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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头骨面部几项非测量性状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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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人类学观察 法观察比较了中国云南 、华北和欧洲现代人头骨 的犬齿 窝、颧骨缘突和梨状 孔上外侧 

部膨隆的出现情况 ，以探讨其在人种 、群体区分上是否有意义 结果 ：(1)在云南头骨 ，犬齿窝 、颧骨 缘突的 

出现率无性别差异 ．梨状孔 t．外侧部骨表 面膨 隆的出现率 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而在欧洲头骨 ，这 3项非 测 

量性状 的出现率男女间无差异 (2)上述 3项性状 ，在中国云南和华北头骨(男性 )的出现率无差异。(3)犬 

齿窝 、梨状 L上外侧部骨表面膨隆的出现率 ，在现代欧洲人头骨明显高于现代中国人头骨。颧骨 缘突的出 

现率在欧洲与中国现代人头骨上无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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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观察，与人类学测量并列，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 通过人类学观察来描 

述的非测量性状 ，对说明各人种群体 的体质特征有一定意义 。wood．Jonesl 首先提出以 

颅骨非测量性状作为种族判别的标准。Berry,等 对不同人种群体 的颅骨进行了研究 ，提出 

非测量性状具有遗传性 ，受基因控制。Cheverud等 据恒河猴研究的结果认为颅骨非测量性 

状之遗传性高于测量性状。国内关于中国现代人颅骨非测量性状的系统研究 自 80年代 以 

来始见报道 一 ，但未见到对梨状孔和眼眶之间骨表面的膨 隆(以下简称梨状孔上外侧都 

的膨隆)的观察报道，对颧骨缘突及犬齿窝的观察亦少 本文就这 3个项 目，在中国和欧洲 

现代人头骨上进行了观察 ，比较分析它们在不同人群、人种的出现率 ，以探讨其在人种、群体 

区分 上是否 有意义 。 

l 材料和方法 

1．1 研 究材 料 

取 自现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骨骼标本，其中中国现代人头 

骨包括云南头骨 50个(男 26，女 24个)；华北头骨 25个(男性 )。欧洲现代人头骨 26个 (男 

16，女 10个 )，系由 Zellemdori-、Vresovice、Kysperka 3个地 点的合 并而 成 ，其 合理性 和可 行 性 已 

于另文 讨论并证实 ，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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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观 察项 目及方法 

a．犬齿窝(caninefossa)：口腔医学界又称为尖牙窝 ，位于上颌骨 的前外侧面。它介于眶 

下孔的下方、上颌骨颧 突的前 方和恒前 臼齿根尖上方之间 ，一般在犬齿根尖后外侧 1，5era 

处 一 。以目测法分度 ，标准如下 ： 

一  上颌骨的前外侧面较平坦， ++ 中等 ，出现清晰的凹陷。 

无局部凹陷 H+ 深，凹陷明显可见。 

+ 浅 ，略 出现 凹陷 。 ++++ 极 深 ，凹陷很 深。 

b，颧骨缘突(~mrginal proeess)：为颧骨后上缘的圆形或三角形突起 。本文确定分度标 

准 如下 ： 

一  颧骨的后上缘光滑无突起 ，与其上方额蝶突的后缘相移行 。 

+ 颧骨的后上缘出现缘突，其最突点至颧骨前上缘 (眶外侧缘 )的水平距离小于颧额 

缝宽度 的 1．5倍 。 

++ 颧骨缘突明显 ，其最突点至颧骨前上缘 (眶外侧缘 )的水平距离在 1．5—2倍 的颧 

额缝宽度之内。 

+++ 颧骨缘突很明显，其最突点至颧骨前上缘(眶外侧缘 )的水平距离大于或等于 2 

倍的颧额缝宽度。 

用小分规做粗略的测量 ，以协助颧骨缘突的分度。 

c．梨状孔上外侧部的膨隆：以目测法判断颅骨梨状孔上外侧部是否膨隆。 

一  梨状孔上外侧部不膨隆。 

+ 梨状孔上外侧部局部膨隆 

1．3 统 计处理 

用相对数分析中两个样本率的差别的 u检验 ，比较这 3项非测量性状的性别 、人群及人 

种 差异 。 

2 结果与分 析 

2．1 现代 人头骨 3项 非测量 性状的 出现率 (％ )(表 1) 

从表 1中可 以看出，犬齿窝 、颧骨缘突在面骨左右侧 的出现率不完全一致 ，但无统计学 

差异 ；梨状孔上外侧部的膨隆在双侧 的出现率很对称 、一致，故在下文分析各性状的性别、人 

群、人种差异时，均以左侧出现该性状时的出现率来做比较。 

2．1_1 现代人头骨 3项非测量性状出现率的性别差异(表 2) 

结果表明，在云南头骨 ，梨状孔上外侧部膨隆的出现率在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而犬齿窝、 

颧骨缘突的出现率无性别差异 。欧洲头骨则 3项非测量性状的出现率男女间无差异。 

2．1．2 同一人种不 同地区人群差异的比较(男性)(表 3) 

结果表明，这 3项非测量性状在中国云南和华北头骨 (男性)的出现率无差异。 

2．1．3 人种差异 的比较 (表 4) 

结果表明 ，犬齿窝 、梨状孔上外侧部膨隆的出现在现代人中存在人种差异 ，在欧洲现代 

人头骨的出现率明显太于中国现代人头骨。颧骨缘突的出现率在现代欧洲头骨与现代中国 

人 头骨上无 统计 学差异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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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犬齿窝、颧骨缘突的出现率按程度的分布状况 (表 5) 

从表 5可以看出，尽管犬齿窝在欧洲现代人头骨的出现率明显高于中国云南、华北头 

骨，但就其在每组头骨 中出现率按程度的分布而言，在云南、华北和欧洲头骨的分布趋势相 

似 ，都是(+)占大多数 ．(++)较少 ，(+++)极少 ，仅在欧洲女性观察到 1例 。尽管颧骨缘突 

在欧洲与中国现代人头骨 的出现率无统计学差异，但其在每组中出现率程度的分布情况不 

尽相同：在云南男性， (++)居多，超过一半 ，其次为(¨+)，再次为(+)；在云南女性 ，以 

(+++)占多数 ，接 近一 半，其次 为(+)和 (++)，各 占相近 的比例 ；在华北 头骨 (男性 )， 

以(++)和(+++)占绝大多数 ，分占相近的比例；而在欧洲男性，以(++)居多 ，(+)和(+++) 

各有一些 ；欧洲女性 ．则 (+)和(++)占绝大多数 ，(+++)较少。 

3 讨 论 

过去许多人 认为非测量性状是 由遗传控制的。目前人类学界认为，这类性状是多基因 

性状 ，兼受遗传和环境 因素影响；不能把所有的非测量性状都看作是遗传标志 ，也不能将其 

当作纯遗传标志 ”。因此，筛选 出在人种鉴别上有意义的非测量形状对人类学 的研究很有 

价值 。 

犬齿窝(canine fossa)，此处的上颌骨骨壁甚薄，是最常用 的上颌窦手术的开窗人路 。 

在不同的个体 ，其发育程度相差很 大” 。郑靖 中等⋯研究西安地区现代人头骨，发现犬齿 

窝的出现率较高达 97％，且无性别差异；其程度的分布 以浅 (+)居多。本文 以较为严格的 

解剖学位置来观察判定犬齿窝 ，证实现代人面骨犬齿窝的出现率存在人种差异 ，在欧洲头骨 

的出现率明显大于中国头骨 ；但是在中国云南与华北头骨问比较，其出现率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犬齿窝的出现率按程度的分布状况、性别差异与郏靖 中等⋯的结果一致。至于出现率 

具体数值有差别可能与观察者 的主观判定标准不尽一致有关 ，也可能提示犬齿窝出现率 的 

地区差 异 ，这 一点有 待于扩大样 本量 、严格 统一主 观判定标 准后进 一 步研 究 。 

颧骨缘突(- a nal pmcess)，在蒙 古人 种的出现率和 发育程度远高于其他人种 (转引 

『14 7)。Weidenrelch口 认为，缘突不是一个意外的变异特征 ，它在现代人种出现的比例较高。 

随着颅骨的进化 ，眶上圆枕的收缩与它下方的面骨的退化并非总是步调一致 ，常常是额骨保 

持其厚重的特点而上面部的骨骼趋于纤弱。这种不悱调造成眉间区和眶上区继续突 出，而 

鼻梁和眶佣面骨架收缩，保 留了颧骨缘突 。颧骨缘 突的显著恰是这种不协调退化的结果。 

这 在澳 大利 亚 、美拉 尼西 亚头骨是 十分普遍 的特 征 。 

有关现代人颧骨缘突的观察仅 见郑靖中等” 的报道 ，观察 到在西安头骨 的出现率 为 

87％左右 ，无性别差异。本文结果为颧骨缘突在 中国云南、华北头骨的出现率高达 100％， 

在欧洲现代人达 87 5％以上，出现率均很高 ，亦无性别差异 ，与郑靖 中等⋯的报道基本一致。 

本文结果还表明颧骨缘突的出现率在华北与云南头骨上无差异 ，提示该性状在同一人种不 

同地 区人群 的出 现似 无差 别 。如果能 够扩大样 本量 、增加不 同地 区头 骨的 比较 研究 ，结 果或 

许会更具说服力。 

W idertrel hI 认为颧骨缘突的出现率在蒙古人种高于其他人种。本文结果显示缘突在 

中国现代人头骨中的出现率虽然比欧洲头骨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似乎不支持 Weidenreieh 

的观点 因本文观察的欧洲现代人标本数 目有限，尚不能证明该项性状在现代人 中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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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差异 ，这有待于增加样本量 、进一步比较其在不同现代人种中的出现情况后再做结论。 

从本文的观察结果还可以看出，尽管颧骨缘突的出现率在中国云南、华北和欧洲现代人 

头骨无明显差异，但其表现程度 的分布状况不尽一致 ，这提示我们在研究非测量性状 时，最 

好先将其分度 ，再按分度标准进行观察，方能更为准确 、真实地描述某一性状在不同人群、人 

种 中的出现特 点 

本文提出的分 度标准，能够基本反映缘突不同发育程度的分布情况，希望可以为今后这 

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经查阅文献，未见到关于现代 人头骨梨 状孔上外侧部 膨隆的观察报道 ，只见到 吴新 

智。。 比较 中国和非洲古老型智人颅骨的该性状 ，报道在太荔 、金牛山、Broken Hill 1号头骨 

上有此隆起。他认为这一性状在 中国其他 的化石人头骨上很少见 ，却是尼安德特人的典型 

特征 ，它在中国化石头骨上的偶然出现很可能也提示 ，在中国人类进化过程 中有过少量从西 

方来的遗传物质在起作用 。本文观察了梨状孔上外侧部膨隆在中国云南、华北和欧洲现 

代人头骨的出现情况 ，发现该性状在颅骨左右侧 的出现率很对称、一致 ，提示这一性状 的表 

现很稳定。本文的结果还表明，其出现率在中国云南 、华北头骨 间无差异 ，而在现代欧洲头 

骨明显高于中国现代人(云南、华北 )头骨 ，呈现出一定的人种差异。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 

比较中国不同地区现代人头骨间以及中国与西方其他现代人群 间该性状的出现情况，以获 

得对该 性状 出现意义 的全面认 识。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的支持 ，这笔经费是本课题得以顺利完成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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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SERVAT10NS 0lF S0M E N0N-M_ETRICAL TRArTS IN THE 

M 0DERN HUM AN SKULI S 

ZHOU Wen．1ian，WU Xin．zh 

(1anitule矿Ve~ebratePaleontology and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舶嘞 100044) 

Abstract：1llis study examined the frequencies of occurenc~of the canine fossa，the ma呼hal process 

andthe bulging of bone surface betweenthe orbit andthe pyriferme orificein different groupsof mode- 

FI1 human．These skulls include 75 illodem Chinese(50 Yunnan skulls[male 26，female 24]，25 

male Northern China skulls)and 26 modem European skulls(male 16，female 10)． e results of our 

observation a presented in the tables of Chinese text．Th ere are English tel311s in these tables． e 

conclasinn is as fellows： 

1． erE：is no sexual difierence among the three non-metrical traits in the 13~odelTi Europeans 

skulls． e frequencies of occulTence of canine fessa and the margmal process show no sexual differ- 

enoe，but the bulging between the orbit and the pyriforme orifice occur8 nlore often in males than fe- 

males in the Chinese Yunnan skulls． 

2． e【h"e traits show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the Chinese human skul1． 

3．1lle caninefessaandthe bulging betweenthe orbit andthe pyriforme orifice occurinore often 

in the modern European skulls than in two groups of the Chinese skulls，while the pre$ence ofthe mar- 

gi process differ little in the three groups of the IllodelTi human skulls． 

Key words：Observation；Canine fossa；Marginal pr0ce8s；Bulge between orbit and pyrifomle ori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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