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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巢湖早期智人的牙齿磨耗和

早期智人前部齿工具机能假说

张 银 运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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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重度磨耗较大可能是与前部齿行使习惯上的非咀 嚼性机能和经常

啃咬坚韧的食物有关
。
如果早期智人前部齿的工具机能被理解为既包 括非咀嚼性的也包括咀

嚼性的
,
则早期智人前部齿工具机能假说可用来解释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重度磨耗现象

,

而

巢湖早期智人将是出自东亚的支持这一假说的首例化右材料
。

Br a ce 等注意到欧洲和西亚一些化石人类牙齿的特殊磨耗情况
,

近二十多年来一直

主张早期智人前部齿工具机能假说 (B
ra e e ,

19 6 2
、

19 6 4
、

19 6 7 、 1 9 7 5
、

1 9 7 9 ; Br a e e a n d

M O n t a g u ,

19 7 7 : B r a c e ,

R ya n a n d Sm ith
,

19 8 1 : W o lvo ff
,

19 7 2
、

19 5 0 )
。

此说涉及到

早期智人演化上的理论问题
,

古人类学界对其争论颇多
,

目前意见不一
。

1 9 8 3 年在安徽巢湖市(旧称巢县 )发现一具早期智人的上领骨
,

该上领骨保存有若干

前部齿和大多数后部齿
,

而且
,

这些牙齿皆显磨耗
。

本文将记述这些牙齿的磨耗情况并联

系早期智人前部齿工具机能假说讨论之
。

一
、

巢湖早期智人的牙齿磨耗

巢湖人类上领骨化石带有左外侧 门齿
、

右外侧 门齿
、

右第一前臼齿
、

右第二前臼齿和

右第一臼齿
。

另有左第二前臼齿
、

左第一臼齿和左第二臼齿
,

由于该上颇骨左侧半大部分

已断失
,

故呈游离状保存
。

左外侧门齿之齿根已断去
,

仅存齿冠部
。

在该上领骨化石上
,

可见到内侧门齿和右犬齿的完整齿窝
,

外侧门齿齿冠的近中面和远中面以及右第一前臼

齿齿冠的近中面上皆有明显的齿间磨耗面
。

这些情况表明
,

该个体的内侧门齿和犬齿在

该个体在世时 曾长期存在和使用
,

在该个体死亡后才脱落
。

左第一前臼齿在领骨上虽然

不保存
,

但在领骨化石的围岩上留有该牙齿咬合面的印痕 ;可根据印痕将该牙齿复原
。

在

左第二臼齿的远中面上可观察到齿间磨耗面
,

示该个体的第三臼齿已萌出并已开始使用
。

因此
,

该个体在世时其上领齿应是齐全的
。

从这些已发现的牙齿情况来看
,

牙齿排列位置

正常
,

无龋齿
,

牙齿釉质层发育良好
,

而且
,

齿列的整个咬合面形态—矢状殆曲线也属正

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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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外侧门齿的齿冠绝大部分已经耗去
,

M o ln a r 氏标准的 7 级 (M
o ]n a r ,

1 9 7 1 )
,

或相当于魏博源 氏标准的 6 级 (魏博源
,

1 9 8 8)
。

磨耗面成一平面
,

但向唇侧
、

向

上微倾
。

左外侧门齿的齿冠磨耗程度同右外

侧门齿的
。

磨耗面也呈平面
,

向唇侧微

斜向上方
。

磨耗面上有一大致近中远中

走向的裂纹 ; 在标本修理过程中有一长

条状的齿质片沿裂纹脱落
,

故在该磨耗

面上有一呈长条状的浅凹坑
。

估计该裂

纹是牙齿啃咬坚硬物而产生的伤痕
。

右第一前臼齿的颊
、

舌两尖皆已磨

耗
,

齿质暴露
。

在咬合面的颊侧半
,

暴露

的齿质区呈狭长形 ;在舌侧半
,

齿质区呈

半圆形
,

齿质区周围尚保存有较厚的釉

质层
。

该牙齿的磨耗程度相 当于 M ol na r

氏标准的 4 级或相当于魏博源氏标准的
3 级

。

左侧第一前臼齿的磨耗程度
,

从

仅存留近齿颈的部分
。

其磨耗程度相 当 于

料哪

图 1 巢湖早期智人牙齿
。

咬合面观
。

牙

齿咬合面上的深色区示齿质暴露

T h e t e e th o f a n e a rly H o 份 o s a Pi亡n s fr o m

C h a o h u
.

o c c lu s al v ie w
.

T h e e x P o s u r e o f

d e n t in e 1 5 in d ie a t e d b y sm a ll o r l a r g e d a rk

s P o t s o n th e o c clu s a l s u rfa e e

该牙齿在围岩上的印痕来判断
,

与右侧的大致相当
。

左右两侧第二前臼齿的磨耗程度较第一前臼齿的稍浅
,

在颊
、

舌两尖处出露小的齿质

点
。

其磨耗程度相当于 M o lna r 氏标准的 3 级
,

或相当于魏博源氏标准的 3 级
。

左右两侧第一臼齿在原尖
、

前尖和后尖的部位出露小而明显的齿质点
。

其磨耗程度

相 当于 M o lna r 氏标准的 3 级
,

或相 当于魏博源所引用的吴汝康
、

柏惠英的标准 (吴汝

康
、

吴新智
、

张振标
, 1 9 8 4 ) 3 级

。

左侧第二臼齿的齿尖已磨耗
,

但无齿质点暴露
。

其磨耗程度相当于 M ol na r 氏标准

的 2 级
,

或相当于魏博源所引用的吴汝康
、

柏惠英的标准 2 级
。

该上领骨的内侧门齿和犬齿
,

虽然因不保存而无法观察到其磨耗程度
,

但从齿列的整

个咬合平面来判断
,

其磨耗程度应与外侧门齿的相差不会很大
。

上述的牙齿磨耗情况表明
:
该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呈重度磨耗

,

而其后部齿的磨

耗程度与其前部齿相比则显得轻得多
‘,

据魏博源 (1 9 8 8 )最近对同口牙齿的磨耗级的研究
,

现代人类当上第一臼齿进人 3 级

磨耗程度时
,

除上内侧门齿和犬齿出现以 3 级为主的磨耗程度外
,

上外侧门齿
、

上第二前

臼齿和上第二臼齿是以 2 级磨耗程度为主
,

上第一前臼齿则以 2 级和 3 级磨耗程度为主
。

也就是说
,

在现代人类上领齿列上
,

当第一臼齿到达 3 级磨耗程度时
,

其余类别的牙齿的

磨耗程度不会有大于 3 级的
。

但在巢湖早期智人的上领牙齿中
,

如采用魏博源所使用的

磨耗级别标准
,

第一臼齿已呈现 3 级磨耗
,

前臼齿和第二臼齿的磨耗程度皆未超过 3 级
,

而门齿却呈现 6 级的磨耗程度
。

这表明该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确实呈重度磨耗而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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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类的牙齿一般磨耗进程截然不同
。

如按照现代人类第一
、

第二臼齿磨耗的年龄变化标准 (吴汝康
、

吴新智
、

张 振 标
,

1 9 84 )
,

这具巢湖早期智人上颇骨化石应代表年龄为 30 岁左右的个体
。

一般认为古代人类

的臼齿磨耗速度会比现代人类的较快些
。

该巢湖早期智人的年龄也有可能比上述的估计

还要年轻些
。

考虑到这个个体的年龄情况
,

其前部齿呈如此严重的磨耗更显得值得注意
。

二
、

早期智人前部齿工具机能假说的提出

不言而喻
,

人类牙齿的机能主要是咀嚼食物
,

把食物咬切和磨碎
。

但即使在现代人类

中
,

牙齿有时还被用于与咀嚼食物无直接关系的一些活动
。

例如
,

有些民族的妇女用牙齿

把植物枝条劈开以编制篮子
。

因纽特人用牙齿把海豹皮或海象皮咬软以制衣着 ; 他们用

双手转动骨钻时
,

要用牙齿咬住钻上端的固定部分
。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加工石箭头时
,

常

用牙齿咬石箭头的边缘
。

至于用牙齿解开绳结或用牙齿咬开瓶盖等
,

则各处时有所见
。

难

怪有人说
: 人类的牙齿简直是

“

万能工具
”。

与现代人类的牙齿相比
,

绝大多数早期智人的门齿和犬齿
,

即前部齿
,

显得很粗壮
。

早

期智人前部齿的齿冠唇舌径在绝对值上或在与近中远中径相比的相对值上远较现代人类

的为厚
。

B r a c e
(19 6 2

、

1 9 6 4 ) 和 B r o se
等(1 9 7 1 )把这种现象与文化因素相联系起来

,

认

为这类粗壮的前部齿除了有咀嚼食物的机能外
,

还具有非咀嚼性的作工具行使的机能
。

他

们认为自莫斯特期开始
,

人类的技术逐渐进步
,

逐渐有专门用途的工具来完成原先 由前部

齿行使的许多任务
,

粗壮的前部齿的适应性上的意义就趋向消退
,

结果是
,

因支持牙齿而

显得粗壮的头面部的某些结构也随之变弱
,

故尼人 (早期智人)是可以演化成现代类型的

人类而不是人类演化系统上的绝灭的旁枝
。

Br a c e
等例举了一些早期智人的牙齿磨耗情况作为依据

。

这些早期智人的前部齿的

磨耗程度远较其后部齿的为甚且呈特殊的磨耗样式
。

他们认为这类前部齿的磨耗情况并

非仅由于牙齿行使咀嚼机能的结果
。

最早提出牙齿非咀嚼机能这一看法的 是 St e w ar d

(1 9 5 9
、

一9 7 7 )
。 s te w a r d 在研究 s ha n id a r 人化石时观察到 I 号头骨上的前部齿磨耗很不

寻常
,

磨耗面斜向唇侧且唇缘圆钝
,

即呈所谓的
“

钝磨耗
”

(
r o u n d e d w e a r

)
。

因而
,

该头骨

的上下齿列咬合时
,

从侧面观之
,

齿列前部有呈侧转的 V 字形的空隙
。

St e w a r d 认为如此

特殊的磨耗样式很难归因于咀嚼食物
,

而是表明这个个体因上肢残疾曾经常用其前部齿

来夹持某些物件
。

Br a ce 进而认为这种独特的前部齿磨耗并不局限于 Sh a ni da r 人
,

还可

见之于 L a F e rr as si e l
、

O c h o z 和 K ra p ina 等早期智人的牙齿材料上
,

认为早期智人是

普遍地把前部齿除用于咀嚼食物外还用于其它的 目的
。 D a hl b e r g (1 9 6 3 ) 也以 L a

Fe
r r -

a s s ie 人的前部齿重度磨耗情况为例来说明古代人类的牙齿非咀嚼性机能
。

s m it五 (19 7 6 ) 检查了 K r a p in a 人和 o c h o z 人的牙齿标本
,

发现在两具 K r a p in a 人

下领骨上
,

前部齿确实呈重度磨耗并呈钝磨耗样式
,

但在 O c h o z 人下领骨上
,

虽然其前部

齿也呈重度磨耗但不呈钝磨耗样式
。

他认为部分早期智人的前部齿磨耗是出自咀嚼上的

原因
,

但早期智人把前部齿作工具来使用也是可能的
,

因为早期智人的牙齿磨耗如果纯粹

是或主要是出自咀嚼上的原因
,

则很难解释其前部齿往往较后部齿磨耗为甚这一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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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a c 。 、

R ya n a n d Sm ith (19 8 1) 检查了 L a Fe r r a s sie 人的牙齿磨耗痕迹
,

发现其

前部齿磨耗面上有大的槽痕
、

细的擦痕
、

小的片状剥落痕以及大的凹坑痕
。

这些痕迹在

G ib r a l‘a r 、
K r a p in a 、

M o n : e C ir c e o 、

Sp y 以及 L a Qu in a
等早期智人的牙齿上也有

,

与

在现代因纽特人牙齿上观察到的相似
,

而在其它现代人中则少见或程度较 小
。

Br ac e
等

认为
,

这些痕迹是由于牙齿作工具使用而产生的
。

赞成这一假说的还有 W o lp o ff (1 9 7 1
、

19 7 5
、

19 5 0 ) 和 T r in k a u s
(1 9 5 3 ) 等

。

但

有不少人对 L a
氏 rr a ssi e

人的前部齿的工具机能持怀疑态度
。

例如
,

w a

lla
c e

(19 7 , ) 认为

L o
Fe rr a

ssi e 人的前部齿钝磨耗可能是由于其牙齿咬合关系不正常和食物中所含的摩擦

物的作用的结果
。 s m ith (19 7 6 ) 和 P u e eh (一9 8 1 ) 也认为 L a Fe r r a : , ie

人前部齿的钝

磨耗并非由于前部齿作工具使用的结果
。

早期智人前部齿工具机能假说 目前仍需要更多的化石材料来支持
。

三
、

讨 论

早期智人前部齿工具机能假说所提到的牙齿磨耗
,

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
一是

前部齿重度磨耗
,

另一是前部齿呈钝磨耗样式
。

该假说对这两者的成因的解释并无不 同
。

由于巢湖上领化石的前部齿并不呈典型的钝磨耗样式
,

现仅就其重度磨耗现象讨论是否

与工具机能有关
。

有多种多样的因素能引起人类同一齿列上的牙齿有异常的磨耗程度
。

这些因素大致

上可分为与咀嚼食物有关的和与咀嚼食物无关的
,

郎咀嚼性的和非咀嚼性的
。

例如
,

某类

牙齿过早或过晚萌出
,

某部位牙齿患疾
、

发育不良或脱落
,

牙齿错位或咬合关系不正常
,

严

重的牙周病
,

下领关节或咀嚼肌的机能失常
,

以及食物坚硬或含有损牙齿的成分等等
,

都

会使齿列上某一部位或某些部位的牙齿担负较重或较长时期的咀嚼食物的机能
,

从而呈

现出过重的磨耗程度 ; 这些因素可属
,

于咀嚼性的因素
。

其中
,

多为出自咀嚼器本身的原

因
,

而食物 的性质或食物成分则是外界的原因
。

非咀嚼性因素包括病理上的和习惯上的
。

如睡眠中的
“

磨牙
” ,

即为病理上的非咀嚼性因素
。

患此种
“

磨牙
”
症往往使牙齿磨耗加重

,

其确切病因尚不十分清楚
。

因上肢残疾而常用牙齿来行使手的部分机能
,

也可能引起前

部齿严重磨耗 ; 这种磨耗也可归因于病理上的非咀嚼性因素
。

但肢体健全而把牙齿作工

具来使用
,

则这种引起牙齿磨耗的因素是属于习惯上的非咀嚼性的因素
。

显然
,

这种由习

惯上的非咀嚼性因素而引起的牙齿磨耗正是
“

工具机能假说
”

所强调的
。

一般认为
,

在化石人类中第一臼齿的萌出是早于外侧门齿的
,

因而
,

巢湖上领的外侧

门齿的重度磨耗不大可能是 由于其萌出较早的缘故
。

巢湖上领的外侧门齿的磨耗程度与

第一臼齿的差别如此之大
,

以致于也很难认为这是牙齿的形状和大小上差别所致的
。

从

该上领齿列的磨耗情况左右两侧基本对称
、

齿列的矢状胎曲线的形状正常
、

牙齿的发育情

况以及牙齿的保存情况等等来看
,

其前部齿的重度磨耗现象尚难归因于出自咀嚼器本身

的咀嚼性因素
。

齿列整个咬合面的形态也表明
,

该个体的后部齿的咀嚼机能曾长期正常

行使
,

也就是说
,

由于咀嚼器本身的种种原因使后部齿咀嚼食物的机能曾长期丧失或减弱

而由前部齿来承担全部或大部咀嚼机能的可能性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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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巢湖上领前部齿的重度磨耗是否可归因于该个体患
“

磨牙症
” ,

则难以肯定也难

以否定
,

因为我们对由
“

磨牙症
”

而引起的牙齿磨耗情况尚所知不 详
。

Sh
a ni da

: 工号个体身上多处有伤痕
,

特别是其右前臂生前已断失
,

不得不借助于其

牙齿来夹持物件
,

故其前部齿的磨耗显得不一般
。

可惜在巢湖人类化石地点尚未发现人

类的肢骨化石
,

我们 目前也无法肯定或否定这个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重度磨耗是否由

像 S ha ni da
r l 号个体那样的原因而引起的

。

但是
,

像巢湖早期智人那样的前部齿重度磨耗现象
,

在有较完整齿列的早期智人标本

中
,

并不少见
,

除前面 已经提到过的 sh a n id a r 、 L a Fe r r a ssie
、

K r a pin a 、
1

o c h o z
标本外

,

还有 Q afz e h s一 8 、 s a c e o p a s to r e Z
、

L a Q u in a H S 和 M o n s e m p r o n
」

标本等
。

这些早

期智人的前部齿重度磨耗能归因于病理上因素的
,

仅是个别的
。

看来
,

巢湖标本的前部齿

重度磨耗现象尽管目前还难以排除其病理上的非咀嚼性因素所致的可能性
,

但这种可能

性不会很大
。

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重度磨耗更大可能是 由于前部齿行使 习惯上的非咀嚼性机能

的结果
,

正如
“

工具机能假说
”

所解释的那样
。

用该假说来解释之所以更可取些
,

还出于如

下的考虑
:
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尺寸与世界各地发现的绝大多数早期智人的同样地显

得较粗壮(张银运
, 1 9 86 )

,

对这种现象至今尚无一个比
“

工具机能假说
”

更加完美的解释
。

还难 以否认巢湖早期智人的前部齿重度磨耗与经常啃咬骨头上的筋肉或某些大块的

坚韧食物 (如因纽特人的鱼干和肉干之类食物)也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

进食这类食物
,

现

代人类多先借助刀等
“

工具
”

的
“

加工
” ,

而早期智人有可能是先依靠其前部齿来啃咬
。

在

这种场合
,

早期智人的前部齿就起着类似于现代人类的
“

工具
”

的作用
。

如果是如此理解

前部齿的工具机能的话
,

则早期智人的前部齿工具机能除牵涉到前部齿的非咀嚼性活动

外
,

也可牵涉到前部齿的咀嚼性的活动
。

这样的理解也使得有关该假说的一些争论就显

得无关紧要的了
,

而且
,

该假说依然适用于对巢湖早期智人前部齿重度磨耗现象的解释
,

巢湖早期智人的牙齿材料则会是一个首次出自远东地区的支持该假说的化石材料
。
日后

更多的发现和深人的研究很可能会证实 : 无论是在欧洲和西亚或是在东亚
,

人类自身牙

齿的工具机能的消退对当地晚期智人的头面部形态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

本文插图承侯晋封先生绘制
,

作者谨致谢意
。

(l夕s , 年 1 月 17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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