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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牙齿表面痕迹与人类生存适应及行为特征 3

———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使用痕迹

刘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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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②中国科学院人类演化与环境动因实验室 ,北京　100044;

③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0047)

摘要 　　人类为获取食物和满足其他需求而使用牙齿从事的各类非咀嚼性活动在牙齿表面形成使用痕迹。牙齿

使用痕迹与古人类的行为特征关系密切 ,记录了丰富的古人类生存环境、食物构成、获取食物的方式、行为模式及

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信息。对黄龙洞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的观察发现 : 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表面具有釉质破损与

崩裂、齿冠唇面破损、齿间邻接面沟 3种类型的使用痕迹。根据这些牙齿使用痕迹的分布和表现特点 ,推测生活在

黄龙洞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经常使用前部牙齿从事啃咬、叼衔、或剥离坚韧的食物或非食物物品等活动 ,并可能将前

部牙齿作为工具使用 ;齿间邻接面沟提示当时人类经常从事剔牙活动。结合已经在黄龙洞发现的其他人类活动证

据 ,我们认为当时人类可能从事狩猎活动 ,食物构成中包含有较多的肉类及粗纤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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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人类牙齿表面痕迹与古人类行为

古人类在演化过程中 ,为了生存的需要 ,采取了

一系列获取食物、抵御野兽、适应环境的措施 ,如制

作使用工具、狩猎、寻觅居住或活动遗址、迁徙等。

这些满足生存需求和适应环境的活动或能力被认为

是人类的行为特征 ( behaviors)。对古人类行为特征

的研究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

以揭示人类演化过程中食物组成、获取及加工食物

方式、生活习俗、制作使用工具能力等多方面的信

息 [ 1, 2 ]。古人类行为特征的信息主要来自对古人类

遗址遗迹、制作使用的工具、古人类遗址动物骨骼埋

藏情况及人类在动物骨骼表面造成的各种痕迹等方

面的研究 [ 1, 2 ]。此外 ,对古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也

能提供许多与古人类行为有关的重要信息 [ 3, 4 ]。牙

齿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 ,在古人类遗址发现的人类

化石中多数是牙齿 ,并且大多保存状态良好 ,在包括

古人类在内的人类牙齿表面都可观察到一些生前形

成的痕迹 ,这些牙齿表面的痕迹是生前使用牙齿啃

咬、咀嚼、研磨或执行其他功能所致。此外 ,对牙齿

进行修饰等活动也会在牙齿表面造成一些痕迹。由

于生前形成的牙齿表面痕迹是人类从事某种特定动

作造成的 ,因而记载着许多人类活动的信息。根据

痕迹形成的原因 ,可以将人类牙齿表面痕迹分为磨

耗痕迹和使用痕迹两大类。

牙齿磨耗痕迹 ( tooth wear mark) 　　是由于牙

齿相互接触 ,或牙齿与食物或其他外来物质接触造

成的牙齿组织减少 ,一般都出现在齿冠 ,只有在磨耗

非常严重 ,齿冠完全磨蚀时 ,才会波及齿根 [ 3, 4 ]。牙

齿磨耗痕迹一般是执行正常的啃咬、咀嚼、研磨等饮

食性功能造成的。除与年龄有关 ,人类牙齿磨耗痕

迹的程度和表现特点与食物来源、获取食物的方式、

食物质地、食物制作方法以及牙齿健康状况密切相

关 [ 3, 4 ]。通过对古人类牙齿磨耗特征的研究 ,可以

获得当时人类食物构成、食物质地 ,以及与之相关的

生存环境、人类生计方式等方面的信息。根据牙齿

接触方式 ,人类牙齿磨耗分为上下颌对应牙齿咬合

接触和左右相邻接牙齿接触所致的牙齿磨耗两种类

型。前者主要由上下颌对应牙齿啃咬、咀嚼、研磨等

动作造成 ,后者则由左右邻接的牙齿长期接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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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骨咀嚼等活动导致的相邻接的牙齿震动碰撞所

致。这种由左右邻接牙齿接触造成的齿冠邻接面磨

耗一般呈半圆型或片状凹陷 ,表面质地均匀 ,平滑。

除此之外 ,使用牙签等针状物品进行剔牙等动作也

会在齿冠邻接面造成磨耗痕迹。这种痕迹一般呈沟

槽状 ,表面质地根据剔牙工具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有

时非常粗糙 ,或不规则 [ 5 ]。在古人类牙齿观察到的

这种痕迹往往与当时人类从事剔牙行为有关 ,并可

进一步推测当时人类食用大量肉食 ,造成剔牙需求。

牙齿使用痕迹 ( tooth use marks) 　　除承担咀

嚼性饮食功能在牙齿表面造成磨耗痕迹外 ,人类牙

齿有时还被用于其他用途 ,在牙齿表面造成使用痕

迹。这种情况在古人类和一些现代部落人群更为多

见。古人类或一些现代部落人群经常把牙齿作为工

具使用执行一些非饮食功能 ( nondietary functions of

the teeth) ,如使用牙齿作为工具啃咬坚韧物品或叼

衔物品、使用牙齿进行特殊的啃咬或研磨动作 ,以及

使用工具在牙齿表面造成的痕迹 (包括剔牙造成的

齿间邻接面沟 )等 [ 6～8 ]。此外 ,一些古代和现代人群

具有牙齿修饰 ( tooth modification)的习俗 ,如日本绳

文时代人类在牙齿表面刻画纹路 ,还有一些人群凿

齿或对牙齿进行染色等 [ 9 ]。也有学者将这些牙齿

使用痕迹叫做活动性牙齿磨损 ( activity2induced

patterns of dental abrasion) [ 6 ]。与牙齿磨耗痕迹相

比 ,牙齿使用痕迹与古人类的行为特征关系更为密

切 ,记录了丰富的古人类生存环境、食物构成、获取

食物的方式、行为模式及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信息 ,因

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论证人类演化、环境适应、文化

发展等众多理论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有关学者对古人类牙齿使用痕迹的研究发现了

许多与当时人类行为特征及生存环境方面的信

息 [ 10, 11 ]。W allace[ 10 ]发现 14%的南方古猿具有牙齿

啃咬坚硬物质造成的釉质崩裂 ( enamel chipp ing) ,

其出现率在粗壮型和纤细型南方古猿之间没有差

别。因此 ,他否认了早期学者提出的两类南方古猿

在食物结构上差别的观点。在对古人类牙齿使用痕

迹的研究中 ,通过对一些特殊使用痕迹的分析来推

测当时人类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及行为特征的研究

尤其值得注意。W allace
[ 11 ]认为尼安德特人前部牙

齿的严重圆形磨耗说明这些牙齿不仅承担与获取及

处理食物有关的功能 ,而且还经常被当作便利的多

用途工具 ( convenient all2purpose tool)用于切割、撕

裂、叼衔 ,以及对一些物质进行造型等目的。还有学

者 [ 4～11 ]根据对更新世中、晚期人类牙齿表面特殊痕

迹的研究推测当时人类的生存状态及行为特征。如

根据对尼安德特人前部牙齿齿冠唇侧表面特殊条纹

样痕迹的分析提出这些痕迹是当时人类生前使用工

具切割上下牙齿之间叼衔的食物或其他物品无意中

在牙齿表面留下的痕迹 [ 8 ]。这项研究的作者还根

据条纹的规律走向发现当时人类习惯用右手使用工

具。还有许多研究通过对古人类牙齿齿间邻接面沟

( interp roximal grooves)的研究分析当时人类的剔牙

等行为特征 [ 5, 12, 13 ]。除上述对更新世时期古人类牙

齿磨耗与使用痕迹的研究外 ,对近代 - 现代人群牙

齿磨耗与使用痕迹的大量研究在论证古代人群社会

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健康、食物结构、人群关系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4, 6, 7 ]。此外 ,作为牙齿磨耗研究

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 20年迅速发展的牙齿微观磨耗

研究在研究早期人类食物与健康方面受到日益增多

的重视 [ 14～16 ]。

2004年发现的湖北省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

遗址经过 3次发掘出土了 7枚人类牙齿 ,初步研究

证实这是一处距今 10 万年左右的古人类遗

址 [ 17, 18 ]。对这些牙齿的初步研究发现黄龙洞人类

前部牙齿切缘局部粗糙面 ,在齿冠咬合面及附近呈

现出许多釉质表面破损、崩裂 ,我们怀疑这些釉质破

损反映了当时人类食物质地比较粗糙或将牙齿作为

工具使用等行为特征 [ 19 ]。本文将对黄龙洞人类牙

齿的使用痕迹进行专门的观察 ,在此基础上分析与

当时人类生存方式、生活环境、行为特征有关的问

题。

2　黄龙洞古人类牙齿使用痕迹观察分析

由于笔者已经对黄龙洞每一单个牙齿磨耗及使

用痕迹进行了详细描述 [ 19 ]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重点

分析黄龙洞人类牙齿使用痕迹的表现特点及其可能

的形成原因。分析的牙齿使用痕迹包括釉质破损与

崩裂、非牙齿相互接触造成的齿冠邻接面磨耗 ,以及

其他非咀嚼性使用痕迹。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

黄龙洞人类牙齿使用痕迹及其相关的行为特征 ,与

牙齿磨耗有关的内容将不再专门涉及 ,仅在描述或

讨论时提供相关的信息。

211　牙齿釉质破损及崩裂

釉质破损与崩裂是牙齿啃咬、接触坚硬物质或

使用工具等物品在牙齿表面造成的破损缺失 ,一般

表现为形状不规则的坑凹或片状釉质脱落。我们对

黄龙洞牙齿观察时重点记录破损或崩裂面大小、形

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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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出现部位、表面质地以及与切缘磨耗面的关系 ,

观察时特别注意鉴别区分生前与死后造成的釉质破

损或崩裂。生前形成的痕迹一般在破损面的边缘有

磨圆面 ,而死后或发掘造成的釉质破损断面新鲜 ,边

缘锐利。在黄龙洞发现的 7枚人类牙齿分别是上颌

右侧中门齿、上颌左侧侧门齿、上颌左侧犬齿、上颌

左侧第三臼齿、下颌右侧侧门齿、下颌右侧第二臼齿

和下颌左侧第三臼齿。对这 7枚牙齿磨耗及使用情

况的观察显示 ,有 3枚牙齿 (上颌右侧中门齿、上颌

左侧侧门齿和下颌右侧侧门齿 )齿冠切缘及其附近

分布有大量的釉质破损及崩裂 (图 1)。

上颌中门齿 (见图 1A ) : 在齿冠切缘及其附近

可见有大量条状或片状釉质破损及崩裂 ,主要分布

在切缘磨耗面唇侧及与之相邻的齿冠唇面下端 ,少

量分布在切缘的舌侧。釉质破损及崩裂呈条状或片

状釉质破损 ,局部可见有月牙状釉质缺失。在显微

镜下观察 ,切缘中央齿质磨耗暴露面以下靠近的切

缘尖端部分为一系列凸凹不平的粗糙釉质破损面 ,

边界不整齐 ,波及齿冠唇面下端。这些粗糙面呈现

为许多形状不规则的釉质断面。唇面观 ,齿冠唇面

下端靠近切缘区域布满了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 ,与

切缘磨耗面的同类痕迹相互连接。这些粗糙釉质断

面表现为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的釉质断裂面 ,局部

深达齿质。这些釉质破损或断裂面的边缘大多呈现

一定程度的磨圆面 ,提示是生前所为。

上颌侧门齿 (见图 1B ) : 沿齿冠切缘有一明显

磨耗面 ,占据整个齿冠切缘。在磨耗面唇侧的齿冠

切缘表面可见有一些形状不规则的釉质破损或崩

裂。此外 ,这枚牙齿的整个切缘远中部及切缘近中

唇侧角釉质表面可见有许多釉质破损面。这些釉质

破损形状不规则 ,凸凹不平 ,局部可见有片状釉质崩

裂痕迹。显微镜下 ,切缘齿质暴露面唇侧有一个较

大的釉质破损面 ,占据了切缘唇侧中央的大部分 ,长

约 3mm。这个釉质破损面沿切缘唇侧分布 ,波及齿

冠远中切缘角 ,使得整个齿冠远中边缘脊与切缘融

合部分呈现为粗糙的釉质凹陷 ,这个釉质破损面占

据了齿冠磨耗面远中边缘脊大约前 1 /2 。此外 ,在

齿冠切缘近中唇侧角附近还可见到小的釉质破损

面。所有这些釉质破损面均表现为凸凹不平 ,形状

不规则 ,局部可见有片状釉质崩裂痕迹 ,但尚未造成

齿质暴露。这些粗糙的釉质破损面的边缘与出现在

上颌中门齿的釉质破损面一样 ,在高倍显微镜下较

圆钝 ,提示为生前形成 ,应为啃咬坚硬物质所致。

下颌侧门齿 (见图 1C) : 釉质破损及崩裂主要

分布在靠近切缘的齿冠舌面上端及齿冠唇面上端靠

近远中切缘角区域 ,尤其在齿冠舌面近中切缘角及

唇面的远中角形成了大片状的釉质破损面。在齿冠

舌面靠近切缘区域可见有许多大小不等的釉质破损

及崩裂痕迹 ,尤其以这一区域中间部分为明显 ,破损

表面极为粗糙 ,局部似乎呈现有片状釉质崩裂 ,并造

成齿质暴露。显微镜下 ,可见釉质破损与崩裂面占

据了整个齿冠舌面上端 ,呈大小及形状不规则的崩

裂面 ,在近中角区域破损面扩大成大片状。整个破

损表面极为粗糙不平 ,局部齿质已经暴露。所有这

些釉质破损崩裂面边缘都有一定程度的磨圆 ,说明

生前所致。齿冠唇面远中角区域的釉质破损面呈长

条形凹陷 ,表面凸凹不平。显微镜下 ,破损面呈弧形

沟状下凹 ,沟表面可见有若干水平走向的细小沟与

脊。细沟表面局部可见有坑状的齿质已经暴露 ,而

隆起的脊表面的釉质有明显的磨圆痕迹 ,此外 ,在凹

陷破损面的近中下角可见有条状及坑状的崩裂面 ,

其表面齿质已暴露。这枚牙齿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

主要出现在靠近切缘的齿冠舌面上端 ,而不是在靠

近切缘的齿冠唇侧 ,可能与该个体生前使用前部牙

齿从事剧烈的前后方向研磨动作有关。此外 ,由于

经常进行前后方向的动作 ,该个体使用前部牙齿从

事啃咬坚硬物质时会习惯性地按前后方向切割咬

合 ,这样容易造成齿冠舌面上端靠近切缘处的釉质

崩裂。

根据以上观察 ,这 3枚牙齿的使用痕迹主要表

现为粗糙的釉质破损与崩裂面 ,估计是牙齿啃咬坚

硬物质 (如骨骼 ) ,或作为工具使用造成的。值得注

意的是黄龙洞人类牙齿釉质破损及迸裂都出现在前

部牙齿 ,这样的分布特点符合使用前部牙齿啃咬坚

硬物质 ,造成这些粗糙的釉质断面及釉质片状崩裂。

此外 ,釉质破损和迸裂都分布在靠近切缘的齿冠舌

面或唇面以及齿冠边缘角区域 ,应该是按照一定的

方向啃咬坚硬物体 ,或使用门齿作为工具剥离骨骼

上附着的肉、某些坚果或植物根茎外皮等行为有关。

212　齿间邻接面沟

在 7枚黄龙洞人类牙齿中 ,有 5枚牙齿呈现有

齿间邻接面磨耗痕迹。我们在其中的上颌侧门齿和

上颌犬齿观察到沟槽状齿间邻接磨耗面 ,其形态与

有关学者 [ 5, 12, 13 ]描述的齿间邻接面沟一致 ,似为剔

牙所致 (图 2)。

上颌侧门齿 (见图 2A ) : 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

各有两个齿间邻接磨耗面 ( interp roximal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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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龙洞人类牙齿釉质破损崩裂情况

A———上颌右侧中门齿 ( upper right central incisor)

B———上颌左侧侧门齿 ( upper left lateral incisor)

C———下颌右侧侧门齿 ( lower right lateral incisor)

A1, B1和 C1为牙齿整体观 , A2, B2和 C2为牙齿表面痕迹局部

Fig11　Enamel damage and chipp ing

of the Huanglong Cave human teeth

facets) ,均呈上下方向排列。显微镜下观察 ,虽然这

些磨耗面大小、形态、磨耗程度不尽一致 ,但两侧的

上下齿间邻接磨耗面有一些相同的表现特点。首

先 ,上下磨耗面均略呈角度相交 ; 位于下方靠近切

缘的磨耗面表面质地较为均匀 ,为微细的颗粒面 ;

位于上方靠近齿根的磨耗面因磨耗程度较重 ,整体

较下方磨耗面略低 ,磨耗面呈弧形凹陷 ,表面充满水

平走向的细纹。位于齿冠远中面上方的沟槽状磨耗

面磨耗程度较重 ,明显低于靠近切缘的磨耗面。由

于沟表面残余的釉质很薄 ,齿质已几乎暴露 ,显露浅

黄色。沟槽表面可见有许多呈前后水平走向的细纹

或小沟。在显微镜下可见整个齿间磨耗面及其中凹

图 2　黄龙洞人类牙齿齿冠邻接磨耗面 : 齿间邻接面沟

A1和 A2———上颌左侧侧门齿近中面 (mesial side of upper left

lateral incisor) 　A3和 A4———上颌左侧侧门齿远中面 ( distal side

of upper left lateral incisor) 　B1和 B2———上颌左侧犬齿远中面

　　　　　　　 ( distal side of upper left canine)

A1, A3和 B1为牙齿侧面整体观 , A2, A4和 B2为齿冠邻接面痕

迹局部冠 ; 注意每个齿冠邻接面都可见有两个磨耗痕迹 ,位于

　　　　　　　 上方的痕迹均呈沟槽状下凹

Fig12　 Interp roximal grooves of the Huanglong Cave human teeth

(Note that the two wear facets can be identified on each crown

　　　　　　　side and the upper wear facets are groove2shaped dep ressed)

陷面的边缘都有平滑的磨圆 ,说明是生前形成的。

上颌犬齿 (见图 2B) : 肉眼观 ,这枚牙齿齿冠切

缘、近中面及远中面都见有磨耗痕迹。齿冠近中面

只有一个半圆形凹陷的磨耗面 ,表面较光滑。齿冠

远中面则可观察到两个磨耗面 ,两个磨耗面的主要

特点与上颌侧门齿的齿间邻接磨耗面相似。如上磨

耗面略呈沟状下凹 ,表面可见水平走向的细纹。

如前述 ,出现在人类牙齿邻接面的磨耗痕迹主

要是由相邻的牙齿相互接触碰撞所致 ,但使用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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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剔牙等动作也可造成齿冠邻接面的磨耗痕迹。

两种原因造成的齿间邻接磨耗面形态不同 ,牙齿接

触形成的磨耗面一般为圆形、半圆形或片状 ; 而剔

牙造成的痕迹多为沟槽状。唇面或舌面观之 ,人类

上颌门齿和犬齿齿冠呈靠近切缘部分宽 ,靠近齿根

部分窄的梯形。正常情况下 ,只是齿冠近中面和远

中面靠近切缘的部分与邻接的牙齿接触 ,并留下齿

间邻接磨耗面。出现在黄龙洞上颌侧门齿及上颌犬

齿齿冠邻接面的 3个沟槽状磨耗痕迹均位于齿冠邻

接面的上方 ,靠近齿根。出现在这一部位的磨耗痕

迹显然不是牙齿间相互接触造成的 ,尤其磨耗痕迹

呈沟槽状 ,表面可见有大致呈水平方向分布的细纹。

因而这个磨耗痕迹应该是与外来异物接触所致 ,与

有关学者 [ 5, 12, 13 ]描述的在一些化石及现代人类见到

的剔牙造成的齿间邻接面沟非常相似 ,可能是该个

体生前剔牙所致。

213　上颌前部牙齿齿冠唇面破损

我们对黄龙洞人类牙齿表面痕迹的观察发现 ,

黄龙洞上颌左侧侧门齿齿冠唇侧表面隐约见有破损

痕迹 (图 3)。在放大镜下 ,该牙齿齿冠唇面见有两

个轻微的釉质破损面 ,分别位于齿冠唇面的上半部

和下半部。位于齿冠唇面下部靠近切缘的破损面呈

大片状 ,占据了几乎整个齿冠唇面下半部分 ,但破损

程度较轻 ,似为摩擦痕迹。位于上半部靠近齿根的

破损面呈近似梭形的条状 ,纵行分布 ,仅占据唇面上

半部的中间中部。显微镜下 ,两个唇面磨耗或破损

面略呈角度相交 ,每个磨耗破损面均由若干个高低

不平的小破损面组成。位于唇面下半部的磨耗面表

面有一些大致纵行分布的细纹或划痕。而上半部的

破损面表面由若干小的破损面组成 ,这些小破损面

均呈水平方向排列 ,表面粗糙 ,可见有平行走向的纹

路。

正常情况下 ,磨耗产生的痕迹仅出现在人类牙

齿齿冠切缘 (咬合面 )及左右牙齿的邻接面。因而

在牙齿齿冠唇面和舌面观察到的磨耗、破损或其他

痕迹应为外来物品在牙齿表面所用的结果。黄龙洞

人类牙齿的这种破损痕迹的特点体现在其出现部位

和形态特征两个方面。出现部位是在上颌前部牙齿

的侧门齿齿冠唇面 ,形态特征表现为细划痕样釉质

表面破损。这样的牙齿表面痕迹似为锐利工具刻划

所致。结合在全部 3枚黄龙洞前部牙齿 (上颌中门

齿、上颌侧门齿和下颌侧门齿 )切缘及其附近观察

到的牙齿破损与崩裂的情况 ,当时人类可能经常使

图 3　黄龙洞上颌左侧侧门齿唇面摩擦与刻划痕迹

A———牙齿唇面整体观 ( labial view of the tooth) 　B———齿冠唇面摩

擦痕迹 ( rubbed facet on the crown labial surface) 　C———齿冠唇面刻

　　　　　　　划痕迹 ( the cut mark and striations on the crown labial surface)

Fig13　Cutting mark and striations on the crown labial surface

　　　　　　　of the upper left lateral incisor

用前部牙齿啃咬坚硬物品 ,并将牙齿作为工具使用

从事叼衔、剥离等动作。我们推测在将前部牙齿作

为工具使用的活动中 ,有可能利用上、下门齿叼衔固

定骨头或树枝等物品 ,然后手持锋利的工具进行剔

肉、剥皮等动作。在这一过程中 ,有可能操作不慎在

牙齿唇侧表面造成摩擦与刻划样釉质破损。与此非

常相似的痕迹曾经在尼安德特人上颌前部牙齿发

现 [ 8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考虑 ,我们推测更新世晚

期生活在黄龙洞的人类经常将前部牙齿作为工具使

用 ,从事叼衔物品、剥离皮肉。同时还与手持的工具

配合使用完成一些复杂的剥皮或剔肉等动作。

3　黄龙洞古人类牙齿使用痕迹与人
类行为

　　迄今对黄龙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已经揭示了一

系列当时人类生存活动的证据 ,包括发现的古人类

制作使用的石器工具、古人类用火、动物骨骼埋藏现

象以及动物骨骼表面痕迹等 [ 17, 18, 20～24 ]。这些发现

展示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在这一地区生活及活动的景

象 ,包括居住环境、制作使用工具的能力、可能的食

物构成及其来源、获取及处理食物方式等。但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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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些研究发现还不足以进一步论证当时人类行为

特征及适应生存环境的策略的一些具体细节 ,而黄

龙洞人类牙齿使用痕迹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为此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

311　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的工具机能

人类前部牙齿是指上、下颌中门齿、侧门齿和犬

齿 ,在黄龙洞发现的 7枚人类牙齿中包含 4枚前部

牙齿。我们在黄龙洞人类牙齿观察到 3种使用痕

迹 : 釉质表面破损与崩裂、齿冠唇面摩擦与刻划 ,以

及牙齿邻接面沟。这些使用痕迹可能是当时人类啃

咬比较坚硬的物质、将牙齿作为工具使用和从事剔

牙等活动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使用痕迹都出现

在前部牙齿 ,这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当时人类前部牙

齿承担的功能。在现代人类 ,前部牙齿主要承担切

割和撕裂食物等功能。而出现在前部牙齿表面破损

和崩裂等痕迹是人类对牙齿的非咀嚼性利用

( nonmasticatory utilization)的结果 ,尤其与史前人类

行为或文化习俗密切相关 ,记载着当时人类食物构

成、获取及加工食物方式、生存环境及行为模式等方

面的信息。

有关学者对史前人类及一些现代土著居民牙齿

的研究发现了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牙齿使用痕迹 ,

如 Lukacs等 [ 6 ]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前部牙齿具有

两种类型的釉质破损 : 上颌前部牙齿唇面破损 ,以

及上颌或下颌门齿舌面破损。Lukacs等 [ 6 ]认为造

成上颌前部牙齿唇面破损的可能原因包括唇部装饰

(wearing lip p lugs or labrets)、修理石器 ( retouching

stone tools)、“切割方法 ”进食肉类 (“stuff and cut”

method of eating meat)、叼衔工具物品 ( grasp ing the

mouthp iece or bit of a bow drill)、剥离植物根茎

( sp litting reed or bamboo stalks)等。在这些可能的

因素中 ,所谓“切割方法 ”食肉是指使用一只手协助

上下颌前部牙齿叼衔肉食 ,另一只手持锋利的工具

切割叼衔在上下颌前部牙齿之间的肉食。这样的动

作会在上颌前部牙齿唇面造成破损。W allace
[ 11 ]认

为尼安德特人也采用这种食肉方法 ,并在上颌门齿

唇面造成划痕。Bermudez等 [ 8 ]根据对这些上颌前

部牙齿齿冠唇面条纹样痕迹的观察分析 ,支持这样

的行为存在于尼人。这种习俗在现代澳大利亚土

著、因纽特人和布须曼人仍可见到。张银运 [ 25 ]对安

徽巢县更新世中期人类牙齿的研究也提出过前部牙

齿工具机能的看法。

黄龙洞 4枚人类前部牙齿中 ,有 3枚 (上颌中门

齿、上颌侧门齿及下颌侧门齿 )呈现有非常明显的

釉质破损与崩裂痕迹。这些破损表面粗糙 ,可见有

明显的坑状釉质缺损以及片状釉质脱落或崩裂。这

些釉质破损及崩裂痕迹主要分布在靠近切缘的上颌

门齿的唇面及下颌门齿的舌面 ,呈大片状釉质破裂

脱落 ,同时切缘齿质暴露面也很粗糙 ,可能是啃咬坚

硬物所致。此外 ,在黄龙洞上颌侧门齿齿冠唇面还

观察到一些釉质摩擦与刻划 ,似为锋利工具切割造

成的。黄龙洞标本釉质崩裂的位置分别位于靠近切

缘的上颌门齿唇面和下颌门齿的舌面 ,同时上下颌

切缘的磨耗面也比较粗糙 ,提示除啃咬坚硬物质外 ,

当时人类很可能使用上下颌前部牙齿进行前后方向

剧烈的研磨、或剥离动作 ,导致了靠近切缘的齿冠唇

面和舌面区域釉质崩裂缺失。我们推测这样的釉质

崩裂可能是啃咬剥离骨头表面附着的肉和韧带的过

程中 ,与坚硬的骨骼不断碰撞所致。也有可能使用

前部牙齿剥离植物根茎或坚果皮、叼衔物品 ,同时使

用工具切割叼衔的食物或物品。在这一动作过程

中 ,在上颌门齿唇面造成了破损痕迹。根据以上分

析 ,我们认为生活在黄龙洞的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 ,

前部牙齿承担了啃咬坚硬物品、叼衔物品、或剥离食

物等多种功能 ,并有可能将前部牙齿作为工具使用。

312　黄龙洞人类的剔牙行为

齿间邻接面沟是使用细圆而坚硬的牙签样工具

进行剔牙动作所致 ,剔牙行为的产生与人类食物中包

含大量肉类或坚韧的植物纤维密切相关。现代人类

使用牙签剔牙多数不会造成明显的齿间邻接面沟 ,这

也许与现代人类剔牙频繁程度、剔牙方式、牙签的坚

硬程度等因素有关。齿间邻接面沟在化石人类的最

早记录可见于魏敦瑞 ( F. W eidenreich)对周口店直立

人牙齿的研究专著 [ 26 ] ,此后在能人、尼安德特人、海

德堡人等化石人类都发现 [ 5, 12, 13 ] ,而对齿间邻接面沟

在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古代居民 ,以及一些现代

人群的出现情况则有更多的描述和研究 [ 5, 6 ]。

黄龙洞人类上颌侧门齿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 ,

以及上颌犬齿齿冠远中面除具有与相邻牙齿接触形

成的磨耗面外 ,还都有一个齿间邻接面沟 ,其表面分

布有一些水平走向的细纹。这些表现特点与有关学

者 [ 5, 12, 13 ]表述的剔牙造成的齿间邻接面沟非常相

似。但值得注意的是 ,黄龙洞标本齿间邻接面沟的

表现特点与有关文献描述 [ 5, 12, 13 ]的一些出现在化石

人类及考古时期古代居民的同类痕迹有一些差别。

迄今发表的资料显示 [ 5, 12, 13 ]齿间邻接面沟多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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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颌后部牙齿 (尤其是臼齿 )的齿颈部 ,而黄龙洞

的齿间邻接面沟都在上颌前部牙齿 ,出现部位也并

不在齿颈部 ,而是在距齿颈有一定距离的齿冠远中

面上部。在前一部分 ,我们根据黄龙洞前部牙齿呈

现的釉质破损与崩裂位置与形态 ,推测当时人类可

能使用前部牙齿从事啃咬、剥离骨骼上附着的肉 ,以

及剥离植物根茎、外皮等动作。因而 ,出现在上颌前

部牙齿的齿间邻接面沟可能是当时人类为缓解塞在

前部牙齿之间的肉类或植粗纤维带来的不适 ,经常

进行剔牙动作造成的。

313　黄龙洞人类食物结构

有关学者 [ 6～8, 10 ]对世界范围的古人类以及近代

和现代人类前部牙齿使用痕迹的研究发现了与黄龙

洞前部牙齿类似的前部牙齿使用痕迹 ,并认为这些

痕迹与人类使用前部牙齿从事获取、处理食物、啃咬

坚韧食物等功能有关。如 W allace[ 10 ]和 Turner等 [ 7 ]

分别根据对南方古猿和因纽特人前部牙齿釉质崩裂

的分析认为这些由压力造成的崩裂 ( p ressure2
chipp ing)与处理肉类食物有关。对于造成上颌门齿

齿冠唇面的釉质破损的原因 ,许多学者 [ 6, 8 ]认为是

人类使用锋利工具切割处理叼衔在上下门齿之间的

肉类食物时所致。张银运 [ 25 ]根据对安徽巢湖早期

智人牙齿的磨耗分析 ,也提出过巢湖早期智人前部

牙齿重度磨耗与执行非咀嚼性工具功能或啃咬骨头

上的筋肉有关。我们根据对黄龙洞人类前部牙齿使

用痕迹的分析推测当时人类使用前部牙齿进行啃

咬、研磨坚韧食物 ,并可能从事剥离骨骼上的肉或植

物根茎等动作。另外 ,在黄龙洞前部牙齿还观察到

可能是剔牙造成的齿间邻接面沟。综合这些发现和

分析 ,并结合在黄龙洞发现的古人类用火、制造使用

工具 ,以及在一些动物骨骼上的发现的切割痕迹等

人类活动证据 ,我们认为出现在黄龙洞人类前部牙

齿的釉质破损和崩裂、剔牙造成的齿间邻接面沟 ,以

及上颌侧门齿齿冠唇面破损与当时人类获取、处理

及食用肉食有密切关系 ,当时人类的食物构成中包

含有较多的肉类及粗纤维类植物。我们推测当时人

类从事经常性的狩猎活动。

致谢 　黄龙洞遗址的研究工作一直得到吴新智院

士的关心 ;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

银运研究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曾祥龙教授和王巍副

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何嘉宁副教授就文中涉及的

问题与笔者多次讨论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堰市

博物馆、郧西县文化局对黄龙洞野外及研究工作给予

了大力支持 ; 野外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化石发

掘修理专项经费部分资助。笔者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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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V I NG ADAPTAT IO N AND BEHAV IO RS O F LATE PL E ISTOCENE
HUM ANS FROM HUANGLO NG CAVE I N Y UNX IO F HUBE I PRO V I NCE

REFL ECTED BY TOO TH USE M ARKS

L iu W u
①②　　W u Xianzhu

③ 　　W u Xiujie
①②　　Pei Shuwen

①②

(①Institute of V 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B eijing 100044; ②Laboratory of Hum an Evolution and

　　　　　　　Environm enta l D ynam ics, Chinese Academ y of Sciences, B eijing 100044; ③Chongq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Abstract

The use marks on human teeth are p roduced by the nonmasticatory utilization of teeth and other activities to

obtain and p rocess food, and some activities are related to the behavior. They thus can reflect various cultures of

p rehistory humans, recording inform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food composition, way to get food, behavior and

habits. In 2004 a new Late Pleistocene human fossil site named Huanglong Cave was discovered in Yunxi County,

Hubei Province. The three excavations from 2004 to 2006 unearthed seven human teeth, evidence of fire use by

humans, stone tools and other evid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Prelim inary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age of the human

fossils is around 100ka. The discoverie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ies of Late Pleistocene human evolution and

modern human origin in China. In the p resent study, the tooth use marks of the seven human teeth found in

Huanglong Cave were observed, and further analyzed with the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al adap tations. Our

observations reveal three kinds of use marks on the anterior teeth from the Huanglong Cave. They are enamel

damage and chipp ing, cut marks on the crown labial surface, and interp roximal grooves.

(1) The enamel damage and chipp ing: They were identified in the incisal edge and adjacent regions of the

upper incisor, upper lateral incisor and lower lateral incisor. The surface of the damage and chipp ing are very

rugged and rough which seem s to be caused by gnawing hard materials( like bones) or using the teeth as tools. Itπ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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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th noticing that all the enamel damage and chipp ings occurred in the anterior teeth. Such a distribution fits with

the behavior using the anterior teeth for gnawing. Moreover, the enamel damage and chipp ings mainly appear in the

lingual and buccal surface of crown closer to the incisal edge or near the corner regions of the incisal edge, which

should be caused by the activities using the anterior teeth peeling the meat attached to bones or peeling some p lant

shell.

(2) The interp roximal grooves: Among the seven human teeth found in the Huanglong Cave, five were found to

have interp roximal wear facets. The interp roximal wear facets in the upper lateral incisor and upper canine are

sem i2round shaped which seem s to be p roduced by tooth2p icking. The three grooves are all situated on the upper

region of the crowns near the roots. Obviously, the groove2shaped wear facets in this region cannot be caused by the

tooth contact. Moreover, some horizontal striates can be identifi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groove. W e believe that the

groove2shaped wear facts should be caused by tooth2p icking activities.

(3) The cut marks on the crown labial surface: Our observations found some damages on the upper lateral

incisor of the Huanglong Cave. Under m icroscope, some vertical damage surface cutting marks can be identified.

Such marks seem to be caused by sharp tools. Humans of the Huanglong Cave m ight use their anterior teeth to hold

food or other materials. A t the same time, they used sharp tools to peelmeat or p lants, which may leave damages on

the crown labial surface of the anterior teeth.

Based on our analysis, we infer that the Late Pleistocene humans in the Huanglong Cave used their anterior

teeth for gnawing, biting, grinding, and p illing food or non2food stuffs. They m ight also use their teeth as tools. The

interp roximal grooves suggest that the humans usually conducted tooth2p ickings. Considering other evidences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Huanglong Cave, we believe that the humans living at the Huanglong Cave conducted

hunting, and their food composition contained high p roportions of meat and rough2fiber p lants. The anterior teeth of

the Huanglong Cave humans were used as convenient all2purpose tool. These activities caused the activity2induced

patterns of dental abrasions.

Key words　　tooth use mark, tooth chipp ing, tooth p icking, human behaviors, Huanglong Cave

第 12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年代测定国际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

第 12届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年代测定国际会议于 2008年 9月 18～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物理、

化学、地质和考古等领域的近二百名第四纪年代学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其中 140多位来自国外。本届会

议科学委员会主席由 2008年 App leton奖获得者 ,英国物理学家 Ann W intle教授担任 ,参加此次会议有《第

四纪年代学 》杂志主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地质学家 Rainer Grun教授 ,印度物理学家 A shok Singhvi教授 ,

和丹麦 R iso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 Andrew Murray教授等国际著名学者。

该系列会议是国际上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领域最主要的专业会议 ,自 1978年首次在英国牛津召开

以来 ,历届都是在欧美国家举行 ,此次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 ,会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的资助 ,召集人是北京大学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周力平博士。在为期四天半的会议 ,与会

代表通过 60个学术报告和 120余展板交流 ,就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年的基本问题、实验方法与新仪器功

能和在第四纪地质与考古领域的应用等最新进展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我国代表与会人数是历届会议最

多的一次 ,其中主要是高校和其他科研单位有关实验室的研究生。在中国举办本届会议 ,将有利于促进第四

纪测年方法研究在国内的发展 ,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年代学专业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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