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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丹 
本文记述 的在云南元谋小河地区古猿地点发现的一 种小型猿类 它的牙齿形态比晚中新世 

的标 丰粗壮池猿 (Laccopithecus robuszusI进步 而牙齿的某些形态介于粗 壮池猿和 现生长臂 

猿之间 它的发现为探讨现生长臂猿的起源与进化提供了额 的化石依据 依 哺乳动物群的初步 

研究，其时代稍 晚于禄丰古 猿地点的时代 鉴于它的形态特征和地史分布，作者将它订为一新 

属新种：进步滇猿Dianopi~hecus progressus 9en et sp．n 

． 燮  盟 缘  j ，Il ，
／  

1986年至 1990年间，云南省博物馆和元谋人陈列馆为主的联合发掘队 ，在元谋盆 

地西北的小河地区古猿地点：盖排梁子 的8801，8807地点和豹子洞箐的 8603地点发掘到 
一 批与古猿共生的小型猿类化石，虽然标本均为单个牙齿，但却十分重要 。除了缺少雄性 

c 、L和 P 而未 能描述外，其它牙齿 的形态特征足 视为新的种类，在研究长臂猿的起 

源与进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依大 小哺乳动物群的初步研究结果，元谋古猿地点的时代 

比禄丰石灰坝古猿地点的时代稍晚 (晚于 800万年)。因此，它是联系新第三纪小型猿类 

与更新世时期化石长臂猿类的一个新的种类。在形态上，它在许多方面比禄丰的粗壮池猿 

更 接 近 于 现 生 长 臂 猿 ， 特 别 是 合 趾 猿 (Hylobates syndactyfus) 和 黑 长 臂 猿 

忸 concofor)。另外，它与粗壮池猿和现生长臂猿的差异性又扩大了人们对小型猿类进化 

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使现生长臂猿的起源与进化的研究 向前推进了一步。 

化 石 记 述 

灵长 耳 Primates Linnaeus 1 758 

人猿超科 Hommo~ea Simpson，1931 

滇猿属，新属 D ianopithecus gen．nov． 

进步滇猿，新种 Dianopithecus pro#ressus sp．nov 

收藕 日期 ：19944 8—1 5 

①本文作者参加 1989年一1990年的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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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36枚单个牙齿包括 l枚 M、，3枚 M ，2枚 M ．1枚 P ，4枚 P ，3枚 C 。1 

枚 I ，2枚 I ；2枚 M ，3枚 M 2，4枚 M1，7枚 P4．2枚 c，和 1枚 I 

特征：除上门齿外几乎所有牙卣的齿带消失或退化。上臼齿的前、后边缘呈弧形膨 

胀，前凹很小；上前臼齿的齿冠轮廓呈向后延伸 的似三角形，上门齿较扁平，短而宽。P 

大，下原尖靠前且与下后尖在顶部相连，跟座凹浅而狭长．无前凹，只在 F原尖前部有一 

条棱从齿尖顶部延 向齿冠基部：下臼齿的下 内尖位置 向后延伸，跟座开阔且有一条沟将下 

后尖和下内尖隔开，前凹后形成小三角凹．下次小尖和后凹小。M．齿尖之间的沟呈 Y 

型。归于此属种 的标本有： 

YV．2028，右 1。，齿冠保存完好，切割缘稍磨耗．齿根缺失。 

YV．2046，左 I。，齿冠保存完好，切割缘磨耗大，齿根缺失。 

YV．2043，左 I ，齿冠保存完好，切割缘稍磨耗，齿根缺失 

YV．1644，右 C (雌性)，齿冠保存完好，齿冠后部和齿尖稍磨耗 ，齿根部分缺失。 

YV．2001，右 c (雌性)，齿冠保存完好．齿尖和后棱刚开始磨耗 。齿根大部分缺失。 

YV．2045，
． 右 C (雌性)，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大部分缺失。 

YM．089，右 P ，齿箍保存完好．舌侧齿尖稍磨耗。 

YV．680，右 P ，齿冠保存完好．齿尖稍磨耗．齿根缺失。 

YV．2203，右 P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保留 3个齿根。 

YV．1570，左 P ，保存完好， 中等磨耗，保留 3个齿根。 

YV．1312，右 P ，齿冠保存完好、保留部分 3齿根。 

YV．1525．1，右 M ，保存完好，稍磨耗，3齿根 

YM 2114，左 M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3齿 根大部分保留。 

Yv．1918，左 M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 ，齿根大部分缺失 

Yv．1525。右 M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 ，齿根大部分缺失 

YV．1569。右 M ．齿冠保存完好，舌侧齿尖稍磨耗 ．齿根缺失。 

YM．042，右 M ，齿冠保存完好，齿根发育不全。 

YV．2o28．1，右 I ，保存 完好，切割缘稍磨耗。 

YV．1646，右 C．(雄性)，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大部分缺失。 

YM．1646．1，右 C，(雌性)，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大部分缺失。 

YV．1699，右 P ，齿冠保存完好，齿根缺失 

YV．1835，左 P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丈部分缺失。 

YM．106；左 P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 ，齿根缺失。 

YV．2098。右 P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远中齿根部分缺失。 

YV．212O，左 P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缺失。 

YV O14，左P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缺失。 

YM O14．1，左 P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缺失。 

YV．1700，右 M．。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缺失。 

YV．1623。右 M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齿根大部分缺失。 

YV 712．1，右 M．，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近中齿根部分缺失。 

YV．1623．1，左 M，，齿冠保存完好，未磨耗，近中、远中齿根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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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1629，右 M2，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 

YV 712，左 M，，齿冠保存较好．议在颊前角缺损，近中、远 中齿根小部分块失。 

YV．142．1，右 M ，齿冠保存完好．末磨耗= 

YV．1601，左 M ，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 

YV．142，左 M 3．齿冠保存完好，稍磨耗 

Yv 为云南省博物馆标本号。YM． 为云南省元谋人陈列馆标本号 (下同)。 

描述： 

I ：只有两枚牙齿 (Yv 2028，YV 2046)，齿冠扁平、短而宽，切割缘磨耗深且 由内 

侧稍斜向外侧，舌面的中央有一发育的舌结节。近中 远中边缘和舌齿带相 当发育。 

I ：仅以 1枚 Yv 2043为代表，齿冠较扁平，舌面上有两条舌嵴，外侧缘较内侧缘 

斜，切割缘较狭，舌齿带发育． 

C ：3枚雌性牙齿 (YV．1644，YV 2001，YM．2045)齿冠短而粗壮，唇面稍突起， 

舌面的内侧棱不明显，由它隔开的前 后舌面交角大，前、后舌面几乎在同一平面上，舌 

齿带发育并在内侧棱的基部呈结节状。齿尖较位于齿冠的中部。虽然耳前还未收集到雄性 

上犬齿，从犬齿 的情况推测，雄性犬齿应是高大的齿冠，呈明显的性别差异。 

P ：4枚牙齿 (Yv 1570，YV．2203，YM 089，YM 680)，齿冠咬合面轮廊似三角 

形，颊舌径小于前后径，颊、舌齿尖较靠近．两齿尖之间的两条连线将咬合面分成 3个 

面，前凹为向前斜的三角形，后凹则为向后斜的矩形，后凹大于前凹，无舌、颊齿带。 

P ：仅有 1枚牙齿 (YM．1312)，与 的差别是前外角较钝，齿冠的轮廊较圆。 

M 或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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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后缘向外呈弧形弯曲，原尖和次尖较靠近且稍向后移。在三角凹和后凹内有几条不等 

的皱纹。无颊侧齿带，只有前 后尖之间的颊面上有一条沟。舌齿带退化，在个别标本上 

(YM．1525，M )的原尖前部残 留一点 在原尖的前外角相 当于原小尖的位置分出两条 

嵴：其后嵴成为三角座的前嵴．前嵴延至齿冠前缘将前凹切割成两部分。前凹很小。 

M ：仅有 1枚牙齿 (YV 042)，牙齿形态与 M 或 M 相似，不同的是前 凹小，狭 

长，齿尖不饱满 ，其齿尖形态 与黑长臂猿 (H．concolor)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收藏的 

现生标本 670号)上的 M 很相似。 

It：只有 1枚右 I．(YV 2028 1)，简单，颊舌径大于近中远 中径，与粗壮池猿的门齿 

相似但稍宽 

C，：雌、雄各 1枚 (YV 1646，雄 性．Yv．1646 l雌性) 性别差异大 (两性的齿冠 

高度分别为 12毫米和 7．3毫米) 雄性犬齿的齿冠基部后结节发育 ，齿冠的后，内侧有 3 

条棱 。后棱将齿冠后部分成内、外面，内侧棱则从齿尖延伸到齿冠下部后分成两条棱分别 

向前、后延伸，在基部形成三角区。雌性的犬齿明显的短，从齿冠上部向下延伸的内侧棱 

到齿冠基部逐渐变得浑圆，不像粗壮池猿那样在齿冠的内前部形成三角区 

P ：有 7枚牙齿，是此种类中较有特色的牙齿 臼齿化，尺寸大；无前凹和颊侧齿带 

退化，下原尖和 下后尖较靠拢且基部大，两个齿尖之间不分 开借助于嵴彼此相联在齿尖上 

部。在下原尖的前面有一棱从齿尖延伸到齿冠基部 下原尖与下后尖之间的前壁稍凹下， 

基部残留前齿带 。跟座狭长而浅，跟座凹由边缘围绕，在颊侧的边缘上出现下次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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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或 M ：有 7枚牙齿 具有人猿超科明显界线的五个齿尖，下后尖大，下次小尖 

最小，下原尖和下后尖并列，下原尖和 次尖之间距离比下后尖和下内尖之间的距离短， 

M 尤甚。下次小尖位于齿冠后面的中央偏外 舌侧齿尖的 内壁较陡直=前凹较宽，在前 

凹后面、下原尖和下后尖之间形成小三角凹，有一条纵沟从前凹后壁切割在两个齿尖之 

间。后凹小 ，跟座凹较开阔并有一条淘横穿在下后尖和下内尖之间．跟座内有次生皱纹。 

颊侧齿带很退化 ，只残 留在下原尖的后侧面 。在 M 的跟座 内，齿尖之间的沟呈 Y型 

(森林古猿型) 

M ：只有两枚牙齿 (Yv．142，Yv 16。1)，下内尖和下次小尖较前面两个牙齿更向后 

延长，跟座凹内皱纹较多。尺寸大。M >M。>M。。 

． 墨璺 ． 

图 1右 上 第 一 前 臼 齿 fYM 089)， 咬舍 面 ．right P occlusat surface； 图 2 右下 第 二 前 臼 齿 

(VV．ol4)，咬舍面 right P occlusal surface； 图 3 右上第二臼齿(YV 1525)，咬合面，right M ；occlusal 

surface；图 4 右下第一臼齿(YV．712 1)，咬合面 ri曲tM1，occlusal surface 

表 1 元谋滇猿牙齿测■ (单位：毫米) 

Dental measurements of Dianopithecus progressus gen．et sp．nov． 

上 颌 齿 下 颢 齿 

标 车 号 娄 剐 长 (MD) 宽 (BL) 标 本 号 类 别 长 (MD) 宽 (BL) 

Yv．2028 I 6 2 5 0 Yv 20281 I， 3．7 41 

Yv．2046 l 6 0 4 ： YV 1646 C 1 2 5．8 

Yv 2o43 r 4 0 4 0 YM 1646l C 4 1 5 7 

Yv l644 C 7 2 6 3 YV 1699 Pl 8．1 7．1 

Yv 2001 C 6 5 5 1 YV 1 835 Pl 7．9 5．5 

YM 2045 C 7 0 6 0 YM 106 P 7 7 6 0 

YM 089 P 6．5 7 5 YV 2098 P 8．1 5 6 

W  680 P 6 4 7 9 YV 2l20 P 7 3 5．5 

W  2203 P 6．9 8 0 YV 014 P 7 8 5A 

YV 1 570 P 6 4 YV 014 1 8 2 5．7 

Yv l 31 2 P 5．7 7 5 YV l 700 M 一 8 7 7 2 

YV 15251 M 7．6 8 1 YV 1 623 M ． 8 2 6 3 

Yv 2114 M 7 6 9 0 YV 712 1 M ． 8 4 6 7 

W  l91 8 M 7 6 8 6 YV 1623 l M ． 8．3 7O 

W  l525 M ‘ 7 8 9 0 YV l 629 M 9 5 7 4 

W  J5∞  M ‘ 2 8 7 YM 7】 M ， 9】 7 4 

YM 042 M 8 0 8 0 YV l421 M 9 3 7 5 

YV 1601 M 10 l 7 9 

YV 142 M l0 2 8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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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进步演猿牙齿测量比较 (单位：毫米) 

Dental measurements and comparison ofDianopithecus progress~ts ．et sp．no~ 

进步滇猿 ∞ianop nccus P rooressus 粗壮池猿 (Lac~opithecus robustus) 

齿 项 gen el sP rioV f奉史作者) fPan al 1989) 

别 目 范 围 倒 数 均数 长宽指教 范 罔 例 数 平均数 长宽指数 

range 一 一 range N index 

长 (M—D) 6 O 6 2 6 I 75 4 8— 5 4 5 0 100 I 

宽 cL_B) 4 2 5 0 4 6 4 6一一5 7 5 0 

M—D) 4 0 】 4 0 l0g 4 I 4 9 4 4 105 

I‘ 宽 (Il_B) 4 O 】 4 0 4： 5 O 4 6 

C。 长 (M—D) 6 5—7 2 3 6 9 83 7】 1 7】 93 

早 宽 Ⅱ B) 5 I一6 3 3 5 7 6 6 J 6 6 

长 fM—D) 6 4 6+9 4 6 6 l_7 5 O一5 9 5 5 6 l4l 
P 宽 fL_B) 4

— 8 0 4 7 7 5— 8 2 5 7 9 

长 cM_D) 5 7 】 5 7 132 5 0—5 8 10 5 4 l46 
P‘ 

fL_B) 7 5 】 7 5 7 6— 8 10 7 9 

长 fM—D) 6 7 6 l1 3 6 8— 6 8 7 2 l19 M 

宽 fL_B) 8l一9 0 8 6 7 7—9 6 8 8 6 

长 一D) 7：一7 8 7 5 J0O 6 7—8 6 l1 7 5 l23 M 

宽 『L_B) 6 8—8 6 5 7 9一 】0 7 】2 9 2 

长 fM—D) 8 0 8 0 】00 6 9 —8 2 8 7 6 l】8 M 3 

宽 Ⅱ厂B) 8 0 8 0 8 4一】0 0 8 9 0 

长 fM—D1 3 7 】 3 7 】l_ 2 9—3 3 8 3】 129 i

I 宽 (L-B 4l 1 4
． 1 3 8— 4： 8 4．0 

C 长 (M—D) 5 8 I 5 8 l24 4 5—6 6 5 5 5 l44 

S 宽 (L_B) 7 2 】 7 2 6 5—9 7 5 7．9 

C 长 (M—D) 4．7 1 4 7 】2l 3 8—4 5 6 4 2 l55 

土 宽 (L—B) 5 7 1 5 7 5 8—7 O 6 6．5 

长 (M—D／ ，3—8 2 7 9 8l 5 6—6 7 J 6 6 2 86 
Pd 宽 

， B) 5 6—  】 5 8 4 8— 6 5 15 5 3 

( D／ 8 2 8 4 g 4 81 6，9— 8 1 7 3 88 M

- 竟 (L广B) 6 3 2 4 6 8 5 7—8 3 17 6 4 

M  
长 (M—D) 9卜一9 5 3 9 3 80 7 O一9 2 l 8 8 1 83 

‘ (L_B) 7 4— 7 5 7 4 6】一 7 4 】8 6 7 

长 rM—D 10l一 】0 2 10 2 78 8 3— 9 9 l1 9．2 72 M

3 宽 fL_B) 7 9—8 0 8 0 6 2 6 7 l0 6 6 

比较： 

东 非 早 中 新 世 的小 型 猿 类 ， 除 湖 猿 (Limnopithecus蛔 PE ，L．evar~i)，树 猿 

(Dendropithecus macinnesi)、 小 猿 (Micropithecus clarki)(Andrews and Simons，1977， 

Fleagle ahd Simons．1978，Harrison．1982)等以外，近年来，新发现 了一些属种，如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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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horens~．M．Leakeyorum (Harrlsol1．1981．1989)，Simiolus (1eakey R E．and Leakey 

M-G．，1987)，有的被归人到原康修尔猿科 (Proconsulidae) 

在亚 、洲，早中新世的江苏泗洪的双沟醉猿 (DfrJn so  ̂c“ shuangouensisLi，1978) 

和产 自巴基斯坦南部 Sind而被归人醉猿的三枚牙齿 (Bernor et al，1988)。还有泰国北部 

中中新世的东方树猿 (D ndropi~hecus orientalis Suteethorn et a1．，l990)和晚中新世印度 

西瓦立克地 区的 Pliopithecus krishliaii Chopra et Kau1． 1979，后又修订为 Krishliapithecus 

krishnaii(Ginsburg et Main，l980)，这两个种类分别仅以 l枚牙齿为代表。而上述的 3 

种猿类牙齿尺寸明显地小，形态上也与元谋 者差异大。而江苏泗洪的另一种猿类江淮宽齿 

猿 (Platodontopithecus fianohuaens~Gu＆ Lin，1983)和宁夏 同心中中新世 的占祥上猿 

(Phopithecus zhanxiali~Harrison al，1991)，虽然牙齿尺寸相 当，但其形态与元谋者差 

异甚大 而广布在欧洲中一晚中新世的上猿类 (pliopithecids)又以下臼齿上有上猿三角 

(pliopithecinetriangle)，5个齿尖之间有发育的嵴相连，宽的方形的上臼齿、齿带发育等 

区别于池猿 (Laccopithecus)和元谋标本。 

云南禄丰晚中新世的粗壮池猿 (Laccopidwcus robustus Wu＆Pan，1984)，无论从形 

态特征 地史分布都可与元谋者比较。研究表明，池猿的头骨和牙齿形态介于上猿类和现 

生长臂猿之间 (吴汝康、潘悦容，1984，1985；Pan、l988，Pan et a1． 1989)元谋标本与 

之比较有如下相似点：1)上中央门齿近中、远中边缘向舌面突起，齿带发育；2)犬齿呈 

明显的性别差异；3)方形或似方形的上 臼齿，原小尖残存；4)简单和较高冠的下门齿； 

5)P4臼齿化 ；6)较狭长的下臼齿．M >M：>Ml；7)下次小尖和后凹很小，MI更为 

显著；8)下臼齿缺少上猿三角，齿尖之间的连线较退化：9)齿带较弱或退化；10)下 臼 

齿舌侧齿尖薄，舌侧壁陡。 

元谋标本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禄丰粗壮池猿相异的特点。元谋标本比粗壮池猿，上 

齿系：1)I 齿冠短而宽，扁平．舌 面大，齿带发育，舌面中央有舌结节；2)I 较扁平， 

舌面有两条舌 棱，齿带较发育；3)雌性犬齿较短而宽，唇舌侧压缩，后凹浅，褶皱少， 

齿尖较位于齿冠中央，唇面比舌面大；4)上前臼齿无颊齿带 咬合面轮廓呈向后延伸的 

似三角形，前凹较大，颊、舌齿尖较靠近，两齿尖之间的连线在一个水平面上，形成浅 的 

平面，后凹斜向后下方略呈长方形，凹内有小褶皱：5) 的舌侧、相当次尖的位置不突 

起；6)上 臼齿最大 的特色是前 后边缘 向外弧形膨胀．舌侧齿尖的位置向后移，次生褶 

皱较发育，无颊侧齿带，舌侧齿带也只残 留在个别标本的原尖前部．前凹增大；7)M 

齿尖不饱满，前凹小而狭长。 

下齿系的比较，元谋标本比粗壮池猿：1)I 尺寸较大：2)两性犬齿形态较接近，雄 

性下犬齿的跟部较类似于现生长臂猿，齿冠较细 雌性者较长。3)P 长而宽，无前 凹， 

只在下原尖前面有一条棱从齿尖延向齿冠基部，下原尖较靠前，两个齿尖之间不分开而在 

顶部相连，跟座大而浅，齿带只残留在前部；4)下臼齿相对大，颊、舌侧齿尖之间高度 

相差小，前凹较大，在前凹后面、下原尖和 下后尖之间形成小的三角凹井有一条纵沟从前 

凹后面延 向跟座凹；5)跟座凹较开阔，在下后尖和下 内尖之问有沟隔开，颊侧齿带退 

化；6)M．齿尖之间的沟呈 Y型：7)M 大。 

元谋标本的某些形态比粗壮池猿更接近于现生长臂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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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进步滇虢和粗壮池猿 现生长臂猿的主要牙齿形态比较 

Coml~risons of Dianopithecus progre~sus gen．et sp．nov．with Laccopithecus robus~us 

and extant hylobatids in mean denial morphology 

讨论： 

禄丰粗壮池猿 (L．robustus)以抹刀状的 I ，犬齿化的 I ，相对宽的上臼齿，不缩小 

的M ，性别差异大的犬齿，长而臼齿化的 P ，延长的下臼齿 M 长于前面两个 臼齿等 

形态特征相似于欧亚的上猿类 (Pliopithecids)，另一方面，它又 弱的齿带，下齿尖之间 

连线不明显，面颅上眶间距宽，面部短而宽等特点相似于现生长臂猿．近年来。不少学者 

把它归于上猿科 Pliopithecidae(Fleagle，1988；Bernor et a1． 1988；Tattersall et aI．，1988； 

Harrison．1987，1989；Harrison P aI 1991：Xue and Delson，1989)。然而粗壮池 猿又 以下 

臼齿缺少上猿三角．弱的齿带，齿尖之间连线不明显，后凹较退化等不同于上猿类，更重 

要 的粗 壮池猿的第 5近端指骨 (PA 1119)的形态表现出一系列与攀援和悬吊有关的特征 

如骨干腹面旋转性弯曲，延长 的尺侧边缘 髁上边缘明显弯曲和深的转子髁 同时，此指 

骨还显示出与现生长臂猿相似 的混合特征包括不对称的弯曲边缘，远中骨干前面横凹，骨 

干的腹、侧面透视结果其骨干的轮廓和厚度明显地与合趾猿 (H．syndactylus)相似 

(Meldrum and Pan 1988) 相形之下。欧洲中中新世上猿类 的同类指骨却保 留了原始晦 

鼻 猴 类 的 性 状 (Zapfe，1958，Simons and Fleagle，1973，Fleagle，1983；Jurgers，1984， 

Begun，1986)。另外，池猿上门齿切割缘的磨耗程度和发育的齿带。相对大的上前臼齿等 

与大型猿类相似 因此，池猿的分类位置还有待于探讨；从表 4中看出元谋滇猿的形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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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的犬齿以外，其他牙齿的形态已有一系列的变化，它比粗壮池猿更接近于现生长 

臂猿，特别是合趾猿和黑长臂猿，因而元谋滇猿可能是粗壮池猿和现生长臂猿之间的新的 

种类。但是，从元谋滇猿的上前 臼齿 和 P 的一些形态来 看，又似乎有些疑问，可能与生 

态环境有关 由于 目前材料只限于单个牙齿 ，有待于今后发现更多的材料再作进一步的研 

究。从伴生的哺乳动物群来看，在大约 55种哺乳动物 中，部分种属与禄丰古猿动物群的 

相 近 ， 但 又 缺 少 禄 丰 动 物 群 中 常 见 的 楔 羚 (Selenoportax) 而 有 大 量 的 鼷 鹿 

(Dorcobune)、三趾马 (Hipparion)和几种猪类，从形态上 比禄丰古猿动物群中的种属更 

进步些。这些差异除了有时代 t的意义外 还反映出生态类型的变化。近年来对哺乳动物 

群的初步研究结果，元谋小河、竹棚古猿地点的时代 比晚中新世 的禄丰古猿地点的时代稍 

晚些 (宗冠福 ，1991；宗冠福、潘悦容，1991 Pan，I993；蔡保全， 1994)。因此，元 

谋材料的发现，更进一步表明我国云南省是研究长臂猿起源与进化的关键地区 ， 

另外，犬齿性别差异的缩小是长臂猿进化中的重要 问题之一。在现存 的 4种猿类 中， 

除长臂猿的犬齿外，其余的 3种猿类都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的犬齿，而在第三纪的猿类化石 

记录 中 ，也 出现较大 的性 别差 别 (Hoizeler、1954：Kretzoi，1975；Fleagle，et at．，1980； 

SzalayandDelson，l979；Kelley，1986)=元谋滇猿的犬齿尺寸相差大 (雄、雌下犬齿的高 

度分别 为 】2毫米和 7，3毫米) 说明犬齿性别差异的缩小在长臂猿进化中发生在较晚的事 

件 据古脊椎动物学家研究，在上新世 期间至少发生过 3次哺乳动物群的扩散事件。这 3 

次事件都与全球性的降温或气候变干事件相伴随 (徐钦琦 、刘时藩，1991)。这些古环 

境、古气候的变化，在小型猿类的进化中，也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t 

笔者感谢云南省博物馆李昆声馆长 古人类室主任I张兴永l同志对研究工作的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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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研究过程 中，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童永生、李传奎、徐钦琦 、吴新智等 同 

志分别讨论了灵长类进化和古气候变化的一些问题。杨明婉同志绘制插图，在此一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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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M[ALIrSIZED APE FRoM  THE Ⅺ AoHE AREA 

HOM INOID SITES，YUANM OU，~3．5NNAN 

P aF Yue rong 

(Institute VertebratePa&omolog．．andPaleoanlhrc~ology， cademia Sinica．Be~in# 100044) 

Summarv 

YuaILTTIOU County is 1ocated in northern Yurman Province about 100 km south--east of 

Kunming，the capital of Yunnan Province The Xiaohe area hominoid sites are situated in the 

northwes tern portion ofthe Yuanmou Basin． 

The sma11-sized ap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s associated with a large hominoid．which、v舾 

e~cavated by the joint team from the Yunnan Provincfal Museunl and the Yilapa]aou Man Ex- 

hibition Hall from 1986 to 1990．The smal卜sized ape remains were recovered from Loc．8801． 

8803 and 8807．All localities in the Xiaohe area are roughly contemporary in age and are 

younger than the Lufeng hominoid site(8 Ma)on the hasis of their mammalian faun a． 

The material includes 36 isolated teeth except C．I and P ．1_he sma ll ape is named 

Dianopithecus progressus gen．et sp．nov．and distinguished from Laccopithecus robustus from 

Lufeng in that the buccal and lingual cingula are lacked or much reduced in the cheek teeth．The 

flat upper incisors are short and broad and the upper premolar is subtriangular in outline with a 

closely buccal and lingual cusps．The upper molars exhibit curved mesial and distal edges．The 

large PJ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latively shallow talonid basin．the fovea anterior reduced and 

there is a ridge from the anterior part of the protoconid extending to the base of the crowu．The 

distance be tween the protoconid and hypoconid is relatively short and the hypom nulid is Ie． 

ducedin thelowermolars especiaUyinM  ．Thelowermolarha s a sma lltriangularfovea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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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situated in the posterior part of anterior fovea，between the protoconid and metaconid．The 

groove system conformstothe basicDryopithecu5Y-patternintheM 1． 

Dianopithecus progressus gen et sp nov is similar to L robustus in the week cingula，large 

M ’
， reduced hypoconulid and mesiodistally elongated lingual cusps in the lower molars， 

dimorphic canines．elongated 1owe r molars and molariform P4 

Table l c。mpads咖 。f DiⅡ f ̂ c“ 叼 Ps5̈ 5 ge et sp．nov．with Laccopi r “sf s f坤 m 

Lufeng and extant hylobatids(Hylobates concolor H．syndaztylus) 

Laccopithecus robusf“ Diannopithecusprogressl*s H syndacrylus 

(Lufeng) gen et sP nov rYuanmo u1 H concoJor 

I short and broad short and broad 

1 2 
．  flatter flatter 

C sexually dimorphic present present 

P3 P 

in otitlille ovoid SUbtriallglular subtrNnglNar 

anterior and proster— present much reduced lack 

r fb1ds in bucca1 side 

Upper molars 

outline square mesial and distal ridges mesial and distal ridges 

ellrve0． curved 

lingual cingula beak much mO reduced Or lack 

iIack 

buecaI cingula de-~e1o口 lack lack 

M cusp shape broaddome shaped Narpow peaked narrow oeaked 

1j m rroW tall broad 1oW broad，loW 

C，sexually dimorphic present 

Lower m01ais 

buecal cingula weak lack 1ack 

distanc~between long short sh0rt 

prd and hyd 

foyea posterior smal1 small 1ack 

As described abo ve，the dental morphology of Dianopithecu8 progressus gen．et sp．nOV．is 

similar to Laccopirhecus robustus from Lufeng in size and som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tO 

丑 syndac~"fus and H．cotlcolor in other aspects．The dental morphology of Dianopithecus 

progressus gen et sp．nov．differs from L robust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its dimorphic canines． 

Th e morphology ofD．progressus is doser to that ofmodern gibbons than it is to L．robustu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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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mmalian fauna Dorcabu ．Propotamochoerus．M etacert：ulus,M untiacus and Hipparion 

are colnlilon but Selenoportax，which is present at the Lufeng hominoid site，is absent． 

Ailurarctos~ anmouensis and a primitive gnla11-sized st／id are only found in the Yuanmou 

hominoid site The faunal changes indicate not only a change in the geological age but also a 

change in the paleoenvkonment 

The reduction of canine dimorphism is 0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ccurrences during 

gibbon evolution．Dianopithecus prooressus still presents the dimorphic ca nine although in other 

respects it is similar to extant hylobatids Th e heights ofthe canines．in the male and female，are 

12．0 rnnl and 7 3 nml，respectively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the reduction in sexual 

dimorphism in the canines perhaps evolved late in the evolution of small-sized apes．Som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Dianopithecus prcgressus gen．et sp．nov．are intermediate between 

Laccopithecus robustus from Lufeng and extant bylobatids It is，thus，intriguing and adds im· 

portant information toward the search for gibbon origins and also indicates that Yunua n Prov· 

inee  is a key area for the study of gibbon evolution 

Key words Dianopithecus pr~resstts gen．et sp noV，功 lobates Yuanmou，Yunnan 

图版 I说 明 

进步滇猿 【DianopithecusWogressus gen et sp．nov．) 

1 Yv 2028右由侧上门齿舌面观 (t-ight 1 ．1ingual vie ， 

2 YV 2046左内侧上 门齿舌庙『观 fleftI。1 Jl~gual vie w)； 

3 Yv 2043左外侧上 门齿舌面观 (1efti 2 1ingua[view) 

4 w  2028 1右 内侧下门齿舌面舰 ght 1．．1ingual view)； 

5，YM 2045右 上犬齿 唇 面观 (fighht C ．1abial view)； 

6 YV 2001右上 犬 齿舌 面观 (right C ，lingual view 

7 YM 1 646 1右下犬齿舌面观 (rightc．．1ingual view)； 

8 y3／2203右第一上前日齿疃台面观 ghtP ．occlusal view)； 

9 YM 089 右第一上阿臼齿咬台面观 fright P ，occlusat view)； 

10．YM 680右第 一 前臼齿喧台面观 窖}lt P occlusalⅥew) 

11 Yv 2120立第二下前臼齿咬台面观 (1eftP4．occlusal view) 

6 

7 

8 

9 

10 

1l 

图版 Ⅱ说 明 

Yv 2098 右第二下前臼齿疃台面观 (right occlvNal v圯w工 

YM 0141左第二下前臼齿咬台面观 (Left P occlusal view)； 

Yvm14左第二下前臼齿咬台面观 【left P4，occ[usal view)； 

YV．1312右第二上前臼齿咬台面观 frightP ．occ[usM view)； 

YM l 835 左第二 下前 臼齿咬 台面 观 (1eftPd，occ Lusa【vie ； 

YM．106左第二下前臼齿咬音 面观 ([eftP occ Lusat vie w) 

YM 1918左 第二 上 臼齿 嚏台 面观 M occlusal view-) 

YM 1 525右第二上臼齿疃台面观 lght M occ[usa]view)； 

YV 2114左第 一上臼齿咬舍面观 (LeftM ．occtusal view)． 

YM．042右第三上臼齿咬台面观 (1eftM’ occlusa[view)； 

YV 7【2 1右第一下臼齿咬台面观 (right M．．oec Lusal vie w]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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