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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 lI例出土于山东省鲁 中南地区保存较好的周 一汉代颅骨进行测量研究。在颅 、而部测量特 

征的比较上 。这批头骨与鲁北地 区同时代头 骨特征类似 ，都属于东亚蒙古人种 类型。 与周邻地 区 占代人群 

的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鲁中南 周 一沮代组人群与黄河流域古代类群 的亲缘关系 比 与华南组 

的更接近，这组人群与西 Ft本弥生人接近的程度明显太于与绳文人接 近的程度。本研究支持 在现代 日本 

人的起源中有源 自中国太 陆特别是华北东部地 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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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处中国黄河下游 ，是我国古老文化发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多年来，考古 

学者在山东境内的考古发掘中收集了大量的史前及历史时期人骨。人类学家对其中多处人 

骨进行了观测研究。经过系统 研究过 的有泰安 大汶 口、曲阜西夏侯 。、兖州王因 、诸 城呈 

子 、广饶五村”等新石器时代人骨和临淄周一汉代人骨等 。研究 的重点在于探讨这一 

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 的种族形态学特征及其与周邻地区古代人群之 间的亲缘关 

系。对临淄周一汉代人骨的研究还考察 了山东历 史时期人群与 日本弥生人之间的骨骼形态 

学关系，提出现代 日本人有部分起源于中国大陆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人群的观点。 

本文报告中所用的人骨是近几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配合路建从鲁中南地区多个遗址收 

集的。这些人骨个体很多 ，但大多保存残碎。笔者从这些人骨的鉴定中，选出部分较完整的 

周 一汉代颅骨进行测量研究。尽管如此 ，由于这批人骨的出土地点在鲁 中南地区，而对这 
一

地区历史时期人骨的研究还存在空白，因而本研究在探讨该地 区历史时期居民与鲁北地 

区的同期居民乃至与新石器时代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 与方法 

1．1 标本 的来 源 

测量研究 的比较完整的颅骨 11例 ，其 中男性 9例 ，分别 出自滕州东康 留东周遗址 (4 

例)、滕州东小宫汉代遗址(4例)和充州徐家营汉代遗址(1例)。女性 2例 ，滕州东小宫与兖 

州徐家营遗址各有一例。 

收稿 日期 

基盒项 目 

作者 俺介 

2001—06一l3 

国家基础科学特殊学科点^才培养摹金项目贷~(j993009s)；国家 自然科学基垒 (4997201『)、中国科学院百^ 

计划(2004o4)提供部分资助。 

尚虹(1968一)，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娄学 古病理学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人 类 学 学 报 21卷 

1．2 对 比材料来 源 

山东临淄(周 ～汉代) 、西 Et本弥生(相 当东周 一汉代)、El本绳文 (新石器时代) 、山 

东广饶(新石器时代)_3、山东呈子二期(新石器时代) 、山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 、山东 

野店(新石器时代) 、河南安阳(铜器时代)⋯、福建昙石山(新石器时代) 、， 东河宕 (N45 

器时代) 、山东后李官村 L周 代 、河南 庙底沟 (新石器时代) 、江苏龙虬庄 (莉石器 时 

代)--、甘肃火烧沟(铜器时代)、青海李家山(铜器时代) 、青海阿哈特拉 山(铜器时代 )共 

16组：其中除 El本的两组外 ，其余大致属于黄河中下游和华南地区。 

1．3 测量 方法 

测量按《人体测量方法》 和《人体测量手册》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1．4 统计分 析方法 

用欧氏形态距离计算组问形态差异并作聚类分析及主成分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颅骨测量特征及形态类型 

测量的 11例颅骨所处时代及出土遗址相距较近 ，故我们将其定为鲁中南周 一议 代组： 

这组颅骨的测量值平均数及标准差列于表 1。其头骨颅面部指数和角度特征及出现率参见 

表 2。以其中例数较多的男性各项特征评估的形态特 为： 

颅形 ：中颅型 一高颅型 一中颅型相结 合。 

额形 ：狭额 型为主 。 

面型：中上面型 一中等的垂直颅面比例 一矢状方 向面突度中颌型 一低的鼻骨突度 一上 

齿槽突颌型相结合。 

眶形 ：中眶型 。 

鼻形 ：中鼻型 。 

腭 形 ：阔腭 型。 

女性颅骨只有 2具、统计学上平均形态类型的代表性可能较差 如脑颅为短颅型，比男 

性的短 ，眶指数虽同属中眶型，但女性有些更趋高 鼻指数也有类似现象、女性为阔鼻型；面 

部水平方向的扁平度女性较男性扁平 这些特征的差异大致和性别有关。 

2．2 与鲁北周 一汉代组的比较 

鲁中南组与地处鲁北地区的临淄 与后李官组 同属周 一汉代时期 、他们是否存在体 

质上的差别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对比鲁中南组 、临淄与后李官组 ，后两组数据源 自参考文献 

4与 I5，比较见表 3 比较项 目分别为：颅长(1)、颅宽(8)、颅长宽指数 (811)、颅高(17)、颅长 

高指数(17／1)、颅宽高指数(17／8)、最小额宽(9)、额骨下部倾角(32)、颧宽(45)、上面高(48)、 

垂直颅面指数(48／17)、上面指数(4g／45)、鼻颧角(77)、面角(72) 眶指数(52／51)、鼻指数(54／ 

55)、鼻根指数(SS／SC)、鼻骨角(75(1))。其中括号 中为测量项 目的马丁编号或生物测量学 

符号 

表中不难看出，3组 I8项测量绝对值与指数间的比较，大部分测量特征是趋同的，差别 

不很大。故他们具有同质性 少数测量特征有所不同。与后两组相比，鲁中南组前额的陡 

直程度稍趋小 ，面部水平与矢向的寰度稍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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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现代 亚洲 蒙古人种 地 区类型 比较 

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地区类 型数据参考文献[19 ，对 比列 于表 3。通过与不 同地域的 

亚洲蒙古人种头骨测量 比较，结果显示 ：鲁中南组颅面部测量数值均在亚洲蒙古人种变异范 

围内(眶指数(52／51)78．O比亚洲蒙古人种眶指数下限值 78．2稍小但差别不大)．提示该组 

人群的蒙古人种性质 。与北蒙古人种相 比．鲁 中南组的颅宽、颧宽、上面高、垂直颅面指数、 

鼻颧角、面角均较小，而颅高 、颅长高和颅宽高指数较大，即鲁中南组具有较小的宽度因子与 

上面高 、较突的上面与矢状面和较高的颅高；与东北蒙古人种相比，鲁中南组的最小额宽、上 

面高、垂直颅面指数 、鼻颧角 、面角 、眶指数 、鼻根指数相对小些 ，额倾角与鼻指数相对较大 ， 

即鲁中南组具有相对小的额宽与上面高、相对低的眶高 、较宽的鼻宽 、较陡直的前额、较低平 

的鼻根与矢面 、较突的上面；与东蒙古人种相比，眶指数小些 ，颧宽略大；与南蒙古人种相 比， 

仅颧宽更大。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提示鲁中南组与东蒙古人种及南蒙古人种更相近。 

2．4 与周邻地 区古代 人群的 比较 

选取周邻地区古代人群对照组 16个 ，代表山东境内及周邻地区新石器时代组 、青铜铁 

器时代组 、华南组 、日本弥生组 、绳文组。各组数据来源参见相关文献[1—12．15]。参加 比 

较的 13个测量项 目为 ：颅长(1)、颅宽(8)、颅高(17)、最小额宽(9)、颅基底长(5)、面基底长 

(40)、颧宽(45)、上面高(48)、鼻宽(54)、鼻高(55)、眶宽(511、眶高(52)、面角(72)．其 中括号 

内的数字为测量项 目的马丁编号。比较结果参见表 4。 

表 3 鲁中南组、临淄组 、后李官组之间的比较殛与亚洲 各地区蒙古^种头骨测量的比较 

Comfmrison of s0me features oil the middle and south group and 

the north group of Shandong and Asian M ongoloi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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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7个组 l3个测 量项 目的比较数据做聚粪 分析和 主成分分析 ： 

2．4 1 聚类 分析 

用 SPSS软件做各组间聚类分析，组群问欧氏距离系数值矩阵与聚类分析系统树图分别 

参见表 5及图 1。表 5中上面和左面表头 1，2 ．17为各组别代号。 

表 5 l7个群体 组 间欧 氏距 离 系数 值矩 阵 

Euclidean dissim ilarliy coefficient matrix of 17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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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聚类结 果如下 ： 

(1)大致分三组 ：黄河流域一组 、华南一组 、日本绳文～组。 

(2)在黄河流域一组中，再分两组 ：一组大致代表新石器时代组(除后李官组外 )；另一 

组代表青铜铁器时代组(陈呈子二期外)。 

(3)在黄河流域青铜铁器时代组中，又分有黄河上游(李家山、阿哈特拉山)组和黄河 中 

下游组(安 阳、鲁中南 、临淄 、呈子等 ，除火烧淘组外)。 

(4)鲁中南组在黄河中下游组的聚类群中。 

(5)日本弥 生组 聚在 黄河流域 历史时期组 群中并且 与黄河下 游组最 接近 ；相 反 ．日本绳 

文组远离其他组 ，这可能暗示其来源有别于中国大陆尤其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 

期组 群 。 

2 4．2 主成分分析 

用 sPss软件做主成分分析。输入表 4中数据后 ，得到其前 3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 

见表 6。第一主成分 、第 二主成分 、第 三主成分 的累计 贡献 率分别 为 30．67％、50．92％、 

65．45％ 

表中分析，第一主成分中前 6个测量项 目即面基底长 、眶高、上面高、面角 、鼻高和鼻宽 

为其重要的载荷变量 ，主要代表面部 的高度特征 、矢面突颌程度和鼻型特征。第二主成分中 

重要的测量项 目有颅宽 、颧宽和最小额宽 ，代表面部的宽度特征。第三主成分中颅高和颅基 

底长是其重要因子代表 ，反映颅骨的高长特征。同时可看到 3个主成分的信息不相重叠。 

为研究各组群体问的关系，由主成分得分，绘制了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分的 

三维图(图2)。3个坐标轴代表 3个主成分，其中 l，2．．17代表 ”个组别，具体情况见表 4。 

皿 ¨ ● ， 6 ¨ ” n ¨ 0 n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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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图结果显示绳文组远离其它 

自成一组 ，主要表现在第一与第三因 

子上。除绳文组外 ，其他组排成一簇， 

其间再 分趋 势 似乎 不 很 明显 ，但仔 细 

观察后 ，两个华南组处于三维坐标一 

角，显示 出其在三个 因子上与其他北 

方组的偏离。北方组 内部经仔细研究 

后 ，发现其组间的关系趋势与聚类分 

析结果一致。如鲁 中南组与安 阳组、 

火烧沟组相距较近，并接 近于 由弥生 

组 、呈子组 、临淄组所 聚的一组 。再 加 

上 相距较 近的李 家 山组 、阿 哈特拉 山 

组 ，共 同代表华北黄河中下游历史时 

期组群 。史 前组 分 布较 散 在 ，但 仍 可 

见组群间相聚趋势 。 

2．4 3 西 日本弥 生人起 源 的讨论 

图 2 前 3个主成分的三维坐标图 

3 D Graph of the result of nnncipo l component analysis 

将中国大陆古代人骨资料与 日本古代人骨资料进行 比较研究 ，对解决 日本人起源 中的 

某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与 日本新石器时代绳文人有很大不同而年代相当于中国周 一汉代 

的西 日本弥生人或称“渡来系”弥生人到底源于何处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对于 日本 

人起源，金关丈夫的“渡来说”认为：在绳文时代末期 ， 朝鲜半 岛渡来了高面、高身长的人与 

日本本州西端和北九州地区绳文人混血 ，形成了现代土井浜弥生人体质特征 。铃木尚的 

“移形说”认为在更新世时期 ，中国华南原始蒙古人种东扩至 日本列岛 ，约 1万年前 ．大陆与 

日本陆桥消失 ，原 日本绳文人在隔离的生态环境与文化 因素影响下 ，体质发生变化 ，经弥生 

时代后各时期 ，形成现代 日本人 。近年来，“渡来说”在遗传学及牙齿人类学研 究中取得 

很大进展。遗传学家和人类学家对 日本人与亚洲大陆种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做了大量研究 

有些学者提出了日本人起源模式的假说 ：绳文人的祖先来 自更新世晚期 的东南亚古人类 ，弥 

生人祖先来 自亚洲大陆北部，到达 日本与原住居民局部混杂 ，形成现代 日本人的主成分 ： 

但弥生人祖先到底源 自伺处 ，至今未有定论：中国的华北人群和西伯利亚的农耕或游牧民 

族曾为一些学者的考虑对象和争论焦点。到底弥生人源于东亚还是北亚?根据考古文化方 

面的证据，也有人认为弥生人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若源于中国，是北方还是南方?根据本 

次山东省鲁中南地区周 一汉代人骨与 日本古代人骨 的比较研究认为西 日本弥生人很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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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亚 中国大陆 ，而 中国北方 大陆的黄河 中下 游地 区最 有 可能 是其祖 先 的来源 地 。本文 研 

究结果与鲁北地区周 一汉代人骨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一  

3 结 论 

1)测量特征的种族属性分析表 明，鲁中南周 一汉代人与鲁北 同时代人相似 ，都属于蒙 

占人种 东亚 类型或南 亚类型 。 

2)与周邻地区古代类群的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鲁中南组与黄河 中下游地 

区的古 代类群 比较 接近 ．其 中鲁 中南组与 历 史时期 组的亲缘关 系比与新石 器时代组更 密切 ． 

并 与华南组关 系较 远 。 

3)本次分析 中，西 日本弥生组和包括鲁中南组在内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组群 聚 

合在一起。特别是与这一地区的历史时期组关系更密切 ，与华南组关系表现疏远。 日本绳 

文组则 自成一组而远离其他一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应该是西 日本弥生人的最近源流可 

能与中国大陆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古代人群有关 ，而 日本绳文人则应另有不同的时空层次来 

源 。 

致谢：本文所用标本 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部分工作在本所人类起源与石器 

技术实验室完成 ，在文章成文的过程中第一作者得到吴新智院士 、席焕久教授 的指导和建 

议 ，统计分析得到刘武博士和倪喜军博士的指点，在此⋯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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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0F THE SKELET0NS 0F ZH0U AND HAN DYNASTIES 

UNEARTHED IN THE M IDDLE AND THE S0UTH REG10NS 

0F SHAND0NG PR0VINCE 

SHANG Hong ，HAN Kang—xin ，WANG Shou—gong" 

(1舳 Ⅲ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d Paleoamhropology．Academia Siaica．Beil"ing 100044； 

2．jinzlwu Medical CoiJege，Ji~hou 121001；3．1nstkute ofA,whaeolog)，Chi~se 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 

Be~'ing 100710；4．Shandong C Ⅱ Rd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Jumn 250012、 

Abstract： The ancient human bones studied in this paper were unearthed at some sites in the middle 

an d the south regions of Shandong by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Shandong Province．Eleven nearly 

complete skulls of Zhou and Han Dynasties were selected，thei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were observed 

an d measu~d．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as foRows： 

1 Th 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skulls showed that this population of the middle and south 

of Shandong e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northern Shandong lived in similar era in beating nlore distinct 

features of the modem East and South Asian Mongoloid groups than any other Mongoloid groups． 

2．Th e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andong Zhou—Han era population and  the an cient groups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v es— 

pecially the middle or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is much closer than that with the H『lci口 t southem 

groups of China． 

3 Zbo u—Han group of Shan dong Province is closer tO Yayoi groups of West Japan than to the 

Jomon groups Th is study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ancient population of continenta1 China espe． 

clally the East China have contributed in the origin of modem Japanese 

Key words：Human skeletons； Zhou an d Han Dynasties；The middle and the south regions； Physi． 

cat an thmpolog2~；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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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上 (T。pJ： 东康 留 MIO8 男 I正 观c打。n v 】 儡1商 eⅥ 
w) 城雨l蜕ct。DⅥcw 

甲。M dd1e1：束1_、官 M332男 f正 观(fr。 v w1
、 侧面观【目de vKw) 预面 叩 viow 

下(B。~torn)：东康卣 M74 男 (u：面观(fr0nt view) 侧面观【制 e view)
． 预回现ft0u v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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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Ⅱ 

(Top)： 东 富 M31 0女 (EN?i(wont view) 侧面 (s1de view) 顶面 top view)) 

r~(Middie)：东小 宫 M72 男 f正 观(f『o【1 view) 倒而观(s1dc view) N INN(toD v Jew)) 

T(Bo~om)：东康留 M80 男 f正面观(打【lfl：view) 侧面 刚 c view)
、 NN~(top 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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