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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釉面横纹

与牙冠形成时间

王翠斌
ｕ

，
赵凌 霞

１

１ ． 中 国 科学 院古脊椎动 物与 古 人 类研 究所 ， 中 国 科学 院脊椎动 物演 化与 人类 起源 重点 实验室 ， 北京 １ ０００４ ４
；

２
． 中 国科学 院 大学 ， 北 京 １ ０００４９

摘 要 ： 釉面横纹的数 目 可用 于推断个体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 ， 在生长发育研究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研

究运用数码体视显微镜和扫描 电镜观察 了云 南石灰坝禄丰禄丰古猿 （ 简称禄丰古猿 ） ３ ０ 枚齿冠 完整 的前

部牙齿 ， 包括上下颁中 门 齿 ６ 枚 、 侧门齿 １ ０ 枚和犬齿 １ ４ 枚 。 根据唇侧面釉面横纹计数的观察结果 ， 分

别 以 ７ 天和 ９ 天芮氏线 生长周期 ， 估算各齿 型的牙冠形成时间 ， 结果显示 ： 以生长周期 ７ 天计算 ， 中门

齿牙冠形成时 间约为 ３ ．６
－

４ ．

１ 年 ， 侧门 齿牙冠 形成时间约 为 ２ ．７
－

３ ． ７ 年 ， 犬齿牙冠 形成时 间约为 ４ ． ２
－

７ ．０ ；

以 生长周期 ９ 天计算 ， 中 门 齿牙冠形成时 间约 为 ４ ．４－

５ ．２ 年 ， 侧 门齿牙 冠形成时 间 约为 ３ ． ４ －

４． ７ 年 ， 犬齿

牙 冠形成时间约为 ５ ．２
－

８ ． ８ 年 。 为更深入地了解禄丰古猿牙冠形成时 间在不 同齿型及性别间是否存在明

显差异 ， 本文用 ＳＰＳＳ 软 件对其进行显著性差异检验 。 采用 小样本平均值的 ／ 值假设检验 （ 置信区间 为

９ ５％） ， 结果如下 ： 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 时间在各类牙齿的上下颌 中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 ； 犬齿牙

冠形成 时间存在非常显著 的性别差异 ， 雄性牙冠形成时间 明显长于雌性 ， 侧 门齿也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 ，

而中 门 齿性别 间 则无显著性差异 。 此外对禄丰古猿 中 门 齿 ， 侧 门 齿和犬齿 的牙 冠形成时间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并两两对 比 ， 结果显示中 门齿与侧 门 齿的牙冠形成时间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而犬齿与中 门 齿和侧

门齿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犬齿牙冠形成时 间 明 显长于 门 齿 。 同 时也对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

与齿冠高进行相关性分析 ，
其结果表 明两者有显著 的正相关性 。 将禄丰古猿与其他古猿和现生大猿 、 南

方古猿以及人属成员进行对 比 ， 结果显示其前部牙齿牙 冠形成时 间长于原修康尔猿 、 南方古猿 、 傍人 、

人属成 员 ， 接近于蝴蝶禄丰古猿和大猩猩 ， 而明显小于黑猩猩 、 华南化石猩猩及现生猩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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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刖 目

牙齿是研究化石人类及其相关类群生长发育 的重要材料 。 牙釉质的生长是 由牙尖向牙

颈方 向呈叠瓦状
一

层
一层渐增形成 ， 其轴质生长线在釉质 内 部表现为芮氏生长线 ， 芮 氏线

延伸到釉质外表面表现为平行排列的釉面横纹
［
１
］

。 在不破坏化石的前提下 ， 可通过普通光



１ 期王翠斌等 ： 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釉面横纹 Ｗ牙冠形成时间？
１ ０３

－

镜和 电镜观察到牙齿的釉面横纹 ， 并可从牙尖到牙颈直接计数 。 我国 ／：
？

南禄丰石灰坝发现

的禄丰禄丰古猿 （ 以下简称禄丰古猿 ） 是亚洲中新世晚期材料最丰富 、 最具代表性的古猿

种类 ， 其系统地位
一

直受到 国际学术界争议 。 赵凌霞等
Ｕ＇３

１ 运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 ， 对 ４ 枚恒

齿 （包括 ２ 枚中门齿 ，
Ｉ 枚上侧门齿和 １ 枚下犬齿 ） 的籼面横纹进 彳Ｔ观察 ， 推算其牙冠形成

时间 ， 并指出禄丰古猿牙冠发育模式与南方古猿纤细种相似 ， 而 明显 区别于现生大猿和南

方古猿粗壮种 ； 牙冠形成时间 与南方古猿纤细种接近 ， 而 明显长于南方古猿粗壮种 ， 短于

现生大猿 。 赵凌霞等
［

４
ｉ

再次估算了禄丰古猿下颌骨 ＰＡ ８ ６８（ 未成年个休 ） 的右中 ｜

＇

］齿和右

犬齿 的牙冠形成时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蕋础上 ，挑选 了
３０枚齿冠完整的禄丰古猿前部恒齿 ，

通过计数釉面横纹数 目 来估算其牙冠形成吋间 ， 旨在进
一

步探讨其前部牙齿生长发育的齿

型间差异以及性别差异等 ， 同时将其与其他古猿 、 早期人类和现代大猿相比较 ， 进而为云

南禄丰古猿的个体生长发育和 系统地位提供
一

些线索 。

２ 材料与方法

２ ． １ 标本情况

用于本研究的材料是 ２ ３ 枚单颗恒牙及附带在下颂骨 ＰＡ ５４ ８（雄性 ） 和 ＰＡ ５８０（ 雌性 ）

上暴露出齿根 的 ７ 枚完整恒齿 （保存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 共包括

图 ？ 禄丰古猿下犬齿 （ ＰＡ ６ ７４． １ ７ ） 釉面横纹分布

Ｆ
ｉ ｇ

．
ｌＰｅｒ ｉｋ

ｙ
ｍａｔａｏ ｆｌｏｗｅ ｒｃ ａｎ ｉ ｎ ｅ （

ＰＡ ６７ ４
．
１ ７

） ｏＸ Ｌｕｆｅｎｇｐｉｔｈｅｃｉｉ ｓ ｌｕｆ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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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禄丰古猿门齿 、 犬齿釉面横纹数 目 与牙冠形成时 间

Ｔａｂ ．ｌＰｅ ｒｉｋｙｍａ ｔａｃｏｕｎｔｓａｎｄ
ｃｒｏｗ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ｓｏｆ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ｔｅｅｔｈ

ｏｆ Ｌｕｆｅｎｇｐｉｔｈ ｅｃｕｓｌｕｆｅｎｇ
ｅｎｓｉｓ

齿型 ｉ别 标本编号

￣￣

齿冠高釉面横纹 齿尖釉质 恻＾轴质形 牙冠形成时Ｓ ｉ
侧＆釉质＾

￣

ｉ冠形＆时间

Ｔｏｏｔ ｈＳｅｘＳｐｅｃ ｉｍｅｎｓＣｒｏｗｎＰｅ ｒｉｋｙｍａｔ ａ形成时间 成时间
ＬＦＴＣＦＴ（年 ）成时间 ＬＦＴＣＦＴ（ 年 ）

ｔ
ｙｐ

ｅｈｅｉ

ｇ
ｈｔ

（
ｍｒａ

）（ 年 ）（年 ）
－

７（
年

）

－

９

Ｉ

＇

Ｍ ＰＡ６７５ ． ２１ ５ ．４８
１
８９０ ．５３ ．６４ ．

１
Ｎ＝４

；４ ． ７５ ．

２Ｎ＝４
；

ＭＰＡ５ ５ ０ １ ３ ．３ ８ １ ８６０． ５３ ． ６４ ． １
Ｍｅ ａｎ

－
４ ． ０

；４ ６５ ．

１Ｍｅａｎ
＝

５ ．０ ；

ＳＤ＝ ０ ．２ＳＤ＝０ ．４

Ｍ ＰＡ６４９ ．

１ １ ４ ． ７８ １ ８ １０ ．５３ ．５４ ． ０ ４ ．５５ ． ０

ＦＰＡ６７４ ． ５ ５１ ２ ．２９ １６００ ．５３ ．

１３ ． ６３ ．９４ ．４

Ｉ

２

ＭＰＡ７ １
６ １ ０ ． １ ４

１
５７０． ５３ ．０３ ． ５Ｎ＝６

；３ ．９４ ．

４Ｎ＝６
；

ＭＰＡ６７ ５ ． １ ３１ ０ ．７８１ ６ １０ ．５３ ．

１３ ． ６Ｍｅａｎ
＝
３ － ３

；４ ．０４ ． ５Ｍｅａｎ
＝
４ ． １

；

ＳＤ＝ ０．４ＳＤ
＝

０ ． ５

ＦＰＡ６２ ０７ ． ７０１ １ ６０． ５２ ．２２ ． ７２ ．９３ ．４

ＦＰＡ７ １ ３８ ． ８７１ ５５０ ．５３ ．０３ ． ５３ ． ８４ ． ３

ＦＰＡ７ １ ４７ ． ６７ １２ ７０． ５２ ．４２ ． ９ ３ ． １３ ． ６



ＦＰＡ７ １ ５７ ． ２９


１ ５３



０５



２ ．９３
． ４


３ ． ８４ ． ３



Ｃ
°

ＭＰＡ７ ３ ２ １ ９ ． ７４２８８０． ７５ ． ５６ ． ２Ｎ＝７
；７ ．

１７ ． ８Ｎ＝７
；

ＭＰＡ５ ５ ２１ ９ ． ７５２ ９５０ ．７５ ．７６ ． ４Ｍ ｅａｎ
＝
５ ．

１
；７ ３８ ． ０Ｍｅａ ｎ

＝
６ ．４

；

ＳＤ＝ ０． ８ＳＤ＝ １
． １

ＭＰＡ５ ５ ９ １ ８ ．

１ ７２２２０． ７４ ． ３ ５ ． ０ ５ ． ５６ ．２

ＭＰＡ １ １ ９６１ ５ ． ５０２ １ ９０． ７４ ．２４
． ９５

．４６ ． １

ＦＰＡ７ ２５１ ３ ．２ １２０８ ０． ７４ ． ０４ ． ７５ ．

１５ ． ８

ＦＰＡ７ ２ ３１
２ ．３ ６１ ８４０． ７３ ． ５ ４ ． ２４ ．５５ ．２



ＦＰＡ６７４． ｉ ｌ１ ３ ．０５


１９ ７



０ ７



３ ．８４ ． ５



４ ．９５ ． ６



Ｉ
，Ｍ ＰＡ５４８

－Ｒ１ ４
．２２ １ ７２０． ５３ ． ３３ ． ８Ｎ＝

２
；４ ．２４ ．７Ｎ＝

２
；

Ｍｅａｎ
－

３ ． ９
；Ｍｅａｎ

＝
４ ． ８

；

ＭＰＡ５４ ８－Ｌ１ ５ ． ３７ １ ７７０． ５３ ． ４３ ． ９ｓ〇＝ 〇 ｛
４

． ４４ ． ９ＳＤ＝ ０ １

Ｉ

２ＭＰＡ５４８－Ｒ １ ３ ． ７２ １ ６ ９０ ． ５３ ．２３ ． ７Ｎ＝４
；４ ．２４ ．７Ｎ＝４

；

ＭＰＡ５４８
－Ｌ１ ３ ．６ ５ １６ ４０． ５３ ． １ ３ ． ６Ｍｅ ａｎ

＝
３ － ６

；４ ． ０４ ．５Ｍｅａｎ
＝４ ． ５

；

ＳＤ－ ０． １ＳＤ＝０ ．２

ＦＰＡ５８０
－Ｒ １ １ ． ５６１

５７０ ．５３ ．０３ ． ５３ ．９４ ．４



ＦＰＡ５ ８０ －Ｌ１ ０ ． ８６


１
５４


０５



３ ． ０３ ． ５



３ ． ８４ ．３



Ｃ
〇
Ｍ ＰＡ６４６ ． ６２ ２ ．７ ０３２ ８０． ７６ ． ３７ ． ０Ｎ＝ ７

；８ ． １８ ． ８Ｎ＝７
；

Ｍ ＰＡ６４９ ． ８ １ ９ ． ７
１３０ ８０ ． ７５ ． ９ ６ ． ６Ｍｅ ａｎ

＝
５ｌ７． ６８ ．３Ｍｅａｎ

＝

６ ． ３
；

ＳＤ＝ １
． ２ ＳＤ＝ １

．５

ＦＰＡ６３ ０ １ ２ ． ９
１ １９８０． ７３ ． ８ ４ ． ５４ ．９５ ．６

ＦＰＡ６５ ５ ． １
２１ ３ ． ５２ １ ９４０ ． ７３ ．

７ ４ ．４４
． ８５ ．５

ＦＰＡ５ ７ ３１ ２ ． ６４ １９３ ０． ７３ ． ７ ４
．４４ ， ８５ ．５

Ｆ ＰＡ６７４ ．

１ ７１ １
．８ ０ １９ ００ ． ７３ ． ６ ４ ． ３４ ． ７５ ．４



Ｆ ＰＡ５８ ０
－Ｒ１ １

． ８３


１ ８４


０７


３ ． ５ ４ ．２


４ ． ５５ ．２


上下门齿 ６ 枚 ， 上下侧 门齿 １ ０ 枚和上下犬齿 １４ 枚 ， 其中 １ ５ 枚属于雄性个体和 １ ５ 枚属于

雌性个体 ， 性别鉴定依据徐庆华和陆庆五当年的分类鉴定
［
５

１

。 本研究选取 的标本齿冠完整 ，

以便于更好地观察牙釉质表面的釉面横纹 （见表 １ ） 。

２ ．
２ 釉面横纹观察与计数方法

近年来数码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广泛用于釉面横纹的观察计数
［Ｍ

］

。 本研究主要使用数码

体视显微镜 （Ｋｅｙ
ｅｎｃｅ ＶＨＸ－６００ＥＯ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 观察计数禄丰古猿齿冠唇侧面上的

釉面横纹。 此外也使用扫描电镜 （
ＳＥＭｆｆｉｔａｃｈｉＳ－

３７００
） 以不同 的放大倍数来观察 ２３ 枚单颗禄

丰古猿齿冠唇侧面上的釉面横纹 ， 以作为数码显微镜的补充 。 观察前 ， 牙釉质表面先用清

水超声洗净标本表面尘土 ， 晾干后用 丙酮搽洗牙体去除表面的胶 。 然后将标本固定于显微



１ 期王翠斌等 ： 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釉面横纹与牙冠形成时间 ＿
１ ０５

＊

镜载物台上 ， 除直光外再提供第二个光源 ， 使光线斜射到观察面 ， 以减弱观察面的反射光 。

观察部位为前部牙齿的唇侧面 ， 测量齿冠高并调整倍数 （ ２０－ ５０ 倍 ） 从牙尖到牙颈处依次进

行釉面横纹条数的计数 。 扫描 电镜 的方法如上 ， 标本用导体胶粘在载物台上 ， 放入扫描电

子显微镜中 ， 高真空 ３ｋＶ 模式下扫描 ， 调整在适当倍数 （ ７
－

５０ 倍 ） 从牙尖到牙颈逐处观察

唇侧面上的釉面横纹条数 （ 图 １ ） 。 目前釉面横纹数 目 的计数有两种方法 ：
１

）
记数 １ｍｍ 冠

高的釉面横纹数 目
［
１
° ＿

１ ２
］

；２） 每 １ ／ １ ０ 冠高的釉面横纹数 目
［

１＞ ｜ ７
］

。 本文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

观察计数禄丰古猿前部牙齿釉面横纹的数 目 。 为了将误差降到最低 ， 将标本放在光镜下多

次重复观察 ， 并将光镜和 电镜下 的结果进行核对 ， 作为最后的观察结果 ， 误差范围在 ５％之 内 。

２
．
３ 牙冠形成时间的估算

釉质生长发育呈节律性 ， 组织结构表现为： 釉柱横纹 （短周期 ）和芮 氏生长线 （长周 期 ） 。

牙冠形成时间 即牙尖釉质形成时间加上侧面釉质形成时间 ， 而侧面釉质形成时间可通过釉

面横纹数 目 乘以芮氏线周期得到 。 釉面横纹的生长周期等于芮 氏生长线周期 ， 其可 以 由 相

邻芮氏线之间釉柱横纹条数得出 。 赵凌霞等
［ １

８
］

通过对禄丰古猿下犬齿 （
ＰＡ７２ ８

） 进行组织

切片发现相邻芮 氏生长线间釉柱横纹为 ９ 条 ， 故可知芮氏生长线周期 ， 即釉面横纹 的生长

周 期为 ９ 天 。 Ｓ ｃｈｗａｒｔｚ 等
［ ｜ ９

］

分析蝴蝶禄丰古猿芮 氏线周期时 ， 提到对比标本禄丰古猿的

两枚臼齿芮 氏线周期为 ７ 天
（ 未发表 ）

， 所 以本文分别根据 ７ 天和 ９ 天的生长周期推算了

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 。

在不破坏化石标本的情况下 ， 在牙齿表面只 能观察到牙齿侧面的釉面横纹 ；
而牙尖

部的釉质表面没有釉面横纹 ， 这是因为牙尖部的芮氏线 由于呈同心 圆排列 ， 不能伸展到釉

质表面而形成釉面横纹 ， 因而牙尖部的形成时间不 易准确推算 ， 只能采取估计的方法
ｐ （Ｗ２

］

。

门齿和犬齿牙尖釉质形成时 间在牙冠形成时间 中所占 比例较小 ， 现代人和类人猿前牙牙尖

釉质形成时间大约在 ０ ．５
－ １ ．０ 年之 间 。 赵凌霞等 ［

４

Ｍ古算禄丰古猿 门齿和犬齿牙尖釉质形成

时间 时 ， 分别 以 ０ ．５ 年和 ０ ．７ 年计算 ， 本研究也参考此数据进行估算 。 根据上述参数可 以

对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进行比较准确的估算 。 计算公式如下 ： 牙冠形成时间

（ 年 ）
＝ 釉面横纹总数 Ｘ 生长周期 （ 天 ） ／３ ６５＋ 牙尖部形成时间 。

３ 结果与讨论

表 １ 中列 出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及其平均值和标准差 。 根据釉面横纹计

数的观察结果 以及据芮 氏线周期分别为 ７ 天和 ９ 天而推算出侧面牙釉质形成时间 ， 再加上

齿尖釉质形成时间 ， 可知禄丰古猿中 门齿牙冠形成时间约 为 ３ ．６
－

４ ． １ 年 ， 侧 门齿牙冠形成时

间约为 ２
．
７ －

３ ．７ 年 ， 犬齿牙冠形成时间约为 ４ ．２－

７ ．０ （ 以生长周期 ７ 天计算 ） ； 中 门齿牙冠形

成时间约为 ４ ．４－５ ．２ 年 ， 侧门齿牙冠形成时间约为 ３ ．４ －４ ．７ 年 ， 犬齿牙冠形成时间约为 ５ ．２－

８ ． ８

年 （ 以生长周期 ９ 天计算 ） 。 从表中也可看 出 ， 中 门 齿和侧门齿的标准差明显小于犬齿 ，

从而说 明犬齿的牙冠形成时间分布范围较大 ， 而 门齿牙冠形成时间分布相对较集中 。

釉面横纹是反映牙冠形成过程的很好记录 ， 通过观察釉面横纹的总体分布 ， 可以较准

确地 了解牙冠形成的时间 。 为更深入地 了解牙冠形成时间在不同齿型及性别间的差异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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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其进行 了显著性差异检验 。 采用小样本平均值的 ｔ 值假设检验 （ 置信区 间为 ９５％
） ， 结

果如下 ： 禄丰古猿的上颌前部牙齿和下颌前部牙齿相比 ， 其 Ｚ
３值均大于 ０ ．０５ ， 因而前部牙

齿的牙冠形成时间在上下颂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分别对禄丰古猿中 门齿 、 侧 门齿和犬齿

的性别差异进行检验 ， 可知中 门齿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Ｐ＞ 〇 ． 〇５ ） ， 而侧门齿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 （ ＾＜０ ．０５ ）
， 犬齿则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尸＜０ ．０ １ ） 。 将禄丰古猿中 门齿 ，

侧门齿和犬齿的牙冠形成时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两两对比 ， 结果显示中 门齿和侧 门齿

的牙冠形成时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而犬齿与中 门齿和侧 门齿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结合表

１ 也可以看出 ， 门齿牙冠形成时间最长为 ４
．

１ 或 ５ ．
２ 年 ， 短于或接近犬齿牙冠形成时间的最

小值 ４ ．２ 年或 ５ ． ２ 年 ；
上下犬齿雄性牙冠形成时间 明显长于雌性 ， 如下犬齿雄性和雌性牙

冠形成时 间分别为 ８ ．３
－

８ ． ８ 年和 ５
．
２－５ ．６ 年 （ 以生长周期 ９ 天计算 ） ， 雄性个体犬齿牙冠形

成时间最长 为 ８ ．８ 年 ， 雌性个体最长为 ５ ． ６ 年 ， 雌性明显短于雄性 。 此外 ， 对禄丰古猿前

部牙齿齿冠高与牙冠形成时间进行相关系数分析 ，
Ｐｅａｒｓｏｎ 系数为 ０ ．９００ ， 且 Ｐ值小于 ０ ．０ １ （在

置信度为 ０ ．０ １ 时 ， 相关性为显著 ）
， 可见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的牙冠形成时间与齿冠高有明

显的正相关性 。赵凌霞等
［

２
’３

］

观察的 ４ 枚牙齿 ， 右上中 门齿 （ ＰＡ８ １ １ ． １ ） 、右上侧门齿 （ ＰＡ ８ １ １ ．２ ） 、

右下中 门齿 （ ＰＡ８９ ５ ） 和左下犬齿 （ ＰＡ ８２ ６ ） 的釉面横纹数依次为 ＞ １ ７２ 、
＞

１ ５ １ 、
＞

１２ ８ 、
＞ １ ６ １

（
＞

代表牙端有
一

定磨耗 ， 牙本质暴露 ， 实际的釉面横纹可能多几到 １ ０ 几条 ） ， 这些数值接近

或位于本次研究范 围内 ， 根据其推算 出的牙冠形成时间接近或略低于本次数值 ， 可能与其

牙尖端磨耗有关 。 赵凌霞等
［
４

］

观察了
一

个未成年个体的下颌骨 ＰＡ８６８ 中正在生长的右下 中

门齿和右犬齿的釉面横纹 ， 估其牙冠形成时间分别为 ３ ．
２年和 ３ ．

］ 年 （ 以生长周期 ９天计算 ）
，

因其牙冠尚未完全形成 ， 故此值短于本文观察结果 。

本文将禄丰古猿前部牙齿牙冠形成时 间与其它古猿 、 化石人属 、 现代人及现生大猿

进行比较 ， 结果见表 ２ 。

禄丰古猿下 门齿牙冠形成 时 间 Ｇ ． ６－４ ．８ 年 ） 和下犬齿牙冠形成 时间 （ ５ ． １
－

６． ３ ） 明显

表 ２ 门 齿 、 犬齿牙冠形成时间的 比较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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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期王翠斌等 ： 禄丰古猿前部牙齿 的釉面横纹与牙冠形成时间

长于原康修尔猿 ， 后者下 门齿牙冠形成时间不足
一

年 ， 在上述属种 中 时间最短 。 禄丰古猿

门齿牙冠形成时间 与蝴蝶禄丰古猿 Ｇ． ６
－

５
．
２年 ， 以下简称蝴蝶古猿 ） 和巨猿 （ ３ ．６

－

５ ． １ 年 ）

较为接近或略短 ； 但犬齿牙冠形成时 间与 巨猿相比 ， 前者的上犬齿牙冠形成时间明显长于

后者 ， 而下犬齿牙冠形成时间 与禄丰古猿接近。 华南猩渥门齿牙冠形成时间 为 ３ ．３
－

６ ．０年
［

１ ２
１

，

略长于禄丰古猿 ， 但犬齿牙冠形成时间 （ ７ ．３
－８ ．０ 年 ） 明显长于禄丰古猿 （ ５ ． １

－６ ．４ 年 ） 。

南方古猿门齿牙冠形成时间为 ２ ． ８
－

３ ．
８ 年 ， 傍人牙冠形成时间较短为 ２ ． １

－

２ ． ８ 年 ， 早期

人属为 ２ ． ４－

３ ．７ 年 ， 尼人数值位于南方古猿范 围之内 ， 相 比可知禄丰古猿门齿牙冠形成时

间略长或接近于南方古猿 、 尼人和早期人属成员 ， 而较长于傍人 ； 禄丰古猿犬齿牙冠形成

时间 明显长于南方古猿 、 傍人 、 早期人属成员 和尼人。 智人门齿和犬齿牙冠形成时间略低

或接近于禄丰古猿 。

禄丰古猿与现生猩猩中 门 齿牙冠形成时间接近 ， 但侧 门齿和犬齿牙 冠形成 时间 明显

短于现生猩猩 ； 禄丰古猿门齿和犬齿牙冠形成时间均接近于大猩猩 ； 禄丰古猿下 中 门齿牙

冠形成时间与黑猩猩接近 ， 但上中 门齿 、 上下侧 门 齿和上下犬齿均 明显短于黑猩猩 。

总体来看 ，
上述属种中黑猩猩 、 华南化石猩猩和现生猩猩前牙牙冠形成时间最长 ， 其次

是禄丰古猿 ， 蝴蝶古猿 、 巨猿和大猩猩 ； 然后是尼人、 南方古猿 、 早期人属成员 、 傍人 ； 原

康修尔猿前牙牙冠形成时间最短 。 相 比而言 ， 禄丰古猿 、 蝴蝶古猿 、 巨猿 、 华南化石猩猩 以

及非洲古猿的犬齿牙冠形成时 间均明显长于南方古猿 、傍人、 早期人属成 员 、 尼人 以及现代人 。

４ 小 结

通过分析禄丰古猿唇侧面釉面横纹估算其牙冠形成时 间 ， 并对其进行差异性检验 ，

可知禄丰古猿前部牙齿 的牙冠形成时间在上下颌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犬齿牙冠形成时间

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 侧门齿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而中 门齿无显著性的性别差异 ；

中 门齿和侧 门齿的牙冠形成时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 而犬齿与 中 门齿和侧 门齿均存在显著

性差异 ； 禄丰古猿前部牙齿 的牙冠形成时间与齿冠高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 。 此外将禄丰古

猿与其他古猿和现生大猿以及人属成员进行对比 ， 结果显示其前部牙齿齿冠形成时间长于

原康修尔猿 、 南方古猿 、 傍人 、 人属成员和尼人 ， 接近于蝴蝶古猿和大猩猩 ， 而 明显小于

黑猩猩 、 华南化石猩猩及现生猩猩 。

致谢 ： 在光镜和 电镜观察过程 中得到 张兆 霞博 士和张 文定老师 的 热 情帮 助 ；
写 作过程

中 与邢松博士进行 了 有 益的 探讨 。 在此谨 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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