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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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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王岗和庙子沟两批 中国北方新石器 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观察研究显示：华北新石 

器时代人类 牙齿形态特征与亚洲东北部人类极为相 似，而 与东南亚人类有较太差异．统计分析 

也揭示下王岗和幅于沟 新百器时代人类与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东北亚人类有较近的生物距离 ． 

由此作者认为 Turner提出的东亚地区人类存在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个牙齿形态特征类 

型是一种确实的客观存在。但对两者的形成， 相互 美系及其在这一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上 的 

意义尚颈进行进 一步研究．对一些牙齿形态特征的廿布授演化趋势 的分析表明：牙齿形态学的 

研究将有助于阐明现代中国人起源和滇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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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 10几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围绕着现代人起源．替f℃学 兑与多地区起源说这两种假 

说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试图 

通过研究现代中国人 的形成 与演化过程来 阐明亚洲地区蒙古人种乃至全球的现代人起源。 

早在半个多 世纪 以前 ，魏敦瑞 在研究北京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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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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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智等 ， 1978；是 新智， 198I，1989；董兴 仁， 

1989；Wolpoff et af．．1984)．这一学说强调中国的早期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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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来基因演变的产物。 

另一 方面，国外一些学者(Turner；1987，1989，1990；Hanihara，1992a，I992b，1992c． 

1993)根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地区不同时期人类颅骨和牙齿特征的研究提出了关于 

亚洲地区现代人起源的不同见解。Turner在研究了安阳殷墟及其他东亚地区人类牙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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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征后指 出：由埴原和郎 (Hanihara，1968， 1969)描述的代表东亚地区人类 (即蒙 

古人种)牙齿特征的 蒙古人种牙齿复合体(Mongoloid Dental Complex) 可以进一步分 

为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类型：巽他型牙(sundadonty)和中国型牙(sinodonty)．前者包括东 

南亚地区和印度尼西亚各人类群体、 日本的绳文人、阿伊努_人及太平洋地 区的波利尼西亚 

和密克罗尼西亚人．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亚洲东北部地区人类，如中国、朝鲜 蒙古、 

日本 ，西伯利亚及美洲印第安人则具有 S／nodonty的牙齿特征．Sundadonty牙齿特征表 

现为简单、原始 ，而 Sinodonty则复杂 特化。例如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东南亚 

人类铲型门齿，双铲形门齿等特征的出现率较低并且这些特征的表现程度大多不如东北亚 

人类明显．另一方面，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的出现率在东南亚人类 明显高于东北亚人类． 

这些都反映出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表现形式具有简单化的趋势。同时还有一些特征可 

以证明 Sundadonty有保留原始古老的牙齿特征的趋势。如双根上颌第一前El齿和双根下 

颌第二臼齿的出现率在东南亚人类较高。而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类单根上 

领第一前臼齿和单根下颌第二臼齿较为普遍。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复杂特化则表现在许 

多使得牙齿体 积、质量及表面复杂程度增加的特征在 东北亚人类出现率较高，如铲形 门 

齿、双铲形门齿 齿结节 犬齿远中副嵴、釉质延伸、下颌 臼齿转向皱纹、原副尖及远 中 

三角蜻等。还有一些特征在 Sinodonty的分布情况似乎与增加牙齿体积和质量无关，如较 

高出现率的上颌 中央门齿扭转和上颌门齿中断沟。此外，在东北亚人类出现了～些在早期 

化石人类未见到的牙齿 特征，如三根下颌第一 臼齿，表明Sinodonty具有增加新的牙齿特 

征的趋势。总之 ，Turner认为 Sundadonty牙齿特征可以归纳为简单fSimplificat／on)、保 

守(Retentio n)，和 一般 化(Generalized}，而 Sinodonty则为强 化(Intensification)，增 加 

(Addition)和特 殊 化 fSpecialized)。这两 种牙 齿形态 特 征的 差异在 旧石 器 时代 晚期 就 已形 

成。 Sundadonty首先形成于 Sundaland，然后 向周围扩散。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 

的早期东南亚人类沿亚洲大陆架一直扩散到 日本的北海道，形成了 日本的绳文人及其后代 

阿伊努人．而 Sundadonty的另一分支通过亚洲大陆内陆 向北扩展并逐渐特化形成了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类．Turnm将这一学说称之为 现代人起源的巽他型牙齿 

特征 假说 (Sundadont dental hypothesis for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origins) (Turner， 

1987)．按照这一学说，包括现代 中国人在内的亚洲及太平洋地 区现代人类都起源于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 的早期东南亚人类 。这实际上是现代人起源替代学说的另一种表现 

形式 ．然而，如同处于争论中的多地区起源学说一样，对于 Turner根据牙齿形态特征研 

究提 出的关于亚洲地 区现 代人起源与演化的学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杨希枚， 1985； 

Wu，1992)。其 中之一就是如何理解 东亚地区人类在牙齿形态 特征上所表现出的南北地区 

差异．如果这种差异被解释为亚洲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两个人类群体系 

统并且他们彼此之间还具有继承关系，是否可以从这一地区的早期人类化石上得到支持这 

些牙齿特征差异的证据?其次，Tm ner在解释 Sinodonty与Sundadonty两种牙齿特征类 

型的差别时提出这两种牙齿特征类型的分界区域可能在华南地区．但他采用的中国标本主 

要是现存于台湾的安阳殷墟头骨及分布于国外的步量 中国人牙齿标本。由于标本数量较少 

并且所代表的地区类型不够确切，所以 Turner学蜕有关现代中国人起源与演化的观点证 

据还不够充分。他本人也承认其学说有待于对更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中国人 

类牙蝠的研究后予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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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我国境 内发现的晚期智人及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特征的研究显示：人类进化到晚 

期智人阶段已具有蒙古人种的大多数基本特征．同时以山顶洞人和柳江人为代表的南北两 

个地 区类型的差别已经出现 (吴茂霖 ，l989)。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种体质特征上的 

南北差异 日趋明显．进而我国学者提 出 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骨特征明显地存在两个不 

同的地 区类型，基本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为北部类型．长江以南为南部类型 【张振 

标， 1989) ．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和血液成分的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分类 (王令红 ， 

1986；赵桐茂等，1987；张振标，1988；刘武等， 1991)．这些研 究表明：居住在我国境 

内的人类悼质特征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呈现出南北地区性差异。这种差异在新石器时代表 

现为以长江为界的两个人群类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这些研究结果仍然给我们留下 

了许多有待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如：这种 自晚期智人就表现出的颅骨特征上的南北差异产 

生的机制：这种差异是否在解释现代 中国人起源与演化上具有某种意义：及中国人体质特 

征的南北两个类型与国外学者通过对整个东亚地 区人类牙齿特征研 究所揭示 的东北 亚 

Sinodonty和东南亚 Sundadonty两个人类群体系统之间的关系。此外，尽管早在半个世 

纪前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时就已注意并描述了铲形门齿．齿结节、转向皱纹等牙齿形态 

特征并且我国学者在随后的研究 中特别强调了铲形门齿在人类进化上的特殊意义，但 系统 

的牙齿人类学研究，尤其是采用牙齿形态特征和生物统计分析方法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新 

石器时代以来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人类牙齿标本进行全面详尽的研究进而探讨牙齿形态特征 

在我国不同时期人群的分布规律及其在现代中国人起源与演化上的意义在我国尚未得到广 

泛开展。基于上述原因，本文 目的是通过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的形态 特 

征并结合对比分析亚洲地区其 他人类群体的牙齿特征资料来揭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 

牙齿形态特征的分布特点并探讨这些特征在研究现代中国人起源与演化上的意义。 

2 材 料 与 方 法 

2．1本文所用标本材料 

用于本文分析的牙齿形态特征数据包括作者本人亲 自观察的的河南惭川下王岗和内蒙 

古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出土的两批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标本及国外文献发表的亚洲地区各 

人类群体牙齿形态特征资料。其中下王岗牙齿标本由张振标先生提供．庙子沟牙齿形特征 

数据引自作者与朱泓对庙子沟牙齿的研究报告 (刘武，朱社．1995)。作者根据文献中各 

群体具有的牙齿形态特征数据情况将全部数据资料组合成两个大的组群进行对比分析和统 

计处理．第一组群包括我国的下王岗、庙于沟、安阳、华南、香港及史前 台湾六个人群在 

内的亚洲地区 26个人类群体。这组群体共同拥有铲形上颌 中央门齿、双铲形上颌 中央 门 

齿．单根上颌第一前臼齿、上颌第一臼齿牙釉质延伸、上领第三臼齿退化、下颌第一臼齿 

转向皱纹、三根下颌第一臼齿和四尖型下颁第二臼齿八项形态特征数据。这八项特征也是 

Turnerfl990)确定 的 区别 Sinodonty和 Sundadonty的 关键 特征(Keytraits)。第二 组 群 共 

有 l7个人类群体，其成员除包括第一组的下王岗、庙子沟、史前台湾、西伯利亚、阿穆 

尔河和 贝加尔湖六个群体外，其余群体均为在第一组群的人群基础上加上其他资料组合 而 

成。其中，陈庙子淘组上颌第一臼齿扭转数据缺失外，其余各群体均具有用于本文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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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项牙齿形态特征数据。表 I列 出了各组群的情况。此外为了对比某些牙齿特征的时代 

变化，作者还观察了在我国境 内发现的部分早期人类牙齿化石标本和模型 。 

裹 1 本文所用标本资料情况 

The dental material and data used in present research 

2．2牙齿形态特征观察标准 

作者一共观察记录了以下 28个牙冠及牙根的形态特征．牙齿形态特征的定义和观察 

记录标准采用美国亚利桑邵州立大 学人类学系 Turner等建立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牙齿 

人 类 学 系 统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Dental Anthropology System) (Turner et a1．， 

1991)．记录用 于统计分 析 的数 据采用 。个体记 录法 (Individual Count)frUfnCf．1985； 

Turner and Scott I977) 

l上颌中央门齿扭转 WingingUII 

2 铲形上颌中央门齿 ShovelUI1 

3双铲形上颌中央门齿 Double shovelUII 

4 上颔侧门齿中断沟 Interruption．groove UI2 

5上钡侧门齿齿结节 Tuberculumdentale UI2 

6上颌太齿近中蜡 Mesial ridge UC 

7上颌犬齿远中副峙 Distal accessary ridgeUC 

8上颌第二 臼齿次尖 Hypooone UM2 

9上颌第一臼齿第 五尖 Cusp-5 UM j 

0上颁第一臼齿卡氏尖 Carabelli％trait 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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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上顿第 =El齿 前副尖 Paras eUM3 

12上顾 第 一 臼齿 牙釉 质 延 伸 Enamel extension 

UM 1 

13单根上颔第一前 臼齿 l--root UPl 

14三根上颔第二 臼齿 3-rootsUM2 

1 5上颔第三 臼齿退化 P／R／CA UM 3 

l6下顿第二前臼齿舌翻多尖 >1 lingual cuspLP2 

l7 Y型下颔第--El齿 Y groove patternLM2 

l8六尖型下顿第一 臼齿 6-crops LM 1 

l9四尖型下顿第二 臼齿 4--crops LM2 

20下 颔 第 一 臼 齿 转 向 皱 纹 Deflecting wrinkle 

LM 1 

21下顾第一臼齿远 中三角蝽 Distal trigonid crest 

LM 1 
．  

22下顿第一臼齿原剐尖 Protos id LM1 

23下颁第一臼齿第七尖 Cusp-7LM l 

24下顿第一前臼齿 Tome氏根 "rome's root LP1 

25双根型下颔犬齿 2-roots LC 

26三根下顾第一臼齿 3-rootsU 1 

27单根型下顿 第二臼齿 ]--reotLM2 

28前臼齿牙瘟 OdontomeP 

2’3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 Greell和 Suchey根据 c．A．B Smith提出的由非测量性状的出现率计算群体 

问生物距离的公式(Berry et a1．，1967)而专 门设计的用于小样本的校 正公式(Green et a1． 

1976)来计算参加本文分析的各群 体之间的 MMD (MeanMeasure ofDivergence)距离系 

数．这种统计方法与国内常用的欧氏距离系数的主要差别在于欧氏距离系数用于计算由定 

量数据 (如颅骨测量值)代表的人群问的亲缘关系。而 MMD 则适用于 由非测量性状的 

频率数据 (如颅骨 和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来计算群体之间的生物学距离。G m 和 

Suchey提出的适合于样本例数较少情况下使用的校正公式对于考古发掘材料的特点有着 

特殊的意义。在 MMD 系数的基础上．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并绘制出 

反映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树状图。 

3 结 果 

3．1下王岗．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表 2与表 3分别显示了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下王岗、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及其 

他亚溯地区人类群体的分布情况。通过对比分析这两张表中牙齿形态特征 数据的分布，可 

以得到反映下王岗、庙子沟所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一些有 

价值的信息 ．表 2列 出的 8项牙齿形态特征是 Turner提出的鉴别 区分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种牙齿特征类型最有价值的指标。根据 Turner的观察．这 8项特征在亚洲 

地区人类群体的分布规律是除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外．其余 7项特征的出现率在东北亚人 

类均高于东南亚人类。而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在东南亚人类出现率较高，被认为是体现 

Sundademy牙齿特征 简单化的证据之一。表 2数据显示：下王岗和庙子沟新石器 时代人 

类 8项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大多与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亚洲东北部人类接近．而与具有 

Sundadonty特点的东南亚人类差别较大。这一点在铲形中央 门齿 、双铲形中央门齿 上 

颁第一臼齿釉 质延伸、下颌第一臼齿转向皱纹和三根下颌第一臼齿 5个特征的频率分布上 

表现尤为明显．这五项特征的出现率在下王岗和庙子沟太多高于 Sinodonty的平均出现率 

(仅双铲形 上颌中央 门齿 的出现率在下王 岗为 52，7％， 与 Sinodonty的平均值 55．8％接 

、J 』 善 蔓 叶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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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并与东北亚地区其他人群的出现率接近，而与东南亚人类相差较大。与东北亚地区各 

其他人群 比较，下王 岗和庙子沟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安阳殷墟之间在多数牙齿形态特征的 

出现率上更为接近．另一方面，这两批新石器时代人类在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上又呈现出 

一 些独 自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上颌第三臼齿退化和四尖型下领第二臼齿这两项特征上。这 

两个特征的出现率在下王岗和庙子沟分别为： 

M 退 化 

M 四尖型 

下 王 岗 庙子 沟 

16 2％ l 5 4％ 

27 6％ 18．8％ 

Sinodonty 

平均值 

32．4％ 

1 5．5％ 

Sundadontv 

平均值 

l6．3％ 

30．7％ 

囊 2 8项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的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is dental morphological trait frequencies in some Asian populations 

注-除下王岗和庙于掏外·其杂数据引自 Turner(／990) 

1 Xiawanggang； 2 M iaozigou； 3 Anyang；4 S China； 5 Hong Kong； 6 Lake Baikal； 7 M ongol
， 8 Ja n． 

9 Am ；】0 Siberia；1I Innuit；12 Aleut；I 3 Buriat；【4 Early Thai；I 5 Re~nt fhai； 16 M yanmar；I1 Early 

M ainy；18 M alay-Java；19 Kalim a~an；20 Philippine；21 PreTaiwan；22 Jomon；23 Ainu；24 Cambodia~La0s 

2 5 Early Laos-Vict．26 And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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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8项牙齿形森特征的出现辜在亚洲地区 17人类群体的分布 

The dlstribu6on 0f28 de~ntal morphologica|trait frequencies in Some^shn pot~latlons 

(续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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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庙子沟的 M 2四尖型出现率 与 Sinodonty接近外，其余各项数据均与 Sinodonty偏差较 

大，而接近于 Sundadonty 作者与朱泓合作研究庙子沟这批牙齿材料时，注意到了这一 

现象．考虑到庙 子沟样本例数较少，作者当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可能与样本例数过少 

造成的抽样 误差有关 (刘武等， I995) 但用于本文观察这两个特征的下王岗样本例数分 

别为 l1 I和 1 56，因此难以再用样本例数来解释这一现象．此外．杜百廉和范天生在下王 

岗遗址发掘时对这批材料 进行的初步研究 (杜百廉等， 1989)统计了 M 先天缺失率为 

I4_1％，与本文作者的观察结果接近。对与本文牙齿标本属于同一批材辩的下 王岗新石器 

时代人类头骨特 征的研究指出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头骨除具有华北人类头骨的基本特征 

外，呈现出南亚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 (张振标等，1989)．这也许与下王岗牙齿特征显现 

的某些接近东南亚人类的现象有关。但这还不能用 解释 M 退化在庙子沟出现的偏差。 

从表 3数 据分布可 看 出：陈上述的 8个特征外，其余牙齿形态特征仍在不同程度上 

呈现出亚洲地区人类 群体南北之间的差异。I 扭转、I 中断沟，I 齿结节 M 原副尖 ， 

M 远 中三角蝽 M 单根等在下王 岗、庙子沟等 东北亚人类出现率较高；而较高出现率 

的 M 第五尖 M 卡氏尖、M 三根、M 2Y型、PlTome氏根等则代表着东南亚人类。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六尖型 M-和 M】第 七尖这两个被埴原和郎认为是代表 蒙古人种牙 

齿复合体 的典型特征在下王岗的出现率较低，而在庙子沟则相对较高并与其他东北亚人 
1  

类接近。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作者观察的下王岗与庙子沟两批代表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人 

类的牙齿形态特征本多与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亚洲东北部地区人类接近．而与东南亚人类 

相差较太． 

3。2统计分析 结果 

根据表 2的 8项牙齿形态特征和表 3的 27项牙齿特征的出现率 (I 扭转在庙子沟组 

数据缺失)分别计算的表示亚洲地 区各人类群体之问亲缘关系的 MMD 系数显示：下王 

岗和庙于沟与其他东北亚人群之问的 MMD 值大多小于他们与东南亚人类之问的 MMD 

值。由 8项牙齿特征计算 的 26个亚洲地区人类群体之间的 MMD 值中．下王岗与庙子 

沟、华南 ．香港、安 阳、贝加 尔湖，蒙古、 日本、阿穆尔河、西伯利亚、因纽 特、阿 留 

申、布里亚特等东北 亚人类之间的 MMD 系数在0．064I-0．2207之间，而与东南亚各人群 

之间的 MMD 系数在 0．21 30—0．7076；根据 27项牙齿形态特征在亚洲地区 17个人群的 

分布计算的 MMD 值中，下王岗与东北亚各人类群体之间为 0．O949一O．2083；与东南亚 

各人群之问为 0．i633—0 4255。庙子沟与亚洲地区各人类群 体之问的 MMD系数也呈现 

出类似的分布趋势。这表明我国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与亚洲东北部地区不同时代的人类群 

体之问的亲缘关系较与东南亚人类 更为密切。另外 ，我们还可 注意到在 26组对 比时， 

下王岗和庙子沟与安阳之问的距离系数分别为 0．064l和 0 0739，为这砖组标本与各组之 

问的最低值 在根 据 17组 27项特征计算的 MMD 系数 中，下王岗 与庙子 淘之 间为 

0．0949，同样是最低的数值。这表明这 3组之间的密切关系 。 

图 I与图 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亚洲地区人类群体按牙齿形态特征可 分为两大类 

群。图 1上半部包括全部东南亚人类加上 日本的绳文和阿伊努人。香港和台湾史前人娄 也 

归人东南亚类型；所有亚洲东北郭人类则 位于图 I的下半部。其中下王岗 安阳和庙子淘 

三者结合最为紧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华南并人了东北亚类型。图 2聚类分析结果与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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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17个亚洲人类群体按 自然地理分布分为两个类型 下王岗和庙子沟与其他东 

北亚人类聚合在一起．同时两者之间也呈现出比与其他人群更为密切的关系。在这张图 

中，香港和华南组与东北亚各人群聚合在一起，而史前台湾组仍归人东南亚人群。 

早期泰国 [a rIy Thal 
早期老挝一越南： LaJs—Vi E} 
马来 爪哇 Lay—J a 

加里曼丹 IaII mantar． 
菲律宾 FhÏ ppI nf 

史前台湾 PI e]t l s Taiv,,a 
香 港 】J0 j 3~or$ 
现代泰国 R e0ent[hai 

煮哺寨 老挝 ]ambod̈ 1 Jm s 
绳 纹 J 0m： 

缅 甸 !~yanma r 

9目伊努 î nu 

早期马来半岛 ￡a r y”a Lay 

安达曼 And e,m~n 

下王岗 xi awan!l g 【l I 
安 l5日 n̂y＆1j 

庙子沟 】aZZi 9 OU 
华 南 5卟i na 

布里亚特 ri a． 
见加尔湖 L ke kaI 

蒙 古 M： 【 
日 本 J an an 

困纽特 J n i，1 

留申 l̂‰} 

西伯} slⅢ⋯  

l呵穆 讨可 Amu r 

图 1 根据八项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计算的 MMD 系数进行聚类分析绘制的反 映亚illI地 区人类群体 

亲缘关系的树状图 

Dendrogram of clt~ter analysis by M MD for affinities ofAsian populations based oil frequencies of 

dental morphological traits 

以上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人类与东北亚各人群之间具有较东南亚 

人类更为密切的亲缘 关系。下 王岗，庙子沟与安阳等东北亚人类构成一个 太的人类群体系 

统．与之相对应的是东南亚人类 华南地区的香港 华南及史前台湾组在统计分析上呈现 

某种居中状态，提示这两种类型之问存在过渡类型。这一结果似乎也支持 Turner提出的 

东亚地区存在 由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种牙齿形态类型代表的两个人类群体系统的 

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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醵西 。麓 丁—一  东马来 ：ls：MaIly —。。 
史前台湾 

现代东南1哐 
期东南皿 

泰 国 

早 马来 
绳 文 

王岗 

庙子 

Lt 本 

香 港 

华 南 
华北 蒙占 

贝加尔湖 
西l'R,l：-II亚 

尔 

图 2 根据 8项牙齿形态特征出现率计算的 MMD 系数进行聚类分析绘 制的反 映亚洲地 区人类群体 

亲缘 关系的 树状 图 

Dendrogram ofcluster analysis by M M D for affinities ofAsian populations based on frequencies of 

den~l morphological traits 

4 讨 论 

4．1关于亚洲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两种类型 

本文作者观察的下王崩和庙 子沟两批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 28项牙齿形态 特征的出现 

率大多与亚洲东北部各人群接近，而与东南亚人类相差较大 。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釉 

质延伸、下颌 臼齿转向皱纹、三根型下领第一臼齿、上颌门齿中断沟、齿结节、原副尖等 

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下王岗、庙子沟及其他东北亚人类较高。从而证实大多数牙齿形态特 

征的出现率在各人类群体有着不同的分布，通过对比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得到反映人类群体 

间相互关系的信息。统计分析也证明了下王岗和庙子沟与东北亚人类之问的密切关系并揭 

示了由牙齿特征所代表的两个人类群体系统．对亚洲地区人类群体颅骨、牙齿和活体测量 

的其他研 究 【Brace P￡at．，1990；Li et口j．199I：Pietrusewsky，1990；Hanihara，l993；刘武 

等，l994)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对这一地区人群的这种二元划分 。由此作者认为根据牙齿 

形态特征而确定的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种类型及其所代表的两个亚洲地区人类群 

体 系统 是一 种客观 存在 。关 于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种类型牙齿特 征 的分 界 区域 到 

目前为止 尚没有非常明确的定论。Turner的研究数据显示华南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 

出现率常处于 Sinodonty和 Sundadonty的中间状态。他认为这一方面表明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种牙齿特征类型之 间存在着重叠过渡的中间区域，另一方面则提示华南很 

} a  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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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这两种类型的分界线。Turner还指出目前可供观察研究的华南地区人类牙齿标本 

都是近代或现代的华南居民，这些标本本身存在着北方居 民基因的影响。可以设想，如果 

采用更为早期的华南人类牙齿进行研究，他们会呈现出与东南亚人类更为密切的关系。本 

文研究显示华南地区人类在与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种牙齿类型的关系上，似乎更 

接近于 Sinodonty。作者认为对于 Turner提出的华南地区是 Sinodonty和 Sundadonty分 

界线的观点在本研究还无法得到肯定。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对更多的华南地区人类牙齿 

标本，尤其是早期华南居民牙齿的研究 

4．2一些牙齿形态特征在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表现特点及演化趋势 

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牙齿特征时描述了铲形门齿、齿结节等牙齿特征在北京猿人及 

现代华北人的表现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演化趋势。Turner也根据他本人对亚 

iIII地区不同时期人类牙齿的观察就一些牙齿形态特征的分布特点及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无疑对于探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 

作者在观寨下王 岗和庙子沟两批华北新石器 时代人类牙齿标本时特别注意了一些牙齿特征 

的表现特点并对 比观察了在我国境内发现的部分早期人类牙齿化石标本． 

双铲形门齿 UI Double shore] 

本世纪 30年代、魏敦瑞描述了上颁门齿齿冠舌侧的铲形结构 (即铲形门齿)在北京 

猿人和现代华北人均有出现并且提出这种相似性可能提示北京猿人和现代华北人之间存在 

某种演化上的连续性 。以后在 中国境内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铲形 门 

齿，所以这一特征被国内学者视为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的典型证 据。但是，魏敦 

瑞 当时没注意到出现在上颌 门齿齿冠唇侧的铲形结构，印 双铲形门齿 Dahlberg(1951) 

和 Turner(1987，l990)先后描述过这一特征，尤其是 Turner注意到了双铲形门齿在种族 

及群体识别上的意义，指出这一特征在蒙古人种，尤其是亚洲东北部人类具有较高的出现 

率和表现程度，被列为区分 Sinodonty和 Sundadonty的 8个关键特征之一。 

本文作者观察的下王岗和庙子沟两批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标本双铲形上领 中央门齿的 

出现率分别为 52．7％和 57 9％，与 Sinodomy的平均值 55．8％和大多数东北亚人类出现率 

非常接近，而高于 Sundadonty的平均值 22 7％和大多数东南亚人类的出现率。这一特征 

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人类之问差别非常显著并且两者之间的交叉重叠也不大 此外，作者在 

观察时还注意到所有在齿冠唇侧面呈现铲形结构的上颌门齿其齿冠舌侧也同时具有铲形特 

征，而舌侧呈现铲形结构的门齿其唇侧未必 一定为铲形。所以上颌门齿出现唇侧铲形特征 

形就意味着其齿冠的唇舌双侧均呈现铲形结构 从这种意义上讲， 双铲形 门齿 确实意 

味着齿冠的唇舌两侧均呈现铲形结构。但根据 Turner的标准，双铲形门齿仅指出现在齿 

冠唇侧面的铲形特征。为进一步探讨这一特征的演化过程，作者观察了在我国境内发现的 

部分早期人类牙齿化石标本和模型。结果见表 4 

以上结果表明：上颌门齿唇侧铲形结构．即双铲形门齿这一特征在距今几十万年前的 

直立人阶段就开始出现井一直延续到此后人类发展的各阶段。其表现形式也似乎一直没有 

发生变化，即双铲形门齿均出现于具有铲形门齿结构的牙齿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 

属于直立人阶段元谋人 北京人和郧县人虽然也出现有双铲形门齿特征，但表现程度极 

弱．(2)发现于我国南方智人阶段的柳江人和桐梓人门齿没有出现双铲形结构，而北方地 

区的丁村人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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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4 铲 形门齿和双铲形门齿在部分早期人类牙齿化石的出现情况 

The nc ea r~L'e of sIIovel incisor and doub~ sIIOVel incisor 

ORthefossilteethofsome early humansinChina 

综合前面的分析，作者认为双铲形门齿的形成应晚于铲形门齿，至少在直立人阶段以 

后．随着人类的进化呈现 日趋明显的群体差异 虽然由于早期材料太少，目前还不能确定 

其演化规律，但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一特征与铲形门齿一样 已成为代表蒙古人种．尤 

其是东北亚人类的典型特征．由于双铲形门齿几乎无一例外地与舌面铲形 门齿并存，这一 

特征对于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演化至少与铲形门齿具有等同重要的意义 

上领门齿中断沟 UI Interruption groove 

这一首先 由 Turner(1967)系统研究 的特征表现为一个出现在齿冠舌侧的细沟状凹陷 

穿越齿冠与齿根交界 区域或沿近远中边缘蜡分布。多见于上颌侧 门齿，其形成机制还不清 

楚．Turner的观 察坑计 显见于 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 征的东北亚人类 。 

本文 作 者观 察的 下 王 岗和庙 子 沟两 批标 本这 一特 征 的出现率分 别 为 46．2％ 和 

75．O％，与西伯利亚，阿穆尔河、贝加 尔湖 华北一蒙古、 日本等各东北亚人类接近并 

高于东南亚人类。华南为 27 3％，与东南亚各人群接近：而香港和史前台湾两组分别为 

42．8％和 53．3％，偏向于 Sinodonty。由此作者认为上颌 门齿 中断沟的出现率在我国华北 

新石器时代人类 已呈现出与亚洲东北部人类相一致的分布并有别于东南亚人类。在作者观 

察的部分我国境 内发现的早期人类牙齿化石及模型中．元谋人右上颌 中央 门齿和丁村人右 

侧上颌侧门齿(PA73)出现有这一特征。这表明上颌 门齿中断沟在直立人 阶段就已出现， 

经过智人阶段一直延续到现代人。由于早期标本过少，目前还难以就丁村和元谋这两个不 

伺时代分别位于 中国北部和南部的标本部出现中断沟来评估这一特征形成和演化的具体过 

程 ． 

齿结节 Tuberc．1lum dentale 

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牙齿化石时详细描述了出现于上颌门齿及上颌犬齿齿冠舌侧面 

的齿结节和指状突结构并与现代华北人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表现程度明显 的齿结节和指状 

突结构是 一种 原始性 状 随着 人类进化，这一 特征逐渐减弱直至 消失 。但 他 同时又指 出在 

某些情况下齿结 节在现代人还可能出现并且表现程 度明显，但已不具有种族识别意 义 

(Weidenreich，l937)．上颌侧门齿齿结节在本文作者观察的下王岗和庙子沟两批标本的出 

现率分别为 35．9％和 45．0％，与大多数东北亚人类接近，高于东南亚人类 。但这一特征 

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重叠范围较大。此外，作者在观察时注意到齿结节这一特征在下王 

岗和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上太多表现为出现于舌侧的纵行嵴状结构或不同程度的小 

游离结节。极少出现明显的指状突结构。作者认为随着人类进化，齿结节这一性状的表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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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基本规律是这一特征的表现程度减弱．仅呈现为檄细的蜡状结构 

或不同程度的小游离结节。而指状突则基本消失。此外，至少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种特 

征的出现率在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的分布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别。所以，魏敦瑞关于这一性 

状在现代人群中的出现率不具有种族识别意义的观点在本研究不能得到支持。 

釉质延伸 Enamel extension 

这一特征的出现率在下王岗、庙子沟、安阳等东北亚人群明显高于东南亚人类。两者 

之 问 交 叉 重 叠 范 围 也不 大 。故 此 M’釉 质延 伸 被 Turner列为 区分 Sinodonty和 

Sundadonty的 8个关键特征之一。对 比表 2、表 3数据可以发现：釉质延伸在东亚地区 

各人群的分布除上面提到的南北差异外，时代变化也十分明显。早期东南亚人类一般较现 

代人群 出现率为低。如这一特征的出现率在表 2的早期泰国、早期马来、早期老挝／越 

南、表 3的早期东南亚和早期马来均 比分布于相同区域 的现代人群为低 。Turner认为釉 

质延伸在亚洲东北部人群的高频率分布是早期东南亚人类在 向北扩散过程中由于遗传漂变 

作 用所 致。 

本文作者观察了在我国境内发现的部分直立人和智人阶段的人类牙齿化石标本，尚未 

见有这一特征的出现。虽然目前还不能排除可供观察的标本过少所造成的偏差，但作者推 

测釉质延伸很可能出现于人类进化的较晚阶段．是解剖学上现代人的后期才出现的特征。 

第三臼齿退化 M3 Peg／Reduced／Congenitalabsence ． 

Turner认为第三 臼齿钉形、缩小和先天缺失是表明牙齿退化的一种连续眭变化。所 

以他将这三个性状台并一起作为一个表示牙齿退化的综台特征来考虑并确定上领第三臼齿 

为观 察 部位 。 他 的观 察数 据 显 示 M 退 化多 见于 Sjnodonty。 他 对此 解 释 为这 是 

Sundadonty保留早期原始特征的例证．同时也表明这一牙齿形态特征在 Sinodonty的高 

出现率并非是由于适应环境的选择作用所致，而是由于遗传漂变作用所致 、因为一般认为 

第三臼齿的存在是增加牙齿质量、延长强化其功能的适应性 变化。然而本文作者观察的下 

王岗和庙子沟两批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 M 退化的出现率仅为 I6．2％和 1 5 4％．大太 

低于 Turner给出的 Siriodonty平均值 32、4％和表 2、表 3所列的大多数东北亚人类的出 

现率，而接近于 Sundadonty的平均值 I6．3％和东南亚人类．虽然庙子沟样本数(I3)偏 

少，但下王岗拥有足够 量的样本．可以排除抽样误差的影响。前 面提到杜百廉和范天生 

(1989)对与本文 同属一批材料的下王岗标本的观察显示：M 未萌出者为 14、I％，M 为 

10．0％，与本文观察结果相近。虽然这两个数字只是包括了第三臼齿未萌出的例数，而设 

有记载第三臼齿缩小和钉形齿的出现情况．但作者发现本研究记录的 M 退化数据中，绝 

大多数为先天缺失．而 钉形和缩小仅占极少部分．所以，由此而引起的误差估计不 会太 

大。由于判断 M 缺失一般不会发生错误，那么 M 退化在本文观察的下王岗和庙子沟出 

现率偏低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本文作者观察时掌握的钉形和缩小标准与国外学者有偏差所 

致．此外．对这批材料头骨特征的研究 (张振标等．1989)发现这批头骨材料呈现出南 

亚蒙古人种 的某些特征。这也许 与下王岗牙齿特征显现的某些接近东南亚人类的现象有 

关。但作者认为 目前还不能排除另外一种解释 。这一解释的依据是：(I)有研究 (吴汝康． 

1964)证明距今 65万年 的蓝田猿人下颌骨上的第三臼齿先天缺失：(2)本文作者亲 自观 

察了柳江人头骨并经 x线透视证 明柳江人右侧 M 先天缺失。蓝田人和柳江人其年代也 

都早于 Turner提 出的 Sundadonty可能形成 的最早年代 3O00O一40000年。另外，Turn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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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为柳江人有可能是 Sundadonty的祖先．如果基于这样的考虑，出现在蓝田人和柳江 

人 的 M 3先 天 缺失 就难 以用 Turner的学说 解释 。(3)其 他观 察数据 (Turner，1990； 

Brothwe11． I9631表明 M3先天缺失在蒙古人种出现率较高。因而，我国学者(Wu，1986) 

认为蓝田狼人第三臼齿的先天缺失及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蒙古人种出现率较高是反映人类 

演化在形态上有地区连续性 的证据之一。本文作者认为有关第----El齿退化的产生机制及其 

在解释人类演化上的意义的不同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下颌臼齿转向皱纹 Deflecting wrinkle LM 

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牙齿特征时就注意到了这一出现于下后尖上的结构。埴原和郎 

(Vlanihara．I9641和 Turner的观察研究显示这一特征在蒙古人种，尤其是东北亚人类具有 

较高的出现率．本文研究表明 M．转 向皱纹在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拥有较高的出现率 (下 

壬岗 60．3％，庙子沟 100．0％)并与大多数东北亚人类接近。在作者观察的部分我国境内 

发现的早期人类牙齿化石中，磨耗及保存状态可供观察的北京人 丁村人和沥川人下领 臼 

齿均出现有这一特征。作者认为：下颌臼齿转向皱纹这一特征与铲形门齿一样是出现于我 

国境内发现的扶直立人到现代人各阶段人类牙齿的共同特征。 

三根下颌第一日齿 3-rootsMI 

表 2和表 3数据显示：三根型 Ml在东北亚人类和东南亚人类之间差别非常显著．前 

者此特征的出现率大大 高于后者 Turner指出由于迄今尚没有文献记载三根型 M】出现 

于非人灵长类，也投有这一特征出现于南方古猿、直立人、尼人和其他化石人类 的报道， 

三根型下颌第一臼齿是在解剖学上现代人才具有的特征。一般认为人类进入澳洲大约在距 

今 30000--40000年前，其祖先可能来 自东南亚。Turner发现澳洲土著人三根型 M l的出 

现率(5．2％)与东南 亚人类非常接近，进而提出三根型 M，以基 因突变的形式形成于大 约 

三万年前。其出现率在东南亚一直保持在 10％左右．随后，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 

东南亚人类向北扩展，由于选择或遗传漂变的作用而造成了东北亚人类具有较高出现率的 

三根型 M1(Turner，l971，1987，19991。 

本文作者根据对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的观察对以上观点提出疑问。 3O年 

代魏敦瑞所观察描述的北京人 M 确实只有两个根。但本文作者观察了 1959年在周 口店 

发现的人类下颌骨化石(PA86)。这一下颌骨的右侧第一臼齿已经缺失。但残留的齿窝显 

示这一牙齿有三个根。这表明三根型的下颌第一臼齿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存在。所 以，这 

一 特征仅见于解剖学上现代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但这一特征在新石器时代 以后的人类 群 

体之间的差异，即东北亚人类具有高出现率的三根下颌第一臼齿的事实仍不可否认。对于 

这一现象产生的机制则需要提供新的解释。 

四尖型下颌第=臼齿 4--cusps M2 

这一特征表现为下次小尖(Hypocgnulid)完全缺失。根据国外学者附研究，四尖型的 

M，在东南 亚人类拥有较高的出现率，表明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简单化 而东北亚人 

类 以五尖型下颌第二臼齿居多 本研究结果显示：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与其他东北亚人 

类群 体一样四尖型 M 出现率(18．8％)较低，但下 王岗标本的出现率为 2"7．6％，与东南 亚 

人类接近。作者观察的我国境 内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中，含有下领第二臼齿的有：北京人 

(PA70)、淅川人(PA533，PA534)、丁村)L(PA74) 这四枚牙齿无一例外地都是五尖 型 

对下王岗可供选择的解释是受到来 自南部基因交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对颅骨特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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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到支持。而地理位置更为偏北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特征的表现也许可以解 

释 为一种牙 齿特 征的继承性 。但这样一个结 果的确切 涵义 现在还 难 以肯定 。 

以往的许多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某些牙齿形态特征的时代变化趋势并试图揭示其形成机 

制和演化规律。虽然这样的探索性研究距离彻底阐明有关问题还相差甚远，但初步的研究 

成果已被一些学者用于论证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问题 。如 出现于我国境内发现的各阶段人 

类牙齿化 石上的铲形 门齿一直是支持 中国古人类连续性进化 的证据 之一 。另一方面， 

Turner等国外学者也利用对牙齿特征演 化的研究来支持 与多地区连续性进化不 同的现代 

人起源模式。本研究对人类牙齿形态特征时代变化及演化趋势的分析表明：国外学者对一 

些牙齿形态特征形成及演化规律的研究结果及其解释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说服力。本研究 

揭示出了一些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现象并提出了初步的看法。可以预计，随着对这一问 

题研究的深入，牙齿形态特征在阐明现代人起源与演化过程的研究方面必将发挥更为重要 

的作用。 

4．3 Sundadontv和 Sinodonty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 

根 据本文 提供 的资料 及国外学者 的研究成果 ，东亚地 区人类群体 似乎 确实存在 

Sundadomy和 Sinodonty两种不同的牙齿形态特征类型及与之相对应的两个人类群体系 

统．对这一地区人类颅骨形态及测量特征的研究(Brace and Hunt，1990；Brace e￡a1．1989； 

Li et a1． 1991：Pietrusewsky，1990)也支持这样的分类。然而，如何理解这种牙齿形态特征 

差异产生的机制及-Sundadonty和 Sinodonty两者之问的相互关系在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 

观点．从而导致 对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起源的不同解释。Turner(1976， 1979， 1987，1989， 

1990，I992)根据对不同时期 日本人类牙齿特征的研究发现距今 17000年的港川人 和距今 

12000年的绳文时代人类及现生阿伊努人牙齿特征都与东南亚人类非常相似，而弥生时代 

日本人和现代 日本人在牙齿形态特征上接近于东北亚人类．他认为在 日本 列岛居民中同时 

存在 Sundadonty和 Sinodonty两种牙齿特征类型，绳文人和阿伊奴人属于 Sundadonty 

，弥 生人 和现 代 日本人则 归于 Sinodonty类型。 由此 ， Turner认 为 Sundadonty至少在距 

今 1 70oo年以前就已经形成。一般认为大约 300O0年前第一批抵达澳洲的人类的祖先可以 

追溯到东南亚地 区，而这些早期澳洲人及澳洲土著人在牙齿特征上又与 Sundadonty相 

似．另外现代东南亚人类在牙齿特征上与新石器时代或史前时期的早期东南亚人类也非常 

接近而与东北亚人类差别较大．基于以上原因，Turner提出Sundadonty牙齿特征形成于 

距今大约 3。00O一 17000年的东南亚地 区。之后，这种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早期 

东南亚人类沿亚洲大陆架向北迁移，一直到 日本的北海道。在 日本列岛形成了绳文人及其 

后代阿伊奴人。而早期东南亚人类的另一分支在大约 20000年前沿亚洲太陆内陆向华北、 

蒙古等地 扩散。经过选择或遗传漂变的作用．形成 了Sinodonty牙齿形态特征类型。然 

后，经过西伯利亚和白令海峡到 达美洲．形成印第安人．在大约 2000年前的 日本弥生时 

期，具有 Sinodonty牙齿形态特征的东北亚人类从亚洲太陆抵达日本与当地的绳文人发生 

部分溶合形成 了现代 日本人。这就是 Turner根据对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描绘出的关于亚 

洲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模式．最近，埴原和fll~(Hanihara，19911提出的关于 日卒人起 

源与进化的“二重结构学 (Dural StructureMode1)也支持绳文人起源于东南亚的观点。 

然而，吴新智(1987，1988；Wu，1992)对此却持不同的看法。他通过对比颅骨特征和 

复原身高发现港川人与柳江人的相似程度大于港川人与尼阿洞人．绳文人在颅骨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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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与港川人和柳江人接近． 因而．日本港川人应起源于华南．而非东南亚．绳文人很可 

能起源于 日本旧石器时代人类．其祖先同样 来 自华南。绳文人与东南亚人类在一些次级牙 

齿形态特征出现率上的相似可能是遗传漂变所致，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柳江 

人与尼阿人及塔邦人的形态相似性也表明早期东南亚人类的形成受到来 自北方的影响． 

本文研究 结果一方 面显示华北新石器 时代人类在大多数牙齿形态 特征出现搴上与 

Tattler提供的东北亚 Sinodonty基本相一致．同时，国内学者的研究 (韩康信等。I884； 

张振标等，l989)巳经指出包括下王 岗在内的一些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在颅骨特征上呈现 

出某些与东南亚人类相似的特征。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这些相似性的内在涵义，但这种现 

象也许与 Turner提出的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早期东南亚人类 向北扩散造成 的基 

因交流有关．但另一方面，个别牙齿形态特征的表现形式还难 以用 Turner的观 点解释． 

如：(I)作者发现被认 为是解 剖学上现代人才具有的三根型下颁第一臼齿出现于直立人； 

(2)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出现于蓝田人和柳江人；(3)更为重要的是下颁臼齿转向皱纹．双铲 

形门齿和上颌 门齿中断沟等特征呈现出类似铲形门齿的时代特征．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说 ．当然，仅仅根据本文研 究还不可能对上述两种观点进 

行明确的判断．但必须承认，国外学者已进行的一些研究及提出的相应学说还不够 圆满． 

作者认为本文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下王 岗和庙子沟两批 华北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 

特征的观察研究揭示出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并使我们认识到开展系统的牙 

齿人类学研究在探索现代人起源与演化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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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下王 

岗牙齿标本 由张振标先生提供．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多次向张银运及张振标先生请教并讨论 

有关问题．柳江人头骨 X线检查得到北京医科大学 口腔医院放射科的协助。作者在此谨 

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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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NTAL M ORPH0L0GY OF TH E NEOLITH IC 

HUMANS IN N0RTH CHIN A AND ITS RELATIONSHIP 

W ITH M_0DERN CHD ESE 0RIGIN  

u w 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teoanthropotoor．Aca'demia Sinlca．Beifing lOo04 4] 

Summary 

Th。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dental morphology of the neolithic humans in 

north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fh modern Chinese origin．The dental specimen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 the neolithic human teeth fmm Xiawanggang in Hena n pmvince and 

Miaozigou in Inner Mongolia which were observed by present author nle dental 

morphological data o f some other Asian po pulations cited from references were also used in- 

duding  the people ofShang dynasty from Anyang and people of south China．In order to study 

the tempo ral chang es of certain dental traits，some fossil teeth found in China were also used． 

The resultsare asfo[1ows： 

J，The frequenCieS of most dental morpholog3cel tmits of the neolithic humans in north 

China arc口uite similartothose of otherNEAsians and are difierentfrom SE As ians ．．n1isis 

especially true in traits of shovel incisor，double-shovel incisor，enamel extension of upper mo- 

lars．defiecting wrinkle of1owermolars and thr∞ roots oflower first molar． 

2，The temporal changes ofCertain traits were studied by obs erving some fossil teeth found 

in China，Some traits were found to have existed as early as Horno erectus and evolved fill mod- 

ern humans，for example shovel incisor，double-shovel incisor，interruption groove，peg／ re- 

duced／congenital absence ofM3，and deflecting wrinkle．NO fos'sil teeth have enamel extension 

suggesting this trait occurred only on the teeth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The trait of 

three rooIs of lover in,st molar was found on the mandible of H Om0 ereetltS excavated at 

Zhoukoudian in l959． 

3，Statistical analyses show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wo sites have closer bi01ogica1 dis． 

tance witl1 Anyang and other NE As ians than with SE Asians ．Cluster analysis indica res there 

are two po pulation systems in E Asia correspoo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undadonty and 

Sinodonty． 

4．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mentioned above．it 

sceiD．s that Turner's theory of existence of two types of dental morphologica l traits in east 

Asians cannot be denjed．However．some phenomenons revealcd jn this research cann ot be ex． 

plained with his idea．So further research is necessary to demonstrate the formation，relation． 

ship of the two  types of teeth and their roles on modern human origin in this area．The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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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trend for SOniC dental morphological traits indicate：the re— 

search ofdental morphology will help us cladfy the。0ur!；e ofthe o吨in and evolution ofmod 

0rn humans i11 China 

Key words Teeth，Dental anthropology，Dental morphological traits，Neolithic time 

M odern human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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