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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男性臼齿磨耗与年龄关系的研究

张继宗 纪 元
8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研究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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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来自全国九个省区8江西
、

青海
、

吉林
、

河北
、

安徽
3

贵州
、

云南
、

广西
、

山东 9的 ;< ; 个

汉族男性颅骨上的 , !; 颗臼齿磨耗
,

进行了分析研究
。

探讨了牙齿磨耗的地区差异
,

提出了曰

齿磨耗的新的分级方法
。

求出了 =
>

=
>

在不同数目组合情况下
,

推算尸骨年龄的多个回归方

程
。

牙齿的磨耗与年龄关系的研究
,

在人类学和法医学实践中
,

均有重要意义
。

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国内外都有很多报告
。

但牙齿磨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

为了探讨牙齿磨耗的地

区差异
,

并提 出臼齿磨耗判别年龄的具体方法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8吴汝康等
,  ! < ∀: 莫

世泰等
,  ! 7 : 姜学树等

,  ! 7 ? 9
,

并参考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报告
,

本文作者又做了如

下工作
。

一
、

材料 与 方 法

本研究所用材料取自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研究室保存的
,

有生前确切资料的骨骼

标本
。

标本来源于全国九个省区
,

选出上下颇单侧至少存在 ; 颗臼齿8=
> 、

=
,

9的标本
,

共

观察了 ;< ; 个颅骨标本 8带下领 9
,

年龄范围  一  岁
。

所观察的臼齿共 ! !; 颗
,

其中

=≅ ∀; 颗
,

=
Α斗< 颗

。

由于第三臼齿萌 出的年龄
,

有极大的个体差异
,

如果同时考虑第

三臼齿的先天缺失和阻生
,

完全萌生的第三臼齿的比例只有 ?7
3

;关8沈蕴华等
,  ! 7 ? 9

。

而

且第三臼齿位于第一
、

第二臼齿之后
,

对前两颗臼齿的磨耗情况影响不大
,

故在考虑臼齿

磨耗与年龄的关系时
,

没有将第三臼齿包括在内
。

所观察的颅骨标本
,

均为中国汉族男

性
,

标本的地区及年龄分布见表 4Β

牙齿磨耗的分类主要参考吴汝康等 8 ! < ∀ 9
,

莫世泰等 8 ! 7 9
,

和 = 5 + Χ Δ丫 8一! ∀ ! Β 、

 ! ∀ ! Ε 9 等人做的工作
。

因为第一和第二臼齿的表面构造基本上是相同的
,

而且磨耗的方

式也十分相似
,

所以第一
、

第二臼齿的磨耗使用同一个标准进行分级
。

通过对现存的标本

进行观察研究
,

并参考了 已发表的报告
,

将  一  岁的颅骨标本的臼齿磨耗共分为十级
。

臼齿磨耗的分级标准如下
。

 
3

没有明显的肉眼可见的磨耗
。

  
3

齿尖微有磨耗
,

肉眼明显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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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齿尖磨平
,

微有凹陷
。

/Κ
3

齿质点状暴露
。

Κ
3

两个以上的齿质点暴露
,

没有溶合
。

Κ 4
3

齿质点开始出现溶合
。

Κ Λ
3

两处以上齿质点溶合
。

2 ( /
3

齿质点全部溶合
,

但仍有岛状的牙釉质存在
。

/1
3

齿冠齿质全部暴露
。

Μ
3

牙髓腔暴露
。

臼齿磨耗的模式图如下
>

。
Ν

3
工  皿 下

色 !
、

∀ 。
和 丽 灭 #

臼齿磨耗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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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主要采用 日本学者竹井司哲等 2  3 4 5 6
,

和伊东志郎等 2  3 47 6 提出的方去
,

将牙齿磨耗按分级标准进行评分
。

评分分数与牙齿磨耗级是彼此相对应的
。

具体评分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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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臼齿磨耗的评分
,

对不同地区汉族男性的臼齿磨耗进行了比较分析
,

并将臼齿磨

耗的评分输人 电子计算机
,

求出了臼齿磨耗与年龄关系的多个回归方程
。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3

汉族男性日齿磨耗的地区缝异

本研究所用的样本来 自九个省区
,

横跨中国大陆
,

从年龄上看
,

主要分布在 ;ϑ 一 ?ϑ 岁

之间 8见表 49
。

为了研究臼齿磨耗的地方差异
,

尽可能减少由于不同地区样本中年龄分

布差异所致的影响
,

本研究选取了 ; ϑ一 ?ϑ 岁年龄组中样本数较多的江西
、

贵州
、

云南
、

广

西
、

和山东五个省区的材料
,

进行了臼齿磨耗的地区差异比较分析
,

并做了差异显著性检

验
,

结果表明 ;ϑ 一刊 岁年龄段汉族男性的臼齿磨耗
,

在上述五个省区的样本中
,

没有显著

差异
。

;
3

汉族男性日齿磨耗的判定的回归方程

由于五个省区的汉族男性的臼齿磨耗的地区差异
,

经过统计学检验并没有显著差异
。

所以
,

在九个省区汉族男性臼齿磨耗与年龄关系的研究中
,

没有再按地区分布进行分组
。

将所有标本的臼齿磨耗的情况
,

进行仔细观察
,

按臼齿磨耗级进行评分
。

将臼齿磨

耗评分
,

与生前年龄一起输人电子计算机
,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

求出了臼齿磨耗判别年龄

的多元回归方程式
。

由于各个颅骨 8包括下领 9存留的臼齿数 目不一致
,

根据颅骨 8包括下

领 9牙齿存留的情况
,

计算了用不同组合数 目的 =
>
=

>

磨耗情况
,

判别年龄的多元回归方

程式
。

上领四颗臼齿的年龄判定

夕Ο !
3

;  Π  
3

斗6 1 >

十 ;
3

4 1 >

Π ;
3

ϑ  二 Π ϑ
3

! ϑ 1 Θ

其中
> 1 >

上领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1 ,

上领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3

: 1 ,

上领右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

朴 上领右侧 =
>

钓磨耗级评分 :
4

夕为判定年龄
。

复相关系数 及 Ο ϑ
3

! ∀ < ,

剩余标准差为 0 Ο ;
3

?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Ρ 《 ϑ
3

ϑ  。

上领左 =
/

=
> ,

右 =
>

三颗臼齿的年龄判定

夕Ο   
3

∀ ! Π 4
3

∀ 1 >
Π ;

3

? ; 1 ;

Π  
3

! 7 1

其中
> 1 >

上颇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朴 上颇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1 ,

上领右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夕为判定年龄
。

复相关系数 ) Ο ϑ
3

7 7  ,

剩余标准差为 0 Ο ?
3

7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尸 《 ϑ
3

ϑ  ϑ

上领右侧 =
/ 、

=
Α

两颗臼齿的年龄判定

夕Ο   
3

Π
3

∗ 4 1 >

Π
3

? 1 >

其中
> 1 >

为上领右侧 =
:

磨耗级评分 : 1 >

为上领右侧 =
>

磨耗级评分 : 夕为判定年

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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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相关系数 ) Ο ϑ3 !   ? ,

剩余标准差为 0 Ο ?
3

∀ 7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Ρ 《 ϑ
3

ϑ  。

上领左侧 =
> 、

=
』

两颗臼齿的年龄判定

夕Ο  ;
3

ϑ ; 千 ;
3

1 >
十

3

; 1 Θ

其中
> 1 ‘为上领左侧 =4 磨耗级评分 : 朴 为上领右侧 =

>

磨耗级评分 : 夕为判定年龄
。

复相关系数 ) Ο ϑ
3

7 7斗,

剩余标准差为 0 Ο ?3 ?;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Ρ 《 ϑ
3

ϑ  。

下领四颗臼齿的年龄判定

夕Ο 7
3

ϑ ? Π  
3

! 二 >

Π ;
3

< 芍 Π  
3

7 ∀ 二 Π ϑ
3

# 4 1 :

其中
> 1 >

为下领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1 >

为下领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1 ,

为下领

右侧 =
>

磨耗级评分 : 1 、为下领右侧 =
Α

磨耗级评分 : 夕为判定年龄
。

复相关系数 ) 一 ϑ3 ! 7 ? ,

剩余标准差为 # 一 斗
3

; 7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Ρ 《 ϑ
3

ϑ  。

下领左 =
,

=
Α、

右 =
>

三颗磨牙的年龄判定

夕Ο 7
3

7  Π ;
3

 1 >
Π ;

3

? ! 1 :

十 4
3

! ? 1 。

其中
> 1 >

为下颇左侧 =
,

磨耗级评分 : 1 Α

为下领左侧 =
>

磨耗级评分 : 1
为下领右侧

=
>

磨耗级评分 : 夕为判定年龄
。

复相关系数 ) 一 ϑ3 如!  ,

剩余标准差为 0 一 ∀
3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Ρ 《 ϑ
3

ϑ  ϑ

下领右 =
>
=

Α

两颗臼齿的年龄判定

夕Ο  ;
3

ϑ ; Π ;
3

4 1 〕
十

3

; 7 二 ;

其中
> 1 >

为下领右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 >

为下领右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夕为判定

年龄
。

复相关系数 ) Ο ϑ3 ! ϑ!  ,

剩余标准差为 0 一 ∀
3

?∀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Ρ 《 ϑ
3

ϑ  。

下领左 =
>
=

Α

两颗臼齿的年龄判定

夕Ο !
3

∀ ? 十
3

< 1 >

Π ;
3

! ; 公 >

其中
> 1 >

为下颇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1 Α

为下领左侧 =
>

的磨耗级评分 : 夕为判定

年龄
。

复相关系数 ) 一 ϑ3 7 ! ! ?
,

剩余标准差为 0 Ο
3

拍
,

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 Ρ 《 ϑ
3

ϑ  。

三
、

结 论

 
3

中国汉族男性臼齿磨耗的地区差异
,

经统计学分析表明
,

差异不明显
。

;
3

本文提出的臼齿磨耗判定年龄的回归方程
,

样本源于全国九个省区
,

较有代表性
,

而且效果较好
,

可以用于人类学和法医学实践
。

本文在修改时得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银运老师的帮助
,

数据

处理时
,

得到了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研究室舒永康同志的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8 ! ∀ 年 ; 月 日收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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