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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了陕西陇县出土的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数据对比和统计分析显示：与华 

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相比，陇县人类 牙齿形态特 征际具有典 型蒙古人种的共同特点外， 与现代华 

北人更为接近．作者认为在近一万年内华北地区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经历了某种规律性的演化过 

程 ，其表现特点是朝向现代华北人的方 向转变 。这一过程 反映了东北亚地区人类在这一特定时 

间内体质特征的微观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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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日益增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人类牙齿特征 (包括测量特征，形态特征及微观结构特征) 

具有明显 的种族 、群体及地区之间的差 异 (Brace， 1991；Dahlberg，195l；Hanihara， 

1968；Turner，1990)。而这些特征的表现特点及差 异的形戚 与现今生存 在地球上的各种 

族人群的起源与演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特征的出现及变化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 数 

十万年前的直立人阶段 (Weidenreich，1937；Turner， 1987，刘武， 1995)。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人类学家对世界各种族群体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揭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 

及表现特点在不同的群体间呈现不同的分布，其中有些牙齿形态特征的群体表现特点具有 

某种时代变化规律。据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现代人起源与演化 (其中包括蒙古人种及 

现代中国人)的不同学说 (Hanihara，l992a，1992b；Turner，1987，1989)．伴l缒着 这 

些研究的深入 ，体质人类 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牙齿人类学 (dental anthropology)得到 

了迅猛的发展并且在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对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 

特征进行了观察研究并与亚洲地区各人群牙齿特征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刘武，1995；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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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朱泓，1995；刘武，曾祥龙，1996；张振标，1993)。同时对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部分 

早期人类牙齿化石进行了观察研究。其中一个较为重要发现就是包括铲形 门齿在内的一些 

在蒙古人种出现率较高的牙齿形态特征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此后人类 

发展的各阶段 这些发现对国外学者提出的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 的学说产生了疑 

同，而对中国学者倡导的“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 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然而，到目 

前为止，我们对中国境内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理区域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特点 

还缺乏一个整体 的了解，掌握 的资料还只限于少数几个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群的数据。仅仅 

根据这些数据来论证现代中国 人的形成 、演化及与周边地区人类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基 

于这一原因，本文目的是通过研究陕西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愎形态特征为今后在较大时间 

和空间范围内对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综合分析积累数据。同时，通过对这批牙齿 

标本的观察研究也可以就一些牙齿形态特征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表现特点、 与其他人群的关 

系及不同的牙齿形态特征在群体亲缘关系研究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2 材 料 与 方 法 

2-1本文所用标本材料 ’ 

用于本文观察研究的牙齿材料采 自陕西省陇县城关乡店子村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颅骨 

及牙齿标本，共代表 97例个体 其中部分墓葬的年代属于汉代及唐代。用于对比分析的 

牙齿形态特征数据代 表着亚洲地区 16个人类群体。其 中中国的下王岗及庙子沟新石器时 

代人类牙 齿形 态特征 由本 文第 一作 者亲 自参 与观察记 录 (刘武 ，1995；刘 武，朱泓， 

1995)，其余人群的背景资料详见有关文献 (刘武，1995；Turner，1987) 

2．2牙齿形态特征的观察记录 

牙齿形态特征的观察记录及对比分析标准采用美国亚利秉那州立大学人类学系 Turn． 

er等建 立的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牙 齿人类学系 统 (Arizona StateUniversityDentalAn． 

thropology System)~(Turner et a1．，1991)。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的统计记录采用 个体记 

录法 (individual count)(nlrner，1985；Turner and Scott，t977)。本文对其 中的 28项 

牙齿形态特征进行了统计处理和对比分析。 

2．3菇计分析方法 ’ 

根据观察记录，计算出 28项牙齿形态特征在陇县人群的出现率。在此基础上，采用 

由非测量性状的出现率计算群体间生物距离的公式 (Berry and Berry，1967；Green and 

suchey，1976)计算出陇县及参加本文分析的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之间的MMD (Mean 

Measure ofDivergence】距离 系数。然后，根据 28项牙齿形态特征在 17个亚洲地区人群 

的出现率进行因子分析 (facto／analysis)。通过对比分析各变量的因子负荷来探讨备牙齿 

特征在群体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借助因子得分的两维坐标分布图研究各人群之间的亲 

缘关系。最后，根据 MMD 系数进行聚类分析并绘制出反映陇县人群与亚洲地区各人类 

群体之间关系的树状图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304· 人 类 学 学 报 l5卷 

3 结 果 与 分 析 

3．1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表 1列出了 28项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陇县人群的分布情况 与 已发表的华北新 

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数据及国外学者观察统计的亚洲地区各人群牙 齿形态特征资料 

相比较，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表现具有以下特点： 

寰 1 28项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亚洲地区 17人类群体的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28 ∞hl morphob罟ical trait frequencies in so11~Asian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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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豫陇 ， F }；j和庙 沟蚪，其泉数据qI自Tu~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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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形态特点 

总体 上看，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与包括华北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及现代华北人在内的亚洲东北部人类非常接近。这一现象在 j二颔 p央门齿扭转 铲形上颌 

p央门齿、双铲形 颁中央f】齿， 颔侧 门齿 +|断沟．上颁第一臼齿釉质延伸 } 颌第三 

臼齿退化．Y型下颌第二臼齿 四尖型 i 颌第二臼齿 ，F颌第一臼齿转向皱纹 ．下颌第 
一 臼齿远中三角嵴 下颁第一前臼齿 Tome氏根．三根下颌第一臼齿等特征表现得尤为明 

显。按照 日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意见 (Hanihara．1994；Turner，1987)，居住在这一地 

区的人类 属于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典型蒙古人种。而本文提供的数据无疑进一步 汪 、 

实亚洲地区现代人种族特征早在新石器时代 以前就已经形成。 

b 地 区差 异 

在过去的两年里，对内蒙察右前旗庙子沟和河南渐川下王岗两处遗址 出土的华北新石 ’ 

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观察研究显示这i~．ttL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大多数牙齿形态特 

征的出现率 f=与包括安 殷墟在内的东北亚人类相近，而与各东南亚人群差别较大 同时 

也发现有少数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呈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作者当时认为可能与庙子沟样 

本例数较少或下王岗人群所具有的华南人类体质特征有关 (刘武等，1995；刘武，1995)。 

从本文结果来看 ， 壬岗 庙子沟和陇县三个样本在与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各东北 

亚人群在牙齿形态特征出现宰上的相近程度仍具有一定的差别。总的来看 ，庙子沟和陇县 

似乎拥有更为显著的 Siniodonty牙齿特征。而下王岗在个别牙齿特征上呈现与东南亚人 

类接近的趋势 张振标等在研究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特征时就 现“与其他新石器 

时代居民的体征相 比，下王岗新石器组与黄河下游新石器组居民的体征较相似+他们都具 

有一些类似南亚类型的人种特征 (张振标等 1989)。 本文作者认为下王岗地点位于长江 

北岸的丹江流域+从地理位置上看，受到南部人群基因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较大。而从颅骨 

和牙齿特征所反映出的南亚人类特点则提示这一人群与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特征的华北人类 

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奉文研究的陇县战国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则表现出更多的华北人群 

特点，表明居住在我国境 内的人类的牙齿特征 自新石器时代 以后 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区 

性差别 但由于上述地点的时间问隔跨越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的数千年时间，在此期间人 

类牙齿形态特征的微观演化规律还不清楚，所以这种差异的涵义只前还难以确定 

c时代变化 ’ 

国外学者在研究亚洲地区不同时期人类群体牙齿形态特征时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近一 

万年内亚洲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时代变化 主要表现在一些牙齿特 

征的出现率及表现特点随时问的推移 口趋向典型的东北亚地 区蒙古人种接近，这一趋势尤 

其在北亚地 区为明显。如 Turner的研究显示铲形 门齿 双铲形门齿 单根型上颔第一前 

臼齿．一卜颌臼齿釉质延伸等形态特征在亚洲地 区现代人群的出现率或表现程度大多高于时 

代较早的人类。本文结果显示：与下王岗 庙子沟两批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相比 

较，陇县人群在个别牙齿形态特征上也呈现出类似的表现特点。如上颌第三臼齿退化出现 

率为 55 4％，大大高于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第三臼齿的出现率 作者 (1996)对人类第三 

臼齿退化现象的研究，也表明这一特征的出现率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各人群均 

呈增加趋势，并且尤其以包括 国人在内的亚洲地区蒙古人种为明显，造成了第三臼齿退 

化在蒙古人种高频率分布的现象 同时+这些结果也证实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在从新石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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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到近代及现代 的数千年期问仍然缭历着一定程度的规律性变化。 

3．2 MMD系数 

根据牙齿形态特征的 Hj现率计算 的反 映人群之间生物距离的 MMD 距离系数 (表 

2)显爪陇县战国时代人类与下王岗 庙子沟、西伯利亚 阿穆尔河 贝加尔湖、华北一 

蒙古 l1本等东北亚人群具有较小的距离系数，而与各东南亚人群生物距离较远。这一结 

粜表明陇县战国时代人类 古代华北居 民具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同时，值得注意的足香 

港 华南 史前台湾兰个人群与包括陇 县在 内的一些东北亚组群具有较近的生物距离。作 

者认为这三个组群所代表的人类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人群混杂或基 因交流，因此，在生物 、 

距离系数 上反映出某种居中或不稳定状态。 

3_3因子分析 

为具体分析各牙齿特征在研究群体差异 与亲缘关系上的作用并进一步展示陇县人群与 

表 3 因子分析结果 Results offactor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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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采用因子分析 (factoranMysis)方法对 17个 

人群的 28项牙齿特征数据进行了处理。因子分析是在多变量 (指标)数据情况下，研究 

各指标与各指标间的关系，寻找出支配多个指标闻相互关系的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在不损 

失或很少损失原有信息的前提 下，将原来多个彼此相关的指标转换为新的少数几个 (最多 

等于原指标个数)彼此独立的综合指标 (因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第一因子代表总变 

量信息的最大部分，第二因子次之，第三因子更次之，如此类推。表 3列出的是对应于前 

5个 因子的特 征值 、贡献率 ，蒙积贡献率及 因子 载荷矩。前 5个因子 的蒙积贡献率 为 

76 9％，说 明这 5个因子就可以代表 28个变量所具有的大部分信息量 具体分析各变量 

的因子载荷情况就可以了解各变量在不同因子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进而选择出有利于群体 

差异分析的牙齿形态特征。由于第一因子代表了全部因子变量信息最大的部分，所以，通 

过分析对应于这一因子的变量载荷可以基本反映出各牙齿形态特征在群体差异研究中作用 

大小的顺序。表 3数据显示：对应于第一因子的前 lO个具有最大载荷 的变量依次是铲形 

上颌中央门齿 ．三根下颔第一臼齿．下颌第一臼齿转 向皱纹、下颁第一臼齿远中三角暗． 

双铲形上颌 央门齿．上颌第一臼齿牙釉质延伸、下颔第一前臼齿 Tome氏根 ．下颁第一 

臼齿原副尖．上颌中央门齿扭转、上颤佣门齿中断沟。本文作者在对比分析亚洲地区各人 

类群体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数据时也发现这些特征的出现率在各群体 间差别显著，这说明 

这 10个牙 齿形态特征对于研究人类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异及亲缘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根据各因子的载荷计算了各群体的因子得分，进而绘制 了第一和第二 因子得分在各人 

群的两维分布图 (图 1)。参加 本文分析的各组群 按 自然地理分布分别聚集在图的左右两 

侧。各东南亚人群集中分布在图的左上部，而包括陇县在内的各东北亚人群则散布在图的 

右侧 在这些人群中，陇县与华北一蒙古组最为接近 

图 l 第一因子和第二因子得分在 I 7个亚iI}I地区人群的两维分布 

Two 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of first and second factor s。OJ。cs in 17 Asian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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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聚类分析 

聚类分 析 (图 2J图 2与图 1因子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显示参加本文分析的 17个组 

群按照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及 MMD 距离系数的综合分析可以分为两大类群。史前台 

湾、早期及近代东南亚、泰国，早期及近代马来、绳文 7个组群位于图 2上半部，构成一 

个大的类群：，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群则包括东北亚地区的各人类群体。在这一大类群中又 

包含有两个次级分支，其中陇县、下王岗、庙子沟三个组群聚合在一起，其余的组群聚合 

成另一类群。 · 

史前台湾 

现代东南亚 
泰 国 
早期东南亚 
早期马来 

东马来 
掘 文 
陇 县 

下王岗 
庙子掏 
日 本 
香 港 

华 南 
华北一蒙古 
贝加尔湖 

西伯利亚 
舸穆尔河 

田 2 根据 MMD 系致进行聚类分析绘制的巍县 与亚洲其他人群之间关系的树状圈 

Dendrogram ofcluster analysis ofLongxian with otherAsian populations 

4 讨 论 与 结 论 

一 般认为，居住在亚洲地 区的蒙古人种按照 自然地理分布和体质特征的差别可以分为 

北亚，东亚、北极、南亚等类型。近年来，许多学者趋向于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类分 为 

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类型，其 中北部类型具 有较为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从牙齿形态特征 · 

上看 ，即东北亚 的 Sinodollty和东南 亚的 Sundadonty两种类 型 (Brace et a1．，t989； 

Hanihara，1992a；Li et a1．．1991；Turner，1987，1990)。华南地 区则可能为这两种类型的分 

界区域并具有更多的南部类型特征。本文研 究表明大多数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生物距离 

系数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结果均显示陇县战国时代人类与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特征的现代 

华北人关系最为密切 对中国现代人颅骨特征和活体测量的综合研究也将陕西地区的人类 

划分 为北部类型 (张振标．1988；刘武等，1991) 

发现于陕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主要有半坡 宝鸡、华县和横阵4组材料。这 

些地点都属于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对这 4组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特征的研究表 明 在 

种属的接近关系上．它们总地显示出与蒙 占人种的现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南 亚类型比较接近 

的趋势 同时．这四个组之间彼此接近的程度又明显大于它们同东南亚或北亚类型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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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程度，表明它们有基本相 同的体质特征 (韩康信，潘其风，1884)。发现于河南浙川 

下王 岗的新石器时代人类 颅骨同 样呈 现一些南亚蒙 古人种的特征 (张振 标，陈德 珍， 

1989) 根据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人类颅骨特征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有关学者 

(韩康信．潘其风，l 884)提出 进人新石器时代和早期历史时期，古代人的体质发展达到 

同区域现代人种的水平，黄河流域一些地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骸一般地接近东亚 

或南亚人种，青铜时代居民接近东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相当明显的关系 。所有这些 

研究取1分析表明居住在我国境内 (尤其是北方地区)的人类群体的体质特征从新石器时 

代．青铜时代、近代一直到现代各阶段都在经历着某种程度 的变化，这种演变似乎是朝向 

现代华北人的方向转变。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对比研究也在一定 

程度上支持这一观点。如上颌第三臼齿退化和四尖型下颁第二臼齿的出现率在下王岗新石 

器时代人类分别为 l6．2％ 和 27．6％，与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东南亚人类接近，而 

陇县战国时代人类这两个特征的出现率则完全落人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类 

的范围 (表 4)。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基本可以确认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在过去 的 

数千年内豁口 体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新_石器时代，无论在颅骨特征或牙齿特征上，他 

们都呈现出一些南亚蒙古人种的特点。进入青橱时代以后，这些黄河流域古代居民的体质 

特征 益趋向现代华北人的特点转变，并逐渐丧失 了曾经具有的南亚人体质特征。 

表 4 上颌第三臼齿退化和四尖型下龋第二日齿的出现率 

包括魏敦瑞在内的许多中外学者都强调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至现代人类在 

体质特征 I 的继承发展关系 他们通过对比一系列的颅骨和牙齿特征指出这一继承关系可 

追溯到北京人、蓝田人在内的直立人并由此证明了中国境 内的人类 1脉相承的连续演 

化，(Weidenreich，1 937，1943；吴汝康， 1964；吴新 智， 1989，199O；董兴仁 ，1989； 

刘武，1995)。然而，也有一些 国外学者提出了与此不同的东亚地区人类演化模式。他们 

认为东南亚足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现代人类起源 与演化的中心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以 

后，这一地区的人类向周围扩散，进而形成了今天居住在这一广阔区域的现代人类。因 

此，如何理解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具有的南亚人类体质特征对于阐明包括中国人在 

内的亚洲地区人类的演化过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 

美国学者Turner在研究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时发现，一些使牙齿体 

积、质量及表面复杂程度增加的牙齿形态特征在东北亚人类出现率较高，如铲形 门齿、双 

铲形门齿 三根型下颌第一臼齿等。而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多见手东南亚^类 。由此， 

Turner提出 Sundadonty牙齿形态特征表现为原始、简单，而 Sinodonty则复杂、特化。 

他认为 Sundadonty圩 旨形态特 征形成 于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东南亚人类，然后 向周目扩 

散：在通过亚洲l大陆内陆向北扩散 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选择或基因飘变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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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逐渐特化形成了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类．而韩康信等则提 出中国黄河 

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具有的南亚人类体质特征可能与当时这一地区与东南亚相近的温暖 

气候有关。或这些与南亚人类相似的体质特征实际上是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在向近代和现 

代华北人转变过程中残留的原始特征 (韩 康信。潘其风。1884)．本研究显示在近 1万年 

内，华北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经历了规律性的微观演化过程。其方 向是朝着现代华北 

人，或东北亚地 区典型蒙古人种转变。国内其他学者对颅骨特征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 

(王令红．1~86)。虽然本研究还不能揭示导致这种转变的促发因素，但作者认为现代华北 

人与新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这一地 区人类在特定 的时间内的微观 

演化过程。目前还缺乏支持东南亚人类向北扩散并形成东北亚地区蒙古人种的直接证据。 

本文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及 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基金资助项 

目。颅骨及牙齿标本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杨亚长，田亚歧提供。作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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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NTAL M ORPHOLOGY OF TH E PE0PLE oF 

ZHANGUO PERIOD IN LO NGXIAN，SHAANXI PROVINCE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leoamhropalo~y．Academia Sinica．Beifi~O 100044) 

Zeng )(janglong 

f Schoolof Stomatolooy．BeOne Medical University Beijng 100081) 

111e dental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the people of Zhanguo period(2oo0 years—sP)us． 

~-thcd in Longxian of Shaanxi province were observed．Tbe comparisons and statistical alia． 

e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eolithic people of north China
．
the dental morphology of 

Longxian spcciraells not 0n1y has the typ~caE M ongoloid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shows closer 

similarity wi也 modern north Chinese．The authors betieve in the past 10
,000 years the physkat 

traits ofnorth Chinese experienced some regular evolution in the direction to the modern north 

Chinese．This process reflects the trendofmicroevolution 0f曲ysical characters ofthe peo 0f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Dental anthropology，D． ta1 morphological trairs，M0dern human 0rig 

Longxian，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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