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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野马与家马的头骨比较 

方 邱 幼 祥 
(北 京 动 物 园) (北 京 医 科 大 学) 

擒爱 l9e6—1 9B9年，作者甩我国现今唯一的一例成年雄性普氏野马头骨与 7倒 (0-3，辛●)成 

年家马头骨进行了比较。从中得出，普氏野马在鼻骨、下额支、头骨上下缘面夹角等方面，明显区别于家 

马，并从环境的适应性上，分析了普氏野马与家马在头骨上的形态特 点· 

在新生代，更新世 出现的马属动物，至今约 

有 300万年的历史。在这样提长的经历中，由 

于环境的变迁 ，使它们在生物进化上出现了一 

些变化；普氏野马与家马在头骨形态上的区别， 

主要是由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所决定的。 

普氏野马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在科学上 

具有重要意义。 它曾见于我 国的内蒙古西部、 

甘肃西北角和新疆准噶尔盆地以及邻近 地 区。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作了大量的调 

查，都未再发现它的踪迹。 

(一)材料 本文研究的雄性成年的 酱 氏 

野马，是北京动物园的材料，该谱系册号 723， 

近亲繁殖系数 41 8。 这是我国现今唯一的一例 

完整的骨骼标本。家马头骨共有 7例，均为成 

体 ，雌性 4、雄性 3。家马标本的来源，有 2例为 

我 国的内蒙古 、有 l例为我国的河北省三河县， 

其余 4例不详。这些标本现分别保存在：北京 

动物园，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 

(：)观察结果 

1、普氏野马与家马在整个头骨的上下缴面 

夹角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见图 1)。普氏野 

马 的这个夹角为 14。。 7例家马的夹角为1 8— 

30。，其平均值为24。。 普氏野马头骨上下缘面 

夹角明显小于家马的夹 角 值。 Erna Mohr 

曾经在文中引述 Mazak和 Dobrouka(19s7) 

的看法，认为“普氏野马的这一夹角 、于家马。 

在 他们的研究中 “成年普氏野马的夹角为20。， 

而家马为 2 一30。o” Erna Mohr还提到过 1 

只从野外捕获的 9岁普氏野马，角度为 1 7。，另 

1只蒙古家马头骨为2 。 

2．普氏野马与家马在鼻骨上具有一定的区 

别。普氏野马的鼻骨较为平直。Vaughan 引 

述 Colbert．E．H (1 980)的看法，也确认普氏 

野马头骨的这一特点。而家马的鼻骨在其中部 

的顶缘出现向下的凹陷，并在其中部的侧缘具 

有向内的馓微凹陷(见圈 1)。 

圈 l 头骨侧面蕊 

A．普匠野马，B．家马，a．鼻骨，h．蛙下孔， c·普氏 

野马头骨后端点， ·家马头骨后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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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氏野马与家马在下颌支腹缘面上，具 

有明显的区别标志(见图 1、2)。普氏野马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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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 颌支埘 面观 

A．普氏野马，B，家马，a，冠状突， 角示意冠状突 

向后倾斜的角度 

颌支腹缘面，从其中部向前至下颌骨体的腹缘， 

明显地向上方翘起，翘起部分的长度约占下颌 

支长的 52徭。 家马的下颌支腹缘面，从其中部 

向前至下颔骨体的腹缘，处于较为平直的状态， 

未见有向上方翘起的现象。 

4 在整个头骨的后部做垂直于水平面的观 

察，可以看出普氏野马与家马在头骨后端点位 

置上的区别，(见图 1)。 普氏野马头骨后端点 

为枕骨培后端；枕骨嵴后瑞至枕髁后端的垂直 

距离约为 6毫米。而家马的头骨后端点为枕髁 

后端；扰髁后端至枕骨嵴后篙}的垂 直 距 离 为 

l0—30毫米，7例家马的平均值约为 2l毫米。 

5，从头骨侧面傲垂直于水平面的观察，可 

以发现普氏野马与家马在上颔眶下孔的位置上 

及眶下孔与面骨嵴前缘的关系上存在着明显的 

不同，(见图 1)。 普氏野马的眶下孔后端位于 

头骨的第 3颊齿中部上方。该眶下孔后端与面 

骨嵴前缘垂直在一条线上。家 马的眶下孔后端 

位于头骨的第 2颊齿中部上方。其眶下孔后端 

在面骨蜻前缘向前约24毫米左右的上方。 

6 普氏野马与家马在下颌支冠状突向后倾 

斜的角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区别(见图 2)。 普 

氏野马的下颌支冠状突向后倾斜的较为 明 显， 

其角度为20。。 7例家马的下颌支冠状突多呈 

现近于直立的形状，其角度为 0一l 7。，平均值 

为 8。。 

7从上颌腹面观察，我们发现普氏野马与 

家马在腭正中缝、腭孔前缘与颊齿的位置上，都 

有一定的区别(见图 3)。 

阻 3 上额 腹面观 

A．普氏野马，B．家马，B．腭正中缝，b，聘于L 

普氏野马的腭正中缝，在第 1颊齿前缘的 

连接线向前形成愈台；从该连接线向后可见未 

完全愈合的骨缝。普氏野马的腭孔前缘位于第 

5颊齿冠面前部的连接线上。 

家马的腭正中缝，从前至后都可见到未完 

全愈台的骨缝，未见有愈台现象。家马的聘孔 

前缘位于第 5颊齿冠面后缴的连接线上；其位 

置与普氏野马相比偏后约 15毫米左右。 

(三)小结与讨论 比较结果显示： 普氏 

野马具有较为平直的鼻骨，下颔支腹缘面前瓤 

明显地向上方翘起；普氏野马头骨上下缘面夹 

角小于家马，下颔支冠状突明显向后方倾斜；普 

氏野马在头骨后端点、眶下孔后端、腭孔前缴位 

置及腭正中缝等方面，都与家马形成区别。 

我们从环境的适应上，分析普氏野马与家 

马在头骨上的形态特征。马属动物在新生代进 

化发展趋向的特点之一是： “头骨前部和下颌 

加深， 适于高冠的颊齿。” 。 普氏野马头 骨 

前部加深的程度大于家马，因此，使其上 ’F缘面 

夹角小于家马。这一特点的 出现，必然要使头 

骨的其它部分发生相应的变化，如下颔支冠状 

突向后方倾斜，就是一种继发变化。这些表明 

普氏野马头骨在对环境的适应上要优予 家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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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马头骨在对帮境的适应上则出现了保守或进 

程缓慢的现象。 

这些差 c的存在，与两个物种的生活环境 

有着一定的关 系。 普氏野马生活在气候恶劣 、 

沙暴袭击的高原地区，在摄取食物的过程中多 

以吻部和前蹄的配合，此时吻部要近乎垂直于 

地平面，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地表环境中，进 

食到矮小的草、根等食物。普氏野马在这种特 

定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骨髂形 

态。与普氏野马相比较的家马，其分布甚广，由 

于人类对家马的驯养，使家马能有充足食物的 

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家马并不需要用前蹄与 

吻部的配台摄取食物，在进食中，吻部与食物的 

角度发生了变化 (这个角度变化是与普氏野马 

相比较而言)。同时，人类供给家马的食物也远 

比普氏野马在恶劣环境中得到的食物，要宜咀 

嚼、宜消化和富有营养。家马处在这样的环境 

中，对自然的适应性则不及于普氏野马。头骨 

的进化过程就是其适应环境的发展过程；普氏 

野马与家马在头骨形态上的变异，也是由环境 

和进化的两个方面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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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鼠类组成 经两个试点现场拣 到 的 

68 3只死的鼠型动物进行分类统计、均以黄胸 

鼠占首位，为 95．00％，小家鼠占 4．00％，臭鲍 

跪占 1．00％o 

(四)灭鼠率测定 灭鼠前后进行了 鼠 密 

度的测定，结果见表 3。 

三、小 结 和 评 价 

(一)采用上海产的溴敌隆母液和母 粉 配 

制成的 0051％ 大米毒饵， 对以南方地区黄胸 

鼠为优势种的试点适口性好 、毒饵被食率高，分 

别为 90．00％ 和 82．50％，且无显著差别 

(t一 1．11 P> O．95)。 

两者灭鼠效果均不差，灭鼠率分别 为 92．3l％ 

和88 89务，又无显著性差别 

(t一 0 60 P> 0．05)。 

(=)两组投毒饵后第 2天均可见到 爬 行 

不稳的中毒鼠，寻找水喝。第 3天出现少数死 

辨 辨  

鼠，第 6天两组死鼠都出现高峰。第 12天还可 

捡到少量死鼠。 两组个别每户平均捡到 死 鼠 

7．14和 5．89只。从捡到动物尸体分类来看，溴 

敌隆在杀灭上有广谱性。 

(三)从本次在灭鼠现场效果来看，两种剂 

型(母液和母粉)都有较好灭效。但我们感到溴 

敌隆母液较优于母粉o 1．灭鼠率母液组比母粉 

组较高，前者 92 3l％，后者 88．89％。 捡到的 

鼠尸母液组比母粉组也较多，前者为 371只，后 

者为 3l2只o 2．母液配制毒饵、操作上比较方 

便，毒饵容易均匀o 3．母液配制毒饵不用食油， 

可节省成本。因此，建议溴敌隆生产厂家除生 

产母粉外，应投产溴敌隆母液供应市场，群众 

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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