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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形成

研究的一些问题
’

刘 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 。 ��

摘要 近 �� 年国际古人类学界关于现代人起源 的研究与争论 引发 了对更新世 晚期人类演化及现

代人群形成与分化的关注
，

学术界就 此提 出了一 些有争议 的问题
�

文中在介绍这 一领域研 究进展

的基础上
，

结合国内学术界近年开展 的一 些研 究工作
，

就 中国更新世 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形

成与分化的一 些问题进行 了讨论
�

关键词 更新世晚期 人类演化 现代人群形成与分化 古人类学

根据化石证据
，

更新世晚期人类在演化上进人

晚期智人阶段
，

其形态特征与现生人类接近
，

被称

为解剖结构上 的现代人 ������������� ������ ��
�

�����
�

这一时期人类 已经分布到 了非洲
、

亚洲
、

欧洲
、

美洲及大洋洲的广泛区域
，

并逐渐分化为不

同的种族或 区域性群体
�

对这一 时期人类化石特

征
、

生存年代
、

行为模式
、

文化发展及环境特点的

研究在论证现代人起源
、

扩散以及现代种族与早期

文明的出现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近年开展

的相关研究对这一阶段人类演化提出了一些新的问

题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

本文在对与

此有关的重要研究进展简要介绍的基础上
，

结合国

内近年开展的一些工作就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

及现代中国人群形成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

� 现代人起源研究与争论引发的一些问题与

思考

近 ��年来
，

关于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与争论一

直 占据着 古人类 学 的前 沿 与热 点
�

相 互 对 立 的
“
非洲起源说

”
和

“
多地 区进化说

”
在进行着激烈

的争论， �〕 �

中国及东亚地 区现代人起 源在整个

现代人起源研究领域 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

有关

学者提出的
“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

”
或

“
连续进

化附带杂交
”
学说 已成为

“
多地 区进化说

”
的重

要组成部分川
�

在论证现代智人起源 的研究材料

中
，

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及相关 的人类活动遗存

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

随着对相关 问题研究 的

深入
，

学术界对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

形成与分化 的细节过程予 以 了更多 的关 注并提 出

了一些新的问题
�

�
�

� 现代人群�种族�形成与分化的时间

现代人类按其分布区域及体质特征被分为不同

的人群或种族
�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 �万年前的晚更

新世晚期�甚至更早 �人类 已经具有了代表现代地区

性人群或种族的形态特征
，

现代种族很可能形成于

这一时期
�

然而
，

这样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
�

更新

世晚期到全新世期间
，

人类体质特征的演化包括两

个方面
�

一方面特征 日趋 向现代人类接近
，

一些原

始特征逐渐 消失
，

呈现 出特征 的现代化
�

另一方

面
，

出现了以现代人类群体�或种族�为标志的人群

分化�����
������������及形态特征多样化 �����������

现象
�

因此研究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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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通常涉及两方面的问题
�
��� 现代人类及现代

人类特征的出现时间 � ��� 现代人类群体�或种族�

特征的形成时间
�

近年来
，

一些学者通过对世界范

围不同地区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与近代
一

现代人群标

本的对比研究提出现代人类群体或种族所具有的一

些标志性特征形成于人类进化的很晚阶段
，

或出现

在已经是属于现代类型的人类阶段���幻
�

按照这样

的观点
，

现代种族或群体形成于全新世以后
�

及其表现程度与相邻的肌肉发育程度及咀嚼功能密

切相关
，

实际上反映了功能和环境的适应���
， “ �

�

本

文作者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的研究发现
，

下

领圆枕在新疆和内蒙地区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

古代居民较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居民具有明显高

的出现率红‘�习
�

�
，

� 现代种族�群体�标志性形态特征

多年来
，

在研究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
、

现代种

族形成及人群关系时主要是依据一些种族或人群标

志性形态特征
�

然而
，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多年学

术界广泛使用的一些种族或人群的形态特征的可靠

性提出疑问
�

研究发现一些被认为具有种族或群体

特点的骨骼
、

牙齿特征在相对应的群体的表现并不

明显
�

相反
，

其中相当一部分特征在其他一些地 区

人群具有较高的出现率或明显的表现��，�
，
�司

�

本文

作者在近年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川
�

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有对种族人群特征理

解或认识的偏差
，

也与全新世 以来的近万年时间里

人群迁徙融合有关
�

此外
，

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许

多学者切身体会到多年来体质人类学研究一直沿用

的许多骨骼和牙齿形态特征
，

尤其是一些非测量性

观察特征的定义缺乏统一的标准
，

其中一些特征的

定义不够严谨规范
�

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许多学者

观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降低
，

不同研究数据之

间的对比及其科学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

�
�

� 形态特征表现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不同人群体质特征的研究和对 比来探讨

人群的形成
、

迁徙
、

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是这些特征是受遗传控制的
�

然而
，

由于研究及认

识水平的限制
，

迄今学术界对众多体质特征的形

成
、

表现
、

功能
、

变异的内在机制并不清楚
�

但至

少可以说
，

其中许多特征 的表现受环境 的影响很

大
，

很可能仅仅是一种功能适应
，

在研究人群关系

的价值非常有限
�

而另外一些特征的表现同时受到

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

这进一步增加利用这些特

征研究人群关系的复杂性
�

如多年来学术界一直认

为下领圆枕�出现在下领骨内侧面的骨质隆起�是蒙

古人种特征
�

但近年不断有学者指出下领圆枕出现

� 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中国人群

形成的一些问题

近年
，

学术界对东亚地区现代人群或蒙古人种

起源 与分 化 予 以 了很 大 的关 注帅
，
��刀

�

蒙 古人 种

��
��
��������泛指所有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

及美洲印第安人
，

其中
，

分布在东北亚中国
、

蒙古
、

朝鲜
、

日本等地的人类称为典型蒙古人种 ��������

���
��������

，

而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人群称为南亚

蒙古人种�
�������� �����������

�

中国具有丰富的

古人类材料
，

包括更新世晚期及全新世新石器时代

以来的人类遗存
，

为系统研究东亚地区现代人群形

成与分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笔者认为尽管国内学

术界在这一领域做了许多工作
，

但上述制约现代人

群形成与分化研究的问题对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

化及现代中国人群形成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
�

这

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
�

� 山顶洞人与柳江人的演化地位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为重

要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
�

有关学者对这些化石的

研究指出山顶洞人和柳江人 已经具有了一系列现代

蒙古人种特征
，

他们都属于正在形成 中的蒙古人

种
�

因而学术界普遍认为山顶洞人和柳江人代表着

尚未分化完成的古老型蒙古人种 �������� ������
�

�����
、

原始蒙古人种 ��
�������� �����������或原

蒙古人种��
���� �����������〔

‘�， ‘ �〕 �

近 ��年来
，

不断有 国外学者对 山顶洞人头骨

做进一步的研究
，

就山顶洞人的形态特征
、

演化地

位及在现代蒙古人种起源上的作用等问题进行重新

论证 〔 ‘ � ‘�〕 �

有学者提出山顶洞人 �个头骨彼此之间

的差别程度远大于各现代人群内部个体之间的变异

水平
�

这三具头骨从未落人同一现代人群的变异范

围
�

每个头骨与其最接近的人群相 比特征表现都不

明显
�

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山顶洞人也许并不真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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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之对 比的任何一个现代人群
�

山顶洞人很可能

是代表着生活在亚洲更新世晚期一种尚未分化
、

不

具有现代人类 种族 或地 区 性 特 征 的一 般 性 人 群

�����������������������仁
�。 ，

�，�
�

����年在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头骨及部分体骨

化石是迄今在华南地 区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更新世晚

期人类化石
，

柳江人化石发现迄今
，

仅吴汝康对这

些化石做 了研究哪 〕 �

他认为柳 江人与山顶洞人一

样
，

一方面保 留有一些相对于现代人类原始 的特

征
，

另一方面已经具有了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的特

点
，

表明柳江人是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一种早

期类型
�

柳江人发现 以来 的 �� 余年里
，

古人类学

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
，

当初的研究积累已不能满足

目前研究的需要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笔者意识到对

柳江人的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并有

必要对此开展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

在柳江人演化研

究方面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
�
��� 柳江人化石

形态 特 征 的 表 现 特 点 与 其 年 代 数 据 的 吻 合 性 �

��� 柳江人化石形态特征的进化程度
�

与现代东亚

地区人类相 比
，

柳江人何种程度上 已经具有现代人

类的特征
，

是否还保留一些原始特征 � ���柳江人

与山顶洞人形态上的差别程度
，

与现代蒙古人种南

方类型之间是否存在演化上的联系�

柳江人为代表的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是否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具有了现代中国人共有的人群特征 �现代

蒙古人种特征�� ���与现代中国人相比
，

生活在中

国更新世晚期的人类保留有多少不同于现代人类的

原始特征 � ��� 现代中国人具有哪些有种族或人群

识别价值的体质特征 � ��� 根据从考古遗址 出土的

古代居民遗骸的研究
，

一些学者将中国古代居民分

为不同的种族类型
�

按照 目前的标准
，

确定这些古

代居民的种族类型的可靠性有多大� 这些古代居 民

在现代中华民族各分支起源上的作用如何�

�
�

� 现代中国人群的形成与分化

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在体质特征上具有

明显的差别
�

一般将这些人群分为不同的人种
，

但

也有学者倾向于不使用人种这一名词
，

而代之以按

地理区域分布的人群
�

有关学者根据对现代中国人

骨骼
、

活体及遗传学特征的研究提出现代中国人体

质特 征 大 致 以 长 江 为 界 明 显 分 为 南 北 两 大 类

型���
一 ��〕 ，

并认为这种南北差异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

成
�

还有人进一步提出现代中国人的蒙古人种特征

大约在 �� 余万年前 的早期智人阶段 已基本开始出

现和分化
�

到晚期智人时期
，

中国人的蒙古人种特

征 已完全形成
，

而且 已明显分化为南北两大地 区类

型
�

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在颅骨形态上的差别说明它

们分别代表了当时南北两个不同的地方类型
，

是现

代蒙古人种北部类型和南部类型的祖先眯
，
��〕 �

但这

些研究对与上述问题有关的许多细节并未涉及
�

笔

者认为近期需要研究的问题有
�
��� 以山顶洞 人和

�
�

� 是否存在来自欧洲人类的影响�

在中国古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形成的过程 中
，

是否存在过来 自世界其他地 区人类的影响� 这种影

响的程度有多大� 这些问题一直吸引着国内古人类

学研究的关注
�

从 已经开展的一些研究看
，

支持存

在这样影响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人类演化的不同阶

段都有来 自欧洲人类基因交流的影响
�

基于对中国

古人类化石形态的研究
，

有学者提出更新世中期的

南京汤山直立人鼻梁高耸
，
以及出现在更新世晚期

的柳 江
、

资 阳
、

丽江人头骨 的枕部突隆 ����������

��������等特征是中国古人类与欧洲古人类基因交

流的证据��， ��」�

根据这些发现吴新智提出
“
连续进

化附带杂交
”
的学说

，

认为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中国

古人类是以连续演化为主
，

但同时存在与外部人类

的基因交流
�

但对这样的观点
，

国内学术界有不同

的意见比���
�

主要的争论点是对这些特征是否真正

是某一特定时期欧洲人类的标志性特征以及这些特

征形成机制的不同认识
�

目前学术界对来 自欧洲的

基因进人中国境内的时间有着不同的认识
�

一些学

者根据考古学及 自然地理等方面的证据来 自欧洲的

人类基因进人中国应该在全新世 以后
�

最有可能流

人西方基因的地区是紧邻中亚的西北地 区
，

特别是

新疆吻
，
���

�

迄今已经在新疆发现了大量的青铜时代

古代居民遗骸
，

初步的研究显示这些人类骨骼特征

与欧洲人类接近
，

而与 中原地 区人类有许多差别
�

因而无论从地理位置上或从时代久远上考虑
，

数十

万年前的南京直立人似乎更不可能具有西方血统
�

至于几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的体质特征

是否具有了来 自欧洲人类的影响还需要更多可靠证

据来论证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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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国内学术界开展的一些工作及其意义

�。 。�年以来
，

笔者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国内其他研究机构在中国更

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中国人群形成与分化领域

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

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

�
�

� 新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

在论证现代人起源的材料中
，

更新世晚期人类

化石及相关的人类活动遗存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

用
�

就某一区域而言
，

发现年代更早的更新世晚期

人类化石是确定这一地 区现代人起源时间的关键证

据
�

在非洲发现的若干距今 �� 万年或更早的晚期

智人化石材料是支持现代人
“
非洲起源说

”
的重要

证据之一即
， ‘�〕 �

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更新世晚期人类

化石中
，

多数时代较晚或年代存在争议
，

尤其缺乏

���一���
�
前的人类化石嘟〕 �

近 �年来国内学术界

加大了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一时段人类化石及其文

化遗存的力度
，

发现了一批新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

石地点
�

其中包括周 口店附近的田园洞以及在鄂西
�

三峡地区发现的多处地点
�

图 � ����年在湖北郧西县黄龙洞发现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化石

����一����年对 田园洞遗址的两次发掘出土了

古人类化石 �� 件及大量 的哺乳动物化石
�

初步的

年代测定显示人类化石的年代大约在 �� �� 前
，

与

山顶洞人的时代接近即〕 �

除此之外
，

近年在鄂西
�

三峡地区发现的若干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尤

为重要
�

鄂西
一

三峡地区是指从湖北省西北部到湖北

西南部的狭长区域
，

中间跨越 目前属于重庆直辖市

的长江三峡地区
�

����年在湖北省长阳县首次发现

人类化石以来
， ’

在鄂西
一

三峡地 区发现 了至少 �� 处

人类化石地点
�

近 �年来
，

我们在这一地区新发现

了 �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
，

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重庆奉节县兴隆洞和湖北省郧西县黄龙洞嘟〕”
�

����一����年对兴隆洞的发掘出土了 �枚人类牙齿

化石
、

石哨
、

石鸭
、

石制动物形象等艺术品
�

����

年我们对黄龙洞遗址进行 了抢救性发掘
，

出土 了古

人类牙齿化石 �枚
、

石制品 �� 余件
、

其他动物化石

约 ����件
�

初 步的动物群分析及年代测定显示人

类化石的年代可能在 ���一�� �� 前
�

上述发现为研究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

代中国人起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

尤其重要的是

鄂西
一

三峡地 区黄龙洞
、

兴隆洞等遗址 的年代都在

�。 。一���
�
前

，

对于探讨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具

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

�
�

� 对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形态特征及演化地位的

研究

鉴于近年学术界对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演化地位

的关注及提出的一些问题
，

我们对山顶洞人和柳江

人头骨形态特征表现特点及其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

差 别 情况 开展 了一 些 研 究 工 作哪���
�

我们发现
�

�� 武仙竹
，

刘武
，

高星
，

等
�

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
�

待发表

��刘武
，

吴秀杰
，
汪 良

�

柳江人头骨形态特征及柳江人演化的一些问题
�

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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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哪西
一

三峡及其周边地区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地点

��� 绝大多数特征在柳江人头骨的表现位于现代中

国人的变异范围
�

只有极个别特征在柳江人头骨的

表现与现代中国人不同
�

相 比之下
，

山顶洞人在颅

骨特征表现上较柳江人和现代中国人具有更多的原

始性 � ��� 柳江人头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见于

其他中国更新世界晚期人类化石
，

说明柳江人化石

上保留有少量常见于更新世晚期人类 的原始特征
�

但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
，

尤其是 山顶洞人头

骨相 比
，

柳江人显得要现代得多 � ��� 柳江人与山

顶洞人之间头骨形态特征的差异以体现头骨原始性

及粗硕强壮程度上的差别居多
，

而个别特征差异或

许与气候环境适 应有关
�

如 山顶洞 人头骨鼻根 凹

陷
、

鼻梁隆起及锐利程度明显超过柳江人
，

而柳江

人阔鼻很可能与更新世晚期南北气候差别有关
�

基

于这些发现
，

我们认为柳江人在形态进化上与现代

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
，

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
，

我

们的研究并不支持柳江人较 山顶洞和资阳更为原

始
，

甚至是在中国以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更新世

晚期人类化石的观点
�

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头骨特征

表现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它们之间在演化程度上的

差异
�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各 自的生存环

境
�

鉴于柳江人头骨形态总体上与现代中国人非常

相似并考虑到柳江人化石出土层位的不确定性
，

我

们认为现有的形态学证据不大可能为柳江人较早的

时代提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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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新世以来中国近代
一

现代人群体质特征

一般认为现代人群的分化发生在近 �万年以来

的全新世
�

迄今在中国众多的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

的古代居民骨骼
、

牙齿等遗骸
，

时代从距 今 ��。 。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

一直到历史时期
，

分布在边

疆到内地的广大地 区
�

这些标本蕴藏着全新世 以来

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古代人群的群体与个体的生

物学特征
，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类行为模

式及生活环境
�

近年
，

国内学术界对全新世以来近

代
一

现代中国人群头骨与牙齿特征
、

地区差异及时代

变化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

这些研究涉及大量的考古

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及现代人的骨骼

及牙齿标本
�

主要开展 了以下工作
�
��� 中国全新

世人群头骨形态特征及其在现代人群形成过程中的

变化 � ��� 中国与非洲近代
一

现代人类头骨特征对

比 � ���古 ��� 研究
�

这些研究的主要发现是近 �万年 以来居住在中

国不同地 区 的人群在头骨特征表现上呈现明显差

别
，

主要表现在中原与边疆的西北
、

内蒙及东北人

群之间
�

华北与华南在某些特征的表现上也有一定

的差别
�

此外
，

许多特征表现不仅是受遗传基因控

制的
，

与生存环境与功能适应也有关系
�

对近代
一

现

代非洲和中国人群头骨特征的对 比分析显示非洲人

具有一些显示其特异性的颅骨特征
，

但多数特征的

表现与东亚人类非常接近
，

提示现代人群体质特征

的趋同性
�

非洲人在多数颅骨特征的表现方式上较

中国人更为多样化表明现代非洲人群在体质特征的

表现上较东亚人类具有更宽广的形态变异谱
�

这些

研究对于深入探讨现代中国人群的形成与分化
、

来

自欧洲的古代人群在现代中国人群形成上作用具有

很重要的价值
�

国内一些实验室对考古遗址出土的

古代居民遗骸 ��� 的提取与分析也取得 了明显的

进展
，

尤其在研究西北地区一些古代居民的族群属

性
、

当时人类的迁徙
、

人群的融合及与现代人群的

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卿一 ‘��
�

的工作
，

包括在鄂西
一

三峡地区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更

新世晚期人类化石
、

对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头骨特征

及其演化的研究等
�

这些进展对于现代中国人起源

研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笔者认为未来在这一领

域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

�
�

� 寻找更多及更为完整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

如前述
，

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更新世晚期人

类化石
，

大多在距今 �万年以内
�

几乎所有被认为

时代早于 �万年的化石其年代数据都存在争议
�

虽

然近年发现了一些早于 �万年前
，

甚至更早的人类

化石
，

但大多为单个牙齿或破碎的骨骼
�

由于这些

化石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
，

因而未来应进一步加大

寻找距今 ���一���
�
前完整人类化石的力度

�

� 未来工作

近 �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

现代人群形成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对这一领

域存在的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学术问题有了更为明

确的认识
，

同时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

�
�

� 加强与遗传学研究的协调

在研究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形成方

面
，

除化石形态证据外
，
旧 石器考古学

、

遗传学
、

古生物学
、

地质学及年代测定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遗传学研究

正在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

近年一些学者根据遗

传学的证据就现代 中国人起源及现代中国人群的形

成提出了新的看法， ’ “ 〕并在学术界引发了争论娜〕 �

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最重要和直接的证据
�

但在很多情况下
，

难 以获得完整 的人类化石材料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包括遗传学在内的一些相关学科

的研究积累在探讨与人类演化有关的问题方面同样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实际上
，

遗传学研究在中国

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形成与分化研究方

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

并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

观点
�

笔者认为
，

在探讨现代中国人起源研究领域

国内古人类学与遗传学研究 的协作和 沟通还很不

够
�

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全面准确地了解
、

掌握

和分析相关的研究资料并给予更为合理的解释
�

今

后在这一领域加强包括古人类学与遗传学在内的相

关学科之间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将是产生高水平成果

的重要途径
�

�
�

� 拓展研究领域和方法提取人类化石中蕴藏的

信息

由于古人类演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

加上 自然

环境的影响
，

能够发掘 出土 的古人类化石非常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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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而这些珍贵的化石标本是古人类学了解人类演

化历史的直接证据
�

近年来
，

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不

断被用于古人类研究
，

对于进一步提取人类化石 中

蕴藏的信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迄今在中国已经发

现了数量丰富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
，

其中包括一

些 比较完整 的头骨
，

如柳 江
、

山顶 洞
、

资 阳
、

丽

江
、

穿洞等
�

然而
，

到 目前为止对这些化石材料的

研究只限于一些传统 的形态观测
�

未来 的研究 中
，

采用高精度 ��
、

虚拟复原
、

三维立体形态等手段

将提取出更多化石 中蕴藏的信息
�

此外
，

还应拓展

一些在国内尚未充分开展的研究领域
，

如通过颅内

模研究脑演化
、

通过牙齿微观磨耗分析古人类的食

物结构等
�

致谢 作者就与文章相关的一 些 问题 与吴新智

院士进行过多次讨论
，

吴秀杰博士协助制作 了文中 ��

的插 图
，

在此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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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一���

赵桐茂
，

张工梁
，

朱永明
，

等
�

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 �� 因子在

四十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
�

人类学学报
，

����
，
�� �一�

张振标
�

中国人类颅骨特征的微观演化及 现代 中国人 的起源
�

见
�

童永生
，

等主编
，

演化的证实
一

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

文集
，

北京
�

海洋出版社
，
����

，
�一��

吴茂霖
�

中国的晚期智人
�

见
�

昊汝康
，

等主编
，

中国远古人

类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

，
��一��

吴新智
�

中国古人类进化连续性新辩
�

人类学学报
，
����

，

��
�

�� 一��

张银运
，

刘 武
，

张 罗
�

南京直立人 的鼻骨形态及其与欧洲

化石人类基 因交流的可能性
�

人类 学学报
，
����

，

��
�
���一

���

韩康信
，

尚 虹
�

山东临淄周一汉代人骨种族属性 的讨论
�

人

类学学报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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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信
，

谭蜻泽
，

张 帆
�

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
�

上

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一���

����
� � �

，
����� �

，
������� �

， �� ��
�

����������� �
��� ���之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沈冠军
�

中国现代人起源
�

来 自南方化石地点 的年代学证据
�

地学前缘
，
����

，
��� ���一���

同号文
，

尚 虹
，
张双权

，

等
�

周 口店 田园洞古人类遗址 的发

现
�

科学通报
，
����

，
��� ���一���

高 星
，

黄万波
，

徐 自强
，

等
�

三峡兴隆洞出土 ��一�� 万年前

的古人类化石和象牙刻划
、

科学通报
，
�。 。�，

��
� ����一����

刘 武
，

何嘉宁
，

吴秀杰
，

等
�

山顶洞人与现代华北人部分头

骨非测量性特征 比较及 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一些问题
�

人类学学报
，
����

，
��� ��一��

段然慧
，

崔银秋
，

周 慧
，

等
�

塔克拉玛 干沙漠腹地隔离人群

线粒体 ��� 序列多态性分析
�

遗传学报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崔银秋
，

段然慧
，

朱 澎
，
等

�

交河故城古车师人粒体 ��� 分

析
�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

，
��� ����一����

崔银秋
，

段然慧
，

周 慧
，
等

�

新疆古代居民的遗传结构分析
�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

，
��� ����一����

柯越海
，

宿 兵
，

肖君华
，

等
�

� 染色体单倍 型在中国汉族人

群中的多态性分布与中国人群的起源及迁移
�

中国科学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柯越海
，

宿 兵
，

李宏宇
，

等
�

� 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

中国人起源于非洲
�

科学通报
，
����

，
��� ��� ���

昊新智
�

����
�

与现代中国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成果

的讨论
�

人类学学报
，
�。 。 �，

��
�

��一 ��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受理各类申请项目达 �����项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受理各类 申请项 目 ����。 项
，
比 ����年同期增加了 ��

�

��
，

连续第四年

大幅度增加
�

其中面上项 目 �����项�包括联合资助项 目
，

同比增长 ��
�

���
，

重点项 目 ����项�包括联合

资助项 目
，

同比增长 ��
�

���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项�包括外籍
，

同比增长 ��
�

���
，

海外
、

港澳青年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项�同比增长 �
�

���
，

重大研究计划 ���项
，

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 ���项
，

其他专项

���项�数学天元基金 ��� 项
、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 项
、

重点学术期刊 �� 项�
�

� 面上项 目�包括联合资助�受理情况

����年面上项 目申请数量较上一年增加了 ����项
�

其中自由申请项 目为 �����项
，

比去年增加了 ����

项
，

增长 ��
�

�� � 青年科学基金为 �����项
，

比去年增加了 ����项
，

增长 ��
�

��
，

相对前一年的增长有所

回落 � 地区科学基金为 ����项
，

增加了 ��� 项
，

增长 ��
�

��
�

自由申请项 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

地区科

学基金项 目在面上项 目中所占比例分别是
� ��

�

。 �
，
��

�

��
，
�

�

��
�

青年科学基金 比例 �年持续上升
，

从

����年的 ��
�

���增长为 ����年的 ��
�

��
�

自由申请的比例继续下降
，

从 ����年的 ��
�

���减少到 ����

年的 ��
�

��
�

地区科学基金增加较多
，

上升势头明显
，

但其比例没有超过 ��
�

边远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申请量的大幅度增加
，

说明地方的科研能力在迅速增强
，

科研队伍也在壮大之中
�

青年科学基金的连年高速

增长
，

预示着全国的科研队伍步人快速增长的时期
�

� 重点项目受理情况

本年度共受理重点项 目�不包括联合资助项 目�申请 ����项
，

其中数理科学部 ���项
，

化学科学部 ���

项
，

生命科学部 ��� 项
，

地球科学部 ��� 项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 项
，

信息科学部 �� 项
，

管理科学部 ��

项
�

另外受理联合资助重点项 目 �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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