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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长臂猿的中国起源
Ξ

马世来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中心, 昆明, 650223)

摘　　要

　　本文通过中国长臂猿的地理地史分布, 尤其是亚洲新第三纪 (N eogene Period) 中新世

(M iocene) 的上猿 (P liop ithecus)、醉猿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池猿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滇猿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及第四纪 (Q uaternary Period) 更新世 (P leistocene

Epoch) 丰富的黑长臂猿 (H y loba tes concolor) 等化石的发现, 结合现生类群的分布和黑长臂

猿的行为生态研究结果等有关资料综合论述了现生长臂猿的亚洲中国起源; 黑长臂猿则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物种。

　　关键词　长臂猿; 地理地史分布; 行为生态要素; 亚洲中国起源

　　长臂猿类 (Gibbon s) 是一群营典型树栖生活, 体小、臂行的高级灵长类 (H igher p ri2
m ates) 或低等类人猿 (L ow er an th ropo id) , 在分类学上独占一科, 即长臂猿科 (H ylobat i2
dae)。现生种仅见于亚洲东南部 (高耀亭等, 1981; 全国强等, 1981; Groves, 1984; H aim off

等, 1984; M arsha ll 等, 1986; 马世来等, 1986, 1988, 1994)。

　　研究表明: 长臂猿类不仅其外形特征接近人类祖先类型 (李传夔, 1978) , 在生理和

病理特性方面也都与人类具有较大相似性 (王光汉等, 1987) , 可谓是研究猿类 (apes) 及

人类 (M ank ind) 起源、进化的重要材料之一。然而, 长臂猿本身的起源演化迄今尚无一

致意见 (顾玉珉, 1986) , 仍然是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灵长类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们

极为关注、颇感兴趣的研究探讨“热点”。

　　以往, 因第三纪中新世长臂猿化石的早期发现地是在东非和欧洲, 曾长期认为现生

长臂猿是由埃及 (Egyp t) 早渐新世 (Early O ligocene Epoch) 发幼姆 (Fayum ) 层中的

原上 猿 ( P rop liop ithecus ) 或 风 神 猿 (A eolop ithecus ) 经 由 东 非 中 新 世 的 湖 猿

(L im nop ithecus) 或欧洲中新世的上猿 (P liop ithecus) 进化而来 (李传夔, 1978; 吴汝康

等, 1985)。这是60年代前长臂猿起源的主要观点 (顾玉珉, 1986) ; 继而到80年代前有更

多人提出树猿 (D end rop ithecus) 是长臂猿的祖先 (李传夔, 1978; 顾玉珉, 1986)。

　　近年来, 中国古生物学家据新第三纪中新世中国江苏泗洪的醉猿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云南禄丰的池猿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云南元谋的滇猿 (D ianop ithe2
cus p rog ressus) 以及第四纪更新世长臂猿的丰富化石发现又提出“亚洲中国起源”的可

能性 (李传夔, 1978; 吴汝康等, 1985; 顾玉珉, 1986, 1996; 潘悦容, 1996)。

　　随着长臂猿化石材料的积累和发现地的增多, 以及现生种类研究的逐步深入,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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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起源问题上得到的启示越来越新颖, 认识已日趋深化和一致。本文根据中国长臂猿的

地史分布、世界现生类群的栖息地理位置, 再结合笔者近几年来野外考察研究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的所得结果 [发现该种具有一些过去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原始生物学特性
(见讨论4) , 它们能为现生长臂猿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或依据 ], 就其起源问题试作进一

步的探讨。

中国化石长臂猿的地史分布

　　古生物研究表明: 尽管长臂猿化石的早期发现地是在东非和欧洲, 但亚洲中国大陆

确是世界真正长臂猿类化石的发现地和主产区, 其分布历史至少可追溯到新第三纪的中

新世时期, 到更新世期间则已相当丰富 (李传夔, 1978; 吴汝康等, 1984, 1985; 邱占

祥等, 1986; 顾玉珉, 1986)。依其化石发现地点 (图1) 来看, 历史或古代分布远较现今

广泛得多, 其范围约北起内蒙南部, 东自江苏, 南抵广西, 西达云南中部以东南。按其在

长臂猿系统演化线上的位置不同, 可粗略区分为2种分布型:

1. 祖先分布型

　　该型均属早期化石长臂猿类, 被认为可能是进化到现生类群的远祖或近祖属种。

　　 (1) 上猿 (P liop ithecus) 由 Sch lo sser (1924) 首次报道发现在内蒙化德二登图地点

(晚上新世)。因该牙齿化石磨损严重而难以辨认, 以致许多学者怀疑不是灵长类 (Sim on s

等, 1973; 李传夔, 1978; 吴汝康, 1985; 邱占祥等, 1986)。但 Gin sbu rg 等 (1980) 又

提出 [包括泰国北部中中新世的东方树猿 (D end rop ithecus orien ta lis) (Su teetho rn 等,

1990) 和晚中新世印度西瓦立克的 P liop ithecus k rishna ii (Chop ra 等, 1979 ] 可能系长臂

猿科的 K rishanp ithecus 属 (邱占祥等, 1986; 潘悦容, 1996)。亦即该三类化石的分类问

题尚有争议。直到70年代末期又在宁夏同心的M aerzu izigou 中中新世地层发现一颗猿类

的下臼齿化石, 后经比较鉴定为可靠的上猿 (P liop ithecus) (邱占祥等, 1986)。80年代中

后期在该地区的进一步挖掘获得更多的上猿上下颌碎片和臼齿化石标本, 因其与原记载

上猿种类的明显不同而被描述为上猿化石新种——占祥上猿 (P liop ithecus z hanx iang i)

(H arrison 等, 1991)。

　　 (2) 双沟醉猿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 发现于江苏泗洪, 系首次记述在亚洲

新第三纪晚中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 (李传夔, 1978)。

　　 (3) 粗壮池猿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 和化石新种进步滇猿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2
sus 前者是吴汝康等 (1984, 1985) 报道在云南禄丰石灰坝腊玛古猿 (R am ap ithecus) 化

石地点发现的晚中新世长臂猿类; 后者是近年在云南元谋小河地区古猿地点 (盖排梁子

和豹子洞箐) 发现的比池猿稍晚的小型猿类化石种 (潘悦容, 1996)。

21现生分布型

　　本分布型主要是指第四纪更新世期间未定或已确认为现生种属的化石长臂猿。

　　 (1) 早更新世未定种属的长臂猿 (H y loba tes spp. ) 化石　这些化石材料发现于湖南

西北武陵山区距保靖县城北偏东约7 km (龙溪公社要坝大队) 的洞泡山 (王令红等, 1982;

顾玉珉, 1986) , 是中国目前已知的唯一早更新世长臂猿化石。

　　 (2) 黑长臂猿现生种 (H . concolor) 化石　在中国的中、晚更新世时期已相当丰富。

据顾玉珉 (1986, 1996) 和张兴永 (1991) 的记载, 迄今已发现20处化石分布点:

　　A. 中更新世黑长臂猿化石地点——广西的巴马, 大新; 贵州的桐梓; 四川的万县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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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沟 [据记载, 长臂猿的下颌骨化石来自长江南岸16 km 处, 初由M atthew 等 (1923) 描

述为B unop ithecus sericus。尔后, Co lbert 等 (1953) 将其订正为现生 H y loba tes 属; 而

M arsha ll 等 (1986) 又将其确认为白眉长臂猿 (H . hoolock )。笔者虽未查看过该化石标

本, 但从白眉长臂猿的现今地理分布位置 (萨尔温江以西) 及其系统地位 (顶端) 来推

断, 结论为不太可能是白眉长臂猿 (马世来等, 1994)。其实, 顾玉珉 (1986) 曾已将其

划规黑长臂猿 (H . concolor)。该种处理似乎更恰当些 ]。

　　B. 晚更新世黑长臂猿化石地点——广西的桂林积宝岩, 桂林甲宅太平岩, 柳洲, 宜

山, 阳朔, 荔浦, 柳江平头寨中门岩洞, 柳江流山乡灵岩洞, 柳江穿山公社, 都安, 上

林, 百色地区, 隆林; 云南的西畴, 马关; 广东的罗定下山洞 (顾玉珉等, 1996)。

图1　中国长臂猿的地史分布

F ig. 1　Geograph ical and h isto rical distribu tion of Ch inese gibbons

ø 中中新世占祥上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P liop ithecus z hanx iang i, M iddle M iocene

×晚中新世醉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 L ate M iocene

+ 晚中新世池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 L ate M iocene

ù 晚中新世滇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L ate M iocene

( ?晚上新世上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P liop ithecus, L ate P liocene

△早更新世长臂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gibbons, Early P leistocene

○中更新世黑长臂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H . concolor, M iddle P leistocene

⊙晚更新世黑长臂猿化石点 Fo ssil site of H . concolor, L ate P leist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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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8世纪长臂猿栖息地 Gibbons′habitats in 4 to 18 Century

?未定长臂猿历史分布点 U ndefined h isto rical distribu ted site of gibbon

●黑长臂猿的现今分布 Recent distribu ted areas of H . concolor

☆白颊长臂猿的现今分布 Recent distribu ted areas of H . leucog eny s

★白手长臂猿的现今分布 Recent distribu ted areas of H . la r

▲白眉长臂猿的现今分布 Recent distribu ted areas of H . hoolock

中国古代长臂猿的分布

　　这里“古代”仅含高耀亭 (1981) 所指的公元4世纪至18世纪末以前的漫长时期。他

们据古籍和地方志书记载考证, 那时中国北纬31°以南, 东径107°～ 113°地域曾广布有长臂

猿类, 但无实物凭证而未确定种属。从他们的分布图示看, 其分布区点大体与更新世中国

化石长臂猿的发现地相吻合 (图1) (引自邱占祥等, 1986; 高耀亭等, 1981; 顾玉珉, 1986;

马世来等, 1994)。依其记述可供辨认的程度不同得出两种考证结果:

1. 可确认的古代分布点

　　 (1) 长江三峡地区: 四川奉节- 湖北宜昌, 包括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古代长臂猿

间断分布于巴山、长江河谷及湖南西北的澧水河谷区。

　　 (2) 广东: 高州、电白、茂名、封开、罗定、廉江。

　　 (3) 广西: 横县、玉林、上林以及南宁以南的左、右江流域。

　　 (4) 海南岛: 定安、琼山、文昌、琼中、陵水。

2. 待考证的古代分布点

　　高耀亭等 (1981) 报道: 云南的泸西、广南、元江、普洱、顺安 (今凤庆县)、龙陵;

浙江的安吉、天目山一带; 福建的福州及台湾彰化等地也曾似有古代长臂猿分布。是否属

实, 均需作进一步的考证。

　　据全国强等 (1981)、高耀亭等 (1981)、李致祥等 (1983)、马世来等 (1986, 1988,

1994)、Fooden 等 (1987)、M a S. 等 (1988)、L iu Z. 等 (1989)、Groves 等 (1990)、兰

道英等 (1995) 的研究报道, 中国现生长臂猿仅存栖于西南部分地区的热带、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中。其分布区域大部已划为省级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笔者等在近期的考察发

现, 中国现生4种另3亚种长臂猿 (Groves 等, 1990; 马世来等, 1994记载广西靖西分布的

黑长臂猿另一亚种——H . c. nasu tus 可能绝迹) 的栖息环境仍在恶化, 现今大致分布如

表1和图1所示 (世界现生长臂猿的分布详见马世来等, 1994)。

讨　　论

1. 中国长臂猿地史分布的时期化分

　　迄今, 中国是世界上已知长臂猿分布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域之一, 具有自新第三纪

中新世以来各时代的代表类群 (含化石和现生种)。马世来等 (1994) 曾将中国古今长臂

猿粗略划分为4个分布时期。笔者综合前述资料对这4个时期再作简要分述:

　　 (1) 中新世上猿 (P liop ithecus spp. ) 时期　据有关报道, 上猿可能系早期的长臂猿

类之一 [已分立上猿科——P liop ithecidae (Gin sbyrg 等, 1980) ], 早期记载仅见于欧洲中

新世。中国宁夏同心上猿的发现首开亚洲中中新世的分布纪录 (邱占祥等, 1986) ; 此前

Chop ra (1979) 曾报道上猿化石 (P. k rishan ii) 发现于印度西瓦立克晚中新世。说明上

猿不仅见于亚洲, 且分布延续的时期较欧洲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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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新世——上新世醉猿 (D iony sop ithecus spp. ) 时期　醉猿系小型长臂猿类, 其

上臼齿形态极似东非中新世的树猿而显著与上猿有别 (李传夔, 1978) , 可能是晚于上猿

或树猿的中早期长臂猿, 在中中新世至晚上新世时, 除江苏泗洪化石点外, 或许还广布

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带。

　　 (3) 晚中新世池猿 (L accop ithecus spp. ) 和滇猿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时期　

池猿和滇猿都是近期发现的较晚期化石长臂猿, 前者距今约800万年, 后者更晚; 属体型

较大的猿类, 齿形接近上猿, 但更似现生黑长臂猿和合趾长臂猿 (吴汝康等, 1985; 潘

悦容, 1996). 该两种猿类化石很可能自晚中新世前期形成至上新世期间广栖于云南禄丰

及西南等地。

　　 (4) 第四纪长臂猿 (H y loba tes spp ) 时期　包括已知化石种、未知化石种、绝迹未

知类群及现存物种。可能是由上新世期间某类经池猿或滇猿分化的祖先型演化而成, 并进

一步演化延续到第四纪。更新世中期应是它们在东南亚的演化高峰期, 并伴随着某些类群

或部分区域种群的绝灭和绝迹。至少在公元4世纪以前就广布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及其以

南各地 (高耀亭等, 1981; 顾玉珉, 1986; 1996) , 幸存者逐渐退缩生活至今并向适应方

向继续演化。

　　该4个分布时期的划分确实有助于探究现生长臂猿的起源线索。
表1　中国现生长臂猿的分布概况

T able 1　A pp roxim ate distribu tion of Ch inese living gibbons (H y loba tes)

种和亚种
Species and subspecies

分布区域
D istribu ted areas

1. 黑长臂猿H . concolor 云南: 中南和西南部; 海南: 中南部

　指名亚种 H . c. concolor 云南: 中部哀牢山以东南地带

　景东亚种 H . c. j ing d ong ensis 云南: 中部无量山区

　滇西亚种 H . c. f u rvog aster 云南: 西部怒山中南断 (邦马山以南)

　海南亚种 H . c. ha inanus 海南岛: 中南部

2. 白颊长臂猿H . leucog eny s 云南: 西双版纳及思茅江城

3. 白手长臂猿 H . la r y unnanensis 云南: 西南边境的孟连、西盟和沧源

4. 白眉长臂猿 H . hoolock leuconedy s 云南: 西部高黎贡山泸水以南山地

2. 环境与长臂猿分布变迁的关系

　　云南禄丰古猿生活时期, 从动物群的种类组成或从其生态特征上看, 属于热带、亚

热带 (或南亚热带) 气候, 以森林为主的草原——森林自然环境 (张兴永, 1991) ; 而

“地中海中新世末的突变事件” (蒸发干涸) 的影响使禄丰盆地气候干热导致森林退缩

(陈万勇等, 1986) , 同时伴随该区长臂猿的消失。可见长臂猿的分布变迁与栖息环境密切

相关。

　　从前述4个分布时期可以推断: 晚中新世甚至中中新世前, 中国北部、中部和东部的

植被气候均适于喜暖性树栖长臂猿生息。晚期长臂猿 (H y loba tes) 等自中新世晚期末至上

新世期间演化形成并相继发展、分化扩散。但因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初期的多次气候波动

(张荣祖, 1979; 林圣龙, 1989) , 造成环境改变致使古老长臂猿类的先后灭绝及部分现

生种的区域种群沦为化石; 继后, 随着宋朝时期的气候由暖变冷 (竺可桢, 1973) 以及

大面积原始森林遭受破坏 (高耀亭等, 1981) , 轮翻加剧长臂猿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 再

度促使不少地区长臂猿已知种的自然社群和某些未知脆弱种消失, 迫使边缘性幸存者南

移至海南和云南禄丰南部。可谓“以今证古”在化石长臂猿类上的应用及“贝格曼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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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动物体型大小与气候因素有关, 即体大耐寒、体小适热 (周明镇, 1963) 的

长臂猿实例。

　　而今, 现代化建设和人口剧增, 以及频繁的经济活动对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的威

胁或破坏日趋严重, 中国4种长臂猿的分布区 (表1) 已越趋缩小, 海南黑长臂猿 (H . concol2
or ha inanus) 和滇西南白掌长臂猿 (H . la r) 正面临绝迹的境地。可见森林、气候等自然

恶化因素及人为影响 (直接或间接) , 均是构成中国长臂猿古今分布变迁的根本原因。

3. 亚洲长臂猿化石与现生属的起源关系

　　化石材料常作为研究生物起源的主要证据。以往认为现生长臂猿是由欧洲的上猿

(P liop ithecus) 或东非的树猿 (D end rop ithecus) 发展进化而来。而 F leag le 等 (1978) 则

提出欧洲中新世上猿保留着许多渐新世 (O ligocene Epoch) 猿类的原始特征, 可能与早

期的辐射关系更密切; 东非早中新世的树猿及所有的小型猿类如小猿M icrop ithecus 和湖

猿L im nop ithecus 可能接近另一条辐射, 且与森林古猿 (D ry op ithecus) 的关系更密切。亦

即东非和欧洲的种属与现生长臂猿的关系存在着很多疑问 (吴汝康等, 1985) , 以至亚洲

长臂猿化石的发现更引人瞩目, 并展开了有关现生长臂猿是否系亚洲起源问题的探讨。

　　江苏泗洪新第三纪的双沟醉猿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 化石形态与上猿

(P liop ithecus) 差别较大, 但与东非早中新世的树猿 (D end rop ithecus) 和爪哇更新世的

现生属化石种 (H y loba tes leuciscus) 较为接近。它的发现被认为提供了现生属种起源的重

要线索或中间环节 (李传夔, 1978)。

　　吴汝康等 (1985) 据云南禄丰 (现存长臂猿居住故乡的北缘) 晚中新世粗壮池猿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 化石的M 3与上猿相似, 但其它均与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及

合趾猿 (H . sy nd acty lus) 更具相似性提出: “现生长臂猿从池猿发展而来似乎可能性更

大些”。同时强调“解决长臂猿的起源问题也期待于亚洲晚中新世到更新世之间的化石发

现”。

　　继后, 顾玉珉 (1986) 又通过对中国第四纪更新世到全新世 (Ho locene Epoch) 长臂

猿化石或考证材料, 以及第三纪有利于长臂猿活动的山川植被和现存种分布的研究分析,

推测现生长臂猿的起源中心似应是东南亚, 中国境内可能是起源地区。

　　张兴永 (1991) 报道: “1975年夏到1983年12月的9年中, 在禄丰县城北9 km 的石灰

坝庙山坡共进行了10次科学发掘工作。其中小猿化石仅有长臂猿科的粗壮池猿一新属种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并指出:“池猿的发现, 对于阐明现生长臂猿的起源和演化具有

重要意义”。

　　最近, 潘悦容 (1996) 据1986～ 1990年间在云南元谋小河地区古猿地点发掘的小型

猿类化石而命名的新种进步滇猿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 被认为是联系新第三纪小

型猿类与更新世时期化石长臂猿的种类。其牙齿的某些形态介于禄丰粗壮池猿和现生长

臂猿之间, 且更似现生的合趾猿 (H y loba tes sy nd acty lus) 和黑长臂猿 (H . concolor)。进

步滇猿的发现为现生长臂猿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化石证据。

　　这5种研究结果均提示现生长臂猿的起源地区既不在欧洲, 也不是东非, 而很可能是

在亚洲。

　　值得指出的是, 一向被视为早期长臂猿的上猿 (P liop ithecus sp. ) 同样发现在中国宁

夏同心中中新世、印度西瓦立克 (Siva lik) 晚中新世地层; 最近在亚洲中国江苏泗洪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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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发现与上猿较为接近的中中新世江淮宽齿猿 (P la tod onp ithecus j iang hua iensis) 化石

(李传夔等, 1983; 邱占祥等, 1986)。特别是亚洲更新世现生属 (H y loba tes) 的化石材料

丰富, 除中国大陆在20处发现外, 还见于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马来西亚等地。这

些化石的发现、化石层位及发现地域位置, 连同前述中国3类长臂猿及其分布时期, 无疑

都为长臂猿的亚洲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或佐证。

4. 黑长臂猿与现生属和中国起源的关系

　　现生长臂猿的系统研究揭示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系最原始的类群之一 (Groves,

1972; Ch ivers, 1977; H aim off 等, 1984; Shafer 等, 1984; M arsha ll 等, 1986; ) , 迄今

已无大的争议。

　　笔者等近年来在云南无量山和哀牢山等地的野外行为生态研究发现, 黑长臂猿相比

其它长臂猿种类具有更多的独特原始生物学特性如: (1)“雄性顷向多配偶 (一夫一妻和

一夫多妻并存) ; (2) 社群领域大 (100～ 200 hm 2, 大者可达300～ 500 hm 2) ; (3) 社群个

体多 (平均416～ 513只, 大群可达10余只) ; (4) 主要生活在亚热带湿润性苔藓常绿阔叶

林; (5) 栖息海拔最高 (多在1 800～ 2 700 m ) ; (6) 叶食性强 (占觅食量的70% 左右) ;

(7) 具短期分合群现象; (8) 抗捕食的多种回避行为; (9) 现仍主要分布于祖先型化石

区的南缘地带”等 (蒋学龙等, 1994a, b, c) , 以及染色体数目最多 (2n= 52)。说明该类

群处于现生长臂猿演化系统线上的基点位置, 是解决现生长臂猿起源问题的关键物种。黑

长臂猿的丰富化石发现和现代分布及行为生态等资料充分支持现生长臂猿的“亚洲中国

起源”之说。

初步结论

　　1. 化石长臂猿的最早分布是在新第三纪中新世已被确认; 但欧洲或东非起源疑问甚

多。中中新世以来亚洲 (尤其中国大陆) 发现的长臂猿化石种属多而分布广, 包括除东非

树猿外, 曾被认为是现生长臂猿祖先的上猿见于中国宁夏同心和印巴次大陆 (印度西瓦

立克) 中新世地层。而醉猿和池猿化石的发现提供了长臂猿亚洲起源的可能性。

　　2. 亚、非两洲在早中新世至中中新世期间虽有动物群的交流, 但晚中新世土耳其及

西亚一带已是开阔草原景观 (李传夔, 1978)。这对严格树栖性长臂猿的迁徙扩散不仅是

障碍, 而是无法实现 (除非在此之前)。何况亚洲未发现树猿, 非洲也未见上猿、醉猿及

池猿的报道。据此, 东非树猿不应视为长臂猿的直系祖先。

　　3. 上猿是欧洲新第三纪了解得最多的一种猿类。尽管有的学者据其运动行为似现生

猕猴 (Cercop ithecus) 及与其他同时代种类比较后认为很难作为现生长臂猿的直系祖先

(吴汝康等, 1985) , 但亚洲上猿化石的发现至少表明新第三纪时欧亚两洲间动物群交流

的确实存在。可接近现生属种的祖先型长臂猿类——醉猿、池猿、小猿M icrop ithecus 和

进步滇猿化石均未发现于欧洲, 据而长臂猿欧洲起源的不可靠性应予以肯定。

　　4. 现生属 (H y loba tes) 11种长臂猿的现今分布仅限于亚洲东南大陆及邻近岛屿 (马

世来等, 1994) , 连同更新世以来现生属的所有化石类群均只发现在亚洲东南部, 从而反

证亚洲本就是真正长臂猿类的故乡和东南亚为现生类群分化中心的可靠性。

　　5. 齿形结构、行为生态及染色体等研究结果均支持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系最原

始的现生种。中国南部大陆有其20处化石发现地点; 该种不仅相似于祖先型, 而且至今仍

主要栖息在祖先型生活过的中国境内。亦即现生长臂猿很可能是由发现于中国的醉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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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 , 更可能是中国西南的云南禄丰池猿 (L accop ithecus ro2
bustus) 或元谋滇猿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经未知的晚中新世——上新世期间的某

类中间环节进化到黑长臂猿 (H y loba tes concolor) 发展而来。假如这一推论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南部无疑就是现生长臂猿的最早起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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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ON THE CH INESE OR IGIN OF GIBBONS
(H YLOBA TES )

M A Sh ila i
(Conserva tion B iology Cen ter, K unm ing Institu te of Z oology ,

T he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K unm ing , 650223)

Abstract

　　Gibbon s (H ylobat idae) are a h igher p rim ate an im als, a lso ca lled low er apes. T hey

are on ly living in sou theast A sia now.

　　T he gibbon s′o rig ina ted area, in the past, had been con sidered in Easthern A frica o r

Eu rope by w hat is ca lled“the early find ing of its′fo ssils (as P rop liop ithecus, A eolop ith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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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L im nop ithecus and P liop ithecus ) in there”. Bo th L im nop ithecus and P liop ithecus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ancestry of ex tan t genu s (H y loba tes) fo r a long t im e. Bu t som e

of Palaeon to log ists, recen t ly, feel tha t there are m any queries abou t the quest ion (L i

Chuanku i, 1978; W u R ukang et a l. , 1985; Gu Yum in, 1986). T heir study give ou t a

clue to the A sian o rig in of the ex tan t h iloba t ids.

　　 In th is paper, acco rd ing to geograph ica l and h isto rica l d ist ribu t ion ( see T ab le 1,

F ig. 1 and M a S. et a l. , 1994) of Ch inese fo ssil g ibbon s and living species of hyloba t ids

(especia ly the B lack2crested g ibbon——H y loba tes concolor) , the au tho r advance a new

hypo thesis tha t the o rig in p lace of the hyloba t ids ( includ ing H y loba tes ) m aybe is in

sou thern Ch ina of A sia neither in sou theast A frica no r in Eu rope and tha t the B lack2
crested g ibbon (H y loba tes concolor) is a key species so lving the p rob lem. T he reason s are

as fo llow s:

　　1. In A sia, especia ly in Ch inese cou t inen t, the species o r genu s of fo ssil g ibbon s

no t on ly found m o re and m o re bu t a lso d ist ribu ted w ide, w h ich are included P liop ithecus

of M iddle M iocene ( in Tongx in, N ingx ia ) and L ate M iocene ( in Siva lik, Ind ia ) ;

D ionyp ithecus shuang ouensis of L ate M iocene in Sihong, J iangsu; and L accop ithecus ro2
bustus of L ate M iocene in L ufeng, Yunnan and so on. A fter tw o species sim ila r to their

ancestra l type, each of them separa tely clo se to H y loba tes leuciscus found in Java and

H y loba tes concolor discovered in sou thern Ch ina.

　　2. In sp ite of there are an exchange of an im al group betw een A sia w ith A frica in

Early M iocene to M iddle M iocene, bu t the reg ion from T u rkey to w esthern A sia w as

changed a open grasslands in the period of L ate M iocene so tha t it is im po rsib le to the

m igra t ing and sp read ing of the rig id tree2hab ited adap t iona l g ibbon. O n the o ther hand,

in A sia havn′t d iscovered L im nop ithecus, a lso P liop ithecus,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2
sis,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 and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a ll a re no t in A frica.

　　3. P liop ithecus is a very understand ing apes fo r N eogene Period in Eu rope. It is re2
a ly ex isten t tha t it had been discovered in A sia. T h is fact show s tha t there are som e ex2
changes of an im al group s betw een Eu rope and A sia, bu t the fo ssil g ibbon of the an2
cen stry type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 o r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 and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hasn′t been found in Eu rope un t il now , so tha t Eu rope is looked upon as the

o rig ina ted area of h iloba t ids is a lso unbelievab le.

　　4. L iving 11 species of g ibbon s a ll a re in sou theast A sia and no t in A frica o r Eu2
rope. T h is ob ject ive d ist ribu ted sta te d isp roof tha t A sia is o rig ina lly the na t ive p lace of

the g ibbon in w o rld on the one hand and sou theast A sia is to sp lit up cen ter of H y loba tes

genu s on the o ther.

　　5. T he B lack2crested g ibbon (H y loba tes concolor) is no t on ly the o rig ina test ex tan t

species genera lly acknow ledged, by [w ell2developed p rim it ive cingu lum on the lingual

aspect of the upper m o lars (Gu Yum in, 1986, 1996) , w ith m ax im um ch rom o som e num 2
bers (2n= 52) (Groves, 1989) , averaged socia l group size are fo r 416～ 513 ind ividua ls

(range= 3～ 7, and there are 9 to 13 in the grea test g roup ) , w ith 100～ 500 hm 2 of terr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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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ia l range a t least, 1 800～ 2 700 m of hab ited a lt itude, and bo th m onogam y o r

po lygam y are com b ined in a socia l group etc. (M a Sh ila i, 1993) ], bu t a lso its′phyloge2
net ic rela t ion sh ip is lying betw een the d irect ly2rela ted ancestry and o ther species of H y 2
loba tes. Sim u ltaneou sly, th is species′20 fo ssil sites are on ly found in Ch ina, and now it

is a lso m ain ly hab it ing w ith in Ch inese boundaries of its′ancestry u sed to live.

　　To sum up , the g ibbon s of H y loba tes m aybe is developed from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 found in sou theast Ch ina, o r m o re po ssib le by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 and

D ianop ithecus p rog ressus discovered inYunnan of sou theast Ch ina evoved to the B lack2
crested g ibbon (H y loba tes concolor) via a unknow n m iddle link of L ate M iocene to the

period of P liocene.

　　Key wards　Gibbon s (H y loba tes) ; Geograph ica l and h isto rica l d ist ribu t ion; E ssen2
t ia ls of Eco logy; Ch inese o rig in in A 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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