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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共

本文对广西罗泊湾出土的 9 个西汉初期殉葬人的口腔情况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

发现这些

个休的 口腔主要特点是 8对刃貉比例高
,

各种胯型比例与现代壮族人相近
,
铲形门齿

,

智齿萌出

率高
,
龋齿

,

牙周病催患率不高
,

牙齿磨耗较重
。

 ! 9 年 9 月下旬
,

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现一西汉前期的大型

土坑木撑墓
,

墓穴规模大而复杂
,

葬品丰富
。

撑室内有长方形漆棺三个
,

尸体皆已腐朽无

存
,

撑室下层有殉葬坑七个
,

每坑有一具木棺
,

其中方棺三具
,

圆木棺四具
,

棺内各有 人骨

一具
。

这七具人骨除 : 0一; < 号十分残缺外
,

其它六具基本完好
,

编号分别为 : 0一; =、

; >
、

;
、

; ,
、

; 9
、

;∗ 这六个殉葬人骨的形态观察和测量已有报告6彭书琳等
,

 ! # 97
,

现

将 口 腔情况报道如下
。

一
、

形态观察和测量

 
。

牙齿的存留情况

六个个体的上下颇保存基本完整
,

其上有上领牙 ” 个
,

下领牙 #9 个
,

共有  9∀ 个
,

其

中残根牙 个 8缺失牙齿? 个
,

具休存留情况见表 0∗ 为研究方便起见
,

将其性别
、

年龄亦

列于表中
。

表  中各个体的年龄和性别是方中枯等 6 ! # 7依据牙齿和骨骼上的 ?≅ 多项年龄性

别特征综合分析得出
。

全部缺失牙都保留着完整的齿槽窝
,

无骨吸收现象
,

说明缺失牙是死后脱落的 8 卜

残根断面未发现龋洞等牙病痕迹
,

周围牙槽骨正常
,

估计是出土时或 出土后不慎折断
。

白

于存放时间长久
,

少数牙齿的釉质出现教裂剥脱现象
。

?
4

胎的分析
。

607 牙齿排列 除 ; 的左侧 Α “

牙体略向唇侧突 出外
,

所有牙 弓上的牙齿排列都整

齐
,

上下牙咬拾关系正常
,

基本无牙位拥挤者
。

牙位拥挤是 由于牙量相对大于骨量而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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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罗泊油西汉墓殉葬人牙存留情况

性性别别 年龄6岁777 现存牙齿齿
4

残根根 缺失牙齿齿

女女女 ? ∀∀∀∀∀∀∀∀∀∀∀∀∀∀∀∀∀∀∀∀∀∀∀∀∀∀∀∀∀∀∀∀∀∀∀∀∀∀∀∀∀∀∀∀∀∀∀∀∀女女女 0### # 9 ∀ < ??? ? < ∀ 9 ### Β 000 = 】】

女女女 大于 ? ≅≅≅ # 9 , < ?     ? < ∀ 9 ### ΒΒΒ ΒΒΒ

男男男  Χ

女女女 0999 # 9了斗 ?     ? < ∀‘ ### # 9 Χ<

女女女 ? 999 # 9 弓< ?     ? < ∀9 #######

####### 9 ∀ < ?     ? < ∀ 9 #######

####### 9 ∀ < ?     ? 斗∀ 9 #######

9 ∀     ? < ∀9 < ? ΒΒΒ
9 ∀ < ?     ? < 9 0 ∀∀∀

####### 9 ∀ < ?     ? < ∀ 9 ##### ,,
####### 9 ?     ? ∀ 9 ##### ∀ < Δ <<<

藏藏藏藏藏镖镖镖
# ∀ < ?    

器器?      

的
,

这是人类咀嚼器官在演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不适应性退化现象
。

毛燮均等6 ! ∀ ! 7作过

统计
,

现代北京人牙齿拥挤者占 < 务
,

而安阳辉县殷代人牙弓中
,

上颇牙位拥挤者占 ?沁
,

下领牙位拥挤者占  9 多
。

本文基本无牙位拥挤者出现
,

这可能与殉葬人生前受过挑选而

成为乐舞伎身份有关
。

6? 7 胎型 9 个个体 中有 ? 个对 刃胎
,

< 个复殆 6图版 =
,

0
、

?7
。

国内外资料表明
,

人类 由于咀嚼器官的退化
,

胎型由对刃胎演化到复胎
,

石器时代人类的胎型以对刃胎为

主
,

而现代人类是以复胎为主6周大成
,  ! ∀ ! 8 小金井良精

,  ! < 7
。

本文对刃胎的出现率为
4

外
,

由于例数嫌少
,

该数字虽不能代表西汉初期人的胎位情况
,

但无疑可以反映人类

的拾演化过程
。

67 矜曲线 除 ; 9 的横胎 曲线不太明确外
,

其他个体的纵横胎曲线都比较清楚
。

; 
、

; > 和 ; 为上凸型横胎曲线
,

; 和 ; . 为下凸型横拾曲线
。

4

腾型

在 9 个个体的愕型中
, ; 和 ; 为椭圆型

, ; > 和 ; . 为 Ε 型
, ; 0 和 ; 9 为抛物线

型
。

与我们在现代广西汉族和壮族人颅骨上所观察到的结果比较 6表 ? 7
,

发现各种愕型

出现比例与壮族人的接近
。

表 ? 腾型比较

西汉殉葬人 现代广西壮族 现代广西汉族

例 数

抛物线型

椭圆型

Ε 型

一矍生一卜一里止一卜
一里7竺一

一

一

卜二 一
一

Β
’。

·

Β
≅

Β 竺二
’

吕

Β
∀

·

Β
‘了

Β
乙〕

’

<

Β 9
·

<
Β

“≅
Δ

“,
·

, Φ Φ Φ

<
4

颊孔

在 ; = 和 ; 9 的左侧下领骨上分别有两个颊孔 6图版 =
, 0 、 ? 7

,

其余皆为每侧一

个
,

颊孔位置除 ;. 的两侧颠孔在 +
Γ

和 +
>

之间外
,

其余均在 +
Γ

下方
。

;0 下领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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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两个颊孔分别位于 Α 。 和 + Γ

之间的下方
4

∀ 毫米和 +〕

下方  
4

∀ 毫米处
,

前者的大

小和位置异常罕见
,

它接近齿槽窝边缘
,

孔径为 4 毫米
,

从孔中可清楚看到 + Γ

的近中面

牙根
,

孔的周缘平滑完整
,

圆形
,

开 口向上
,

周围齿槽骨和牙齿未发现病变现象
,

故我们认

为它是颊孔
。 ; 9 的两个额孔分别在 +

Γ

下方   
4

# 毫米和 :
‘

下方  <4 ∀ 毫米处
,

两者相隔

94 # 毫米
,

开口均 向后
。

多颊孔现象在中国猿人中非常普遍6贾兰坡
,  !∀ ≅ 7

,

在 巧 个新石

器时代人骨中也出现了一例多颊孔者6周大成
,  ! ∀ ! 7

。
本文六个西汉初期人骨中有两例

为多颊孔
,

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

颊孔位置除 ; 0

的一个异常须孔外
,

其余都较 我国化石人

靠前
,

与现代人相似6吴新智
,  ! 9  7

。

∀
4

倾齿

在  9 ∀ 个牙齿中发现 9 个龋齿
,

分别在 ; 
、

; > 和 ; 上
。 ; = 的三个 龋洞都大而

深
,

最严重
,

左 :
‘

为颊面牙冠牙颈龋
,

由于龋浊严重
,

自颊 侧咬 合面至颈 部出现一个

4 ∀ & ?4 ? & <4 ∀ 立方毫米的缺损
,

右 :
‘

和 :
,

的姨祠在牙冠远中面上 6图版 = , 0 、 ? 7
。

; > 和 ; 的龋蚀都发生在咬合面的釉质上
。

龋齿是物质文明社会的产物
,

是现代人类

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
有人统计

,

现代华北人的龋齿百分率为
4

9多
,

生活优裕 的明帝和孝

靖后 ∀9 个牙齿竟发现有  ∀ 个龋齿6周大或
。  ! # < 7

,

而过原始生活的爱斯基摩人
、

澳洲土

人几乎无龋齿发 生 6Η% 33
,

 ! ∀ <8 Ι ϑ2 3Κ
,

 ! 7
,

安阳殷代人的龋齿占总牙数的 <4 ?∀ 多

6毛燮均等
,  ! ∀ ! 7

。

西汉殉葬人的龋齿 占牙总数的
4

9< 多
,

与殷代人的接近
,

但比现代人

低
。

9
4

牙周病

在 9 个个体中仅发现 ;0 患牙周病 6图版 = , 0 、 ? 7
,

其上下领齿槽骨萎缩
,

所有牙

根暴露 ?
4

≅一 4 ∀ 毫米不等
,

上领比下领严重
,

齿槽骨呈水平型吸收
。

此外
, ; 0 的左侧 +

近中面和愕侧面相交处的牙槽崎呈一小缺陷
,

为垂直型吸收
,

左 :
,

的近中根与齿槽窝间

有空隙
,

也是垂直型吸收
,

估计这两处均属创伤性牙周病
。

象龋齿一样
,

牙周病也是物质文明社会的产物
。

现代人类牙周病的发病率相当高
,

为

≅ 多 以上6毛燮均
,  !∀ 9 7

,

而山顶洞人的牙周病尚属少见 6周大成
,

 ! ∀ ∀ 7
。

西汉 殉葬人的

牙周病催患率为  #
4

 # 多
,

与殷代人的 6 #
4

9# 多7接近
。

不过我们考虑
,

西汉初期人的牙周

病实际上可能要高些
,

因为牙周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
,

而这几个殉葬人的年纪

都较轻
。

4

很牙症和釉质发育不全
一

, , , 9  9
, ,

一
‘

一
4

Λ Φ
4 ,

一一
, ,

一
、 Φ ‘ Φ

4 ,

一 Φ Φ Φ
‘ 4 Φ

Φ
, ,

⋯
Φ

; 9 的 二
斗0二兰二 的咬合面上呈现大小不等的黄褐色斑块

,

其原 因可能是饮水中含氟
” 一 、9 Δ9

、 Λ Μ Μ Μ Μ 一一一
Μ Μ

一
’

一 ‘

一 ”
Μ

一
‘ ’ 一 ‘ ’

一
’

一
Μ ··

Μ ,

一Λ
Μ

一 Λ

量过高所致
。 ; . 所存的牙齿色泽和透明度发生改变

,

形成暗白不透明的粉笔样白至状釉

质
,

但釉质形态完整
,

表面光滑
、

坚硬
,

说明该个体生前曾患釉质发育不全
。

检查 ;∀ 的全

身骨骼情况
,

未见发育异常现象
,

可排除钙磷代谢障碍
,

但造成其釉质发育不全的确切原

因尚不清楚
。

凡 牙积石

在 ; 0 的上下牙
, ;

、

;9 和 ; 的部分牙齿冠面上 6近牙颈处 7 均发现坚硬的牙积

石
。



? ∀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
4

智齿

;. 的四个智齿均未萌 出
,

这个个体的估计年龄为  岁
,

未达第三磨牙萌出年龄
。 ; 9

的四个智齿 已露出骨面 毫米左右
,

正在萌出中
,

其余个体的智齿均已萌出发育完成
,

说

明其萌出率相当高
。

智齿的缺失是人类咀嚼器官退化的一种现象
。

据统计
,

现代中国人

智齿缺失者高达 <<
4

 ≅ 多 6孙风嘈等
,  ! # ? 7

,

而安阳殷代人的智齿萌出率为 ≅ 一 #≅ 多 6毛

燮均等
,  ! ∀! 7

。

显然
,

本文西汉殉葬人的智齿萌出率远比现代人高
,

而与安阳殷代人接

近
。

 ≅
4

牙齿磨耗

依据吴汝康等6 Ν ∀7 对臼齿磨耗分级标准
,

对殉葬人所有现存臼齿进行了观察定级
,

结果见表
。

表 罗泊油西汉墓殉葬人的牙齿 , 耗

::::: =一; === : 0一; >>> : =一; : 0一; ... : =一 ; 999 : =一;

左左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
ΟΟΟ

ΓΓΓΓΓ ΓΓ
,,

片片 Γ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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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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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度>>>>>>>>>>>>>>>>>>>>>>>>>>>

:::
ΟΟΟ

Γ二二 ΓΓΓΓΓ ΓΓ
’’

Γ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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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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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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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西汉墓殉葬人的牙齿尺寸和比较 6单位 Γ 毫米7

西汉初

殉葬人 新石器
时代人

现 代
华南人

西汉初
殉葬人 新石器

时代人
现 代

华南人

6女性 7 6男性7 6女性7 Β 6男性7

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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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产)! .!月,,一口&成.
/

⋯
一,七∀工0一一勺((,州,妇,一的袄1曰1气2((

−

/

⋯
+、眨∀‘.!勺近中远中径

颊舌径

近远中径
颊舌径

近远中径
颊舌径

近远中径
颊舌径

近远中径
颊舌径

近远中径
颊舌径

近远中径
颊舌径

3∗34

忍瓮

5
。

6

7
。

)

5
。

)

5
。

8

4∗3∗ 4 ∗4 4 ∗∗3 3∗3

,/五一了,−9:
/斗&了,1‘少1‘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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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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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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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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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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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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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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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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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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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4

‘∀/、口吸矛∀!, 
,二,‘

ΚΚ

,

∗ ∗4 33∗∗ ΦΦ∗!∗

Μ! 和 Μ 6 由于对刃殆的原因
,

前牙磨耗较严重
,

牙本质暴露
,

上门齿的磨耗面呈水

平或略向唇侧面
,

下前牙呈水平磨耗
,

上下后牙各尖皆均匀磨耗
,

两侧磨耗对称
,

胎面较平

整
,

补偿曲线亦较明显
。

除 Μ Ν
、

Μ ≅ 的第一
、

二臼齿为 级磨耗外
,

其余个体的臼齿磨耗

均达 川 级
,

但是这批个体的估计年龄最大不超过 %≅ 岁
,

磨耗严重程度与其年龄极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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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

说明西汉初期殉葬人的食物粗糙
。

  
4

牙齿形态

607 上门齿 所有现存上门齿皆呈铲形
,

属于蒙古人种特征
。

6? 7 上第一
、

二臼齿 除 ; >外
,

其他五个个体的牙尖皆为 < 型
,

;? 为 < 一型 8 :
,

皆

呈 < 一型
。 ;. 的右 :

‘

上有一卡氏尖
。

6 7 下第一
、

二臼齿 所有 :
Γ

均 为五尖型 8 :
Γ

的五尖型有 ! 个
,

四尖型有 ? 个
。

总的说来
,

牙齿形态观察结果与现代华南人牙的形态观察结果 6魏博源等
,

 ! # 97 大

致相似
。

 ?
4

牙齿测Θ

五 例女性和一例男性的牙齿测量结果列于表 < 并与点军台和青台出土的  ∀ 个新石器

时代的人牙尺寸 6周大成
,  ! ∀! 7以及现代华南人的牙齿尺寸6魏博源

,  ! # 9 7作比较
。

结果

发现西汉初殉葬人的牙齿尺寸与现代华南人的较接近
,

与新石器时代人的上前牙相差佼

大
。

西汉初期人牙尺寸属现代人牙范围
。

二
、

结 语

 
4

广西贵县罗泊湾 出土的六个西汉初期殉葬人中
,

;0 的口腔情况最复杂
,

该个体为

对刃胎
,

龋齿三个
,

龋洞深而大
,

所患的牙周病亦较复杂
,

牙齿磨耗为重 川 级
。

?
4

所有现存牙齿磨耗都较重
,

似与其估计年龄不相称
,

说明殉葬人的食物可能比较祖

糙
。

4

铲形上门齿
,

高比例的五尖型 :
>

表明殉葬人为蒙古人种
,

愕型的出现比例表明他

们与现代广西壮族人接近
。

<
4

殉葬人 口腔中的
“原始

”

性质
—

牙周病
、

龋齿的催患率
、

:
,

的萌出率以及对 刃胎
、

多颊孔等现象是他们与现代人口 腔的主要差异
。

∀
4

由于例数少
,

殉葬人身份 等原因
,

文中各百分率不一定能代表西汉人的口 腔实际倩

况
。

本文的口 腔疾病观察部分承蒙广西医学院口腔系梁 自民副教授的具体指导 和 帮 助 8

照片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王梦祥同志拍摄
,

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

6 ! # 9 年 ! 月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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