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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3 

本文采用Turner建立的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分类标准观察研究了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构新 

石器时代人类牙齿的非测量特征并采用由非测量特征的出现率计算人群问生物学距离的 

MMD系数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比了庙子沟与东弧地区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庙 

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在牙齿形态特征上与包括安阳殷墟青铜时代人类在内的弧洲东北部人类相 

近，而与东南亚人群差别较大． 

美键词 牙齿 齿科人类学，非测量特征 

人体非测量特征作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为人类学家所重视，因为这 

类性状同样受到遗传基因控制并且其出现频率在世界各人类群体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分布 

本世纪 60年代 A．C．Berry和 R．J．Berry(1967)对人类头骨的一些非测量特征作了严格的 

定义并介绍了c．A．B．Smith提出的由非测量特征的频率来计算人群问亲缘关系，即人类群 

体阈的生物学距离 (Biological Distance)的公式．此后．Berry定义的头骨非测量性状标准 

及群体间的生物学距离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由于许多研究已经指出太多数的人类牙齿非测量特征 (即牙齿形态特征)受遗传因索 

控制并且具有明显的群体分布差异，所以非测量性状在齿科人类学研究上一直发挥着主导 

作用。近年来国外学者己广泛应用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来探索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如 

Turner(1987，1989，1990)研究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人类群体的牙齿形 

态特征，其中包括 日本绳文、弥生 时代及我国安阳殷墟的头骨标本 ．他发现亚洲及太平洋 

地区人类的牙齿形态特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他分别命名为中国型牙(Sinodonty)和巽 

他型牙(Sundadonty)．Sinodonty主要分布在以中国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亚洲东北部地Ⅸ． 

其 中包括中国、朝鲜． 日本 ．蒙古、西伯利亚以及美洲印第安人。东南亚地区各人类群体 

及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人则具有 Sundadonty的牙齿特征。Turner据 

此进一步论证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为美洲人起源于亚洲的学说提供了牙齿形态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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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此外，包括 Turner在内的一些学者(Turner，1987；Hanihara T．1992a，b，c)根据对 

牙齿非测量特征的研究提出了有关现代人起源的一些新见解。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也被用 

于探索 日本列 岛居民的起源 (Hanihara K，l977；Hanihara K，el a1．，1974；Turner，1976， 

1979，1992；Turner and Hanihara K，1977；Hanihara T，199la，b)． 

近年，国内学者 (王令红，1988；王令红等，1988)也开始进行 颅骨非测量特征的系 

统研究。观察统计了一些头骨非测量性状的出现频率 但没有采用生物学距离的方法进行 

进一步的比较分析．而在牙齿形态特征研究方面，虽有人作过研究 (朱泓．1990，1993； 

张振标，1993)，但也只是统计 了一些形态特征的百分比，并且由于观察项 目较少．标准不 

统一，难以与 国外发表的文献资料进行对 比．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人类学界 的注意． 

最近，张银运 (1993)发表文章详细地介绍了 Berry提 出的 3O项颅骨非测量性状定义标 

准及由非测量性状的分布频率计算生物距离的公式．他建议今后应加强对人类头骨非测量 

性状的研究．基于以上的原因，本文 目的是通过采用 Turner建立的牙齿形态特征观察标 

准及 Berry介绍的生物学距离计算方法来研究内蒙古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的形态特 

征及与其他人群的关系，希望引起国内同行对于进行系统的牙齿形态特征研究的关注。 

1 材 料 与 方 法 

L1 本文所用标本材料 

用于本文研究的牙齿采自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遗 

址 。该遗址 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 ，距今大约 5 500—5 000年 (魏坚，1988，1991)． 

采用同一批材料进行的颅骨及牙齿研究已有两篇报告发表 (朱觇，1993，1994)．作者观 

察的标本包括 9个头骨和 489枚散牙 (上颁 243枚，下颁 246枚)，均为恒齿 ，代表着大 

约 28例个体． 

1．2 牙齿形态特征观察标准 

本研究采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Turner等 (1991)建立的。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齿 科人类学系统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Dental Anthropology System)，简称 

ASU标准．这一标准一共定义了38个齿冠和齿根非测量特征．其中多数特征还附有标准 

参考牙模，用于观察分级的参考标准．限于篇幅，本文难以详细介绍这一标准对每一牙齿 

形态特征的具体定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与本文第一作者联系或参阅 1991年出版的 

由 M．A．Kelley和 C．S Lars~n主编的 《齿科人类学进展》(AdvanCes in Dental Anthro． 

pology)一书。该书利用一章的篇幅介绍 了这个牙齿形态特征标准． 

由于人类牙齿具有双侧不对称性，因此左右两侧牙齿在形态特征表现上有可能不一 

致．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采用何种观察记录方法准确地反映一个群体牙齿形态特征的 

出现频率．通常有三种方法：(1)观察记录单侧；(2)双侧混合观察记录；(3)个体记录法 

(Individual coun0。此外，在样本全部为散牙．难以判定侧别及个体数的情况下，还可采 

用统计某一性状在全部牙齿中出现率的 牙齿记录法 fTooth count)．但由于这种方法不 

能提供样本的个体数及准确的个体出现率，一般较少使用。第一种方法的缺点是当_--侧颌 

骨上的牙齿缺失或磨耗破损不能观察时，造成样本例数过少；而第二种方法由于双侧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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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使得在遗传和统计意义上样本例数不确切．因此本研究采用个体计算法rrurncr， 

1985；Turner and Scott，1977)。这种方法的原则是 ：(1)对每一特征观察并记录_腹侧牙齿； 

f2】2 当双侧表现不对称，一侧为 出现 ，而另一侧为 不出现 时，则定为。出现 ；如果双 

侧都 出现．但表现程度不同时，则按高级别但ln己录．如左侧为二级．右侧为三级 ，则定该 

个体为三级；(3)当一个个体仅存在单侧牙齿 ，而另一但 缺失或破损．不能观察时，则以 

存在的一侧为准并将该个体按双侧对称看待；(4)当双但 对称，表现程度相等时，记 录一 

侧．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强调个体的遗传基础．认为当双侧不对称．一侧 有 而另一侧为 

。无 ，或双侧表现程度不同时，出现侧或高度表现侧代表着该个体的遗传潜力。这样使得 

每一个个体牙齿形态特征的最大表现形式在计算群体出现率时得到体现． 

1．3 统计分析方法 

A．C．Berry和 R．J．Berry介绍的由非测量性状的出现率计算人群问亲缘关系的生物距 

离系数 的公式如下： 

M M D 一 

∑ [( 。．一 ) +_l11] 
月 

式中 ． 和 分别代表第 i个特征在每一群体观察 的总例数。 

，代表用于观察的形态特征 (变量)的个数。 

0=sin (1一P)(P为形态特征的出现频率)。 

Berry将这种计算群体问亲缘关系的距离系数命名为 差异度 (Measure ofDiver— 

gence)(当只采用一个非测量特征进行计算时)． 由于实际上多数情况下计算 这种系数采 

用多个变量特征，则系数由若干个非测量性状在两个群体之间差异的平均值构成，故这个 

系数被命名为 。平均差异度 (Mean Measure olDivergence)。简称为 MMD 。Green和 

Suehey(Green and Suchey，1976)在此基础上又设计 了一个在样本例数较少 (通常指样本 

数小于 4o)情况下计算 MMD 的校正公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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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人群间的亲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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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D = 
1 赢 ( ．+；) ( 。+；) 

式 中 一(1／2)sin一 [1—2K／(Ⅳ+1)3 +(1／2)sin一 [1—2(K+1)／(Ⅳ+1)3 

= 第 i个特征出现的例数 

N=第 i个特征观察的总例数 

本文研究采用 Green和 Suchey提出的校正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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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与 讨 论 

l 庙子沟地点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的形态特征 

表 1列出了27个牙齿形态特征在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中的出现情况。 

表 1 内蒙察右前旋庙子沟新石器地点牙齿形态特征频率 

The dental morpholo~ica!trait frequencies of M iaozigou 

上锤中央 门齿铲型 Shoveling UI! 
N 0 】 2 

l7 0 0 0 0 0 0 

颈中央门齿驳铲范 

N O 

3 

76 

Double-shoveling U 

9 0 0 42 

上颈侧门齿中断沟 Interruption groove U]2 

N 一 + 十／一 一 

20 25．O 75 O 75 O 

上颈侧门齿齿结节 Tuberculum dea~]c UI2 

N 0 1 2 3 

2O 55．0 25 0 20．0 0．0 

4 

17t 

d 

O 0 

d 

O 0 

5 

0 0 

上颈犬齿近中蝽(市须曼犬齿)Mesial ridge UC fBushmen canin~ 
N O 1 2 3 i-3／O一3 

24 】00 0 0 0 0 0 0 0 0 0 

上预犬齿远中副娇 DistaI accessory ridge UC 

N 0 1 2 3 4 

】3 53 9 0 0 38 5 7 7 0 0 

5 

0 0 

．
上颁第一臼齿 5尖型 Cusp UM) 
N O 1 2 3 4 5 

1 8 83 3 0 0 0 0 I1 1 5．6 0 0 

上颈第一闩齿卡 氏尖 Carabelli s cuspUMl 

N 0 l 2 3 4 5 

17 S8 2 O．0 O．0 0 0 0 O lt．S 

6 3-6／[卜6 

O 0 】00．0 

6 

0 O 

6 

0 0 

2-6／O一6 

57 9 

—

6／O一6 

45向 

2-5／O一5 

46．2 

— 5／0—5 

】6 7 

6 7 2—7／0—7 

0 O 0 0 Il 8 

上颁第三臼齿前哥5尖 Parastyle UM3 

N 0 】 2 3 4 5 】一5／O一5 

】8 94 4 0 0 0 0 0 0 0 0 5．6 6 

颈第 臼齿釉质延伸 Enaml extension UM l 

N O 1 2 3 2-3／0--3 

】6 】2 5 6 3 25．0 56 3 8】．3 

上颈第一前臼齿齿根数 (单根上颈第一前臼齿) Root numberUPI(1一root UPI) 

N I 2 】／ I-2 

28 60 7 39 3 60 7 

颈第二臼齿齿报数 (三襁上颈第二臼齿)ROOt numberUM2{3-rootUM 2) 

N I 2 3 3／ l一3 

1 8 0 0 l1 l 88 9 88 9 

上颈 第 

N 

l7 

臼齿趺尖 fHypocone UM2) 

0 1 2 3 3 5 4 5 2-5／O一5 

1 S 0 0 5 9 29 4 29 4 23 5 0 0 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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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第三臼齿退化(钉型缩小先天戢 失)Peg／reduced／congenital absenceUM3 

N 一 + +／+ 一 

】3 】5 4 84．6 I5．4 

下顿第二前日齿舌侧齿尖数 Lingual cusp number LP2 
N 0 】 2 3 2—3／ 3 

23 0 0 I3 0 78 3 8．7 87．0 

下丽第二臼齿沟型 Groove pattern LM2【Y—groove pa： LM2) 
N Y X 十 Y ／Y X + 

l6 】2．5 37 5 50．0 -2 5 

下鲠第一臼齿齿尖数 Cusp number LM 】f6--Cusp LMl1 

N 4 5 6 6／4 5 6 

】6 0．0 68．7 31 3 3】3 

下顿第二臼齿齿尖散 尖型下颈第二臼齿)Cusp number LM2['4"--~usp LM2) 

N 4 >4 4／4 and >4 

I 6 】8 8 8】．2 I 8 8 

下颁第一臼齿转 向皱纹 Deflectingwrinkle LM1 

N 0 】 2 3 2-3／ 0—3 

l3 0 0 0 0 92 3 7 7 l00 0％ 

下觑第一臼齿远 中三角略 Distaltrigonid crestLM】 

N 一 + +／+ 一 

】4 50 0 50 0 50．0 

下颈第一臼齿原副尖 Protosty]id LMl 

N 0 】 2 3 

I 5 46，7 33．3 20 0 0 0 

下顿第一臼齿第七尖 Cusp 7 LM I 

N 0 】 2 3 

1 7 88 8 0．0 0 0 · 5 9 

下顿第一前臼齿 Tome氏根 Tome s root LP1 

N 0 l 2 3 

25 24 0 20 0 28 0 l6 0 

下顿犬齿齿根数 根下顿犬齿)Root number LC口一TOO 

N I 2 2／】-2 

27 96 3 3 7 3．7 

5 6 

0 0 O 0 

— 4／ 0—4 

1】S 

5 I一5／0—5 

0 0 76 0 

下顽第一臼齿齿根数(单根下觑第：=臼齿)Root numberLMI(3一root LMI1 

N 1 2 3 3／ 】-3 

2】 0 0 52 4 47 6 47 6 

下颈第二 臼齿齿根 Root number LM2f卜root LM21 

N l 2 3 】／ l—3 

I8 27．8 72 2 0．0 27 8 

前臼齿牙檀 Odontome U and L PI．2 

N 一 + +／+ 一 

I92 98 4 I 6 I 6 

7 】一7／0—7 

0 0 53 J 

注．由于前臼齿牙瘕出率低，故采用牙齿计数法 

Turner(1987)在研究东北亚地区人类。中国型牙 和东南亚地区。巽他型牙 的差异时将 

这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类型的差异归纳为以 F----点 ：(1)东南亚人类在铲形门齿、双铲形门 

齿等特征上出现率较低并且多为表现程度低的等级。另一方面下颌第二 臼齿 四尖型在东南 

"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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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类又有较高的出现率。东北亚地区人类则具有高频率和高表现度的铲形门齿、双铲形 

门齿等特征．这样就形成了东南亚人类牙齿特征结构相对简单而东北亚人类牙齿特征复杂 

化的区别；(2)东南亚人类保留有人类牙齿古老原始的特征．这一点通过东南亚，̂、类拥有 

较高 出现率的双根上颌第一前臼齿和双根下颌第二臼齿得到证实．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的人 

类上颌第一前 臼齿和下颌第二臼齿多为单根；(3)东北亚人类出现 了一些早期化石 人类没 

有的牙齿特征．如三根下颌第一臼齿和钉形上颌第三臼齿。虽然这些特征也可见 F东南亚 

人类，但 出现率较低． 

表 2 八项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 

的分布及庙子沟与其他亚洲地区人群之间的 MMD值 

The distribution of8 dental morphological trait frequenci~ in。0me 

Asian populations and M M D ~alues ofM iaozi~ou with other Asian population 

中国型牙 

庙 子 沟 

安 阳 

华 南 

香 港 

见加尔湖 

蒙 古 

日 本 

阿穆尔河 

西伯利亚 

因 纽 特 

阿 留 申 

巽他型牙 

早期泰国 

现代泰国 

缅 甸 

早期马来半岛 

马来 ／爪哇 

加里曼丹 

菲 律 宾 

史前台湾 

绳 纹 

阿 伊 努 

Utl Ult UPI UM t M 3 LM 1 LM 1 LM 2 M M D 

铲 形 积铲形 单 根 釉质延伸 退 化 转向皱纹 三 根 四尖型 值 

16 1 5 4 

224 32 6 

66 24 4 

94 31 3 

32 t5 6 

1,17 45 7 

1 30 43 7 

89 4l 7 

239 21 9 

703 l 7 9 

233 25 7 

n ％ n ％ n ％ T3 

44．1 24．7 t5．5 

Turner (1990)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有八项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之间差异非常显著，可用于区分这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类型．这八个特征是铲 

形上颌中门齿、双铲形上颌中门齿、单根上颌第一前臼齿、上颌第一臼齿釉质延伸、上颌 

第三臼齿退化．下颌第一臼齿转向皱纹 (下颌第一臼齿下后尖中间嵴转向)、三根下颌第 

篓 

O  O  O O  0  0  0  0  0  0  

6  3  4  4  B  3  2  2  6  2  2  } l  1  1， 1  

I  l  

8  6  7  4  2  3  9  5  5  5  7  

B  2  6  7  2  4  0  l  3  3  0  

_ - - ： _ - - l  

加 " 暑：如 “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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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臼齿和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在这八个牙齿特征中，前七个在东』E亚人类的Ⅲ现率较 

高，而东南亚人类牙齿具有较高出现率的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表 2列出了这八个爿 齿形 

态特征在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的分布频率，同时也给出了Sinodonty和 Sundadonty的平 

均值 本文重点就这八项特征在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的出现情况加以讨论并与亚洲 

地区其他人群进行对比。 

铲形上颔中门齿和双铲形上颌中门齿 

铲形上颁中门齿无论在 Sirmdonty的平均值或在东北亚各人群的单独出现率几乎都高 

于 Sundadonty的平均值或东南亚地 区各人群的单独出现率 。铲形上颌中央门齿在庙于淘 

的出现率为 100．0％，与 Sinodonty的平均值及亚洲东北部地区各人群的出现率接近，而 

与东南亚地区各人类群体相差较大。铲形门齿的出现率高达 100％，这也许是 由于样本例 

数(17)较小所致。但安阳殷墟拥有足够量的样本(118)，其出现率仍达 89 9％ 这足以说明 

这些数据基本上反映了新石器及青铜时代在我国华北地区人类牙齿具有较高出现率的铲形 

门齿的事实．双铲形上颌门齿表现为门齿齿冠的唇侧出现与铲形门齿类似的结构 这一特 

征在亚洲地区人类的出现率与铲形门齿大致相似，即东北亚人类比东南亚人类拥有较高H{ 

现率的双铲形上颌门齿。庙子沟在这一特征 的出现率为 57．9％，与亚洲东北部各人群及 

Sinodon'Ly的平均值十分接近。无疑，这两个牙齿形态特征是区分东北亚人类与东南亚人 

类的重要性状． 

单根上颌第一前日齿 

与铲形门齿和双铲形门齿不同，单根上颌第一前臼齿出现率的分布范围较小，亚洲地 

区所有人群的出现率均在 50％ 以上。东北亚人类单根上颌第一前臼齿的出现率一般高于 

东南亚人类，但南北人群问交叉重叠范围较大 即便是 Sinodont~的平 均值 (78 8％)和 

Sundadon~ 的平均值(70 6％)两者之问也仅相差 8．2％．包括庙子沟、安用 华南和香港 

在内的四个 中国地区人群这一特征的出现率均在 70％ 以 l卜，低于 Sinodonty的平均值 。 

而地理分布上更北侧的人群，如阿 留申人 、用纽特人以丑西fff利亚和阿穆尔河 (黑龙江) 

等地居民才拥有较高分布频率的单根上颌第一前臼齿。 期的东南亚人类，如年代距今 

4000余年的早期泰国人类、中石器时代的早期马来半岛人类舣根上颌第一前F1齿的出现 

率较高．而在现代东南亚人单根的比率增加，同时出现与东北亚人类交叉重叠的现象．这 

似乎表明上颁第一前臼齿齿根数这一特征在亚洲地区的演化趋势 另一方面提示基因频率 

的随机变化和群体间的遗传差异对此性状有较太的影响．但也 能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 

上颌第一日齿釉质延伸 

釉质延伸通常表现为一个长约4毫米以内，宽约为 l毫米的牙釉质条带突破Ⅱ 常的颊 

侧牙釉质一牙骨质界线，向根尖方向伸延 ．这一特征多见于有齿根分叉的前臼齿和臼齿 

由于上颌第一臼齿几乎均为三根，故采用这个牙齿观察釉质延伸可以消除这一因素的影 

响。上颈第一臼齿釉质延伸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各人群之间差别非常显著．前者在这一特征 

的出现率明显高于后者．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上颌第一臼齿釉质延伸的出现率为 

81．3％．大大高于东北亚地区其他人群和 Sinodonty的平均值．作者认为庙子沟地点用于 

观察这一特征的样本例数仅为 16，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但即便考虑到这一因索 

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上颌第一臼齿釉质延伸的出现率与亚洲 

东北部各人群接近．而与东南亚人类相差较远。 

一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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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颌第三臼齿退化 (缩小、钉形及先天缺失) 

这个项目实际上是 ASH标准中上颌第三臼齿钉形齿和先天缺失两个独立观察特征的 

组合．钉形齿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M 齿冠颊舌径为 7一l0毫米，但仍具有近于 正常的 

臼齿外形时，称之为牙齿缩小；如颊舌径小于 7毫米并丧失正常的臼齿外观特征 (通常咬 

颌面仅存有两个以下牙尖，齿根为单根，牙齿外观呈细圆柱形)，称之为钉形齿。钉形齿 

还可出现于上领侧门齿．牙齿先天缺失可见于上颌侧门齿 下颌中门齿．上颌及下颌第二 

前臼齿、上领及下颌第三臼齿．但以 M 多见。由于一般认为牙齿缩小、钉形齿和先天缺 

失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化，都反映一种牙齿退化的趋势，故将这些变化合并一起作为一个综 

合特征，包括三种表现形式：缩小．钉形和先天缺失。由于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太规模采用 

x光透视确定是否存在 M 先天缺失，这样在 M 已形成但位于颌骨内尚未萌出或有 M 

已形成但终生未萌出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观察误差。但有人(Turner，1990)认为位于颌 

骨内未萌出的 M 实际上也是牙齿退化的一种表现。表 2数据显示上颌第三臼齿退化现象 

在亚洲东北部地 区各人类群体较为普遍 。这一特征在 Sinodonty的平均出现率明显高于 

Sundadonty．但庙 子 沟地 点 M 退化 的出现率 仅为 15．4％，低 于所有东北 亚人 群及 

Sinodonty的平均分布．这似乎难以解释。笔者认为目前唯一的解释是由于庙子沟样本例 

数过少所致． 

下颌第一臼齿转向皱纹 (下颌第一臼齿下后尖中间嵴转向) 

这一特征出现于下颌 臼齿，尤其 以 M 多见。其表现形式为下后尖(Metaconid)的中 

间嵴 向远 中方 向的下内尖(Entoconid)扭转，最终形成一个釉质嵴状结构与下 内尖相连。 

这个特征与釉质延伸不同 容易随着牙齿的磨耗而消失．所以观察最好限于 20岁以下的 

个体．这一 特征最初 由魏敦瑞 (Weidenreich，1937)发现并被认为是蒙古人种 的代表性 

状。这一特征的英文名称为 Deflecting wrinkle，字面上可翻译为 转向皱纹 ．但从其所代 

表的含义也可译为下领第一臼齿下后尖中间嵴转向．表 2显示包括庙子沟在内的亚洲东北 

部人类拥有较高出现率的M。．但庙子沟高达到 100％ 的出现率也许与样本量过少有关． 

三根下颌第一 臼齿 

尽管这一特征的出现率在亚洲人群 的分布范 围仅 40％左右 (6．4％一47．6％，见表 

2)．但东北亚与东南亚人类之间的差异仍十分显著。东北亚人类三根 M 出现率明显高于 

东南亚人类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三根 M 的出现率为 47．6％，与东北亚地区的安阳、 

蒙古及阿留申等人群接近。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三根 M 出现于直立人 或其他化石人 

类的记载，这一特征被认为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才具有 

的特征 (Turner，1987，l990)。 

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 

这一特征表现为下次小尖(Hypocunulid)完全缺失。与转向皱纹一样 ，牙齿磨耗容易 

造成 下次小尖消失而影响观察。四尖型的 M 在东南亚人类拥有较高的出现率。表 2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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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率较低。 

综合以上对八个牙齿形态特征分布频率的分析，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与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亚洲东北部人类牙齿特征非常接近，而与东南亚人类牙齿特征相差 

较大。提示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亚洲东北部和亚洲东南部的人类体质特征已呈现明显的南 

北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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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统计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与亚洲地区人类群体的关系．本文根据八项牙齿 

形态特征的出现率计算了 21个亚洲人群相互之间的MMD系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聚类 

分析，表 2列出了庙子沟与亚洲地区其他人群的 MMD值．可以看出庙子沟与东北亚地 

区各人群之间的MMD值几乎全部小于与东南亚各人类群体之间的MMD值。表明了庙 

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与亚洲东北部地区人类的密切关系。庙子沟与安阳殷墟 之 j的 

MMD仅为0．0739，为庙子沟与所有其他东北亚人类之间的最低 MMD值．表明这两个 

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最为密切．聚类分析结果 (图 1)显示：亚洲地区人类群体根据牙齿 

形态特征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庙子沟与其他东北亚地区人群聚合成一个太的组群．占据上 

半部分；而所有东南亚地区人类及日本绳纹时代人类、现代阿伊努人 香港、史前台湾人 

形成另一组群，位于图 1的下半分支．在图 1上半部分的东北亚人群 ．庙子沟与安阳之间 

聚合最为紧密，而与其他东北亚人群有一定的偏差．这些统计分析结果提示：在参加本文 

统计对比分析的各人群中，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与安阳商代的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笔者 

认为庙子沟与安阳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除与两者在地理上相距较近有关外，年代因素也许 

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参加统计分析的其他东北亚人类都是现代或接近现代的人类群 

体，只有安阳段墟头骨来 自距今 3000余年的商代并与庙子沟在年代上最为接近。另外有 

研究(Turner，1987；1990)指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白新石器时代以来存在时代的变化。这些 

变化可能是导致了本文统计分析出现的较晚时代的东北亚人类与庙子沟及安阳之间偏差的 

原因．不过较为肯定的结论尚需对这一地区更多的早期人类牙齿形态特征进行充分的研究 

后才能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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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泓对属于与本文同一批材料的头骨特征的研究 (朱 泓，1994)发现庙子沟新石器时 

代人类头骨特征与近代华北组最为接近．与我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地区数据对比表明庙子沟 

组与仰韶合并组最为密切．有关学者根据考古资料分析推断：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文 

化的形成是 由于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繁荣发达时期，部分仰韶农人沿着黄河河谷北上开拓 

新的农 田，在河套地区与当地居 民混合共存的结果 (严文明，’1991)。这样的推论似乎可 

以从朱泓对庙子沟头骨的特征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由于目前尚未获得中国北方地区 

不同地点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数据资料，由牙齿特征研究所提供的证据还有待 

于今后的深人研究．朱泓对颅骨的研究还指出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在测量特征上 

无疑应归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范畴 ．他对庙子沟组与亚洲蒙古人种的各区域类型 (该文 

将亚洲蒙古人种分为北亚、东北亚、东亚和南亚四种类型)的进一步比较发现庙子沟新石 

器时代人类在颅骨测量特征上与东亚人种之间比较密切，而与南亚人种之间差距悬殊。其 

基本种族类型应归属于东亚蒙古人种，但同时也可能包含了某些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的体 

质因素 ．这一结论与本文根据对牙齿形态特征研究 的结果都表明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 

体质特征与南亚蒙古人种差异较大。本文采用的对比组群数据包括从接近北极的因纽特 

人、阿留申人及西伯利亚、中国、日本、一直到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Ep度 

尼西亚，基本跨越了整个亚洲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按自然地理区域将这些人群划分东 

北亚和东南亚两大组。这一点与朱泓文中对亚洲蒙古人种的分类有所不同．但本文第一作 

者认为牙齿形态特征研究所揭示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特征与亚洲地区各人类群体 

之间的关系与朱泓对颅骨测量特征分析的结论基本吻合。 

2．3 对亚洲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南北差异的初步认识 

关于亚洲地区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以上提到的对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外．在 

人类学许多分支领域的研究均已揭示东亚地区人类明显分 为两种体质特征类型。如 Brace 

等人(Brace and Hunt，1990；Li el d ．．1989；Pietrusewsky，1990)根据对颅骨和牙齿测量特 

征的研究将东亚地区的人类群体按 自然地理 区域划分 为南北两个组成部分；本文作者之一 

(刘武等．1994)对亚洲地区人类群体活体测量资料的统计分析也支持这种划分．但这种 

南北之间的差异仅仅是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而使人类产生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所造成的地区性 

差异，还是通过这一现象反映出这一地区现代人起源及演化的趋势则是当前研究的焦点． 

Turner根 据对 这一地 区人类 牙齿形态 特征的研 究提 出在东亚地 区存在 Sinodunty和 

Sundadunty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类型，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大的人类群体分支系统．他根 

据一些次级牙齿形态特征在东南亚地区出现率较低及其他一些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情况认 

为 Sundadonty牙齿特征原始简单，而 Sinodonty则复杂特化．作为其证据的几个典型例 

子包括：(1)东南亚地区人类双根上颌第一前臼齿、双根下颌第二臼齿出现率较高，但较 

少有钉形上颌第三臼齿出现．而在东北亚人类上颌第一前臼齿和下颌第二臼齿多为单根， 

并且钉形上颌第三 臼齿现象出现率较高．由于在早期的化石人类上颌第一前臼齿和下颔第 

二臼齿多为双根．钉形上颌第三臼齿并不多见，故此他认为这些现象表明东南亚地区人类 

牙齿呈现一种保持原始古老性状的趋势 (2)三根下颌第一臼齿在东北亚人类出现率较 

高．加之这一特征在化石人类 尚没有出现的记载，提示东北亚人类牙齿具有增加新性状的 

趋势。(3)大多数的牙齿次级形态特征，如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中断沟、齿结节、犬 

齿远 中副嵴 ．釉质延伸、六尖型下颌第一臼齿、下颌 臼齿转 向皱纹、下颌臼齿远 中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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蝽 下颌臼齿原副尖等在东北亚人类 出现率较高．而这些特征在东南亚人类 出现率较低， 

凹尖型下颌第二臼齿在东南亚人类较为多见．这反映出亚洲东北部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复 

杂，而东南亚人类牙齿特征简单 。(4)某些牙齿形态特征的出现率在东南亚的一些人类群 

体，如在早期马来半岛 泰国、老挝与上述三处的现代人群之 间呈现某种程度的时代变 

化．其变化趋势是朝向东北亚的 Sinodonty，即晚期人类在牙齿特征的出现率与早期人类 

相 比， 与东 北 亚人 类更 为接 近 。根 据 以上 这 些发 现 ，Turner认 为 Sundadonty比 

Sinodonty更为古老。这种牙齿形态特征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并早于中国的山顶洞人。然后 

向周围扩散，在亚洲东北部进一步特化形成 Sinodonty牙齿类型．两者之间的分界区域可 

能位于华南．这就是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具有 Sinodonty牙齿特征的亚洲东北部现代人类 

起源于具有 Sundadonty牙齿特征的早期东南亚人类．本文提供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人类 

牙齿形态特征基本上与 Turner描述的东北亚人类 Sinodonty牙齿特征吻合。采用统计分 

析方法与东亚地区其他人群牙齿特征的对比分析也显示庙子沟与东北亚人类，尤其与安阳 

青铜 时代人类关系密切．由此，作者认 为这些结果支持东亚地区具有两种类型牙齿特征的 

论点 ．但由此而论证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形成机制以及在亚洲地Ⅸ现代人起琢上 

的意义．作者尚感证据不足．Turner用于论证东亚地J)‘牙齿形态特征类型的中国华北地 

区材料仅限于现存放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头骨标本．但目前对于 

这批材料所代表 的群体种族类型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韩康信 ，潘其风．1984)。他用于代 

表华南的材料取 自早期去泰国和美国阿拉斯加谋生的广东华工及部分华侨 的墓葬。这些利 

料所代表的标本来源是否准确还无法断定。用于本文研究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牙齿材料采 

自位于中国北部距今 5000余年的新石器时期．其牙齿特征可以为我们研究新石器时代亚 

洲东北部，尤其我国华北地区人类与其他人群之问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但这批标本 

例数过少．币能排除某些牙齿特征的出现率存在有样本抽样误差的影响。对更多的中 北 

方地区不同地点的早期人类牙齿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与古人类研究特别支持费资助项 目。研究所用庙 子沟新右器 

时代牙齿标本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同志提供。存本文写作过程中，多次向 

张银运先生请教并讨论有关问题．作者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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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N-M ETRIC TRAITS 0F HUM AN TEETH 

FR0M  M IA0ZIG0U NE0LrrHIC SITE 

Liu W u 

(Inztfiule of VerlebratePaleontologyandPaleoa~tlhropoloxy，AcademiaSm~ca，Belting 100044) 

Zhu Hong 

(Deparlmenl of A rckaeology Jilin Universfty．Changchun I30023) 

AbsUract 

The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teeth from Neolithic M iaozigou site in Inner M ongolia were 

observed with ASU Dental Anthropology System proposed by Dr Turner．The frequencies of 

morp holosieal traits of M iaozigou teeth show greater similarities with those of NE Asians，es- 

pecially Anyang of Shang Dynisty th an with SE Asians．The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of M M D 

and cluster anlysis indicate that the people of M iaozigou has closer affi nities with NE Asian 

populations．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present study supports the two—fold divisions of 

Sinodonty and Sundadonty among East Asian peoples But some more researches are needed to 

revea1 the mechanism of the above rcsult． 

Key words Teeth，Dental anthropology，Nonmetrie trait，M iaozi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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