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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四纪人类牙齿大小的演化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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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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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第四纪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大小变化特点的分析及与世界其它地区人类牙齿测量

数据的对比分析显示
，

从直立人到现代人
，

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尺寸呈缩小变化
，

但在具体表现

特点上
，

中国古人类牙齿尺寸的演化具有与世界其它地区人类不同的特点
。

作者认为
，

这些特

点反映了中国古人类演化过程中生存环境和文化发展的特点
，

提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演

化及文化发展的独特性
。

本文对其在东亚地区人类演化上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

主题词 牙齿测量特征 人类演化 现代人起源

� 前言

一般认为
，

在长期的人类演化过程中牙齿大小的变化与牙齿形态特征相 比能够在更

大的程度上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及文化的发展
。

这些作用因素包括食物结构
、

食物

制作技术和工具等��一��
。

正是 由于这些因素的改变影响了人类牙齿的功能作用
，

进而通过

选择作用造成了牙齿大小的变化
。

从总体趋势上看
，

人类在整个演化过程中
，

随着食物制

作技术的提高
、

食物 日趋精细及工具的发展
，

牙齿尺寸呈缩小变化
。

如根据 �
�

�
�

�二
�等

的研究结果 【�� ，

从南方古猿到现代人
，

人类牙齿尺寸呈明显下降趋势
。

其中从更新世中期

的直立人阶段一直到大约 �
�

��� �
�

�
�

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尺寸变化不大
。

从 �
�

���

�
�

�
�

开始
，

人类牙齿急剧缩小并呈现种族群体及区域性差别
。

但涉及到东亚地区人类牙

齿尺寸演化
，
�

�

�
�

����
� 的分析还不够深人

，

因为 �
�

�
�

����
� 的牙齿数据分析除其中的直

立人部分引用了周 口店直立人的数据外
，

其余各人类演化阶段的数据都没有包括中国古

人类的材料
。

尤其是缺乏中更新世末期及晚更新世阶段的中国古人类牙齿材料
，

相 当于

中国的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

所以
，

实际上我们对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大小演化的总体规

律及特点还不很清楚
。

迄今为止
，

对中国古人类牙齿测量特征的研究大多为对单一地点

牙齿数据的对比分析
，

而采用不同生存时代和分布区域的人类牙齿测量数据所进行的综

合性研究 〔�， �〕还不多见
。

基于以上原因
，

本文拟通过对在中国境 内发现的直立人
、

早期智

人
、

晚期智人
、

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直至现代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牙齿测量数据的分析
，

研究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尺寸在过去几十万年人类演化过程中变化规律和特点及其在东亚

地区人类演化上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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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

� 用于本研究的标本和数据

本研究分析的资料为中国古人类牙齿测量数据
。

标本范围包括中国直立人
、

早期智

人和晚期智人阶段的牙齿化石及模型
。

此外
，

中国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
、

现代人牙齿
，

以

及世界其它一些地区的史前及现代人类测量数据也被用于对比分析
。

本研究用的牙齿测

量数据主要是在国内外刊物上获得的
，

这些数据包括了 已发现的中国古人类牙齿化石的

绝大部分
。

本文作者只亲 自测量了没有测量数据公开发表并可 以获得的少数标本和模

型
。

这些标本和模型包括附有牙齿的山顶洞人 ��� 号头骨
、

��� 号头骨
、

��� 号头骨
、

��� 号

下领骨
、

���号下领骨
、

��� 号下领骨
，

和柳江人头骨
。

本文的数据分析采用齿冠长度 �即齿

冠 近 中远 中径�和 宽度 �即颊舌 径�两个项 目
。

测 量 方 法 依据 �
�

�
�

�������
�和 �

�

��

�����仔��的标准
。

表 �列出了用于本文测量分析的中国古人类牙齿化石的情况
。

表� 用于本文牙齿测最数据分析的中国古人类牙齿化石数

����� � ���� ����������� ���� ��� ������ �������� �� ������� �����

上领牙齿
，

下领牙齿
中

标 本

——
合计

�� �� � �� �� 州 � �� �� �� �� � �� �� �� �� ��

直立人 � � � � �� �� � � � �� �� �� �� �� �� �� ���

早期智人 � � � � � � � � � � � ��

晚期智人 � � � � � �� � � � � � � � �� �� � ���

� �为门齿
，
�为犬齿

，
�为前臼齿

，

�为臼齿

用于本文牙齿测量数据分析的对比标本包括中国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人类牙齿标本
、

表� 用于本文牙齿测最数据分析的对比标本

����� � ��
� ����� ���� ��� ���������� �������� �������� �� ������� �����

标本 年代 例数 资料来源

中国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现代人

���������� ��
�

� �� ���

�������

晚期尼人

欧洲 旧石器时代晚期

欧洲中石器时代

欧洲新石器时代

现代欧洲人

���泛��

���� ��
�

�
�

现代

欧洲

������ �� �
�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
‘

��世纪

西亚

����� ��
�

�
�

���一 ���

�几
�

����
�
等�，��

�
�

�
�

����
��川

王惠芸�，��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且 �
����丫

，，

��
�

�������
，，�

���
�

�������
，，�

�
�

�
�

����
���」

�几
�

����
����

�
�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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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同时代人类牙齿标本及西亚的早期现代人牙齿测量数据 �部分
。

表 �罗列了用于

本文牙齿测量数据分析对比标本的详细情况
。

��� 牙齿数据分析方法

牙齿测量数据分析方法除进行齿冠近中远中径和颊舌径平均值的直接对比外
，
�

�

�

����
�提出体现牙齿大小的最好指标是齿冠横切面面积

，

以齿冠近中远中径与齿冠颊舌径

的乘积为代表
。

在此基础上
，
�

�

�
�

����
�进一步设计了若干不同的牙齿面积指标用于人

类演化及群体对比研究��， ’习
。

本文牙齿测量数据分析采用 �
�

�
�

�献
�的牙齿面积指标及分

析方法
。

使用的牙齿面积指标有
�

��平均牙齿面积 ���上领牙齿累计面积
���下领牙齿累

计面积
���牙齿组合面积和 ��牙齿总面积

。

限于篇幅
，

本文不具体描述各牙齿面积的计算

方法
。

在本文研究中
，

作者将根据数据情况分别使用上述不同的牙齿面积数据指标
。

本文

使用的全部牙齿测量数据单位为 ��
，

当双侧牙齿测量数据同时存在时
，

采用左右侧平均

值
。

由于乳齿数目太少
，

本文数据分析对比只采用恒齿
。

� 结果

��� 中国古人类牙齿大小的演化特点

表 �列出了不同时代中国人的上下领单个牙齿齿冠平均面积和累计面积数据
。

表 �

则进一步列出了不同时代中国人的牙齿组合面积和牙齿总面积数据
。

表� 不同时代中国人的牙齿平均面积和累计面积数据��
口��

����� � ������� ����� �����一��������� ����即��������〕������
�����

一��������� 娥��
���������� �� �������

��详五������
�

平 均 面 积
怀本

—
累计面积

�� �� � �� �� �� �� ��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现代人

上领牙齿

���乡

��名

��
�

�

��
�

�

��
�

�

��
�

�

下领牙齿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现代人

���
�

�

����

���
�

�

���石

���万

���石

����

���
�

�

���万

���石

���石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

���
�

�

气︸，孟��，�
八�了��︺�︺。。，、︸������，

……
�
八、�，��，︼‘曰�己一�
�入︸孟��工��，�

产匕︸卜乙�‘��八�︵‘�气︸气︸气�
︸��，了，�乙�����了麦�气乙‘�‘曰，�������������������������

，，︺，了‘�，一月片�入月冲，夕月冲�曰�已
����������������������

月‘尸‘‘‘仁少�
，�尸产�‘�
户�‘
����

……
‘︺�八，����目�
�，、
��﹃�八�‘︺
了���‘��，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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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时代中国人的牙齿组合面积和总面积数据��
�

����� � ��帅
����� �����一��������� 姗��

���� �

���娜 ����� ���� ��������� �� �����正�� 沐����
�
��时

标本
组 合 面 积

总面积
� ��

气、︺伪二
�
�
�
饰、

�
，�

︻�伪孟八�
月���︸

��
内、�内乙伪一鸟一�

入一�︺，
尸

气一

一勺、勺︸，︸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现代人

���
�

� ���
�

�

��
�

� ���

��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石 �����

���
�

�

���
‘

�

���� ���刀

���乡

����

���
�

�

����

����名

����刀

����
�

�

����刀

昌 ���

、 、

，

升 代

、

怪
荞价 一二 七�

�
‘ ，
��

、 �

�� �� �

图 �是根据表 �数据绘制的显示

上领牙齿平均面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

从直立人
、

早期智人
、

晚期智人
、

新石

器时代
、

青铜时代直至现代不同演化

阶段的人类分布情况的折线图
。

图 �

通过不 同时代人类上领牙齿 �一 ��

齿冠累计面积的分布情况展示了中国

境 内人类牙齿大小时代变化的总体趋

势
。

从这两张图的分布情况并结合表

�一�中的牙齿数据看
，

在过去的几十

万年里中国古人类牙齿大小的变化具

有以下特点
。

��� 牙齿尺寸呈缩小趋势 直

立人到现代人中国境 内人类牙齿齿冠

大小呈明显的缩小趋势
。

如以北京直

立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平均牙齿总面积

为 ����
�

�
�

�，

到晚期智人阶段减少

彩旧刁除叫妇晕阪

�� �� ��

牙齿类型

图� 上领牙齿平均面积在不同时代中国人的分布

� 直立人 �
�

早期智人 �
�

晚期智人 �
�

新石器时代

�
�

青铜时代 �
�

现代人

��
�

� ���� �����一��������� �����
�������� ����� ��

�������� �� �������
������ �������

到 ����
�

���
�。

经过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

现代 中国人牙齿总面积的平均值减少到

����
�

���
�

。

��� 不同演化阶段牙齿尺寸缩小速率的差别 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阶段
，

牙齿略

有缩小
。

由于中国早期智人阶段的牙齿材料 比较稀少
，

用于本文分析的数据尚不足以计

算牙齿总面积
。

故无法采用牙齿总面积数据来与其他阶段人类相 比较
。

但可根据上领中

门齿到上领第二臼齿 ���一���齿冠面积之和来大致估算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牙齿缩小

的程度
。

根据表 �上领牙齿平均面积计算
，

中国直立人 �一 ��齿冠累计面积为 �����

�����“ ，

早期智人为 ���
�

���
�

。

说 明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 阶段
，

中国古人类牙齿仅缩小

�
�

���
。

而从早期智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
，
� 一��齿冠累计面积下降到 ���

�

��刀����
，

相 当

于下降了 ��
�

��
。

若按照牙齿总面积计算
，

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牙齿总面积从 ����
�

�
�

�

减少到 ����
�

�
�

�，

下降了 ��
�

��
。

从晚期智人经新石器及青铜时代到现代人阶段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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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窦�一工︶彩旧卞略匆阪境州

境内人类牙齿仅缩小了 ��
。

所以
，

中国境 内人类牙齿缩小 主要发生

在早期智人 向晚期智人过渡的阶

段
，

而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阶段
，

中国境 内人类牙齿尺寸缩小程度

不大
。

从早期智人开始到晚期智人

阶段
，

中国境 内人类牙齿大小急剧

缩小并接近现代人的平均尺寸
。

进

一步结合表 �一 �的数据分析 图 �

可 以发现
，

在用于本文分析的从直

立人到现代人 �组中国境内人类牙

齿面积数据中
，

直立人与早期智人

的分 布 曲线距离较 近
，

而 晚期 智

人
、

新石器 时代
、

青铜时代及现代

人 �组数据曲线密集地溶合在 一

��� �����������日‘ ���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新石器 青铜时代 现代人

不同时代人群

图� 上领牙齿累计面积��一 ���在不同时代中国人的分布

��
�

� ��
� ���

��������� ���������������������
�������

����� ���������������� �� ��������� ���� �������

起
，

从而使这 �组数据大概分为两个人群组
。

对比中国晚期智人到现代人 �组牙齿面积及

其分布曲线可以发现
，

这 �组数据的主要表现特点为从晚期智人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

尺寸缩小的程度大于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牙齿缩小的程度
。

如根据牙齿总面积数据计

算
，

中国晚期智人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缩小 �
�

��
，

而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到现代人类
，

牙

齿仅缩小了 ����
。

这些数据表明从晚期智人到现代人
，

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尺寸的缩小速

度逐渐减慢
。

��� 中国古人类与欧洲不同时代人类的比较

表 �列出了 自更新世晚期以来欧洲不同阶段人类的上下领单个牙齿平均面积及上下

领牙齿累计面积数据
。

根据这些牙齿面积数据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 �
�

��� �
�

�
�

以来欧

洲地区人类牙齿大小变化的特点
。

图 �展示了根据牙齿总面积数据绘制的不同时代欧洲人牙齿大小变化的总趋势
。

对

比图 �中国人牙齿大小时代变化情况可以发现
，

这两个地区人类在牙齿大小变化总体趋

势上基本一致
，

均呈缩小变化
。

但在牙齿缩小的表现特点上有较明显的差异
。

欧洲人类牙

齿缩小速度比较平稳
，

而中国人则波动较大
。

结合表 �中的牙齿缩小程度的对 比可 以发现
，

自大约 �
�

����
�

�
�

的早期尼人代表

�������开始一直到现代
，

欧洲人牙齿尺寸呈缩小趋势
。

但在牙齿缩小表现的具体特点上
，

欧洲人与中国人有较大的不同
。

从年代上看
，

以 ������� 为代表的欧洲早期尼人生活在大

约 �
�

����
�

�
� ，

与中国早期智人的后一阶段相重叠 �而生活在 �
�

�一 �
�

����
�

�
�

的欧洲典型

尼人及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与中国的晚期智人的生存年代大约相 当
。

在这一时段欧亚

两个地区人类在牙齿缩小变化方面具有以下几点差异
。

��� 牙齿尺寸急剧缩小发生的时间中国人较欧洲人为早 根据表 �提供的数据并

结合图 �
，

欧洲的早期尼人 �������人牙齿尺寸与中国的早期智人牙齿大小较为相近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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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欧洲人的牙齿面积数据��时

����� �

表� 二

������ ���小 �����一�������� ����� ��� ���。详��������

平 均 面 积
标本

平 均 面 积

�� �� � �� �� �� �� ��
累计面积

�� �� � �� �� �� �� ��

�������

晚期尼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

中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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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尼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

中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现代人

��为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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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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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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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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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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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

����主��

����
晚期尼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

����

、
昌�彩旧，�’粗阪

中石器时代

、 、 、 新石器时代

现代欧洲人

����

������ ����� ����� ���� ����

年代 ���
�

�
·

图� 牙齿总面积在不同时代欧洲人的分布

��
�

� ��
� �

������ ����� ���� �� ��������� �� ��������� ���� ����仪��

人大约 �
�

����
�

�
�

的更新世晚期以后
，

欧洲与东亚地区人类牙齿缩小表现上的差异立即就

显示出来
。

根据牙齿总面积计算
，

在欧洲从相 当于中国早期智人的 伦����� 人经过晚期尼

人
，

到相 当于 中国 晚期智人 阶段 的欧洲 旧 石器 时代 晚期人类
，

牙齿尺寸总共缩小 了

��
�

��
。

而如前所述
，

在中国
，

从早期智人阶段到晚期智人阶段牙齿缩小了 ��
�

��
。

如果进

一步将中国早期智人到现代人与欧洲的早期尼人到现代欧洲人各划分为几个年代大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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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演化阶段进行对比分析
，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地 区更新世晚期以来人类在牙齿缩小

表现特点上的差异
。

根据表 �
，

中国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阶段牙齿尺寸缩小的幅度 占从中

国早期智人到现代人整个牙齿缩小的 ��
�

��
，

此后的中国晚期智人到新石器时代与新石

器时代到现代人阶段牙齿缩小幅度所 占的比例分别为 ��
�

�� 和 �
�

��
。

相 比之下
，

在欧洲

从早期尼人经过晚期尼人到相 当于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

牙齿缩

小总幅度仅为 ��
�

��
。

而欧洲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到现代欧洲人

阶段牙齿缩小幅度所 占的比例分别为��
�

�� 和 巧
�

��
，

说明欧洲同期人类牙齿迅速缩小发

生时间较东亚地区为晚
。

即更新世晚期及全新世期间人类牙齿迅速缩小出现的时间在东

亚地区的中国为在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的过渡阶段
，

而在欧洲这一牙齿急剧缩小的过程

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欧洲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转化阶段
。

同时也说明更新世晚期以来

人类牙齿缩小在东亚地区主要表现为前一阶段迅速缩小
，

然后牙齿缩小速度逐渐减慢 �而

在欧洲
，

更新世晚期以来人类牙齿缩小则表现为持续稳定地下降
。

表� 中国与欧洲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缩小程度���的比较

����
� � ������

��� ������� ���������
��������� ��� ��

������� �� ���� ��������
�����

中国 欧洲

演化阶段 牙齿缩小

幅度

牙齿缩小

比例

演化阶段 牙齿缩小

幅度

��
�

�

牙齿缩小

比例

早期智人一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一现代人

���������晚期尼人

晚期尼人一旧石器时代晚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一现代人

���

��
�

�

��
�

�

��
�

�

�������

‘目乙曰�凸

…
了︸
�

饰、��，子�胜�，
了月，

…
�
气、︶，乙，一

��� 缩小程度的差别 从中国早期智人到现代中国人牙齿尺寸缩小了 ��
�

��
，

而从

欧洲 �������人到现代欧洲人牙齿尺寸缩小了 ��
�

��
。

这说明虽然在晚更新世开始阶段中

国古人类牙齿尺寸出现急剧缩小
，

但随着以后阶段牙齿缩小速度的减慢
，

使得从晚更新世

之初到现代的整个演化阶段中
，

中国人牙齿缩小的总体幅度较欧洲人为小
。

造成这种差异

的主要原因是更新世末期及全新世欧洲地区人类牙齿尺寸继续以较高的速率下降
，

而在此

期间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大小基本趋于稳定
，

缩小速度减慢
。

如前所述
，

从晚期智人经新石器

及青铜时代到现代人阶段
，

中国境内人类牙齿仅缩小了 ��
，

而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到现代欧洲人牙齿总面积从 ����
�

������缩小到 ����
�

�
�

�，

相 当于下降了 ��
�

��
。

��� 中国古人类与西亚早期现代人的比较

近年
，

国际人类学界在有关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说和单一地区起源说 �即非洲起

源说�的争论中
，

在西亚的 ������ 和 ����� 两个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作为支持非洲起源说

的一个主要证据显得尤为重要
。

这两个地点的人类化石除骨骼形态特征与现代人颇为相

似外
，

最新的年代测定数据表明
，

������和 ����� 两个地点的年代均在 �
�

����
�

�
�

前后
。

所

以
，

非洲起源说的支持者认为
，

来 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经过西亚向欧亚大陆扩散
，

������

和 ��】���两个地点的人类化石就是这一扩散的证据
。

对此
，

学术界争论较大
，

其中也包括

来 自牙齿测量特征方面的证据
。

�
�

�
�

����
�等在对比分析 ������

、

欧洲典型尼人及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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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牙齿组合面积数据时发现
，

������ 人牙齿大小与欧洲尼人接近
，

而明显大于现代欧

洲人牙齿尺寸
。

������ 人牙齿总面积为 ����
�

�

�
，，

而晚期尼人和现代欧洲人牙齿总面

积分别为 ����
�

�和 ������
�

，。

因此
，
�

�

�
�

�����等认为
，

从牙齿大小尺寸这一点上看
，

������人并不现代�习
。

为进一步分析西亚地 区的早期现

二
�

… 二

介 、
产�� 、 、 、

��一 � 一 少盏

『

�尸
�

一 一一
�

夕
‘

�

����尸︺匀�山��

昌�彩旧如易妇队

�� �� �� �� �� �� ��

牙齿类型

图� 牙齿组合面积在������人及不同时代

中国人的分布

�
�

早期智人 �
�

晚期智人 �
�

现代人 �
�

������

��
�

� ��
� ����� �����

���� �����一��������� �化��

������
�� ��� �】������ �� ������������� �������

代人在牙齿大小上与东亚地区人类的

异 同
，

本文将在 ������ 地点发现的人

类牙齿面积数据与中国的早期智人
、

晚期智人及现代中国人的牙齿面积数

据进行了对 比
。

图 �展示了牙齿组合

面积在西亚早期现代人及不同时代中

国人的分布
。

这张图除表现出西亚早

期现代人与中国的晚期智人及现代中

国人牙齿数据的差异外
，

从中还能发

现西亚早期现代人牙齿面积数据的曲

线分布与中国早期智人有一定程度的

接近
。

所以
，

被非洲起源说支持者认为

属于最早的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及欧

洲和亚洲地区现代人直接祖先的西亚

地 区 ������ 地点人类牙齿测量特征并

未显示 出现代人类的特点
，

各项牙齿

面积数据均大大超过欧亚地区的现代

人的分布范围
，

甚至还超过了相 当于欧洲和亚洲地 区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的欧洲旧石器

时代晚期人类及中国的晚期智人
。

� 讨论

�
�

� 中国古人类牙齿尺寸演化的独特性

本文对中国境内不同时代人类牙齿测量数据的分析及与世界其它地区人类牙齿测量

数据的对比结果显示
�

中国境 内人类牙齿大小的总体演化趋势是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牙齿

尺寸呈缩小变化
，

但在具体表现特点上与世界其它地区人类有明显的差别
。

前文提及
，

影响和控制人类牙齿非测量特征和测量特征表现特点的因素不尽一致
。

在长期的人类演化过程中
，

牙齿非测量特征的表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遗传因素控制

的
，

环境作用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
。

新的牙齿非测量特征的出现或牙齿非测量形态特征

出现率的急剧变化通常是突变作用
、

遗传漂变或群体溶合 �基因交流�的结果
。

相比之下
，

影响牙齿大小变化的因素则要复杂得多
。

从短期意义上看
，

遗传因素在决定人类牙齿大

小方面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
。

但在长期的人类演化过程 中
，

牙齿大小的变化往往在更大

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因素
，

尤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
，

如人类的饮食结构
、

食物制作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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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具的使用和发展等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牙齿及其它咀嚼器官的功能
，

最终通过选

择的作用导致了牙齿大小的改变��， ’“ ， ’�」。

从中国古人类牙齿尺寸演化特点来看
，

至少在过

去的几十万年里
，

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类
，

中国境 内的人类在牙齿大小变化方面呈现出与世

界其它地区人类某些不同的表现
。

这一现象反映了在中国古人类演化过程的某些时段人

类文化发展的特点
。

近年
，

吴新智对中国早期智人与非洲和欧洲同期人类颅骨特征进行

的对比研究���， ’��表明
，

虽然中国与非洲和欧洲的早期智人拥有一些共同的颅骨特征
，

但在

一系列颅骨形态特征的表现特点及出现率等方面仍具有明显的差异
。

最近
，

国内学者对

中国旧石器文化特点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对比研究����也显示中国旧石器文化类型的形成

和发展具有其特殊性并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

作者认为
，

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本文所

揭示的中国古人类牙齿特征演化规律提供了支持
，

从而提示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演化

及其文化发展的独特性
。

��� 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牙齿方面的证据

在现代智人起源
，

尤其是东亚地区蒙古人种起源的讨论中
，

一个重要的争论点就是在

东亚地区是否存在从当地的直立人
、

早期智人
，

直至现代人的连续性演化及支持这种连续

性演化的化石形态特征
。

有关学者���
，
�，一 ���对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有一系列共同特

征在中国古人类演化过程中或长或短地持续存在
，

并且与其它地区相 比
，

这些特征具有较

高的出现率
、

表现程度和稳定性
，

从而提示在东亚地区不同时代的古人类之间有着遗传上

的联系
。

这些特征 已成为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及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形态学证

据
。

但另一方面
，

非洲起源说的支持者对此则持有不同的见解
，

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大多不

具有特异性并且这些特征的形成机制及其功能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

根据本文对中国古人类牙齿大小变化特点的分析及与世界其它地区人类牙齿测量数

据的对比
，

中国古人类牙齿尺寸的演化具有与世界其它地区人类不同的特点
。

这种特点尤

其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

由于更新世晚期是现代智人形成和分化的关

键时期
，

本文所揭示出的中国古人类牙齿大小的变化特点在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人及东亚

地区蒙古人种起源方面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首先
，

中国古人类牙齿大小变化的重要特征

之一就是进人晚更新世以后牙齿大小及其变化特点与欧洲同期人类有明显的不同
。

正是这

种牙齿大小及其变化表现特点上的差异提示 当时居住在东亚与欧洲的人类是两个在文化

类型和体质特征上差别较大的人群
。

实际上
，

对两个地区旧石器文化特征的研究显示
，

在更

新世晚期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

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主要的
。

在这一时

期
，

东亚与欧洲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
���

。

从这一点看
，

认为这两个地区的现代人类来

自于同一祖先的可能性证据似乎不足
。

其次
，

与在西亚发现的早期现代人牙齿测量数据相

比
，

中国和欧洲人类具有相同的特点
，

即中国的晚期智人及欧洲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牙齿

尺寸与西亚的早期现代人相 比差异极为显著
，

作为中国及欧洲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的中国

晚期智人及欧洲日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牙齿尺寸上明显小于西亚的早期现代人
。

所以作者

认为
，

根据本文的数据对比很难得出东亚和欧洲的早期现代人起源于西亚的结论
。

此外
，

根

据作者近年对中国古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发现
，

有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的代表性牙齿

形态特征持续存在于从中国境内的直立人到现代人各人类演化阶段���， “��
。

基于以上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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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中国古人类牙齿尺寸的演化特点反映了中国境内人类生存环境和文化发展的特

点
，

提示中国古人类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下
，

依照其独特的文化模式生存和发展
。

这一点为现

代中国人当地起源或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说提供了佐证
。

��� 中国直立人与智人的关系及中国古人类演化的阶段性

近年来
，

一些学者不断提出无论在时间上和化石形态特征上直立人与早期智人都没有

明确的界限
，

因此
，

应该把人属中的两个种
，

即直立人种 ����� �������和智人种 �����

�
�������合并为一

，

取消直立人种
，

将直立人并人智人种���， ’��
。

在关于直立人在人类演化上

系统地位的讨论中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热点是有关直立人是单一物种或多物种 以及直

立人与智人是否曾经同时生存
。

正是 由于这一间题的提出
，

导致了 目前国际人类学界关

于直立人在整个人类演化树上的系统地位及人类演化模式的讨论 。 ‘一 ���
。

国外学者通过分

支系统学的研究辨识出一些亚洲直立人特有的 自近裔特征
，

认为亚洲直立人与非洲直立

人分属两个不同的种
，

并将亚洲直立人排除在人类演化主干之外
。

在 目前关于直立人系

统地位的两种观点的影响下
，

一些学者在对中国直立人系统地位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直

立人与早期智人并存
，

他们之间可能不存在祖先与后代的关系的可能性
。

此外
，

在鉴定一

些重要人类化石的归属时
，

有关学者对划分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界线也存在较大的

分歧
，

从而提示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化石形态上的区别不明显
。

根据本文对中国古人类牙齿测量数据的分析
，

中国古人类牙齿尺寸缩小变化的最大

特点是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牙齿尺寸变化不大
，

在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过程中人

类牙齿迅速缩小
。

从本文对中国境内人类牙齿测量数据的分析
，

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

在牙齿大小尺寸上极为接近
，

两者的曲线几乎重合
。

如何理解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

在解释中国直立人演化及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关系上的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

作者认为
，

回答这一问题时应考虑到以下因素
。

��� 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化石形态特征的表现特点 直立人的主要特征是颅弯

隆长而低
，

眶后缩窄明显 �眉脊粗大而 向前突出
，

与发达的眉间隆起连为一体成为眶上圆

枕 �矢状脊隆起明显并伴有旁矢状凹 �具有发达的角圆枕 �牙齿粗壮
，

釉质表面具有复杂的

皱褶
，

齿冠基部增厚形成齿带等
。

所有这些特征在到早期智人阶段都显著减弱
，

所以总体

上看
，

在化石形态特征上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差异是明显的
。

近年
，

一些国内学者所

注意到的两者界线模糊现象主要表现为一些早期智人化石呈现出一些直立人的特征
，

或

个别直立人化石的直立人特征不够明显
。

作者在此认为
，

这些现象是一种局部的
、

个别的

表现
，

或是一种镶嵌进化的体现
。

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化石特征上的差异是主要的
，

两者的界线还是 比较明显的
。

���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年代差异与年代重叠 对目前已发现的中国直立人化

石的绝对年代测定显示
，

中国直立人的生存年代范围从 �
�

����
�

�
�

到大约 �����
�

��

左右
，

而中国早期智人的生存年代范围在 �
�

�一�
�

����
�

�
�

左右
。

近年
，

有关学者根据一

些年代测定数据提出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存在一定范围的年代重叠及两者并存的可能

性���， ’��
。

但从已发表的数据看
，

年代重叠也只是出现在局部几个化石地点
，

有些数据还有

待进一步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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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与 非 洲 一 些 人类化 石 呈 现 出相 似 的表 现 国外 学 者 对在 �����，

���������
、

������ 环��和 ���������� 等地点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也揭示出与中国材

料相似的特点
，

这些化石一般被认为是属于早期智人
，

但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一些

直立人的特征����
。

这些证据说明本文揭示的中国早期智人与直立人在牙齿测量特征上的

相似性在世界其它地区人类也有出现
。

���中国古人类演化的过渡类型与镶嵌进化 几十年来对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

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一些被认为是直立人的特征在早期智人阶段继续出现
，

如厚的颅弯隆
、

矢状脊
、

枕骨弯折显著
、

显著的角圆枕
、

显著的眶后缩窄等
。

这些特征被一些学者认为是

直立人的 自近裔性状囚
。

这种过渡类型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镶嵌进化现象
，

在中国古人

类演化过程中较为普遍
。

有关学者认为
，

这些特征与智人的性状并存镶嵌现象无疑意味

着东亚地区的智人是由当地直立人进化来的���， ���
。

作者认为
，

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
，

应这样来理解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牙齿测量

特征上的表现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

从化石形态特征上看
，

直立人所具有的代表性特

征是十分明显的
，

这些特征在早期智人是很少能见到的
。

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化石特征

上的差异是居主导地位的
，

包括本文提到的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牙齿测量特征表现

特点在内的一些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相似性只能被认为是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化石特征总

体表现上的一种个别现象
。

这种现象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人类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

关于

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年代上的重叠
，

从已发表的数据看
，

也只是出现在局部几个化石

地点
，

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中国直立人在化石形态
、

生存年代等方面均与智人有明显

的不同
，

取消直立人
，

将其并入智人意见的证据还是不够充分的
。

目前仍宜将直立人与智

人作为人属内两个不同的种来看待
，

两者在演化上的关系总体上是一种系统渐变的过程
。

这一演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过渡类型的存在和进化的镶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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