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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泾川化石人类头骨性别鉴定 

李海军 ，吴秀杰 

(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要：1984年刘玉林等报道了在甘肃泾川发现的一具晚期智人头骨化石，判定该头骨代表一个女性青年 

个体。本文检查了顶矢状脊、乳突、耳孔上脊、枕外脊、枕外隆凸、枕骨上项线、枕骨圆枕和肌脊 8项非测量 

性状，及星点间宽、星点至人字点距离 、颅宽、耳上颅高、顶矢状弦、颞骨鼓板长和宽 7项测量性状 ，并就 7项 

测量性状与武 山头骨进行 了对 比，认 为它更有可能属于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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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甘肃省平凉地区泾川县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化石。该头骨化石保存有右额 

骨鳞部靠近蝶骨大翼一小片，右顶骨的大部，较完整的右颞骨，小部分左颞骨，枕骨的大部和 

左顶骨的一部分(图 1)。头骨出土于灰褐色砂质粘土 ，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石器及动物化 

石，对人类化石、伴生动物群及石器的初步分析显示该人类化石的生存年代大约在更新世晚 

期⋯。这是在甘肃省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对于探讨东亚地区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 

人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根据刘玉林等对泾川人头骨化石的初步研究⋯，从颧弓根部、颞乳突部都比较纤细，头 

盖骨表面比较光滑，肌脊附着处不显著，枕部较圆钝，颅容量似乎较小等特征来看，这个头盖 

骨有较大可能属于女性个体 ，两星点间宽和星点至人字点的距离分别为 10．7厘米和 9．1厘 

米，这两个数值不大，在女性中比较多见。 

最近本文作者在对泾川头骨的研究中发现，泾川头骨化石有许多特点更像男性。化石 

性别的确定与年龄密切相关，且影响到某些性状的原始或进步性分析，因而有必要对此头骨 

化石的性别作进一步的鉴别。 

我们共选取顶矢状脊、乳突、耳孔上脊、枕外脊、枕外隆凸、枕骨上项线、枕骨圆枕和肌脊 

8项非测量性状 ，及星点问宽 、星点至人字点距离 、颅宽 、耳上颅高、顶矢状 弦、颞骨鼓板长和 

宽7项测量性状，并就 7项测量性状与武山头骨对比来讨论泾川头骨的性别问题。 

1 顶矢状脊 

矢状脊可出现于额骨或顶骨部位。额矢状脊为额结节和前囟点之间的中线位置的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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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泾川与武山头骨测量值的对比 

Comparison of metrical traits between Jingchuan and Wushan skull(mm) 

长度 的测量 泾川 武 山 

颅骨最大宽 Maximum cranial breadth(el1．ea) l45 l43 

顶结节间宽Breadth between tuber parietale 129 123 

顶矢状弦 Parietal chord(b．1) 1l3— 1l8☆ lO9凸 

上枕鳞 弦长(I．i)’ 69．5 64 

人字点到星点(bast) 91L，R 85L．86“ 

星点问宽 Asterionic breadth(ast．ast) l07 ll7 

冠颞点问宽(st st) 122 108 

注：“△”示据谢骏义文章中顶骨弧长 120mm，弦弧指数90．8而计算出[ ；“◆”示枕外隆凸点采用 i [1zl。 

综上所述，通过对现代人颅骨顶矢状脊、乳突、耳孔上脊、枕外脊、枕外隆凸、枕骨上项 

线、枕骨圆枕和肌脊 8项非测量性状及颅宽、顶矢状弦、颞骨鼓板长和宽4项测量性状的观 

察(或测量)及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性状在出现率、表现程度或数值大小上男性均显著高于女 

性。泾川头骨的这些性状均表现显著或数值较大(见表 I)。在对比的化石人类中，除星点 

间宽外，其他数值是较大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泾川头骨更有可能属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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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Determination of the Human Fossil Cranium from Jingchuan 

LI Hai．jun 一，WU Xiu．jiel 

(1．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44； 

2．Graduate school of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49) 

Abstract： In 1976，a less—than-complete skull cap was found in Jingchuan，Gansu Province by Liu 

Yulin．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is cranium belonged to a female about 20 years old．In this 

paper，we analyzed eight non—metric features and seven metric traits of this cranium
．
The non．metric 

features include sagittal keeling，mastoid process，supra—potion crest，external occipital crest，external 

occipita1 protuberance，superior nucha line，occipital toms and occipital muscular．In a comparison of 

these features between the Jingchuan skull cap，other human fossils and modern Chinese，we find that 

the Jingchuan cranium is possibly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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