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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人头骨非测量性状的观察

王 令 红

4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5

关链词 头骨 6 非测量性状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一组华北人头骨上 78 项和另两项多年以前描述过而近年未见研究的非 测 量

性状的出现情况
,

并作为一项新的性状描述了二分裸管
。

人类学观察
,

与人类学测量并列
,

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
。

通过人类学观察来描述

的非测量性状以前包括象乳突大小
、

眶形
、

梨状孔形状这样的所有形态特征
。

这里实际上

存在着两类性状
9
一类性状的发育表现为不 同的程度或级别 6 另一类则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要么明显存在
,

要么缺乏的二分性状 4:; #
玩<∗ = ∗>

? ≅.Α;≅
?
5
。

现在国际人类学界所指的

非测量性状通常限于后者
,

被称为
“
非测量性状

”
4<∗

< 一

= Β≅ .;# Α ≅ .
Α;≅ ?5

、 “非连续性性状睁

4: ;
?Β ∗ < ≅;< > ∗ > ? ≅. Α ;≅? 5或

“

离散型性状
,,
4:;

?# . Β≅ Β ≅. Α ;≅?5
。

有人提出
“Χ刁槛机制

”

4≅ Δ
. Β ?Δ ∗ :

.< Β# ΔΑ <;? = 5 解释这类性状的出现
,

也就是说
,

它们在先天的遗传决定性上本是连续分布

的
,

在受精卵以后的发育过程中
,

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才导致表现型上不

连续的分离
。

于是
,

这类性状也被称为
“
类连续性性状

”

4Ε> Α? ;、。<≅ ;< >∗ >? ≅ .
Α;≅

?
5 或

“

渐

成多型性
,,

4
Β Φ ;Γ Β < Β ≅; # Φ ∗ Η = ∗ . Φ Δ;?= 5

。

非测量性状在解剖学上的描述
、

逐个性状出现率的群体间对比为本世纪 7Ι 年代以后

开展的系统研究打下了基础
。

目前非测量性状研究的中心是随着多元统计技术的开发表

现群体间的生物学距离
。

划分为不同级别的观察特征当然也存在着人群间的差别
,

但主

要是大人种之间的差异
,

就象我国现代人和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所做的那样
。

更次级的

人种或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还需通过另外的非测量性状去构想
。

一
、

材 料

解放前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收集的一组华北人头骨的部分非测量性状已经 作 过 观 察

4ϑ
∗ ∗ :

一

Κ ∗ < Β ? ,

1 2 8 8 5
,

他选取 2 8 个男性
、

个女性共计 1 Ι Ι 个完好的头骨
。
其中是否包

括含在本组材料中个别籍贯非华北的个体也未可知
。

观察项目总共 !7 项
,

本文标题下的

二分性性状就更少
。

现保存在本研究所的这批头骨全部重新作了观察
。

分为 !Ι 岁以上的男性组 41 8!

个5
、

女性组 43 个5和少儿组 4Λ 个 5统计各种性状的出现情况
。

记录籍贯非华北的头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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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未满 !Ι 岁的青年的头骨未包含在这三组当中7

二
、

项 目

非测量性状在许多著作中已经作过描述4吴汝康等
,

12 3Λ 6 ΜΒ
. .Ν Α < : Μ Β . . Ν

,

1 2 7 6

Μ . ∗ ≅; ϑ Β ;
,

12 ! 6 Ο ∗ : ∗ ,

12 Λ 、 12  
、 12 3 7 6 + Α . < Α Β Δ Α < : Π Α Β ;< ≅ ∗ ?Δ

,

12 7 7 6 ∗ ?? Β < Θ Β . Γ
,

1 2 Ι 6 ΡΑ = Α

Γ>
。Δ;

,

12 5
。

由于一些项 目在人种鉴别上的意义还不十分肯定
,

各作者使

用的项 目很不相同
。

为将来在我国更广泛地开展非测量性状的研究工作
,

并扩大与外国

同类资料的对比面
,

本观察涉及尽可能多的项 目
。

在本次观察的 78 项非测量性状中
,

约三分之一在国内还未见描述
。

还有一些性状在

不 同的学者定义有不同涵义
。

在此有必要对部分项 目作些说明
。

人字点小骨和顶间骨 4也称顶枕间骨或印加骨 5位于相同部位
。

后者的外侧缘超出人

字缝近中三分之一
。

眶上切迹或孔
、

额切迹或孔
、

滑车上切迹或孔 4图版 ,一 5 是眶上神经或其分支在眶上

缘的通路
。

前者在眶上缘中部到内侧三分之一处 6额切迹或孔在其近中侧 6 滑车上切迹或

孔在眶上缘与内缘的转折处
。

若不以位置而以结构简便地区分的话
,

则形成另一性状
—

眶上神经孔
,

在眶内有开口 的穿越眶上神经任何分支的眶上缘孔都包括在内
。

眶上神经沟4图版 ,一 ! 5 是眶上神经的分支在额鳞外面的外侧部留下的一条或多条印

痕
,

长度超过 1Ι 毫米者记录
。

脑膜眼眶孔 4图版 ,一85 在蝶骨大翼眶面
、

眶上裂的上外侧
,

穿透脑膜中动脉与泪动脉

的吻合支
。

直径超过 Ι
Σ

8 毫米者记录
。

眶下缝 4图版
一 Λ 5 是由于胎儿发育期在眶底板形成的裂缝在新生儿的上颇骨表面形

成
“骨缝

” 。

它从眶下缘 延伸到犬齿窝
,

有时眶内也可见
。

通常在几岁后即关闭
,

其痕迹有

时保留到成年
。

颧横缝痕迹 4图版 卜 5 指颧骨体后部  毫米以上的横缝痕迹
。

如果该缝横穿颧骨

体
,

把它分为上大下 小的两部分
,

则称为二分颧骨
。

国外称之为 “ 日本人骨
”

4∗. 介Φ ∗< ;
Τ

# > = 5
。

外耳道骨肿4图版 ,一
,

?5 是颗骨鼓部从前方或后方突向外耳道的骨晴
。

由于此性状

存在与否的界限不易掌握
,

日本学者百百幸雄 4Ο ∗
:∗

,

12 ! 5 提出了一个最低标准
9
外

耳道前壁
—

高 ΛΣ 3 毫米
,

厚 + Υ 毫米 6 后壁
—

高  Σ ! 毫米
,

厚 1
Σ

! 毫米
。

胡施克孔在颗骨鼓板由鼓环 4
≅Ν = ΦΑ< ;# . ;< Γ 5 发育的过程中均存在于外耳道 底 部

,

通常在 , 岁前关闭
。

若在成年后继续存在
,

则在鼓板近中三分之一处最易发现
。

直径超

过 Ι
Σ

 毫米者记录
。

鼓板边缘孔是鼓板外侧缘中部上下行的沟两侧骨针会合形成的直径 1一 8 毫米 的 骨

管
。

枕横缝残存是连结左右两侧星点的骨缝在其一端的痕迹
。

长度超 过 1Ι 毫 米 者记

录
。

裸前结节4图版 & 一 1
、

! 5 是在枕裸前 内侧或近或远处的向下突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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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裸4骨面型 5 4图版 11一 3 5是枕骨基底部下面后端中央一个具光滑或粗糙表面 的

骨性隆起
。

它与枢推齿突尖或寰稚前弓形成关节
。

有的学者把它记录为在中线处合并的

两侧裸前结节
。

由于本观察包括此二性状
,

第三裸4骨面型 5不再作为解前结节例记录
。

第三裸 4骨突型 54图版 11 一 8 5是枕骨大孔前缘正中处突向后缘的骨性隆起
。

肆前沟是从裸前孔横向中线方向的静脉压迹
。

裸中间管4图版 11 一Λ 5 由横跨过紧靠在枕肆外侧的沟的骨桥形成
。

旁散突在枕骨颈静脉突上靠近枕裸外侧
。

向下突起高度超过枕裸关节面高度的一半

者记录
。

其起源与寰推的横突相应
,

二者可能形成关节
。

颈静脉孔骨桥是由枕骨颈静脉孔间突延伸到颗骨鼓部三角凹陷之后的颈静脉孔内突

的骨桥
,

它把该孔分割为二部甚至三部
。

枕骨的孔间突有时与颗骨三角凹陷前面的隆起

有桥相连
,

但这种骨桥的形成可能与岩下窦有关
,

不算作此项
。

卵圆孔不全指卵圆孔与棘孔相通
,

但仅存在裂缝的情况不算
。

棘孔开放指棘孔与蝶岩裂相通
。

床突间骨桥4图版 11一 5 是蝶骨同侧的前床突
、

中床突或后床突任何二者甚至三者之

伺的骨性连接
,

以前床突和中床突的骨桥居多
。

内侧聘管和外侧愕管由内侧愕沟或外侧聘沟与愕横缝交叉或稍前处愕沟上存在的或

长或短的骨桥形成
。

此外
,

齿槽突起处的类似骨桥也见报道
,

不记录在此二性状之中
。

下领舌骨沟骨桥4图版 ,一 7
、

11 一7 5有两种类型
9 1

Σ

近中型
—

由于蝶领韧带的骨化
,

下领小舌向后延伸成骨桥 6 !
Σ

远中型
—

下领孔下后缘形成的小棘
,

它与下颇小舌相对

应
。

不管何种类型均记录
。

三
、

结 果

在所有 “ 项性状中
,

除去前囱骨和鳄中骨 以外
,

都或 多或少在华北人头骨上出现 4附

表5
。

ϑ ∗ ∗ :
一

Κ ∗ < Β ? 412 8 8 5 观察的同一批材料
,

额颗连接式翼区 4 多5
、

筛前孔上位 418务5
、

卵圆孔不全 48多5
、

棘孔开放 43并5
、

胡施克孔 41! 关5的 出现率与本观察的结果是 一 致

的
。

他统计的人字缝小骨 48 外5 比较少
,

翼上骨 4!3 关5 比较多
,

维萨里孔 488 外5 也稍

多
。

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取样不尽相同
,

此外
,

不同研究者评判尺度也很难完全一

致
。

与我国其他地区已经发表过的一些资料相比 4中国解剖学会体质调查组
, 12 3 7 5

,

额

中缝
、

眶上神经孔
、

滑车棘
、

筛前孔上位
、

二分视神经管
、

颧横缝痕迹
、

颧面孔缺如
、

裸前结

节
、

第三裸 4骨面型 5
、

第三解4骨突型5
、

颈静脉孔骨桥
、

维萨里孔
、

翼棘孔和多频孔等性状

的出现率都是基本一致的
,

而在翼上骨
、

副眶下孔
、

旁裸突和二分舌下神经管方面则有显

著的差异
。

这些异同说明我国居民在大的人种关系上的一致
,

同时也可能存在一些地理

变异
。

进一步的对比研究有待于取得更加系统的观察资料
。

华北人头骨还存在几例在近几十年非测量性状研究中没有提及的几项性状
。

+ 。 Ο ∗ > Θ Β 41 2 Ι 8 5 归纳了 自 13 3 Ι 年 以来报告的枕骨基底正中管 4/
Α < Α ;? Θ Α司Α .; ,



! Ι 人 尖 罕 字 张 了 卷

Σ #

:;Α ,
9
5 在一系列欧洲人头骨 中的出现率

。

它分为上部的
、

下部的和分叉的三种情况
。

华

北 Ι
,

13 号男性头骨枕骨基底部脑面也存在这种管道4图版 < 一

5
。

它长 毫米
,

直径  毫

米
,

两端均开口 于斜坡 4#; Η>
?
5 上

,

下 口高出枕骨大孔前缘 7 毫米
,

是枕骨基底上部正中

管
。

Ι, ! 1Ι 号男性头骨右侧有一裸窝骨桥
。

这一解剖结构已 由 ∗ Β≅ ≅Βς ;< Γ 412 8 Ι 5 描述
。

在男性华北头骨中还见有一例 4∗
,

17 号右侧 5整个裸管被骨板分隔为两部分
。

这应是与

上述不同的结构
,

称为二分骸管 4/ ∗ < : Ν Α . Β Α ∗ Α : ∗ > Θ Β ,

图版 11一 3 5
。

四
、

讨 论

人类的头骨和体骨存在一些不大多见的结构
,

它们经常被称作
“

解剖上的变异
” 、“
偶

然出现的
” 、 “

不正常的
”

性状
。

但是
,

其中相当一部分性状在一人群内有一个由遗传上确

定的出现率
。

从这个角度看
,

它们又不是
“
偶然的

”

或“不正常的
” ,

而是在形态学上值得描

述的一类解剖结构
。 不仅如此

,

在不同人群中的出现率还存在差异
。

于是
,

非测量性状成

为不同群体可遗传的差异性的尺度之一
,

这尺度在目前人类学研究中表现为综合各种非

测量性状而产生的群体间生物学距离
。

为此还发展了与处理测量性状不 同的另一套多元

统计方法
。

用非测量性状表现人群间的生物学距离的理论基础还在深人研讨之中 6 家族的研究
、

双生子的研究
、

不同年龄组的对比研究对这些性状的遗传确定性并不都是肯定的 6 作为现

行的非测量性状的统计方法的基础的非测量性状彼此之间不相关的前提还没有得到完全

的证明 6 非测量性状出现的机制方面
,

由于两性之间和两侧之间存在差异
,

导致了
“

骨化不

足和骨化过度
,,

4Δ Ν )∗ ?≅∗ ≅;Β
一

Δ Ν)Β . ∗ ?≅∗ ≅;# : ;Β Δ ∗ ≅∗ = Ν
,

( ? ?Β < Θ Β .Γ
,

12 Ι 5 的解释
,

但更有

人认为大部分非测量性状在性别
、

年龄和两侧诸方面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异
。

这些状况4或

说缺陷5 在侧量性状方面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
,

但并没有限制它们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

用
。

就世界人类学的范围而言
,

非测量性状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积累资料的阶段
,

主要任务

仍是选择那些在同一人群不 同年龄结构上有稳定的出现率而又同时在不同人群中有差异

的项 目
,

就象已 经证明了的二分舌下神经管和颈静脉孔骨桥那样 4Ο
∗
:∗

, 12 3 Ι
、

12 3 7 5
。

依照我国当前的状况和需要
,

本次观察没有扩展至更大范 围的对比
,

而只是通过归纳和介

绍非测量性状的观侧方法
,

希望引起我国人类学和解剖学界的注意和重视
。

如果说我们

还没有从胚胎发育直至成年的年龄阶段的系统材料的话
,

至少对成年头骨组的观察是有

可能进行的
。

早在上个世纪或本世纪早期描述过的枕骨基底正中管和裸窝骨桥在近 8Ι 年的非测

量性状研究报告中已不再被提起
。

这两个性状
,

还有新描述的二分霹管
,

在华北头骨上的

出现可能表明它们还是有意义的
。

日本札幌医科大学百百幸雄提供关于枕骨基底正中管和解窝骨桥的资料
,

本文作者

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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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华北人头骨非测≅ 性状的出现率

,汉;: Β < # Β ? ∗ Χ 加< 一

= Β ≅. ;# Α .. Α ;≅‘ ;< % : . .Δ Β . < / Δ;叱记
, ς > 万,

区区 域域 项 目目 男 Π Α ΒΒΒ
女 Ω Β= Α ““ 少儿 Κ> Η Β < ; ΒΒΒ

∋∋∋ Β Γ ;∗ <<< ∃ . Α ;≅≅≅≅≅≅≅≅≅≅≅≅≅≅≅≅≅≅≅≅≅≅≅≅≅≅≅≅≅≅≅≅≅≅≅≅≅≅≅≅≅≅≅≅≅≅≅≅≅≅≅≅≅≅≅≅≅≅≅≅≅≅≅≅≅≅≅ 例例例例数数 出现率〔Ξ 555 例数数 出现率4Ξ 555 例数数 出现率4Ξ〕〕
/////// Α ? Β ??? ,< # ;: Β < Β ΒΒΒ / Α ? Β 。。 ,< Β ;: Β < Β ΒΒΒ / Α ? Β 吕吕 ,< Β;: Β < # ΒΒΒ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 888888888888888缝缝 骨骨 1
Σ

前自骨 Μ . Β Γ 田 Α ≅ ;# Θ ∗ < ##### Ι ΙΙΙ 333 Ι ΙΙΙ 888 Ι ΙΙΙ

   > ≅ > . Α Θ ∗ < Β ????????????????????????????????????????????????????????? 33333333333333333 888888888888888

!!!!!
Σ

冠状缝小骨 # ∗ . ∗ < Α ∗ ?? ;# ΒΒΒ 1! 222 1 3 1 Λ
Σ

ΙΙΙ 333 Ι ΙΙΙΙΙ Ι ΙΙΙ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88888
Σ

人字点小骨 ∗ ? ?;Β Β Α ≅ ,Α = Θ : ΑΑΑ 1! 222 3 7
。

88888 Ι ΙΙΙΙΙ Ι ΙΙΙ

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Ψ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礴礴礴
Σ

人字缝小骨 + Α= Θ : ∗ ;: Ι  , ;# ΒΒΒ 1! 222 3 Λ 7  
Σ

11111 斗  ΙΙΙ ΛΛ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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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续表 5

区区 域域 项 目目 男 Π Α ΒΒΒ 女 Ω Β = Α ΒΒΒ 少儿 Κ> Η 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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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续表5

区区 域域 项 目目 男 Π Α ΒΒΒ 女 Ω Β = Α ΒΒΒ
少儿 Κ> Η Β < ; Β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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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续表5

区区 域域 项 目目 男 Π Α ΒΒΒ
女 Ω。= Α ΒΒΒ 少儿 Κ> Η Β < ; Β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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