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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兽类头骨测量标准》第四部分，在第一部分基本量度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树3目和灵长

目各类群特有的量度及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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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量度请参照兽类头骨测量标准!：头

骨基本量度部分中同编号项目［%］（."，.%，.! 图

中未示）。根据各类群头骨形态特征增加的量

度［! ’ $］，以及因类群不同而形态有较大变化的

基本量度见图示。每个牙齿的长度和宽度文中

不再一一列出。测量点的名称及定义请参照兽

类头骨测量标准!：测量点的定义［%］（下同）。

: 树3目（7R<3J83F2<）头骨量度

本类群新增量度及变化较大的量度见 7%
’ 7!!。

7%：颅基底长 EM:LL X<E2L<H L83=FD：两第一门

齿齿槽后缘连线与腭中缝的交点（Q<’）至点 ,
的距离（图 %：X）。

7!：基底长 X<E2L<H L83=FD：Q<’至 Y 的距离

（图 %：X）。

7)：额骨缝长 GH;3F<L L83=FD：点 5 到 YH 的距

离（图 %：<）。

7$：顶骨缝长 I<H28F<L E:F:H8 L83=FD：点 YH 到

1 的距离（图 %：<）。

7+：顶间骨长 23F8HI<H28F<L L83=FD：点 1 到 ,
的距离（图 %：<）。

7.：0% Z [% 齿隙长 J2<EF8K< L83=FD X8FO883 0%

<3J [%：上颌 0% 齿槽后缘到同侧 [% 齿槽最前缘

的距离（图 %：X）。

7#：0! Z [% 齿隙长 J2<EF8K< L83=FD X8FO883 0!

<3J [%：上颌 0! 齿槽后缘到同侧 [% 齿槽最前缘

的距离（图 %：X）。

7(：[% Z Q! 齿隙长 J2<EF8K< L83=FD X8FO883
[% <3J Q!：上颌 [% 齿槽后缘到同侧 Q! 齿槽最前

缘的距离（图 %：R）。

7&：眼 眶 外 缘 宽 =H8<F8EF XH8<JFD <RH;EE FD8
;HX2F：两眼眶外缘间的最大距离（图 %：<

""""""""""""""""""""""""""""""""""""""""""""""""""""""""""

）。





!"#：门齿孔宽 $%&’()*’ )*+),)-. /)012：两门

齿孔最外缘间的最大距离（图 "：3）。

!"4：听 泡 长 径 5&.’1.,1 0)’(.1.& %$ 12.
16(7’*)+ 3899’：听泡的最大直径（图 "：3）。

!":：听泡短径 9.’,1 0)’(.1.& %$ 12. 16(7’*)+
3899’：听泡的最小直径（图 "：3）。

!";：听泡间距 0),1’*+. 3.1/..* 12. 16(7’*)+
3899’：两听泡内缘间的最小距离（图 "：3）。

!"<：=’9’1)9’& 9.*512：=’’至 后 鼻 孔 最 前 端

（不包括棘突在内）连线的距离（图 "：3）。

!">：腭底长 0),1’*+. 3.1/..* =’’’*0 !1：=’’
至 !1 的距离（图 "：3）。

!"?：腭前部宽 ’*1.&)%& 7’9’1’9 3&.’012：上颌

两第一臼齿齿槽间的最小距离（图 "：3）。

!@A：腭后部宽 7%,1.&)%& 7’9’1’9 3&.’012：上颌

两第三臼齿齿槽间的最小距离（图 "：3）。

!@"：脑颅高 2.)521 %$ 3&’)*+’,.：脑颅顶点至

听泡下缘的最大高度（图 "：+）。

!@@：B0 到 C%9 的 距 离 0),1’*+. 3.1/..* B0
’*0 C%9：点 B0 到 C%9 的距离（图 "：0）。

! 灵长目（=&)(’1.,）头骨量度

以懒猴科 D%&)0’.、猴科 E.&+%7)12.+)0’. 为代

表类群进行介绍，其他类群可以此参照测量。

!"# 懒猴科 $%&’()* 头骨量度 !" F 4、?、"A、

"@ F "4、"<、"> 量度定义同树3目同编号项目。

D"：头骨最大长 5&.’1.,1 ,G899 9.*512：点 H2
到点 I 的距离（在本类群中 H2 为头骨前部最

突出点，头骨的最大长等于基本量度中 ?———

枕鼻长 ）（图 @：’）。

D@：犬枕长：+%*069%J+’*)*. 9.*512：上颌犬齿

齿槽最前缘至同侧枕踝最后缘的距离（图 @：

3）。

D#：眶间距 9.’,1 )*1.&%&3)1’9 3&.’12：两眼眶内

缘间的最小距离（图 @：’）。

D4：犬齿外宽 3)+’*)*. 3&.’012：上颌两犬齿

外缘齿槽间最大宽度，沿牙床外沿测量（图 @：

’）。

D:：颞 线 间 距 ()*)(8( 0),1’*+. 3.1/..*
1.(7%&’9 9)*.,：两颞线外缘间的最小距离（图 @：

’）。

D;：上颊齿列基长 ’（含犬齿）’9-.%9’& 9.*512
%$ 12. +2..G 1%%12 &%/（+’*)*. )*+980.0）：上颌犬齿

槽最前缘点到最后臼齿槽最后缘点的距离（图

@：3）。

D<：上 颌 EJ=" 齿 隙 长 0)’,1.(’ 9.*512
3.1/..* E ’*0 ="：上颌犬齿齿槽后缘至同侧第

一前臼齿齿槽前缘的距离（图 @：+）。

D>：第二臼齿间距 ()*)(8( 0),1’*+. 3.1/..*
K@：上颌两第二臼齿齿槽内缘间的最小距离

（图 @：3）。

!"! 猴科 +*&,%-’./*,’()* 头骨量度 !"A F "4
量度定义同树3目同编号项目；D@ F 4、;、> 及

下颌量度定义同懒猴科同编号项目。

K"：额长 $&%*1’9 9.*512：点 L 到 D 的 距 离

（图 #：’）。

K@：冠状缝长 +%&%*’9 ,818&. 9.*512：额骨与

顶骨间骨缝的长度，即冠状缝的长度（图 #：’）。

K#：顶骨缝长 7’&).1’9 ,818&. 9.*512：点 D 到

点 I 的距离（图 #：’）。

K4：枕骨宽 %++)7)1’9 3&.’012：枕骨的最大宽

度（图 #：’）。

K:：梨状孔（外鼻孔）长 9.*512 %$ ’7.&18&’
7)&)$%&(),：梨状孔的最大长度（图 #：’）。

K;：梨状孔（外鼻孔）宽 ’7.&18&’ 7)&)$%&(),
3&.’012：梨状孔两侧内缘间的最大宽度（图 #：

’）。

K<：枕 外 隆 突 宽 5&.’1.,1 3&.’012 ’+&%,,
7&%163.&’*1)’ %++)7)1’9), .M1.&*’：两枕外隆突外缘

间的最大距离（图 #：’）。

K>：听泡长（含 外 耳 道）9.*512 %$ 16(7’*)+
3899’：听泡（含外耳道）的最大长度（图 #：3）。

K?：腭桥长 7’9’1’9 3&)05. 9.*512：单侧门齿

孔最后缘点至同侧中鼻后孔最前缘点的距离

（图 #：3）。

K"A：腭大孔间距 9.’,1 0),1’*+. 3.1/..* 1/%
$%&’(.* 7’9’1)*8* (’N8,：两腭大孔内缘间的最小

距离（图 #：3）。

K""：茎 乳 孔 间 距 0),1’*+. 3.1/..* 1/%
$%&’(.* ,169%(’,1%)0.8(：两茎乳孔间的最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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