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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京2号人类头骨化石仅保留部分的额骨、顶骨、枕骨和颢骨 ，为一不完整的颅盖骨。其顶骨和枕 

骨有数条断裂缝 ，各断块之 间有 程度 不一 的错 动 ，致使该颅盖骨显得 外形异 常。本项研究是 对该颅 盖骨 的 

错动部分进行复位 ，结果表明，南京 2号头骨有较大的顶骨、较小的上枕鳞相对宽度 、可能较大的颅容量。 

这些形态提示该头骨与直立人有所不 同而与早期智人相近 。该头 骨所具有 的角圆枕 、颞鳞顶缘 形状 、枕骨 

圆枕发育程度 、枕 骨的枕平面与项平面过渡情况 、枕 内隆突点 与枕外隆 突点 的距离 、头骨骨 壁厚度 、脑膜 中 

动脉分支情况 、头骨枕 面观之 轮廓线样式等形态细节 ，还很难作 为可靠 的依据把南 京 2号头 骨鉴 定为 直立 

人 。南京 2号头骨很大 可能是属于智人亚种(Homo sapiens sapiens)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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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南京市博物馆从 当地居民手 中先后接收 了两具人类头骨化石：南京 l号头骨 

和南京 2号头骨。这两具人类头骨化石均采 自南京汤山葫芦洞。南京 l号头骨较完整 ，具 

有直立人 的形态特征 ，被认为是代表一女性直立人成年个体 ～。南京 2号头骨化石曾经过 

两次研究 ，都被鉴定为直立人 一 。 

南京 2号头骨代表一成年男性个体 一。该头骨不完整，仅保存部分额骨 、顶骨 、枕骨 和 
一 小部分的颞骨乳突部。其顶骨和枕骨均有断裂缝 ，各断块之间有程度不一的错动，致使颅 

盖部显得外形异常。南京 2号头骨的这些不 良保存状况多多少少影响到对该头骨形态 的较 

精确的了解。本项研究是对该头骨的错动部分作尽可能的复位(restore)，进而对该头骨的若 

干关键部位作复原，目的是获知南京 2号头骨形态方面的更多的较可靠信息 ，以对该 头骨 的 

鉴定作进一步的验证，希冀有助于人类演化问题的讨论。 

1 南京 2号人类头骨化石的保存状况 

在该头骨所保留颅盖部中 ，额骨只保存额鳞的几乎是上半的部分 ，左侧相当于额结节处 

的以下部分已断失 ，右侧半则断失更多 。 

左顶骨保存有矢状缘、枕缘；靠近蝶角处的额缘和部分鳞状缘缺失。该顶骨的顶面有 3 

条较明显的裂缝： 

裂缝 1是由相当于顶结节处走向枕角附近，使顶骨后半部分为上下两块，即骨块 1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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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2。骨块 2沿裂缝下沉 ，故可在骨块 1上见到断面，断 

面宽最大可 达 6．5mm。骨块 1还沿 中矢缝下沉 ，故在中 

矢缝处也可见到断面 ；该断面最大宽度可达 6mm。裂缝 

2是 由相当于顶结 节处走 向中矢 面方 向抵 中矢缝 ，几乎 

与额缝平行。该裂缝与裂缝 1相接 ，一起成为骨块 1的 

边缘。裂缝 3起 自裂缝 2的靠 近中矢面端的三分之一 

处 ，向前外延伸抵额缝 ，分隔骨块 2与骨块 3。裂缝 3两 

边的骨块 ，即骨块 2和骨块 3，虽有若干错动 ，但 程度不 

大；骨块 3与骨块 1的相接处 ，由于骨块 1的下沉而露出 

断面 ，显得骨块 3的骨面比骨块 1的高出 3mm左右。 

右顶骨 只保存靠近中矢缝的一多半 。在其残留的顶 

面可观察到 2条裂缝 ：裂缝 4和裂缝 5。 

裂缝 4由头骨的中矢缝的大约后 4分之一处稍倾前 

外方朝游离的断裂缘延行 ，与另一前后延伸的裂缝 5呈 

大致垂直相交 。裂缝 4将 右顶骨分 为前后 两块 ：骨块 4 

和骨块 5(骨块 5包括了与右顶骨相关联的上枕鳞人字缝 

附近的枕骨一小部分)。此两骨块之间虽未水平位移 ，但 

呈上突的转角状相接，犹如被猛力瞬问折断。 

裂缝 5大致前后延伸 ，距离断裂 一游离缘 10—15mm 

图 1 南京 2号头骨裂缝 

和骨块示意图 。 

顶面观 ，F示骨块 ，C示裂缝 

A sketch of Nanjing 2 in vertical view， 

showing the fragments(F) 

and fractures(c)． 

不等，分隔出一长条状的骨块一骨块 6。该骨块与骨块 4和骨块 5相接但 向内错动，故在裂 

缝 5可见到骨块 4和骨块 5的部分断裂面(宽 1．5mm左右)。 

枕骨只存 留枕鳞部 ，包括上枕鳞的大部分 和下枕鳞左侧 靠近枕骨圆枕处 的一小部分 。 

该枕骨有两条裂缝 ：裂缝 6和裂缝 7。 

裂缝 6起 自人字点附近 ，右斜 向下外。裂缝 7是裂缝 1向枕骨部 的延伸 ，蜿蜒走向下 

外 ，与裂缝 6大致同向。裂缝 6与裂缝 7之间为骨块 7。骨块 7掩复在骨块 5的枕鳞骨面之 

上 。裂缝 7则分隔骨块 7与枕鳞的其余部分 一骨块 8。骨块 8有宽约 5一l0mm、长约 40mm 

的一段掩复在骨块 7之上。因此 ，骨块 8、7、5这三者依次部分掩复 ，呈屋瓦排列状 。 

南京 2号头骨保存有左侧颞骨乳突部 的一小部 分，与左侧顶骨的鳞状缘的后部和枕骨 

的乳突缘相接 。该头骨的左侧星点区尚可辨认 。 

该头骨的脑面也呈现出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裂缝和错动状况。左侧脑膜中动脉压迹尚 

可辨认。 

该头骨从枕面观之，两侧轮廓线并不对称，左侧轮廓线在相当于顶骨乳突角水平位置的 

部分过于向外倾斜。从枕外隆突点(头后点 )的位置也 可看 出，其位置并不在 中矢 面上而是 

向左偏移。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头骨在地层中受压而变形所致，不大可能是该个体生存 

时形成的 

2 南京 2号头骨的复位和“复原” 

南京 2号头骨的额缝和中矢缝 的前段并无异常情况 ，与这些 骨缝相关联 的额骨 、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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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骨块 4仍保持正常的互相接合关系，骨块 2与骨块 3之 间也只有些微的错动而与额骨之 

间并无错动 。骨块 2与骨块 8之 间也呈正常连接。因此 ，只有骨块 1、5、6、7需要加 以复位。 

为便于对这些骨块进行复位 ，我们用石膏复制了一具南京 2号头骨。在这具 复制头骨 

模型上 ，首先将骨块 1完整地切割 出来 ，再恢复其与骨块 4和骨块 2以及骨块 3之间的正常 

接合关系。由于骨块 2稍有变形 ，如上所述 ，因此只能把骨块 1与骨块 2尽量地调整到正常 

关系，很难使之完好如初 。 

用同样的方法分离出骨块 5和骨块 6，使其与骨块 4、骨块 1以及彼此之间调整到较为 

正常的相接。 

由于骨块 7有一部分是掩复在骨块 5之上 ，而其另有一部分则被骨块 8所掩复 ，因此 ， 

需要把骨块 7“剥离”出来，并使之与相邻的骨块之间恢 复“边缘 与边缘”的对接关系。但这 

些边缘可能早 已有缺损 ，故相对接时仍有少许空缺而无法严丝合缝。 

由于南京 2号头骨缺失的部分过多 ，尽管就现存 的部分作了若干复位 ，还是不能提供某 

些有重要判别意义的形态信息。为此 ，有必要对该 头骨 的额骨 和颞骨外耳门区域作一些 复 

原。复原时 ，我们选用周 口店直立人头骨作为依据。这样做的结 果很可能会使复原出来 的 

南京 2号头骨像周 口店直立人 。因此 ，这样的结果有点类似于用周 口店直立人“克隆”出一 

个南京(直立人)标本 ，换言之 ，在逻辑上讲 ，是在循环论证 。本文作者充分意识到这样复原 

工作的可能后果。因此 ，我们只是把这种复原看成是一种检验手段 ，用以检验 ：即使是用直 

立人的形态作为依据 ，在复原之后该头骨的颅容量等特征是否还会符合直立人的标准。 

在周 口店直立人头骨材料 中，我们选用第 12号头骨作为“复原”依据，因为该头骨也是 

代表男性个体的，二是从该头骨可以找到外耳门上缘点 (po)和左侧眶下点 (or)的位置 ，使复 

原后的头骨能够容易定位以进行有关项 目的测量 。 

如上所述 ，南京 2号头骨的额骨 的左侧在相当于额结节处的以下部分已断失 ，故把周 口 

店 12号头骨模型的相当于额结节以下的部分截取下来黏接到南京 2号头骨的相应位置上 ， 

可发现无论是在尺寸上或是在额面的走向上在 黏接之后都很相称。同样地 ，对南京 2号头 

骨的左侧外耳门区域作了复原。虽然对该头骨的右侧外耳门区域 未作复原，但在摩里逊定 

颅器上 ，借助辅助的手段还是能够进行头骨测量的。 

南京 2号头骨的左侧与右侧的不对称状况 ，我们未予以校正 。图 2展示了复原后的南 

京 2号头骨 

3 头骨复位和“复原”后的结果 

在复位和“复原”后的头骨模型上可以对南京 2号头骨的顶骨和枕骨等作进一步的观察 

和测量。 

3．1 顶骨 

南京 2号头骨的左侧顶骨较右侧的完整 ，因而本 文将对该 头骨的左侧顶 骨作测量和比 

较。与该顶骨作对比的标本将选用男性标本且尽量引用其左侧的。 

从南京 2号 头 骨 的顶 骨 可 测得 顶 骨矢 状 缘 弦 长 值 为 105．2mm，矢 状 缘 弧 长 值为 

113．5mm，人字缘弦长值为 94．5mm，人字缘弧长值为 100．Omm。 

南京2号头骨顶骨矢状缘的弦长值和弧长值与 Petralona头骨的相应值很相近。从顶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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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矢状缘弦弧指数(Index)为 10o(b一1)÷(b 1)；顶骨面积(Area)为 (b 1)×(1 ast)；“*”不本文作者据 模型测 

量；“#”示 由 Wolpoff教授 提 供 ；线性 度 量单 位 为 mm；面积 单 位 为 em：；“S-”示 Sangiran “N-”示 Ngandong；“Sm-”示 

Sambungmacan；“L”示左侧；“R”示右侧；括号内测量值示估计值 本注内容可适用于本文其它各表 

3．2 枕骨 

前已提及 ，南京 2号头骨的枕外隆突点并不在 中矢面上 ，而是 向左偏移 ；在 复位 和“复 

原”的头骨上可以估计出其向左偏移了大约 8ram。头骨枕面观之左侧轮廓线也相应地 向左 

偏移；说明这种偏移并不局限于枕外隆突点区域，而是整个上枕鳞部都向左偏斜，故很大可 

能左侧星点的位置也会向左偏移了 8Illln 由于右侧星点区不保存，在该头骨 的水平投影 图 

上我们用对称法测量左右星点问的距离并以偏移值校正之 。这样测出的该头骨星点问宽是 

120．6ram。此数值与尚虹 、吴新智所作的估计值 l20ram 十分相近。如以人 字点 至头后点 

(1一叩)代表上枕鳞矢长值，则南京 2号头骨的上枕鳞矢长值在头骨正中矢状轮廓图上测得为 

60．4ram。可以用星点问宽和上枕鳞矢长值组成上枕鳞长宽指数，则南京 2号头骨的上枕鳞 

长宽指数值为 50．1。 

一 般认为直立人头骨有较宽的枕鳞；从我国的巳知的直立人材料来看 ，其上枕鳞长宽指 

数值的变动范围是 31．7—45．7(表2)。而南京2号头骨的上枕鳞长宽指数大于这些直立人 

的，示其枕鳞相对宽度较直立人的为小 ，而与柳江化石智人头骨的很相近(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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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颅容 量 

在南京 2号头骨 的复原模型上可测得其耳 

上颅高值为 107．2mm。以此值 据丁 氏公 式  ̈

推算颅容量 ，则 

颅容 量 =20．64963(107．2) 一973．261= 

l 240．4ml。 

若据 Oliver和 Drieot氏公式 [12]推算 ，则 

颅容量 =26．58(107．2)一l 605=l 244．4ml， 

与据丁氏公式推算的结果十分相近。 

此颅容量值 比周 口店 、和县 、蓝 田和南京 l 

号这些直立人 的相应值都大 ，也大于大荔早期 

智人的相应值(表 3)。 

南京 2号头骨的这一颅容量推算值只是说 

明，即使依据周 口店直立人头骨为样本来复原 

表 3 颅容量 (Cranial capacity1 

注 ：容量值单 位为 ml。 

的话，南京 2号头骨的颅容量也会比我国巳知的直立人的颅容量要大。 

对南京 2号头骨进行复位和“复原”的结果提示了该头骨很大可能是属于早期智人。 

4 讨 论 

4．1 对南京 2号头骨的几个“原始特征”的检查 

南京 2号头骨即使未作任何复位和复原，也能在该头骨观察到一些“原始特征”。这些 

特征往往被认为是直立人的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南京 2号头骨上的这些特征的鉴别价值， 

我们对这些特征作一番检查。 

4．1．1 角圆枕 

南京 2号头骨顶骨的乳突角处可观察到角圆枕。“角圆枕”最早是由魏敦瑞命名的，指 

的是顶骨乳突角颅外表面处 的一种块状隆起。直立人头骨的角圆枕变异较大 ，有的甚至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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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在早期智人头骨上也会有角圆枕 ，如 Kabwe 、Petralona"， 、大荔 等头骨。 

4．1。2 颞鳞顶缘 

周 El店直立人颞鳞的顶缘 、蝶缘多呈直线状且互成近似直角相交 。现代人 的颞鳞顶缘 

成上突的弧线状 。南京 2号头骨的颞鳞不保存 ，无法直接观察到颞鳞顶缘的形状 ；但颞鳞是 

复盖在顶骨之上 ，构成鳞状关节 ，故从顶骨的鳞状关节之上缘可推测颞鳞顶缘的大致形状。 

南京 2号头骨左侧顶骨尚存 留鳞状关节面的大部分 ，关节面粗涩不平但上缘清楚 ，从 中可推 

测颞鳞顶缘应该是上突的弧状而不是呈平直状。 

4．1．3 枕骨圆枕 

南京 2号头骨发育有枕骨圆枕 ，与周 口店直立人的枕骨圆枕相比，显得并不粗壮；其外 

侧部浅平 ，中央部稍高出骨面 ；圆枕上沟不显，仅在近中矢面的部分稍作下凹。南京 2号头 

骨枕骨圆枕这种两侧部退缩而只是中央部稍 明显的形态及其发育程度与大荔头骨上所见的 

相似。 

4．1．4 枕骨枕平面与项平面之间呈角状过渡 

南京 2号头骨枕骨之项平面大部分缺失 ，故很难得知枕骨曲角的大小。但就枕 、项平面 

所保 留的部分来判断 ，该枕骨之枕 、项平面之间很大可能是呈角状过渡。直立人 头骨的枕、 

项平面呈角状过渡；但有的早期智人 ，如大荔头骨 ，其枕 、项平面之间也呈角状过渡  ̈。 

4．1．5 枕内隆突点与枕外隆突点的距离 

直立人的枕内、外隆突点的距离较大。南京 2号头骨的枕内隆突不保存 ；尚虹 、吴新智 

“借助矢状窦沟和左横窦沟的延长线定出枕内隆突点的位置。⋯⋯测量南京 2号头骨枕 内、 

外隆突点的距离约为 20mm”_4]。此一测量值 小于南京 1号头骨 的(37．6mm) ，也小于和县 

直立人的 (22mm) 和周 口店 直立人 的 (27．5—38．Omm) ，而 与早期 智 人 Spy 2头 骨 的 

(20．Omm) 相 同。 

4．1．6 头骨骨壁厚度 
一 般认为直立人头骨骨壁较厚 ，早期智人 的则较薄；南京 2号头骨骨壁虽然显得厚 ，但 

与我国的一些早期智人相 比，如许家窑和大荔 ，则差别不大甚至还薄些(表 4)。 

表 4 骨壁厚 度(Cranial vault thickness) 

额鳞 中央 顶骨前囟区 顶结节区 芤 ———瓦 ———— 

(center of frontal 
． 、 

(parietal (mastoid (center of (1l1id-occipital 

一  !g 兰 兰! ! 壁 g ! 竺! 璺 璺! ! !竺 ! 
南京 2 7．0 8．0 10．0 14．5 9

． 5 15 0 

南京 1 (8．2) (9 8) 13．5 

许家窑 8．5 12．6 13 0 18 

大荔 9．0 11．2 

注：厚度单位为mmc测量值来源：南京 2号的引自文献[4]，南京 I号的引自文献[2]，许家窑的引自文献[8]，大荔 

的引自文献[17]． 

4．1．7 脑膜中动脉分支情况 

在南京 2号头骨左侧顶骨内面可观察到脑膜中动脉压迹 ，据 此可推测该个体 的脑膜中 

动脉的分支情况。据尚虹 、吴新智的观察 ，“此头骨的脑膜 中动脉前 支很可能比后支粗’’⋯。 

南京2号头骨的“脑膜中动脉分支形式与现代人相似”㈨。 

4．1．8 头骨枕面观之轮廓线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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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 2号头骨的枕面观之，可见到头骨最大宽的部位是在乳突上嵴处。如前所述，该 

头骨的两侧轮廓线并不对称，左侧轮廓线向外偏斜。人类头骨左右两侧大都呈不对称，但只 

是在一定程度之内。从南京 2号头骨左侧过于向外偏斜来判断，如上所述 ，这种不对称程度 

不大可能是该个体生存时形成的，较大可能是该头骨在地层 中受压而变形所致。对该头骨 

这种变形未作可靠的校正之前，还很难肯定该头骨最大宽的位置是在乳突上嵴处。 

综上所述 ，从南京 2号头骨所观察到的这 8项“原始特征”，还很难作为可靠的证据把该 

头骨化石鉴定为直立人的。 

4．2 南京 2号头骨化石的分类地位 

对南京 2号头骨的分类地位我们 面临着三种选择 。 

选择 1：南京 2号头骨化石 由于保存的部分有限 ，其所能显示的形态细节还不足以确定 

详细的分类地位 ，可能是直立人 ，也可能是早期智人 。 

选择 2：南京 2号头骨化石的形态细节还不能用来将其鉴定为直立人 ，而其顶骨和枕骨 

的一些形态及其可能的颅容量表明该头骨应该属于早期智人 。南京 2号头骨的形态组合样 

式 ，与 Bodo头骨的相同。Rightmire把 Bodo这一类 曾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较原 始的古老智 

人改称为海德堡人，则南京 2号头骨与 Bodo、Kabwe、Petralona以及我 国的大荔头骨一起属于 

海德堡人 ，即人属海德堡种(Homo heidelbergensis)。 

选择 3：一些人认为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 间在形态上并无“种 ”这一分类级别上的严格 

界限，主张二者合并为一个种 一人属智人种(Homo sapiem)̈ ，则本文所谓的直立 人和早 

期智人分隶为直立人亚种 (Homo s~iem erectus)和智人亚种(Homo sapiens sapiens)。南京 2号 

头骨化石的形态表明其应该属于早期智人 ，该头骨应该是代表智人亚种 中的一员。 

本文作者倾 向于上述的第 3种选择。 

假如南京 2号头骨化石不是在南京汤山葫芦洞发现，或者，假如在葫芦洞没有发现过南 

京 1号头骨化石 ，则凭南京 2号头骨化石的形态 ，我们相信该头骨化石的原先两批研究者很 

可能对南京 2号头骨 的分类地位也会面临着这样三种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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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of the Nanjing 2 Fossil Hominid Calvarium：Morphology 

and Taxonomic Implications 

， 
ZHANG Yin-yun，LIU W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Beijing moo44) 

Abstract：The Nanjing 2 calvarium is believed to represent Homo sapiens erectus since its discovery in 

1993．This calvarium preserves incomplete frontal，parietal，and occipital bones
． The parietal and 

occipital bones are cracked and as their fragments are displaced the calvarium appears to be distorted
． 

The calvarium was recently restored by the authors， exposing some anatomical details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obscured．Compared with Homo sapiens erectus，the restored calvarium presents larger 

parietal bones，a relatively narrow upper scale of occipital bone and a probable larger cranial capacity
． 

which suggests affinities with Homo sapiens sapiens．Other anatomical details observed in the parietal 

and occipital bones are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the angular tons，parietal border of temporal 

squamous part，the occipital tons，the angle between the occipital and nuchal planes，the distance 

between inion and endinion，cranial vault thickness，the branches of the middle meningea1 artery and 

the coronal contour of the vault．The results of this examination reveal that there 舢 st be s0me 

uncertainty in referring the Nanjing 2 calvarium to Homo sapiens erectus．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Nanjing 2 belongs to Homo sapiens sapiens． 

Key words：Nanjing 2；Restoration；Homo sapiens erectus；Homo sapiens sap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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