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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学术争论中，“多地区起源说”与 “非洲起源说”这两大派别至 

今仍不分胜负，估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取得一致的意见。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 

因，其 中一个原因是对头骨的某些形态特征有着不 同的判断。同一特征 ，一派认 为其是 

“混杂”的结果，另一派则会认为其是有较大的变异范围的缘故。现代人类头骨样本变异性 

的研究将有助于推断某些形态特征究竟有多大的变异幅度，从而可估计混杂的可能性会有 

多大。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解剖学界开展了国人体质普查工作，发表了多篇国人头骨的测量、 

观察报告，为研究人群的地区差异和种族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研究者在引用这些数 

据时，往往对测量特征的变异性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因而难免影响到结论的可信性 。 

本文选取几组在文献上经常被引用的现代人类头骨样本，对其变异性试作一番检验，希 

图筛选 出较为同质的样本 ，为确定形态特征的变异幅度提供依据 ，也可为人群间的比较研 

究提供有价值的样本。 

本文检验的头骨样本全部为男性的，包括湖南、顺德、华北、西安、广西壮族、太原 

和香港共 7组 (表 1)。另有山普拉男性头骨样本，作为对照组也参与检验。将检验表现在 

测量性特征方面的变异性，以标准差作为变异量数。各组有关测量值之标准差皆引用自原 

衰 1 头量样本盈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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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将用标准差比较法进行检验。韩康信、潘其风 (1985)对该法有过介绍。简言之，该 

法是将待测样本的各项标准差与一被认可的同质样本的各相应标准差作 比较 ，以百分 比值 

表达 。若待测样本的各项百分 比值之平均值愈接近 100，则表示该待测样本愈近同质 。本文 

所用的同质样本为埃及 E组头骨，其各项标准差值引自韩康信 、潘其风 (1985)的著作和 

Howells(1 973)的著作。 

表 2列 出了各组样本的各项标准差值。各检验组的各项标准差之百分比值列于表 3。由 

lO项百分 比值的平均值来看，与 100最接近的为香港组 (99．73)，其余依次为华北组 

(110．34)、湖南组 (111．1 7)、太原组 (117．55)、顺德组 (120．78)和西安组 (124．99)； 

与 100相差最大的为广西壮族组 (142．68)。 

从 16项百分 比值的平均值来看 (不包括湖南组)，与 100接近的程度依次为香港组 

(100．10)、华北组 (109．73)、太原组 (11 6．14)、西安组 (117．79)和顺德组 (118．40)； 

与 100相差最大的为广西壮族组 (132．85)。 

这种百分 比值的平均值达到多少才意味着样本是异质的呢?本文选用山普拉头骨样本 

作为参考，因为 “山普拉人是一个混血的民族”(邵兴周等，1 988)，“在山普拉头骨中，不 

同支系欧洲人种之间混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韩康信 ，1995)。因此，可以把山普拉样本 

看作是异质样本 ，其 lO项百分 比值之平均值和 16项百分 比值之平均值分别为 109．08和 

112．56。 

从上述 的 10项百分 比值 的平均值来看，可以有把握被认为是同质的样本唯有香港组； 

其余各组显出程度不一的异质性，以广西壮族组为最明显，以华北组为最弱 。从 16项百分 

比值的平均值来看，香港组可以被认为是同质的，其次是华北组；其余各组则可看作是异 

质的，其中以广西壮族组为最。 

由此看来，我们目前所引用的上述的这些头骨资料中，以香港组的价值为最高 ，其次 

为华北组的。这两组头骨材料将是考察头骨形态特征在某类人群中的变异范围的良好材料， 

也是研究人群间形态差异的有说服力的对 比材料。其余各组头骨材料 ，则多多少少带有 

混杂”性质 。 

湖南组颅骨 “系在西安地区挖掘出土的 ，⋯⋯材料的性别确定，系根据挖掘时各方面 

资料查对出来的，不是根据颅骨形态判定的”(张环瑶等 ，1965)。顺德组颅骨是 “从广东 

顺德县顺峰山中清代十九世纪中叶的坟墓里发掘出来的。该地区交通闭塞 ，外地人不易到 

此”(黄新美等，1984)。但顺德组颅骨的研究者并未提及是如何对这批材料作性别判定的。 

华北组颅骨系本文作者所在的研究所的收藏品，由步达生在协和医院任职时收集}这批材 

料皆有个体的籍贯和性别的记录，多为山东 、河北等地男性。西安组颅骨是 “西安地区出 

土的现代成年人颅骨，性别鉴定的依据为全身各部骨骼的特点，特别是骨盆的特征”(杨玉 

田等，1 987) 广西壮族颅骨出自广西马山县州圩村 ，是 安放在 ‘金坛’内的当地居民祭 

扫的其祖先整副的遗骸。⋯⋯ ‘金坛’上用汉字记有死者的姓名、性别、籍贯、生卒时间 

或年龄及其后裔的姓名”(朱芳武等，1989)。太原组的颅骨材料 “取 自解放初期由山西 医 

学院解剖教研室从太原郊区收集的现代人骨骼，未附籍贯、性别和年龄的记载 。⋯⋯性别 

根据整副骨骼 (主要是骨盆、坐骨和耿骨)的形态特征确定”(王令红等 ，1 988)。香港组 

的材料由香港大学解剖系J日blonski博士和她的同事所收集，这些骨骼的性别均为已知，其 

中大部分还有死因和死亡年龄的记录}“这些骨骼所属个体绝大部分为生前居住在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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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王令红，1 989)。从这几组被检验的颅骨材料的来源上 ，不难看出，香港组和华北组 

之所以显得较为“同质”，很可能是因为这两组材料都有确切的年龄、性别和籍贯等记录的缘 

故 ，因而取样时即可避免混杂现象 。其次，这两组材料的测量者都是经验丰富H．~rl练有素的 

体质人类学家 ，故可避免过大的测量误差。其它各组材料 ，则可能由于样本鉴定上的原因或 

由于多人进行测量使得测量标准难以达到一致而难免显出程度不一的“异质性 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广西壮族材料的 异质性”问题。按该批材料的原研究者所述，在 

样本的来源方面不应有任何可疑之处。该组材料之所以显出“异质性 ，或许与壮族本身的厉 
史有关。“壮族是由中国古代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它与周秦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 

俚、乌浒 、宋以后的僮人、领人、土人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 

后，派尉屠睢率领 50万大军，兵分 5路进军岭南 。公元前 214年，秦军战胜西瓯人而统一了 

岭南。⋯⋯接着 ，从中原迁来大批汉人 ‘与越杂处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1986)。 

当然，广西壮族颅骨的“异质”现象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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