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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第安人 阿留申人 华北人和云南人总共 507具头骨的枕骨圆枕发育程度进行观 

察，结果表明枕骨圆枕任一发育级别的出现率在相同人种且性别相同的人群之间并无显著 

差别．枕骨嘲枕的发育程度可以被认为是。遗传标记 ，作者认为在化石人类中枕骨圆枕的 

发育程度会有较大的变异；枕骨卿枕的发育程度不是一个有效的鉴别性状． 

枕骨圆枕是枕骨鳞部骨面上的条带状的骨质增厚结构，大致以最上项线和上项线为 

界．枕骨圆枕最初是由 Ecker于 1878年命名的，其变异情况稍详细的记载可见之于 Fca- 

ner(1939)的著作中．Fenner把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分为 6级：‘缺如 、。檄显 、 小 、 

中 ． 大 和 很大’．可惜 Fenner未给这些分级以任何注释，其分级标准很难得到推广 

应用． 

白魏敦瑞 (Weidenreich，1940)对枕骨圆枕作了演化和功能方面的详细研究之后， 

大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淡化过程中枕骨圆枕趋向减弱，以至在现代的许多人群中这 
一

骨性结构较少见到．非常发育的枕骨圆枕可见之于直立人头骨上，横跨于左、右星点区 

之间．与直立人的相比，智人的枕骨圆枕的隆起程度往往较弱，且在抵达星点之前趋向消 

失．因而，发育的枕骨圆枕往往被视为直立人的性状之一，常被用作对古人类作 种 这一 

分类级别上区分的一个依据． 

近十多年来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铡年结果表明：在距今大约 19—23万年前的这 

段时期内，一类古人类有发育的枕骨圆枕，其发育程度如直立人的；另一类古人类有较弱 

的枕骨圆枕，其发育程度如智人的．对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意味着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很可 

能同时存在过 (张银运， 1988；Zhang Yinyun，1991；Chert Tiemci and Zhang Yinyun。 

1991)．若果真如此，则有关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祖裔关系的传统观点就成为可疑的 

了．但是，如依智人是由直立人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一传统理论来看，即使测年的结果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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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话，上述现象只不过意味着枕骨圆枕在古人类中有比以往所知的更太的变异而已，枕 

骨圆枕的这些变异可被认为是骨骼受到项肌拉力而引起的适应性变化． 

确实，学术界对枕骨圆枕性质的认识并不一致．较早的，如 McCown和 Kcith，在 

1939年认 为枕骨圆枕与颞线类似，代表肌肉附着的位置；较晚近的，如 Dcmas和 

Hhak，分别在 1977年和 1983年认为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是与肌肉拉力有关，是与头型 

等因素也有关系 (详见：Caspari，1991)．依据这些意见，枕骨圆枕就不一定是。遗传标 

记 ．此即意味着枕骨圆枕不能作为一个鉴别性状． 

本文拟对若干组现代人类的枕骨圆枕的变异’睹况作一观察，进而对枕骨圆枕作为分类 

学上的一个鉴别性状所能起的作用予以评估，以期为早期智人起源模式的探讨提供有用的 

线索． 

材 料 和 方 法 

本研究所用的人类头骨标本共计 507具，包括南达科他印第安人头骨 112具、阿留申 

人头骨 106具、云南人头骨 176具和华北人头骨 1 13具．这些头骨皆为成年，发育正常和 

保存良好的头骨． 

南达科他印第安人头骨和阿留申人头骨系美国史密森研究院人类学系收藏的标本．这 

些标本伴有体骨，可作性别鉴定的依据，故有现成的性别鉴定记录．从收藏单位得知，本 

研究所用的 112具印第安人头骨中，男性的为56具，女性的也为56具：在 106具阿留申 

人头骨中，男性的为 53具，女性的也为53具． 

云南头骨标本和华北头骨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有现 

成的性别鉴定记录。在 176具云南标本中计有男性的 104具，女性的72具。华北头骨标 

本 113具则皆为男性的． 

这样，全部 材料包括 4组男性头骨和 3组女性头骨． 

记录每一头骨标本的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分为 4级： 

on：无枕骨圆枕发育．最上项线不可辨，上项线分明或不清楚．最上项线与上 

项线之间的骨面与相邻的枕平匾和项平面的骨面浑然一体。 

1级：浅薄的圆枕——最上项线呈印痕状，与上项线界成一浅薄的骨性微隆．或 

丘状圆枕一 最上项线仅在靠近中矢面处显示，与上项线界成一左一右的 

丘状微隆． 

2级：发育的圆枕．最上项线明显且稍隆起于骨面，上项线两翼明显突出且延向 

星点．最上项线和上项线界成一发育的骨性隆起． 

3级：很发育的圆枕．最上项线很明显且隆起于骨面，与枕平面骨面界限清楚。 

上项线两翼明显突出且延向星点，与项平面骨面界限清楚。最上项线与上 

项线界成一很粗壮的骨性隆起． 

本文所用的 (R×c)表的 检验公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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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总例数， 厂一各方格中的实际频数， 和 厂一分别为与某格实际频数 

(A)同行、同列的合计数． 

为检验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与头型等的关系，对每例标本作了9项测量．这 9项测量 

包括：颅长 (g—op)、颅宽 (eu—eu)、颅高 (ba—b)、星点问宽 (as卜·ast)、枕矢状弦 

(】_0)、人字点至枕外隆凸点弦长 (卜 i) 枕外隆凸点至太孔后缘点弦长 (i一0)、人字 

点至星点弦长 (】_ast)和人字点至星点弧长 (arc】_ast)．各测点定义依 《人体测量方 

法》(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1984)，唯枕外隆凸点例外．枕外隆凸点依 Caspari 

(1991)之定义，取颅骨正中矢状面上与上项线向内向下转折处水平相当的一点，即所谓 

的高位枕外隆凸点 (highest inion)． 

由人字点至枕外隆凸点弦长 枕外隆凸点至大孔后缘点弦长和枕矢状弦长可推算得枕 

骨曲角 ( 1一i—o)．同样，由星点间宽 左侧的和右侧的人字点至星点弦长可推算得 

ast一 1一 ast。 

由上述测量值还可计算得颅高指数 ( ×lOO)、颅长宽指数 (eu--eu×100) 颅 
gm op g-- op 

宽高指数 (
e

13

u

a

一

--

cu

D oo)
、
枕骨长宽指数 ( l=mO— x loo)

st ast 
以及人宇点至星点弦弧指数 eU

— eU a —— 

( _ -_ x 100)． 
aTcl— ast 

从这些直接的和间接的测量值，总共 14项，可反映出某一头骨标本的头形和枕骨形 

状的情况． 

结 果 

对 507具头骨观察所得的各级枕骨圆枕的例数及其在相应人群中的出现率，可列成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枕骨圆枕在男性的4组人群中都有较大的变异范围，从不发育的到 

银发育的都有：但每组中皆以。薄而小 (1级)的居多数，其次为 圆枕缺如者 (O级)， 

圆枕 很发育者 (3级)出现率最小．值得注意的是，枕骨圆枕每一级别的出现率在这 4 

组男性人群中虽不完全相同但彼此十分相近。特别是阿留申男性组、云南男性组和华北男 

性组。在枕骨圆枕发育级别的频率分配情况上显出坡此间有惊人的相似．如用x 法来检 

验这 4组人 群之 间在枕骨 圆杭发育级别 的频率分配情况上 的差 异程度，则 结果 表 明 

P>O．05，示这男性的 4组人群之间总的差异为不显著。这4组中任何 2组问 检验也显 

示出这类差异为不显著。 

同样．从表 1可以看出，在女性的3组人群中皆无枕骨圆枕很发育者，且皆以无枕骨 

圆枕者居多．以枕骨圆枕发育者占少数．也值得注意的是，枕骨圆枕每一级别的出现率在 

女性的这 3组之间虽不完全相同但彼此十分相近．若对这女性的 3组就枕骨圆枕发育级别 

的频率分配情况作 ‘测验，则结果表明P>O．05，示这女性 3组之间总的差异也不显著． 

如不分男女性别，对上述 7组人群就枕骨圆枕发育级别的频率分配情况作x 测验， 

结果则是 P<0．O1，示差异很显著。显然，这种差异是来自性别上的原因． 

●J‘I _ ．● t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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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检验结果说明，枕骨圆枕的每一发育级别在这些人群中很可能有固定的出现率， 

但在女性人群与男性人群之间这种出现率会有所不同。 

如果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是与某项测量值相关的话，则该项测量值在每一人群中都应 

随着枕骨圆枕的发育级别的升高而显示出有统计意义的递增或递减．从头骨的 l4项测量 

值的统计结果来看，未发现有符合此种条件的有规则的变化。有 2项测量值只是在若干人 

群中显示出有统计意义的变化．这 2项测量值是枕角值 ( 1一i—o)和项平面弦长值 【j 

—o)(表 2、表 3)。从表 2可以看出，在印第安男性组、华北男性组和云南男性组中， 

枕角值基本上是随着枕骨圆枕的发育级别的升高而降低：在这 3组人群中，枕角值在枕骨 

圆枕 0级的样本与2级的或 3级的样本之间呈显著差异。在女性组中和阿留申男性组中， 

枕角值的这种递减趋势并不显著．换言之，枕角值与枕骨圆枕的发育级别即使有某种程度 

的相关的话，这种相关也只是发生在个别人群中而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也提示了枕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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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枕的发育程度不见得都要受枕角值的影响。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与项平面弦长值之间的 

关系也同样如此 (表 3)． 

综上所述，枕骨圆枕的发育有较大的变异范围；枕骨圆枕任一发育级别的出现率在相 

同人种且性别相同的人群之间并无显著差别。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并不一定受头型或枕骨 

形状的影响。 

讨 论 

1．南达科他印第安人生活在美国大草原地区，过游牧生活：阿留申人分布在阿拉斯 

加半岛和阿留申群岛，主要以捕猎海豹、鲸鱼等为生 (Carlisle，1978)．华北人主要来自 

华北平原．云南人则生活在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南达科他印第安人、阿留申人、华北人 

和云南人都属于蒙古人种，但其居住地彼此相距遥远，其环境、气候和生活习惯等也彼此 

有异．因此，他们的任一级别枕骨圆枕的出现率在相同性别人群间差异不显著很难归因于 

共同的适应性．换句话说，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不见得是个体在其一生中行使某种功能的 

结果，而是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可以被认为是 遗传标 

记 ，很可能与许多非测量性状一样，是由多基因控制的，也受阈值机制作用的影响 (参 

见：Sjovold，1977；张银运，1993)． 

2．。鉴别物种基本上是评 定种群间遗传差异 的问题 (Raup，D．M．and S．M． 

Stanley，1971)．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既然可以被看作是遗传标记，就有理由可被用作鉴 

别性状．然而，。一些形态特征虽由遗传控制但在种群内有重大的遗传变异，故不能成为有 

效的分类性状’(Raup，D．M．and S．M．Stanley，1971)．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在现代人群 

中有较大的变异范围，如果在化石人群中也有如此大的变异的话，则很难把枕骨圆枕的发 

育程度当作鉴别性状．由于人类化石标本稀有，我们对枕骨圆枕在化石人类群体中的变异 

范围尚无全面的了解．试比较东亚的和非洲的直立人头骨标本，不难发现其枕骨圆枕的发 

育程度并非一致．在非洲的早期直立人中，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比东亚的弱得多．其原因 

可能是性别上的，也可能是种族上的 (如果直立人的时代也有不同的人种的话)，也有可 

能是时代上的 还难以肯定．但无论如何，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看来不是一个有效的鉴别 

性状．根据作者对史密森研究院和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收藏的化石人类头骨模型的观察， 

依据枕骨圆枕的发育程度 (大小)而不考虑枕骨圆枕的形状是很难区分直立人与早期智人 

的． ‘ 

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基础研究特别支持经费、美国史密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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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tersall教授的有益建议以及对D．R．Hunt博士和 J．Clark女士的热心协助致以衷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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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occipital torus refers I．o a thickened band of bone usually between the superior an d su． 

preme nuchal lines．Since W eidenreich published his study in 1940，the size ofthe occipital torus 

has been thought to decrease over th e{)oiu~e of human evolution．A s~ong torn s can be seen in 

crania ofHomo erec~ ，whereas a relatively weak one is presented in Homo sac hs．A well-de． 

veloped occipital iotas th erefore may be useful in the diagnosis ofHomo erectlts． 

Recent finds and dating results jn Chinn jndicate that extensive variation occur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ccipital torus during the period 190-230 ky B．P．Th us，some auth ors have 

suggested the co--existence of Homo erec~ an d Homo sapiem in China during that time．How． 

evcr．itis also possiblethatthe occipitaltorusis not a geneticmarker,but rathermay be an 

adaptive skeleta1 resDonse to veriable nueha1 muscle action． 

To help establish whether middle Pleistocene occ ipital variations jn China reflect 

taxonomy,adaptation，dimorphism，or mechan ical co nsequences of difiering cranial form，ob． 

scrvations an d measu卅 Ⅱ曲 ts were taken on 507 modern hum an skulls．Th cse skul ls represent 

populations of M ongoloid affiuity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daptive conditions，including sam． 

pies ofAmerican Indians AIcuts，North Chinese，and from Yunnan． 

In each skull the degree of occipital torus development was recorded  and 14 measurements 

wese taken reflecting cranial and occipital forms．The degree of occipital rot'us development was 

dividedintofouIc~ttegories： 

0：No tutus Supreme nuchal line(sMNL)cannot be identified．Superior nuehal line(§ ) 
may or may not be discernible．Th e surface between SM NL and SNL is srfiooth and 1eve1 

with the occipital and nllchal planus． 

1：Slight elevation betwcen SMNL and SNL，and SMNL Lows a trace onlY．Alternatively， 

two sm all rounded eleva tions，one on right and 1ê sides，appear between SM N L and 

SN L．and th e SM NL presen ts its median por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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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oderately dev eloped  ekvation between  SM NL and SN L_The SM NL and SNL arc dis． 

tinct．The SNL extends laterally toward astenan． 

3：Strong c~vafion with distinct demarcations fsMNL and SNL)．1’he SMNL and SNL are 

pronounced and elevated．The SNL extends 1atera3ly towafd asterian． 

Results of these observations arc givcn in Tab1e 1．Testing the OC~llITCnee ofeach degree of 

occipital torus development， tes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c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 rent populations in either the male or the female samples >0．o5)．There is,howe~cr,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 ale samples within populations <0．01)． 

To examine the corrcintion between occipital terns developmen t and erania1 or occipital 

form，statistics f0r thc 14 measurements arc given by SeX and population．Analysis suggests that 

only occipita l angle and nuchal plane length may be correlated with torus development within 

male or female samples of some(but not an)populations ables 2 and 3)．111js correlation is 

not widespread,and the dev elopmen t of the occipital tot'us is not necessarily affected  by overall 

Cl-anial and occipital form． 

To summ arize,the incidence of each category ofoccipital to rus development appears to be 

identical across populations，co ntro Illng for sex．M oreover，the inciden ce is not strongly affect． 

ed by geographic(environmenta1)differences in male or female samples of populations having 

the same racial affi nity．Genetic factors thus may be operating in the dev elopmen t of the 

o~ipRul tort~．Inthis~nse)o∞ 伽 torus sizemaybeconsideredageneticmarker．W varla- 

tion in the developmen t of the occipital toru$ca n be traccd back to Homo erecll~．Compared  

espze_憧Ilywith toms shape，thedevelopment(size)ofthetorusdoes not appeart0 bc an effec- 

tire taxonomic character，although geneticsⅡy controlled． 

111j8 werk wast funded by SFPPAS of Aca demia Sinica ,the 0柏 ∞ of Fellowships an d 

Grants ofthe Smithsonlan Institution，an d a grantfrom theAm erica nM useum ofN aturalH is- 

tory．The authors wj摹h to expresstheir gra tefulth anksfor helpful suggestionsto Prof
． M ．H． 

w0Ipo吒 Prof．E．Dalson，and Dr．I．Tattersall，and for valuable assistance to Dr．D．R．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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