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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的云南~Ifll、保山发现的三种猕猴类： 江川猕猴 ( Ⅲ iia．gcA 川  i sp． 

no,l·)，早更新世；保山塘子沟的短尾猴 ( ．a川。 1)和菲氏叶猴 (Pre sby；is ．phayr~i)，早 

全新世 ，经 “c年代测定约 7000年 B．P．o江川猕猴是联系西瓦立克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早期猕 

猴类型，为南方早更新世猕猴种的首次记录。保山菲氏叶猴的发现意义则是在更新世一全新 

世时期猴科的地史和地理分布上增加了新的成员。 

1986年至 1989年间，由云南省博物馆分别与玉溪地区、江川县文化馆和保 山地区、 

县文化馆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江川甘棠箐和保山塘子沟发掘到一批含猴类的哺乳动物化 

石和石制品，散张兴永等(1989，1992)对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它们的时代可能分别为早更 

新世和早全新世。本文仅对猴类化石和历史时期的标本作一描述与研究。 

一

、 化 石 记 述 

夏长目 Primates Linnaeus．1 758 

猴科 cerc。pichecidae 

猕猴属 Macaca 

江川猕猴 Macaca iangckuanensis sp．／1OV 

(图版 I，1，la，lb，1c) 

标本：附 P，一M，的右下颌骨 (YV．sooo)，石化程度较深，颌骨颤色呈褐色，牙齿呈 

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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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云南江川甘棠箐 

时代：早更新世 

特征：一种个体较大但比维氏狒狒小的猕猴类；下颌骨高而厚；下臼齿的前、后排齿 

尖之间的距离较硕猕猴 ( ．robusta)和一般的猕猴类压缩，因而使下臼齿较短宽。M。、 

M 更大于 M 。 牙齿磨耗形式界于猕猴与蓝田金 丝 猴 (R̂ f 。， f (Megamacaca) 

lantlanensis)之间，P．的根座凹低；下颔支较垂直。 

描述：下颌骨粗壮高大，约在联台部的下横圆枕处破裂，但保留了完整的颏内窝。下 

颌体的上半部较粗壮 ，与粗壮的齿系相对应。下颌体的底部明显地变薄。下颌骨向后逐渐 

变薄 ，在下颔支的后面最薄。下颌体最高处在 P 的下面为 2 9．Omm，而在 M 的下面最厚 

为 liOm ‘m。 

下颌骨内侧观：在下颌骨的内面有两条明显的隆起线，上面一条颌舌腺(1inea mylo． 

hyoidea)较粗壮，从 M 的下部一直斜向前方，约在 的下方靠近颏内窝附近略分成 两 

支分别延向颏内窝的上、下缴；另一条隆起线从二腹肌窝 (fossa digastrica)的上 缘，几 

乎与上面的颌舌线平行徐徐地向后方延伸在 M 的下方明显变弱至消失，在隆起线的下面 

成 腺凹￡ 叩 岳1 “坤 ndibularis)。 
卞额骨外侧观 帧俸的中部膨帐 下颌支虽已破损，但残留的根部明显表现出呈垂 

直向上的趋势，并且上升支后面的颌体部分迅速变薄，与下颌支根部前面厚的颌体呈明显 

的对照。只有一个颏孔，位于 下方颌体下四分之一的高度。 

下齿系：齿冠尺寸大，颊侧壁较膨胀，釉质较厚，牙齿前 后排齿尖之间距离压缩。 

P 呈扇形，内、外齿带发育。齿尖稍磨耗，整个齿冠强烈向后倾斜，齿冠前面与上犬齿 

形成大而长的磨耗面，表明它有强大的上犬齿。齿冠后面与 P 的前半部咬台而形成较小 

的磨耗面。另外 ，下犬齿虽已缺失，从保留的犬齿窝判断，有强大的犬齿根和下犬齿，因 

此，此标本应属于雄性个体。P|有几乎相等的下原尖和下后尖，后凹较狭而低，齿冠前面 

有一磨耗面。 

· 表 1 标本涮■比较 (单位：毫米) 

PJ P． M． M Mi PJ— MJ M】一MJ Ml、MJ 种 类 
L B L B L B L B L B 长 间颌体掏 

江 
f^Ⅲ f^n ， 

。  

l3．3 5． 7．0 6．2 B． 7．0 9．9 B．2 13．3 9．0 50 31．0 26．2 

(云南) 

顼猕辗 村_ 。 。 13．0 9．5 9．5 B．5 l 3．0 7．B 32．0 2 ．0 

1．5— 9
．5 7．0 l1．5 7．0 40．5一¨ 29—30 —— (周口店) 4

·0 

蓝 gq~
( ．)

R M no
Ⅲ

pis he-
) 

7．5 5．2 6．7 6．3 8．4 7．8 9．4 9．0 13．0 9．0 46．7 31．0 42．0 

(蓝 田) 

雉 ” 17
．O IO．5 57．5 39．13 26．O 

(河南新安) 

似雉氏辨狒 P．cf． 1 9
．

54 7．28 16．66 11．40 
wima~i’' 

(四川匪山) 16．10 10．5 

1)，3)率文作者； 2)Young，1934 1 Teilhard＆ Pei．194lI 4)Schlosse r．1J241 )黄万艘等，1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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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臼齿：下臼齿的齿尖呈双嵴型，M 明显地小于后面两个牙齿。 下臼齿的前、后排 

齿尖之间的距离比硕猕猴 ( ．robusta)和现生猕猴的都小。颊侧齿尖比舌侧齿尖的磨 

耗度大得多。牙齿的磨耗形式既不 同于硕猕猴和一般的现生猕猴类也不同于蓝田金丝猴 

(Rhinopithecus( ．)lamianensis)的磨耗形式，而是界于两者之间。 M 的后部下次小 

尖磨耗后呈圆的齿质点，表明它是一个齿尖。 

从表 1测量看出江川标本下颌骨高度为 26．2ram，接近于硕猕猴和维氏狒狒而与 蓝 

田金丝猴的 42，0mm差别很大，齿列长度明显大于硕猕猴但比维氏狒狒的小。 

二、 比 较 

l_与现生猴类比较 

从下颌骨和牙齿形态比较来看，江川下颌骨以内面的颌舌线和颌下舌凹，下颔体底部 

变薄的特点而归于猕猴属(Macaca)。江川标本与现生金丝猴相比有以下几点区别：(1) 

下颌骨内面有颌舌线和颌下舌凹；(2)下颌体较低；(3)下颌体外侧面较膨胀 ，不像金丝猴 

那样，在下颌骨外侧面从下犬齿始有一隆起并沿着下颔骨底部延伸，从而显示出下颌骨中 

部 凹，底边变厚；·(4)下颌骨底部变薄。底面观：下颂骨显示出中部膨胀，底部变纤细； 

(5)下颌骨联合部较平直；(6)P，强烈向后斜且形成较大磨面；(7)牙齿的前、后排齿尖之 

间的距离压 缩。 

江川标本与西藏短尾猴 ( +thibetana)(如昆明动物所收藏的标 本 890019号 等) 

相似点表现如下：(1)下颌骨和牙齿尺寸较大；(2)下颁骨内面有明显的颌舌线和颌下线隆 

起 ；(3)下颌骨中部 胀而底部纤细；(4)P，的前面磨面大且强烈地向后斜；(5)下颌骨外 

面，在 P4的下方有一个颏孔。 但江川标本比藏短尾猴：(1)下颌体较粗壮高大；(2)颌骨 

前部较平直 ；(3)下颔齿前、后排齿尖之间的距离较挨近；(4)齿尖的磨耗形式有别于藏短 

尾猴的平面磨耗。比较结果，江川标本更接近于西藏短尾猴而与金丝猴差别较大。 

2．与化石猕獭类比较 

在我国猴科化石记录中，时代较早的有河南新安的维氏狒狒 (P，o y 。 f ． 

mani)、渑池的安 氏猕猴 (M．anderssoni)”(Schlosser 1924)，蓝田公王岭的蓝田金丝 

猴 (Rhinoplthecus(村．)lantianensis)(胡长康，齐陶，1978；顾玉珉、江妮娜 ，1990)和中 

更新世周口店期的硕猕猴 (jlf．robusta)(Young，1934；Te[1hard＆Pei，1941等)。此 

外 ，广西柳州笔架山(韩德芬等，1975)、湖南保靖洞泡 山(王令红等，1982)和四川巫山(黄 

万波等，1991)的洞穴堆积中也发现一些零星材料。 

维氏狒狒 (Pro y o 口 ，wiman1)是北方上新世末至早更新世的种类，除河南 

新安外，在周口店，山西榆社 (Teilhard，1 938)均有分布，最近，黄万波等(1991)也报道 

了产自四J1【巫山而被归人此类的 P，和二枚 M，。 江川标本与维氏狒狒比较 ，它们的共同 

J)安氏猕辗的材料只限于附上齿系的头骨，在此无法对比c而且一些学者将它与硕猕辗一起归人 Ivi．sinica种 

群 (Szalay and Delson．1979 1 Del~on，Jg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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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个体大；齿列长度 (P；一地)为 50ram以上，大于其他化石猕猴 (硕猕猴为 4O．5—45 

ram)；齿冠的釉质较厚；下颌骨高；M．明显地小于后面两个牙齿；下颌骨上有一个额孔。 

但它们的差异性是明显的，江川标本有比较典型的 Macaca的特性；下颔骨厚度大 ；下颌 

支较垂直；个体较小； —M；齿列长(5Omm)：b于维氏狒狒的 57ram； 较不臼齿化 ；下 

臼齿颊、舌齿尖排列前、后较错开；下臼齿之间的接触面较靠舌侧，而下原尖和下次尖的颊 

侧更向齿冠前、后缘 ，呈弧形而不是维氏狒狒的几乎与齿列轴垂直的前、后缘以致齿冠的 

轮廓呈长方形；M 的下次小尖无次生尖而只有一个齿尖 ；下颊齿的舌侧不膨胀；齿尖的 

磨耗形式是舌侧齿尖远高于颊侧齿尖；下臼齿的齿冠较狭长。 

硕猕猴 ( ．robusta)为北方周口店期的代表种，为化石猕猴中尺寸较大的种类。分 

布范围北界到辽宁本溪，南界可延至安徽和县 (在报道中还有四川重庆歌乐山和福建永 

安)(Pan and Jablonski，1 987)，产自中更新世的洞穴堆积中，以周口店的材料较为丰 

富。江 川标本与硕猕猴比较 ，两者均为个体较大的种类，下颌骨高度和下臼齿尺寸等组 

台较其他的化石猕猴类近似 (见表 1)，下颌骨上有一个颏孔，但江川下颌骨前部较平直 

且粗壮； ～M，的长度偏大(50ram)；下后尖和下次尖的颊侧部分较压缩 ；下臼齿 的前、 

后排齿尖之间的距离小；M，较宽；颊，舌侧齿尖的磨耗度相差很大。 

蓝田金丝猴 (R̂ j 口，j埔 f ，(M．)lanlianensis)是一种较特殊的疣猴类。最初以高 

大的下颌骨和牙齿上的某些形态订为一新属新种，蓝田伟猴 (Megamacaca jantianensis 

Hu and Qi，I 978)，后来发现其形态更接近于金丝猴类 (Pan and Jablonski，I 987)而 

修正为蓝田金丝猴 (Rl~inopi*hecus( ．)l an*ianensis)(顾玉珉、江妮娜，1989)，但值得 

指出的是金丝猴的下颌骨除了高大这一特征外，在下颌骨的外面，从下犬齿轭下端有很明 

显的隆起沿下颌骨的下部延伸到后面从而使下颌骨的中间部分明显的凹下而区别于猕猴 

类。蓝田金丝猴的下领骨虽已破损，但较为完整的左侧已显示出这一特征。另外，蓝田金 

丝猴的 很类似于 P．，不同于猕猴类中呈扇形的形态，而有下后尖和下原尖，井有一条嵴 

与齿冠前缘的小齿尖相连，和 一样有椭圆形的后 凹。 

江川标本与之比较，它们的相似点为下颌支较垂直上升，上升支后部的下颌骨薄，下 

臼齿的颊、舌侧齿尖的磨耗程度相差大 ，当颊侧齿尖相当磨耗时，舌侧齿尖的齿质点刚开 

始暴露。但江JJ【下颌骨低得多；上升支前面的颌骨厚且外侧面膨胀；颌骨的内侧面有两条 

隆起的颌舌隙和舌下隙；颉窝深，窝的形状上下延长；M 相对地较小且下臼齿相对的狭， 

前臼齿较大； 更向后斜类似于藏短尾猴而不同于蓝田金丝猴的 P；分两齿尖、轮 廓 像 

Pt。此外，江J1 标本的齿系与下颌体的比例不像蓝田金丝猴有高大的下颔体 配匹较小的 

齿系 

在东南亚、日本等地也报道过猕猿类化石的记录，但时代都 较 晚 (Hooiier，1962； 

1wamoto，1 975；Gupta，1 979；Fooden， I 975；Aimi， 1 98 1； 1wamoto and Hascgawa， 

1 972等)，这些种群中除少数标本能与硕猕猴作对比外，大部分种群只能与广布在华南的 

未定种 Macasa sp．和晚更新世的红面猴(埘．speciosa~M．arcsoides)及一些现生种 作 

对比。时代更早的可追溯到南亚印度的西瓦立克晚上新世的 M．palaeiadicas，欧 洲 的 

Porudo1．ichoplthecus和 M．sulvanuSo M．palaeindica的材料为附 —M|的右下颧 

骨，下颌体较高，从牙齿形状和时代上都有相当的差距。从江川动物群中有湖麂 M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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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Ⅳ，lacus~rf 、似山西轴鹿 Axis cf．shanxius等说明江J1l的时代可能早于周 口店期的时 

代。鉴于它的形态、时代和地理位置 ，将江川标本订为一新 种 M口caca 社ang““dn n f 

三 、 讨 论 

亚洲早期的猴科化石为产自巴基斯坦境内西瓦立克 Dhok Pathan 的疣猴 类 P．si— 

valensis，时代为晚中新世。然而猕猴类却出现得较晚，M．palaeindica为南亚晚上新世 

或早更新世的种类。 在北印度相 当于早更新世 Pinjor地层里发现的 Cynocephalus 一 

Coneri，JolIy(1 967)认为这是一个大的短尾猴，可能是 Pr0 y 0 " d ，这样，与中 

国北方的维氏狒狒趋于一致了。而中国境内的化石记录表明猴科在最晚第三纪到早更新 

世才出现在中国大陆。更新世时期的化石地理分布又展示出早期的猕猴类主要在北方大 

陆 (Pan and Jablonski，1 98 7；JaMonski and Pan，1 988)。 如维氏狒狒 (Procynocep— 

halus md d)，蓝田金丝猴 (Rhinopi~hecus(Megamacaca)lantiane~sis)和硕猕猴( ． 

robus*a)等。虽然欧洲的上新世一更新世期间也存在一些种属。如 Paradolichopi*hecu~ 

dr ， j j，M．sylvanus pliocena，M．sylvanus florensina，但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还未 

有此类化石记录。因此，江JI【猕猴的发现联系了西瓦立克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早期猕猴类 

型。从哺乳动物群来看，从晚中新世以来，云南开远、禄丰和元谋古猿动物群与西瓦立克 

动物群之间以及与北方动物群之间都有来往(邱铸鼎等，1 985；祁国琴，1 985；韩德芬， 

1985；宗冠福和潘悦容，x99x)。早更新世元谋人动物群中存在数量较多的lU西榆社 ，呢河 

湾期的鹿类属种(林一璞，潘悦容等，1 978)。含蓝 田金丝猴的公王岭动物群为南、北动物 

群混合的性质(胡长康，齐陶，1 978)。因此，江rll猕猴的发现意义显然是重要的。诚然，江 

川动物群种类不多，江川猕猴的材料也不够完整，有待今后发现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证实。 

短尾猴 Macaca arctoides 

(图版 II，2，3) 

标本：一件保存较好，附 I1-M，的雌性左下颌骨 (YV．1032)和附 M．，M 的残 破 

下颌骨(YV．1070)；一件附 I 一M 的右上领，I 一M‘已破损 (YV．1019)。 

产地：云南保山塘子沟 T一 阶地 

时代：全新世早期 

张兴永等(1991)已作了初步描述，在此仅作进一步补充。 P 内侧面有两条纵嵴分别 

与颊侧的前、后棱形成前、后凹。P 有小的前凹和大而延长的后凹。在下臼齿中，前、后排 

齿尖之间的距离较拉长，齿冠较狭。M 的下次下尖较靠颊侧。 

下颔骨纤细而低，颌骨上部较底部颌骨厚，前颌较粗糙，有一个颏孔位于颉骨下四 

分之一处。在一件右上颌 (YV．101 9)中，上犬齿与侧门齿之间有较大的虚位。M 稍小 

于M 、M’，齿尖结构为一般双嵴形的猕猴类牙齿。在另一件下颌骨 (YV．1070)中 前臼 

齿的轮廓较圆，颊、舌侧齿尖之间无嵴相连且较向中间靠拢。前臼齿的形态与尺寸有别于 

滇金丝猥 (R̂ Dp ecHj belti)和蘸短尾猴 (M．thibetana)。 颧弓根部始于 M 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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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M 明显地靠内。 从臼齿的形态和下颌骨纤细而低等构造显然比江川标本更接近于 

现 生类型 。 

菲 氏叶猴 PresbyHs cf．phayrei 

(图版 II，1) 

标本：一件保存较好附 P 一M 的上颌骨 (vv．1071)；附 M。一M 的残破右下颁 骨 

(vv．~07s) 

产地：云南保山塘子沟 

时代：早全新世 

描述：上颌齿弓的形态与一般叶猴的形态相似，从 到 M 呈弧形。较向内收。 前 

臼齿较小，齿尖较尖锐而陡直。磨耗方式从齿尖顶部向内切割 ，与现生叶猴的齿尖形式极 

为相似，唯一不同的臼齿的前、后排齿尖之间的距离较缩短，下颌骨较薄而扁平。 

裹 2 牙齿测■比较 (单位：毫米) 

P P‘ M I M M 

棵山塘子淘 L B L B L B L B L B 
YV． 1O7l 

主新世 左 4．8 5．2 {．5 6．5 6．3 6．6 7．2 7．O 7．0 6．8 

右 4．6 5．3 {．4 6．6 6．2 6．4 7．2 6．9 7．0 6．8 

爪 哇 ， 

P． ygula frederic 4．9—5．3 ，．7—6．0 5．9— 6．6 6．5 7．i 

(近代) 

P．~ygula ~yg~la 4．8一 ，．8 ，．5— 6．2 5．8— 6．3 6．i 6．6 

(近代) 

Col1．Dub．No．3780 6．0 6．5 6．4 6．9 

(中更新世) 

1)本文作者， 2)Hooijer，1962。 

讨论：保山的短尾猴和叶猴的时代较晚，为早全新世， C年代测定为 7000年 B．P．。 

哺 乳动物群约有 29种，反映了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但较今保山的气候要 热 (张 兴 永 等， 

1991)。保山猴类的发现意义在于地史分布和地理位置。 

叶猴分布在东南亚如马来西 ，印度尼西亚一带，从中更新世到近代。Presb~is ayg． 

ula在爪哇的中更新世和苏门答腊的早全新世 的 地 层 里。 Presbytis(sf 。 i岫 f ) 

f，fⅡ。， 主要在印度、斯里兰卡。只 (r，。f̂” 岫ff )crltatus在缅甸、印度尼西亚。此 

外 Prvsbytis Haalensis可能为晚中新世(Delson，l977，1 980；Szalay and Delson．1 979． 

$imons，1 97o)。 。 

在我国的猴科化石记录中几乎缺少叶猴类的记录，从东南亚一带发现的叶猴化石来 

看，除少数地点的时代为中更新世外，大多数的时代较晚。Hooijer(1 962)报道了一批产 

自爪哇、苏门答腊的叶猴亚化石，时代可能为早全新世。我国更新世时期虽然还未有叶猴 

化石记录，估计应与东南亚一带的情况相似。叶猴类进人中国大陆较晚，不会早于中一晚 

更新 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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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C0PlTHEClD FO$SILS DISC0VERED lN YUNNAN 

AND lTS STRATIGRAPHlCAL sl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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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 Vers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nthropology． Academia $fnlea，Beiilng． 100044) 

Peng Yanzhang 

(Kun~ning ln~situte o／ Zo~ogy 4ceAemia Siniea，Kunrai r：g 650107) 

Zhang Xingyong 

(Yun~an Pr~inci#l Museum，K#nmfng 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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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R~liang 

(Kunming lostitute。，Zoology，Academia Sinica,Kunmlng 650】07) 

Key words Macaca jiangchuanemis sp．nov．； M．arctoides； Presbytis cf． phayrei； 

Jiangbhu~n；Baoshan；Yunn~n 

Summary 

A fragment of mandible with right P —M 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Jiangchuan，Yunnan as 

a new speci~，Macaea iiangchuanensis sp．nov．．Macaca arctoides，and Presbytis cf． phayrei 
from the Baoshan，Yunnan，early Holocene，are also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diagnosis of the new species is teut~tively given as following：An early Pleistocene ma— 

caque，smaller than that of Procynoc ephalus wimani．The mandibular corp,ds is high and thick． 

The distance betweeu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usps are compressed in the Iower molars．The 

Ml and Ml are relatively larger than the Ml when compared with ghinopithecus( )lantian— 

crisis arid M口 口ca rob挂n4．The， e c口nd“ on imermedia~te between M 4c4c4 and Rhinopi— 

the 她 The talonid fovea of the is Iower．The mahdibular ramus more vertica1． 

The uppe r part of the mandible is robust and thick，its lower part becomes slender．On the 

lingual side。the sublingualis and mylohyoid lines below the M·run obliquely to the splna men— 

ta1 and the fossa digastrica．respectively．There is a mental foramen below the PI．The bucca1 

walls of the thick ename~ are inflated．TIle buccal cusps are heavily worn，while the lingual 

cusps are iust worrl，different from the wear paaern of Maaaaa rObusta or Rhinopithecus( ．) 

lantianem is． 

The Jiangchuan mandible can be distinguisbed from Procynocephalus raani Im that the 

former js smaller in,ize and shows more characters of M 目 ．The mandiblular ramus is illore 

vert；cally oriented the P4 is Iess molariforll1．The contact facet between the el-own is bu ccally 

siraated 

By comparison with Rhinopithecur(M．)lantianensls，the Jiangchu~n mandible is low(26-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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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d 4， d ĉ Ⅲ # sp．noY．记述 31 1 

<42．0 in R．(M．) lamlanem4s．The buccal surface of which inflated in the middle．T lower 

Dan Df the mandibular corpus is thin；the P。is more oblique to the post part；the distance bet— 

wee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usps is compressed．The sublingualls and mylohyoid lines are 

similar tO that of M．thibetana．It is unfike R．(M．)lantlanensls in that the dentition is small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 mandibular corpus． 

Otherwise。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Rhinopithecus(M．)lantianensis iS a special colo— 

bine The bucca1 surface of the mandible already shows the characters of Rhinopithecus in that 

there is a thick inflation of the lower part of canine extending to the 1ower ridge．The P日posse— 

sses tWO cusps(出e protoconid and metaeonid)，llke wlthout．its sectorlal shape． 

The Jiangchuan specimen iS different from M．robustus in its larger size(Pr a，50mm> 

40— 45mm in M．robustus)．The anterior part of the iaw is more vertical and robust except the 

diagnostic features of the new species2 So the Jiangchuan specimen links the early Macaca forms 

between south Asla and north China． 

Macaca arctoides and Presbyas cf．phayrel from Baoshan，Yunnan，early Holocene．An 

age of 7000 B．P．was determined by radiocarbon dating． Presbytis cf． phayrei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forms in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usps is more 

compressed and the mandible is thinner and flat It is significant in 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 

tion，which see2~l$tO indicate that the 1ear monkeys did not arrive in China until 1ater Plelsto— 

cene—early H ol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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