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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在湖北长阳县深潭湾崖葬墓出土的青铜时代人类乳齿形态特征的观察研究显示在人类 

恒齿出现的太多数具有种族识别价值的形态特征在乳齿有相等程度的表现，其中部分特征的 

出现率和表现程度高于恒齿。与其他地区人群相比，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特征在总体上与东 

北亚人类具有的 中国型牙齿”特征接近。同时．在个别牙齿特征上呈现出南亚蒙古人种的特 

点。作者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还就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测量数据的表现 

特点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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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多年来，对人类牙齿特征的研究一直在古人类学及考古学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通 

过这些研究，阐明了许多涉及人类起源、演化、人群迁移及相互关系等重要韵理论问题。然 

而，以往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人类恒齿，而对乳齿在解决上述问题上的作用未给予足够的重 

视。对此，有关学者指出在考古遗址和墓葬中人类乳齿材料时有发现，对这些人类乳齿的 

研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常常具有恒齿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为乳齿磨耗程度一般较恒齿为 

轻，牙齿表面的结构特征易于观察辨认。此外，有研究显示某些牙齿形态特征在乳齿的表 

现程度较恒齿为明显 (Hanihara，1963) 60年代，日本人类学家埴原和郎根据对 538倒不 

同种族乳齿形态特征的研究建立了人类乳齿形态特征分类标准及参考牙模 (Hanihara， 

1 961)。根据这一标准他对二战期间遗留在 日本的日本人一美国白人及日本人一美国黑人混 

血儿的乳齿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并从中揭示出一些乳齿形态特征的种族群体分布规律及牙 

齿形态特征在乳齿与恒齿之间的表现差别 (Hanihara，1 963)。在我国，尚未见有通过对考 

古发掘中发现的人类乳齿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人群关系的报道。本文将通过对发现于湖北省 

长阳县的青铜时代人类乳齿的研究来探讨人类乳齿形态特征的表现特点及当时中国境内人 

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希望引起国内同行对乳齿研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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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用于本文研究的乳齿出土于位于长江南岸的湖北省长阳县深潭湾崖葬墓。该崖葬墓是 

湖北省文化厅清江考古队为配合清江水利工程建设于1 989年12月在长江的支流清江北岸 

深潭湾发现的一处墓地。现已出土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文化遗物和人类遗骨。在出土的人类 

遗骨中，婴幼儿尸骨占大多数。据张振标等研究，在这一墓地出土成人尸骨30余具，婴幼 

儿尸骨 83具，其中 70 以上的个体在 6岁以下。但大多数骨骼腐烂、破碎 (张振标等， 

1992)。本文作者1996年3月对这批材料重新进行了清理，挑选出本文研究所用的幼JLSL 

齿 296牧。其中大部分为散牙，另有少量牙齿附于上下颌骨，具体情况详见表 1。 

衰 1 用于本文研究的幼儿乳齿 

The deciduous teeth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在对乳齿的生长发育、营养状态及牙齿疾病等进行观察记录的基础上，参考埴原和郎 

建立的人类乳齿形态特征分类标准 (Hanihara，1961)，对全部乳齿进行以下形态特征观察： 

(1)铲形门齿 (7)卡氏尖 

(2)双铲形门齿 (8)下领第一乳臼齿第 6尖 

(3)上颌门齿中断沟 (9)下颌第一乳臼齿第 7尖 

(4)齿结节 (1O)下颌第二乳臼齿原副尖 

(5)上颔第一乳臼齿齿尖数 (11)下颌第二乳臼齿转向皱纹 

(6)上颠第二乳臼齿齿尖数 (12)下颔臼齿远中三角嵴 

由于本文研究所用标本大多为散牙，故采用牙齿计数法来统计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即： 

形态特征出现率( )一堂里蓑筹筹鲁曩 墼× 
在对乳齿形态特征观察记录的基础上，依据通用的人类牙齿测量标准(Wo|poff，1971} 

Goose，1963)分别测量上下颉中门齿、侧门齿、犬齿、第一乳臼齿、第二乳臼齿的颊舌径 

和近中远中径。 

3 牙齿生长发育及牙齿疾病 

本文研究所观察的乳齿外观发育良好，釉质光滑，齿冠与齿根界限清楚。未见有龋齿 

及釉质发育不良等牙齿病变。在所观察的乳齿中，发现有3例牙齿溶合及 1例牙齿缩小呈 

钉形的生长畸形及退化变化。3例溶合齿均为下颌乳齿，1例为双侧下领中央门齿溶合，另 

2例为下颔侧门齿与下领犬齿溶合。所观察的钉形齿齿冠结构已完全丧失，齿冠与齿根呈粗 

细相等的钉柱状，已无法辨识这枚牙齿属于犬齿或臼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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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乳齿形态特征的描述 

4．1 铲形结构 

按照埴原和郎的人类乳齿形态特征分类标准 (Hanihara，196])，乳齿的铲形结构可以 

在上颌中央门齿、上颌侧门齿、上颌犬齿及下颌犬齿进行观察。铲形结构在上颔犬齿分为 

3级，在其余乳齿分为4级。在这些分级中，0级为非铲形结构，其余各级为不同表现程度 

的铲形结构 在实际工作中统计铲形门齿出现率时，为方便对比将铲形门齿分为非铲形和 

铲形两种情况 。考虑到 1级铲形结构的表现极为微弱，故将 0—1级定为非铲形 ，2—3级定 

为铲形。虽然铲形结构在下颌门齿也有出现，但表现程度大多较弱，不易划分等级，所以 
一

般不纳入观察项目。本文作者参照这一标准对深潭湾墓地出土的人类乳齿铲形结构观察 

结果如表 2所示。 

衰 2 各级铲形结构在不同乳齿的出现情况 

The oecurrenre  of shovel in different deciduous teeth of the present study 

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从表 2的数据看，铲形结构 

在深潭湾遗址青铜时代人类乳齿 

中较为普遍，其中尤以上颌门齿 

出现率为高。上颌中门齿与上颌 

侧门齿两者相比，铲形结构的出 

现率在上颌侧门齿稍高，这与这 
一 特征在其他人群乳齿的分布趋 

势一致。根据埴原和郎提供的对 

比数据 (Hanihara，1963，1965， 

1966)，铲形门齿出现率在各种旗 

群体乳齿的分布与恒齿基本一 

致，以蒙古人种的出现率为高。表 

3数据显示铲形门齿在中国青铜 

衰 3 上颉铲形门齿在不同人群乳齿 中的出现率( ) 

The o~urre]lre of shovel uil and ul2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表中数据引自Han【h丑rat 1965，1966 根据I~rdhara的盘j分标准 

。一l级为非铲形．卜 3级为铲形。 

时代人类乳齿的出现率与日本人、美洲印第安人、因纽特人3个现代蒙古人种的分支相接 

近，明显高于美国白人和美国黑人。 ． 

与有关学者提供的铲形门齿在不同人群恒齿的分布情况 (刘武，1995；Turner，1987， 

1990)相比，这一特征在人类恒齿与乳齿出现率之间的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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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双铲形门齿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双铲形门齿，尤其是双铲形上颌中央门齿在东亚地区人类恒齿拥有 

很高的出现率和表现程度，并被作为代表蒙古人种的典型牙齿特征 (刘武，1995；刘武等， 

1995；Turner，1990)，但作者对这批青铜时代人类乳齿的观察结果显示在所观察的上颌中 

门齿、侧门齿及犬齿中，仅有 3枚上颔中门齿呈现程度较弱的双铲特征，占所观察的上颌 l 

中央乳门齿的 9．4 。在本文作者所观察的同一地点出土的成人牙齿中，双铲形上颁中央门 

齿的出现率为62．5 。这表明双铲形结构在乳齿与恒齿的表现特点不尽一致，在乳齿的出 

现率大大低于恒齿。 

4．3 上颌门齿中断淘 

出现在上颌中门齿及上颌侧门齿的中断沟在蒙古人种恒齿的出现率一般都在40 以 

上 (刘武，1995f刘武等，1995}Turner，1987)，属于蒙古人种的代表性特征。然而在本 

文观察的乳齿中，未发现有这一特征。上颌侧门齿中断沟在与本文材料同一地点出土的人 

类恒齿的出现率为16．7 ，也明显低于大多数东亚蒙古人种的出现率。 

4．4 底结节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出现在人类上颌门齿及上颁犬齿舌侧面的底结节和指状突结构具有 

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微弱的嵴状到大的游离结节。魏敦瑞根据对北京猿人牙齿化石及 

现代华北人牙齿的研究指出这一特征随着人类进化呈减弱的趋势 (Weidenreich，1937)。埴 

原和郎的研究显示底结节在现代人类乳犬齿的表现特点为出现在犬齿舌侧面中央的微隆起 

的嵴状结构，从齿冠基部向齿尖方向伸延。与恒齿相比，出现在乳齿的底结节表现程度更 

弱，不形成游离结节或指状突样的结构。埴原和郎同时发现底结节在人类乳齿可表现为两 

条并行的隆起结构，他称之为 “双结节 (double tubercle)”或 “双皱褶 (double fold)”，其 

出现率在 4o m50 ，没有明显的群体差异 (Hanihara，1964) 作者对本文研究材料的观 

察结果显示底结节无论在上颁乳门齿或上颔乳犬齿均表现微弱，仅在齿冠舌侧面中央出现 

微弱的纵嵴，但出现率较高。在所观察的 21枚上颌乳犬齿中，有 14枚犬齿出现有纵行嵴 

状齿结构，占观察数的66．7 。其中有5枚犬齿出现两条纵嵴的 “双结节 结构，出现率 

为23．8 ，低于埴原和郎的观察数据。对在同一地点发现的成人犬齿的观察显示底结节的 

出现率为 54．5 ，比乳齿的出现率稍低。但底结节在恒齿呈现为较粗大的纵嵴，偶见有小 

游离结节，表现程度远较乳齿为明显。 

4．5 上颌第一乳臼齿齿尖数 

根据埴原和郎的乳齿形态特征分类标准 (Hanihara，1961)，上颌第一乳臼齿按其齿尖 

的发育程度分为4种类型。2型：仅出现有上原尖 (protocone)和上前尖 (paracone)；3M 

型：除上原尖和上前尖外，上后尖 (metacone)作为第三尖出现}3H型：上次尖 

(hypoeone)作为第三尖出现，上后尖缺失；4型：所有4个齿尖均出现。 

本文观察结果(表4)显示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上颌第一乳臼齿齿尖的生长发育情况与现 

代 日本人相似，主要表现为3M 型和 4型居多。相比之下，白人和黑人 2型出现率较高，表 

明其齿冠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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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 内数据为 百分 忱 

4．6 上颉第二乳臼齿齿尖数 

根据上次尖的发育情况，划分为3、3+、4一、4四种类型。本文观察结果为3、3十、 

4--、4四种类型的出现率分别为 0．O 、5．9 、32．4 、61．8 ，这一结果与其他人群的 

出现率相近，表明上颌第二乳齿齿尖数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阃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与成人的 

上颌第一臼齿齿尖表现特点相比，上颌第二乳齿的4一型出现率较高，说明上颌第二乳齿上 

次尖的发育程度较恒齿为弱。 

4．7 卡氏尖 

根据Hanthara的划分标准，将卡氏尖分为8级 0级 完垒无卡氏尖结构，l级：在上 

颌臼齿齿冠舌侧面的近中侧出现有一个浅沟；2级：浅沟扩大为浅的凹陷；3级：凹陷扩大 

为点隙并进一步加深；4级：上原尖的舌侧面出现有一轻微的隆起；5级：隆起加大但与齿 

冠舌侧面连接平滑，无中断迹象；6级：卡氏尖完全游离，与齿冠舌侧面之间以一沟相隔； 

7级 ：卡氏尖强烈发育，其大小甚至可超过上原尖。按这一标准，作者对卡氏尖在上颁第二 

乳臼齿的出现情况进行了观察。表5列出了卡氏尖在不同人群上颤第二乳臼齿中的出现率。 

表 5 卡氏尖不同人群上颌第二乳白齿的出现率( ) 

The occurrence of the Carabelll’S cusp of um2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从表 5数据分布来看，卡氏尖在人类乳齿的表现特点与恒齿基本相同，呈现明显的种 

族差异。卡氏尖在白种人的出现率及表现程度均高于黄种人和黑人。与现代日本人数据相 

比，卡氏尖在中国青铜时代人类乳齿的出现率更低。 

4．8 下颌臼齿齿尖数 

对人类下颌乳齿齿尖数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下颌第二乳臼齿。与下颌第一恒臼齿一样，下 

额第二乳臼齿一般至少为5尖，即在下次尖 (hypoconid)与下内尖 (entoconid)之间有一 

个下抗小尖 (hypoconulid)。此外，在下内尖与下次小尖之间经常出现有第 6尖 ，下内小尖 

(entoconulid)。除第 6尖外，有时在下后尖与下内尖之间出现一个额外的尖，称为第 7尖。 

研究显示第 6尖及第7尖的频率分布具有显著的种族与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两个 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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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蒙古人种都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Hanihara，1966，1970f Hanihara etⅡ ．，1965)。所以 

下颌第二乳臼齿第6尖和第7尖放视为重要的群体差异特征。 

表 6数据显示下颔第二乳臼齿第 

6尖和第 7尖的出现率在日本人、Pi— 

nla印第安人、因纽特人、Ainu人明显 

高于黑人和自人，提示这两个特征在 

蒙古人种的特异性。与这些数据相比 

较，本文研究的中国青铜时代人类下 

颌第二乳臼齿第 6尖的出现率接近其 

他蒙古人种群体，但第7尖的出现率 

未能达到其他蒙古人种群体的出现率 

范围。根据作者的观察，这两个特征 

在与本研究乳齿材料同一地点出土的 

成人下颤第一臼齿的出现率分别为第 

6尖 35．7 ，第 7尖 0．0 。近年本文 

表 6 下颌第=乳臼齿第 6尖和第7尖 

在不同人群的出现宰( ) 

The occurrence of CUSp 6 and cusp 7 of lml and Im2 

In different p0pulaH0ns 

第一作者的研究资料显示成人下领第一臼齿第6尖和第7尖在中国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的 

出现率为 14．8—31．3 和 2．6—1]．8 (刘武，1995)。这些数据表明第 6尖和第 7尖在人 

类下颌第二乳臼齿的出现率明显高于成人下颌第一臼齿 ．并且通过这两个特征所揭示出的 

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也以乳齿为显著 

4．9 下颌第=乳臼齿原副尖 

原副尖 (protostylid)是指出现 

在下颤臼齿下原尖颊侧面的结节状 

结构。l-Lanihara将原副尖分为 7 

级。0级：无原副尖迹象；1级：齿 

冠颊侧沟弯曲或分叉，但无明显的 

原副尖结构 ；2级：齿冠颊侧沟分叉 

加大；3级；齿冠颊侧沟的两个分叉 

可明显辨识。两分叉之间有一小的 

表7 下颌第二乳臼齿原副尖在不同人群的出现宰 

The occarrence of p~otus tylid of Im 2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三角形区域，其尖端向下；4级：齿冠颊侧面的近中角出现有一个浅沟。它与齿冠颊侧沟近 

中分叉之间的区域轻微凸出，呈三角形；5级：三角区域进一步明显}6级：原副尖强烈发 

育，以至于齿冠颊侧面呈现一额外的尖。基于与铲形门齿同样的考虑，在统计下颌第二乳 

臼齿原副尖出现率时，将 0～1级定为无原副尖结构，2—3级为呈现原副尖结构。根据有关 

学者的研究，这一特征与铲形门齿等特征一样在蒙古人种拥有较高的出现率，尤其以美洲 

印第安人出现率最高，达 31 以上 (Dahlberg，1950) 在下领第二乳臼齿，原副尖的出现 

率仍以印第安人最高，达 80 以上 (Hanihara，1 966，1 970)。本文按照埴原和郎将其在乳 

齿的表现分为7级的标准(Hanihara，1961)对原副尖在深潭湾墓地出土的这批乳齿的出现 

情况进行了观察并与其他人群作了对比 (表7)。 

从表7的数据看，表现程度显著 (4级以上)的原副尖在所有人群都非常少见，各群体 

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2～3级，即微弱程度的原副尖。这一特征的出现率在本文标本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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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为低，但仍明显高于黑人和白人，表明了原副尖在蒙古人种的普遍性。根据有关学者 

的统计数据 (刘武，l 995；Turner，1987)，原副尖在人类恒齿的出现率大多在 30 以内。 

作者对与本研究乳齿同一地点出土的 17枚成人下颌第一臼齿的观察未发现有原副尖出现。 

所以，本研究再次证实下颌臼齿原副尖的在乳齿出现率明显高于恒齿。 

4．10 下颌臼齿转向皱纹 

这一特征表现为下颌臼齿下后尖中央嵴高度发育并向远中方向旋转。魏敦瑞在研究北 

京猿人化石时首先描述了这一特征 (Weidenreich，l 937)。本文第一作者对继北京猿人之 

后，在中国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的观察发现所有下颌臼齿均出现有这一特征，并认为这一 

发现可视为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新证据 (刘武，l995)。对世界范围内近代及现代各 

人类群体牙齿标本的研究显示下颌第一臼齿转向皱纹在蒙古人种的出现率一般都在 3O 

以上，高于其他人群 其中这一特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人类的出现率在6O 以 

上 (刘武 ，l 995；Turner，1 987，1990)。本文研究显示下颌臼齿转向皱纹在深潭湾墓地出 

土的青铜时代人类下颌第二乳臼齿的出现率为 92．3 ，在相同地点出土的下颌第一恒臼齿 

的出现率为 57．1 。这一结果一方面支持上述下领臼齿转向皱纹在各人群分布的规律，同 

时揭示下领臼齿转向皱纹在人类乳齿与恒齿之间的出现率差别远远大于其他牙齿特征。作 

者在观察中注意到这一特征在乳齿的表现程度也非常显著。 

4．11 下颌臼齿远中三角嵴 

这一特征同样由魏敦瑞首先发现并描述 (Weidenreich，1937)，表现为在下颌 臼齿下后 

尖与下原尖之间出现一嵴状结构，连接下后尖与下原尖。魏敦瑞认为下颌臼齿远中三角嵴 

是较为古老的牙齿特征，在现代人的出现率较低。埴原和郎的统计数据显示下颌臼齿远中 

三角嵴在现代人下颌第二乳臼齿的出现率为 0．0 17．8 ，其中以美洲印第安人为最高， 

为 17．8 ，依次为因纽特人 (9．2 )、日本人 (2．4 )，在美国黑人和白人出现率最低 

(o．0 )。埴原和郎的统计数据显示下颌臼齿远中三角嵴在乳齿的表现特点也是以蒙古人种 

较常见 (Hanihara，1961)。关于下颌臼齿远中三角嵴在下颌第一恒齿的出现情况，Turner 

的研究也发现这一特征在东亚地区人类多见 (Turner，1987)。本文第一作者对下王岗新石 

器时代人类牙齿的观察显示这一特征在下颌第一臼齿 (恒齿)的出现率为 37 (刘武， 

1 995)。本文研究对深潭湾遗址青铜时代人类下颌第二乳臼齿的观察发现远中三角嵴的出现 

率为 12．5 ，在同一地点发现的人类下颌第一恒臼齿的出现率为 14．3 。从这些数据看， 

下领臼齿远中三角嵴在人类乳齿与恒齿的分布特点较为一致，均表现出一定的种族群体差 

异，但这一特征在恒齿与乳齿的出现率差别不大。本文研究所提供的深潭湾墓地人类乳齿 

这一特征的出现率落在蒙古人种的范围，但与其他蒙古人种群体相比，出现率偏低。 

关于下领臼齿远中三角嵴的产生机制，许多学者都认为它在发生上与下领臼齿转向皱 

纹具有密切的关系。孔尼华提出下领臼齿转向皱纹实际上属于下颌臼齿远中三角嵴的一部 

分，因为两者都起源于下后尖中央嵴(Koenigsmald，1952)。本文作者在观察时也注意到在 

出现有远中三角嵴的下颌第二乳臼齿中均同时见有转向皱纹，但出现有转向皱纹的乳齿不 
一 定都伴有远中三角嵴出现。所以，转向皱纹的出现率大大高于远中三角嵴。作者认为下 

颌臼齿下后尖中央嵴在其发育形成过程中首先向下原尖方向伸延，在抵达齿冠中央后分为 

两支，其中一支直接抵达下原尖．在下后尖与下原尖之间形成了连续的嵴状结构 ，即远中 

三角嵴。另一支向远中方向旋转伸延，直至与下内尖相按。在大多数的牙齿，尤其是现代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184· 人 类 学 学 报 

人，下后尖中央嵴在向下原尖伸延过程中不能达到下原尖。而发生向远侧方向旋转的下后 

尖中央嵴则仍居多数 所以，我们在观察中发现下颉臼齿转向皱纹的出现率大大高于远中 

三角嵴。 

5 乳齿测量 

表8列出了湖北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上下领乳齿的测量值。 

衰8 湖北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测量值(毫米) 

The measuf merits 0f deelduous teeth ot Bronze Re from Changyang，Hubei province 

Ll 5．0 0．4 4．3— 5．8 30 

L2 4．7 0．4 3．7— 5．7 49 

e 5．6 0 5 4．4— 6．4 20 

m1 7．4 0 5 6．6— 8．9 31 

m2 9．4 0．? 8．O一 10．5 26 

L1 3 0 0．3 3．5— 4．4 15 

L2 4 1 O 4 3．4— 4．8 17 

e 5 3 0 3 4．5— 5 9 33 

mi 7．2 0 5 6．4— 8．5 53 

m2 9．1 O．8 7．8一 l1．0 45 

上 甑 

下 颌 

6．8 0．4 6．1～ 7．6 29 

5 3 0．5 3．7— 6．4 49 

6 6 0．6 5．2— 7．4 20 

8．9 O．6 7．3— 9．7 32 

9．7 0 5 8 8一 i0．7 26 

4 4 0．3 3 9— 5．0 i5 

4 5 0．4 3．g一 5．1 i7 

6 0 0．5 4．8— 7．1 33 

8 5 0．5 7 5— 10．0 53 

10．6 O．7 9 2— 12．6 45 

为进一步了解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大小与其他史前及现代人群乳齿尺寸的差别，作 

者将本文数据与北京猿人、淅川人、现代中国人乳齿测量数据、国外学者测量的南亚、澳 

洲及欧美地区史前和现代人类乳齿数据进行了对比 (表9)。表9中的两组南亚史前人类的 

年代分别为1 600--7000 BC和14。o一850 BC。从表9的数据对比看，北京猿人下顽乳齿的 

测量值除第二臼齿外，其余下颌乳齿的测量值与包括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在内的各史前 

和现代人类乳齿测量值差别不大 。淅川人下颌第二乳臼齿的测量数据也与北京猿人接近，这 
一 对比结果似乎提示直立人下颌乳齿测量值与近代及现代人乳齿大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第 

二乳臼齿，并且尤以近中远中径为显著。在各现代人群中，澳大利亚土著人乳齿各项测量 

值均明显大于其他人群，甚至大于一些史前人类。长阳青铜时代人乳齿的各项测量平均值 

除下颌第二臼齿近中远中径外，均较现代中国人乳齿的平均值为小。与南亚及欧洲史前人 

类乳齿测量值相比，长阳青铜时代人乳齿的各项测量平均值偏低 而各现代人群乳齿测量 

值相比，则较为接近。由于目前缺乏较为详细的不同时代中国人乳齿测量数据，所以作者 

还不能在此对表 9数据对比结果做出更深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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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颌 

本文数据 5 0 6．8 4．7 5 3 5．6 6．6 7．4 8 9 9．4 9-7 33--50 

现代中国  ̂ 5 4 7．3 5．6 6．0 6．2 7 3 9．2 7 4 10．1 9 4 

现代印度^ 5 2 6．6 4．8 5．4 6 1 6．7 8．8 7-3 9．9 9．2 100 

漠大利亚土著  ̂ 5．5 7 4 5．2 6．0 6．6 7 4 9．1 7 6 10 7 9．7 29～l14 

美国白^ 5 1 6 4 4．7 5．2 6．1 6．8 8．3 6 7 9．5 8．8 69 

史前印度人 5．3 6．B 5 O 5．5 5．9 6．7 9 O 7 4 1O．O 9-5 19—34 

史前巴基斯坦^ 5．2 6 6 4．9 5．4 5．8 6．8 9．1 7．6 9 8 0-0 4—9 

斯里兰卡铁器时代^ 7．0 6．4 5 9 7．2 9．1 7．3 9．4 9 1 2—7 

欧洲中石器时代人 5．3 7．2 5．1 5．7 6．4 7．3 8．6 7．4 10．3 9 1 7—27 

下 顿 

本文数据 ， 3．9 4．4 4．1 4．5 5．3 6．0 7．2 8．5 9．1 10-6 19—54 

现代中国人 4．4 4．8 4．9 5．3 5．8 6 1 7 7 8．4 9．3 10-5 

现代印度人 3．9 4．1 4．3 4．7 5．5 5．8 7 5 8．0 9-1 10-1 100 

澳大利亚土著人 4．3 4 5 4．8 5．0 6．1 6 3 7．9 8．2 9 9 10．9 18一l15 

美 国白^ 3．9 4．0 4 4 4．6 5．6 5．8 7．4 17 9 8．0 9-9 69 

北京猿人 3．6 4．3 5．3 6．1 6．6 7．7 9 0 10．5 1—5 

5．3 6．2 7．0 9．8 10．1 12．2 

5．2 6．2 8．4 11．7 

9．9 11．2 

8．9 10．9 

浙川人 10．5 12-5 

史前印度人 4．1 4．3 4．4 4．9 5．4 5．8 7．4 8．4 0．1 10．6 2O一39 

史前巴基斯坦人 3．8 4．0 4．4 4．7 5．5 6．0 7 0 8．3 8t 0 10．1 3—14 

斯里兰卡铁器时代人 4．0 5．3 5．1 6．0 7．2 8．8 8．6 10．4 1—5 

敢洲中石器时代  ̂ 5 3 7．2 5．1 5．7 6．4 7．3 8．6 7．4 10-3 9．1 7—27 

除本文数据外，表中教据引自；王赢芸，19651吴汝康等，19821 Luhcs，1981 F Lukacs a1．t 1983I Welder~eich，1937 

6 讨 论 

6．1 人类乳齿形态特征的表现特点 

人类乳齿一般在出生后6个月开始萌出，到 12岁左右全部脱落为恒齿所替代，在颌骨 

上存留1O年以上 (徐樱华，1979)。一些学者认为恒齿上所具有的形态特征大多数在乳齿 

上都可见到，并且在出现率和表现程度上往往高于恒齿 (I-Ianihara，3．961}tti[[SOn，1986) 

作者对本文材料乳齿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观察的12项形态特征中，双铲形门齿、上颔门齿中 

断沟、齿结节3项特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程度均明显低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恒齿标本。铲形 

门齿、卡氏尖、上颌第一臼齿齿尖数、上颔第二臼齿齿尖数、下颌臼齿远中三角嵴 5个特 

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特点在乳齿与恒齿之间较为接近，差别不显著。下颇臼齿第 6尖、下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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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齿第 7尖、下颤臼齿转向皱纹和下颌臼齿原副尖 4个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程度在乳 

齿明显高于恒齿。这一结果表明大多数在人类恒齿上所具有的牙齿形态特征在乳齿上有相 

等或略高程度的体，但并非都高于恒齿。对于国外学者提出的大多数牙齿形态特征在乳齿 

均较恒齿出现率高且表现程度显著的观点在本文研究不能得到支持。本文研究同时证实由 

恒齿所揭示出的牙齿形态特征的种族群体差异在乳齿有相同趋势的表现 但作者认为与恒 

齿相比．乳齿的磨耗程度大多较轻，牙齿表面的形态特征易于观察。所以，对』、类乳齿的 

研究应予以更大重视 

6 2 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所反映出的种族特点 

张振标等根据对与本文研究材料同一地点出土的成人骨骼的研究，提出长阳青铜时代 

居民的颅骨性状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接近，与安阳等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同代居民的体征有明显不同．并认为这与我国长江以南的居民在体征上接近南亚类型的分 

化趋势相一致 (张振标等，1 992)。本文研究揭示长阳青铜时代人类乳齿形态特征的出现频 

率及表现特点与现代蒙古人种较为类似，如铲形门齿、下颌第二乳臼齿原副尖、转向皱纹、 

第 6尖等特征的出现率高于白人和黑人，与其他蒙古人种群体接近；而卡氏尖的出现率则 

低于白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在湖北长阳深潭湾出土的青铜时代人类乳齿形态特征具 

有现代蒙古人种的普遍特点， 

埴原和郎根据对13本』、、美洲印第安人、固纽特人、美国白人及美国黑人乳齿形态特 

征的研究发现铲形上颌门齿、下颌第二乳臼齿原副尖、转向皱纹、第6尖、第7尖5个特 

征的出现率在13本人、美洲印第安人、因纽特人明显高于白人和黑人。他认为这 5个牙齿 

形态特征是蒙古人种的代表性状并将其集合体称为“蒙古人种牙齿复合体 (Mongoloid den- 

tal complex)” (Hanihara，1 966，1 970)。近 10年有关学者对东亚地区人类 (即蒙古人 

种)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表明这一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具有广泛的变异范围，主要表现 

为南北之间的差异 Turner将这一差异划分为中国型牙齿(Sinodonty)和巽他型牙齿(Sun— 

dadonty)两种特征类型，并认为埴原和郎定义的蒙古人种牙齿复合体实际上主要代表着居 

住在东北亚地区人类所具有的中国型牙齿特征。在具有巽他型牙齿特征的东南亚地区人类 

(即南亚蒙古人种)，其牙齿形态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在典型蒙古人种出现率较高的牙齿 

形态特征的出现率低于亚洲北部地区的人群。许多学者都认为长江是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分 

界线 (Omoto，1 995；Turner，1989)。表 8数据展示了蒙古人种牙齿复合体的 5项特征在 

本文研究的长阳深潭湾墓地出土的人类乳齿及其他一些人群的分布情况。 

从表8中的数据分布看，在代表蒙古人种牙齿复合体的 项特征中，有上颌铲形门齿、 

下颌第二乳臼齿转向皱纹、下颌第二乳臼齿第6尖三项特征的出现率在本文材料与其他蒙 

古人种大体相近。而下颌第二乳臼齿原副尖和第 7尖两项特征在本文材料的出现率低于El 

本人、印第安人、固纽特人这三组典型蒙古人种群体。结合前面提到的上颌门齿中断沟和 

下颌臼齿远中三角嵴在长阳青铜时代人类出现率较低的情况，可以认为有些蒙古人种代表 

性的牙齿形态特征在深潭湾墓地出土的乳齿的出现率偏低及表珊程度不明显的现象说明这 

批材料呈现出一些 Sundadonty的特征。作者认为本文研究结果支持张振标等根据对与这 

批材料同时出土的成人骨骼的研究而提出的观点，即湖北长阳深潭湾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 

人类遗骸在体质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华南人或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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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0 蒙古人种牙齿复合体的5项牙齿特征出现宰在不同人群乳齿的分布( ) 

The occurrence of 5 traits of Mongoloid dental COmpIex in the deciduous teeth of diffet~ent pepulattons 

对安阳青铜时代人类颅骨(中小墓)及辽宁本溪青铜时代人类颅骨特征的研究指出这 

两批标本均具有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特点，符合华北人的特征(韩康信等．1985；魏海波 

等，1989)。因此，张振标认为长阳深潭湾青铜时代人骨所具有的华南人特点表明中国青铜时 

代人类继续保持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南北两种体质特征类型的区别 ，并提出长阳青铜时代居 

民应当由长江南部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对于长阳组人骨骼特征与安阳组的相似性，张 

振标认为长阳青铜时代居民体质特征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基因 

飘流的影响”(张振标等，1992)。本文对这一地点出土的人类乳齿特征的观察显示长阳青铜 

时代人类牙齿具有一些 Sundadonty特点。提示这一人群具有一定程度华南或南亚人类的 

体质特征成份。但作者认为，虽然本文材料一些牙齿特征的出现率低于其他蒙古人种群体， 

从总体上看长阳深潭湾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人类乳齿形态特征还是以典型的东北亚蒙古人 

种特征为主。相比之下，与现代华北人的接近程度更为密切。 

关于现代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分布过程．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蒙 

古人种在距今 10000前的更新世末期形成于亚洲北部地区后，这些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特征 

的人群向东南亚地区扩散．与居住在当地澳大利亚人种(Australoids)发生溶合，形成了目 

前的南亚蒙古人种。同时．蒙古人种的南下对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及澳大利 

亚和美拉尼西亚人群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新智．1987；Barth，l952；Brace et al， 

1990f Coon，1965；Wu，1992)。但以 Turn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Turner根 

据东亚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认为东南亚是现代蒙古人种的发源地，其代表类型具 

有巽他型牙齿特征的人类在更新世晚期形成后，向周围扩散，从而促使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现 

代人类的形成。根据这一观点，具有巽他型牙齿特征的东南亚人类向北扩散，在选择或遗传 

漂变的作用下，特化形成了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Turner，1987)。本文材料的发现地处于长 

江沿岸，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一地区是蒙古人种南北类型的交界地带。对在长江支流汉水流域 

的河南浙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颅骨和牙齿特征的研究也揭示出这批标本同时具有华北和华 

南人的体质特征(刘武，1995；张振标等，1984)。作者认为这些研究发现表明至少自新石器时 

代以来长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的体质特征已呈现出既不完全等同于蒙古人种南部类 

型，也不完全等同于蒙古人种北部类型的中间状态。作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 

北地区人类的密切交往。但仅依据现有的材料还难以证实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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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蒙古人种南下，抑或南部类型北上所造成的结果。解决这一问越还需要对代表更为广泛时 

间和空间范围的人类骨骼及牙齿材料的综合研究。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基础研究特别支持费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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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
．

F DECIDUOUS TEETH OF BRONZE 

AGE HUM AN FoUND IN CHANGYANG，HUBEI PROVINCE 

LiuW 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Academia sinica，Beljing 100044) 

Wang Shancai 

(Institute 0，Archaeology．Hubei Province，Wuhan 430077)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iduous teeth of 

bronze age Chinese and to explore the inter—population affinities in China and East Asia 

during this time period．The materials u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296 deciduous teeth(see 

table 1)，which were excavated from an．archaeological site in Changyang county of Hubei 

Province in eentral China．In this bronze age(4000 years BP)site，about 30 adult and 80 

children skeletons were found．Most of them are in fragmentary condition．Among  the 296 

deeiduous teeth，only small part of them are attached with maxillary and mandibular 

bones，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of Hanihara and Wolpoff，both morphological observa- 

tion and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by the senior author．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Among the 12 morphological traits observed，the fregueneJ．es and expression patterns 

of double shovel。interruption groove and tubereulum dentale are less obvious than those 

in permanent teeth．The characteristics in shovel incisors．Carabelli’s cusp．cusp number 

of UM l and LM2．and distal trigonid crest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permanent teeth(see ta． 

bles 2，3，4，and 5)．Four traits(CUSp 6 of LM1，cusp 7 of LM 1 and deflecting wrinkle 

and protostylid)are much more common and marked expressed in deciduous teeth than in 

permanent teeth(see tables 5，6 and 7)．1-he anthors believe that most of the denta1 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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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logical traits in permanent teeth，which are thought to have identification value for 

racial or population groups，have equal expressions in deciduous teeth+Some Of them even 

have higher frequencies or more obvious expressions than in permanent teeth．Generally 

speaking，the dentition of deciduous teeth used in present study is similar tO that of other 

NE Asian populations with Sinodont characteristics in morphology(see table 10)．Howev- 

er，a few dental traits show southern Mongoloid patterns．The reasons were also dis— 

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Deciduous teeth，De ntal characteristics，Bronze age，Changyang 

Hubei Province 

消息与动态 

《科学》介绍百色遗址 

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第 279卷(1998年 3月 13日)以“中国灵巧的 

直立人”为题，登载一则由安·吉邦士撰写的消息，介绍出自中国广西色遗址的“经过系统程 

序制作出来的”手斧，以及用裂变径迹和古地磁方法测出的距今70—80万年的年代。该消息 

认为百色的发现打破了由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Hallam Movius)在半个多世纪前设置 

的“奠氏线”(Movius’line)。 

当年，莫维士根据他在东南亚的工作，将旧大陆早期旧石器人类划分为两种文化的拥有 

者：一种掌握所谓阿修尔(Acheulean)或 模式Ⅱ”技术，能制作复杂的 两面打制的手斧}而 

另一种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条无形的、后来被称为 莫氏线”的技术鸿沟将非洲、中东和 

欧洲的灵巧的直立人同他们技术上不在行、只会打制石片和粗砾砍斫器之类的“模式 I 工 

具的亚洲兄弟分割开来。莫维士因此将整个亚洲大陆贬低为一个 文化上滞后的边远地区”。 

此后，尽管不少亚洲遗址陆续发现两面打制工具，但因缺乏可信的年代测定而未能构成对 

“莫氏线”的威协。因为它们总是被赞成莫维士观点的人视为最近2O万年以来的工具，也就 

是说，属于直立人时代结束很久并已进入我们自己也在其中的智人时代。 

现在，百色石器以更为有力的而年代又比人们预料要早得多的资料出现于世人面前。白 

1994年以来加入百色考察的史密森研究院的古人类学家鲍立克(Rick Potts)认为，百色手 

斧虽然严格地说不像标准的阿修尔制品，但其造型表明它们经过系统的程序才打制出来的， 

工具的制作者所掌握的技术已提升到“模式 I 之上；从时代之久远而言，可以将其和阿修尔 

的 模式 I”同等看待。 

上述消息发表后不久，史密森研究院国家自然博物馆于4月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 

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圆桌讨论会”，中心议题为 早期人类石器技术 亚洲、非洲和欧洲”。自 

1 986年以来长期主持百色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慰文作为 4 

位主要发言人之一应邀到会。 (黄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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