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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 了陕西 陇县 出土的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数据对比和统计分析显示 与华

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相 比
,

陇县人类牙齿形态特征除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的共同特点外
,

与现代华

北人 更为接近
。

作者认为在近一万年内华北地 区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经历了某种规律性的演化过

程
,

其表现特点是朝向现代华北人的方 向转变
。

这一过程反映了东北亚地区 人类在这一特定时

间内体质特征的微观演化趋势
。

关键词 牙齿人类学
,

牙齿形态特征
,

现代人起源
,

陕西陇县

引 言

日益增多 的研究结果显示 人类牙齿特征 包括测量特征
、

形态特征及微观结构特征

具有明显 的种族
、

群体及地 区之 间的差异
, , ,

, 。

而这些特征的表现特点及差异的形成 与现今生存在地球上 的各种

族人群的起源与演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

有些特征的出现及变化甚至可 以追溯到距今数

万年前 的直立人阶段
, , ,

刘武
, 。

在过去的 七

十年里
,

人类学家对世界各种族群体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揭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

及表现特点在不 同的群体间呈现不同的分布
,

其中有些牙齿形态特征的群体表现特点具有

某种时代变化规律
。

据此
,

一些学者提 出了关于现代人起源 与演化 其中包括蒙古人种及

现代中国人 的不同学说
, , , , 。

伴随着这

些研究的深人
,

体质人类学的一 个分 支领域 —牙齿人类学 得到

了迅猛的发展并且在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 中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

在过去的几年中
,

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对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

特征进行了观察研究并 与亚洲地 区各人群牙齿特征数据进行 了对比分析 刘武
,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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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

朱乱
,

刘武
,

曾祥龙
,

张振标
, 。

同时对在 中国境内发现的部分

早期人类牙齿化石进行了观察研究
。

其中一个较为重要发现就是包括铲形 门齿在内的一些

在蒙古人种出现率较高的牙齿形态特征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此后人类

发展的各阶段
。

这些发现对国外学者提出的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学说产生了疑

问
,

而对中国学者倡导的
“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
”

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
。

然而
,

到 目

前为止
,

我们对中国境内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理区域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特点

还缺乏一个整体的了解
,

掌握的资料还只限于少数几个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群的数据
。

仅仅

根据这些数据来论证现代中国人的形成
、

演化及与周边地 区人类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

基

于这一原因
,

本文 目的是通过研究陕西陇县 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为今后在较大时间

和空 间范围内对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的综合分析积累数据
。

同时
,

通过对这批牙齿

标本的观察研究也可以就一些牙齿形态特征在这一时期人类 的表现特点
、

与其他人群的关

系及不同的牙齿形态特征在群体亲缘关系研究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所用标本材料

用于本文观察研究的牙齿材料采 自陕西省陇县城关乡店子村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颅骨

及牙齿标本
,

共代表 例个体
。

其中部分墓葬的年代属于汉代及唐代
。

用于对 比分析的

牙齿形态特征数据代表着亚洲地 区 个人类群体
。

其中中国的下 王 岗及庙子沟新石器时

代人类 牙 齿形 态特 征 由本 文第一 作 者亲 自参 与 观 察记 录 刘 武
,

刘 武
、

朱 乱
,

,

其余人群的背景资料详见有关文献 刘武
, , 。

牙齿形态特征的观察记录

牙齿形态特征 的观察记录及对 比分析标准采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学系

等建 立 的
“

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 牙齿人类学 系 统
·

” , 。

牙齿形态特征 出现率 的统计记录采用
“

个体记

录法
, , 。

本文对其中的 项

牙齿形态特征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对比分析
。

统计分析方法

根据观察记录
,

计算出 项牙齿形态特征在陇县人群的出现率
。

在此基础上
,

采用

由非测量性状 的出现率计算群体间生物距离的公式
,

,

计算出陇县及参加本文分 析 的亚洲地 区各人类群体之 间的

距离系数 然后
,

根据 项牙齿形态特征在 个亚洲地区人群

的出现率进行 因子分 析
。

通过对 比分析各变量 的因子负荷来探讨各牙齿

特征在群体关系研究中的作用
,

同时借助因子得分的两维坐标分布图研究各人群之间的亲

缘关系
。

最后
,

根据 系数进行聚类分析并绘制 出反映陇县人群与亚洲地区各人类

群体之 间关系的树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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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分 析

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表 列出了 项牙齿形态特征 的出现率在 陇县人群 的分布情 况
。

与已发表的华北新

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石侧牧据及国外学者观察统计的亚洲地区各人群牙齿形态特征资料

相 比较
,

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表现具有以下特点

表 项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亚洲地区 人类群体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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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点

总体上看
,

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与包括华北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

及现代华北人在 内的亚洲东北部人类非常接近
。

这一现象在 仁领中央门齿扭转
、

铲形 卜领

中央门齿
、

双铲形上领中央门齿
、

领侧门 齿中断沟
、

上领第一 臼齿釉质延伸
、

上倾第三

臼齿退化
、

型下领第二 臼齿
、

四 尖 型下领第二臼齿
、

下领第一 臼齿转 向皱纹
、

下领第

一臼齿远 中三角峙
、

下颇第一前臼齿 氏根
、

三根下领第一 臼齿等特征表现得尤为明

显
。

按照 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 的意见
, , ,

居住在这一地

区的人类属于具有 牙齿特征的典 型蒙古人种
。

而 本文提供的数据无疑进一步证

实亚洲地区现代人种族特征早在新石器时代 以前就 已经形成
。

地区差异

在过去的两年里
,

对内蒙察右前旗庙子 沟和河南浙川下 王 岗两处遗址 出土的华北新石

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观察研究显示这两批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大 多数牙齿形态特

征的出现率上与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东北亚人类相近
,

而与各东南亚人群差别较大
。

同时

也发现有少数牙 齿形态特征的 出现率呈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

作者 当时认为可能与庙子沟样

本例数较少或下 王 岗人群所具有 的华南人类体质特征有关 刘武等
,

刘武
, 。

从本文结果来看
,

下王 岗
、

庙子沟和陇县三个样本在与具有 牙齿特征的各东北

亚人群在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上的相近程度仍具有一定的差别
。

总的来看
,

庙子沟和陇县

似乎拥有 更为显著的 牙齿特征
。

而下 王 岗在个别牙齿特征上呈现与东南亚人

类接近 的趋 势
。

张振标等在研究下王 岗新 石器时代人类颅骨特征时就发现
“

与其他新石器

时代居民的体征相 比
,

下 王 岗新石器组 与黄河下游新石器组居民的体征较相似
,

他们都具

有一些类似南亚类型 的人种特征 张振标等
, 。 ”

本文作者认为下 王 岗地点位于长江

北岸的丹江流域
,

从地理位置 看
,

受到南部人群基因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较大
。

而从颅骨

和牙齿特征所反 映出的南亚人类特点则提示 这一 人群 与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特征的华北人类

有一定程度的差别
。

本文研究 的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则表现出更多的华北人群

特点
,

表明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人类的牙齿特征 自新石器时代 以后 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 区

性差别
。

但 由于 二述地点的时间间隔跨越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的数千年时间
,

在此期间人

类牙齿形态特征 的微观演化规律还不清楚
,

所以这种差异的涵义 目前还难 以确定
。

时代变化

国外学者在研究亚洲地区不 同时期人类群体牙齿形态特征时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近一

万年内亚洲地区 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时代 变化
。

卜要表现在一些牙齿特

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特点随时问的推移 日趋 向典型的东北亚地 区蒙古人种接近
,

这一趋势尤

其在北亚地区 为明显
。

如 的研究显示铲形 门齿
、

双铲形 门齿
、

单根型上领第一前

臼齿
、

上领臼齿釉质延伸等形态特征在亚洲地区现代人群的出现率或表现程度大多高于 时

代较早的人类
。

本文结果显示 与下王 岗
、

庙子沟两批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相比

较
,

陇县人群在个别牙齿形态特征 上也呈现 出类似的表现特点
。

如上领第三臼齿退化出现

率为
,

大大高于 华北新石 器时代人类第三 臼 齿的出现率
。

作者 对人类第三

臼齿退化现象的研究
,

也表明这一特征的出现率 自新石器时代 以来在世界 范围内各人群均

呈增加趋势
,

并且尤其以包括 中国人在 内的亚洲地区蒙古人种为明显
,

造成 了第三臼齿退

化在蒙古人种高频率分布的现象
。

同时
,

这些结果也证实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在从新石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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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到近代及现代的数千年期间仍然经历着一定程度的规律性 变化
。

系数

根据牙 齿形态特征 的 出现率计算 的反 映人群之 间生物距离 的 题离系数 表

显示陇县战国时代人类 与 下王 岗
、

庙子沟
、

西伯利亚
、

阿穆尔河
、

贝加尔湖
、

华 卜

蒙古
、

口本等东北亚人群具有较小的距离系数
,

而与各东南亚人群生物距离较远
。

这一结

果表明陇县战国时代人类 与古代华北居 民具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

同时
,

值得注意的是香

港
、

华南
、

史前台湾三个人群与包括陇县在 内的一些东北亚组群具有较近 的生物距离
。

作

者认为这三个组群所代表的人类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人群混杂或基因交流
,

因此
,

在生物

距离系数上反映 出某种居中或不稳定状态
。

因子分析

为具体分析各牙齿特征在研究群体差异 与亲缘关系上的作用并进一步展示陇县人群 与

表 因子分析结果 一

因

特征值 一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详

石

夕

卜颁中央门齿扭转

铲 彤 飞领
, ,

央门齿

双铲形 几颂中央门齿

卜领侧门街中断沟
几领侧门齿齿结 、乍

几颂犬去近中峪
几领犬齿远中副峙

卜颂第二 臼齿次尖

卜领第
一

臼 齿第 五尖

卜领第 一 山 卜氏尖
几领第二 臼齿前副尖
几领第 们 去牙釉质延伸

单根 卜须第
一

前臼 齿

二根 卜领第二臼 齿
几领第 二臼山退化

卜领第一 前 去舌侧多尖

型 卜领第二 臼 齿

六尖型 颂第一 去

四尖型 卜颂第二 臼去

’颂第一 臼齿转向皱纹

卜颁第 臼 齿远中三角峙

卜领第一 臼齿原副尖

卜领第
一

〔齿第 七尖

卜领第 一 前臼 齿 氏根

双根型 卜领犬 齿

二根 卜颂第 一 臼 齿

单根型 卜领第二臼 齿

前臼 齿牙瘤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因 负载荷矩阵

一

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名 一

一 石 一 沸

一

一

一 一 一 涛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刀

一

一

一

一

一 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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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亚洲地 区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 关系
,

本文采用 因子分析 以 方法对 个

人群的 项牙齿特征数据进行了处理
。

因子分析是在 多变量 指标 数据情况下
,

研究

各指标与各指标间的关系
,

寻找出支配多个指标间相互关系 的少数儿个公共因子
,

在不损

失或很少损失原有信息的前提下
,

将原来多个彼此相关的指标转换为新的少数儿个 最多

等于原指标个数 彼此独立的综合指标 因子 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第一因子代表总变

量信息的最大部分
,

第二因子次之
,

第三 因子更次之
,

如此类推
。

表 列 出的是对应于前

个 因子 的特 征值
、

贡 献率
、

累 积贡 献率及 因子载荷矩
。

前 个 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
,

说明这 个因子就可以代表 个变量所具有的大部分信息量
。

具体分析各变量

的因子载荷情况就可以了解各变量在不同因子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

进而选择出有利于群体

差异分析的牙齿形态特征
。

由于第一因子代表 了全部因子变量信息最大的部分
,

所以
,

通

过分析对应于这一因子的变量载荷可以基本反映出各牙齿形态特征在群体差异研究 中作用

大小的顺序
。

表 数据显示 对应于第一 因子 的前 个具有最大载荷的变量依次是铲形

上领中央门齿
、

三根下领第一臼齿
、

下领第一臼齿转 向皱纹
、

下领第一臼齿远 中三角岭
、

双铲形上领 中央门齿
、

上领第一臼齿牙釉质延伸
、

下领第一前臼齿 氏根
、

下领第一

臼齿原副尖
、

上领中央门齿扭转
、

上领侧门齿中断沟
。

本文作者在对比分析亚洲地区各人

类群体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数据时也发现这些特征的出现率在各群体间差别显著
,

这说明

这 个牙齿形态特征对于研究人类种族群体之 间的差异 及亲缘关系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

义
。

根据各因子 的载荷计算了各群体的因子得分
,

进而绘制 了第一和第二 因子得分在各人

群的两维分布 图 图
。

参加本文分析的各组群按 自然地理分布分别聚集在图的左右两

侧
。

各东南亚人群集中分布在 图的左上部
,

而包括陇县在 内的各东北亚人群则散布在 图的

右侧
。

在这些人群 中
,

陇县与华 卜蒙古组最 为接近
。

庙庙 ,气沟沟

早期东南亚亚
一一 卜 盏

东东马来 泰国 钡 加尔湖湖

早早期马来

二
现代东南亚亚

绳绳文 香港 二 华南南
。。 华北一蒙古 · 陇县县

史史前台湾

二
日本本

西伯利亚亚

阿穆尔河河

第一 因子

图 第一 因子和第二 因子得分在 个亚洲地 区人群的两 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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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 图 图 与图 因子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

显示参加本文分析的 个组

群按照牙齿形 态特征 出现率 及 距 离系数的综合分 析 可 以 分 为两 大类群
。

史前 台

湾
、

早期及近代东南亚
、

泰国
、

早期及近代马来
、

绳文 个组群位于 图 上半部
,

构成一

个大的类群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群则包括东北亚地 区的各人类群体
。

在这一大类群中又

包含有两个次级分支
,

其中陇县
、

下王 岗
、

庙子沟三个组群 聚合在一起
,

其余的组群聚合

成另一类群
。

史前台湾
现代东南亚
泰 国
早期东南亚
早期马来
东马来

文县绳陇

下王岗
庙子沟
日 本
香 港
华 南
华北

一

蒙古
贝力目尔湖

洲白禾哑
阿穆尔河

图 根据 系数进行聚类分析绘制的陇县与亚洲其他人群之间关系的树状图

认

讨 论 与 结 论

一般认为
,

居住在亚洲地 区的蒙古人种按照 自然地理分布和体质特征的差别可 以分 为

北亚
、

东亚
、

北极
、

南亚等类型 近年来
,

许多学者趋 向干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类分 为

东北亚和东南亚 两大类型
,

其中北部类型具 有较为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
。

从牙齿形态特征

上 看
,

即 东 北 亚 的 和 东南 亚 的 两 种 类 型
,

, , , , 。

华南地 区 则可 能 为这 两种类 型 的分

界区域并具有更多的南部类型特征
。

本文研究表明大多数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
、

生物距离

系数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结果均显示陇县战国时代人类与具有典型蒙古 人种特征的现代

华北人关系最为密切
。

对中国现代人颅骨特征和活体测量的综合研究也将陕西地 区的人类

划分为北部类型 张振标
,

刘武等
, 。

发现于陕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主要有半坡
、

宝鸡
、

华县和横阵 组材料
。

这

些地点都属于黄河中游地 区仰韶文化
。

对这 组新 石器时代人类颅骨特征的研究表明
“

在

种属的接近关系上
,

它们总地显示 出与蒙 占人种的现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 比较接近

的趋势
。

同时
,

这四个组之 间彼此接近的程度又 明显大于它们同东南亚或北亚类型之 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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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程度
,

表明它们有基本相 同的体质特征
”

韩康信
,

潘其风
, 。

发现于河南浙川

下 王 岗的新 石 器时代 人类 颅 骨 同样呈 现 一些 南亚 蒙古人 种 的特 征 张振标
,

陈德珍
,

。

根据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人类颅骨特征研究结果 的综合分析
,

有关学者

韩康信
,

潘其风
,

提 出
“

进人新石器 时代和早期历史时期
,

古代人 的体质发展达到

同区域现代人种 的水平
,

黄河流域一些地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骸一般地接近东亚

或 南亚 人种
,

青铜时代居 民接近东亚人种
,

与现代华北人有相 当明显的关系
” 。

所有这些

研究 和分析表 明居住在 我 国境 内 尤其是北方地 区 的人类群体的体质特征从新石器时

代
、

青铜时代
、

近代一直到现代各阶段都在经历着某种程度 的变化
,

这种演变似乎是朝向

现代华北人的方 向转变
。

对我 国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对 比研究也在一定

程度上支持这一观点
。

如上领第三臼齿退化和四尖型下领第二臼齿的出现率在下王 岗新石

器时代人类分别 为 和
,

与具有 牙齿特征的东南 亚人类接近
,

而

陇县战国 时代人类这两个特征的出现率则完全落入具有 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类

的范 围 表
。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
,

基本可以 确认居住在 黄河流域的古代居 民在过去 的

数千年内经历了体质特征的明显变化
。

在新石器时代
,

无论在颅骨特征或牙齿特征上
,

他

们都呈现出一些南亚蒙古人种 的特点
。

进人 青铜时代以后
,

这些黄河流域古代居民的体质

特征 益趋 句现代华北人的特点转变
,

并逐渐丧失了曾经具有的南亚人体质特征
。

表 上领第三 臼齿退化和四尖型下领第二臼齿的出现率

卜颁第三 臼 齿退化 四尖型 下领第二 臼 齿

卜 岗

陇 县

平均丫自
。 ‘

砰均值

。么

】 刀

包括魏敦瑞在内的许多中外学者都强调 中国旧石器时代
、

新石器时代直至现代人类在

体质特征 几的继 承发展 关系
。

他们通过对比一系列的颅骨和牙齿特征指出这一继承关系可

以追 溯到北 京 人
、

蓝 田 人在内的直立人并 由此证 明了 中国境 内的人类一脉相承 的连续演

化
, ,

刘武
, 。

然 打
,

,

吴 汝康
,

吴 新智
, ,

董兴仁
,

也有一些 国外学者提出了 与此 不 同的东亚地 区 人类演化模式
。

他们

认为东 南亚是整个亚 洲和 太平洋地 区现代人类起 源 与演化 的 中心
。

在 旧石 器时代晚期以

后
,

这 一地 区 的人类 向周 围扩散
,

进而形成 了今天 居住在这一广 阔区域的现代人类 因

此
,

如何理解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具 有的南亚人类体质特征对于 阐明包括中国人在

内的亚洲地 区 人类的演化过程 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美国学者 在研究亚 洲及太平洋地 区 人类牙齿形态特征时发现
,

一些使牙齿体

积
、

质量及表面 复杂程度增加 的牙齿形态特征在东北亚人类 出现率较高
,

如铲形门齿
、

双

铲形 门齿
、

三根 型 卜领第一 臼齿等
。

而 四尖型下领第二 臼齿多见于东南亚人类
。

由此
,

提 出 牙齿形态特征表现 为原始
、

简单
,

而 则复杂
、

特化
。

他认 为 牙 齿形态特征形成于 旧 石 器 时代晚期 的东南亚人类
,

然后 向周 围扩

散
。

在通过亚洲大陆 内陆 向北扩散 的过程 中
,

由于 环境因素造成 的选择或基 因飘变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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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逐渐特化形成了具有 牙齿特 征的东北亚人类
。

而韩康信等则提 出中国黄河

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具有的南亚人类体质特征可能与 当时这一地区与东南亚相近的温暖

气候有关
,

或这些 与南亚人类相似的体质特征实际 上是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向近代和现

代华北 人转变过程 中残留的原始特征 韩康信
,

潘其风
, 。

本研究显示在近 万年

内
,

华北地 区人类牙齿形态特 征经历了规律性 的微观演化过程
,

其方 向是朝着现代华北

人
,

或东北亚地 区典型蒙 占人种转变
。

国 内其他学 者对颅骨特征 的研究也 支持这一结论

王令红
, 。

虽然本研究还不能揭示导致这种转变的促发因素
,

但作者认为现代华北

人与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这一地 区人类在特定的时间内的微观

演化过程
。

目前还缺乏支持东 南亚人类向北扩散并形成东北 亚地 区蒙古人种的直接证据
。

本文为国家 白然科 学基金及 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所 长基金资助项

目
。

颅骨及牙齿标本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杨亚长
、

田亚歧提供
,

作者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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