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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议论更新世人类特别是直立人的头骨弯窿部比现代 各 人 群 的 为 厚 8; <1 =<
>

? ≅ < 1Α Β  Χ : Δ , ≅ Ε? Φ  Γ Χ : ΗΕΑ , Ι  ∀ Γ : ) 16 ΒΦϑ 1≅ <  ∀  : Κ , 3+ , ΛΛ  7 ∗ 9
4

但是只有很少

一点资料曾被用以支持这一议论
。

近来有几位学者使用了几种不同的技术记录了一些现

代的
,

史前的人群的头骨厚度测量 8∃ = = , Μ< ,  ∀ ! : Ν ≅ , Κ ? ,  ∀ : #而
ΦΒ ,  ! , : Ν ≅ , Κ ? ,

 7 ∀ 9证明了中东和澳洲土著人群的头骨厚度在过去的 ∗ ∗∗ 年中有过重大缩减
。

不幸的是
,

测量技术的不同
,

头骨上侧点的不同都使得将这些研究进行比较的工作复

杂化了
。

以往所得到的关于性别二态和生长变化的各种资料之间互相冲突
,

其一部分原

因可能即在于此
。

有几位学者曾报道在成年生命过程中头骨逐渐地变厚
,

虽然其过程并

不规则 8&
, ==

,

 Ο Χ : ) , < Β< ,  ! : ∃ =< 3, Μ< ,  ∀ ! 9
。

另一些学者则未能证实此一趋势

8& Ε33 6≅ <?
,  ∀ Χ: 0ϑ 1ΦΒ

,

 7 ! 9
。

关于头骨厚度由于性别不同而引起的差异程度也有 类

似的报道互不一致的情况
。

有人报道说性别二态是极小的 8Ν≅
, Κ 。 ,

 ∀ : 0ϑ 1ΦΒ
,  7 ! 9

,

也有人报道性别二态的差异与头骨的其他测量一样大
。

目前 尚未见发表现代中国人头骨厚度的资料
。

虽然魏敦瑞 8; <1 =<? ≅< 1ΑΒ
,

 Χ 9 曾

提供过 中国猿人头骨厚度的详细资料
,

但他用以进行比较的古老型智人和现代人的头骨

厚 度的资料却来自欧洲而非来 自中国
。

本文提出了现代中国北部人的头骨厚度资料
,

以

后将作为与中国史前人群进行对比的基础
。

本文所用的中欧和澳洲土著人群的资料则用

以提供关于现代其他人群中的地理变异和性别二态的信息
。

材 料 和 方 法

现代华北人材料包括收藏于北京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已知性 别 的 Χ∗ 名 男

性和 ∀ 名女性的头骨
。

用作比较的资料有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鲁诺收集来的 Χ 件男性

头骨 8现藏于 ∃ = <3滋=< 的南澳博物馆 9以及采 自木莱 8Δ 5≅
≅
ΕΜ 9 河中游的 Χ ∀ 件男性和 !Ο

件女性澳洲土著人头骨8现藏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博物馆 9
。

木莱河谷的人骨在采集时未

留下关于时代或考古学上的记录
。

根据它与已知年代的科阿8Π , Κ 9沼泽 8& Β ,≅ ?<
,  ∀ Γ 9

和弄卡 8) , , ? Θ Ε

9 8+
≅ , Θ , + << ,  ∀  Ρ Ν ≅ , Κ ? ,

 7 ∀ 9 头骨的形态和测量上的比较
,

木莱

河谷材料可以被认为大体上是近代的
。

据布朗等 8  ∀ 9
,

木莱河谷头骨的厚度最初是用标准化了的侧视 / 线片测量的
。

焦

点距正中矢状面的距离定在 ΧΟ
4

! 毫米
,

正中矢状面到软片的距离为 巧 毫米
。

结果在

/ 线片上放大 Χ4 !务
,

所获得的测量结果按此进行校正
。

为了核对这种测量方法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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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作者把从 Σ 线片上转录下来的数据与通过直接测量所得的数据进行比较
。

利用一种

特别改制过的直脚规在下列各点测量头骨的厚度8以毫米为单位
,

读数按最近的毫米计9

即在额骨鳞中部的中线上
,

前自前隆起
、

额骨的前自点处
、

右顶骨的头顶点处
、

枕骨的人

字点处和枕外隆凸处
。

然后把由头骨直接测出的厚度与由同一个休的 / 线片获得的数据

进行比较
。

用 #Φ 5 =<? ΦΦ 测验来比较样本均数
,

每一处厚度的性别二态按加恩 8. Ε≅ ?9 等

8  Γ Χ 9 的方法来计算
。

大部分木莱河谷标本有头后骨骼伴存8男性 Ο 具
,

女性 Χ 具9
。

这些材料被用来探索在颅弯头骨厚度
、

头骨大小尺寸和身材之间的异速生长关系
。

身材

在此用右股骨长度来代表
。

因此除了头骨厚度变数外
,

还测量了木莱河谷每副人骨的下

列项目
Ρ 股骨最大长

,

股骨干中部横径
,

股骨两裸宽
,

头最大长
,

头高 8颅底点
一
前囱点距 9

和眶上最大宽
。

这些变数之间的相互联系用斯皮尔曼80 + <Ε≅ ϑ 二 9等级相关系数来检验
。

结 果

澳洲土著人组除一处外
,

所有各处的厚度均显著地大于华北人和欧洲人8表 9
。

澳州

土著人组在枕外隆 凸处的厚度大于欧洲人却小于华北人
。

女性头骨的测量结果也支持男

性头骨测量的结果
,

在男性中
,

枕外隆凸处的厚度在华北组也是最大的
。

除枕外隆凸这一

处例外
,

华北组和欧洲组男性头骨的厚度极其相似
,

它们与澳洲土著人显然不同
。

在兼具两性标本的两组中
,

性别二态的水平有为负值的 8女性超过男性 9也有是正直

的
,

达到 ΟΧ 务
。

在澳洲土著组
,

前自点
、

头顶点和枕外隆凸处的厚度在男性显著地大于女

性
,

在华北组
,

则人字点和枕外隆凸处的厚度男性显著地大于女性
。

但华北女组例数特别

少
,

不适于作统计
,

对其结果不宜过于重视
。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方阵分值指示
,

在头骨厚度和大小之间有着生物学的联系8表

Ο 9
。

在男性组头骨中有五处厚度变数与头长之间有显著相关
。

头骨厚度与头高以及与睡

上宽之间的相关系数是低水平的
,

女性头骨厚度与头骨的三个测量项 目之间有较高水平

的相关
。

涉及枕外隆凸处厚度的相关系数在男女组中都是很低的
,

不显著的或 为 负 值
。

似乎看不出身材与头骨厚度之间的联系
。

虽然女性组的前囱处和前囱前隆起与股骨长之

间有显著的相关
,

但不见于男性
。

在男女两性混合组
,

相关也是低水平的 8
,

Τ ∗
4

7 到

。
4

∗ 9
。

没有一处头骨厚度与头骨大小和股骨变数之间的相关程度总是高于其他 任何处

的厚度
。

中等到高水平的相关可见于所有各处的厚度
,

男性女性都是这样
,

只有枕外隆凸

处例外
。

讨 论

本文所研究的各个组在其头骨厚度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变异
。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反

映头骨内表面形态的个体变异
。

在正中线上记录下来的头骨厚度可以受到下述许多解刹

学特征的影响
Ρ 额脊的长度和高度

,

上矢状窦沟的深度
,

脑脉中动脉沟
,

枕内
、

外隆凸的关

系
,

与骨缝发育有关的骨生长
。

同样的因素可以影响在头骨的较外侧区域测量的厚度
。

最

受此正常变异影响的变数是枕外隆凸处的厚度
。

当枕内
、

外隆凸相重叠
、

有显著发达的沈

脊时
,

在此处的厚度达到最大
。

在华北组中常见此种情况
。

但是澳大利亚土著人头骨均

枕内隆凸的位置常常比枕外隆凸的位置相对地靠下
。

因此虽然澳洲土著人男性头骨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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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比华北人较为显著的枕脊和枕外隆凸
,

但其在正中线上的绝对厚度却有所减小
。

此

区高度的正常解剖变异导致枕外隆凸区厚度的反常结果
。

局部创伤或某些特殊的病变也会影响头骨厚度
。

所幸这些情况中的大多数都有确定

的特征且易于分辨 8, ≅Φ ?< ≅ 和 Υ5Φ #ΑΒ Ε≅
,  7 , 9

。

对木莱河谷组标本的 / 线检查和对欧

洲及华北组标本的直接观察显示骨生长是正常的
,

没有病理变化
。

但是创伤和压缩性骨

折的证据在澳洲土著人头骨上是常见的
。

传统上澳洲土著人无论男性或女性
,

遇到攻击

性争夺时
,

就用一根结实的木器击打对方的头部 8Δ<6 61ΦΦ
,  Γ Ο 9 因为他们通常彼此面

对面
,

主要使用右手
,

所以引起的伤害最常常在头骨的左侧
。

对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澳

洲南部的 Χ ∗ 具澳洲土著人头骨的调查发现在 !7 多 的女性和 ∀ 并 的男性头骨有界限清

楚的
,

单一或多发的压缩性骨折
。

有 ∀Χ 外 分布在头骨左侧
。

与骨折相联系的广泛骨质

修复指明
,

虽然创伤常是最严重的
,

但大多数人还是活了下来
。

最危险的个体似乎是在

社会上最欠安全的
,

但又常是较富侵略性的青年成人
,

他们正处于其生殖高峰 8Δ<6 63 ΦΦ ,

 Γ Ο 9
4

这样形式的社会交往必然在选择上对头骨较薄的那些个体不利
。

这一点也可在

大的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澳洲土著人具有比欧洲人和华北人较厚的头骨
。

魏敦瑞 8  Χ
、

 杨9论证
,

厚的头骨
、

突 出的眉脊
、

枕脊和矢状脊形成一套相互有关的

头骨加固系统
。

这是许多化石人类特别是亚洲直立人头骨的一个特征
。

有人论证过魏

敦瑞所报道的增厚头骨可能是对威胁生命的伤害的一种反应 8&
Ε + Υ<?

,  Γ  : Κ ,3 + ,Λ Λ
,

 7 ∗ 9
。

压缩性骨折和其他创伤性伤害常见之于更新世人类的头顶 8) ,Υ <≅
,

 Γ 9 可能

这些或者是人与人争夺的结果
,

或者是
“

在使用仅在近处有效的武器狩猎大哺乳动物时头

部承受的打击
”。

根据现代大动物狩 猎 者 的 行 为 和 关 于 直 立 人 的 行 为 及 技 术 的 知 识 沃 尔 波 夫

8Κ ,3 Υ, ΛΛ 9 的假说似乎很不可能符合实际
。

关于澳洲土著人的资料建议
,

显著的头骨厚

度
,

特别是当其与颅外压缩性骨折联系一起时
,

是对一种攻击型社会交往的一种长期适应

结果的一部分
。

史密斯 80ϑ 1ΦΒ 9 等 8  7 ! 9 和布朗 8Ν ≅ , Κ ? ,  ! ∀ 9 论证的在过去 ∗ ∗ ∗

年 中头骨的变薄可能指示着与头骨大小和形态的大规模演化变化相联系的社会行为上的

变化
。

因为在头骨弯窿部尺寸与构成它的骨骼的厚度之间似乎有一种生物学的联系
,

当

检验颅弯厚度的时代变化时也应考虑到这一点
。

8昊新智 译 9  ! ∀ 年 月 ,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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