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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定点方法 , 对太行山猕猴下颌骨有关变量作了测量、统计和分析。通过对太行

山猕猴下颌生物力学、异速生长的研究表明 , 雄性下颌相对较长 , 与此有关的生物力学特点

是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和下颌支高等阻力臂减小 , 而

下颌髁长、下颌髁宽、下颌体高 Ⅱ、下颌体宽 Ⅱ、下颌联合长等变量则增强 , 使咀嚼力增

加。这些特点均与其生态对策密切相关。研究结果还与有关材料进行了比较 , 表明太行山猕

猴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猕猴存在着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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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颌是哺乳动物头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并与上颌共同构成面颅 , 与颞骨组成颞 - 下

颌关节 , 同时与咀嚼肌群相连。所以 , 下颌对于面颅的形态构成尤其是对食物的咀嚼、

吞咽过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作者对部分灵长类的下颌进行了研究[1～3 ] , 试图

探讨不同种类的食性差异及其面颅形态的趋异程度等。有关研究在太行山猕猴 ( M aca2
ca m ulatta) 尚未见有报道。

太行山猕猴目前仅分布于豫、晋两省交界的太行山南段和中条山一带。初步研究表

明[4～6 ] , 太行山猕猴在形态、行为、食性、骨学等方面均有其持殊性。本文试图通过

对太行山猕猴下颌的研究 , 分析其下颌的生物力学特点 , 同时与有关材料进行比较 , 以

讨论和分析其差异性和适应性 , 并为其形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积累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本文所用材料为采自河南境内太行山区的济源、辉县两地的猕猴头骨标本 , 均为成

体 , 共 12 例 (雄 6 , 雌 6) , 标本现存于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室 , 比较资料引自有关参考文献。

112 　方法

采用邵象清的定点方法[7 ] , 用国产游标卡尺和弯角规 (精确到 0105 mm) 对下颌

的 9 项变量进行精确测量、统计、处理 , 对称部位的测量均选左侧。

利用异速生长来分析两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比例 , 公式为 Y = aXb , 其中 X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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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 Y为依赖变量 , a 为异速生长常数 , b 为异速生长指数。当 b = 1100 时 , Y与

X 间为等速生长 , 当 b > 1100 或 b < 1100 时 , Y对 X分别为正或负的异速生长。本文把

下颌骨长定义为自变量 (X) , 其余变量则分别作为依赖变量。

2 　结果

211 　太行山猕猴下颌变量的基本统计值 (表 1)
表 1 　太行山猕猴下颌变量的基本统计值 (单位 : mm)

Table 1 　Measurement of mandibular variables of Macaca m ulatta in Taihang Mountains (Unit : mm)

变量
Variables

雄 Male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变异系数 ( %)
CV

雌 Female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变异系数 ( %)
CV

雄 + 雌 Male + Female

平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变异系数 ( %)
CV

t 检验
t2test

Y1 6130 1177 28110 5137 0170 13104 5184 1137 23146 111973

Y2 13171 1163 11189 13108 0182 6127 13140 1127 9148 211880

Y3 57192 8104 13188 52188 3156 6173 55140 6149 11171 114041

Y4 42134 6190 16130 38138 3184 10100 40154 5183 14138 112283

Y5 21135 2190 13158 18169 1173 9126 20102 2166 13129 115078

Y6 8190 1146 16140 8187 0135 3195 8188 1101 11137 013750

Y7 28129 5147 19134 23131 2102 8176 25180 4171 18106 210920

Y8 44120 3188 8178 40131 2161 6147 42125 3175 8188 315700 3 3

X 92110 11159 12198 84136 3163 4130 88123 9134 10159 115180

注 Note : Y1 : 下颌髁长 Length of mandibular condyle ; Y2 : 下颌髁宽 Width of mandibular condyle ; Y3 : 下
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 Length from posterior border of mandibular condyle to the central section of M1 ; Y4 :
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 Length from posterior border of mandibular condyle to the under2minipeak of M3 ;
Y5 : 下颌体高ⅡHeight Ⅱof the mandibular body ; Y6 : 下颌体宽ⅡWidth Ⅱof the mandibular body ; Y7 : 下
颌联合长 Symphysis length of mandible ; Y8 : 下颌支高 Height of the mandibular ramus ; X: 下颌骨长 Length
of the mandible

3 3 差异性达到 P < 0101 显著水平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 at P < 0101 level

由表 1 可见 , 所有变量测量值在同一性别的个体之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异 , 无论在

雄性还是雌性 , 均以下颌髁长的变异范围最大 , 但 t 检验结果表明 , 除下颌支高外 , 其

他变量的变异均末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这一点与滇金丝猴 ( Rhinopithecus bieti) 的情

况极不相同[1 ] 。在后者除下颌体宽外的所有变量在雌、雄性间的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212 　下颌变量的异速生长分析与比较 (表 2 , 表 3)

　　表 2 为太行山猕猴下颌有关变量对下颌骨长的异速生长分析结果。由表 2 可见 , 在

雄性个体 , 下颌髁宽表现为明显的负异速增长 , 下颌髁后缘至 M1近中侧长、下颌体高

Ⅱ均接近于等速生长 , 而下颌髁长、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下颌髁宽、下颌联

合高呈现出正的异速生长。就不同变量与下颌骨长的相关程度来看 , 下颌体高 Ⅱ达显著

相关水平 , 而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下颌体宽 Ⅱ、

下颌联合高则达极显著相关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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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太行山猕猴下颌变量的异速生长分析结果

Table 2 　Allometry analysis for mandibular variables of Macaca m ulatta in Taihang mountains

变 量
Variables

雄
Male

a′ b r

雌
Female

a′ b r

Y1 - 117259 112813 016800 111553 - 012230 - 010797

Y2 - 011653 016628 017632 010813 010001 01081

Y3 - 012961 110479 019733 3 3 019346 114483 019346 3

Y4 - 017238 111958 019408 3 3 - 211365 119280 018446 3

Y5 - 015149 019386 019042 3 014879 014061 01179

Y6 - 114118 112013 019573 3 3 018731 010594 010609

Y7 - 113218 114106 019720 3 3 110296 112418 015624

Y8 1015837 - 211128 013315 - 1517346 1113100 017504

注 Note : 各变量含义同表 1 The meaning of the variables are the same as those in table 1
3 P < 0105 ; 3 3 P < 0101

　　与雄性相比 , 雌性个体的情况可截然分为两种类型 , 有关变量与下颌骨长之间要么

表现为明显的负异速生长 , 如下颌髁长、宽、下颌体高 Ⅱ、宽 Ⅱ; 要么表现为明显的正

异速生长 , 如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下颌联合高。

相关程度除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达显著水平 , 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达极

显著水平外 , 其余变量 均未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表 3 　下颌变量异速生长结果与有关材料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allometric analysis for mandibular variables between

Macaca m ulatta in Taihang mountains and the others

雄 + 雌
Male + Female

项目
Item

变量 Variables

Y1 Y2 Y3 Y4 Y5 Y6 Y7

本文 a′ - 116410 - 011913 - 013582 - 017861 - 016535 - 018105 - 116507

Present paper b 112339 016772 110800 112417 110041 019038 115714

n = 12 r 016327 017754 019686 019211 018073 018054 019358

潘汝亮 (1991) a′ - 2152 - 0129 0101 - 0132 - 0115 - 1165 - 1180

PAN R (1991) b 1172 0171 0191 0198 0191 1132 1168

n = 12 r 0173 0159 0196 0180 0165 0167 0183

　注 Note : 各变量含义同表 1 The meaning of the variables are the same as those in table 1

将雄、雌结合起来进行异速生长分析可见 , 下颌髁长、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

长和下颌联合高表现出明显的正异速生长 , 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下颌体高 Ⅱ和

下颌体宽 Ⅱ接近于等速生长 , 只有下颌髁宽表现为明显的负异速生长。就与下颌骨长的

相关程度来看 , 所有变量均达极显著水平。与潘汝亮[1 ]材料的比较表明 , 所有变量的

变化在二者之间具有类似的趋势。但本文的下颌髁长、下颌髁宽、下颌体宽 Ⅱ和下颌联

合高的异速生长速度小于潘汝亮材料 ; 而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和下颌体高 Ⅱ的异速生长速度则大于潘汝亮材料。

213 　下颌有关变量与其他亚种[8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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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太行山猕猴下颌有关变量与其他亚种的比较 (单位 : mm)

Table 4 　Comparison for mandibular variables between Macaca m ulatta in

Taihang mountains and other subspecies

变 量
Variables

太行山猕猴 (No11)

平均值
Means

标准差
SD

湘鄂猕猴 (No12)

平均值
Means

标准差
SD

闽粤猕猴 (No13)

平均值
Means

标准差
SD

t 检验 t2test

t 12 t 13 t 23

X5雄 Male 21135 2190 2015 215 1915 119 015886 112195 017627

　　雌 Female 18169 1173 1911 217 1718 114 - 013276 110263 111530

Y6雄 Male 8190 1146 815 110 812 016 016106 019970 016008

　　雌 Female 8187 0135 811 019 817 110 119779 013941 - 112610

Y7雄 Male 28129 5147 2911 418 2715 413 - 012947 012618 016069

　　雌 Female 23131 2102 2510 210 2317 317 - 115971 - 012960 019034

Y8雄 Male 44120 3188 4011 411 3915 214 118933 213484 3 012943

雌 Female 40131 2161 4011 412 4011 719 0110850 010619 010000

注 Note : 各变量含义同表 1 The meaning of the variables are the same as table 1
太行山猕猴 (No11) M . m ulatta in Taihang mountains ; 湘鄂猕猴 (No12) M . m ulatta in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 闽粤猕猴 (No13) M . m ulatta in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3 t 0105 (12) = 21179 ; t 0101 (12) = 31056 ; t0105 (9) = 21262 ; t 0101 (9) = 31250 ; t0105 (13) = 21160 ,
t 0101 (11) = 21201

由表 4 可见 , 所列变量在雄性方面 , 太行山猕猴与湘鄂猕猴的差异均小于它与闽粤

猴的差异。除下颌体高 Ⅱ、下颌联合高外 , 其余变量在湘鄂猕猴与闽粤猕猴的差异为最

小。在雌性方面 , 除下颌体高 Ⅱ外 , 太行山猕猴与湘鄂猕猴的差异均小于它与闽粤猕猴

的差异 , 而湘鄂猕猴与闽粤猕猴的差异在下颌体高 Ⅱ、下颌联合高表现为最大 , 在其他

变量上则居于最小或中间水平。

图 1 　表 4 聚类图 (左 : 雄性 ; 右 : 雌性)

Fig 11 　Cluster figure about table 4

(Left : Male ; Right : Female)

　　对表 4 中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图

1) , 3 个类群相互之间的欧氏距离 ,

在雄性分别为 : d12 = 4128 , d13 =

5116 , d23 = 2100 ; 在雌性分别为 :

d12 = 1191 , d13 = 1101 , d23 = 1193。

表明在雄性 , 湘鄂猕猴与闽粤猕猴距

离较近 , 而太行山猕猴与两者距离均

较远 ; 在雌性则表现为太行山猕猴与

闽粤猕猴距离较近。

3 　讨论

311 　研究表明 , 成年太行山猕猴雄

性具有比雌性更为凸出的面颅。因为其下颌骨相对较长 , 在 Y = aXb中 , Y的增长速度

小于 X , 即与 Y相比 , X相对更长一些。这样 , 当咀嚼肌 (群) 收缩时 , 就产生了较大

的阻力 , 从而影响对食物的有效摄取利用及一系列相关的行为。为了弥补和克服上述不

利影响 , 需要减小其他阻力譬如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下颌髁后缘至 M3次小尖

长和下颌支高。表 2 中这三项变量的异速生长指数在雄性均小于雌性。同时 , 还通过加

强下颌的牢固性 (下颌体宽) 、增加咀嚼肌 (群) 的附着面积 (下颌体高) , 使咀嚼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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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地增加。已有的研究也表明[9 ] , 下颌体的增高和加宽有助于提高下颌骨的抗疲

劳作用 , 特别是较大的下颌体宽作为抵消下颌颊舌侧向的扭转力和弯曲力具有重要作

用。

太行山猕猴下颌联合高的异速生长指数在雄性 (b = 11410 6) 大于雌性 (b = 11241

8) , 使其下颌骨更加坚实 , 既可承受来自背腹侧向的扭转力 (由于下颌体中轴与颊齿列

中轴发生较大偏差所致) , 又可承受下颌体向外或向内翻转的弯曲力 (由于下颌体上咬

肌和翼内、外肌产生的合力不均匀地分布于下颌支两侧所致) 。而下颌髁长和宽的异速

生长指数在雄性均大于雌性 , 或者说 , 雄性比雌性有更大的下颌髁面积 , 这样一方面可

以增加颞 - 下颌关节的牢固性 , 同时也可抵抗由于咀嚼、咬啮等产生的更大的反作用

力。考究太行山猕猴雌雄两性出现上述趋异的原因 , 就生物力学的观点来看 , 在于面颅

形态的性二型 , 但这似乎只是表面的现象 , 根本的原因 , 可能还在于自然选择和进化的

压力导致其生态对策的差异。在猕猴社群内 , 雄性比雌性面临着更大的、来自性选择、

食物、栖息地、防卫等方面的竞争压力 , 而雌性则处于相对被动和保守的地位[4 ,6 ] 。

312 　将太行山猕猴 (雄 + 雌) 的异速生长分析结果与有关材料进行比较后发现 , 下颌

髁长、宽、下颌体宽 Ⅱ和下颌联合高 4 个变量的异速生长指数在前者接近或小于后者 ,

但前者却具有较大的下颌髁后缘至 M1 近中侧长、下颌髁后缘至 M3 下次小尖长和下颌

体高 Ⅱ。差异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两个群体所生活的环境 , 尤其是食物条件的不同。太行

山猕猴所生活的太行山区 , 山势陡峭险峻 , 单面山十分发育 , 食物资源较为匮乏 , 特别

是严寒的冬季 , 树木叶、果凋落 , 取食条件更加恶劣。此期猕猴主要取食树根、嫩枝的

皮[4 ] , 纤维粗硬 , 需要反复咀嚼才能下咽 , 增大了下颌体区的压力 , 较高的下颌体则

是对承受这种压力的适应性变化。而在南方类群中 , 同样取食一次 , 其咀嚼的次数要少

许多[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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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CHANICAL SCAL ING OF MANDIBULAR DIMENSIONS

OF MACACA MUL A TTA IN TAIHANGMOUNTAINS

L U Jiqi 　L α Jiuquan 　XU E Deming 　QU Wenyuan
( Depart ment of Biology , Henan Normal U niversity , Xi nxiang , 453002)

Abstract : By using Shao Xiangqingπs methods ( 1985) , a measurement ,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some mandibular variables of M acaca m ulatta in Taihang Mountains was made.

Furthermore , biomechanical scaling and allometri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 and the results

showed , on the one hand , the mandibular variables are highly sexual different . The length

of mandible in male is longer than in female , and the length from posterior border of the

mandibular condyle to the central section of M1 and to the under2minipeak of M3 , the height

of the mandibular branch is relative smaller in male than in fema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length and width of mandibular condyle , the height and width of mandibular body and the u2
nion length of mandible are st rengthened in male then in female , thus , the ruminate forces

get increase .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cological st rategy in m acaca m ulatta in Tai2
hang Mountains. There has a comparison among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to the rhesus

macaque in other area in China , and showed that there were evident differences among

them.

Key words : M acaca m ulatta in Taihang Mountains ; Mandible ; Biomechanical sca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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