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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泉青铜时代人类骨骼的病理鉴定

郑 晓
4北京大学人 口研究所

,

瑛
北京 5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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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人骨进行了 : 一

光病理鉴定
,
结果表明

,

我国

早在距今 5 5 。年前
,

就有骨包虫病和骨肿瘤病发生的可能
。

骨质疏松的发病年龄普遍低于现

代人
。
同时发现

,

该地区古代居民氟骨症较严重
。

这可能与当地古环境有关
。

牙齿胚胎发育

疾病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以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上检查和认定病理材料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

也是探索

某些现代疾病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方法
。

从这些材料上
,

可能找到某些现代疾病在历史上

的流行
、

分布规律以及疾病对古代居民健康和生活的影响
,

并能从中了解到当时的生态环

境
。

根据对考古材料的研究
,

其中有很多疾病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史前年代
,

如骨髓炎
,

肿

瘤
、

龋齿和齿槽脓肿等在几百万年前的化石材料上便有发现 4;<
# => ? ( ≅

,  6 8
。

这些病

理资料对比较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

食性和生活方式
、

体质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

以及生活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很有帮助
。

本文利用从甘肃酒泉千骨崖墓地发掘的一批公元前 6 5一 Α 。。 年间的墓葬的人类

骨骼
,

通过肉眼观察和 & 一

光诊断对古居民骨骼健康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

一
、

头 骨 病 变

第 ! 号墓
,

女性
,

成年
。

从仅保留的部分头盖骨可以看到
,

右侧顶骨有 !
%

7 :
%

6 平

方厘米不规则缺损区
。

以颅内面观察
,

颅内板有一 Β : Β
%

6 平方厘米不规则破损区
,

但周

缘未达到颅外板
,

隐见血管压迹
。

边缘未见增厚骨质
。 & 一

线病理表现
Χ
顶骨显示大面积

如地图状的骨缺损
,

缺损边缘相当锐利
,

内外板受 累程度不同
,

而出现倾斜性边缘
。

骨质

破坏的周围很少有骨硬化现象
,

系纯溶骨性病灶
。

根据上述表现
,

可考虑以下几种疾病发生的可能
Χ

4∃8 多发性黄色瘤 4,
Δ ≅ Ε

一
1 (>让∃∃( < 一Φ >< ΓΗ =ΓΔ ≅ 氏病 8

,

有人认为
,

该病是脂质代谢障

碍引起的
,

发病迟缓
,

病程较长
,

颅骨内外侧板皆可受 累
,

但以内侧板为重
。

4! 8 骨嗜酸性肉芽肿 4Ι
# Η Γ≅ # . >Γ∃Γ( ϑ < Δ ≅ Κ ∃# Λ Δ # Μ Ν # ≅ ( Η

8 此病多发于头颅和肋骨
,

也是溶骨性病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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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口 腔 疾 病

有关牙齿的一般性疾病
,

如龋齿
,

齿槽脓肿
、

根尖炎
、

牙周病等将有专门文章研究
,

此

文中不再赘述
。

仅有一种较为罕见的胚胎发育上的疾病
,

尚需探讨
。

第 Ο Α ; 号墓
,

是约 !5 一!Β 岁的男性个体
,

上下领门齿 4除下领左侧门齿缺失未观察

外 8
,

均呈黑色
,

其它牙齿 4犬齿
、

前磨牙及磨牙8的颜色均为正常
。

如果是因高氟原因造成
,

在 同一个体的牙齿上不应该反应不同
。。

微量元素分析
,

该男性骨氟量不高
。

这很可能是一

种罕见的牙齿胚胎发育畸型
,

但由于缺失左内侧门齿
,

造成诊断该类疾病最重要特征
—

上下领门齿对称性变色的依据不足
。

三
、

椎 骨 病 变

从仅存椎骨的 : 一

光片上可见如下病理现象
Χ

第 7 ∋ 号墓
,

男性
,

!Β 一 Ο5 岁
。

骸椎骨小梁变粗
、

模糊
,

有些 部位相互融合显弥漫性

无结构象
,

并兼有 白奎状
,

使骨密度增高
,

骨骼的边缘不光滑
。

总之
,

显示出氟骨症的骨稀

疏和钙沉淀的特征
。

第 7 ; 号墓
,

男性
,

约 !Β 一Ο5 岁
。

骸椎 : 一

线表现基本同 7 ∋ 号墓
,

但氟骨症特征较
Π

匕稍轻
。

第  6 号墓
,

男性
,

成年
。

环椎的疏松区骨小梁数 目减少
,

但清晰
,

呈骨质疏松表现
。

第  ! ∋ 号墓
,

女性
,

约 ΟΒ 岁左右
0,

环椎
、

枢稚及另一颈椎也表现出骨质疏松的特征
。

第  ! ; 号墓
,

男性
,

约 5 岁左右
。

环椎枕骨骸有骨增生所致的骨唇
,

椎体也有氟骨症

特征
。

第 ” 号墓
,

男性
,

成年
。

环椎萎缩
,

另三个颈椎有骨质疏松表现
,

但仍保持椎体垂直

方向小梁4即应力线上的骨小梁 8
。

其中一颈椎椎体变形
,

棘突末端呈瘤状变形
。

但变形

内部无氟骨症表现
。

第 ! 号墓
,

女性
, ! Β一 Ο5 岁左右

。

胸椎出现萎缩
。

从干骨崖墓地仅存的七个个体的椎骨 & 一

线特征可以看到
,

所有的椎骨都表现 出氟骨

症或骨质疏松症
。

氟骨症发病如此广泛
,

与古代居民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

本文作

者曾测定该地区青铜时代土样的氟4Θ8 含量
,

结果表明 9 土样平均氟含量为 ! Α 一 Ο ! 55

ΡΡ Λ
。

而正常土壤氟含量应为 7 55 一】Ο 5 # . . Λ 4朱宪彝
,  6  8

。

无疑比正常土壤氟含量

高出 !一 Ο 倍的古环境是造成青铜时代居民氟骨症的根本原因
。

从骨质疏松症发病年龄

来看
,

也有偏低的倾向
。

现代人骨质疏松症发病年龄大多在更年期 4除继发症 8 4李景学

等
,  6 ! 9 中国医科大学主编

,   5 8本文所观察该病发病年龄在 ΟΒ 岁以下
。

由于本文材

料数量有限
,

有关氟骨症和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和发病年龄有待于更多材料发现
,

才能做

出较可靠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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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肢 骨 病 变

第 ” 号墓
,

男性
,

成年
。

股骨远端残段可见
,

股骨外侧破坏变形
,

骨千变粗
,

骨表面失

去正常骨结构并有散在的骨突起
。

距内侧 Α 厘米处有一 !
%

 : Α
%

平方厘米缺损区
。

在

其下内侧有一 !
%

Β :
%

5 平方厘米的缺损
,

缺损边缘锐利
。 & 一

线表现 Χ 股骨皮质穿破而形

成骨旁性病灶
。

周围表现出较局限性不规则骨吸收及松变区
,

有些部位 出现小圆形囊状

的透亮区
。

病灶的边缘较锐利
。

综合 &
一

线特征
,

初步定为多房棘球蜘病4即骨包虫病8
。

骨包虫病是 自然疫源性疾病
,

常发生在畜牧区
,

羊是中间宿主 4浙江医科大 学 等
,

 7 7 8据文献记载
,

甘肃地区青铜时代居民是游牧部落
,

所以会有一部分古代居民感染包

虫病
。

但由于包虫病 多发生于肝脏
,

所以残留下来的骨包虫病比较罕见
。

综上所述
,

河西走廊青铜时代居民在距今 5 5 5 年左右
,

就有氟骨症的发病证据
。

骨

质疏松症发病年龄有低于现代人发病年龄的倾向
,

这有待于发现更多的古人类材料去证

实其原因
。

与此同时
,

我们还发现了骨包虫和脑肿瘤的骨骼
,

这对研究古代人骨病理提供

了有用的材料
。

本文得到导师吴汝康教授的悉心指导
。

北京大学校医院放射科刘均主任及北京市积

水潭医院放射科殷玉明医师在拍片和鉴定中给予大力支持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Σ

4   年 ! 月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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