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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 年在黄龙洞发现的 < 枚人类牙齿磨耗与使用痕迹的观察显示：除具有正 常 牙 齿 相 互

接触造成的磨耗外，黄龙洞人类 牙 齿 还 呈 现 出 一 些 特 殊 的 使 用 痕 迹，包 括 明 显 的 前 部 牙 齿 釉 质 破 损 与 崩

裂、上颌侧门齿齿冠唇面釉质破损、上颌前部牙齿齿间邻接面沟等。根据这些牙齿使用痕迹集中在前部牙

齿，釉质破损与崩裂主要分布在靠近切缘的上颌门齿唇面及下颌门齿舌面的情况，推测生活在黄龙洞的更

新世晚期人类经常使用前部牙齿从事啃咬、叼 衔、或 剥 离 等 动 作，并 可 能 将 前 部 牙 齿 作 为 工 具 使 用。分 布

在前部牙齿的齿间邻接面沟提示当时人类经常从事剔牙活动。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的使用痕迹与当时人

类获取、处理及食用附着在骨骼上的筋或肉的动作密切相关，当时人类的食物构成中可能包含有较多的肉

类及粗纤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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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人类牙齿磨耗（(33ST M7JU）是由于牙齿相互接触，以及牙齿与外来物质接触造成的牙

齿组织进行性减少的生物力学过程。根据导致牙齿损耗机制的差别，可以区分出两种牙齿

磨耗：（$） 上 下 颌 对 应 牙 齿 咬 合 接 触，或 左 右 相 邻 接 牙 齿 接 触 所 致 的 牙 齿 摩 擦（ V7RSJ4
JSSUKSK3R）；（!）牙齿与食物、食物中包 含 的 颗 粒、或 非 食 物 性 外 来 物 质 接 触 造 成 的 牙 齿 磨 损

（V7RSJ4 J8UJWK3R）［$，!］。人类牙齿磨耗除与咬合方式及牙齿健康有关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与

食物来源与质地、获取与制作食物的方式、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采取的某些行为方式、生

活习俗有关
［:，;］。有学者将人类从事非饮食功能（)3RXK7SJUY ZLRQSK3RW 3Z ST7 S77ST）（ 如将牙

齿作为工具使用）在牙齿表面形成的痕迹叫做活动性牙齿磨损（&QSKOKSY@KRXLQ7X PJSS7URW 3Z
X7RSJ4 J8UJWK3R）［A］。许 多 研 究 都 发 现 牙 齿 磨 损 与 化 石 人 类 及 史 前 人 类 生 活 方 式 密 切 相

关
［:—"］。本文综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提出一个牙齿使用痕迹（ (33ST LW7 IJU[W）的概念来描

述人类为生存适应或其他需求使用牙齿从事的各类活动在牙齿表面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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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南方古猿牙齿釉质崩裂（)*%+(& ’,-..-*/）进行的研究发现大约 012 的南方

古猿具有牙齿釉质崩裂，其出现率在粗壮型和纤细型南方古猿之间没有差别。根据这些发

现，他否认了 345-*64* 提出的两类南方古猿在食物结构上差别的观点
［07］。在对古人类牙齿

磨耗与使用痕迹的研究中，通过对牙齿磨耗特征及一些特殊使用痕迹的分析来推测当时人

类生存状 态、生 活 方 式 及 行 为 特 征 的 研 究 尤 其 值 得 注 意。89%’(［00］
根 据 尼 安 德 特 人 :%

;(99%66-( 前部牙齿呈现的圆形磨耗特征提出尼安德特人门齿的严重圆形磨耗说明这些牙齿

不仅承 担 与 获 取 及 处 理 食 物 有 关 的 功 能，而 且 还 经 常 被 当 作 便 利 的 多 用 途 工 具（ <
’4*=(*-(*> %&&?.@9.46( >44&）用 于 切 割、撕 裂、叼 衔，以 及 对 一 些 物 质 进 行 造 型 等 目 的。 而

$%&&%’(［0"］
则认为尼 人 前 部 牙 齿 的 圆 形 磨 耗 是 与 食 物 中 颗 粒 物 质 接 触 的 结 果。8(9+@A(B

等
［0C］

根据对尼安德特人及一些欧洲更新世中期、晚期人类前部牙齿齿冠唇侧表面特殊条纹

样痕迹的分析提出这些痕迹是当时人类生前使用工具切割上下牙齿之间叼衔的食物或其他

物品无意中在牙齿表面留下的痕迹。这项研究的作者还根据条纹的规律走向发现当时人类

使用工具主 要 为 右 利 手。 还 有 许 多 研 究 通 过 对 古 人 类 牙 齿 齿 间 邻 接 面 沟（ D*>(9.94E-+%&
/944=(6）的研究分析当时人类的剔牙等行为特征

［01—0F］。对近代?现代人群牙齿磨耗与使用

痕迹的大量研究在论证古代人群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健康、食物结构、人群关系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0G—"1］。此外，作为牙齿磨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近 "7 年迅速发展的牙齿

微观磨耗研究在研究早期人类食物与健康方面受到日益增多的重视
［"H—"I］。

"771 年以来，在湖北省郧西县境内的黄龙洞遗址先后发现了 I 枚人类牙齿
［"G，"#］。初步

研究发现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切缘磨耗面表面有局部粗糙面，在齿冠咬合面及附近呈现出

许多釉质表面破损、崩裂。我们曾怀疑这些釉质破损反映了当时人类食物质地比较粗糙、或

将牙齿作为工具使用等行为特征
［C7］。为进一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对黄龙洞人类牙

齿的磨耗特点和使用痕迹进行专门的观察，在此基础上分析与当时人类生存方式、生活环

境、行为特征有关的问题。

"! 材料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标本包括 "771—"77F 年在黄龙洞发现的全部 I 枚人类牙齿。本文参照相

关研究
［"，07，"7］，同时结合现有的标本及实验室条件对黄龙洞人类牙齿的咬合面磨耗、齿冠邻

接面磨耗、牙齿釉质破损或崩裂、齿冠及齿根表面各种使用痕迹等进行观察、描述、对比与分

析，同时进行相关的拍摄。具体观察项目及方法如下：

!" #$ 咬合面（ 切缘）磨耗

对咬合面（ 切缘）磨耗的观察包括磨耗面大小、形状、出现部位、磨耗表面质地、磨耗面

均匀分布情况、是否存在特殊磨耗现象，以及磨耗程度与磨耗角度等。对牙齿磨耗分级有多

种方法，本文参照 J+->,［"7］
制订的 G 级磨耗分级标准观察记录了黄龙洞牙齿的磨耗程度。

!" !$ 邻接面磨耗

观察齿冠近中面及远中面磨耗面数量、大小、形状、出现部位、表面质地。如果有两个或

多个磨耗面，观察磨耗面之间是否有接触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并特别注意是否具有齿间邻接

面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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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釉质破损与崩裂

釉质破损与崩裂一般表现为形状不规则的坑凹或片状釉质脱落。#$%%$&’［!(］
将出现在

牙齿表面的等于或大于 () !** 的片状釉质疤痕定义为釉质崩裂。本文作者认为造成这两

种釉质缺损的作用机制相同，只是表现方式有所差别，因此在本文研究中不加以区分。我们

对黄龙洞牙齿釉质破损与崩裂观察时重点记录破损或崩裂面大小、形状、出现部位、表面质

地、与切缘磨耗面的关系。观察时特别注意鉴别区分生前与死后造成的釉质破损 或 崩 裂。

生前形成的痕迹一般在破损面的边缘有一定的磨圆面。

!" %$ 其他使用痕迹

除上述观察项目外，还注意观察牙齿齿冠及齿根不同部位是否存在其他使用痕迹，或其

他牙齿表面特殊痕迹。

在肉眼及放大镜（+ 倍）观测的基础上，使用具有数字照相功能的体视显微镜（,%-*./0
123!(）在不同放大倍率（ 4 5) 6— 4 7(）条件下对牙齿表面特征进行观察、测量及拍摄数字

照片。本文对牙齿方位（ 上、下、近中、远中）的描述均以正常解剖位置为准。

6" 黄龙洞人类牙齿磨耗与使用痕迹观察

#" &$ 上颌右侧中门齿（ ’& ）

有一明显条状磨耗面，占据整个切缘（ 图 !）。磨耗面向舌侧方向倾斜，与牙齿纵轴大约

呈 5(8角。磨耗面中央为一细条带状齿质暴露，四周为釉质磨耗面。切缘磨耗波及齿冠舌

面近中边缘脊及远中边缘脊，在两边缘脊表面形成同样方向的磨耗面，但磨耗程度较轻，无

齿质暴露。此外，在磨耗面表面及其附近可见有大量不规则的条状或片状釉质破损及崩裂

痕迹，主要分布在齿质暴露面的唇侧及与之相邻的齿冠唇面下端靠近切缘处，少量分布在齿

质暴露面的舌侧。在这枚牙齿的齿冠近中面及远中面均未观察到齿间邻接磨耗面。

图 !" 上颌右侧中门齿磨耗及使用痕迹（ 4 9(）

:;<) !" =>’ ?@@?> A’$B $CD &>;..;C<0 @E /..’B ;C&;0@B EB@* F/$C<%@C< G$H’
I：齿冠切缘磨耗观（ JC&;0$% H;’A）；K：齿冠舌侧观（L;C</$% H;’A）；G：齿冠唇面观（L$M;$% H;’A）

"

显微镜下舌面观，磨耗面在齿质暴露面以上的部分为基本平滑的釉质磨耗面，个别地方

（ 如靠近远中角处）可见有局部釉质破损面，但齿质尚未暴露；磨耗面中间部分为一条带状

齿质暴露面。该齿质暴露面明显低于围绕其四周的整个釉质磨耗面，呈沟状，深度不均，表

面有许多地层堆积物胶结附着；齿质暴露面以下靠近切缘部分为一系列凸凹不平的粗糙釉

质磨耗面，边界不整齐，波及齿冠唇面下端。这些粗糙面呈现为许多形状不规则的 釉 质 断

面。唇面观，齿冠唇面下端靠近切缘区域布满了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与切缘磨耗面的同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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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相互连接。这些粗糙釉质断面表现为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的釉质断裂面，局部深达齿

质。其中在齿冠切缘中央及远中角附近有两处较大的釉质断裂面，均暴露齿质，内表面粗糙

不平。此外，在齿冠切缘远中部有一凹陷状缺损。高倍显微镜下，这些釉质破损或断裂面的

边缘大多呈现一定程度的略平滑的磨圆面，提示是生前所为。根据以上观察，这枚牙齿的磨

耗与使用特征表现为两种痕迹：平滑的釉质磨耗面与粗糙的釉质破损或崩裂面。估计前者

是由牙齿之间的相互接触磨耗或牙齿与质地较软的食物接触所致，形成了观察到的平滑釉

质磨耗面。而后者则是牙齿啃咬坚硬物质（ 如骨骼），或作为工具使用造成的。这两种痕迹

集中出现的部位有明显不同，平滑磨耗面分布在偏向上端舌侧部分，而破损及崩裂面集中分

布在切缘顶端及齿冠唇面下端。这样的分布特点提示该个体生前除使用上颌中门齿进行正

常咀嚼外，还用上颌前部牙齿啃咬坚硬物质，造成这些粗糙的釉质断面及釉质片状崩裂。值

得注意的是，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主要分布在靠近切缘的齿冠唇面下端区域。推测这样的

分布特点可能与该个体生前总是按照一定的方向啃咬坚硬物体，或使用上颌中门齿进行前

后方向的动作，如剥离骨骼上附着的肉、或植物根颈外皮等行为有关。

!" #$ 上颌左侧侧门齿（ %# ）

齿冠切缘、齿冠近中面、齿冠远中面都见有磨耗痕迹。在齿冠唇面隐约见有摩擦痕迹或

破损面，在其上方的齿根表面也见有小的破损面。此外，在齿冠切缘唇侧及两侧切缘角可见

有粗糙的釉质破损或崩裂面（ 图 "）。

图 "! 上颌左侧侧门齿磨耗及使用痕迹（ $ "%）

&’() "! *+, -..-+ /,01 023 4+’55’2(6 .7 855,1 9,7- 90-,109 ’24’6.1 71.: ;802(9.2( <0=,
>：切缘磨耗（ 注意切缘唇侧及釉质破损崩裂面）（ ?24’609 =’,/）；@：齿冠唇面破损（A0B’09 =’,/）；

<：齿冠近中面磨耗痕迹（C,6’09 =’,/）；D：齿冠远中面磨耗痕迹（ 注意两个磨耗面及沟）（D’6-09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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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缘磨耗（ 图 #$）：磨耗面占据整个齿冠切缘，略向舌侧面方向倾斜，与牙齿纵轴大约

成 %&’角。舌面观，磨耗面沿切缘水平走向，齿冠近中角和远中角大约同等高度。磨耗面中

央部分齿质已呈条状暴露，明显下凹。围绕齿质暴露面四周的齿冠切缘为细条状釉质磨耗

面，在齿冠切缘唇侧表面可见有一些形状不规则的釉质破损或崩裂。此外，整个切缘远中部

及切缘近中唇侧角表面可见有釉质破损面。显微镜下，暴露的齿质表面质地较均匀，无破损

断裂面或凹凸不平痕迹。位于齿质暴露面舌侧切缘釉质磨耗面为一细条状，表面光滑。而

位于齿质暴露面唇侧的釉质磨耗面的表面有一些形状不规则的釉质破损面。切缘磨耗面在

齿冠近中唇侧切缘角有小的局部釉质破损，在远中边缘脊釉质表面充满了破损痕迹。

齿冠近中面磨耗（ 图 #(）：齿冠近中面有两个齿间邻接磨耗面，磨耗程度均较轻，无齿质

暴露。靠近切缘的磨耗面呈底边靠近切缘的三角形，位于齿冠近中面近舌侧下角处，与齿冠

切缘重合。另一磨耗面占据靠近齿根的整个齿冠近中面上半部，与下方的磨耗面呈角度相

交。显微镜下观察，靠近切缘的磨耗面表面质地较为均匀，为微细的颗粒面，但在与切缘相

交处可见有局部釉质破损。靠近齿根的磨耗面整体较下方磨耗面略低，磨耗面略呈弧形凹

陷，表面充满水平走向的细纹。

齿冠远中面磨耗（ 图 #)）：齿冠远中面也有两个明显的磨耗面，大小接近，深度不一，占

据整个齿冠远中面。肉眼观，磨耗表面较平滑，但似乎有细的条纹。显微镜下，靠近切缘的

磨耗面表面较平滑，仅在局部见有小的粗糙面，但这个磨耗面与齿冠远中切缘角交界区域有

粗糙的坑状釉质崩裂缺失。靠近齿根的磨耗面磨耗程度较重，明显低于靠近切缘的磨耗面。

这个磨耗面表面可见有许多呈前后水平走向的细纹或小沟。在这个磨耗面的下方，有一个

沿前后水平方向分布的凹陷沟。沟的表面质地较均匀。由于沟表面残余的釉质很薄，齿质

已几乎暴露，显露浅黄色。这个沟与有关学者
［!*—!+］

描述的在一些化石及现代人类见到的齿

间邻接面沟非常相似。在显微镜下可见整个齿间磨耗面及其中凹陷面的边缘都有平滑的磨

圆，说明是生前形成的。

唇面或舌面观，人类上颌门齿齿冠呈近切缘部分宽，近齿根部 分 窄 的 梯 形。正 常 情 况

下，只是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靠近切缘的部分与邻接的牙齿接触，并留下齿间邻接磨耗面。

这枚牙齿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都有两个磨耗面，分别位于近中面和远中面的上方和和下方。

而出现在这枚牙齿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靠近齿根部分的磨耗痕迹显然不是牙齿间相互接触

造成的，尤其磨耗表面可间有大致呈水平方向分布的细纹，在齿冠远中面靠近齿根的磨耗面

还有一个凹陷的沟。因而这个磨耗痕迹应该是与外来异物接触所致，可能是该个体生前剔

牙所致。

齿冠唇面破损（ 图 #,）：齿冠唇面有两个轻微的釉质磨耗面，分别位于齿冠唇面的上半

部和下半部。靠近切缘的程度较轻，似为摩擦痕迹，而上半部的痕迹似为破损。下半部的磨

耗面较靠近齿根的破损面大，呈大片状，占据了几乎整个齿冠唇面下半部分。位于上半部的

破损面呈近似梭形的条状，纵行分布，仅占据唇面上半部的中间中部。两个破损或磨耗面表

面均较平滑。显微镜下，每个破损面均由若干个高低不平的小破损面组成。位于唇面下半

部的摩擦面表面有一些大致纵行分布的细纹或划痕。而上半部的破损面表面由若干小的破

损面组成，似为锐利工具切割形成。这些小破损面均呈水平方向排列，表面粗糙，可见有平

行走向的纹路。此外，唇面上半部的破损面表面有一个细条沟状中间断续的釉质破损面，占

据整个破损面的上 # - . 部分，长约 *//。这个破损面较深，已呈现齿质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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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质破损（ 图 "$%&）：釉质破损主要分布在齿冠切缘唇侧中部、切缘远中部及近中唇侧

切缘角，表现为一些形状不规则的釉质凹陷，或一些小的釉质断裂。显微镜下，切缘齿质暴

露面唇侧有一个较大的釉质破损面，占据了切缘唇侧中央的大部分。这个釉质破损面沿切

缘唇侧分布，波及齿冠远中切缘角，使得整个齿冠远中边缘脊与切缘融合部分呈现为粗糙的

釉质凹陷，这个釉质破损面占据了齿冠磨耗面远中边缘脊大约前 ’ ( "。此外，在齿冠切缘近

中唇侧角附近还可见到小的釉质破损面。所有这三处釉质破损面均表现为凸凹不平，形状

不规则，局部可见有片状釉质崩裂痕迹，但尚未造成齿质暴露。这些粗糙的釉质破损面的边

缘与出现在上颌中门齿的釉质破损面一样，在高倍显微镜下略圆钝，提示为生前形成，似为

啃咬坚硬物质所致。

!" !# 上颌左侧犬齿（$）

在齿冠切缘、近中面及远中面都见有磨耗痕迹。此外，在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齿颈区域

各有一处坑状表面破损，波及附近的齿根表面（ 图 )）。

图 )! 上颌左侧犬齿磨耗及使用痕迹（ * ’+）

,-./ )! 012 34431 52678 49 :;;27 <293 =6>->2 974? @:6>.<4>. %6A2
$：切缘磨耗（ B>=-86< A-25）；C：齿冠近中面（D28-6< A-25）；%：齿冠远中面（&-836< A-25）

!

切缘磨耗（ 图 )$）：磨耗面非常明显，占据整个齿冠切缘。由于磨耗已磨蚀部分齿冠，

因而暴露出的磨耗面大致呈半圆形，长约 E??，宽约 +??。齿质大片状暴露，占据整个磨耗

面的大部分，围绕其周边为一圈细条状的釉质。齿质暴露面明显低于周围的釉质磨耗面，使

得整个磨耗面略呈 杯 状。牙 齿 咬 合 面 磨 耗 面 略 向 舌 面 倾 斜，与 齿 冠 纵 轴 成 大 约 EFG角 度。

显微镜下，磨耗面界线整齐，半圆形的弧形周边为条形釉质，围绕着中间的齿质暴露面，半圆

的底部与齿冠舌面相连。围绕齿质暴露面周围的釉质磨耗面非常光滑，仅在唇侧缘及近中

缘各有一处小的破损面，齿质已经暴露。齿质暴露面占据整个磨耗面的主要部分，整体凹陷

明显低于周边的釉质磨耗面。齿质暴露表面也比较平整，无粗糙面。

齿冠近中面磨耗（ 图 )C）：齿冠近中面中部为平滑的磨耗面，从切缘一直延伸到齿颈部。

磨耗面呈周边隆起，中央凹陷状。凹陷表面已经呈现出黄色的齿质暴露。显微镜下，磨耗面

整体平滑，仅近舌侧切缘角处可见有两个小的釉质破损面。磨耗面由若干略呈起伏的磨耗

小面组成，位于中央的下凹区域釉质已经接近磨穿，暴露出小片状的齿质面。其余部分磨耗

较轻，无齿质暴露，但在中部靠近切缘部分的釉质表面可见有许多大致呈纵行分布的细沟状

纹路。

齿冠远中面磨耗（ 图 )%）：齿冠远中面有两个磨耗面，相互连接，成角度相交，近似方形，

从切缘一直延伸到齿颈部，占据几乎整个齿冠远中面。显微镜下观察，两个磨耗面均由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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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呈凹凸分布的小面组成，但整个磨耗面表面比较平滑。靠近齿根的磨耗面略呈沟状下凹，

表面可见水平走向的细纹。此外，这个磨耗面靠近齿颈部的唇侧角处有一不规则形的下凹

侵蚀面，与出现在靠近齿颈处的齿根表面破损（ 见后面描述）相连接。靠近切缘的磨耗面唇

侧可见有三处釉质破损面，破损表面齿质都已暴露。此外，在两个磨耗面交界处靠近齿冠唇

侧面也有一处三角形的釉质破损面，呈凹陷状，底面大部分已有齿质暴露。这枚牙齿齿冠远

中面具有两个磨耗面与前面描述过的上颌左侧侧门齿的情况相似，第二个磨耗痕迹可能也

是剔牙所致。

其他痕迹：这枚牙齿近中面与远中面靠近齿颈附近的齿根表面各有一处表面破损。出

现在齿根近中面靠近齿颈部的表面破损面在显微镜下为略弯曲的纵行条状牙骨质缺失凹

陷，凹陷内面靠近齿颈处还残存有少量洞穴堆积物。齿根远中面的破损面大致呈长方形，沿

齿颈中部平行分布。破损面主要位于齿颈部下方的齿根表面，但紧靠齿颈部的齿冠釉质也

有部分破损。破损面呈下凹状，坑底局部暴露出白色细粉沙状的粗糙面。该粗糙面靠近齿

颈部为一条状地层胶结物。这两处齿根表面破损的边缘都明显的收缩愈合的痕迹，破损底

面呈较均匀的病灶侵蚀状，可能是生前牙齿疾病所致。

!" #$ 上颌左侧第三臼齿（%! ）

齿冠咬合面磨耗：非常微弱，仅在前尖、后尖、原尖及近中边缘脊的表面见有小的釉质磨

耗面，磨耗很轻，均无齿质暴露。在显微镜下，这些磨耗面大致呈水平走向，波及几乎整个咬

合面。但由于磨耗程度较轻，在咬合面沟或缝隙处磨耗面中断。整个磨耗表面平滑，无局部

粗糙面及小的点状釉质暴露。位于齿冠颊侧近中的前尖表面磨耗程度较咬合面其他磨耗区

域略重，釉质下方的黄色齿质隐约可见。

齿冠近中面磨耗：齿冠近中面的齿间邻接磨耗面大致呈细长的椭圆形，位于齿冠近中面

中部靠近切缘，其长轴与齿冠切缘大致平行分布，表面光滑。在显微镜下观察，整个磨耗面

表面质地均匀，无局部破损或粗糙面。但在磨耗面靠近颊侧的 ! # $ 部分表面可见有若干条

大致呈前后水平走向的细纹。

!" &$ 下颌右侧侧门齿（ ’( ）

齿冠切缘及附近有两个差别明显的磨耗面，一个是沿齿冠切缘正中分布的齿质暴露面

及其周边的釉质磨耗与破损面，另一个是位于齿冠唇面与切缘交界处的细条状釉质磨耗面，

两个磨耗面呈角度相交。此外，齿冠舌面上端与切缘交界区域布满了形态不规则的釉质破

损，波及部分切缘及齿冠两侧远端边缘角，尤其在齿冠舌面近中切缘角及唇面的远中角形成

了大片状的釉质破损面（ 图 %）。齿冠近中及远中面均未见有齿间邻接磨耗面。

唇面上端磨耗（ 图 %&）：位于齿冠唇面上端与切缘交界处，呈细条状，自切缘向唇外侧倾

斜，与齿冠纵轴之间的夹角为 ’()。磨耗程度较轻，齿质尚未暴露。显微镜下，该磨耗表面

非常平滑，呈整齐的细条状，与切缘平行，宽约 !* !++，无齿质暴露。在接近两侧切缘角附

近，该磨耗面被分布在这一区域的釉质破损面打断（ 详见以下描述）。根据磨耗面出现位置

紧靠切缘唇侧，与齿冠纵轴呈较小的倾斜角度分析，该个体生前上下门齿呈正常咬合关系，

因而这个磨耗面应该是与上颌牙齿咬合接触所至。

切缘磨耗（ 图 %,）：紧靠上述唇面磨耗面，呈条带状，占据整个齿冠切缘。从唇面或舌

面观察，磨耗面沿切缘近中—远中方向呈倾斜走向，近中侧高，远中侧低。该磨耗面与牙齿

纵轴近乎垂直，无明显向舌侧或唇侧倾斜。磨耗面中央由一个条带状齿质暴露面及围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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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下颌右侧侧门齿磨耗及使用痕迹（ % "&）

’()* $! +,- .//., 0-123 145 6,(77(4)3 /8 9/0-2 2(),. 91.-219 (46(3/2 82/: ;<14)9/4) =1>-
?：齿冠切缘磨耗（ @46(319 -5)-）（ 注意齿质暴露面粗糙）；A：齿冠唇面上端磨耗（B1C(19 >(-0）（ 注意磨耗面平滑，

无齿质暴露）；=：舌面釉质破损与崩裂（B(4)<19 >(-0）

!

周边的釉质磨耗面组成。齿质暴露面表面粗糙，边界不整齐。围绕在齿质暴露面四周的釉

质磨耗面表面也粗糙不平，局部呈现有釉质破损，尤其以舌侧边缘明显，釉质破损面表现为

若干小的坑凹齿质暴露，并与相邻的齿冠舌面釉质破损相连。此外，该磨耗面在远中端与邻

近的齿冠唇侧远中上角处局部破损相融合连接，在舌侧与齿冠舌面上端的釉质破损面相连

接。显微镜下，整个磨耗面粗糙不平。齿质暴露面表面质地呈砂纸状，低于围绕四周的釉质

磨耗面。齿质暴露面唇侧的釉质磨耗面表面可见有高低不平的小破损面，但程度 较 轻 微。

而在齿质暴露面舌侧的釉质磨耗面非常粗糙，布满大片状块状的釉质脱落及崩裂，向下与齿

冠舌面上端的釉质破损面连接。如前述，在这枚牙齿唇面上端观察到的平滑整齐的细条状

倾斜磨耗面应该是与上颌门齿咬合接触，从事正常的咬合功能所致。而出现在切缘正中的

磨耗面，则不大可能为上下牙齿正常接触或咀嚼所致。与唇面的磨耗面相比，切缘的磨耗面

与牙齿纵轴垂直，沿切缘水平分布，磨耗程度重，其四周的釉质磨耗表面还有局部的釉质破

损。这样的磨耗面很可能是该个体生前使用上下颌门齿进行前后方向的剥离动作所致。在

现代人类，前部牙齿主要从事啃咬或切割功能。我们推测，黄龙洞人类使用前部牙齿进行前

后方向动作的原因由几种可能：D）用上颌牙齿配合分离骨骼上附着的肉或筋；"）处理难以

咀嚼的食物；E）或使用前部牙齿作为工具或从事某种非咀嚼性或非饮食性功能所致，如剥

离果皮或植物的根茎，或使用牙齿叼衔绳索类物品。

釉质破损与崩裂（ 图 $=）：主要分布在靠近切缘的齿冠舌面上端及齿冠唇面远中切缘角

区域。齿冠唇面远中角区域的破损面呈上下走向的长条形凹陷，凹陷漏斗状，表面 凸 凹 不

平。此外，在破损面可见有条状及坑状的崩裂面，其表面齿质已暴露。在齿冠舌面上端靠近

切缘区域可见有许多大小不等的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波及近中切缘角。破损表面极为粗

糙，局部似乎呈现有片状釉质崩裂痕迹，并造成齿质暴露。整个破损表面极为粗糙不平，局

部齿质已经暴露。所有这些釉质破损崩裂面边缘都有一定程度的磨耗，说明生前所致。这

枚牙齿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主要出现在靠近切缘的齿冠舌面上端，而不是在靠近切缘的齿

冠唇侧，可能与该个体生前使用前部牙齿从事剧烈的前后方向动作有关。此外，由于经常使

用前部牙齿从事啃咬坚硬物质时会习惯性地按前后方向切割咬合，这样容易造成齿冠舌面

上端靠近切缘处的釉质崩裂。

!" #$ 下颌右侧第二臼齿（%& ）

齿冠咬合面、齿冠近中面及齿冠远中面都可见有明显的磨耗痕迹（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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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冠咬合面磨耗（ 图 #$%&）：整个咬合面为一个大的凹陷磨耗面，略向颊侧倾斜，与牙

齿纵轴之间的角度为 ’()。此外，在齿冠颊面上部与咬合面颊侧边缘交界区域还有一个倾

斜的磨耗面，与咬合面的磨耗面呈角度相交。这两个磨耗面应该是与上颌牙齿咬合接触形

成的。咬合面磨耗已将所有齿尖磨平，沟隙特征消失。咬合面有四个齿质暴露面，一个呈圆

形，位于舌侧后尖位置；另外三个呈梭形，分别位于颊侧的原尖、次尖和次小尖位置。位于次

尖和次小尖的两个齿质暴露区已经连接融合。这 * 个齿质暴露面的形态与龋齿病灶相似。

咬合面颊侧部分磨耗程度较舌侧部分为重。整个咬合面颊侧区域釉质因磨耗而变薄，已经

显露出下面的黄色齿质。此外，在齿冠咬合面原尖近颊侧边缘可见有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孔

洞状釉质破损，其齿质暴露面较上述磨耗齿质暴露面明显为深。显微镜下，咬合面除上述四

个齿质暴露面外，整个磨耗面光滑。出现在咬合面颊侧边缘的洞状破损呈较锐利的漏斗状，

其边缘粗糙，可见有不规则的釉质破损痕迹，局部已经有磨圆痕迹。因而可以认定这个破损

面不是磨耗造成的，似应是生前啃咬坚硬物质所致。咬合面舌面边缘远中部可见一个半圆

形的釉质破损面，破损表面粗糙，但痕迹较新，似为死后形成。

图 #" 下颌右侧第二臼齿磨耗（$：+ !(；&—,： + !-. #）

/01. #" 234 56653 7489: 6; <6749 90135 :4=6>? @6<89 ;96@ AB8>1<6>1 C8D4
$E 齿冠咬合面（F==<B:8< D047）；&E 齿冠颊面（&B==8< D047）；CE 齿冠近中面（G4:08< D047）；,E 齿冠远中面（,0:58< D047）

"

齿冠近中面磨耗（ 图 #C）：齿冠近中面中部靠近咬合面边缘有一半圆形的齿间邻接磨耗

面，与咬合面平行。磨耗面略凹陷，较浅，表面平滑，无齿质暴露。显微镜下，磨耗表面呈细

小的颗粒粗糙面，局部有高低不平的小面，但整体观质地均匀。此外，磨耗面与齿冠交界靠

近颊侧部分有局部釉质破损，呈不规则的片状，尚未波及齿质。

齿冠远中面磨耗（ 图 #,）：齿冠远中面中部有一个大致呈方形的磨耗面。此外，在齿冠

远中边缘与齿冠远中面交界处中部还有一个细条状的磨耗面。该磨耗面呈条状，向远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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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倾斜。两个磨耗面相互连接，呈角度相交，表面均平滑。在两个磨耗面交界处可见有两

个较小的釉质破损痕迹。与出现在齿冠近中面的磨耗痕迹一样，在显微镜下可见磨耗面由

质地均匀的细小颗粒状组成。

!" #$ 下颌左侧第三臼齿（%! ）

在咬合面可见有明显的磨耗痕迹。尽管齿冠近中面的部分釉质脱落，但在残留的齿冠

近中面仍可观察到齿间邻接磨耗面。

咬合面磨耗：咬合面可见有几个独立的片状磨耗面，磨耗程度都较轻微。磨耗面在颊侧

齿尖大致呈水平状；在舌侧齿尖磨耗面向颊侧倾斜。除位于近中舌侧的后尖尚保留部分齿

尖外，其余齿尖几乎磨平。咬合面磨耗在原尖表面靠近中边缘脊处形成一个月牙状的齿质

暴露面，较浅。除此之外，其他磨耗面无齿质暴露。在显微镜下，齿冠釉质表面光滑，无破损

或病变痕迹。下原尖近中部与齿冠边缘脊之间有一个月牙形的齿质暴露面。

齿冠近中面磨耗：齿冠近中面釉质在牙齿出土后脱落，作者在此前曾在其齿冠近中面观

察到明显的齿间磨耗面。尽管目前该牙齿齿冠近中面前半部釉质已脱落，但在残留的釉质

靠近前部仍可见到磨耗痕迹。残留的磨耗面呈一侧边缘为弧形突起的三角形，磨耗程度较

轻，无齿质量暴露。肉眼观察磨耗表面较平滑，在显微镜下磨耗表面可见有质地均匀的小颗

粒面。

$! 分析与讨论

&" ’$ 黄龙洞人类牙齿磨耗与使用痕迹

本文对黄龙洞人类牙齿磨耗与使用痕迹的观察发现：除具有咬合面（ 切缘）及齿间邻接

面磨耗痕迹外，还呈现有许多釉质表面破损、崩裂痕迹。这些痕迹都出现在前部牙齿，应该

是当时人类啃咬比较坚硬的物质所致。其次，黄龙洞人类牙齿的一些磨耗和使用痕迹分布

特点很可能与当时人类的食物构成、获取与加工食物方式，以及行为特点有关，如前部牙齿

釉质破损与崩裂的出现位置、上颌侧门齿唇面釉质破损、上颌前部牙齿齿冠邻接面磨耗特

点、咬合面（ 切缘）磨耗面与牙齿纵轴之间的角度等。

&" ($ 黄龙洞人类牙齿使用痕迹及前部牙齿功能

在 % 枚黄龙洞人类牙齿中，有 & 枚牙齿（ 上颌中门齿、上颌侧门齿、及下颌侧门齿）具有

明显的釉质破损。这些破损表面粗糙，可见有明显的片状釉质脱落或崩裂。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都出现在前部牙齿，并且主要分布在靠近切缘的上颌门齿的唇面

及下颌门齿的舌面，呈大片状釉质破裂脱落，同时切缘齿质暴露面也很粗糙。此外，在黄龙

洞上颌侧门齿齿冠唇面还观察到一些釉质破损，似为锋利工具切割造成的。出现在前部牙

齿切缘磨耗面附近的釉质破损可能是啃咬坚硬物所致。但大量分布在齿冠唇面和舌面的釉

质破损和崩裂不大可能由正常的牙齿接触咬合造成，对此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对史前人类及一些现代土著居民牙齿的研究发现了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牙齿磨耗与使

用痕迹，其中有些与黄龙洞前部牙齿釉质破损与崩裂有相似之处。’()*+, 等
［-］

发现巴基斯

坦新石器时代人类前部牙齿具有两种类型的釉质破损：上颌前部牙齿唇面破损，以及上颌或

下颌门齿舌面破损。’()*+, 等认为造成上颌前部牙齿唇面破损的可能原因包括唇部装饰

（./*0123 415 54(3, 60 4*70/8,）、修 理 石 器（ 9/86(+:123 ,862/ 8664,）、“ 切 割 方 法 ”进 食 肉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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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叼衔工具物品（12’34/(0 $-, +.%$-4/,*, .2 5/$ .& ’
5.6 )2/77）、剥离植物外皮（#47/$$/(0 2,,) .2 5’+5.. 3$’783）等。在这些可能的因素中，所谓

“ 切割方法”食肉是指使用一只手协助上下颌前部牙齿叼衔肉食，另一只手持锋利的工具切

割叼衔在上下颌前 部 牙 齿 之 间 的 肉 食。 这 样 的 动 作 会 在 上 颌 前 部 牙 齿 唇 面 造 成 破 损。

9,2+%),: 等
［!;］

根据对上颌前部牙齿齿冠唇面条纹样痕迹的观察分析，支持这样的行为存在

于尼人。这种习俗在现代澳大利亚土著、因纽特人和布须曼人仍可见到。黄龙洞牙齿表面

破损除上颌侧门齿齿冠唇面为片状缺失和划痕，分布面积较大外，出现在上颌中门齿唇面和

下颌侧门齿舌面的破损面仅仅分布在靠近切缘的区域，表现为片状的釉质崩裂缺失，表面极

为粗糙不平。黄龙洞标本釉质崩裂的位置分别位于靠近切缘的上颌门齿唇面和下颌门齿的

舌面，同时上下颌切缘的磨耗面也比较粗糙，提示除啃咬坚硬物质外，当时人类很可能使用

上下颌前部牙齿进行前后方向剧烈的剥离动作，导致了靠近切缘的齿冠唇面和舌面区域釉

质崩裂缺失。我们推测这样的釉质崩裂可能是啃咬剥离骨头表面附着的肉和韧带的过程

中，与坚硬的骨骼不断碰撞所致。也有可能使用前部牙齿剥离植物根茎或坚果皮、叼衔物品

等。我们推测生活在黄龙洞的人类使用上下颌前部牙齿叼衔食物或其他物品，同时使用工

具切割叼衔的食物或物品。在这一动作过程中，在上颌门齿唇面造成了破损痕迹。

!" #$ 齿间邻接面沟与剔牙行为

有关学者
［!<—!=］

对齿间邻接面沟微观形态的观察显示沟槽表面有许多前后（ 唇舌）方向

分布的纹路，与沟槽的方向一致，从而证实这种沟槽痕迹是人为作用造成的。齿间邻接面沟

在化石人类的最早记录可见于魏敦瑞对周口店直立人牙齿的研究专著
［!>］。此后，齿间邻接

面沟在能人、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等化石人类都发现
［>，!<—!=］。而对齿 间 邻 接 面 沟 在 新 石

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古代居民，以及一些现代人群的出现情况则有更多的描述和研究
［?，!=］。

关于齿间邻接面沟的形成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使用细圆而坚硬的牙签样物从事习惯性剔

牙动作所致
［?，!<—!=］。但也有学者根据一些齿间邻接面沟的位置、方向，以 及 伴 发 龋 齿 等 病

变，提出齿间邻接面沟可能是人类基于治疗目的使用较软的工具造成的
［?，!=］。

在 > 枚黄龙洞人类牙齿中，在 ? 枚牙齿的齿冠近中面或远中面观察到片状或沟槽凹陷

状的磨耗痕迹。其中上颌侧门齿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以及上颌犬齿齿冠远中面都有两个

齿间邻接磨耗面。所有这三对出现在一侧邻接面的两个磨耗面的分布位置都是一个磨耗面

靠近切缘，另一个磨耗面位于齿冠邻接面的上半部，不大可能由相邻牙齿接触造成的，而是

牙齿与外来异物接触所致。在这三个齿冠上半部的磨耗面表面都呈现有沟槽样凹陷，其表

面分布有一些水平走向的细纹。这些表现特点与有关学者表述的剔牙造成的齿间邻接面沟

非常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黄龙洞标本齿间邻接面沟的表现特点与有关文献描述的一些

出现在化石人类及考古时期古代居民的同类痕迹有一些差别。迄今发表的资料显示齿间邻

接面沟多数出现在上颌后部牙齿（ 尤其是臼齿）的齿颈部，而黄龙洞的齿间邻接面沟都在上

颌前部牙齿，出现部位也并不在齿颈部，而是在距齿颈有一定距离的齿冠远中面上部。在前

一部分，我们根据黄龙洞前部牙齿呈现的釉质破损与崩裂位置与形态，推测当时人类可能使

用前部牙齿从事啃咬、剥离骨骼上附着的肉的动作。因而，出现在上颌前部牙齿的齿间邻接

面沟可能是当时人类为缓解塞在前部牙齿之间的肌肉或植物纤维带来的不适，经常进行剔

牙动作造成的。我们注意到上颌犬齿近中面和远中面靠近齿颈附近的齿根表面各有一处病

灶样表面破损。因而出现在这枚牙齿齿冠远中面靠近齿根的第二个磨耗面是否是当时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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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疗目的而采取的动作还不能确定。

!" !# 黄龙洞人类牙齿使用痕迹与食物结构

本文对黄龙洞人类牙齿磨耗及使用痕迹的观察的主要发现是：（$）前部牙齿呈现有明

显的釉质破损和崩裂，位置主要集中在切缘附近的齿冠唇面和舌面；（"）可能是剔牙造成的

上颌前部牙齿齿间邻接面沟；（%）可能是锐利工具造成的上颌侧门齿齿冠唇面破损。在此

之前，有关学者对世界范围的古人类以及近代和现代人类牙齿磨耗与使用痕迹的研究也发

现了类似的前部牙齿使用痕迹，并认为这些痕迹与人类使用前部牙齿从事获取、处理食物、

啃咬坚韧食物等功能有关。张银运
［%$］

根据对安徽巢湖早期智人牙齿的磨耗分析，也提出过

巢湖早期智人前部牙齿重度磨耗与执行非咀嚼性工具功能或啃咬骨头上的筋肉有关。我们

根据对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使用痕迹的分析推测当时人类使用前部牙齿进行啃咬、并可能

从事剥离骨骼上的肉或植物根茎外皮等动作。另外，在黄龙洞前部牙齿还观察到可能是剔

牙造成的齿间邻接面沟。综合这些发现和分析，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些痕迹

与当时人类获取、处理及食用肉食有密切关系，当时人类的食物构成中包含有较多的肉类及

粗纤维类植物。我们在遗址发现的大量破碎动物骨骼、以及在一些动物骨骼上的发现的切

割痕迹也可以为本文观点提供一定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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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研究所张银运研究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曾祥龙教授和王巍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

院何嘉宁副教授就文中涉及的问题与作者多次讨论。裴树文、陈明惠及屈胜明同志参加了

黄龙洞的野外工作。博士研究生李海军承担了一些辅助工作。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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