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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 臼齿退 化柱世界范围内各 人娄群体分布数摊的分析表 明：人类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是 ． 

伴随整个人类进化而发 L的 牙齿退 化现象的一部分 过一特征 居住于不同的地理 区域的1人类 ’ 

始 发的时间及增加的速率不尽 一致 结 粜造成了种族群体之间的差异 第 三臼齿阻生则是退 

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影响第 三臼齿 阻，L的田素更为复杂 奉研究揭 ：第三臼齿先天映失 

中国境 内人类 群体的分布早叫 的时代连续性特征．而蓝田人和柳江凡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则 

为这一连续性进化提供丫有力的证据 表明 亚地 区现{℃凡炎起源 与演化的地 区连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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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三臼齿退化的产生机制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工具的使用和食物结构的改变减弱了咀嚼器 

官原有的功能意义，进而使得 咀嚼肌、领骨和牙齿逐渐缩小 、退化．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 

咀嚼器官的各个部分退化速度不一致，软组织最快，骨骼次之，牙齿最慢。这种不均衡退 

化的结果使得第 三臼齿萌出位置不足，造成了第三臼齿阻生、缩小和先天缺失 (毛燮均， 

1956；李仁等，l984；张裕珠， 1982；Dahlberg，1945；Hellman，1936)。但也有学者 

指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常伴有 足以容纳第三臼齿萌出的第二 臼齿后间隙，领骨位置不足还 

不能构成第=El齿退化的主要原因 (魏伯源，1988；Brothwell et a1．，1963) 所以，到目 

前为止第三臼齿退化的产生机制仍不明了。 

1．2第三臼齿退化在现代人类群体形成与演化上的意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人类第三臼齿退化的研究显示这一特征的出现率白新石器时代 

以来呈增加趋势并且在世界各人类群体有着不同的分布 在此基础上，有关学者对第三目 

齿退化在现代人类各种族群体形成与演化上的意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国学者根据属予、 

直立人阶段的蓝 田猿人下颌骨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及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率在包括中国人在 内 

的东亚蒙古人种较高的情况，认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人类 进化的早期阶段就已出现于 中 

国境内的人类并在时间上呈现出连续性分布。据此，将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列为支持中国古 

人连续进化 学说的形态学证据之一 (WuRukang，1986；吴新智，1989)。另一方面，也 

有国外学者认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东亚地区现代人群具有较高的出现率并以东北亚地 区 

人群 出现率最高，说 明这一特征的形成可能是 由于遗传漂 变 (genetic drift)‘作 用 所致 

(Turner．1990)。此外，还有人认为第三 臼齿退化是人类牙齿演化的一个总体趋势，虽然 

其tfj现率在各人群有所差异，但其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尚不很清楚，不足以据此来论证现 

代各种族群体的形成与演化过程 (Calcagno and Gibson，1988；Sofaer et at．，1971)。 

1．3第三臼齿阻生 

作为人类牙齿退化现象的另一种表 现形式，第三臼齿阻生 (impacted third molar) 

在人类学研究上也同样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三臼齿牙胚在颜青内形 

成后不能萌出或萌出后位置不正常 由于第三臼齿阻生常常引发冠周炎、龋齿、闻薯卷 

染、骨髓炎及神经性头痛等病症，在临床上也被视为一种病理现象 (肖忆何等．1988； 联 

温琦，1992)。然而，关于第三臼齿阻生产生的机制、第三臼齿阻生与先天缺失之向的美． 

系及第三臼齿 阻生在 人类演化上 的意义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唐 文杰，1963；-侯文学j 

1981)．如多数学者认为第二臼齿后间隙位置不足是造成第三臼齿阻生的主要原因。第主 

臼齿阻生仅出现于近代和现代人类，它是人类牙齿退化从有第三臼齿到无第三臼齿的过；捩 

阶段 。但也有人提 出第三 臼齿阻生现象早在 南方古猿阶段就可能已经出现 (张褡 

982)。 ” 一‘ 

本文作者认为，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对第三臼齿退化在世界各人群的出现情况进行予广 

泛的研究，但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较为系统的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及综合分析还不够_期 

导致了对其产生机制及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的不同看法。因而对以往的研究资料进行进一 

步的对比分析，进而对有关学者的观点重新进行论证无疑对于阐明上述问题具有积饭的作 

用。因此，本文拟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族群体第三臼齿退化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有关学 

者的观点来探讨 第三臼齿退化在现代人群形成与演化上的意义 

．．．．● 1 ●。 1 蝴疆 ． 订̈讲 ．___“ 鳢穰羽 “彗 ^ r " —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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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 

用于本文分析的数据引 自发表于国内外文献上的资料及作者本人观察所得的数据，分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和第三臼齿阻生两部分分析讨论。按照 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牙齿形态 

特征观察定义标准 (Turner et a／．，1991)，将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和钉形缩小两种情况合并 

为一个特征观察记录。但在本文引用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只观察了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的情 

况，提供的数据没有包括钉形缩小的第三臼齿 所以，在表 1和表 2第三臼齿先天缺失数 

据部分，仅下王岗和庙子沟两组数据包含有钉形缩小的情况 但实际上根据作者本人及其 

他学者的观察钉形缩小在第三臼齿退化中所 占的比例极低，所以由此引起 的误差估计不会 

太大。本研究对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和第三 臼齿阻生 的数据统计 均采用个体记录法 (indi- 

vidual count)，即只要一侧或一侧以上第三臼齿出现有先天缺失或阻生，这一个体就被列 

为先天缺失或阻生 

3 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 出现率在世界各人类群体的分布情况 

表 1和表 2分别列出了发表于国内外文献世界各人类群体及中国境内人类群体第三臼 

齿先天缺失的出现情况。可以想象，由于采用的样本和观察方法的差异，不同作者提供的 

数据距离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差距 但本文作者认为，即便如此，这些数据仍能反映出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在各人类群体的基本出现情况和总体变化趋势。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表 1 第三日齿先天缺失 出现率在世界各人群的分布情况 

Agenesis of third molar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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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 三臼齿先王缺生在中国^的出现情况详见表 2 

表 2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人的出现情况 

0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刘 武等：第三臼齿退化及其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 ‘189‘ 

3．1上下颌、左右 、性别差异 - 

虽然 往研究对于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上下颌、左右侧及男女之间的表现差异 

有所涉及，但所得结果不尽 一致。如 Na,nda根据对200名美国白人妇女的研究发现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下颌 高于上颌， 比例为 1．4：l(Nanda． 1954)。Turner等则认为 

第三臼齿退化 上颌为多见 (Turner af，l991) 关于性别差异，有人指出第三臼齿先 

天缺失在女性多见 (Garn et at．，l963a)。而其他一些观察数据显示这一特征在两性之阉 

的差别并不显著 (李仁等，1984)。而有关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左右侧之间的差别的报道 

尚不多见 (Nanda，l954)=本文作者认为，从目前已发表的的数据来看，还难以证明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 出现率存在有 明显的上下颌 左右和性别差异 

3．2时代变化 

60年代，Brothwell等 (1963)在研究第三臼齿先天缺失时就注意到在欧洲人类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在此以前的尼人、海德堡人、阿特拉人均未见 

有第三臼齿缺失现象。从新石器时代以后，这一特征在欧洲人中已相当普遍，出现率 已达 

l0％ 以上。在东亚地 区，人类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早在 直立人 阶段的蓝田人就 已经出现 

(吴汝康，1964)。从本文提供的数据来看，上述现象基本上反映了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的 

时代变化趋势。表 l数据显示欧洲新石器时代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率范围已达 8-8％一 

20．5％。而中国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率则高达 27．5％ (见表 2)。奉 

文作者认为，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时期各人类群体第三臼齿的调查表明第三臼齿先天缺失代 

～荚 才 哲 进 化 明一 个共 同 妇 努 。再 时代 娈 化 行 点 是耕 囱 器 时 代 以后 第 三 日哲 先 太 器 

甄率在各人类群体明显增加，同时也呈现出群体间的分化 

体差异 
一 般认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在近代和现代人群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种族、群体 

五间的差别。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特征在蒙古人种具有较高的出现率，商在鲠 

l乍洲及大洋洲的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相当低或极低。但实际上．第三臼齿先 

毛在各现代人群的出现情况变异范围都很大。如根据Garn的研究，第三臼齿先天磷 

既代 白种 人的出现率为 7％一26％ (Garn et at． 1962a，1962b)。本文提供 的数据显 

vl3先天缺失出现率在现代各人类群体分布范围达 0 2％一47．1％并且在各群体之 阉 

疋重叠范围也较大。但总体上看，以亚洲地 区人类出现率最高．其次是欧洲青 自人． 

}}f居民和非洲人出现率最低 在亚洲地区人群内部，以居住在最北部的目纽特人 一 囊；。 

k出现率最高；其次为 中国人、 日本人等，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递减 的趋势 最近， 

II(1987，1990)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族群体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显示上颌第兰目首先 薹 

毛出现率 (表 3)的分布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 ： 
，iI 

表3 上颌第三臼齿先夭缺失在世界主要人群的分布 (％) r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upper third molar agenesis in different regions(％) · ‘ 

非洲 人 gt~3． 北亚人 京南亚人 美拉西亚人 澳大稠亚人 r 

8．0 14 5 46 7 20 9 1 2 6 6
．4 0 

一  

_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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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人指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变异最大 (Brothwell et口f．， 

1963)。然而从本文提供的数据来看，这一现象并不明显。 

3．4中国境内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情况 ． 

虽然以往的研究都注意到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地区人类具有较高的第三臼齿先天 

缺失出现率并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特有的体质特征之一 但对这一特征在中国境内不同时期 

各人群的分布及演化规律还缺少深入 的研究。本文将迄今为止发表于国内外文献上的膏美 

中国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的数据收集 乇表 2 早在 印 年代，吴汝康在研究蓝 田猿人下颇 

骨时就发现其双侧的第三 臼齿均先天缺失并经 x 光透视得到确实 (吴汝康， 1964)。随 

后，吴汝康也注意到了发现于广西柳江的晚期智人头骨上颌右侧第三 臼齿尚未萌出 (吴汝 

康，1989)。为进一步确认柳江人头骨第三臼齿的萌出状态，本文作者在北京医科大学IZl 

腔医学院放射科的协助下，对柳江人头骨进行了 x光检查。结果证实柳江人头骨右侧上 

颁第三臼齿先天缺失 (图 1) 根据 Brothwell(1963)的研究，在欧洲发现的海德堡人下 

颧骨两侧均有第三臼齿存在 在 28例尼人标本所存在的 58颗第三臼齿 中，没有发现有缺 

失现象。而在调查的 34例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化石中，3．9％的标本出现有第三臼齿 

先天缺失．这表明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欧洲人类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比之下，出现予 

蓝田猿人下颧骨的双侧第三臼齿先天歃失则表明这一特征在东亚地区数十万年前的直立人 

阶段就开始出现。而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柳江人上颌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则提示第三臼齿先 

天映失在亚洲地 区人类的分布具有某种时代连续性。当然，由于发现化石数量的限制，目 

前对蓝田人和柳江人之间较大的年代范围内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情况还不了解，更无法 

提供百分 比数据对这一推测予 以论证。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类群 

体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率迅速增加 同时，这一特征在居住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人群上升速睾 

不尽一致。结果造成了种族群体之间出现率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中国境内 

的人类为代表的东亚人群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率明显高于欧洲、大洋洲及非洲的人类． 

结合蓝田人和柳江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的情况及表 2中的其他数据，本文作者认为第三臼 

齿先天缺失在中国境 内人类的出现及分布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时代连续性特征： 
、 ’ 

蓝田人一柳江人一新石器时代人类一青铜时代人类一近代及现代人类 

’所有这些表明：第三臼齿先天缺失是伴随着中国古人类进化而连续存在并标志着东亚 

地区人类牙齿演化趋势的一个形态特征 

虽然根据颅骨特征的研究 ，自新石器时代人类以来，中国人体质特征明显地呈现出南 

北地区性差异并且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和血液成分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差异 (韩康信 

播其风，1884；王令红，1986；赵桐茂等，1987；张振标 ，1988，1989；刘武等， 

1991)，但就包括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在内的牙齿形态特征而言，目前所研究标本的分布地 

域和数量都不够广泛和充分 (刘武，l995)。还难以证实这样的南北差异。 

为更为直观地展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世界范围内各人群的时代变化和群体差异，本 

文作者将世界各 人类群体分为亚洲 (中国)、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四个地区类型并根据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在这些人群 的平均出现情况，绘制了反映这一特征在这些地区人类出现情 

况 时代变化及群体间差异 的分 布图 (图2)。为充分展示第 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境内 

人类的出现情况并便于与其他地区人群的对 比 本文完全采用中国人的数据来代表亚洲地 

^ ． 

。 

珥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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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类。由于蓝 田人和柳江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均为孤例并且 由于标本条件所限， 目前尚无 

法计算当时人类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的出现率。图2暂且以这两处地点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优 

人类第三臼齿先 天缺失情况。从这张图可以明显地反映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各人类群体 

的时代变化和群体问差异，尤其是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亚地 区人类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连 

续性特征和高 出现率。 』 

图 1 柳江人右侧上颂第三臼齿先天缺失 (左 ：照片；右：X线照片) 

The agenesis ofright M3 ofLiujianMan 

图 2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世界范围的分布 

The frequencies of M 3 agenes J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4 关于第 三 臼齿 阻生 

与牙齿先天缺失不同，由于临床治疗的需要，对于第三臼齿阻生的研究多从口腔 擎 

的角度进行 但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对于这一牙齿退化现象的研究还存在很多有待辱决 

的问题 ‘ 

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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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根据掌握的部分文献 资料，将各学者统计的第三臼齿阻生出现率列于表 4． 

表中的数据显示第三臼齿阻生 出现率在各人类群体差异范围较大。因此有必要证实出现这 

一 差异的原因及 这样的出现率数据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第三臼齿阻生的实际情况。按照一般 

的标准 (张光炎，1960)，第三臼齿阻生分为骨 内阻生和软组织 内阻生两种情况．骨内阻 

生是指第三Et齿牙胚在颌骨内形成后未能萌出 软组织内阻生是指第三臼齿已经由颔骨中 

萌出，但齿冠全部或部分仍被软组织覆盖，未能完全暴露于 口腔，并且位置也不正常。表 

现为第三臼齿不 能达到正常颔高度或中轴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又可分为近中倾斜、远中倾 

斜、颊侧倾斜、 舌侧倾斜、水平阻生、垂直阻生等六种类型。但实际上，各学者很难根据 

完全统一的标准来观察记录第三臼齿阻生情况 如根据颅骨或下颧骨的观察有时不能反映 

出软组织内阻生和生前已拔除的阻生智齿，而有的学者仅依据肉眼观察而忽略了骨内阻生 

的情况。此外，调查标准不一致 也是造成数据差异的原因。本文作者认为，-由于上述原 

因，到 目前为止 国内外学者调查提供的第三臼齿阻生出现率数据距离这一现象的真实情况 

还有较大的差距 。仅根据这样的数据来论证各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靠的。 

表 4 第三臼齿阻生出现率在世界各人群的分布情况 

Frequenciesofthirdmolarimpu ctionindifferentpopulations 

： "& -=_一 _j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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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往有关第三臼齿阻生机制的研究中，下颌骨与第三臼齿阻生的关系引起了较多的 

注意。有人 (唐文杰，1963；侯文学等，1981；王佩瑚等，1984)发现在 M3阻生的下颈 

骨 M2后间隙大多减小，进 而提出牙槽位置不足是造成 M3阻生的主要原 因。而这一原田 

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演化过程中下颌骨与牙齿间不均衡退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牙齿退 化 

从有第三臼齿向无第三臼齿演化的过渡阶段。但有人 (魏伯源，1988)指出构成人类第 

三臼齿退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颌骨位置不足并不是引起第三臼齿退化的唯一原因。某些 

后天因素，如饮食结构，口腔咀嚼运动等也可能造成颌骨发育不全，最终 导致牙齿拥挤， 

第三臼齿阻生。所以，环境因素对于第三臼齿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于第三 臼齿阻生在早期人类阶段出现情况的报道较少 (Wolpo 1979)。有人认为 

第三 臼齿 阻生是现代人类才出现的特征 (唐文杰，1963；侯文学等，1981)。最近 ，有人 

(Gibson and Calcagno 1993)发现第三臼齿阻生早在南方占猿阶段就可能已经出现。南 

方古猿阿法种 STS一52b号下颌骨双侧第三臼齿和鲍氏种 w 卜 17400上颌左侧第三臼齿均 

呈现阻生迹象并且这两个标本前牙都拥挤．该作者同时也指出第三臼齿阻生出现在这雨件 

南 方古 猿 标 本 并 不 确 定 ， 只 能 称 为 “可 能 的第 三 臼齿 阻 生 (possible thirdmol耳f 

impactions)”。但这一发现 的意义在于引起 人类学家对于第三臼齿阻生现象出现于早期A 

类阶段可能性的关注 此外，也有报道克拉皮纳尼人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出现有第 

三臼齿阻生 (Wolpom 1979)。本文作者经过对lh顶洞人头骨和下颌骨模型的观察发观 

山顶洞人 1O1号下颌骨呈现第三臼齿阻生迹象。其表现为下颌骨双侧第三臼齿均偏离正1I： 

齿弓+趋 向舌侧。与上述南方古猿下颌骨的第三臼齿阻生极为相似。 I P 

尽管上述出现于人类化石的第三臼齿阻生现象并不十分肯定，但本文作者认为第i臼 

齿阻生可能与先天缺失一样都出现于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人类 M 暇 

生大多伴有前牙拥挤，而现代人类 M 3阻生多并发牙齿疾病，表明构成第三臼齿阻生的-原 

因远较先天缺失为复杂 除遗传因素外，许多环境因素也同样发挥较大的作用 从目前斡 

研究结果看，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阻生是先天缺失的过渡阶段的观点。本文作者l认静租 

生和先天缺失可能是反映第三臼齿退化的两个不同的侧面。由于第三臼齿阻生的发生帮赫 

布规律还不清楚，这一特征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 

5 国旧石器时代人类 

第三 臼齿 的退化现象 

由于早期人类遗留下来的化石遗骸很少，所以还 

难 根据人类化石标本上呈现的某些个体形态特征来 

论证 这些 特征是 否为 当时的整个群体所共有 即便如 

此，本文作者仍然认为如果将第三臼齿退化 的各种表 

现作为一个整体特征来考虑，这一特征在中国境内早 

期人类的出现情况值得我们进行深人的探讨 从目前 

掌握的资料看，第三臼齿退化在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的表现具有两 个特征 ： 

图 3 盎牛山人上颁第三臼齿遘 佬 

The degeneration ofM 3 in Jinnimhang M an 

． {  ． ● ． 0 一■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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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布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根据本文提供的资料，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直 

立人阶段的蓝田人和晚期智人阶段的柳江人均有出现；而 山顶洞人 l叭 号下颌骨又呈现出 

第三臼齿阻生迹象。此外，本文第二作者发现，金牛山人头骨双侧上颌第三臼齿与同侧的 

第一和第二臼齿相 比，明显缩小 (图 3)。从时问序列上看，这些特征的分布跨越 了距今 

几十万年 的直立人到距今数万年的晚期智人。 

(2)退化特征的具体表现似乎无规律：第三臼齿退化在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有缺失， 

阻生和缩小三种情况。但 目前还看不出出现的规律性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6 M3退化在现代人类种族群体形成与演化上的意义 

近年，在有关亚洲蒙古人种起源与演化的研究领域出现 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学说。美国 

学者 Turner根据对不同时期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提 出：亚洲地区人 

类牙齿形态特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巽他型牙 (Sundadonty)和中国型牙 (Sinodoaty) 

并由此代表着两个大的人类群体系统。前者包括东南亚地 区各人类群体及 日本的绳文人和 

阿伊努人 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亚洲东北部人类 则具有中国型的牙齿特征。Tumer认 

为这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类型的差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巽他型牙齿特征首先在早 

期东南亚人类中形成，然后向周围扩散。通过亚洲大陆向北扩展并逐渐特化形成了具有中 

国型牙齿特征 的东北 亚人类 。这一学说被称之 为“现代人起源的巽他型牙齿特征假说 

(Sundadont dental hypothesis for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ori~ns) (Turner，1987． 

1990)。按照这一学说，包括现代中国人在内的亚洲地区现代人类都起源于具有翼他型牙 

齿特征的早期东南亚人类。而另一方面，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儿化 

石时就指出有一系列特征表明北京猿人与现代华北人在形态上有连续性。魏敦瑞认为这些 

特 征 早 在北 京 猿 人 时 期 就 已 出现 ，经 过 漫 长 的 更 新 世 一 直 延 续 到 现 代 中冒 人 

(Weidenreich，1937；1943)：有关学者对后来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人类化石研究后又补充和 

阐述 了能反映这一现象的若干重要 性状，进一步论证并提 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 

(吴新智、张银运，l978；吴新智，l961，1989；董兴仁 ，1989；Wolpoff eta1．，l984) _遗 

中国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直至现代人是 当地的直立人经过原地区进化并吸收 

蒴变的产物。 、 

意的是，以上两种学说均以第三臼齿退化 (主要是指第三臼齿先天缺失)作为 

砭证及支持其观点的重要形态学证据之一 (Turner 1990；Wu Rukang，1986)。Turn~~r的 

观臻数据显示M 退化多见于具有Sinodonty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类 (32．4％--47 6％)， 

现率较低 (16l3％一20 9％)。他对此解释为这一是 

同时也表明这一牙齿形态特征在 Sinodonty鸭商 

所致，而是 由于遗传漂变作用所致，因为一般认为 

强化其功能的适应性变化。而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 

国境 内人类分布的连续性和高出现率并以此来证实 

人类在这一地区演化的连续性。从本文提供的数据及分析结果来看，生存在中国境内盼古 

人类从距今几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数万年前的柳江人都出现有第三臼齿先天缺失。蓝 田 

， ．彳 _ 0．．．一■“|l_ _ √ 一，‘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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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柳江人的年代都早于 Turner提出的 Sundadonty可能形成的撮早年代 30 00o_-4o O0o 

年。加之，第三 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境内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时代变化。所有这些都似乎 

难以用 Turner的学说解释 。反之，如前所述，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境内人类的表现 

特点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更为接近。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作者认为第三臼齿退化是发生于全人类各群体的共同特征，代表 

着人类牙齿演化的一种趋势 从 目前掌握 的证据来看，这一特征在不同的地区和种族群体 

的出现时间和发展速度相差较大 所以通过 对第三臼齿退化的研究可以反 映出人类演化过 

程的一个侧面。其重要意义尤其在于可以揭示出现代人类各种族群体的形成及演化过程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 区人类呈现时问上的连续 

性分布，并且其出现率 自新石器时代 以后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人群。这表明东亚地区舶蒙 

古人种在起源与演化上的连续性。同时再次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 区连续进化学说提供了形 

态学上的证据。 

7 结 束 语 

本文通过对第三臼齿退化在世界范围内各人类群体分布情况的分析，讨论了第三目齿 

先天缺失的种族地区分布特点和时代特征 本文分析所揭示出的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现象崔 

中国境内人类群体所具有的时代连续性特点使我们加深了对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的理 

解 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现代人起 源与演化上的重要意义。廊 

时，本文对第三 臼齿阻生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虽然 目前对这一现象还难 以提供较为目 谙 

的解释．但作者认为第三臼齿阻生是第三臼齿退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者之间的关荣耀 

有待进一步研究。必须指出，本文研究只涉及到第三臼齿退化的一个侧面 。许多研究已经 

证明，人类第三臼齿退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它的发生与其他牙齿及整个咀嚼器官钾 

进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对这些器官的生长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第三臼齿退化也 

是受遗传基 因控制 的 (唐文杰，1963；侯文学等 ，1981；魏伯源． 1988；G8m et。 ，。 

1961；1962alb； 1963b，1964；Keene，1964；Richardson．1989)。然而，由于所有这些 

的详细机制仍未阐明，我们对于第三臼齿退化的认识难免会有一定的局限。进～步从第暑 

臼齿退化产生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对本研究的结论将会提供更 为可 

靠的论证 

本研究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基金资助l项 

目。本研究 x光片拍摄得到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放射科协助．作者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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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GENERAT10 0F THIRD M0LARS AND ITS 

SIGNIFICA CE T0 HUM N EV0LUT10N 

Llu W u 

(Institute rtebra~Paleonfa[o9y and Palaeoanth J opolog3。dcadem~Sinica-BeOng 100044) 

Zeng Xi8r1glong 

(School。，S zo rnatolog)|_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y 100081) 

Abstract 

n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degeneration of̂  

third molars in the world po pulatioms．and its significance to human evolution．The reSul乜showr 

that the frequencies of both the agenesis and impaction of third molar are much higher in East 

Asian po pulations than all other po p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The earliest occurren~ and in- 

creasing rates of the agenesis of third molars varied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db 

groups，which resulted iff the different frequencies of th trait among populations． } 礤．或 
molar impaction seenls to he another expression of human omfacial degenerat!on．bu & foe- 

tots affecting the third molar impaction are much complicated than those for the agenesis．Pres- 

eat research reveals：the significant continuity of third molar agenesis oceurred in the I／ttman 

populations of China chronologically The agenesis of both third molars on Lantlan M 

mandible and upper right molar on Liujiang Man skull ofi~rs strong support for the啦出睁 

mgiorLal continuity for the modem human origin in East As ia． 。． 

l { I 

Key words Third molar agenesis，Third molar impaction．Modem human ori#n,。 

Dental anthropo 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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