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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颅骨的测量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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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来源于壮族居民世代聚居地区
,

生前资料比较可靠的 例颅骨为材料并用多因

素分析等方法探索壮族的体质特征
、

人种地位
、

地区类型及可能的起源
。

结果表明
,

壮族居民

属黄色人种南亚类型
,

中华民族的华南类型
,

与柳江人
、

甄皮岩人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
。

壮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

少数分布于

广东
、

湖南
、

贵州
、

海南及四川等省
。

据 年我国人 口 普查统计
,

壮族人 口 为
,

多

万
,

其中约 务 居住在广西境内
,

是广西人 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

也是我国人 口 最多的

少数民族
。

民族体质特征是研究民族起源及种族类型等基本问题的依据
。

张振标与张建

军 通过活体测量对广西壮族的体质特征作了调查研究并对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及其可能的起源作了探讨
。

在壮族颅骨研究方面
,

冯家骏 对在壮族居住地区出土

的 ”例现代人颅骨作过测量研究
。

丁细藩等 报告过 例壮族男性面颅特征
。

彭

书琳 报告了对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古墓出土的五例女性颅骨的人类学研究结果 。

随着不同学科对壮族研究的深人发展
,

迫切需要从颅骨研究方面系统地对壮族的体质特

征
、

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及可能的起源等基本问题作出体质人类学的说明
。

为此
,

我们在有

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

在 一 年期间对广西壮族进行了骨骼人类学的 调 查 研

究
。

本文拟报告壮族颅骨测量性状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地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马 山 县州坪村
。

该地区与平果县毗邻
,

过去交通闭塞
,

是

壮族世代聚居地
,

除外流人 口 以外
,

当地居民与其他 民族通婚的机会极少
。

调查材料是安

放在“ 金坛
”
内的当地居民祭扫的其祖先整副的遗骸

。

遗骸通常是在遗体人棺土埋 一 年

后
,

经 出土
、

清洁
、

烘千并装人有盖的陶质骨坛即“ 金坛
”而得

。

这种处理是 由专人负责
,

每

副遗骸是单独进行单独封存的
。“ 金坛

”上用汉字记有死者的姓名
、

性别
、

籍贯
、

生卒时间或

年龄及其后裔的姓名
。

对于死者这些一般资料在调查时我们向其有关的亲属或知情人作

了核对
。

测量时排除了有病理变化或畸形的标本
。

未见人工变形颅骨
。

本文调查了这种

遗骸的颅骨男性 例
,

女性 例
,

共计 例
。

其年龄
、

性别分布见表
。

部分颅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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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测点缺失
,

相应的测量项 目无法测得
,

故文内的各项测量例数不尽一致
。

表 本组颅骨的年龄与性别

年龄段 岁 男性 女性 小计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合计

本文调查所用测点
、

测量项 目及测量方法依据《人体测量方法 》吴汝康
、

吴新智
、

张振

标
, 斗 及《人体测量手册 》 邵象清

, 。
调查结果记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编制的《头骨的测量和观察》表格
。

测量所用仪器为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计量

仪器厂 年生产的人体骨骼测量仪
。

本文中凡与眼耳平面有关的角度用附着式量角器直接量得
。

与眼耳平面无关的角度

用丁士海 推荐的方法
,

通过间接测量计算而得
。

颅容量用直接测量法测得
。

全部

侧量数据的数理统计结果经广西医学科学情报研究所用 型电子计算机处理而得
。

二
、

测 量 结 果

壮族颅骨的测量结果见表
,

颅骨的各项指数见表
。

壮族与三大人种的比较 男性

项 目 壮族

。

。

白色人种

一

一

之 一

一 斗

一

一

一

一

黑色人种 黄色人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斗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斗

一

一

一 一

粗一

⋯凸﹄找八件丈,气传,︸才︺

⋯⋯
声乡矛︼﹄夕,二︺通

月了,,今︼工‘二

鼻指数

鼻根指数

齿槽面角

鼻颧角

上面高

颧宽

眶高

齿槽弓指数

垂直颅面指数

除壮族外 , 其余引自韩康信等 《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 》一文
。

三
、

比 较 与 讨 论

陈德珍 经研究发现
,

男女两性在类群的划分上有些不完全一致
,

而且男性的类

群要比女性分得细些
。

这是因为男性各组间在体质形态上的差异要比女性各组间的差异

明显些
。

因此
,

本文以男性组的类群划分为主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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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的人种地位

为了讨论现代壮族的人种地位
,

表 列出了现代三大人种主干颅骨的九个特征项 目

鼻指数
、

鼻根指数
、

齿槽面角
、

鼻颧角
、

上面高
、

颧宽
、

眶高
、

齿槽弓指数及垂直颜面指数
。

现

代壮族颅骨相应的项 目全部落人黄色人种范围
。

这表明现代壮族属于黄色人种
。

在九个

项 目中
,

除鼻颧角
、

颧宽及齿槽弓指数稍大于黑色人种以外
,

其他六项落人黑色人种的范

围
。

落入白色人种范围的仅有上面高
、

颧宽
、

眶高及垂直颅面指数四项
。

现代壮族与黄色

人种
、

黑色人种及 白色人种的 玩 相对偏差的均值 分别为
、

及

见表
。

亦表明现代壮族与黄色人种最接近
,

与黑色人种次之
,

与白色人种较疏远
。

壮族与黄色人种各地区类型的关系

根据现代壮族与现代黄色人种各地区类型的颅骨的颧宽
、

上面高
、

眶指数
、

鼻

高
、

鼻宽
、

鼻指数
、

总面角
、

鼻颧角
、

鼻根指数
、

鼻骨角及颅指数共 项测量特征作比较所得

的 相对偏差的均值 见表 幻的大小来看
,

壮族与现代黄色人种的南亚

类型最接近
,

其他依次为东亚类型
、

美洲类型
、

北亚类型及北极类型
。

这表明现代壮族属

于黄色人种的南亚类型
。

表 现代各组颅骨特征项 目 男性

项 目 壮族
本组

湖南组
交张怀稻等 ,

〕

吉林组
俞东郁等 ,

抚顺组
韩康信等 ,

华北组
韩康信等 ,

华南组
韩康信等 ,

广西组
丁细藩等 ,

颅最大长

颅宽

颅高

额最小宽

面宽

上面高

面底长

鼻高

鼻宽

眶高

目匡宽

。

。

。

斗

。

。

。

。

。

。

。

。

多 斗

。

。

。

。

。

。

二

毕

弓
。

任

。

了
。

斗

了

子

。

弓
。

‘

卜
。

。

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壮族与汉族各组群的关系

为了讨论本组壮族与汉族各组群的关系
,

本文将汉族的河南组 包月昭
, 、

湖南

组 张怀蹈等
, 、

吉林组 俞东郁等
, 、

抚顺组 韩康信等
, 、

华北组 韩康信

等
, 、

华南组 韩康信等
,

以及广西组 丁细藩等
,

共计七个组群的 个特

征测量项 目进行比较 见表
。

所采用的方法是计算壮族与汉族各组群 间 的

平均相对偏差值 并进行比较 见表
。

同时计算壮族与汉族的七个组群间的欧

氏距离 值
,

并据此作出相应的系统聚类图 见图
。

根据 值判断
,

壮族与汉族的湖南组及广西组最接近
。

根据壮族与七个汉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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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班班班班
‘卫月,侣件
‘曰门

,八卜弓卜

图 壮族与七个汉族组的聚类图

壮族 ‘ ‘ 河南组
, ‘ 湖南组 ,

吉林组 抚顺

组 ‘ , 华北组

华南组
‘ ‘ 广西组

,

群间的民族间欧氏距离所作的系统聚图判断
,

壮族在体质特征上与汉族广西组及华南组

有最接近的关系
。

这与张振标等 对广西壮族的活体测量研究结果一致
。

也与赵柯

茂等 运用分子遗传学方法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

现代壮族与中国古人类的关系

为了讨论本组居民与中国古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的亲缘关系
,

本文选择了黄河中游地

表 本组壮族与其他各组群间的 二 值

值 值

”朽加乃
氏乙,‘弓心,‘,
‘

‘,‘,,‘,‘巴少,、︺,山入日

壮族与河宕组 韩康信等 ,

⋯壮族与柳江人 吴汝康 , ’

壮族与山顶洞人 吴新智 ,

八﹃、月、,一通凡︺月了了竹了﹄少‘二。曰凡今了

—
一里狙

一

兰 —
一

一一 ⋯
壮族与白色人种 韩康信等 , ’

⋯
壮族与黑色人种 同上 ⋯
壮族与黄色人种 同上 ⋯
壮族与黄色人种北亚类型 张银运等 , ‘” ⋯
壮族与黄色人种北极类型 同上

壮族与黄色人种东亚类型 同上 ⋯
壮族与黄色人种南亚类型 同上 ⋯
壮族与黄色人种美洲类型 同上 ⋯
壮族与汉族广西组 丁细藩等 , ‘ ⋯
壮族与汉族河南组 包月昭 , ‘

⋯
仕族与汉族湖南组 张怀稻等 , ‘

⋯
壮族与汉族吉林组 俞东郁等 , ‘

⋯
壮族与汉族抚顺组 韩康信等 ,

组 群

壮族与汉族华北组 韩康信等 ,

壮族与汉族华南组 同上

壮族与丰坡组 颜背等 ,

壮族与下王岗组 张振标等 ,

壮族与华县组 颜背等 ,

壮族与大汉 口组 颜背等 ,

壮族与西夏侯组 颜背等 ,

壮族与昙石 山组 韩康信等 ,

壮族与甄皮岩组 张银运等 ,

壮族与河姆渡组 韩康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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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壮族颅骨测盆结果 长度 毫米 角度 度

马丁号 项 目
样本
数

均值 标准差 分布范围
样本
数

均值 标准差 分布范围

一
八曰︺︺八八廿

自

颅最大长
一 。

颅长
一

颅底长
一

颅宽
一

。

。

。

。

。

。

。

。

一
。

一
。

矛

一
。

一

,了八曰八曰口护,且,二洲了,山八科﹄乡份‘︸,乙,‘八曰

⋯⋯
七月,

盆

斗向,︸,一一、一七,月

额最小宽
一

一
。

。

一
山卜,山叮冲口冲了巴飞肉内己产‘沪,工了一勺

⋯⋯
,

叮声夕几,、,‘八弓八︺门凡︼,一,,︸月‘﹄沙二月二,,

乃乃”加阳”乃到创”

额最大宽
一

耳点间宽
一

星点 ’宽
一

枕大孔长
一 。

枕大孔宽

颅高
一

颅高
一

耳上颅高

,‘︺润了,二,一

⋯
一、勺受少曲了

额骨弦
一

顶骨弦 幼
一

枕骨弦
一 。

额骨弧
一

顶骨弧 一

枕骨弧
一 。

颅骨矢状弧 交 一 。

颅骨横弧
一 一

颅围长
一

全面高
一

上面高
一

一

颧宽或面宽
一

鼻高
一

鼻宽

眶高左

右

眶宽
一 。 左

右

眶宽
一

左

右

上齿槽弓长

上齿槽弓宽 。‘ 一 “

愕长
一

愕宽

愕深

眼间宽
一

鼻梁至眶间宽的矢高

鼻骨最小宽

鼻骨最小高

上部面宽
一

‘

冬

弓乏

,

,

三

三
卜

。

。

,

。

弓

。

。

。

。

斗

。

弓

。

。

。

。

。

。

。

。

。

。

。

阿了叮,妇谧份,‘,一月,门了月,曰﹄

⋯⋯

。

。

。

。

。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斗
。

。

一
。

一
。

。

一
。

一 斗
。

。

一
。

一
。

一
乡

。

一
。

一
。

。

一 斗

一

一

魂份刀,力,

。

门了工︸一︸。一﹄乡矛月,一、︸‘︸络,乙︸口‘丹加了目了,
月,‘,乙门了工,声

⋯⋯
斗,上‘,盛勺‘,三,人试力尸声,内二,山,︸,‘八曰

,

乡

。

。

。

。

斗

。

。

。

。

。

。

。

。

。

。

。

。

。

。

,,又︸

呜 两眶内宽
一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一

一斗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斗

。

。

。

。

。

,

。

呼
。

。

。

。

。

。

。

。

弓
。

。

。

。

。

。

。

斗

。

‘

‘汽‘,内了月,︸内了

⋯
门,又︸﹃

,一﹄。了,乙门了产钾。八︸︸只︺‘一,

,上二‘二,二,且门‘八孟内内勺妇,‘,自,‘勺山,︸月

。

下盖,上,工气、︸,八曰矛,,﹄气︸了曰一日八二
‘

改了

⋯
毛

,、﹄,凡八声月站︹乃内呢︸份,,、︼、子厂

工二︼
月

斗,曰呀咨

斗已,一侧」

,乙弓,乙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 一

一
。

一
。

一

一 斗
。

一
。

一
,

。

一

一

一
。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

。

一
。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弓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臼的的此阴知臼创邸“邸的“们“

八曰,‘凡、斗工气
‘别成巴坛汤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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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男 性

马丁号 项 目
样木
数

均值 标准差 分布范围

。

。

。

。

。

。

。

。

八乙月,

⋯⋯
几,污了八曰八曰,了乃公口污了乙‘乙

鼻极点至两眶内宽矢高

中部面宽
一

颧上颁高

面底长
一

总面角
一 一

鼻面角
一 一

齿槽面角
一 一

八,‘,月任份,闰了一了自了

额 面角
一 一

前自角
一 一

额角
一 一

鼻梁侧面角
一 一

鼻颧角
一 一 。

、、产了口、,么,一︸乡祠了今,刃润

,工工只︸

⋯
颧上额角

一 一

。

。

伏格脱面三角
一 一

枕角
一 。 一

枕骨曲角
一 一 。

颅容量

。

多
。

。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

一

一
斗 一

一

一

一
斗 一

一

一

割别黑

川浑
⋯⋯⋯汉
到

,

洲
‘

·

⋯
’

·

‘

⋯⋯⋯鱿⋯
。

⋯⋯

分布范围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胡加义

表 壮族颅骨指数

男 女

指数名称

男 ⋯ 女

样本数 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均数 标准差

。 ⋯

,产︻几︸,乙‘︺‘‘,八,、

⋯⋯
月,呀内了夕

颅指数

颅长高指数

颅宽高指数

全面指数

上面指数

眶指数 左

右

眶指数 左

右

鼻指数

鼻根指数

上领额指数

前领指数

愕指数

枕骨大孔指数

垂直颅面指数

面部突度指数

横的 颅面指数

额弦弧指数

顶弦弧指数

枕弦弧指数

。

。

。

﹃了只,乙洲一斗尤丈、。。八自了刃,,一一二络,‘

⋯⋯
尸,、
月

件勺‘,

。

斗
。

。

。

。

。

。

乡
。

多
。

。

斗

。

。

。

。

。

斗

。

。

。

。

斗
。

。

。

。

。

。

。

乡
。

。

。

。

夕

。

斗
,

。

。

。

。

。

斗

。

。

。

。

。

。

。

了丈月邝︸‘,﹄︺了工气少

⋯⋯
乃‘,‘巴内了

‘

以月

。

劝四”

‘月,尹份上︸了八,产自﹃、少内份

⋯
﹄‘尹网曰﹃‘受少了︸内卜︸︷丹︺

,者内了,‘,子润白一﹃︸‘口。门丈月什
‘

仔,一一,︺八曰厂连︼、,
﹄乙‘若贾二连

‘
,‘砂七︸了内了﹃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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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半坡组 颜 筒等
,

与华县组 颜篙
, ,

黄河下游地区的大 汉口 组 颜背
。

及西夏侯组 颜 篙
, ,

汉水流域地区的下王 岗组 张振标等
, ,

华南的昙石 山组

韩康信等
, ,

颤皮岩组 张银运等
, ,

河宕组 韩康信等
,

及河姆渡组 韩康

信等
,

共计九个新石器时代颅骨组
,

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山顶洞人 昊新智
,

与柳江人 吴汝康
,

颅骨化石的主要特征项 目的均值作比较分析并采用 相

对偏差均值 判断本组与上述各组之间的亲缘关系 见表 钓
。

从表 斗 可见
,

壮族颅骨的主要特征上与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两组颅骨化石的比较中
,

与柳江人比较接近
,

而与山顶洞人相去甚远
。

在壮族颅骨主要特征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九个颅骨组的比较中
,

可以看到现代壮族

与甄皮岩组最接近
,

其他依次为华县组
、

下王 岗组
、

大坟口 组
、

昙石 山组
、

半坡组
,

而与西夏

侯组
、

河姆渡组相距较远
。

以上的比较表明
,

现代壮族在其体质形成过程中可能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及

新石器时代的甄皮岩人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
。

四
、

小 结

本文以来源于壮族世代聚居地区
,

籍贯
、

性别等身前一般资料比较清楚可靠的

例壮族颅骨进行颅骨特征的研究
。

本文以 相对偏差平均值 及系统聚类分析等为主要方法
,

探讨了

壮族的人种地位
,

地区类型以及可能的起源等问题
。

壮族属黄色人种
,

黄色办
、

种的南亚类型
、

中华民族的华南类型
。

现代壮族与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柳江人
、

新石器时代的颤皮岩人有着比较接近的亲缘关系
。

广西中医学院 级黎林林同学参加了部分测量工作
,

谨此致谢
。

一 年 月 日收稿

参 考 文 献

丁士海 , 。
颅骨某些角度的侧量计算法

。

人类学学报 , 一
。

丁细藩
、

莫世泰
、

张文光
, , 。

广西壮族的面颅特征
。

人类学学报 , 一 , 。

包月昭 , 。

颅骨的侧量与观察 二
。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 一
。

冯家骏 , 。
壮族颅骨测量

。

中国解剖学科学会 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 。

中国解剖学会
。

吴汝康 , 。

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一
。 ’

吴汝康
、

吴新智
、

张振标 , 斗。

人体测量方法
。

科学出版社
。

吴新智 , 。

周 口店山顶洞人的研究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一
。

张振标 , 。
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势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一
。

张振标
、

王令红
、

欧阳莲 , 。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征类型初探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
, 一

张振标
、

张建军 , 。

广西壮族体质特征
。

人类学学报 , 一
。

张振标
、

陈德珍 , 。

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
。

史前研究 , 均 一
。

邵象清 , 。

人体测量手册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张怀稻
、

党汝霖
、

王正耀 , , 。 湖南人颅骨常数及颅型的调查
。

解剖学通讯 , 一
。

张银运
、

王令红
、

董兴仁 , 。

广酉桂林甄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类头骨
。

右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 一

陈德珍
, 。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类型及其承继关系
。

人类学学报 , “ 一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俞东郁
、

金奎龙 , 。。

长春地区现代人的颅骨测量与观察 一 脑颅测量
。

解剖学通报 , 第 卷增刊 上 一
。

黄新美
、

曾志民 , 。

广东顺德近代人的颅骨研究
。

解剖学通报 , 一
。

彭书琳 , 。

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殉葬人骨
。

考古 , 一 , 。

颜简
、

吴新智
、

刘昌芝
、

顾玉眠 , 。
西安半坡人骨的研究

。

考古 , 一 。

颜背 ,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

考古学报 , 仁 一
。

颜篙 , 。

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
。

考古学报 , 一

颜篙 , 。

汉 口 新石器时大代人骨的研究报告
。

考古学报 , 一
。

韩康信
、

张振标
、

曾凡 , 。

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人骨
。

考古学报 , 、 一 。。

韩康信
、

潘其风 , 。
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

。
人类学学报 , 一

韩康信
、

潘其风 , 。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
。

人类学学报 , 一
。

多 才。 。夕
, ‘ 窟 孚 人 。 、 人了。 , 二多

,

。窟 万 二 , , 万, 梦 , 邢 , 。 , , 二艺二 ,

人 刀

鳍

一

一
, 一

一

一
。 公

·

眼

、

,

时
“

一
, ’

、 “ 一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