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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猴的头骨形态及其比较研究 

吴 介 云 王 政 昆 
(云南师范太学生物系，昆明 650092) 

摘要 本文对分布于中国云南省的懒糕头骨形态作初步研究，井与树髓及部分灵长类动物的头骨 

在某些方面进行比较。 

懒猴的头骨整体表面光滑，戚体骨缝紧密愈台；肌嵴发达，雄性有发达的矢状暗。吻鼻部稍长；眼眶 

与酾孔直接相通，无骨片形成骨墙封闭。头骨长宽比有性别差异；前上颉骨不与额骨相连。懒壤的腭指 

数有性别差异 并且比值较高；骊窝中的骨间关系属于顶一蝶缝相接型。 

头骨的形态研究已广泛用于灵长类动物的 

分类中 ，如 Cramer~9 、Remarkers“ 、Haimoff 

et a1． 等，我国吴新智等 、叶智彰等“ 亦对 

长臂猿、猕猴和佥丝猴进行了系统解剖研究。 

而有关懒猴的骨骼研究国内迄今未见报道，本 

文对分布于 我 国云 南 省 的懒 猴 (Ⅳ f 6 

coucong)头骨形态作一初步研究 ，并 与 树 胞 

(Tupaia glis)及部分灵长类动物的头骨 在 某 

些方面进行 比较，关于懒猴的牙齿形态已有另 

文报道 ，本文略。 

一

、 材 料 

共研究懒猴头骨 6个 ，其中成年雌性 2个． 

雄性 2个，9日龄雌性 1个，7月龄雌性 1个。 

标本均采自云南省西南部，现保存于云南师范 

大学生物系。 

二 、 结 果 

懒猴的头骨从整体上看，表面较为光滑，成 

体骨缝全部紧密愈合；肌嵴发达，在成年雄性有 

发达的矢状嵴；吻鼻部稍长；眼眶与颞孔直接相 

通 ，无骨片形成骨墙封闭；头骨长宽比显示出性 

别差异。懒猴头骨的一般测量(见袁 1)。 

(一)背面观(见图 1) 顶骨(os parietale) 

发达，几构成整个脑颅的顶壁和侧壁。在幼体 

中，尚未形成颠晴 (crista temporalis)，7月龄 

标本已有明显的鬏嵴，但两条颠蜻离得很开，随 

年龄增长颧嵴逐渐粗壮明显，且两条颠嵴逐渐 

向正中靠扰 ，年龄较老的 88l1 01(8)标本两条 

颠嵴在顶骨正中相接并向上凸起约 3毫米，形 

成矢状嵴(~rista sagittalls)。矢状嵴在前方沿顶 

额骨缝向两侧分开，终止于额骨颧突 (processus 

zygomat]cus)。 在顶骨的后方 ，靖又逐渐向两 

侧分开井与项嵴 (crista ugkalis)相接。在树 

鲍头骨中亦有两条颞嵴，但不随年龄增长并台 

形成矢状蜡，而是由前至后逐渐接近，在顶间骨 

(os interparietale)前端处交}[，并向后伸延成 

蜡，与发达的项嵴相接。佥丝猴无论雌雄均无 

矢状晴；长臂猿在生长过程中，两侧颠蜻逐渐 

接近但也不形成矢状嵴；在猩猩、黑猩猩和大猩 

猩的雄性均有发达的矢状蜡。 ． 

懒猴顶骨与枕骨之间有呈 三 角形 的 顶 间 

骨。在幼体，顶间骨所占比侧较大，骨缝清楚 ， 

到了成体相对缩小并与顶骨和枕骨相愈合。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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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l 懒猴头骨(背面观) 1．颧骨 2．顶骨 3．前颌骨 4．鼻骨 5．上颌骨 6．瓿骨 7．鳞骨颧突。 圆 2 懒碾头 

骨(侧面观) 1．上颌骨 2-眶下孔 3．颧骨 4．嚣骨突 5．鳞骨龋突 6．耳鼓泡 ．枕髁 B．外耳孔 9．璜骨。 圆 5 

锻簌头骨(瘦面现) 1．犁骨 2．前蝶骨 5．基蝶骨 4．枕孔 5．前颌骨 6．上颌骨 ．腭骨 B．颈骨 9．戛嗓骨 

lO．基枕骨 ll-枕骨雠 

表 l 懒霁头量测量 (单位：毫米) 

上臼齿 上臼齿- 性 别 头骨总长 颅全长 颅长 颤宽 面高 枕孔长 抚孔宽 腭长 孵宽 
刊长 臼齿 刊长 

2 40
． 2 4 ．1 4 ．1 23 8．7 8．5 lO．o 18．B 23．3 l3．3 平均 

2 4D
． 6 4 ． 42．6 22．9 B．3 8．7 lO．O lB．6 22．1 l2．7 平均 

9 13量争 33
．  23．8 26．2 l8．3 l0．2 6．B ．0 l1．2 T．8 ( ) 

7月龄 57
． B 36．L 42 4 36．5 l9．B 8．2 ．5 9． l7．5 2O．4 l1．5 ( ) 

住：头骨总长：上颌门齿正中点至枕骨最后点。黼全长：哐 上缘至扰骨最后点。颅长：鼻根至扰骨最后点。面高：鼻根 

至 中门齿间隙顶端。 

猴成体标本的项嵴后缘明显超过枕髁后缘。 

在 9日龄标本可见到位于额骨和顶骨之间 

的颅囟 (fonticuli cranli)， 由额骨后缘起始， 

终止于顶间骨前缘 ，呈不规则长形 ，其间有半 

透明的膜弥补间隙。前宽 4．5毫米 ，后宽 1．5毫 

米 ，长 11．4毫米。懒猴的颅囟虽不分前囟 (fo- 

ntlculus anterior) 和后囟 (fonticulus poste- 

rior)，但在相当于后囟的位置左右顶骨之间已 

有许多细小骨芽向中间长出，作欲封闭状，可见 

颅囟是后部先台扰。 

额骨 (0s frontaiia)在眶上缘及眶内侧缘 

嵴突明显，形成所谓眉弓 (arcus supercillarls)。 

额骨在矢状蜡前方形成一个稍隆凸面，向后逐 

渐狭窄；在与鼻骨和上颌骨相接处形成两眼眶 

间最窄处。额骨 向两侧发出较细的额骨颧突与 

颧骨相连接 ，整个额骨从前面观呈菱形。懒猴 

的额骨未参与形成眼眶和颞孔之I司的骨墙，此 

点与树戴相似，丽在猕猴、金丝猴、长臂猿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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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的灵长类动物乃至人类 ，其额骨和颧骨、蝶 

骨等一起形成了眼眶和颞孔之间封闭的墙 ，将 

二者隔开。 

鼻骨 (os nasalia)后端狭窄而前 端较宽， 

略星酒瓶状。从背面观，鼻孔和前颌骨的大部分 

均被鼻骨所遮盖。 

前颉骨 (0。premaxillae)形状不规则，鼻 

突甚短，仅以很小部分与鼻骨下外侧相接。前 

颌骨与上颌骨在腭罩最前方紧接门齿处形成门 

齿孔 (incisive foramen)。 

泪骨 (os lacrimale)组成眼眶前 内 侧壁 

之一部分，上与眶内上内侧缴的额骨眶部相接， 

后与眶蝶骨相接，下方与组成眶前下壁的上颌 

骨相连。 

(--)侧面观(图 2) 颞骨 (temporal bo． 

he)由鳞骨 (os squamosum)、耳骨 (0s otica) 

和鼓泡 (bulla tympanica)三部分组成，三者 

已无骨缝可寻。 鳞骨 部 分外 侧 以鳞 骨 颧突 

(processus squamo-zygomaticum) 与 颧 骨相 

接 ，内侧前接翼蝶骨；向上砌以较大部分和顶 

骨相连，其后参与形成项嵴。 懒猴的 耳 鼓孔 

(fossa tympanicus)开口于耳鼓泡的后外侧、枕 

骨大孔前缘水平上前方。 

颧骨 (os zygomaticum)前缘组成眼眶的 

外侧缘 ，颧骨后缘和额骨颧突、顶骨、鳞骨之间 

围成大的颞孔 (fossa temporalis)。在幼体时 ， 

颞孔与眼眶之间有一 层很薄的骨膜相隔，而成 

体则直接与眼眶相通。 在颧骨上的眶外侧下 

缘 ，多数标本具 2个颧眶孔 (foramen zygoma． 

tico-orbitale)， 仅在 861001(8)稻 8910I(早) 

的右侧具 3个颧眶孔。 

成年懒猴头骨的长宽指数 (颧宽 ×lO0／头 

骨总长)，2 8平均为 71 3字刍，2早平均为 66．8％， 

显示有一定的性别差异。面高，颧宽比，2 6平 

均为 48 8字刍，2 平均为 53 7％， 亦有性别差 

异。在颧宽指数(颧宽 ×IO0／颅全长)中，2 6平 

均为 1I 7．2％，2 平均为 104．9％，9日龄幼体 

为 76．9字刍，7月龄雌性为 1 01 1字刍，可见其指数 

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也有性别差异。在部分 

灵长类动物中，其颧宽指数由小到大，顺序为： 

滇金丝猴幼 66．6，懒 猴 幼 76 9，猕 猴 幼 78．5， 

白掌长臂猿8 83．3，黑长臂猿 6 84．1，滇金丝猴 

早89．9，白眉长臂猿 早91．7，黔金丝猴 9 92．8， 

川金丝猴 早93．1， 戴帽猥 6 94 1， 菲 氏叶 猴 

早97．7，猴猕猴 6 97．8，白头叶猴 9 101．0，懒猴 

早l04 9，菲氏叶猴 8 105 I，黔金 丝猴 6 105．5， 

黑叶 猴 6 106．0，懒 猴 8 I1 7．2。 

上颔骨 (OS maxilla)额突较短，因此左右 

上颌骨分居于鼻骨两侧。在左右上颌骨每边具 

有 2—3个眶下孔 (foramen infra obita1)， 一 

个位于眼眶前缘近鼻骨处，另一个或二个位于 

眼眶下缘第二前臼齿的上方。成年懒猴标本的 

眶下孔数似无规律：1 6左侧 2个，右侧 3个； 

I 6左侧 3个，右侧 2个；I早左侧 2个，右侧 3 

个；I 左右皆 3个；9日龄 左右仅见 1个。 

(三)腹面观(图3) 枕骨 (os occipitale) 

成体标本四块枕骨已完全相互愈台，几无骨缝 

可寻，而在幼体标本则各骨缝清晰可见。枕骨 

髁 (~ondylus occipitalis)由外 枕 骨 (os exo- 

~~ipitale)形成；成体标本由于四块枕骨愈台和 

枕髁增大，可能有少量基枕骨 (0s basioccipi- 

tale)参与。在两个枕髁基部稍前，各有一个椭 

圆形 的髁孔 (condylus foramen)。 

枕骨大孔 (foramen occipitale magnum) 

略呈六边形 ，由四块枕骨围成。懒猴枕骨孔指 

数 ，26性平均为 98唠，2早性平均为 1 04．8字刍， 

略有性别差异。枕髁长 ，2 8性平均 8．95毫米 ， 

2 性平均 8．6毫米 ；枕髁宽，26平均 3．65毫 

米 ，2早平均 4．85毫米；髁长，髁宽 ，28平均为 

2．45倍，2早平均为 1．77倍，有性别差异。 

懒羰枕骨大孔的前缴位于外耳道 口水平之 

后，这与树鲍，滇、黔金丝猴，黑叶猴及白眉长臂 

猿相似，而与猕猴稻』1『金丝猴不同。 

基蝶骨 (os basisphen0ida】e)在幼体前端 

平整，后端稍向后凸 ，几成方形。到成体逐渐变 

长，前端稍小而后端宽，形状不规则。翼蝶骨 

(os alisphoidale)在幼体时 ，两翼突上缘几相 

等，到成体则相差甚太。由内外侧板的基部至 

角端 ，外侧板上缘长 9毫米 ，内恻板上缘长 4．7 

毫米。另在 9日龄幼体的前蝶骨(presphefi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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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形成视神经孔 ，呈封闭状。 

腭骨 (os palatinum)与前颌骨 ，上颅骨一 

起组成硬腭 (palatum durum) 其腭指数 l’i 

为：2 6性平均 57 1哆，2 性平均 57．5弼，9日 

龄幼体 69．6瞄， 7月龄 性 56 4瞄．可见懒壤 

的腭指数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减小，成体的性别 

差异不明显。此外，不论幼体或成体。 宽均超 

过腭长之半，此点与几种金丝猴、叶猴和长臂猿 

相同，而与树跑和猕强不同。 

懒猴的 腭长／头 骨 总长 指数 ， 2S 平 均 

35．2 ，2 平均 34．6％，性别差异不显著。懒 

猴的上齿列长，2S 平均 27．0毫米 ，占头骨总 

长的 40．8％，雌雄差异亦不很显著。成年懒猴 

上颌的前臼齿一臼齿列长，腭长指数 ， 2 6平均 

80 7％，2 9平均 84．2弼，显示0j有性别差异， 

且这一比值均较其他灵长类动物高，显然与它 

们的特殊牙齿结掏有关。 

(四)下颉骨(圈 4) 下颌 骨 (OS mandi— 

bula)在幼体其骨体下缘几近平直，前方稍高 

于后方；成体下颔骨体下缘成弧形，两头高中间 

凹，骨体后方稍高于前方。下颌支与下颌体几 

成垂直 ，咬肌窝稍粗糙发达。冠状突(processus 

coronoideus)平滑而 明显；髁 状 突 (condloid 

process)发达 ，关节横向宽约 7毫 米； 隅突 

(processos attgularis)明显，向后延伸。 髁状 

突和隅突之间亦形成半圆形凹缘。暾猴下颌的 
一

般测量(见表 2)。 

懒猴的颏孔 (foramen mentale) 位于 第 

襄 2 懒推下饭量铡量 【单位：毫米) 

冠状突间宽， 项 目 冠状突间宽 扶寞间宽 联台下茁高 下颤长 下臼齿列长 
下短 长指 数 

2 平均 3 ．O 36．6 9．6 40 8 10．3 85．- 

2辛平均 3Z．1 34．O 9．‘ 39．0 1l，4 82．3 

9日齿争 】6．2 16．4 6．5 20．0 一 81．O 

7月龄 2 ．0 3I．1 8．2 " ．7 l1．I 81．2 

三前臼齿和第一臼齿之间的正下方，多数标本 

每侧 2个 ，仅 8811 0l(6)每侧 1个。其他灵长 

类动物的颏孔数 目，树跑每侧 2个，滇金丝猴每 

很5 2个 ，J【I金丝猴、菲氏叶猴和长臂猴辕每侧 1 

个，黔金丝猴(6)和黑叶猴每侧 3个，戴帽猴左 

1右 2， 白头叶猴左 3右 l，猕猴一般每侧 1 

个，少数有 2个。 

图 4 懒碾的下颌骨(侧面观) 

1．篡孔； 2．冠状突； 3．雠状突； 4·隅兜 

三、 讨 论 

前上颌骨一额骨联结曾被作为旧大 陆 猴 的 

- 32 · 

共同特征．但 Swindler et a1．“ “ 在对代表 I】 

个现生属的 610个头骨研究中，仅见 2个头骨 

是前上颔骨一额骨相联。 固此，Swindler等认 

为，前上颌骨一额骨联结对分开新旧大陆猴没有 

分类学意义。 叶智彰等 对猕猴和金丝猴的 

研究证实 ，在所观察的标本中，前上颧骨没有一 

例向上伸延到颧骨形成前上颌骨一颧骨 联 结。 

在我们所观察到的6个懒猴头骨标本中．前上 

颌骨均处于鼻骨之前下，并只以极小部分与鼻 

骨相接 ．未向上伸廷 ，与额骨相距甚远。鼻骨绝 

大部分置于左右上颌骨之间，其后缘直接与额 

骨相接 ，这一观察再次证实了 Swladler的结 

论。 

腭指数在灵长类的测量中．被认为是具有 

属、种差异和性别差异的指数。在测量的4个 

懒猴 成体标 本 中 ， 6性 为 §7．1器， 性 为 

57．5 ， 均介于川金丝猴( )和菲氏叶猴(6) 

之间，但性别差异较小。前臼齿一臼齿剜长，腭 

长指数也被认为具有种间和性别差异．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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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成年懒操标本中，2 平均 80 7为，29 

平均 84．2筘．不但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而且 

这一 比值均较树鲍、几种金丝猴、猕猴，几种叶 

猴和长臂猿为高，显然这是与牙齿的结构和腭 

指数有关。与树照相比，懒猴和树跑同样具有 

3个上前臼齿和 3个臼齿，但树跑吻鼻部比懒 

猴狭长得多，腭指数( 1．2)比懒猴小；与几种猿 

猴相比，则比它们多一个上前臼齿。 

由于懒猴的颞孔与眼眶直接相通，没有骨 

片隔开 ，使懒猴的眼眶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眼 

眶：无眶外上侧壁和眶外、下侧后壁。由额骨 

的眶部构成眶上内壁；眶内侧壁上半部分也由 

额骨的眶部构成 ，其下半部分，主要由泪骨和眶 

蝶骨构成，亦有小部分额骨眶部、上颔骨眶部以 

及翼蝶骨的一小部分参与，在眶螵骨上具视神 

经孔；眶下侧壁由上颌骨眶突构成，眶下壁后半 

部则无骨片；眼眶整个外侧缴和下侧缘由单一 

的颧骨围眶部分组成。 在高级灵长类动物中， 

颧骨前移，形状也发生变化。在颞乳和眼眶之 

间形成了由颧骨、额骨和蝶骨共同组成的骨壁。 

将颞孔和眼眶截然分开。 

在颞窝各骨片关系中，翼蝶骨与顶骨相连 

代表新大陆猴和旧大陆猴的疣猴亚科 的 特 征。 

并认为是一种原始的和酱遍的 哺 乳 动物 特 征 

(A er) ，而在猴亚科中颞鳞部与额部相接 使 

顶骨与翼蝶骨分离。但疣猴属 (,Cramer)t~3和 

Lavellem 等认为，无论在 Colobu~或是在长臂 

猿、黑猩猩和人中 ，这两种相接方式都具有广泛 

的变化 ，只是备占的比倒不洞而己。在我们所 

l观察舯博爨l头骨标本中，颞窝中的骨间关系亦 

属于顶一蝶缝相接 类型 ，即翼蝶骨从侧面向上 伸 

延与顶骨直接相接，其接缝长约 7毫米 ，此部翼 

蝶胃前接额骨眶部，后连巍 胃之鳞部 ，似与三种 

金丝 跟和三种叶缑情况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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