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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开远新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

张 兴 永
(云 南 省 博 物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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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描述的标本是 1 夕8。年 6 月和 1 9 82 年 5 月
,

在云南开远小龙潭晚中新世褐煤层中发

现的古猿化石
。

标本有左下第一至第三臼齿列和一件带十二枚牙齿的上颇骨
。

从标本反映的

形态特征观察
,

应归为腊玛古猿
。

本世纪五十年代
,

在云南开远小龙潭晚中新世褐煤层中两次发现古猿牙齿化石
,

吴汝

康先生曾研究过 (19 5 7
、 1 9 5 8 )

。

廿多年后的八十年代
,

在小龙潭煤矿化石保护小组孙金

良
、

尚宝珠等工程师的积极工作下
, 19 8 0 年发现古猿的下臼齿三枚

, 1 9 8 2 年发现古猿上领

骨 (带十二枚牙齿 )一件
。

其中第一下臼齿和上领骨为该化石点的初次记录
。

同时在化石

层中还新发现四棱齿象 (T
e , r alo Ph o d o 。

)
、

摸 (T
a
对

r。)
、

鹿 (C
e r v id a e ) 等哺乳类化石

,

对丰富开远小龙潭动物群提供了新的材料
。

至此
,

小龙潭动物群成员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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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新发现的古猿标本进行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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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标 本 记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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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图 2
、

3
、

4 )

标本 左下第一至第三臼齿齿列 (Y v O 7 3 4 ) 和带十二枚 牙 齿 的 上 领 骨 一 件

(Y V O 7 2 0 )
。

产地和层位 云南开远小龙潭
,

上中新统小龙潭组
。

描述和讨论 对下臼齿及上领骨分别描述如下
:

(一) 下 臼 齿

这三枚牙齿是 19 8 0 年 6 月
,

煤矿工人侯保寿在破煤时发现
,

该矿化石保护小组收集

并送来鉴定的
。

标本为一青年个体的左侧第一至第三臼齿列
。

据煤矿工程师孙金良介绍
,

标本出自布沼坝露天矿坑的海拔为 1 0 7 0 米至 1 0 8 0 米水平层间 (图版 I ,

图 1 )
。

牙齿咬合面磨耗较浅
,

仅第一臼齿颊侧齿尖齿质初露为一小的圆坑 ;第三臼齿基本未

磨耗
。

鉴于本次标本与吴汝康 (19 5 7 ) 描述标本
,

除尺寸略大些外
,

其形态特征基本一致
,

当为
“

腊玛古猿
’

、 其中第一臼齿是小龙潭化石点的首次记录
。

左下第一日齿

齿冠保存完好
,

齿根断缺
。

齿冠轻度磨耗
,

颊侧齿尖较舌侧齿尖磨耗深
,

颊侧的下原

尖和下次尖的尖顶齿质暴露
,

呈小圆坑
。

近中
、

远中面有显著接触区
。

该牙是臼齿列中尺

寸最小者
,

齿冠短宽而较低
,

齿尖圆钝
,

两侧齿尖间距较宽
。

有五个主尖
,

排列为 Y 一 5 型
。

各齿尖中以下后尖为最大
、

最高
,

下原尖和下次尖的大小约等
,

下内尖较小
,

下次小尖最

小
。

各齿尖高度由高而低是
: 下后尖

、

下内尖
、

下次尖
、

下原尖和下次小尖
。

具弱的齿带
,

颊侧较舌侧为显
。

分隔下原尖和下次尖
。

下 次尖和下次小尖的沟纹较深
,

在齿冠颊侧下

延并止于齿带 ; 分隔下后尖和下内尖的沟纹较浅
,

在齿冠舌面也止于齿带
。

前凹为横沟

状
,

后凹为小坑
。

左下第二臼齿

本标本与 19 5 7 年描述的同类标本相比
,

磨耗较浅
,

特征更为明显
。

在下后尖后缘崎

有前后两条刻沟
,

后者较深
,

明显存在一个小尖
,

这与 1 9 5 7 年描述的下第三臼齿的位于下

后尖与下内尖之间的副尖雷 同
。

左下第三日齿

该牙特征甚明显
,

存在第六齿尖
,

在下后尖和下内尖之间有一副尖
,

下后尖后缘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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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本比较 (单位 : 毫米 )

嗡嗡兰兰
本 文 标 本本 吴汝康(1 9 5 7 )))

MMMMM
:

(左))) M
,

(左))) M
,

(左))) M
:

(右))) M
:

(左))) M :

(右)))

长长长 1 1
。

000 12
。

777 13
。

000 1 1
。

888 1 1
.

888 1 2
。

000

宽宽宽 9
。

333 1 1
。

555 1 1
。

555 1 0
。

000 1 0
。

222 1 0
。

OOO

高高高 (5
.

7 ))) 6
.

555 6
。

222 (5
.

6 ))) (5
.

6 ))) (5
.

5 )))

长长宽指数数 8 4
。

, 555 9 0
.

5 555 8 8
。

4 666 8 4
。

777 8 6
。

444 8 3
。

333

前前 宽宽 9
。

333 1 ]
。

555 1 1
。

多多 1 0
。

000 1 0
。

222 1 0
.

000

后后 宽宽 9
。

222 1 0
。

777 9
。

888 9
。

888 1 0
。

000 9
。

666

前前宽 比比 1 0 0
。

000 1 0 0
。

000 1 0 0
。

OOO 1 0 0
。

000 10 0
。

000 1 0 0
.

000

后后宽比比 9 8
.

9 222 9 3
。

0 444 8 5
。

2 222 9 8
。

0 000 9 8
。

0 000 96
。

000

111 02
。

3 000 1 4 6
。

0 555 1 4 9
。

5 000 1 1 8
。

0 000 1 2 0
。

4 000

有一明显的刻缺
。

该牙齿是下臼齿列中尺寸最大的
。

本文标本与 19 5 7 年描述标本比较

如表 1 0

(二) 上 领 骨

标本是 19 8 2 年 5 月 n 日煤矿杨茂昌在装煤时发现
,

孙金良同志函告笔者
。

同月
,

会

同市文化馆范高平
、

杨丽达考察
。

标本与 19 8 0 年出土的古猿化石层相当
。

开采区煤层平

缓
,

顶部海拔为 1 1 00 米
,

即古猿化石层距顶板为 20 至 30 米之间
,

相当于主煤段的(厚

1 0 0一2 2 3 米)上部
。

这件上颇骨因受煤层挤压而变形
,

左右颇骨略错位并粘在一起
。

两侧齿列仍附于颇

骨上
,

牙齿排列基本正常
,

保留了十二枚牙齿
,

即左侧的外侧门齿
、

犬齿
、

第一
、

二前臼齿和

第一
、

二
、

三臼齿 ;右侧的犬齿
、

第一
、

二前臼齿和第一
、

二臼齿
。

上领齿弓形态难以辨别
,

从两侧变形不大的齿列为直线型来推测
,

可能为后部略为张开的
“

日
”

字形
。

犬齿有明显

的齿隙
。

颊齿齿列排列紧密
,

后部牙齿相对于前部牙齿为大
。

左外侧门齿

侧门齿斜置于齿槽中
,

牙冠较小
,

侧面视牙冠为三角形
。

轻度磨耗
,

牙尖磨平
,

齿质未

露
。

舌结节发达
。

在舌面从冠顶沿中轴方向向舌节结处有一粗的指状突
,

将舌面分为近

中和远中两个凹
。

唇舌径大于近中远中径
。

犬齿

左右各一
。

齿冠和齿根保存完整
,

顶面视齿冠为圆角三角形
,

侧视则为近似等腰三角

形
。

齿冠的唇舌径小于近中远中径
。

轻度磨耗
,

磨耗面位于冠顶部
:
左犬齿磨耗面向远

中方向倾斜
,

右犬齿磨耗较左犬齿为深
,

磨耗面分别向远中和近中方 向倾斜
。

牙冠颊侧釉

质光滑
,

齿带极不明显 ; 舌面基部有明显的波状起伏的齿带
,

从近中缘沿舌面基部行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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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缘
,

并与近中
、

远中缘脊相交而形成明显的近中和远中角样的小附尖
。

故从颊侧视
,

酷

似肉食类的前臼齿
。

齿冠的唇面和舌面在后内角相交为后缘脊
,

显著的主脊构成舌面的

前缘脊
,

与唇面的前缘脊之间隔着一条三角形深沟
。

在舌面有若干上下行的脊和沟
。

犬

齿与侧门齿间有明显的齿隙
,

与第一前臼齿紧密相接
。

齿冠略超出颊齿齿列高度
,

与侧门

齿高度相 当
。

齿冠相对细高
。

齿根粗壮
,

根尖部略倾向远中
。

第一前曰齿

左右各一
。

齿冠和齿根保存完好
。

冠面为圆角三角形
。

颊面明显较 舌面为宽
。

颊舌

径大于近中远中径
。

齿冠咬合面有一纵沟将其分为颊半和舌半
,

颊半明显大于舌半
,

颊
、

舌两半相向倾斜
。

颊尖高于并大于舌尖
。

颊面为一三角形隆起
,

釉质表面光滑
。

三角形

隆起的两侧各有一浅凹
,

前凹较后凹明显
,

两凹外侧各有一条粗脊
。

两脊下行至切割缘
,

使颊面切割缘正中成一隆起
,

两侧构成角样小尖
。

舌面成圆角样隆起
,

釉质表面光滑
。

上第二前臼齿
,

左右各一
。

左边的一枚颊半外侧破缺
,

右边的保存完好
。

轻度磨耗
。

颊舌径明显大于近中远中径
,

其近中远中径在颊齿列中为最短者
。

齿冠咬合面有一纵沟

将其分为颊半和舌半
,

颊半略小于舌半
。

舌侧边向内突起为弧状
,

釉质表面光滑 ; 其它各

边近于直线
。

故牙冠为近似的正方形
。

颊
、

舌两半相向倾斜
,

颊尖高于舌尖
。

颊面略小于舌

面
,

釉质在颊面则高于舌面
。

颊面基部有一三角形隆起
,

位置居中
。

三角形隆起两侧各有

一浅凹
,

前后凹都不如第一前臼齿的明显
。

两凹外侧各有一晴
。

颊侧切缘 的两侧各有一角

样小尖
。

咬合面上有两条缘晴
,

分别由颊
、

舌尖向上行并与纵沟相汇
。

咬合面上舌半为三

角形
,

颊半为五边形
。

在颊
、

舌半的坡面上各有横晴
,

从两尖顶行至纵沟
。

前 凹小于后凹
,

齿根分为颊
、

舌各一枝
。

上第一臼齿
,

左右各一
。

轻度磨斜
,

舌侧尖磨耗度大于颊侧尖
。

牙冠为近似的正方

形
,

近 中颊侧角和远中舌侧角为直角
,

近中舌侧角和远中颊侧角稍钝
,

故齿冠又近于菱形
。

颊舌径大于近中远中径
。

颊侧两尖略高于舌侧两尖
。

有四个主齿尖
,

即前尖
、

后尖
、

原尖和

次尖
,

齿尖排列为 Y 一 4 型
。

齿尖大小顺序从大至小分别为原尖
、

后尖
、

次尖和前尖
,

后两

尖大小接近
。

齿尖高度顺序由高到低分别为前尖
、

后尖
、

原尖和次尖
,

前尖和后尖高度相

当
。

咬合面有一纵沟将其分为颊舌两半
,

前尖和后尖由一条横 沟相隔
,

横沟从纵沟起始越

过颊侧切缘晴上行至颊面的中部
,

原尖和次尖亦由一条横沟相隔
,

横沟起始于纵沟
,

越过

舌侧缘晴上行至舌面中上部
。

原尖和后尖由纵沟相隔
,

且两尖之间由发达的斜婿相连
,

原

尖和前尖由靠向近中的横晴相连
。

前尖近中颊侧角处有一个前附尖
。

咬合面上各齿尖的

斜面因磨耗
,

附脊形态不清
。

前 凹明显
,

位于前尖近中侧
。

后凹不如前凹
,

较低平
。

原尖

近中舌侧齿带明显
,

这点与第二
、

三臼齿相区别
。

齿根为三枝
,

即颊侧近中
、

远中枝和舌侧

近中枝
。

上第二臼齿
,

左右各一
。

齿冠的颊舌径大于近中远中径
。

齿冠的近 中颊 侧角和远中

舌侧角较尖锐
,

近中舌侧角和远中颊侧角较圆钝
,

故齿冠为菱形
。

四个主齿尖的排列形

式
、

大小
、

高低情况与第一臼齿雷同
。

颊
、

舌侧均有弱的齿带
。

原尖有前附尖
,

它是由近中

缘
、

前尖和原尖相连的崎以及原尖近中切割缘三者相汇而形成
。

前尖的近中颊侧角处也

有一个前附尖
。

前凹比后凹明显
。

前尖与原尖
,

原尖与后尖各有一发达的斜峭相连
,

两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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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构成
‘

,V
为
字形

。

上第三臼齿
,

仅有左边一枚
。

此牙形态独具一格
。

原尖增大
,

占据舌半约四分之三的

位置
,

次尖则大为缩小
,

约 占舌半的四分之一
。

后尖和第五齿尖向中轴紧靠
,

故牙冠为近

似的三角形
。

第 五齿尖位于后尖与次尖之间
,

在第五齿尖与原尖后附尖之间有一斜峭相

连
。

原尖和后尖附尖间的斜沟与后尖和第五齿尖间的斜靖相连
。

原尖有前附尖和后附

尖
,

前尖只有前附尖
。

齿冠颊舌径大于近中远中径
,

近中颊舌径大于远中颊舌径
。

禄丰和开远腊玛古猿上牙测量比较见表 2 。

表 2 开远和禄丰腊玛古猿上牙的比较
*

(单位 : 毫米)
、

\ \ \

坪 }竺l型竺匕{二一兰}燮上剪里色}竺三剪里兰⋯
,

进口型l {
~ 一

竺三里竺-卜姜
‘

王竺匕

标本 \
\

} 长 } 宽 } 长 } 宽 } 长 } 宽 } 长 } 宽 } 长 } 宽 } 长 } 宽 { 长 } 宽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

—
!

—
}

—禄丰腊 1 5
·

8 1 6
·

5 ! 1 0
·

5 1 8
·

7 1 7
·

9 1 1 0
·

4 } 7
·

2 { 1 1
·

1 } 10
·

0 ! 1 1
·

3 1 1 1
·

3 1 1 2
·

8 1 1 1
·

o } 12
·

1

一竺妙愁}二1
.

}二生{三竺)三竺{竺}竺兰{竺{二竺}三竺卜望些匡卫王{兰竺⋯兰竺
开远腊 } 5

·

9 】6
·

3 } 9
·

9 】 8
·

5 ! 8
·

1 } 9
·

7 】 6
·

4 } 1 0
·

5 } 10
·

o } l。
·

5 } 10
·

5 } 1 1
·

2 } 1 0
·

3 1 1 0
·

7

玛古猿 {(
‘) {(‘) 1 (2 ) } (2 ) } (2 ) } ( , ) { (2 ) { ( , ) } (2 ) } (2 ) } (2 ) ) (2 ) } ( , ) } (‘)

括号内的数字
,

表示测最的牙齿个数
。

二
、

小 结

开远小龙潭古猿化石首次发现是 1 9 56 年
,

为同一个体的五枚下牙
。 19 5 7 年吴汝康

发表研究文章
,

订为一新种
,

称为开远森林古猿 (D ry州
thec “ , 夜汀yua 二n

后 ) 并认为它可

能是人和猿的远古的共同祖先
。 1 9 , 7 年在同一地点又找到古猿的同一个体的右下五枚牙

齿化石
,

仍经吴研究
,

于 19 5 8 年发表文章
,

认为它与 19 5 6 年的标本同属于一个种
。

鉴于

后一批牙齿的尺寸较前一批牙齿的尺寸为大
,

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同种异性之别
,

即尺寸大

的属雄性
,

尺寸小 者属雌性
。

六十年代
,

西蒙斯和皮尔比姆 (sim o n s a n d p ilb e am
, 19 6 5 )

在比较研究当时发现的森林古猿类时
,

不仅把腊玛古猿从中分出来并确定其人科地位
,

而

且认为开远 19 5 6 年的标本也应归腊玛古猿
。

本文描述的标本归为腊玛古猿
。 1 98 1 年笔

者根据开远标本的性质
,

进一步校订为开远腊玛古猿(知。 a
户 hcc us 天面yua 二

, 痴)(张兴永

等
, 19 8 1)

。 1 9 8 3 年笔者又根据开远古猿的新材料
,

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 (张 兴 永 等
,

1 9 8 3 )
。

通过对开远腊玛古猿的全部化石标本作了形态特征的基本观察和探讨
,

认为开远腊

玛古猿既与肯尼亚的威克腊玛古猿相似
,

又与地理相距较近的(平距约 180 公里 )禄丰
“

腊

玛古猿
”
具有更多的共同性质

。

考虑到地质时代
、

地理位置及它们的形态特征等因素
,

笔

者认为开远腊玛古猿可能是禄丰腊玛古猿的祖先
。

(1 9 5 6年 6 月 1 8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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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W M A T E R IA L S O F R A 别叭P IT H E C U S FR OM

K E IY U A N
,

Y U N N A N

Z ha n g X in gyo n g

(T 人
e Y u n n a n P r o o i , c

i
a l M“ , 。u 脚 )

K e y w o r d s R a m aPizh e c z‘, ; L a te M ioc e n e ; K e i抖 a n

A b st r a e t

T h e fo ssils w e r e fo u n d a t X ia o lo n g ta n o f K eiy u a n ,

Y u n n a n P r o v in e e ,

in 19 8 (〕 a n d 19 82
.

T h e m a te r ia ls a r e a s fo llo w s : a lo w e r to o th r o w w ith M
i

一M
: a n d a fra g n le n t o f Ie ft rn a x illa

w ith l,

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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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c o r d in g to its m o r Ph o lo g ic a l fe a tu r e s the sp ec im en c a n b e a ttr ibu te d 1 0 R a 那aP1’t 人ec u ,
·

T h e a sso c ia te d m a m m a l r e m a in ; in e lu d e R a 二a Pith e c u ;

及巴i夕u a n e , ; i了
,

S io iPit h ec z, ; s p
.

,

R o d e n tia
,

M u ste lid a e ,

G o m Ph o the r i“m x ia o lo 刀夕za 刀。n ; i:
,

G om Ph o lhe r i;一m e f
.

从a c r o g 刀a zh “ ; ,

T 己z ra lo Ph o d o n

e f
·

; i, e , , i了
,

Z 夕多o lo P左o d o , c人in 声ie
, 了打

,

T a Pir , , , sp
. ,

(A
.

B )
,

P r o P o , a 功。c h o 尸r “ , 尸a r t, : ,
l,,

, ,

L z: z r io
-

d o n s p
. ,

D ic o r yPh o c hoe
r : ‘; sP

.

,

C a sro r id a e a n d C e r v id a e
.

T h e fa u n a 15 e o n s id e r e d to be o f

la te 入Iio e e n e in a g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