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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第三
二

臼齿退化在世界范围内各人类群体分布数据的分析表明 二 人类第三 臼齿先夭缺失是

伴随整个人类进化而发生的牙齿退化现象的一部分
。

这一 特征在居住于不同的地理区域的人类

始发的时间及增 加的速率不尽一致
。

结果造成了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异
。

而第三 臼齿阻生则是退

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

但影响第三 臼齿阻生的 因素更为复杂
。

本研究揭示 二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

在中国境内人类群体的分布呈明显的时代连续性特征
,

而蓝 田 人和柳江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则

为这一连续性进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表明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地区连续性

关键词 第三臼齿先夭缺失
,

第三臼齿阻生
,

现代人起源
,

牙齿人类学

引 言

牙齿人类学 的研究表明人类牙齿在整个人类演化过 程中呈现出退化

现象
,

主要 表现为牙齿形 态结构 日趋 简单
、

牙齿 尺 寸缩 小
、

萌 出障碍  
, , , ,

笔
,

 !
。

此外
,

在人类 牙齿演化过程 中
,

某些牙齿极度缩小呈钉形乃至终生不萌 出
,

造成牙齿先天缺失

 ! 。

牙齿先 天缺失可见于上领侧门齿
、

下领 中门齿
、

上领及

下 领第 二 前 臼 齿
、

上 领及下 领 第三 臼 齿等部 位
,

但 以上 下 领第三 臼齿 最 为 常 见
, ‘ , 。

多年来
,

国内外学者对人类第三 臼齿退化

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料
。

对于第三臼齿退化产生 的机制及其在 人

类演化上的意义也进行了探讨 唐文杰
,

侯文学等
,

魏伯源
,

,

一
,

一
,

 
, 。

一般认为
,

第三臼齿退化是人类演化过程 中领

骨和牙齿退化的一个部分
。

但有关这一特征产生的具体机制及其在人类演化
,

尤其是在现

代人类及其各个种族群体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则有着不尽一致的解释
。

从 已发表的文献

看
,

对第三臼齿退化现象的不同认 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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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臼齿退化的产生机制

传统的观点认为
,

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
,

工具的使用和食物结构的改变减弱了咀嚼器

官原有的功能意义
,

进而使得咀嚼肌
、

领骨和牙齿逐渐缩小
、

退化
。

在这一过程中
,

作 为

咀嚼器官的各个部分退化速度不一致
,

轧沮织最快
,

骨骼次之
,

牙齿最慢
。

这种不均衡退

化的结果使得第三 臼齿萌出位置不足
,

造成了第三臼齿阻生
、

缩小和先天缺失 毛燮均
,

李仁等
,

张裕珠
,

 
,

 
, 。

但也有学者

指出第三臼齿先 天缺失常伴有足以容纳第三 臼齿萌出的第二 臼齿后间隙
,

领骨位置不足还

不能构成第三臼齿退化的主要原因 魏伯源
, ,

所 以
,

到 目

前为止第三臼齿退化的产生机制仍不明了
。

第三臼齿退化在现代人类群体形成与演化上的意义

在过去的几 十年中
,

对人类第三臼齿退化的研究显示这一特征的出现率 自新石器时代

以来呈增加趋势并且在世界各人类群体有着不同的分布
。

在此基础上
,

有关学者对第三 臼

齿退化在现代人类各种族群体形成与演化上的意义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
。

我国学者根据属于

直立人阶段的蓝 田猿人下领骨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及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率在包括中国人在 内

的东亚蒙古人种较高的情况
,

认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就已出现于 中

国境 内的人类并在时间上呈现 出连续性分布
。

据此
,

将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列为支持中国古

人连续进化学说的形态学证据之一
,

吴新智
,

 
。

另一方面
,

也

有国外学者认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东亚地区现代人群具有较高的出现率并以东北亚地 区

人群出现率最高
,

说明这一特征 的形成可能是 由于遗传漂变  !  作用所致
, 。

此外
,

还有人认为第三 臼齿退化是人类牙齿演化的一个总体趋势
,

虽然

其出现率在各人群有所差异
,

但其在人类演化 上的意义尚不很清楚
,

不足以据此来论证现

代各种族群体的形成 与演化过程  
, ,

 
。

第三臼齿阻生

作为人 类牙齿 退化现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

第三 臼齿阻生  

在人类学研究上也同样引起 了广泛的注意
。

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三臼齿牙胚在领骨内形

成后不能萌出或萌出后位置不正常
。

由于第三臼齿阻生常常引发冠周炎
、

龋齿
、

间隙感

染
、

骨髓炎及神经性头痛等病症
,

在临床上也被视为一种病理现象 肖忆何等
,

 耿

温琦
, 。

然而
,

关于第三臼齿阻生产生的机制
、

第三臼齿阻生与先天缺失之 间的关

系及第三臼齿 阻生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唐文杰
,

侯 文学
,

。

如多数学者认为第二 臼齿后 间隙位置不足是造成第三臼齿阻生的主要原因
。

第三

臼齿阻生仅出现于近代和现代人类
,

它是人类牙齿退化从有第三臼齿到无第三臼齿的过渡

阶段
。

但也有人提 出第三 臼齿阻生 现象早在南方古 猿阶段就 可能 已经 出现 张裕珠
,

 
。

本文作者认为
,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对第三臼齿退化在世界各人群的出现情况进行了广

泛的研究
,

但对这些 资料数据进行较 为系统的横 向和纵向的对 比及综合分析还不够深人
,

导致了对其产生机制及在人类演化上 的意义的不同看法
。

因而对以往的研究资料进行进一

步的对比分析
,

进而对有关学者的观点重新进行论证无疑对于阐明上述问题具有积极的作

用
。

因此
,

本文拟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族群体第三臼齿退化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有关学

者的观点来探讨第三臼齿退化在现代人群形成 与演化上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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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

用于本文分 析的数据引 自发表于国内外文献上的资料及作者本人观察所得的数据
,

分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和第三臼齿阻生两部分分析讨论
。

按照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牙齿形态

特征观察定义标准
。 , ,

将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和钉形缩小两种情况合并

为一个特征观察记录
。

但在本文引用文献中
,

大多数学者只观察了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的情

况
,

提供的数据没有包括钉形缩小的第三臼齿
。

所以
,

在表 和表 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数

据部分
,

仅 下王 岗和庙 子沟两组数据包含有钉形缩小的情况
。

但实际上根据作者本人及其

他学者的观察钉形缩小在第三臼齿退化中所 占的比例极低
,

所以 由此引起的误差估计不会

太大
。

本研究对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和第三 臼齿阻生的数据统计均采用个体记录法
,

即只要一侧或一 侧以上第 三臼齿出现有先天缺失或阻生
,

这一个体就被列

为先天缺失或阻生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世界各人类群体的分布情况

表 和表 分别列出了发表于国内外文献世界各人类群体及中国境内人类群休第三臼

齿先天缺失的出现情况
。

可以想象
,

由于采用的样本和观察方法的差异
,

不同作者提供的

数据距离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差距
。

但本文作者认为
,

即便如此
,

这些数据仍能反映出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在各人类群体 的基本出现情况和总体变化趋势
。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表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世界各人群的分布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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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上 领

% n

下 领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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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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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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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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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1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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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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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第三 臼齿先 天缺失在中国人的出现情况详见表 2
。

表 2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人的出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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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唐文杰(1963)

张振标(1993)

耿温琦(1992)

王佩瑚等(1984)

侯文学等(198 1)

近代及

现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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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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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上下领
、

左右
、

性别差异

虽然以往研究对于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上下领
、

左右侧及男女之间的表现差异

有所涉及
,

但所得结果不尽一致
。

如 Na
n d a 根据对 20 0 名美 国白人妇女的研究发现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下领高于上领
,

比例为 1
.
4 :l (N an d乓

,

1 9 5
4)

。

T ur ne

r 等则认为

第三臼齿退化以上领为多见 (T ur ne
r et al

.,
1 9 9 1

)

。

关于性别差异
,

有人指出第三臼齿先
天缺失在女性多见 (G a二

。: 。1
. ,

1
%

3 a)

。

而真他一些观察数据显示这一特征在两性之间

的差别并不显著 (李仁等
,

19 8
4)

。

而有关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左右侧之间的差别的报道

尚不多见 (N anda
,

1
95 4)

。

本文作者认为
,

从目前 已发表的的数据来看
,

还难 以证明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存在有 明显的上下领
、

左右和性别差异
。

3. 2 时代变化

60 年代
,

B
r

ot h

we

ll 等 (19 63 ) 在研究第三臼齿先天缺失时就注意到在欧洲人类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出现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
。

在此以前的尼人
、

海德堡人
、

阿特拉人均未见

有第三臼齿缺失现象
。

从新石器时代以后
,

这一特征在欧洲人中已相当普遍
,

出现率已达

10 % 以上
。

在东亚地 区
,

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 早在直立 人阶段的蓝 田人就 已经 出现

(吴汝康
,

1
% 4)

。

从本文提供的数据来看
,

上述现象基本上反映了人类第三臼齿先夭缺失的

时代变化趋势
.
表 l数据显示欧洲新石器时代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率范围已达 8

.
8% 一

20
.
5%

。

而中国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率则高达 27
.
5 % (见表 2)

。

本

文作者认为
, ,

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时期各人类群体第三臼齿的调查表明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代

表了人类牙齿进化的一个共同趋势
。

其时代变化特点是新石器时代以后
,

第三臼齿先天缺

失出现率在各人类群体明显增加
,

同时也呈现出群体间的分化
。

3. 3 群体差异

一般认为
,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近代和现代人群 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种族
、

群体

及地 区间的差别
。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 一特征在蒙古人种具有较高的出现率
,

而在欧

洲
、

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 出现率相当低或极低
。

但实际上
,

第三臼齿先

天缺失在各现代人群 的出现情况变异范 围都很大
。

如根据 G arn 的研究
,

第三臼齿先天缺

失在现代 白种 人的出现率为 7% 一26 % (G a扭
召t al

. ,

1 9 6 2
a

,

1 9 6 2
b)

。

本文提供 的数据显

示 : M 3 先天缺失出现率在现代各人类群体分布范围达 0
.
2% 一47

.
1% 并且在各群体之间

的交叉重叠范围也较大
。

但总体上看
,

以亚洲地区人类出现率最高
,

其次是欧洲裔白人
,

大洋洲居民和非洲人出现率最低
。

在亚洲地 区人群内部
,

以居住在最北部的因纽特人和阿

留申人出现率最高; 其次为中国人
、

日本 人等
,

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递减的趋势
。

最近
,

T ur ne

r
( 1 9 8 7

,

1
99 0) 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族群体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显示 上领第三 臼齿先

天缺失 出现率 (表 3) 的分布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
。

表 3 上领第三臼齿先夭缺失在世界主要人群的分布 (% )

Th
e
fre q
ueney 山stribuh on o f uP pe r thi川 m ol ar ag叨esi sin 山ffe

reo t reg i
o朋 (% )

非洲 人 欧洲人 北亚人 东南亚人 美拉西亚人 澳大利亚人

20
.
9 12石 6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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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人指 出第三 臼齿先天缺 失在 东南亚和大洋洲地 区变异最 大 (B rot hw ej] 以 时
.

,

1 9 63 )

。

然而从本文提供的数据来看
,

这一现象并不 明显
。

3. 4 中国境内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情况

虽然以往的研究都注意到 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地 区人类具有较高的第三臼齿先 天

缺失出现率并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特有的体质特征之一
。

但对这 一特征在中国境内不同时期

各人群的分布及演化规律还缺少深人的研究
。

本文将迄今为止发表
一

于国内外文献上的有关

中国人第三臼齿 先天缺失 的数据收集于表 2
。

早在 60 年代
,

吴汝康在研究蓝 田猿人 卜领

骨时就 发现其双侧的第三臼齿均先 天缺 失并经 X 光透视得到确实
、

( 吴汝康
,

1 9 6 /4)

。

随

后
,

吴汝康也注意到了发现于广西柳江的晚期智人头骨 上领右侧第三日齿 尚未萌出 (吴汝

康
,

1 9
89 )

。

为进一步确认柳 江人头骨第
一
臼 齿的萌出状 态

,

本文作者在北京医科大学 仁1

腔医学院放射科的协助 卜
,

对柳江人头骨进 行了 X 光检查
。

结果证实柳江 人头骨右侧 {
_

领第三 臼齿 先天缺失 (图 1)
。

根据 Br ot hw ell (19 63) 的研究
,

在欧洲发现的海德堡人 卜

领骨两侧均有第三臼齿存在 在 28 例尼人标本所存在的 58
,

颗第三臼齿中
,

没有发现有缺

失现象
。

而在调查的 34 例欧洲旧石器时代 晚期 人类化石中
,

3 9 % 的标本出现 有第三臼齿

先天缺失
。

这表 明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欧洲人类始 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

相 比之下
,

出现于

蓝田猿人下领骨 的双侧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则表明这
一 特征在东亚地区数 十力 年前的直立 人

阶段就开始出现
。

而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柳江人上领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则提示第三臼齿 先

天缺失在亚洲地 区人类的分布具有某种时代 连续性
。

当然
,

由于发现化石数量的限制
,

日

前对蓝田人和柳江人之间较大 的年代范围内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情况还不 了解
,

更无法

提供百分比数据对这一推测予以论证
。

进人新石器时代以后
,

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类群

体第三臼齿步天缺失率迅速增加
。

同时
,

这 一特征在居住在不同地理 区域 的人群上升速率

不尽一致
。

结果造成 了种族群体之间出现率的差异
。

其 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中国境 内

的人类 为代表的东亚人群第三臼 齿先天缺失出现率明显高于欧洲
、

大洋洲及非洲的人类
。

结合蓝 田人和柳江人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的情况及表 2
几

中的其他数据
,

本文作者认为第三 臼

齿先天缺失在中国境 内人类的出现及分布 呈现出不 同于其他地 区的时代连续性特征
:

蓝田人~ 柳 江人
一
, 新石器时代人类

, 青铜 时代人类
,

近代及现代 人类

所有这些表 明: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是伴随着中国 占人类进化而连续存在并标志着东 亚

地区人类牙齿演化趋势的一个形态特征
。

虽然根据颅骨特征的研究
,

自新石器时代人类以来
,

中国人体质特征 明显地呈现出南

北地区性差异并且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和血液成分的研究也证实 丁这种差异 (韩康信
,

潘 其风
,

1 8 8 4 : 王 令 红
,

1 9 8 6 ; 赵 桐 茂 等
,

1 9 8 7 : 张振 标
,

1 9 8 8

,

1 9 8 9

,

刘 武 等
,

1

99
1 )

,

但就包括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内的晰齿形态特征而言
,

目前所研究标本的分布地

域和数量都不够广泛和充分 (刘武
,

1 9 9 5 )

。

还难以证实这样的南北差异
。

为更为直观地展示第三臼 齿先天缺失在世界范围内各人群的时代变化和群体差异
,

本

文作者将世界各人类群体分 为亚洲 (中国 ) 欧洲
、

非洲和大洋洲四个地区类型并根据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在这些人群的平均出现情况
,

绘制了反映这
‘

特征在这些地 区人类出现情

况
、

时代 变化及群体间差异 的分布图 (图 2) 为充分展示 第只臼齿先天缺 失在中国境内

人类的出现情况 并便 于 与其他地 区人群的对 比 衣文完个采川
‘

朴因 人的数 据来代 表亚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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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根据掌握 的部分文献资料
,

将各学者 统计的第三臼齿阻生出现率列于表 4
。

表中的数据显示第三臼齿阻生出现率在各人类群体差异范围较大
。

因此有必要证实出现这

一差异的原因及这样的出现率数据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第三臼齿阻生的实际情况
。

按照一般

的标准 (张光炎
,

19 6 0)

,

第三臼齿阻生分为骨内阻生和软组织内阻生两种情 况
。

骨内阻

生是指第三臼齿牙胚在领骨 内形成后未能萌出
。

软组织内阻生是指第三臼齿已经由领骨中

萌出
,

但齿冠全部或部分仍被软组织覆盖
,

未能完全暴露于 口腔
,

并且位置也不正常
。

表

现为第三臼齿不能达到正常领高度或中轴倾斜
。

在这种情况下又可分为近 中倾斜
、

远中倾

斜
、

颊侧倾斜
、

舌侧倾斜
、

水平阻生
、

垂直阻生等六种类型
。

但实际上
,

各学者很难根据

完全统一的标准来观察记录第三臼齿阻生情况
。

如根据颅骨或下领骨的观察有时不能反映

出软组织内阻生和生前已拔除的阻生智齿
,

而有的学者仅依据肉眼观察而忽略了骨内阻生

的情况
。

此外
,

调查标准不一致也是造成数据差异的原因
。

本文作者认为
,

由于上述原

因
,

到 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调查提供的第三臼齿阻生出现率数据距离这一现象的真实情况

还有较大的差距
。

仅根据这样的数据来论证各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靠的
。

表 4 第三臼齿阻生出现率在世界各人群的分布情况

Frequeneies ofthird m olarim 琳ction in diffe rentPoPulations

组 群
上 领 下 领 上领 + 下领 作 者

% n % n % n

南方古猿阿法种 ST S5 2b 号下领骨

双侧第三甲齿阻生

南方古猿鲍氏种 K N M 一 W T 1 7 4 00 号

头骨左侧第三臼齿阻生

克拉皮纳尼人第三臼齿阻生
中国山顶洞 10 1 号下领骨双侧第三臼齿

呈舌侧位阻生

河南成皋新石器时代

安阳殷墟

G ibso n eral
.
(1993)

W olPo fT( l979)

本文作者

10
.
0 10 周大成(1959)

’

6 7 9 0 毛燮均 颜阎(1959)

美国白人

美国白人

美国白人

美国白人

美国黑人

芬兰人

南非黑 人十白人

17
.
5

3
.
5

15
.
2

30
.
0

7
.
6

10
.
0

l卜 30

1192

888

433

5600

3745

4 063

1895

D achiet aL(196 1)

转引自耿温琦(1992)

转引自耿温琦(1992)

转引自耿温琦(1992)

转引自耿温琦(1992)

转引自耿温琦(1992)

转引自耿温琦(1992)

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 327

3 10

159

302

l00()
10 17

1738

276

694

李仁等(1984)
62
.
8 100 0 耿温琦(199 2)

唐文杰(196 3)

舒先涛 张纯清(1983)

朱声荣 王秀丽(1990)

侯文学等(19 81)

蒋长椿等(19 64 )

郝义身(195 9)

肖忆河等(r9 88)

王佩瑚 李洪涛(19 84)

孙永清 刁学操(19 82)

06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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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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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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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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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布的广泛性和时间 上的连续性 : 根据本文提供的资料
,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 直

立人阶段的蓝 田人和晚期智人阶段的柳江 人均有出现 ; 而山顶洞人 10 1 号 F领骨又呈现 出

第三臼齿阻生迹象
。

此外
,

本文第二作者发现
,

金牛山人头骨双侧上领第三臼齿 与同侧 的

第一和第二臼齿相 比
,

明显缩小 (图 3) 从时间序列上看
,

这些特征 的分布跨越了距 今

儿十万年的 直立 人到距今数万年的晚期智 人
、

(2 ) 退化特征 的具体表现 似乎无规律
:
第 三臼齿退化在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有缺失

、

阻生和缩小三种情况
。

但 目前还看不出出现的规律性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

6
M

3 退化在现代人类种族群体形成 与演化上 的意 义

近年
,

在有关亚洲蒙古人种起源与演化的研究领域出现 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学说
。

美国

学 者 T u m er 根据对不同时期亚洲地 区各人类群体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提 出
: 亚洲地区 人

类牙 齿形态特征可以分 为两 种类 型
: 粪他型牙 fsundad

o nt y ) 和 中国型牙 (S in o do nt y)

并 由此代表着两个大的人类群体系统
。

前者包括 东南亚地区各 人类群体及 日本的绳文人和

阿伊努人 而 以安阳殷墟 为代表的亚洲东北部人 类则具有中国型的牙齿特征 T ur n
er 认

为这两种牙 齿形态特征类型的差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
。

龚他型牙齿特征首先在早

期东南亚人类 中形成
,

然后向周围扩散 通过亚洲大陆向北扩展 并逐渐特化形成了具有 中

国型牙齿 特征 的东北 亚 人类 这 一学说 被称 之为
“

现代人起源 的翼他型 牙齿 特征假 说

(5 Llzld ad o , I t d
e n t a l h y P

o t h
e s

is fo
r a n a t o xn l e a

l l y m
o d

e r n
1
1 u

m
a n o r

i g i l
l s

)

”
’

(
T

u
r n e r

,

1 9 8 7

,

! 9 9 0 )

。

按照这 一 学说
,

包括现 代中国人在内的亚洲地区现代人类都起源于具有粪他型牙

齿特征 的早期东南亚人类 而 另 一方面
,

早在半个多世纪 以前
,

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

石时就指出有一 系列特征表明北京猿人与现代华北人在形态 」
_
几有连续性

。

魏敦瑞认为这些

特 征
一

旱在 北 京 猿 人 时 期 就 已 出 现
,

经 过 漫 长 的 更 新 世 一 直 延 续 到 现 代 中 国 人

(W ei de nr ei ch 飞9 37; 194 3 ) 有 关学者对后来在我国境内发现的 人类化石研究后 又补充 和

阐述
一

了能反映这一现象的若 干重要性状
、

进 一步 沦证并提 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 说

(吴新智
、

张银运
,

1 9 7 8 : 吴新 智
,

2 9 6 1 了q 8 9 : 董兴仁
,

1 9 8 9 :

W

o 一po ff et a l
.,

1 9 8 4 ) 这

一学说强调中国的早期智凡 啤期智 人 直至现代 人
‘

是当地的直
一

立人经过原地区进化并吸收

了外来基因演变的产物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上两种学说均以第 一 臼 齿退化 (主要是指第三臼齿先天缺失 ) 作 为

论证及支持其观点的重要形态学证据之 ‘肠
:n。

,

】9 90 ; w
u R uk an

g
,

1 9 8 6)

。 ‘

Tu

f

ne

r 的

观察数据显示 M ’退化多见于具有 si
nod()nt、 才齿特征的东北 业人类 (32

,

4
% 一47

.
6‘% )

,

而在具有 S
und斑ont y 的东南亚人类 出现率较低 (】6

.
3 % 一20

.
9% )

。

他 对此解释为这是

S琴n da do nt y 保留早期原始特征的例证
,

同时 也表明这一牙齿形态特征在 Sin odont y 的高

薰i鬓11羁黔憋)薰〕:)::嚣棘{靛
人类在这 一地区 演化的连续性 从本文提供的数据及分析结果来看

, 尸

仁存在 中国境内的古

人类从距今儿 1
,

万年前的蓝 田猿人 和数 力 年前的柳 门 人都出现有第
一 :

卜
一

l 齿先天缺失 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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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柳江人的年代都早于 T ur ne
r提 出的 5 uLnd ad o nt y 可能形成的最早年代 30 00 0一40 0() O

年 加之
,

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境内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时代变化
。

所有这些都似 乎

难以 用 T u ,二er 的学说解释 反 之
,

如前所述
,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境内人类 的表现

特点 与中国占人类连续进化学说更为接近
。

根据以 上分析
,

本文作者认为第三臼齿退化是发生于全人类各群体的共同特征
,

代表

着人类牙齿演化 的一种趋势
。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
,

这一特征在不同的地区和种族群体

的出现时间和发展速度相差较大 所以通过对第三臼齿退化的研究可 以反映出人类演化过

程的
一

个侧面 其重要意义尤其在于可 以揭示 出现代人类 各种族群体的形成及演化过程
。

本文研究结果显刁、: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人类呈现时问 L 的连续

性分布
,

并且其 出现率 自新石器时代以后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人群 这表明东亚地区的蒙

占人种在起源 与演化 上的连续性
。

同时再次 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连续进化
’

学说提供 f 形

态学 }
一

的证据
。

7 结 束 语

本义通过对第 二臼齿退化在世界范围内各人类群体分布情况的分析
,

讨论
一

r 第三〔!齿

先天缺失的种族地区分布特点和时代特征
。

本文分析所揭示出的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现象在
,

}

,

[tl 境内人类群体所具有的时代连续性特点使我们加深了对中国占人类连续进化学说的理

解 也使我们进一步认 识到 了第 气臼齿先
「

天缺失在现代人起源 与演化 仁的重要意义
。

同

时
,

本义对第三 臼齿阻生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虽然 目前对这一现象还难以提供较为明确

的解释
,

但作者认为第三臼齿阻生是第三臼齿退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

两者之间的关系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必须指出
,

本文研究只涉及到第三臼齿退化的一个侧 面 许多研究 已经

证明
,

人类第三 臼齿退化并不是 一 个孤立的现象
。

它的发生与其他牙齿及擎个咀嚼器官的

进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对这些器官的生长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

了仁目第只臼齿退化也

是受 遗传基因控制 的 (唐 文杰
,

1
9 6 3

; 侯 文学等
,

1 9 81
; 魏 伯源

·

19
8 8; G

“、
m “ (ll 一

!9 6 1 ; 1 9 6 2
a

,

b
: 1 9

6 3 b

,

1 9 6 4 ; K
e e n e

,

1 9 6 4 ; R i

c

h
a r

d

s o n
,

1 9 8 9 ) 然而
,

由 I
几
j听有这些

的详细机制仍未 阐明
.
我们对于第三臼齿退化的认识难免会有一定的局限 进一步从第

_
一

气

臼 街退化产生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对本研究的结论将会提供更为 可

靠的沦证
J

本研究为国家 自然科学墓金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一

与占人类研究所所 长基金资助项

「}
。

木研究 X 光片拍摄得到北京医科大学 IJ 腔医学院放射科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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