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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了亚洲地区 25个人群的括体捌量资料以探讨亚洲地区各人类 

群体之问的相互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这一地区的人类接括体特征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型．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等东北亚的人类构成一个组群；东南亚的人类形成另一个组群．南 

亚地区的人类在分类上与东南亚的人类接近但仍呈现一些特殊性．日本列岛的人类具有两种体 

质特征类型，本岛居民与东北亚人类接近；而包括阿伊努，璐【璋群岛岛民及台湾土著在内的所 

有隔离群体呈现与东南亚人类相近的体质特征．作者认为本文结果支持 Turner及 Brace对这 

一 地区人类划分的观点．同时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学说进行了讨论． 

近年来，有关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现代人类各群体起源及其相互问亲缘关系的研究引起 

了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体质人类学家在不同的分支领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根据对颅骨及牙齿测量特征的研究，Brace等人 (Brace and Hunt，1990；Li a／．， 

1991；Pictruscwsk y，1990)提出将世界的人类群体划分为八个地区类群：非洲，美洲印第 

安、东亚一大陆，澳大利亚一美拉尼西亚、爱斯基摩一西伯利亚、欧洲、印度、绳文一太平 

洋．其中东亚地区的人类群体可以进一步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组成部分．前者包括东北亚 

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后者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地区的人类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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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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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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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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进一 

步 比较这两种类型的牙齿特征发现：Sundadonty牙齿特征表现为原始而简单 ，而 

Sinodonty则复杂特化．他认为 Sundadonty形成于更新世晚期的东南亚地区并早于中国 

的山顶洞人．在此以后向周围扩散．在亚洲东北部地区进一部特化形成 Sinodonty．中国 

北部地区属于 Sinodonty，而华南地区似乎介于 Sinodonty与 Sundadonty的分界区域． 

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日本人的起源及其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其他人类 

群体之问的相互关系也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对不同时期日本人颅骨及牙齿特征的 

综 合 研 究 (Hanihara；K．． 1984、 1985；Hanihara，K．el a1．， 1974、 1982；Tagaya and 

Ikeda，1976)表明分布在 日本列岛的备人类群体具有两种体质特征类型．绳文人与阿伊 

努人具有相似的体质特征属于同一种类型，而弥生人与现代 日本人属于另一种类型．与亚 

太地|区其他人类群体的进一步对比表明日本人的两种体质类型分别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人类 

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弥生人和现代 日本人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朝鲜、蒙古关系密切； 

而绳文和阿伊努人则呈现与东南亚人类或太平洋地区的渡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人相近 

的体质特征．根据对颅骨和牙齿测量特征的研究，Brace等 (Brace d Nagai。1982； 

Brace et a1．，1989)提出弥生人和现代 日本人属于东亚人类群体的北部类型；而绳文和阿 

伊努与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一并归属 。绳文一太平洋 (Jomon-Pacific)类型． 

Tttrner(1976、1979、1987、1992)根据对亚太地区不同时期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提 

出弥生人与现代 日本人属于 Sinodonty，而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则属于 Sundadonty．最 

近，埴原恒彦 (Hanihara,T．，t989a、b，1990a b，1991a、b，1992a、b、c，1993)系统 

地研究了日本各隔离岛屿居民颅骨及牙齿的形态及测量特征并与亚太其他地区的标本进行 

了对比．他发现这些隔离群体 (Isolated population 具有与绳文、阿伊努和东南亚人类 

相近 的体 质特征 。应归 属于 Sundadonty类 型．综 合 以上研究 成果 ，埴 原和郎 

(Hanihara，K．，1991)提出了。二重结构学说’(Dual Structure Mode1)来解释 日本民族的 

起源与进化． 

在活体测量研究领域，活体测量调查已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许多群体进行．一些学 

者 (安部国雄，1982；安部国雄等，1979；Ikeda and Tagaya，1980；小浜基次，1960； 

Kouchi，1983；Takahashi，1971；张振标，1988)就栝悻测量特征在这些群体中的地理分 

布差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通过活体 

测量特征来探讨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类群体问相互关系的研究尚未见有报道．因此有 

必要对这一地区人类群体的活体测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以提供关于这一地区人类群体之问 

相互关系的补充证据．此外。通过这些资料的对比分析可以论证有关亚溯太平洋地区人类 

起源进化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些学说．本文研究基于以上目的而进行．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共有 25组居住在亚洲不同地区的男性人类群体活体测量数据用于本文研究．其中 

除尼伯尔组外，所有数据引自已公开发表在雪内外杂志上的资料．尼伯尔组数据为作者之 
一

(铃术基治)在尼伯尔亲自测量的尼伯尔尼瓦尔人 (Newar)括体数据．本文在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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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时将不同作者发表的来 自相同地区的测量数据合并，取其平均值以代表该地区人类群体 

的活体测量数据． 

表 l 材料组豆合并情况 (男性) 

The materlal舯 ●im mMl、~eI|cOmblm●旧¨  

用于数据统计分析的测量项目包括头长 (窖_op)、头宽 (cu-cu)、面宽 (zr )、下 

颌角间宽 (go--go)、形态面高 I(so--gn)、形态面高II(n--gn)．鼻高I(so-sn)、鼻高 

Ⅱ (n一拳n)、鼻宽、身高．在形态面高和鼻高这两个项目的测量取点上．一些作者根据马 

丁标准取鼻根点 (I"I)，而另一些作者则取眶上缘问中点 (SO)．所以，本文一共有 l0个测 

量项目参加统计分析，其中各有两个面高与鼻高．由于不同作者在选取测量点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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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在一些组群形成缺失数据． 

本文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欧氏平方根距离系数 (Euclidean Squa~Root Distance 

Coefficient)、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全部数据采用计算机处理． 

二、结 果 

1．欧氏距离系数分析 

表 2列出了参加本文统计分析的亚洲地区 25个人类群体的活体测量数据． 

表 2 亚洲地区备人类群体活体II■数据 (单位：毫米l 

Tk somat@msetT]~data otAslas popIII- oⅡ (uait：mml 

在此基础上，根据头长、头宽、面宽、下颌角间宽、鼻宽和身高六项各组共有的项目 

数据计算了每两组之间的欧氏距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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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的距离系数分布显示：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朝鲜、日本各人类群体彼此之间距离 

系数较小，表明他们彼此之问关系较为密切．同样，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达雅克、苏 

拉威西、爪哇、苏门答腊五个群体之间距离系数也较小，而与上述的东北亚地区各群体之 

间距离较远．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在 日本一些小岛上的隔离群体，包括硫球群岛的德之、久 

米、波照间、冲绳及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加上台湾高山族的雅美和阿美部落均与东南亚地 

区的人类群体距离较近，而与日本本岛居民及其他东北亚地区的人类关系较远。南亚地区 

的安达曼、泰米尔、科塔和尼伯尔四个组群彼此之间关系紧密，而与亚洲地区其他人类群 

体距离都较远。但具体比较分析这四个群体与东亚地区人类的距离系数可以发现他们与东 

南亚地区人类群体之间的距离系数大多小于与东北亚各人群之间的距离系数。这似乎表明 

与东北亚地区人类相比，南亚地区人类群体与东南亚地区更为接近。 

2．聚类分析 

图 1与图 2分别展示了根据欧 氏距离系数采用不同变量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所得到的树 

状图。 

图 1是 采用各组共有的六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根据这张树状图将亚洲地区的 

人类分成东亚和南亚两大分支，其中东亚分支又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组群。东南亚地区的人 

类群体加上日本硫球群岛居民、阿伊努人和台湾的一些土著居民形成一个组群：而居住在 

东北亚地区中国、朝鲜及 日本本岛的人类聚合成另一个组群。南亚地区的安达曼、科塔、 

尼伯尔和泰米尔四个群体单独形成一个与东亚人类并列的分支。图2是在图 1的基础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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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亚洲地区25个人群活体测量数据聚类分析树状 

Dendragram drawn from cluster analysis ofsomatometric data of25 A an p0pulad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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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亚洲地区 17个人群活体测量数据聚类分析树状图 

Dendragram dro wn from cluster analysis ofsomatometric data of 17 A an口opulati0ns 

加面高 I和鼻高 I两项变量数据进行的聚类分析．由于这两项数据在一些群体缺失，故一 

共只有 l7个群体参加数据处理．各人群在图 2的分布与图 1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是南 

亚地区的人类群体与东南亚的人类聚在一起，而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分支． 

3．主成分分析 

为进一步展示亚洲地区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 25个 

群体的六项数据变量进行了处理．表 4列出了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特征根和累积贡 

献率． 

表 4 主成分分析结果 

The remit of prleel~tl~omlmam t allaly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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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显示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串达到 95_3％．各主成分特征向量值的分布表明 

第一主成分主要代表除鼻宽以外所有其他变量的总体大小因素；第二主成分则主要反映头 

长；第三主成分代表鼻宽；第四主成分主要反映身高和鼻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各 

主成分的因子负荷计算了各群体的主成分得分，进而绘制了第一和第二主成分得分在各群 

体的分布图 (图 3)． 

『 伊野 ’3 

一

： 

冲绳 

西蓝 

科塔 

又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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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 

朝鲜一 

图3 亚洲地区25千人群活体涓量数据主戚分分析两维坐标分布图 

Two dimensionaldist~bufionofPCA sc0resfrom 

somatometric data 0f 22 AsI忸n populations 

图 3显示亚洲地区的人类群体分成三个大的类群．东北亚地区的各人类群体集中分布 

在图的右侧；南亚地区的安达曼、科塔、尼伯尔和泰米尔四个群体分布在图的左侧；东南 

亚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及 日本的隔离群体和台湾的土著居民处于东北亚和南 

亚人类之间的位置。这一结果与前述的聚类分析结果完全一致． 

以上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居住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人类基于体质特征 

上的差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人类群体系统。包括阿伊努人、硫球群岛岛民及台湾土著在内 

的隔离群体与东南亚人类呈现密切的关系．而日本本岛居民与东北亚的其他人群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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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类群体系统．这表明日本列岛的人类同样存在两个分别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人类相 

对应的人类群体系统．另外，本文结果显示南亚地区的人类与东南亚人类群体之间具有一 

定的关系，但同时叉呈现其自身的特点。综合分析表 2的活体测量数据、表 4的主成分分 

析结果及图3的主成分得分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东北亚的人类以圆头、狭面、狭鼻及高 

身材为特征；但其中西藏人的头长值较大．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则具有相对较大的头长、面 

宽、鼻宽及较矮的身材．日本的隔离群体和臼湾的土著在上述体质特征上与东南亚人类较 

为接近．而南亚地区人类的活体测量特征表现为总体各测量值均较小．所以其第一主成分 

得分较低而居于图3的左侧．正是由于这些体质特征的差异而导致了这一地区人类群体在 

分类上的不同． 

三、讨 论 

以往有关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现代人起源与进化的研究已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提 

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地区各人类群体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认识 

【Hanihara⋯T 1992a、b、c、 1993；Turner，I987、1992；Wu，1992)，但许多学 者在不同 

的领域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类群体间相互亲缘关系的研究却得到了较为近似的结果． 

如本文前言部分所述，Brace等人对颅面部测量特征的研究将东亚地区的人类分为南北两 

个组成部分，基本上符合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自然地理划分．Brace等人的研究显示包括印 

度和斯里兰卡在内的南亚地区人类组成一个单独的分支．Turner根据对这一地区人类牙 

齿形态特征的研究提出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存在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个牙齿形态 

特征类型．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大的人类群体分支系统．本文对于亚洲地区25个人类群 

体活体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基本上支持 Brace和 Turner对这一地区人类群体的划 

分．本文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人类分为两个人类群体系统，其中日 

本的隔离群体和台湾的土著居民并人东南亚类群．这一结果与 Turner的 Sinodonty和 

Sundadonty的二元划分学说楮吻合，同时也支持 Brace关于东亚地区人类分为南北两个 

组成部分的观点．Turner根据一些次级牙齿形态特征的分布频率在东南亚地区人类较低 

并结合其他一些资科提出 Sundadonty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形成，然后沿亚洲大陆向北扩散 

并在亚洲东北部地区的中国、朝鲜和 日本本岛特化形成 Sinodonty的类型．本文作者认为 

根据对 25组活体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亚洲地区的人类按 自然地理区域分为南北两种类 

型，这一点与 Turner提出的 Sinodonty和 Sundadonty学说楣一致．但目前还缺乏足够 

的证据来证明具有 Sinodonty特征的东北亚地区人类起源于具有 Sundadonty特征的东南 

亚地区早期人类．回答这一I可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标本材料． 

有关南亚地区人类体质特征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安部国雄，1981、1982、1983)作 

过调查，但就这一地区人类与亚洲其他人类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则很少见有报道． 

Turner(1987)认为这一地区的人类处于蒙古人种分布区域的西部边界并与高加索人种分 

布区域相邻接．来 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基因流都会对这一地区人类的体质特征产生影响． 

TttrDer(1987)所进行的亚洲地区人类群体亲缘关系的牙齿形态研究将这一地区的缅甸和 

尼伯尔归人 Sundadonq类型．而 Brace等 (BraceandHunt，1990)所作的颅面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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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研究则以较疏松的关系将安达曼岛民并人澳大利亚一美拉尼西亚类群．然而，迄今为 

止，尚没有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学说来解释这一地区人类群体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其他人 

类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安达曼、科塔 尼伯尔和泰米尔四个南亚地区人群彼此之 

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单独的组群区别于亚洲地区的其他人类 (图 1、图 3)．另一 

方面这一地区的人类与东南亚的人类群体也呈现一定的亲缘关系．本文图2的聚类分析结 

果显示南亚地区的四个人类群体与东南亚的人类聚台成一个大的类群，但其连接并不十分 

紧密．图 3的主成分分布表明这一地区的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群与东南亚地区的人类． 

即Turner命名的 Sundadonty关系较为密切．而与具有 Sinodonty特征的东北亚人类相 

距较远．笔者认为：本研究所揭示的南亚地区人类与亚洲地区其他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Brace关于将这一地区人类作为一个既有别于东亚人类群体，又不同 

于其西邻的高加索人种的一个独立类群的主张．这 地区的人类可能受到来自高加索人种 

基因流的影响，但其基因库尚未被完全溶台．所以仍呈现与东南亚地区人类一定程度的亲 

缘关系．根据这样的分析可以设想这一地区的人类与东南亚人类之间曾经存在过较现在更 

为紧密的亲缘关系． 

埴原和郎 (Hanihara，K．，1991)提出的关于日本人起源与进化的。二重结构学说 是 

对过去几十年研究的概括总结．对包括绳文、弥生直至现代 日本人在内的不同时期日本人 

骨骼与牙齿材料的研究 (Brace，1982；Brace a1．，1989；Dodo and Ikcda，1990；Hanihara， 

K．，1977、 1984． 1985；Hanihara．K．el a1．，1974；Ikcda，1974， 1982；M atsumura，1989； 

Yamaguchi，1982)发现绳文一阿伊努与弥生一现代 日本人构成了日本的两个人类群体分支 

系统．绳文、阿伊努及硫球群岛的居民相互之间在颅骨及牙齿特征上呈现明显的相似性并 

在分类上形成一个单独的类群；而弥生人与日本本岛的现代居民同样由于相似的体质特征 

而形成另 个组群．Turner(1976、1979， 1986、 1992；Tumor and Hanihara．K．。 

1977)所进行 的牙齿形态研究指 出在 日本列岛的人类 中同时存在着 Sinodonty和 

Sundadonty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类型．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具有与东南亚人类相似的牙齿形 

态特征而被归人 Sundadonty；而弥生人和现代 日本人与中国，朝鲜等东北亚人类一并归 

人 Sinodonty．遗传学研究 (Omoto，1984)发现阿伊努人与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 

(Negritoes)在血液遗传性状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进而提示日本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 

南亚的早期人类．埴琢和郎的 二重结构学说’认为定居日本列岛的第一批人类来自旧石器 

时代晚期的东南亚某地并发展成绳文时代的居民．在随后的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太陆的第 

二批人类定居在日本列岛并与当地的日本人发生部分溶合．这两批人类都留下了各自的后 

代，即绳文一阿伊努和弥生一现代 日本人 ．埴琢恒彦 (Hanihara，T，1989a、b；1990b； 

199la、b)最近对包括硫球群岛岛民和阿伊努人在内的日本各隔离群体牙齿形态及测量 

特征的研究揭示：所有这些隔离群体在牙齿特征上与绳文人及东南亚人类十分接近，而与 

弥生人、日本本岛居民及其他东北亚人类差异较大．埴琢恒彦认为绳文人的祖先在从东南 

亚向日本本岛的迁移过程中硫球群岛是其主要的途经之地．沿途留下的后代定居在从硫球 

至北海道的整个 日本列岛．弥生时期以后来 自亚洲大陆的人类大量定居在 日本本岛并与当 

地的人类发生部分溶合形成现代的日本人．而生活在硫球群岛等岛屿上的居民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在地理、文化及遗传等方面与日本本岛一直处于相对的隔离状态．换言之，他们 
一 直处在与其祖先东南亚的早期人类相同的遗传控制之下．因而通过对这些隔离群体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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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得到反映日本人起源与进化过程的一些信息．基于从活体测量资料分析进一步探讨 

这一问题的目的，本文采用了德之、久米、冲绳 波照间四个岛屿居民及北海道阿伊努人 

共五组日本隔离群体的活体测量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这些隔离群体均与台湾的 

土著居民及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呈现密切的亲缘关系并一同形成一个大的亚洲地区人类群体 

分支系统．同时从本文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硫球群岛岛民．阿伊努及台湾土著 

这些群体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较这些群体与东南亚人类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图 I与图 2 

显示由东南亚人类、日本隔离群体及台湾土著共同构成的大的人类分支组群被进一步划分 

为两个次级分支．除阿美组外，所有的日本隔离群体及台湾土著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组群． 

图3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位于东北亚与南亚之间 由东南亚人类及一些隔离群体构成的 

这个分类组群由两个部分组成．阿伊努 冲绳、德之、久米、阿美、泰雅、波照间七个群 

体位于图的中上方；马来西亚、达雅克、爪哇 苏拉威西和苏门答腊则聚合在图的中下 

部．这一结果似乎提示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所有亚洲地区的隔离群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一直处于相同的遗传基因控制之下，因而具有相近似的体质特征．综合本文研究结果及 

以往研究积累的资料，作者认为对活体测量资料的分析可以证明日本列岛的人类存在有两 

个不同的体质特征类型．这一结果与以往学者对骨骼及牙齿研究得到的结论相吻合，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埴原和郎的。二重构造学说 ． 

关于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地区分布差异的研究已有若干报道 (刘武等，1991：张振 

标。1988；赵桐茂，1987)．赵桐茂 (1987)根据对血液 Gm因子在中国各地区和民族分 

布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华民族在血液关系上呈现明显的南北地区性差异并提出以北纬 30度 

为界将中华民族划分为南北两大人群．张振标在此基础上根据对现代中国人活体测量资料 

的分析提出以长江为界将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划分为南北两大类型．本文作者之一 (刘 

武等，1991)对现代中国人颅骨测量特征的统计分析支持这种南北类型的划分，但同时强 

调这种南北差异是一个由北向南的过渡变化。具有很大的交叉重叠范围．对中国新石器及 

青铜时代人骨特征的研究 (张振标，1989；张振标、王善才。1992)证明自新石器时代起 

中国居民的体质特征已具有南北两种不同的类型．然而关于中国人体质特征的这种南北差 

异与整个亚洲地区人类群体关系的研究则很少见有报道．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外有 

几名学者就这一问题作过探讨，但所得结果远非令人满意．如 Turner(1987)对亚洲及 

太平洋地区人类牙齿形态特征的研究将华南划入 Sinodonty类型．但同时又指出 与东北 

亚各人类群体相比。华南似乎更接近东南亚 ．在其随后的进一步研究 (Turner，1990)中 

定义了八个牙齿形态特征以区分 Sinodonty与 Sundadonty．华南与香港组在多数情况下 

呈现分布频率居中的状态．Turner认为华南和香港与东南亚的人类曾经有过较现在更为 

密切的关系．他提出华南是 Sinodonty与 Sundadonty的分界地带．对长江南岸湖北长阳 

出土的青铜时代颅骨特征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外部形态结构或是尺寸大小大多与东南亚人 

较相似，而与西伯利亚人 蒙古人等北部地区居民差别显著 (张振标、王善才，1992)．而 

Brace等人 (Brace and Hunt，1990；Li et a1．，1991)根据对颅面特征的研究将华南划入东 

亚人类的北部类型．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图 1聚类分析将华南与东北、华北及西藏一并归 

入东北亚人类组群，即Turner命名的 Sinodonty类型．而在主成分得分分布图上华南居 

于东北亚组群的左侧与东南亚人类群体相邻．这一结果表明：仅仅根据活体测量资料的分 

析还不能提供华南人类在整个东亚地区人类群体分类地位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但作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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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虑到以往研究所揭示的中国人体质特征的南北地区性差异及其过渡变化趋势，华南 

地区有可能是代表东亚地区南北两种体质类型的分界区域．但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尚须 

对不同时期华南地区人类骨骼材料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王齐家尊．1983．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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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NrrIES oF ASIAN P0PULATIoNS 

L；u W u 

(anatOmic ofVertebrale， f0 锄 ，口f钟嘲 f枷  Academ~ 由如 ) 

M otoha ru Suzuki 

(Demrlm~l'of̂ nthropology．AsaAl Û tm s“ ．h ]̂ 

Key words Asia；Hum an population；Affi nity；Somatometry 

Tbe somatometric data 0f 25 Asian populations WCt'~analyzed with multivariate statistic 

methods．Two big population branches can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physica1 

characters．NE Asian populations of CYuina．Korea and Japan fom  one branch；all SE Asians 

belong to the other．The South Asian peoples of India，Sri Lanka and Nepa1 have closer rela- 

tionship with SE Asian s but still shOW their own distinctiveness．Th e populations jn Japanese 

archipelago have two physical types．The main islandefs have closer afIjnjty with NE Asians 

while all the isolated populations including Ainu and Ryukyu islanders possess the similar phys- 

icaI characters as SE Asians．The at>originals 0f 1 wan also shOW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SE 

Asians．The authors believe the results 0fpresent study support the opinions on population rela． 

tionship of Asia o red by Brace and TuFncr．Also some oftheir theories were discuss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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