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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长臂猿的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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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综合形态、行为、生态、分布、染色体及有关化石资料的比较分析研究, 论述了白颊

长臂猿 (H y loba tes leucog eny s) 和红颊长臂猿 (H y loba tes g abriellae) 的种级地位有效性; 着重

讨论了黑长臂猿 (H y loba tes concolor) 及白眉长臂猿 (H y loba tes hoolock ) 的系统地位; 重新构

建了现生 11 种长臂猿系统发育的新系谱和依罗伯逊融合 (Robert2son ian cen tric fu sion) 进化

途径的长臂猿演化假说。

　　关键词　长臂猿类; 分类概述; 系统重建

　　称为小型猿类 (L esser apes) 的长臂猿 (Gibbon s) 与大型猿类 (Grea t apes) 同属

类人猿 (A n th ropo id)。但长臂猿 (H y loba tes) 包括其化石类群仅发现于亚洲而不见于非

洲 (吴汝康等, 1985; 顾玉珉, 1986)。因属典型树栖类群而对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森

林的依赖性极强。

　　长臂猿具无显著性二型的较长犬齿, 它们的染色体多套系列 (V ariou s sets) 特征与

大猿和人类的不同 (M arsha ll 等, 1986)。

　　在解剖学上, 长臂猿种间彼此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C reel 等, 1976; M arsha ll 等,

1986) , 故在灵长类中独居一科 (H ylobat idae) 一属 (H y loba tes) (Groves, 1972; M arsha ll

等, 1986; 马世来等, 1986; M a S. 等, 1988)。

　　免疫学、核酸、有限连续性 (T he lim ited sequence) 及电泳比较等研究结果表明, 长

臂猿与猩猩和人类的分离时间大致在 10 百万年前; 而现生长臂猿的分化年代距今大约

415～ 5 百万年 (C ron in 等, 1984)。亦即自新第三纪晚中新世至上新世期间演化形成并分

化发展。而到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 因气候环境的多次巨变使有的物种、地区类群绝灭

成为化石, 幸存者则继续演化生存到今天。

　　有关现生长臂猿的种级分类曾有许多报道。近期主要是马世来等 (1986; 1994) , M a

S. 等 (1988) 和 Groves 等 (1990) 的工作, 确认现生长臂猿为 11 个有效物种; 系统发

育则是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国外学者从不同学科的研究报道结果 (Groves, 1972; C reel

等, 1976, 1984; Ch ivers, 1977; H aim off 等, 1982, 1984; Shafer 等, 1984 ; M arsha ll

等, 1986)。因分类意见不统一或受学科限制, 所建立的演化系统差异较大。此后则无人

涉及这一问题。笔者据近年来野外考察资料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工作, 试作长臂猿属 (H y lo2
ba tes) 种间系统关系的重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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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长臂猿的分类问题

　　古老的分类系统视长臂猿和猩猩类为猿科 (Sim iidae) , 后来独立为科 (E llio t,

1913)。但 Sim p son (1945) 将其归入猩猩科 (Pongidae) 的长臂猿亚科 (H ylobat inae) ;

E llerm an 等 (1951) 沿用。近来多数学者认同长臂猿类独立一科 (H ylobat idae) 的科级

分类地位。

　　现生属 (H y loba tes) 系 Illiger (1811) 据L innaeu s (1771) 定名的Hom o lar 长臂 猿

(标本获自马六甲- M alacca) 而建立 (E llerm an 等, 1951)。继后种级分类争议较多。如

E llio t (1913) 处理为 12 种; E llerm an 等 (1951) 合并为 5 种; W alker (1964) 和高耀亭

等 (1981) 认为仅有 6 种; N ap ier 等 (1967) 列为 7 种; 彭燕章等 (1987) 将H y loba tes

属列为 8 种, 而视合趾猿 (H . sy nd acty lus) 为独立属 (S ym p ha lang us) Groves (1972)

按 9 种建立系统, 到 1984 年他又改为 8 种, 即将穆氏长臂猿 (H . m uelleri) 归并黑手长

臂猿 (H . ag ilis) 的地理亚种 (H . a. m uelleri) ; C reel 等 (1976) 先按 9 种构建系统树,

1984 年他又据形态学特征合并为 5 种 (sy nd acty lus, hoolock , concolor, k lossii 和认为

m oloch , m uelleri, ag ilis, la r 及 p ilea tus 系同一物种的不同亚种)。但多数学者如Ch ivers

(1977) ; H aim off 等 (1982, 1984) ; M arsha ll 等 (1986) 等均确认为 9 个种。

　　马世来等 (1986) , M a S. 等 (1988) 除同意原定 9 个种的分类处理外, 又据阴茎骨、

齿形、同域分布及雄性颊毛色差等特证将原判为黑长臂猿的地理亚种 (H . concolor

leucog eny s) 恢复其种级地位——白颊长臂猿 (H . leucog eny s)。该观点逐步得到国内外

专家学者的认同 (Groves 等, 1990; Zhang 等, 1992)。

　　继后, Groves 等 (1990) 又发现越南南部的H . c. g abriellae 及其中部的H . c. sik i

在阴茎骨、齿形、臂比指数和染色体形态等特征多介于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与白颊长

臂猿 (H . leucog eny s) 之间, 且与后者有同域分布现象, 据此确认为另一独立种——红颊

长臂猿 (H . g abriellae)。这样H y loba tes 属就包括有 11 个现生长臂猿种。

　　然而, 谭邦杰 (1992) 在其《哺乳动物分类名录》中对H . leucog eny s 和H . g abriellae

的种级地位持不同意见, 将长臂猿归并为 9 个种。但该作者并未进行过比较研究, 更无野

外行为生态观察, 简单归并不足为凭。据马世来等 (1986, 1994) ; M a S. 等 (1988) 和

Groves 等 (1990) 的研究结果, 笔者认为现生长臂猿处理为 11 个有效种 (表 1, 图 2-

A ) 或许更为客观合理 [至于 Su B ing 等 (1995) 提出海南长臂猿可能应为独立种问题还

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暂仍按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处理 ]。

现生长臂猿概述

　　据研究报道, 现生H y loba tes 属的 11 种长臂猿隶属于 4 个亚属:

1. 黑长臂猿亚属 Subgenu s N om ascus M iller, 1933

N om ascus M iller, 1933. Jou rn. M amm. 14: 159 (模 式 种: H y loba tes leucog eny s

O gilby)。

　　本亚属的染色体数目最多 (2n= 52) , 含 3 个种:

　 (1) 黑长臂猿 H y loba tes concolor (H arlan, 1826)

　　模式产地: 越南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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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别特证: 体型大小仅次于合趾长臂猿 (H . sy nd acty lus) , 体重 7～ 10 kg; 雄性头

顶具直立冠毛, 通体黑色; 阴茎骨相对较长且呈圆锥形; 雌性体毛为多型黄色, 黑色冠

斑形态大小各异。

　　栖息环境: 主栖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地理分布: 云南, 海南, 越南北部, 老挝北部。

　 (2) 白颊长臂猿 H y loba tes leucog eny s O gilby, 1840

　　模式产地: 老挝芒奇 (M uang kh i)。

　　鉴别特证: 体型较大, 体重 6～ 812 kg。雄性体毛灰黑, 面颊具纯白长毛 (35～ 47

mm ) , 阴茎骨长扁具沟突; 雌性体毛污黄或黄褐, 头顶具延至枕部的暗褐冠斑。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地理分布: 云南南部, 老挝北部, 越南北部。

　 (3) 红颊长臂猿 H y loba tes g abriellae T hom as, 1909

　　模式产地: 越南芽庄- 朗邦 (L ang B ian)。

　　鉴别特证: 体型较大, 体重 4～ 7 kg。总体形态介于 H . concolor 和 H . leucog eny s 之

间。雄性阴茎骨中长 (812 mm ) 呈棒状, 体毛染银灰色似后者; 雌性体毛带红金黄色; 冠

斑呈黑灰小三角形。M 3 和M 1 约等大; 犬齿较纤细。

　　栖息环境: 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地理分布: 越南南部和中部。

2. 合趾猿亚属 Subgenu s S ym p ha lang us Gloger, 1841

S ym p ha lang us Gloger, 1841. Gem einn. N atu rg. 1: 34 ( 模式种: S ym p ha lang us sy n2
d acty lus Gloger= S im ia sy nd acty lus R affles)。

　　该亚属染色体数目次多 (2n= 50) , 仅一种。

　 (4) 合趾长臂猿 H y loba tes sy nd acty lus (R affles, 1821)

　　模式产地: 苏门答腊- 本柯冷 (Bencoo len)。

　　鉴别特征: 体型最大, 体重 8～ 13 kg。喉部具显著大的鸣囊。两性体色均黑; 手臂

长达到 115 m 左右; 第 2、3 趾间有发达的蹼相连。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和中山常绿阔叶林。

　　地理分布: 苏门答腊, 马来西亚。

3. 指名亚属 Subgenu s H y loba tes Illiger, 1811

H y loba tes Illiger, 1811. P rodr. Syst. M amm. p. 67 (模式种: H om o la r L innaeu s)。

该亚属染色体数目居中 (2n= 44)。含 6 个现生种:

　 (5) 克氏长臂猿 H y loba tes k lossii (M iller, 1903)

　　模式产地: 西苏门答腊- 南巴箕 (Sou th Pagi Island)。

　　鉴别特征: 体型中等, 体重 5～ 615 kg。全身被黑毛, 且相对其它种的较短而具光泽。

面周无白环, 呈亮黑色。趾间蹼大多存在但不甚发达。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

　　地理分布: 西苏门答腊- 门塔瓦伊群岛。

　 (6) 黑帽长臂猿 H y loba tes p ilea tus Gray, 1861

　　模式产地: 印度支那- (Cam bodgia)。

　　鉴别特征: 体型中等, 体重 515 kg 左右。头顶大部黑色, 前额至耳前灰白色, 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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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灰白色。体色多变, 暗色型呈褐棕色, 淡色型褐黄, 胸腹具桃形大块褐色斑; 趾间蹼

极少存在。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

　　地理分布: 柬埔寨和泰国南部。

　 (7) 银灰长臂猿 H y loba tes m oloch (A udebert, 1798)

　　模式产地: 爪哇 (Java)。

　　鉴别特征: 体型中等, 体重 415～ 616 kg。体色呈亮银灰色。头冠黑色或黑灰色; 面

周具白环。均无趾间蹼。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

　　地理分布: 爪哇, 加里曼丹 (婆罗洲)。

　 (8) 黑手长臂猿 H y loba tes ag ilis F. Cuvier, 1821

　　模式产地: 不详。

　　鉴别特征: 体型较大, 体重 5～ 714 kg。头、体背和体侧带黄白色; 四肢、手足黑褐

色; 头冠染皮黄色调; 具不完全的白色面环; 喉及体腹呈淡巧克力褐色。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

　　地理分布: 苏门答腊, 马来半岛, 加里曼丹, 泰国南部。

　 (9) 穆氏长臂猿 H y loba tes m uelleri M art in, 1841

　　模式产地: 加里曼丹 (Bo rneo)。

　　鉴别特征: 体型较小, 体重 5～ 6 kg。头冠黑色, 面环灰白; 后头及体背毛色多变

(灰、皮黄或暗甘蓝褐色)。头侧和体腹黑色。手足灰色或淡灰色。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

　　地理分布: 马来西亚, 加里曼丹东部。

　 (10) 白手长臂猿 H y loba tes la r (L innaeu s, 1771)

　　模式产地: 马来半岛- 马六甲 (M alacca)。

　　鉴别特征: 体型小, 体重 4～ 713 kg。手足白色, 具完全的白色面环。雌雄均具暗、

淡两色型。体毛长厚似绵羊毛状。

　　栖息环境: 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地理分布: 苏门答腊, 马来半岛, 泰国南部, 缅甸中、南部, 云南西南边境。

4. 白眉猿亚属 S ubg enus B unop ithecus P rou ty et a l. , 1983

B unop ithecus P rou ty et a l. , 1983. Am er. Jou r. P rim ato l. , 5: 83 ( 模式种: H y loba tes

hoolock H arlan= S im ia hoolock H arlan)。

　　本亚属染色体数目最少 (2n= 38)。仅一种。

　 (11) 白眉长臂猿 H y loba tes hoolock (H arlan, 1834)

　　模式产地: 印度阿萨姆- 加罗丘陵 (Garo H ills)。

　　鉴别特征: 体较大, 体重 513～ 815 kg。雄性通体暗黑褐, 顶毛向后, 顶冠较平, 具

军刀状白色眉纹; 雌体大部灰白, 胸腹染暗棕色调。

　　栖息环境: 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地理分布: 缅甸东、北部, 印度阿萨姆, 云南西部 (怒江以西, 泸水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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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生长臂猿的演化性状及相关要素比较

T able 1　Comparison of evo lu tional characters in H y loba tes

种名
species

体重
body

w eigh t
(kg)

颅全长
sku ll

length
(mm )

体色型
co lour
type

面周色
face

m ark

阴茎骨
penis
bone

趾间蹼
w ebbing

鸣叫型
song
type

群大小
group

size (M )

家域
hom e
range
(hm 2)

配偶制
m ating
system

化石
fo ssil
found

黑长臂猿
concolor

619～ 10 102～ 117 dich r.
pure
b lack

long
unst
ab le

duet &
so lo

416～ 512100～ 500 po ly
gyny

mo re

白颊长臂猿
leucog eny s

6～ 812 112～ 122 do1 w h ite
cheek s

m iddle do1 duet 4～ 5 50～ 200 mono
gam y

no f1

红颊长臂猿
g abriellae

4～ 7 105～ 116 do1 red2grey
cheek s

do1 do1 do1 do1 do1

合趾长臂猿
sy nd acty lus

8～ 13 120～ 139 mono
ch r1 black long devel1 do1 3～ 5 15～ 25 do1 ex ist

克氏长臂猿
k lossii

512～ 615 < 104 do1 do1 sho rt ex ist vocal s1 3～ 4 31～ 35 do1 do1

黑帽长臂猿
p ilea tus

515 do1 dich r1 fu ll ring do1 a few comp1 s1 317 36 do1 no f1

银灰长臂猿
m oloch

415～ 616 do1 monoch r1w h ite br1
& ch1 do1 lack do1 12～ 22 do1 ex ist

黑手长臂猿
ag ilis

5～ 714 do1 po lych r1 do1 do1 a few do1 414 29 do1 no f1

穆氏长臂猿
m uelleri

5～ 6 do1 do1 do1 do1 do1 do1 314 33～ 43 do1 do1

白掌长臂猿
la r

319～ 713 88～ 105 do1 fu ll ring do1 do1 do1 313～ 315 16～ 58 do1 do1

白眉长臂猿
hoolock

513～ 815101～ 109 dich r1 w h ite br1 m iddle very few so lo b1 312 18～ 30 do1 do1

注 N o te: 双色 dich r. = dich rom atic; 同上 do. = dit to; 单色monoch r. = monoch rom atic; 多色po lych r. = po lych rom atic;

发达 devel. = developed; 独唱 s. = so lo; 合唱 comp. = comp lex; 发现 f. = found; 回合 b. = bouts; 眉毛 br. =

brow s; 颊部 ch. = cheek s

　　资料来源 Source of the info rm ations: 马世来等 (1986) ; 刘瑞清等 (1987) ; Schultz (1973) ; H aimoff et al. (1982,

1984) ; Groves (1984) ; Jungers (1984) ; M arshall and Sugardjito (1986) ; T utt le (1986) ; leigh ton (1987) ; Groves

and W ang Y. (1990) ; L iu et al. (1989) , and the au tho r′s the field study info rm ations on Ch inese gibbons (H . concol2

or, H . leucog eny s, H . la r, and H . hoolock) in recen t years; 蒋学龙等 (1994)

表 2　长臂猿 4 亚属的染色体比较

T able 2　Comparison of ch romo som es fo r 4 subgenus in H y loba tes

亚属及代表种
Subgenus and its
delegated species

二倍体
D ip lo id (2n)

长染色体臂数
N. F.

染色体形态
Ch romo som e mo rpho logy

M & Sm A X Y

1. N om ascu 亚属
黑长臂猿H . concolor

52 94 44 6 M 圆点 do t

2. symp ha lang us 亚属
合趾长臂猿H . sy nd acty lus

50 94 46 2 Sm M

3. H y loba tes 亚属
白手长臂猿H . la r

44 84 42 0 Sm 圆点 do t

4. B unop ithecus 亚属
白眉长臂猿H . hoolock

38 72 36 0 M 圆点 do t

　　注 N o te: 资料引自刘瑞清等 (1987) Source of the info rm ations: L iu R. et al. , 1987.

　　M = 中着丝粒m etacen tric; Sm = 亚中着丝粒 subm etacen tric; A = 近端着丝粒 acrocen tric; X= X 染色体 X ch ro2

mo som e; Y= Y 染色体 Y ch romo som e

—58—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现生猿类的系统关系与讨论

1. 系统发育研究的历史回顾

　　如前所述, 本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的 15 年是现生长臂猿类系统发育研究的高

峰时期, 先后建立、报道了如图 1- a. b. c. d. e. f. 等相互差异较大的系统发育研究结

果。经比较不难看出, 除不同的处理意见外, 尚有如下 3 个共同特点:

　　 (1) H . concolor 与H . sy nd acty lus 被交替视为最原始的系统演化级别。

　　 (2) 均认为 H . ag ilis、H . la r、H . m oloch 和H . m uelleri 属晚期演化类群。

　　 (3) H . k lossii、H . hoolock 及H . p ilea tus 则被置于早、晚演化类群之间的系统地

位 [仅 shafer 等 (1984) 将H . hoolock 看作晚期演化种类 ]。

　　继后, M arsha ll 等 (1986) 就前述的 a. b. c. d. 4 个演化系统构建进行了比较讨论,

着重指出H aim off 等 (1982) 的系统涉及野外资料的仅 5 个种, 另 4 个种的资料系获自

动物园。他们认为该演化系统 (Phylogeny) 的标准或许无用, 而据自己的野外研究资料,

并主要以鸣声比较分析结果提出下列系统排列:

　　长臂猿科 (H ylobat idae) ;

　　　长臂猿属 (H y loba tes) ;

　　　　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 合趾长臂猿 (H . sy nd acty lus) ; 白眉长臂猿 (H .

hoolock ) ; 银灰长臂猿 (H . m oloch ) ; 黑手长臂猿 (H . ag ilis) ; 白手长臂猿

(H . la r) ; 穆氏长臂猿 (H . m uelleri) ; 黑帽长臂猿 (H . p ilea tus) ; 克氏长臂

猿 (H . k lossii)。

　　该系统排列仍将H . hoolock 视为种级演化第三等级与H aim off 等 (1982) 的一致。而

与众不同的是把 H . k lossii 置于最晚 (最特化) 的系统地位。

　　上述表明: 尽管现生猿类的系统发育研究有不少报道, 但结果不尽统一, 仍值得进

一步探讨; 另其有效种由 9 个确立为 11 个, 故种间系统发育关系务需重新修正。

2. 演化性状比较及新系统构建

　　一般说来, 类群种间系统关系的确立必须通过演化性状的比较判别来再现, 而单学

科的或非本质的演化性状则易促成系统关系的误构。就长臂猿而言, 只有其特殊习性、生

态学和地理分布等差异往往会导致解剖学上的变化, 以致成为进化上的尺度 (M arsha ll

等, 1986) ; 遗传基因的进化才是系统发育的本质; 化石的发现可视为起源演化的证据。

笔者在比较研究中发现, 长臂猿可资比较的性状甚多, 但笔者主要按照分支系统学

(C lad ist ic taxonom y) 和折衷分类学 (E lect ic taxonom y) 原理——内外群比较分析法, 选

列出表 1, 表 2 主要项目比较, 或许是真正能反映其种间系统关系的关键性演化性状及相

关要素, 可能代表着它们的演化途径、趋势和方向。亦即: (1) 染色体数目呈偶数式减

少 (2n= 52 到 2n= 38)。 (2) 染色体长臂插入异染色质由少到丰富。 (3) 体型从大到小。

(4) 头骨由长变短。 (5) 毛色由单色或性二型到多样混杂型。 (6) 阴茎骨长粗变短小。

( 7) 趾间蹼从发达—存在—多变—消失。 (8) 面周标记由单一黑色型到多变异色型。

(9) 社群组成从大而结构复杂到小而简单。 (10) 领域范围从宽大领域性弱到窄小而领域

性较强。(11) 配偶体制由一夫多妻到一夫一妻。(12) 领域鸣叫从鸣型复杂、鸣次低、鸣

时长而鸣点少到鸣型简单、鸣次高、鸣时短而鸣点多。 (13) 栖息环境从中山亚热带原始

常绿阔叶林到低域热带雨林或季雨林。 (14) 地理分布从起源区—分化区—边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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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化石发现从多而广—较少—无发现 (后者系物种形成年代晚, 未构成化石)。

　　基于这些形态、生态、行为、地理分布 (含化石) 及染色体核型结构等有用性状的

比较与判别, 并参照 Groves (1972, 1984)、C reel 等 (1976, 1984)、Ch ivers (1977)、P rou ty

等 (1983)、H aim off (1982, 1984)、Shafer 等 (1984)、T u tt le ( 1986)、M arsha ll 等

(1986)、Groves 等 (1990)、陈宜峰等 (1981)、刘振河等 (1984)、L iu Z. 等 (1989)、

马世来等 (1986, 1988)、M a S. 等 (1988)、刘瑞清等 (1987)、蒋学龙等 (1994)、兰道

英等 (1995) 及笔者近年来对 H . concolor、H . leucog eny s、H . hoolock 和H . la r (含

在泰国) 长臂猿类的野外考察资料综合比较分析研究, 初步得出现生 11 种长臂猿的新系

统 (图 2- A ) , 或依罗伯逊融合 (Robertson ian cen tric fu sion) 的染色体进化途径可能存

在的长臂猿属 (H y loba tes) 的演化系谱构想 (图 2- B )。

图 1　几种不同长臂猿系统的比较

F ig. 1　A comparison of several dist inct phylogenetic constructions in recen t gibbons

　　 (C= H . concolor; S= H . sy nd acty lus; K= H . k lossii; H = H . hoolock; P= H . p ilea tus; M a= H . m alochg ;

　　A = H . ag ilis; L = H . la r; M u= H . m uelleri)

3. 新系统构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 初级和次级起源演化地的初步确认　在探讨一个类群的系统演化关系时, 势必要

考虑其起源地在哪? 而解决的主要途径就是寻找它们的化石证据。

　　近期研究表明: 迄今, 真正早期长臂猿化石种类——粗壮池猿 (L accop ithecus

robustus)、双沟醉猿 (D iony sop ithecus shuang ouensis)、进步滇猿 (D ianop it2 hecus p rog res2
sus) 的发现地并非在欧、非两洲, 而是在亚洲中国大陆的中中新世至晚更新世地层; 现

生属 (H y loba tes) 的各类化石均见于更新世 (P leistocene) 期间, 且主要发现在亚洲东南

部的中国大陆南部, 以及爪哇与其附近岛屿 (李传夔, 1978; 吴汝康等, 1985; 邱占祥

等, 1986; 顾玉珉, 1986, 1996; Pan Y, 1994; 潘悦容, 1996)。双沟醉猿、粗壮池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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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进步滇猿与黑长臂猿 (H . concolor) 具有更多的相似特征, 曾被认为是早期长臂猿

类演化到现生长臂猿属 (H y loba tes) 的中间类型 (李传夔, 1978; 吴汝康等, 1984, 1985;

Pan Y, 1994; 潘悦容, 1996) , 并提出云南是研究长臂猿起源与进化的关键地区 (潘悦容,

1996)。笔者 (1997) 曾推论长臂猿 (H y loba tes) 系亚洲中国起源, 东南亚为其分化中心。

再说, 中国大陆很可能是现生种类和早期祖先类型的共栖区, 其化石丰富而分布广似可

视为现生长臂猿的初级起源演化地; 爪哇远离长臂猿早期类型栖居地, 但更新世的长臂

猿化石发现较多或许可看作现生长臂猿的次级起源分化区。两级起源演化地的代表种分

别应是H . concolor 和H . S y nd acty lus。前者发展分化至次级地, 后者在地质时期自次级

地反向北和向西逐步演化扩散, 最后形成现今的分布格局并与新系统再现的演化方向相

吻合。从而说明初级和次级起源演化地的确认在现生长臂猿系统发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图 2　长臂猿系统发育新图解

F ig. 2　A new diagram of gibbons′phylogenetic relat ionsh ip

　　2- A : 现生 11 种长臂猿系统发育新构想A new hypo thesis of the phylogeny in living 11 species of gibbons of the

study; 2- B: 按罗伯逊融合进化途径的长臂猿系统发育假设 A final est im ate of gibbons′phylogeny in H y loba tes

acco rb ing to the evo lved w ay of the Robertson ian cen tric fusion; N om = Subgenus N om ascus; Sym = Subgenus S ymp ha2

lang us; H yl= Subgenus H y loba tes; Bun= Subgenus B unop ithecus; C= concolor; L e= leucog eny s; G= g abriellae; S=

sy nd acty lus; K= k lossii; P= p ilea tus; M o= m oloch; A = ag ilis; M u= m uelleri; L e= la r; H = hoolock.

　 (2) H . concolor 与H . sy nd acty lus 的系统关系　在染色体结构中, 多数长臂猿仅具一

对A g2NOR s, 而H . concolor 和H . sy nd acty lus 除一对末端着丝粒染色体有A g2NOR s

外, Y 染色体也有A g2NOR s (刘瑞清等, 1987) , 似乎表明两者关系较近。实际上, 以往

研究大多都将它们视为相近的原始种类, 但其系统位置的先后仍有争议。

　　本研究结果支持H . concolor 为最早演化等级, 将其置于H . sy nd acty lus 之前。主要

依据: a) 主栖早期长臂猿化石发现区——初级起源地中国大陆, 其本身的更新世化石就

有 20 处之多 (顾玉珉, 1986, 1996; Pan Y, 1994; 潘悦容, 1996)。b) 主要生活在海拔

1 800 m 以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且以叶食性为主; c) 社群组成最大和雌性领域性

较弱; d) 100～ 500 hm 2 的社群领域范围显著大于同属它种; e)“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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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配偶体制构成演化到“一夫一妻”制的前奏; f) 染色体数目最多 (2n= 52) 等

(马世来, 1993; 将学龙等, 1994)。

　 (3) 白眉长臂猿 (H . hoolock ) 的系统位置　大多数研究报道将其置于长臂猿系统线

上的 2、3、4 级位置, 仅极少学者视其为特化种 (Shafer 等, 1984; 刘瑞清等, 1987)。该

种也曾长期被归并在H y loba tes 亚属中, 直至后来发现其染色体数目 ( 2n= 38) 少于同

属其它种才独立为新亚属——B unop ithecus (P rou ty 等, 1983)。刘瑞清等 (1987) 不仅

证实其染色体数目最少 (2n= 38) 的可靠性, 还发现靠着丝粒下面插入有较丰富的小异染

色质 ( In terst it ia l bands of heteroch rom atin) , 以及除 Y 染色体外均系双臂染色体。这在

哺乳动物 中并不多见, 被认为是一种特化指征。另H . hoolock 是现生长臂猿中分布最偏

西北的类群, 正好与初级起源地的最原始种——H . concolor 隔江 (Sa lw een R iver) 栖居,

但远离次级起源区爪哇 (Java) 的次原始种——H . sy nd acty lus。尽管分布较广而亚种分

化极少, 且至今未发现该种化石。虽然M arsha ll 等 (1986) 曾将四川盐井沟的长臂猿化石

视为H . hoolock , 但被认为可能系H . concolor 的误判 (马世来等, 1994) 。据此, 笔者

将其判为最晚形成的特化物种, 即是按照长臂猿进化方向演化的必然结果, 或许与栖居

区的地质气候变化引起基因突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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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HYLOGENET IC TREE FOR GIBBONS
(H YLOBA TES S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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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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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 h is paper, based on m o rpho log ica l, eco log ica l, behaviou ra l, d ist ribu t ion, fo ssils

and ch rom o som e characters (see tab les 1 and 2) , con structs a new phylogenet ic t ree fo r

the recen t g ibbon s ( F ig. 2- A ) and hypo thesize a po ssib le phylogeny system (F ig. 2-

B ) fo r H y loba tes spp. ( included p robab le ex t incts) acco rd ing to Robertson ian cen tric fu2
sion. T he new tree of the g ibbon s′phylogeny and the study m ethods d iffer from o ther′

s stud ies (Groves, 1972; C reel et a l. , 1976, 1984; Ch ivers, 1977; H aim off et a l. , 1982,

1984; Shafer et a l. , 1984; M arsha ll et a l. , 1986) to be m ain ly in tha t: 　　

　　1. T he com para t ive characters u sed fo r the g ibbon s′evo lu t iona l ana lysis are varied

sub jects.

　　2. T he ch rom o som e gene evo lu t ion is regarded as a m ain direct ion of the g ibbon s′

phylogeny.

　　3. Ch inese m ain land is look upon the p rim ary p lace of the g ibbon s′o rig in, and H .

concolor is rep resen ted the earliest sist inct taxa.

　　 4. Java island is aff irm ed the secondary rise area, and the Siam ang (H .

sy nd acty lus) is suggested the subo rd ina te specia ted.

　　5. T he w h ite2b row ed gibbon (H . hoolock ) ough t to be the p rogaressest classif ied

species.

　　6. O ther g ibbon s′taxas of the genu s (H y loba tes) , in o rder of its′phylogeney are in2
terca la ted betw een tw o sets of the siam ang ( H . sy nd acty lus) and the hoo lock gibbon

(H . hoolock ).

　　Key words　Gibbon s; T axonom y; N ew phylog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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