在内部 ，釉质表面无法观察和记数 ，因此采取估计的方法 。 

De an (1987)认为：人科成员前部牙齿的釉质厚度非常接近 ，不象后部的前 臼齿．臼齿釉 

质厚度变异很大 。因此可以参照现代人前部牙齿齿端发育时间 (约 6个月)来估算其它化 

石人类标本的牙端发育时间。 

根据牙冠发育形成的时间及牙冠开始发育时的年龄 (参照现代人的前部牙齿牙冠开始 

钙化时的年龄，约 3个月)，可以推算牙冠形成时的年龄。 

禄丰古猿牙齿釉质生长线与牙冠形成时间及年龄的估计见表 2。 

表 2 禄丰古猿牙齿釉质生长线与牙冠形成时间殛年龄估计 

Periksmata，CI~OWOt formation time and age of Lufengpitkecus Iufengens~ 

[a) > 表示牙端有一定瞎耗，牙本质暴露，实际的釉面横纹可能多几到 1O几条一 

(b 釉质生长线周期拄 7天计算；牙端部 (生长线隐吉)发育时间拄 6十月计算 ；牙冠开始钙化时的年龄拄 

3个月计算 

3．4 与其它人科成员的比较 

将禄丰古猿牙齿釉面横纹数与南方古猿阿法种、非洲种．粗壮种、鲍氏种及人属早期 

成员和尼人材料比较 (见表 3)，显然禄丰古猿与南方古猿阿法种、非洲种比较接近 ．而与 

南方古猿粗壮种、鲍氏种相差较大 ，也就是说，前者的牙冠生长发育时间明显较后者时间 

长 与现代人和现生大猿 比较 ，棘丰古猿的牙冠发育时问较之短 。现代人门齿齿冠形成时 

间平均大于 4年 ，犬齿齿冠需要 5—6年 ；黑猩猩 门齿齿冠需要 4．6—5．6年 ，犬齿齿冠需 

要 4— 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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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古猿阿法种 Australop~hecu$ ⋯ s 

LH2 I J 130 

LH3 I 17O 

LH3 Iz 180 

LH6 I 1I6 

LH3 C 168 

LH6 C 158 

南方古猿非洲种 Australopithe~'us afric~nus 

Sts 24a I 1 35 

Stw 15l I J 103 

Stw 151 I2 108 

Stw 151 I 111 

Stw 151 10 92 

Stw 151 C 140 

南方古猿粗壮种  ̂ 阳却  ̂洲 robustus 

SK62 1 57 

SK62 h 64 

SK63 h 86 

SK71 It > 61 

SK73 Il > 79 

SK63 C 95 

南方古猿鲍氏种 Australopithecus bois~i 

OH30 Il IO1 

ER812 Ii 86 

ER1477 I】 92 

ER182O 11 82 

ER816A C 109 

早期人属Early Homo 

SK74b 11 110 

ER820 I 2 105 

OH6 1 2 g5 

ER808 1 1Z3 

尼 k Homo ne~ndertazPnsis 

Gigraltar l 119 

Kraplnag0 1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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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康等人 (L 985，1 986)对牙齿形 态的研究，认为禄丰古猿与南方 占猿阿法种和非 

洲种在牙齿形态上有许多相似性．而与南方古猿粗壮种的牙齿相 比较，两者就显得很不协 

调 另外与现代大猿相比．禄丰古猿虽然与猩猩牙齿有一些相似性 ．可以认为是它们保留 

的原始性状 ，更重要 的是禄丰古猿牙齿反映出向人类发展的趋势 (下 P3为双尖型)。而非 

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牙齿与禄丰古猿标本相差较大。因此从牙齿形态研究 ，显示出禄丰 

古猿与南方古猿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特别是与南方古猿阿法种和非洲种。笔 

者对禄丰古猿牙齿釉质生长发育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认识。 

4 结 论 

(1)禄丰古猿牙冠表面釉面横纹清楚可见，相似于人类区别于大猿 

(2)禄丰古猿牙齿釉质由牙尖向牙颈部生长延伸过程中．釉面横纹密度加大 ．生长速 

率减慢 ．这一点与人类及南方古猿纤细种相似．而区别于现生大猿及南方古猿粗壮种。 

(3)禄丰古猿牙冠发育形成时间与南方古猿纤细种相近，明显长于南方古猿粗壮种 

(4)从釉质发育来看，禄丰古猿一些特征与南方古猿纤细种和人属成 员比较接近 ，支 

持 “禄丰古猿可能是向南方古猿方向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的观点 ，即禄丰古猿可能位于 

人类演化的主干上。 

该研究工作只是初步开始 ，远远没有揭示出棘丰古猿牙齿生长发育的本来面目．如牙 

根发育、后部牙齿发育、釉质厚度 、牙齿萌出序列及时间等重要问题 ．都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 

本研究项 目得到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科基础研究特别支持基金 (课题号为 

970402)及国家 “九五”攀登专项基金 (95专 01)资助 ，作者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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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M ENTAL M ARKINGS oF ENAM EL AND oNToGEHY oF 

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 

Zhao Lingxia Ouyang Lian Lu Qingw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F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Academia Sinica，Beijing 100044) 

Abstract 

The enameI mierostrueture of 4 permanent teeth of 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 was 

observed with SEM ．Perikymata were clearly shown on the entire crown surface，and the 

density of perikymata showed a gradual increase towards the cervix， Perikymata counts 

were 172 for I ，151 for I。，128 for Il，161 for lower canine，and crown formation time was 

estimated respectively as 3．8， 3．4， 3．0 and 3．6 years based on a 7-days—periodieity of 

perikymata． 

Compared with fossiI hominids，modern humans and apes，crown formation time of 

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 is nearer to that of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and Australop 

ithecus afncanus．and longer than that of Australopl'thecus robustus and Australopithecus 6。 

sei．The pattern of compactness of perikymata is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humans，and dif— 

ferent from that of apes．This study support the suggestion that 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 

may be a mem ber of the early hominid evolving to australopithecines． 

Key words 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Incremental ma rkings，Perikymata， 

Ctown formation tim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