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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群头骨的若干赤道人种特征检测

张银运，吴秀杰，刘武
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摘要：为探讨中国大陆古代人群与赤道人种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情况，本项研究对赤道人种的若干特征

在中国古代人群头骨中的出现情况作检测。检测的材料包括 3800~1200 年前生活在新疆、青海、宁夏和

河南安阳的 12 组人群的头骨以及现代华北和云南的人类头骨。结果表明：1. 赤道人种若干特征能够在我

国古代多个地区的人群中和现代华北和云南人群中检测到，表明中国大陆至少在 3000~2000 年前已存在

赤道人种基因流入蒙古人种的人群之中的现象；2. 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在中国古代人群中很可能在

地理上大致是由东向西递降，与当时这些人群中的欧亚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的地理上分布趋势呈相反方

向，提示了在中国大陆至少在距今 3000-2000 年期间已经存在两个相反流向的外来“基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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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ination of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in Ancient Human Skull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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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est gene exchange between Equatorial and Mongolian populations in ancient 
continental China,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are examined and average frequencies of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are calculated for each of 8 cranial sample groups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can be found in the sample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 and gene exchange events occurred in ancient continent China as early as 
3000~2000 years BP.  2) The average frequencies of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decrease in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from eastern to western, and appear a reverse pattern when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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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average frequencies of Eurasian racial characters. An overlapping model, opposite gene 
flow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s of 3000~2000 BP, is proposed.

Key words: Ancient populations;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Gene exchange between 
Equatorial and Mongolian populations; Gene flows

近 20 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对东亚地区远古人类与西方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问题予

以重视
[1-4]

，为阐明现代人类起源模式提供了证据。由于更新世人类化石稀少且多数标本

保存状况欠佳，能提供的有关基因交流的形态学方面的信息毕竟有限。全新世考古遗址的

古代居民遗骸数量多、保存状况较好，是探讨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良好材料。因而，对近

1 万年以来中国地区人群与西方人群的基因交流问题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
[5-7]

。这类研究

已经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为探讨欧亚人种的人群基因进入东亚地区的路径、可能的扩散路

线，对中国地区现代人群形态形成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线索。但是，迄今对中国大陆古代

人群与赤道人种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情况所知甚少。

本项研究将对赤道人种的若干特征在中国古代一些人群头骨中的出现情况作一番检

测，以了解这些人群中是否存在赤道人种特征或这些特征的出现情况；由于这些头骨大多

数是属于蒙古人种，因此本项检测可以为阐明在中国大陆赤道人种与蒙古人种之间的基因

交流的历史提供线索。

1 材料和方法

本项研究所用的代表古代人群的研究材料是出自新疆、青海、宁夏和河南殷墟的几

个考古遗址的头骨材料，受检例数共 206-534 例。为便于对比，本文还选用了若干现代人

群的头骨标本，包括华北头骨和云南头骨，受检例数分别为 95-102 例和 55-100 例。

这几个考古遗址的年代是引用自文献 [5] 和 [6]；按其年代的早晚，大致可分成 3 组：

早期组、中期组和晚期组。早期组，距今 3800~3000 年前，包括新疆孔雀河古墓沟、青

海大通（卡约文化期）、河南殷墟。中期组，距今 2950~2000 年前，包括新疆和田流水，

新疆阿拉沟，新疆焉布拉克，新疆昭苏，新疆楼兰，青海大通（汉代），宁夏固原 - 彭阳，

宁夏中卫 - 中宁 - 常乐。晚期组，距今 1200 年前，以宁夏吴忠唐墓为代表。这样的分组，

与文献 [6] 中的大体一致。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出自青海和宁夏的材料统称为 “ 河西走廊

附近的材料 ” 或简称为 “ 河西走廊材料 ”。在地理位置上，新疆的这几个遗址在河西走廊

之西，而殷墟则远在河西走廊之东。这样，在早期组中有新疆早期组、河西走廊早期组和

殷墟组；在中期组中有新疆中期组、河西走廊中期组；在晚期组中有河西走廊晚期组。现

代组包括华北组和云南组。分组情况和各样本组例数详情可参见表 1、表 3。
在 3 大人种之间，在面颅的一些特征上有较明显的差别

[22]
。我们选用鼻颧角、鼻根

指数、鼻面扁平度指数和齿槽面角这 4 项测量性特征进行考察。这些测量值在 3 大人种中

各有一定的变异范围。赤道人种的有些测量值的变异范围与其它人种的有一定幅度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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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去除其重叠部分，得到这 4 项赤道人种特征的鉴别值 ( 简称为“赤道人种特征鉴

别值”)（表 2）。

根据赤道人种特征鉴别值，可以从一批头骨材料中筛选出赤道人种特征并计算出

其出现率。在一个人群中，各赤道人种特征的出现率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将采用这 4 项

特征出现率的平均值作为该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Average Frequency of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AFOERC )。某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的大小，意味

着赤道人种“基因”混入该人群的程度。本文皆以男性标本来计算。

2 结 果

表 3 列出了对各样本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的检测结果。从这些结果，计算了各组

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表 4）。

本文的检测表明：

1）赤道人种特征能够在我国古代多个地区的人群中和现代人群中检测到；在所检测

的各组人群中有不同程度的平均出现率，最高者为河南殷墟组人群，达 46.4%，最低者为

新疆早期组人群，达 2.5% （参见表 4）；中国大陆至少在 3000-2000 年前已存在赤道人

种基因流入蒙古人种的人群之中的现象。

2）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在早期组中，以河南殷墟组最高，河西走廊组次之，以

新疆组最低；在中期组中，河西走廊组的也高于新疆组的；这似乎意味着赤道人种特征平

均出现率在我国古代人群中很可能在地理上大致是由东向西递降（参见表 4、图 1）。这

与当时的欧亚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的地理上的分布趋向呈相反方向（参见表 5、图 2、文

表 1 本项研究使用的人类头骨样本
Tab.1 Cranial samples used in this study

地点 年代（距今，年） 受检例数 数据来源文献

早期组 新疆孔雀河古墓沟 3800 8-10 [8]

青海大通（卡约文化期） 3300-3000 74-102 [9]

河南殷墟（西北岗、中小墓） 3300 41-249 [10]

中期组 新疆和田流水 2950 10-11 [5]

新疆阿拉沟 2600-2100 14-32 [11]

新疆焉布拉克 2500 13-18 [12]

新疆昭苏 2000 4-7 [13]

新疆楼兰 2000 3-4 [14]

青海大通（汉代） 2000 22-43 [9]

宁夏固原彭堡、彭阳（张街，古城） 2500 4-11 [15-17]

宁夏中卫、中宁、常乐 2000 7-24 [18-19]

晚期组 宁夏吴忠唐墓 1200 6-23 [20-21]

现代组 华北 现代 95-102 本文作者

云南 现代 55-100 本文作者



 • 39 •1 期 张银运等：中国古代人群头骨的若干赤道人种特征检测

献 [6]）。很可能中国大陆至少在 3000~2000 年前已经存在两个相反流向的 “ 基因流 ”。
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现代云南人群的高于现代华北人群的（参见表 4）；而欧亚人

种特征平均出现率，华北现代人群的则高于现代云南人群的 ( 参见表 5 、文献 [7])。看来，

在现代华北人群与云南人群之间也存在两个相反流向的 “ 基因流 ”。这种两个相反流向的

“ 基因流 ” 究竟是同时发生的或是先后发生的，还有待对更多的研究材料进行分析才能回

答。近期来对 HLA 遗传标记的研究表明，最早的现代类型的人类入住东亚地区有向北和

向南的双向移民路径
[23],这与本文研究所提示的有过两个相反流向的 “基因流 ”，有何关系，

也有待深入探讨。

3 讨 论

3.1  人种特征和人种鉴定

对某个体做人种属性的鉴定主要是根据人种特征。这对活体，相对地容易。但对某

具头骨，仅靠少数几项特征就很难做出可靠的种族鉴定，要依靠尽量多的颅骨种族特征项

表 2 颅骨的种族特征
Tab.2 Racial characters in crania

特征 赤道人种 欧亚人种 蒙古人种 赤道人种特征鉴别值

鼻颧角 140-142° 136-137° 145-149° 140-142°

鼻根指数 20-45 46-53 31-49 ＜31

鼻面扁平度指数 20-35 40-48 30-39 ＜30

齿槽面角   61-72°   82-86°   73-81°   ＜73°

表 2 注：赤道人种、欧亚人种、蒙古人种颅骨特征数据引自文献 [22]。

表 3 每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出现率
Tab.3  Frequencies of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in the sample groups

   样本组

特征

鼻颧角 鼻根指数 鼻面扁平度指数 齿槽面角

标本数 出现数
出现率

(%)
标本数 出现数

出现率

(%)
标本数 出现数

出现率

(%)
标本数 出现数

出现率

(%)

新疆早期(E-XJ) 10 1 10.0 10 0 0.0 8 0 0.0 9 0 0.0

河西走廊早期(E-HX) 102 13 12.8 97 32 33.0 74 40 54.1 85 9 10.6

河南安阳殷墟(E-HN) 41 3 7.3 249 130 52.2 156 121 77.6 240 116 48.3

新疆中期(M-XJ) 72 13 18.1 71 10 14.1 44 3 6.8 58 0 0.0

河西走廊中期(M-HX) 78 7 9.0 76 28 36.8 33 13 39.4 55 9 16.4

河西走廊晚期(L-HX) 23 1 4.4 21 12 57.1 6 2 33.3 23 6 26.1

华北现代(T-HB) 100 13 13.0 102 48 47.1 95 23 24.2 97 61 62.9

云南现代(T-YN) 100 19 19.0 100 44 44.0 55 23 41.8 72 57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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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且要综合地做出判断。本项研究所用的 4 项赤道人种特征，即使全用作根据，还很难

对头骨做出赤道人种属性的判断，何况并不是每具头骨在这 4 项特征上都能达到赤道人种

特征的标准。我们统计了 84 具保存状况良好的现代华北男性头骨，发现其中无赤道人种

特征的有 12 具，仅有 1 项赤道人种特征的有 31 具，有 2 项者 32 具，3 项者 8 具，有 4
项者只有 1 具。这些头骨个体生前都有档案记录，皆属蒙古人种。由此可见，仅靠这 4 项

赤道人种特征的出现情况，不能改变该华北人群的种族属性，他们仍然属于蒙古人种。文

中提到的该人群中 4 项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高达 36.8 %，并不意味在该人群中有高

达 36.8 % 的赤道人种成员。

本项研究中这 4 项赤道人种特征，只是作为“基因”的指征用来判断人群间基因交

流的程度。文中所示的“4 项赤道人种特征出现率”并不指示在该人群中赤道人种成员的

出现率。 

表 4 每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
Tab.4  Average Frequencies of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in the sample groups
样本组 出现率 (%) 时代

新疆早期(E-XJ) 2.5

早期组河西走廊早期(E-HX) 27.6

河南安阳殷墟(E-HN) 46.4

新疆中期(M-XJ) 9.8
中期组

河西走廊中期(M-HX) 25.4

河西走廊晚期(L-HX) 30.2 晚期组

华北现代(T-HB) 36.8
现代组

云南现代(T-YN) 46.0

表 5 每组人群的欧亚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
Tab.5 Average Frequencies of Eurasian Racial 

Characters in the sample groups
样本组 出现率(%) 时代

新疆早期(E-XJ) 43.8

早期组河西走廊早期(E-HX) 16.4

河南安阳殷墟(E-HN) 6.9

新疆中期(M-XJ) 31.1
中期组

河西走廊中期(M-HX) 15.1

河西走廊晚期(L-HX) 9.9 晚期组

华北现代(T-HB) 6.6
现代组

云南现代(T-YN) 3.2

          注：本表内容是根据文献 [6] 和 [7] 整理而成的。

图 1 每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
Fig.1 Average frequencies of Equatorial racial 
characters for each of cranial sample groups

图 2 每组人群的欧亚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
Fig.2 Average frequencies of Eurasian racial 
characters for each of cranial sample groups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E-XJ E-HX E-HN M-XJ M-HX L-HX T-HB T-YN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E-XJ E-HX E-HN M-XJ M-HX L-HX T-HB T-YN



 • 41 •1 期 张银运等：中国古代人群头骨的若干赤道人种特征检测

3.2  渐变群内的基因交流

人种的“混杂”，也有人称之为“混血”、“融合”、“混合”，通常会在某人种

的成员中呈现出另外人种的一些特征。人种混杂意味着人种间的基因交流。

人种间基因交流的一种方式是，某人种的成员与另外人种的异性成员婚配而产生的

基因交流。

另一种方式是某人种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婚配而产生的基因交流，只是其中一些成员

带有另外人种的若干基因而已；其结果是，这些另外人种的基因在该人种成员中流动。这

是一种在渐变群 (Cline)内出现的基因流动。“渐变群是一个物种内部一批彼此相关的人群，

沿地理分布的梯度显示特征的差异”
[24]
。在渐变群“传递基因就像接力赛的运动员传递接

力棒”
[24]
。本项研究的人群数目虽然还不算多，但这些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出现率在地理

上的分布有呈梯度的趋势；在这些人群中，基因有可能像“接力棒”那样地传递。看来，

即使当时中原地区没有赤道人种成员存在或当时中原地区没有北上的移民，赤道人种基因

的流入仍然是可能的。

3.3  特征的稳定性和受环境影响

大约 30 年前，韩康信和潘其风指出：“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般有些

性状被认为与现代南亚甚至赤道人种相近，……更为可能是，这些新石器时代居民继续一

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的性状”
[25]
。现在看来，这说明了我国人群中的一些赤道人种特征

出现的历史有可能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段历史与人类进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

式中所提到的中外基因交流出现的历史相比，是较短的时段；但对这一时段的许多细节还

有不少难以确定的因素。

人种特征，以及论证中国人类进化模式时用以说明中外基因交流的一些特征，有稳

定的一面（遗传性），但从特征的形成历史看，有的特征还有受环境影响的一面（特别是

在大人种开始分化的远古时代
[22]
）。因此，本项研究中的这些人群所呈现出来的特征配

置格局有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本项研究的结果只是多种解释中的一种，还有待更多的

材料和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更有可能会被同行们新的研究成果所取代。

附记：韩康信教授致力于古人种学研究数十年，揭示了我国考古遗址人类遗骸大量
的测量数据和观察数据，阐明了我国考古时期居民详尽的体质特征和种族类型，推动了对
古代人群的迁移过程和有关中外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情况的研究。值此韩康信教授八十寿
诞之际，作者谨献本文恭祝韩康信教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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