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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人类学经典》评介 

刘 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法医人类学是体质人类学以及现代法医学的分支学科，它应用体质人类学及其它相关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法律或司法实践(法律制订、侦查、审判等)涉及的个人特征识 

别、鉴定(如种族、性别、年龄、身高、面貌特征等)等问题，为案件侦破及审判提供证据。这门 

学科与医学(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生物学、动物学、考古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同时，由于 

法医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骨骼和牙齿，因而与古人类学关系更为紧密。虽然对死者骨 

骼、牙齿进行年龄、性别、身高等个人特征识别鉴定在中国的法医鉴定工作中已经有多年的 

历史，但法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 中国开展理论与实际应用研究是在上世纪 80年 

代以后。随着国家法律制度的健全，对包括法医人类学在内的各类物证鉴定的要求 日益增 

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过去的20年里，法医人类学在中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在刑事 

和民事案件侦察和审判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法医人类学的科研和教学，一系 

列新的研究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推广应用，许多专业人员得到培训。国内从事法医人 

类学科研、教学及实际检验鉴定工作的人员都迫切感到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 

结，并汇总成专著供专业人员参考。恰在此时，一部凝聚着专家们辛勤劳动成果的学术专著 

《法医人类学经典》近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研究员张继宗博士与同事舒永康、田雪梅共同编写的法医 

人类学专著包括《法医人类学基础》(张继宗著)、《人体骨骼测量方法》(张继宗，舒永康著)和 

《骨骼鉴定——中国青少年骨骼 x线片图库》(张继宗，田雪梅著)共三册(2007年第一版，全 

套定价：480元)。《法医人类学基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医人类学的基础知识及常用的骨 

骼与牙齿鉴定方法。《人体骨骼测量方法》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常用的测量仪器，以及颅骨、 

牙齿、脊柱骨、骨盆、肢骨的测量方法。《骨骼鉴定——中国青少年骨骼 x线片图库》介绍了 

骨龄的概念、骨关节与骨骺发育、主要关节与骨骺的年龄判定标准，并介绍了中国北方地区 

青少年骨关节 x光片年龄的研究。这项研究采集了河南省 13—20岁男性及 11—16岁女性 

各年龄组 2000余张不同部位的x光片，根据关节和骨骺的发育情况建立了年龄判定的标 

准。这册书最主要的内容是汇集了作者收集的男性和女性青少年骨骼 x线照片。 

正如该书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法医人类学近年在中国发展遇到的一个主要 问题是 ，以 

往国内使用的各种个人识别鉴定方法主要源于外国学者的研究结果，由于不同地区人群的 

差异，将这些方法直接用于国人标本时会产生一定的偏差。此外，不同学者研究骨骼或牙齿 

时采用的观测标准不完全一致，这样各 自得出的数据就难以进行对比。因而编纂一部以国 

人资料为主的法医人类学工具性参考书就尤其必要。笔者认为，这套专著包含的内容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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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除全面介绍法医人类学的基础知识外，还包含了法医人类学实际工作中常用的方法， 

如骨骼与牙齿的性别、年龄、身高、种族鉴定与推断，骨骼损伤、白骨化时间、毛发检验、颅像 

重合及容貌复原等。作者介绍这些方法时，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建立的各种方法和标准， 

因而这套专著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法医人类学实际检验鉴定工作的需 

要。笔者认为这套专著有以下 4大特色： 

1 集中展现了近年中国法医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如前所述 ，近 20年来 ，中国的法医人类学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发展体现在法医人 

类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正是这些发展使得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和 

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很好 的应用 ，最终为社会稳定与发展做 出了贡献。笔者认为这些成 

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近年来法医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自 

上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以本书作者张继宗博士为代表 的中国新一代从事法 医人类学科 

研、教学及实际检验鉴定工作的专业人员围绕中国法医人类学的实际需求开展了一系列研 

究工作，涉及法医人类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常规的性别、年龄、身高、种族鉴定与推断方法；牙 

齿与破碎骨骼鉴定；白骨化时间与骨骼损伤鉴定，同时也涉及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骨组 

织学、骨骼生长发育、毛发检验等。这些中国法医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这套专著中都有 

介绍。 

2 适应 目前及未来国内法医人类学实际工作的需求 

近年来 ，各种刑事与民事案件的表现方式 日趋复杂，对法 医人类学的鉴定要求 随之增 

加。如飞机失事 、爆炸事件所造成的破碎骨骼鉴定 、一些刑事案件或民事纠纷对骨骼年龄的 

鉴定要求等。以往的法医人类学研究积累缺乏相应的鉴定方法或标准，而简单使用一些国 

外的方法往往会造成很大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专著作者在过去的几年里基于国人 

资料开辟了一些新的法医人类学领域并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在骨骼保存完整的情况下， 

区分人骨骼与动物骨骼并不困难 ，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大多是破碎的骨骼 ，有时甚至是很 

小的骨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地鉴定出是否属于人类(如果是动物 ，常常还需要进一步 

鉴定出是哪一种动物 )则非常困难。其主要原 因是缺乏区别人与动物破碎骨骼 的许多基础 

数据。而对破碎骨骼的鉴定仅仅依靠大体形态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骨骼组 

织结构的差别来 区分人与动物 ，以及不同类别 的动物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专 

著的作者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在书中用两章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人与动物骨骼 

鉴定部分，考虑到多数读者的知识结构，专著作者简要介绍了动物分类及各种动物骨骼及牙 

齿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专著作者以骨骼残片的法医人类学鉴定为切人点，详细介绍了 

他们最近开展的骨组织学研究成果。这些内容包括骨骼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骨组织切片 

的制作方法 、人类与动物骨组织结构的特征 ，以及一些主要动物的组织结构特点 。作者还进 
一 步介绍 了骨骼残片的个体识别方法 ，如人类骨骼残片的年龄判定等。 

除骨组织学的研究外，专著作者提供给读者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通过 x线片进行 

骨龄鉴定的研究。虽然通过骨骺发育来判断骨骼发育程度及骨龄在临床医学以及法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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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有多年历史，但国内学术界一直未能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大 

样本制订的国人标准，使得一些应用研究的可信程度受到影响，包括司法实践及运动员选拔 

等工作。张继宗博士与同事瞄准这一社会需求，对中国男女青少年骨骼生长发育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并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年龄鉴定标准。这套专著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为国内法医人类学教学、科研及实际应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以上两部分代表性 的工作说明专著作者对法医人类学新方法、新领域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们开展的一些工作代表了近年来中国法医人类学研究的前沿进展。 

3 资料性、参考性及实用性强 

这套专著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具有很高的资料性 、参考性 和实用性。法医人类学是一 

门应用性科学。从事这项工作 的多数人员在基层开展相关的检验鉴定工作。能够为在一线 

工作的法医人类学专业人员提供一套实用性的工具书是非常必要的。本书作者在编写这套 

专著时对此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这套专著包含了作者及国内相关的专业研究人员近20年 

来基于国人标本的研究成果，如一些基础数据、鉴定方法与标准、图谱标准、测量方法图等。 

在骨龄鉴定部分 ，作者将近年花费大量心血完成的中国青少年骨骼 x线 片图库无偿地奉献 

给读者。所有这些珍贵的数据资料对于国内法医人类学检验鉴定工作及这 门学科的发展无 

疑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4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近年来法医人类学 的研究及应用范围日益扩大 ，新技术 、新方法在法医人类学不断得到 

应用，如信息技术、图像技术、cT技术、微观结构等。各种案件涉及死亡的表现方式多样，对 

法医人类学鉴定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鉴定内容复杂多样，远远超出以往的性别、年龄、身高 

鉴定等。从本书内容组织及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看，专著作者对法医人类学现状及发展前景 

具有深刻的理解。他们最近开展的一些研究充分展现了他们对法医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前瞻 

性。作者在书中对一些新领域及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的同时，对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 

也有客观的介绍。 

纵览此书，笔者认为这是迄今国内第一部最为系统、全面的法医人类学专著。专著的作 

者都是多年来在法医人类学科研 、教学及检验鉴定一线工作的专家。笔者在上世纪 80年代 

曾从事过法医人类学研究 ，现仍一直关注着这一学科的发展 ，亲眼 目睹了近 20年法医人类 

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笔者认为这部专著记载 了过去 20年来法医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 

程。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促进我国法医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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