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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各主要人群中 面部 ３Ｄ 几何形态的对比

崔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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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面部 的形态是个人识别 的重要依据 ， 并且长期以来都在各人种的形态对 比研究中 占有重要的地

位 。 而中面部骨骼形态复杂 ， 骨骼表面不规则 ， 很难用传统 的方法来进行测量和 比较 。 本文采用基 于三

维表面半标志点的几何形态测量学研宄 东亚现代人 中面部的形态及其变异范围 ， 并与其他各大地理位置

中的现代人群 的 中面部形态进行对比 ， 为人类演化和对比不同人群的形态研究建立基础数据 。 本研究结

果显示 中面部形态能够大致区分各个现代人群 ， 其中东亚现代人与除美洲印 第安人以外 的所有现代人的

中面部形状之间都具有较为 明显 的差异 。 东 亚现代人与澳大利亚和非洲的现代人中面部形状之间的 差别

最明 显 ， 而与欧洲和 东南亚现代人 的分布范 围有部分重叠 。 东亚现代人群中面部的平均形状却具有非常

明显的特点 ： 沿着正 中矢状面的结构 回缩 ， 而两侧的结构 向 前方和两侧突出 。 而其他现代人群的中 面部

平均形状则呈现 出相 反的特征 ， 即沿着正中矢状面 的结构为突 出 ， 而两侧的结 构回缩 的特征 。 这些特点

在东亚发现的化石人类标本中也有很高 的发生率 ， 这表明这些中面部特征在 东亚人类进化的序列是连续

的 ， 并无受到干扰的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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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刖 目

中面部的形态是个人识别的重要依据 ， 并且长期以来都在人类各亚种的形态对 比研

究 中 占有重要 的地位 。 中 面部指的是面颅中部 ， 也称为眶下区域 ， 主要 由颧骨和上颌骨

组成 ， 常被称为颧骨上颂骨联合体 。 以往的研究表 明 ， 中面部形态在不 同的现代人群 间

有差异 。 蒙古人种具有突 出的颧骨体 ， 宽阔 的面宽 ， 朝 向前方的颧骨额蝶突 。 只此 １＾ 等
［

１
］

研究了 １ ３ ５ 个人群的 ３３ 项面部特征 ， 认为中面部形态在
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群历史 。

Ｍａｄｄｕｘ
［
２

］ 认为 中面部表面表现 出 明显的异速生长 ， 并认为尼安德特人典型的平坦 中面部

主要 由其较大表面积的决定 ， 而非 以往认为的 与寒冷环境或咀嚼应力有关 。 周文莲等
ｐ＿

５ １

曾对现代人头骨 中面部几项非测量性状 ， 包括犬齿窝 ， 颧骨缘突和梨状孔上外侧部的膨隆

情况进行了观察 ， 认为梨状孔上外侧部的膨隆程度与性别之间存在相关性 ， 并且在欧洲现

代人颅骨标本中的 出现率 明显高于东亚现代人群 。

中面部形态也具有进化意义 ， 这主要表现在尼安德特人与许多非洲及欧洲 的 中更新

世人类表现出与现代人类非常不同 的特征
［
Ｍ

１

。 现代人的 中面部普遍具有明显的犬齿窝 ；

而尼安德特人与许多非洲及欧洲的 中更新世人类没有犬齿窝 ， 而是表现为平坦而宽大的 中

面部 。 许多观察结果和研究都表明 ， 中面部形态可以有效地将尼安德特人和非洲及欧洲的

中更新世人类与解剖学上 的现代人 区分开来
ｐ ’ ｗ°

］

。
Ｆｒｅ ｉｄｌ ｉｎｅ 等

［
｜

１

］量化和分析了西班牙 中

更新世人类地点 Ａｔａ
ｐ
ｕｅ ｒｃａ 的 ＡＴＤ６－６９ 标本的中面部特征 ， 并预测了其成长为成年人后的

相应特征形态 ， 认为 此标本即使在成年后仍会表现出中等的现代人类面部特征 ， 现代的具

有犬齿窝 的面部在 中更新世 已经出现 。

Ｐ〇ｐｅ
［

ｌ ２
］

研究 了人属 中的颧骨形态特点 ， 认为周 口店直立人 ， 大荔人 ， 金牛 山人 ， 东

亚 的晚期智人都表现出与现代东亚人十分相似的颧骨形态 ， 认为颧骨的形态支持东亚现代

人的区域连续性进化假说 。
Ｌａｈｒ

［
１ ３

］

指出魏敦瑞所提出的许多支持连续进化假说的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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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 ， 但同时仍然认为 中面部扁平的特征是从直立人直到现代东亚人
一直连续存在的特征 。 吴新智

％ １
６

１

提出颧骨额蝶突 的朝 向也是支持东亚现代人本地起源

假说的
一

个特征之
一

。

由于中面部骨骼形态复杂 ， 骨骼表面不规则 ， 很难用传统的方法来进行测量和 比较 ，

因此对中面部进行的研究中 的
一

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将中面部形态成功量化 。 早期的研

究主要是通过描述的方法来记录标本之间 中面部形态的差异 ， 例如 Ｐ〇ｐ
ｅ

［ １
２

］

通过描述和测

量的方法研究了更新世人属标本中颧骨变异 ， 认为东亚化石人类标本的中面部与其他地区

的化石人类有很大差异 。 后来的研究试图量化中面部表面的形态 。 周文莲与吴新智
［
３＿５

］

使

用投影栅相位法的方法来定性的分析中面部的几项非测量性特征 ， 这是
一

种很好 的非接触

的结构光三维测量技术 ， 但 由于仪器的限制和方法的复杂性 ， 并未在古人类学研究中 得

到广泛的应用 。 Ｍ ａｄｄｕｘ
ｍ 通过几何形态测量学来协助研究中 面部的形态 ， 但他们使用投

影 的方法来放置表面半标志点 ， 不 能完全保证半标志点之间 的 同源性 。 ？１＾￡
１１ 丨

１＾ 等
［

１ １
］ 通

过使用三维表面半标志 点 ， 运用几何形态测量学量化和分析 了西班牙中更新世人类地点

Ａｔａ
ｐｕ

ｅｒｃａＡＴＤ６－６９ 标本的 中面部特征 ， 这是三维表面半标志点的成熟运用 。

无论是在人类演化还是体质人类学对 中面部的研究中 ， 现代人群的形态数据都是不

可或缺的 。 虽然如前文所述研究人员对中面部形态展开了不少研究 ， 但是这些 以往的研究

很少关注现代人群中的 中面部变异 ， 而是更多 的研究化石人类 ， 特别是尼安德特人的 中面

部形态 ， 关于现代各个人种的中面部是否存在 明显的差别 ， 这些人种 中面部的基本形态如

何 ， 变异范围 以及与其他人群的相似与差异等问题都 尚未完全厘清 。 对各个现代人群中面

部形态的量化和 比较的研究对研究现代人群与化石人类之间的关系 ， 化石人类的演化和迁

移过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鉴于这些问题 ， 本文将采用基于三维表面半标志点的几何

形态测量学研究东亚现代人中面部的形态及其变异范围 ， 并与其他各大地理位置中 的现代

人群的 中面部形态进行对 比 ， 为人类演化和对比不同人群的形态研究建立基础数据 。

２ 材料与方法

２
．
１ 材料

本研究所使用 的标本来 自 东亚 ， 欧洲 ， 东南亚 ， 美洲 ， 非洲 以及澳洲 。 用于本文研

究的东亚现代人颅骨标本共 ２９ 例 ， 这些来 自 江西 、 云南 、 贵州 、 广西 、 安徽 、 山东 、 河北 、

青海 、 吉林等九省区 ， 采集 自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秦城培训 中心收集的东亚现代人颅骨标本 。

另 外还包括 ２６ 例来 自 欧洲现代人头骨 ， 由 Ｚｅ
ｌ ｌｅｍｄｏｒｆ、 Ｖｒｅｓｏｖ ｉ

ｃｅ 、 Ｋｙｓｐｅｒｋａ ３ 个地点 的

合并而成 。 本研究中包含的东南亚 （ 印度尼西亚 ） 标本六例 ， 澳大利亚标本 ８ 例 （包括两

例来 自塔斯马尼亚的标本 ） ， 北美印第安人标本 １ ６例 ， 均采集 自来 自 美国 自然历史博物馆 。

非洲 （南非 ） 标本 １ ８ 例采集 自肯尼亚 国家博物馆 （
Ｋｅｎｙａ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Ｍ ｕｓｅｕｍ

）
医学院解剖系

收藏的生活在肯尼亚的现代非洲黑人骨骼标本 。 在标本的采集过程 中 ， 面颅部分有缺失 ，

破损 ， 严重变形的标本 ，本研究不予采用 。 另外 由于本文的研究将涉及到下颔骨的牙槽部分 ，

牙槽严重萎缩或破损的颅骨标本将不包括在研究中 。 由于性别之间 的差异不显著 （ｐ
＝０． ８４ ） ，

本研究并未对性别进行区别 。



？
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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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２ 标本的三维表面扫描和初步处理

东亚 ， 欧洲的现代人颅骨标本使用 Ｋｏｎ
ｉｃａＭｉｎ ｏｌｔａ 非表面接触式三位数字 Ｒａｎ

ｇ
ｅ７ 扫

描仪进行扫描 ， 以将其表面形态量化 。 该扫描仪的分辨率为 ４０ 微米 。 扫描完成的标本使

用 Ｒａｐ
ｉｄｆｏｒｍ ＸＯＶ ２ 软件进行初步处理。 东南亚 ， 美洲 ， 非洲以及澳洲的现代人颅骨标本

使用 Ｎｅｘ ｔＥｎｇｉ
ｎｅ 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扫描 。

２
．
３ 标志点和半标志点的定义和放置

本研究使用的 １ ４ 个标志点 （表 １ ） 是根据前人研究
［

１ ７
］

中 的颅骨标志点确定的 。 所有

的标志点的位置和坐标都使用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ｄｉ ｔｏ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１ ８
］

获得 。 为 了避免不 同研究者放

置标志点时产生的不必要的误差 ， 所有的标本上的标志点都由本文作者
一

人确定 。

将所有标本上 的标 志点确定 以后 ， 就可以 开始定义曲线半标志点和表面半标志点 。

曲线半标志点将 中面部的几条 曲线均分为若干部分 ， 由本文作者手动将 曲线半标志点定义

在每
一

个标本上 。 曲线半标志点共有 ６５ 个 。 然后定义表面半标志点 ， 首先将其中
一

个标

本定义为
“

模板标本
”

， 在其表面建立
一

个 由标志 点和 曲面半标志点组成的 网 ， 本研究共

定义 了９ ３７个表面半标志点 。 再使用 薄板样条曲面根据每
一

个标本的形状将这个
“

模板网
”

进行弯 曲 ， 使其与其余颅骨的表面形状完全对应
【

１ ９
］

。 然后将这些经过对应的标志点和半

标志点在 曲面表面滑动 ， 以此确定每
一

个标志点和半标志 点的三维坐标 。 这样的方法能够

保证每
一

个标本表面的 曲面半标志 点数 目相同 ， 并且其位置相互对应
［

１９
＿２

１
】

（ 图 １ ） 。 标志

点和 曲线半标志 点的放置使用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ｄ ｉｔｏｒ
［

１ ８

＿ Ｒ ｘ６４ ３ ． １
．３

［
２ ２

］

来完成 。 完成滑动之后 ，

标 志点 和半标志 点将在后续 的分析处

理中 无差别处理 。表 １ 标志点和 曲线半标志点

随 后 本 研 究 将 使 用 Ｇ ｅｎｅ ｒａ
ｌ ｉ
ｚｅｄＴａｂ ． ｌＨ ｏｍｏｌｏ

ｇ
ｏｕ ｓ ｌａｎｄｍａ ｒｋｓ ａｎｄｃｕｒｖｅ

Ｐｒｏ ｃｒｕｓ ｔｅｓ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ＧＰＡ ） 来将
一

系列
ｓｅｍＵ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

标本 的标志点或半标志 点根据最小 平

方和 的原 则重叠到平均位置上 。 ＧＰＡ１ 上齿＾前缘点 ：

的使用 可 以通过使每
一

个标 本的 中心３
，
４ ． 眶额颧点ｆｔｎｏ

大小 （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Ｓ ｉｚｅ ， 每
一

个标志点 与
５ ’ ６ ． 上颂额点ｍ ｆ

＋示本 中心 点之 间距离 的平方和 的平力 匕＝额点 ＝
根 ） 相 同 的方法使其标准化

［
２３ ］

， 去除 丨 丨 ， １ ２ ． 颧点ｊ
ｕ

不 同 标本之 间 的位置 ， 大小和方 向造 １ ３
，
Ｍ ． 颧突下点ｚｒｉ 颧骨根部向齿槽颊侧表面的投影 Ｍ

成的坐标值差异 ， 尽量减少非形态变异曲线

对分析造成 的影响 。 所有的数据处理

和统计分析使用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ｋａ （Ｗｏ ｌｆｒａｍ２ ． 梨状孔边缘从鼻尖点 到鼻棘点 的 梨状孔边缘 ，

Ｒｅ ｓｅａｒｃ ｈ ） 和 Ｒｘ６４ ３ ． １ ．３
［
２ ２

］

。
Ｎ＿ ８ ｘ２

３ ． 上齿槽 中线沿着正 中矢状面 ， 从鼻棘 点到上齿

２ ． ４ 分析槽前缘点 ， Ｎ＝３

ｉｆ＃ｚｖｚｖｉｐ ４ ． 上齿槽下缘沿着上齿槽下缘 ， 从上齿槽前缘点
王 成 方 分 机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到颧突下点 ， 双侧 ， ｎ

＝

６
＞＜

２

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ＰＣＡ ） 起Ｓ
Ｊ 的作用是将高维形５ ． 颧骨体下缘沿着颧骨 上颂骨联合体下缘 ， 从颧

状数据降维
［
２４

’ ２５
］

， 并且可以对大量 的数
报 、丑＾ 丨＝１ 祕＃ 山 船根

６． 沿着觀骨额蝶 突后缘 ’ 从额额颧点
据进仃 归纳 ， 找 出 数据 的大致趋势 。



到颧点 ， 双侧 ， Ｎ＝５ ｘ ２




１ 期崔娅铭 ： 现代各主要人群 中面部 ３Ｄ 几何形态的对比 ？
９３

？

为 了 使两个最主要成分 （ Ｐｒ ｉ ｎｃ ｉ ｐａ ｌＣｏｍｐｏｎ ｅｎ ｔｓ
，ＰＣ ｓ ） 所代表 ２ 前五个主成分与 中心大小

表的 形状差异更直观 ， 作者 将对 Ｇ ＰＡ 以后 的所有标志点

和半标志点坐标进行 ＰＣＡ 分析 ％ ，＇ 另外 ， 本文作 者还 ^
将中面部形态按照主成分轴极值所代表的形状进行弯 曲 ， ｉ

ｎｄ ｉ
ｖ

ｉｄｕ ａｌＰＣｓ ｈａｐ ｅｓｃｏ ｒ ｅ ｓ

将得到颅骨形态绘制在 ＰＣＡ 图 的 四 周 ， 藉此确 定本研 究
ｖｅ ｒｓｕ ｓ ｌｏ

ｇ
ｅｃｅ ｎ ｔｒｏ ｉｄｓｉｚｅ

样本变异范围 的极端情况和极性 。

相关系％ （
ｒ ）

＿＿Ｌ
值

＿

为 了确定各个群体之间的相似程度 ， 作者计算了每两
Ｐｅ ｉ＂

° － １ ０４° ＇

２ ９５ ５

个现代人群平均形状之间 的形态差异 ， 这在几何形态测量３丨＝＝

学中 是通过计算 Ｐ 距 离 （ Ｐｒｏｃ ｒｕｓ ｔｅ ｓＤ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 来完成 ， 即ｐｅ４〇，

１ ６〇 ２４３ ３

两个标本相应标志点坐标之差平方和的平方根
［
Ｍ

］

。 为 了计ＰＣ５－

０ ． ００４〇

＇

９ ６６ ２

算本研究中 标本组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 ， 我们使用置换检

验 （ Ｐｅ ｒｍｕｔａ ｔ ｉ
ｏｎｔｅｓ ｔ ） 的方法计算 了每两个标本组平均形状之 间的差异的显著性 。 由于该

置换检验是在同
一

数据集上同 时检验几个独立假设的检验 ， 那么用于每
一

假设的统计显著

水平都应根据 Ｂ ｏｎｆｅ ｒｒｏ ｎ ｉ 校正 （ Ｂｏ ｎｆｅｒ ｒｏｎ ｉ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
ｏｎ ） 进行校正 ， 因此本研究的显著性水

平被设定为 ｐ
＜ 〇 ．〇 〇８３（ 以 ／

ｐ＜０ ． ０５ 为基准 ） 。

另外 ， 每两个组间 的表型关系都通过计算每两个组之 间 的 Ｐ 距离 ， 并根据这些距离

绘制成亲缘关系树 。 此亲缘关系树 的分支都通过 Ｂｏｏ ｔｓ ｔｒａｐ 方法来确 定该分 支的确定性 ，

此过 程 使 用 了ＭＥＧＡｖ ｅｒｓ ｉ
ｏｎ６

［
３。

］

，
ＭＥＧＡ －Ｃｏｍ ｐｕ

ｔ ｉｎ ｇＣｏｒｅ
１

３
１

］

， 以 及
Ｒｘ６４３ ． １

．３
［
２２

］

。

Ｂｏｏ ｔｓｔｒａ
ｐ 是

一

种评价样本估计值可信度的方法 。 本研究的 Ｂｏｏ ｔｓｔ ｒａｐ 分析过程如下 ： 若某

组个体数为 ｍ 从某个组中 随机挑选 （之后放回 个个体 ， 这样新形成的组就包括初始

＾
＾Ｃ．

＇

 －

０〇＃
ｐ ｒ

图 １ 中 面部的标志点和半 志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
ｇ

．
ｌ

Ｉ ｌ
ｌｕ ｓｔ ｒａｔｉ ｏｎｏｆ  ｔｈ ｅ

ｐ
ｏ ｓｉ ｔ ｉ ｏｎ ｓｏｆ  ｔｈ ｅ ｌ ａｎｄｍ ａｒｋ ｓａｎ ｄ ｓｅｍ ｉ

－

ｌ ａｎ ｄ ｍａ ｒｋｓ ｅｍ
ｐ

ｌｏ 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ｉ ｓｓｔｕ ｄｙ

红色 ： 中 面部的标志 点 （Ｒｅｄ ： ｈｏｍｏ ｌｏｇｏｕｓｌ ａｎｄｍａｒｋｓ
） ；
黄色 曲 线 半标志 点 （

Ｙｅｌ ｌｏｗ ：ｃｕｒｖｅ
－

ｓｅｍ ｉ ｌａｎｄｍａ ｒｋｓ）
；
蓝色 ： 表面 半标

志 点 （
Ｂ ｌ ｕ ｅ ： ｓｕｒｆａ ｃｅ

－

ｓｅｍ ｉ 丨 ａ ｎｄｍａｒｋ ｓ ） 。 图 中标志 点 名称 为 缩写 ， 全称见表 丨
（
Ｈｏｍｏ 丨 ｏ

ｇ
ｏｕ ｓ ｌ ａｎｄｍ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ａｂ ｂ ｒｅ ｖ丨ａ ｔｅｄ ａｎ ｄ ｔｈ ｅｆｔｉ ｌ ｌ

ｎ ａｍｅｓ ａ ｒｅｌ ｉ ｓｔｅ ｄ ｉｎ Ｔａ ｂ．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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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Ｉ Ｉ Ｉ Ｉ ＩＩ

－

０ ． ０ ６－

０ ．０４－

０ ． ０２０ ．０ ００ ． ０２０ ．０４０ ． ０６

ＰＣ １ （
１ ７ ． ２４％

）

图 ２ 标志点与半标志点在形状空间 中的 Ｐ ＣＡ 结果

Ｆｉ

ｇ
． ２ＰＣＡｉ ｎｓ ｈａ ｐｅｓｐａｃ ｅ ｏｆ ｆｕ ｌ ｌｌａ ｎ ｄｍ ａｒｋ ａ ｎ ｄｓ ｐｅｃ ｉｍ ｅｎｄ ａｔ ａｓｅ ｔ

ａ ：ＰＣ１ 和 ＰＣ ２ 分别代表 了所有形状 变异 的 １ ７ ．２４ 和 １ ３ ． １
１ ％ 。 图 中 不 同颜色 的半 透 明 色块代表 了 各个人群 中 面 部形态 的分布

范 围 。 ＰＣ １ 和 ＰＣ ２ 两 端的 形状代表 了极值状 态 下 中 面部 的 虚拟形 态 。 鼻 骨形 态并 未本研究 研 究范 围 ， 但 为 了 保持面 部 的完

整 性 ， 在 虚拟形 态 中 保 留 了 鼻骨 形 态
，
其差异 不代表本研究 数据的 差 异

（
Ｔｈｅｆｉｒｓ

ｔ ｔ
ｗ ｏ

ＰＣ ｓａ ｒｅ
ｐ ｌ

ｏ
ｔｔ
ｅ ｄ ．Ｐ Ｃ１ ｒｅ ｐ

ｒ ｅｓｅｎ ｔｓ １ ７ ． ２４％
ｏｆ

ｔ
ｏ ｔａ

ｌ 
ｓｈ ａ ｐ

ｅｖ ａｒ
ｉ
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ＰＣ２ ｒｅ

ｐ ｒ
ｅｓｅｎ

ｔ
ｓ１ ３ ． １

１ ％ ．

Ｃｏｎｖｅｘ ｈ ｕ ｌ ｌ
ｓ ａｒｅ ｄｒａｗ ｎ ａｒｏｕｎ ｄ ｅａｃ ｈｍ ｏ ｄｅｍ ｈｕｍａ ｎ

ｐ
ｏ
ｐ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 ｅｖ ａｒ ｉ ａｔｉ ｏｎ

ｒ ａｎｇｅｓ ．

Ｔｈｅ ｓｕ ｒｆａｃｅ ｖ ｉ ｓｕａ
ｌ ｉ
ｚａ

ｔｉ
ｏｎ ｓｒｅｐ ｒ ｅｓｅｎ

ｔ
ｔｈ ｅｍ ｅａｎ ｓｈａｐ

ｅｓａ
ｔ ｔ ｈｅ

ｐ
ｏ ｓ

ｉ ｔ ｉ
ｖ ｅａ ｎ ｄ

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ＰＣ １ａｎ ｄ 

２ ．

Ｎａｓａ
ｌ 
ｍｏ ｒ

ｐｈ
ｏ

ｌ
ｏ
ｇｉ

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
ｉ
ｓｕ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ｓ ｄ ｏｎｏ ｔｒｅ ｐｒｅｓ ｅ ｎ ｔ ｔｈｅ ｖａ ｒｉａ
ｔｉ
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ｄａｔ
ａ ｓｅ

ｔ
ｏ ｆ 

ｔｈ ｅｃｕｒｒｅ ｎ
ｔ
ｓ

ｔ
ｕｄｙ）

。 ｂ ： 用颜 色表示ＰＣ １和ＰＣ ２ 两端 的形 态 变化 。 其 中
，

粉色和 绿 色分别 表示 烦骨 表面形态 向 外侧 和 内 侧 变化
，
颜 色的饱和度表示变 化 的大小 ［

Ｃ ｈａｎｇ
ｅ ｓ

ｉ
ｎ ｍｏ ｒｐｈ ｏｌ

ｏ
ｇｙ 

ａ
ｌ
ｏ ｎ

ｇ 
ＰＣ１ａ ｎｄ

ＰＣ 
２ ａｒｅｖ

ｉ
ｓ ｕａ ｌ ｉ ｚｅ ｄ

ｗ
ｉ ｔｈ ｃｏ ｌ

ｏ ｒｓ ． Ｐ ｉｎｋ ａｎ ｄ
ｇｒｅｅｎ ｉ ｎ ｄ ｉ ｃａｔ ｅｓ ｄ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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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个体的
一

个子集 ；
再根据这些新组建立亲缘关系树 。 这样 的过程重复 １ ０ ０ 次 ， 每次成

为
一

个 Ｂ ｏｏｔｓ
ｔｒａｐ ， 形成 １ ００ 个不 同 的亲缘关系树 ， 并根据 １ ００ 个亲缘关系树建立

一

个统
一

树 （ ｃｏｎ ｓｅｎ ｓｕｓｔｒｅ ｅ ） ， 每个分支的可信度值是通过计算此分支在上述的 １ ００ 个亲缘关系

树中 的支持次数得出 的 。 这样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分析不同组之间 的表型关系远近 ， 并能够

评估这些亲缘关系的可靠程度 。

为 了更直观地表现不同分组之 间 的形态差异 ， 作者还生成 了上述各分类的平均面部

形态 。 作者使用将标志点和半标志点数据组将各组中面部形态平均值与东亚现代人中面部

形态的平均值进行重叠并进行具体的 比较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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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

１ 中面部形态在形状空间主成分分析结果

图 ２ 示 中面部形态在形状空间 中 的前两个主成分 ，
ＰＣ １ 代表所有变异的 １ ７ ．

２４％ ，

ＰＣ２ 代表所有变异 的 １ ３ ． １ １％ ，
二者总共代表 了所有形状变异的 ３ ０ ． ３５％ 。 沿着 ＰＣ １ 的形态

变化主要集中在梨状孔的位置 ， 颧骨体的朝 向 ， 面宽 ， 大小和粗壮程度 ， 上颌骨额突 ， 突

颌程度 以及颧骨额蝶突的朝 向上。 ＰＣ １ 负值
一

端极值 （ ０ ．０ ６
，
０ ） 和负值

一

端极值 （
－０ ．０６

，
０ ）

所代表的形态分别如 图 ２（Ａ ） 和 （Ｂ ） 所示 。 ＰＣ １ 正极值 （ 以澳洲现代人为代表 ） 所代

表 的形态特征为整个梨状孔部分的位置朝前方突出 ， 更加宽而矮 ； 突颂程度更强 ； 颧骨体

纤细 ， 体积较小 ， 颧骨结节不 明显 ；
颧骨额蝶突宽度较小 ， 且更加朝向侧面 ； 位于梨状孔

两侧的上颂骨部分较突出 。 ＰＣ １ 负极值所代表的形态 （ 以部分东亚和美洲印第安人标本为

代表 ） 具有梨状孔位置更加 向后方 ， 高而窄 ； 无明显突颂 ； 颧骨粗壮 ， 颧骨结节非常明显 ，

并有明 显的颧骨切记 ； 颧骨额蝶突较宽 ， 与负极值形态相 比更加朝 向前方 。 东亚现代人 ，

美洲印第安人中面部形态主要分布在 ＰＣ １ 的正值范 围 内 ， 在 ＰＣ １ 正值部分的分布范围大

于负值部分的分布范围 ， 而非洲和澳洲现代人 中面部形态主要分布在 ＰＣ １ 的负值范围 内 ；

欧洲和 东南亚现代人的 中面部形态分布在 ＰＣ １ 正值与负值范围 内 的标本数量几乎相等 。

东亚现代人组与澳洲现代人组 中面部形态几乎没有重叠 ， 与非洲现代人标本的中面部形态

部分重叠 ，
而与欧洲 ， 东南亚和美洲 印第安人几乎完全重叠 。

东亚现代人 ， 美洲印第安人中面部形态主要分布在 ＰＣ２ 的正值范围 内 ， 在 ＰＣ２ 正值

部分的分布范 围大于负值部分的分布范围 ， 而欧洲和非洲现代人 中面部形态主要分布在

ＰＣ２ 的负值范围 内 ； 澳洲和东南亚现代人的 中 面部形态分布在 ＰＣ ２ 正值与负值范围 内 的

标本数量几乎相等 。 沿着 ＰＣ２ 发生的形态变化主要集 中在上颂骨额突和颧突 ， 突颂程度 ，

颧骨体的朝 向 以及颧弓 向两侧的扩展情况 。 ＰＣ ２ 负极值与正极值所代表的形态相 比 ， 具有

明显更加前倾的上颌骨额突和颧突 ， 下端更加 向两侧伸展的颧骨体 ， 以及较宽的中面宽 。

３
．
２ 东亚现代人与其他现代人群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的 比较

本研究还将东亚现代人的 中面部平均形态与其他现代人组的进行重叠比较 （ 图 ３ ） 。

东亚与非洲现代人中 面部形态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上颌骨额突的形态 ， 颧骨体的粗壮

程度和高度 ， 颧骨结节 的大小 ， 眼眶下缘的位置以及上颂骨体的形态和突颂程度上 。 非洲

现代人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与东亚现代人相 比具有更加突 出的上颂骨额突 ， 突出 的梨状孔

周围区域 ， 更加纤细的颧骨体 ， 颧骨结节和上颂骨体 ， 而突领十分明显 。 东亚现代人中面

部形态平均形状则表现出更大的颧骨体高度 ， 更粗壮的颧骨体和颧骨结节 ， 突出的颧骨体 ，

眼眶下缘位置较高 。 二者的颧骨额蝶突的朝 向并无明显差别 。

东亚与美洲印第安人中面部形态的差异不大 ， 主要集中在上颂骨齿槽部分的形态 ， 颧

骨体的粗壮程度 ， 以及上颂骨体的形态上 。 美洲印第安人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与东亚现代人

相比具有更加突出 的上颂骨齿槽和上颂骨体 ， 颧骨体和颧骨结节 比东亚现代人稍显纤细 。 东

亚现代人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则表现出稍大的颧骨体高度 ， 稍粗壮的颧骨体和颧骨结节 ， 突

出的颧骨体 ， 眼眶下缘位置稍高 。二者的颧骨额蝶突的朝 向 ， 上额骨额突的形态并无明显差别 。

东亚与澳洲现代人 中面部形态 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上颂骨体的形态 ， 颧骨额蝶突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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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颧骨体的粗壮程度和高度 ， 颧骨结节 的大小 ， 颧弓 的位置和形态 ， 眼眶下缘的位置 ，

梨状孔的形状以及突颂程度上 。 澳洲现代人 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与东亚现代人相比具有短

而宽的梨状孔 ， 更加膨隆的梨状孔周 围区域 ， 明显更加纤细 的颧骨体 ， 和上颂骨体 ， 而颧

骨结节几乎观察不到 ， 突颂十分明显 ， 颧骨额蝶突 比之东亚现代人更加朝 向两侧
，
而且更

加宽 阔 ， 颧 弓 的位置更高 ， 形状更加弯曲 。 东亚现代人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则表现 出 明显

更大 的颧骨体高度 ， 明显更粗壮的颧骨体和颧骨结节 ， 更加突出 的颧骨体和更宽的 中面部

宽度 ， 眼眶下缘位置 明显更高 ， 颧骨额蝶突更加朝 向前方 。

东亚与东南亚现代人中面部形态的差异不大 ， 主要集中在上颂骨齿槽下部的突出程

度 ， 颧骨结节的粗壮程度 ， 中面部的宽度 以及上颂骨体的形态上 。 东南亚现代人中面部形

态平均形状与东亚现代人相 比具有更加突 出的上颂骨齿槽和更加粗壮的上颌骨体 ， 颧骨体

和颧骨结节比东亚现代人稍显纤细 ， 中面部的宽度较之东亚现代人略宽 ， 颧骨下缘位置略

高 。 东亚现代人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则表现 出稍大的颧骨体高度 ， 下缘位置稍低 ， 稍粗壮

的颧骨体和颧骨结节 ， 中面部宽度较大 。 二者的颧骨额蝶突 的朝 向 并无明 显差别 。

东亚与欧洲现代人 中面部形态的差异主要集 中在上额骨额突的形态 ， 梨状孔周边的上

颌骨形态 ， 颧骨体的高度 ， 颧骨结节的大小 ， 眼眶下缘的位置以及上颌骨体的形态和突颂程

度上 。 欧洲现代人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与东亚现代人相比具有更加突 出 的上颌骨额突 ， 突出

^
图 ３ 中国现代人与非洲 ， 美洲 ，

澳洲 ， 东南亚和欧洲现代人中 面部平均形状的重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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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梨状孔周围区域 ， 稍纤细的颧骨体 ， 颧骨结节和上颌骨体 ， 颧骨额蝶突更加朝向两侧 ， 但

其上端较窄而且略向前倾斜 ， 较明显的突颌 。 东亚现代人中面部形态平均形状则表现出更大

的颧骨体高度 ， 更粗壮的颧骨体和颧骨结节 ， 眼眶下缘位置较高 ，
颧骨额蝶突更加朝 向前方。

３
．
３／

＞距离分析以及置换检验

由 于本方法要求外群的存在 ， 本研究 Ｐ距离分析中根据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
［
２ Ｓ １

将非洲

现代人颅骨形态指定为外群 ， 并不代表本研究结果 。 在亲缘关系树中 （ 图 ４
）

， 东亚现代人的

中面部形态与美洲印第安人在 ９４％ 的情况下聚集在
一

起 ， 非洲现代人与澳洲现代人的距离最

近 。 在 ９４％ 的情况下 ， 东亚 ， 东南亚 ， 欧洲与美洲现代人聚集为
一组 ， 并与澳洲和非洲现代

人分开 。 东南亚和欧洲均为东亚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姐妹群 。 除了非洲现代人以外 ， 亲缘关系

树中 的每
一

个分支都比较长 ， 这说明本研究中涉及的每
一

个人群都有比较长的独立发展历史 。

３ ． ４异速生长
（

Ａ ｌ ｌｏｍｅ ｔｒｙ ）

异速生长是对形状和形状大小关系的研究 ， 其针对的 问题是某个形态与其大小尺寸之

间的关系 。 尺寸较大的个体的形态是否是尺寸较小个体的简单放大 ， 或者形态随着尺寸的增

减会发生相应的 ， 统
一

的变化 。 本文对形状变异与 中心大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中面部大小能

够解释形状变异的 ３ ． １％ 。 前五个主成分与 中心大小的相关系数与显著性列在表 ２ 中 。 其中 ，

代表变异最多的第
一和第二主成分均与中心大小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 仅有第三主成分与中心

大小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
／
Ｋ０ ．０００ １ ） 。 第三主成分所反映的形态变异主要位于颧骨结节和

上齿槽 ， 随着中心大小的增加 ， 中面部形态呈现颧骨结节更加粗壮 ， 而突颌程度减弱的变化 。

４ 讨 论

本文使用 的现代人颅骨标本来 自 东亚 、 欧洲 、 非洲 、 东 南亚 、 澳大利亚 以及美洲 ，

共计 １ ０３ 例 。 这些标本跨越非洲 ， 欧亚大陆 ， 澳洲和美洲 ， 大致代表了世界各大地区的现

生人群 。 本文采用基于标志点和半标志点三维信息的几何形态测量方法对这些颅骨的颧骨

上颌骨联合体的形状进行了分析 。 本文显示颧骨上颌骨联合体的形态能够大致区分各个现

代人群 ， 其 中东亚现代人与除美洲印第安人以外的所有现代人的颧骨上颂骨联合体形状之

间都具有较为 明显的差异 。 东亚现代人与澳大利亚和非洲的现代人颧骨上颌骨联合体形状

之间的差别最明显 ， 而与欧洲和东南亚现代人的分布范围有部分重叠 。

本文并未直接计算颧骨上颌骨联合体形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群历史 ， 但根据

扭＾以 等
＾
的研究结果 ， 颅骨形态与该人群所在的地理位置之 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 并

且颅骨形态 的差异主要 由 中性进化和 自 然选择共同决定 。 从本研究的结果中能够看 出 ， 顴

骨上颂骨联合体的形态能够大致区分各个现代人群 ， 并能够将有较确定亲缘关系的人群聚

在
一

起 （例如东亚现代人与美洲 印第安人 ） 。

从平均形状重叠和 ＰＣＡ 结果来看 ， 东亚现代人的颧骨表现出 明显的颧结节 ， 导致东

亚现代人的颧骨比除 了美洲 印第安人 以外的所有人群的平均形状更宽 ， 并使得颧骨 的正面

与侧面形成
一

个明显的转折 ； 另外 ， 东亚现代人的颧骨特征还表现在较大的颧骨体高度 。

从平均形状重叠比较中可以看 出 ， 东亚人的颧骨体高度大于所有其他人群的平均形状 。 这

种较大的颧骨体高度在颧骨体上缘和颧骨体下缘均有所体现 ： 眼眶下缘高于其他人群 ， 而

颧骨上颌骨联合体 的下缘低于其他人群 。 这一特点在东亚现代人与 非洲和澳洲现代人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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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的 比较 中非常明显 。 非洲和澳洲现代人颧骨的平均形状十分纤细 ， 颧骨体髙度大大小

于东亚现代人 ， 并且颧骨体从正面向侧面 的转折也十分平缓 ， 颧骨结节几乎不发育 ， 特别

是澳洲现代人 。 非洲和澳洲现代人颧骨上颌骨联合体的平均形状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 。 在

ＰＣＡ 结果中 ， 东亚现代人标本主要分布在第
一

象 限 ， 非洲和澳洲现代人标本主要分布在

第二 、 三象限 。 东亚人和非洲与澳洲现代人颧骨上颌骨联合体的变异范 围几乎没有重叠 。

Ｐ 距离分析也支持这
一

结果 。 这说 明东亚现代人与非洲与澳洲现代人的颧骨上颌骨联合体

形态具有较大的差异 ， 可能暗示 了二者之 间并不存在密切的联系 ， 而非洲和澳洲现代人的

颧骨上颌骨联合体形态则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 可能暗示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较近的亲缘关

系 。 本研究的结果与 Ｓｃｈｉ ｌ ｌａｄ
［
３ ２

１

中的结果相
一

致 ， 该研究使用形态测量学数据计算了 多个

晚更新世与现代人群之间 的遗传关系 ， 该文章的结果显示 ， 撒哈拉 以南的现代人总是与澳

洲现代人聚集在
一

起 ， 而与其他现代人群分开 。 这说明二者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 该文章

还显示更新世末期与全新世早期的澳大利亚早期现代人与来 自拉文特地区 的早期现代人也

具有很近的遗传关系 ， 鉴于拉文特早期现代人与最初离开非洲 的非洲早期现代人之间可能

存在 的密切关系
［
３ ３ ’ ３４

］

， 以及澳大利亚早期现代人与澳洲现代人之 间 的垂直遗传关系 ， 该

研究表示 ， 澳大利亚早期现代人可能是最初离开非洲的非洲早期现代人的直接后裔 。

东亚现代人上颌骨的平均形状主要表现为较弱 的突颂 ， 其上齿槽向前突出 的程度略低

于欧洲现代人与美洲印第安人 ， 而大大弱于东南亚 ， 非洲和澳洲现代人组平均形状的突颂程

度 。 在这
一

点上 ， 东南亚现代人的颌部向前突出的方式似乎与澳洲现代人较接近 ： 上齿槽的

下部 向前突出 的程度较大 。 东亚现代人突颌特征与东南亚 ， 非洲和澳洲现代人组平均形状的

差别还表现在东亚现代人的平均形状表现出较窄的上齿槽 ， 东南亚 ， 非洲和澳洲现代人组上

齿槽的平均形状则更宽 ， 向两侧伸展 。 而东亚现代人的上颌颧突的位置比除了美洲印第安人

的现代人组都更低 ， 导致东亚现代人的颧骨上颂骨联合体的下缘较低 。 此外 ， 东亚现代人的

梨状孔周 围部分不如澳洲 ， 非洲和欧洲现代人的平均形状 向前突出 ， 这一特征可能与较高和

向前突出的鼻骨相关联 ， 因为这
一

特征与鼻骨相连接 ， 并且向前突 出的鼻骨在这些人群中表

现得非常明显 。 周文莲
１

５
１

提到的梨状孔上外侧部膨隆这
一

特征在欧洲现代人颜骨标本中的 出

现率明显高于东亚现代人群的现象 ， 可能与此相关 ， 并且 ， 本文观察到的梨状孔周 围的结构

膨隆这
一

特征 ， 在东亚现代人中 的表现程度要弱于除美洲印第安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群 。

总 的来说 ， 各个现代人群的颧骨上颌骨联合体的平均形状之间 的差别不大 ， 特别是

与亚洲现代人具有直接承袭关系的美洲印第安人 ， 以及位于欧亚大陆上的东 南亚现代人和

欧洲现代人 ， 在绝大多数特征上 ， 二者表现得十分接近 。 但是东亚现代人群颧骨上颌骨联

合体的平均形状却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 ： 沿着正中矢状面 的结构回缩 （例如突颌程度很弱 ，

梨状孔周 围部分不突出 ）
， 而两侧 的结构 向前方和两侧突出 （例如宽大的 中面宽 以及粗壮

的颧骨结节 ） 。 而其他现代人群的颧骨上颌骨联合体的平均形状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 ， 即

沿着正中矢状面的结构为突 出 ， 而两侧的结构回缩 的特征 。 这
一

结果与 Ｌａｈｒ
［

１ ３
］

中的结果
一

致。 这些特点在东亚发现的化石人类标本中的发生率非常高 ， 北京猿人 ， 南京直立人 ，

大荔 ， 山顶洞人 ， 柳江等标本中都可 以观察到类似的特征。 这表明这些中面部特征在东亚

人类进化的序列是连续的 ， 并无受到干扰的迹象 。

本研究的邻接树将东亚现代人与美洲 印第安人 以 ９４％ 的确定性聚为
一

枝 ， 这再
一

次

确认了 以往研究 中提 出 的东亚现代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 间直接的 亲缘关系
［
３ ５

＇

３６
］

。 邻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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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欧洲现代人与东亚和美洲现代人 ， 东南亚现代人 以 ９４％ 的确定性聚在
一

起 ， 并与澳

洲和非洲现代人区分开 。 这
一

结果与重叠 比较的结果
一

致。 这说明欧亚大陆 的东部与西部

的人群之间 具有广泛的联系地理上的联系 ， 虽然东亚与欧洲现代人群 的活体面部差异较

大 ， 但至少在颧骨上颂骨联合体表现 出 的 中面部特征上并未发现十分明显的差别 。 而比起

地理位置较近的非洲 ， 欧洲现代人的颧骨上颌骨联合体形态并未与非洲现代人更加接近 ，

在 １ ００ 次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中与非洲现代人聚集为
一

类的次数为零 。 这
一

观察结果可能说明欧亚

大陆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基因交流程度远大于非洲与欧亚大陆之 间的基因交流 ， 也有可能说

明非洲现代人与欧亚大陆的现代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亲缘关系 ， 而是与澳洲的现代人具

有较接近的颧骨上颌骨联合体形态 。 这一观察结果可 以有多种解释 ： 这也许暗示了他们保

留了较多的来 自其共同祖先的 形态特征 ， 或者二者之间 具有
一

定程度的基因交流 ， 也可能

是 由于两个人群的生存环境相似导致相似的面部结构 。 值得注意的是 ， 非洲和澳洲 的现代

人的上面部 ， 也就是眉 弓部分的差异较大 ， 非洲现代人的眉 弓 发育程度远小于澳洲现代人 。

这一现象如何解释 ， 还需要进行后续的研究 。

中面部的形态随着尺寸的变化没有表现 出 明显的变化 。 随着 ＣＳ 值的增大 ， 随着中心

大小的增加 ， 中面部形态呈现颧骨结节更加粗壮 ， 而突颂程度减弱的变化 。 Ｍａｄｄｕｘ
［
２

］ 认

为在人属中 ， 眶下区域的形态随着其尺寸有显著的变化 ， 具有较大眶下区域面积的个体也

具有 比较平 ， 比较高而比较窄 的眶下表面 ，

一

些 中更新世的人类标本与尼安德特人表现 出

这样的特点 ， 而眶下面积较小的个体的眶下表面则表现出 明显的凹陷 ， 较短 ， 较宽的眶下

区域 ， 并认为尼安德特人表现 出 的较平的眶下区域形态 ， 是 由于其较大的眶下区域面积 ，

是人属的
一

种祖先形态 ； 而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具有的较小的眶下区域则是
一

种较为进步的

特征 ， 是眶下区域面积导致的
一

种二级特征 。 该文章中的眶下区域与本研究中 的颧骨上颂

骨联合体是同
一

个区域的不同叫法 。 在本研究中 ， 并未检测到颧骨上领骨联合体形态与其

尺寸之间 的显著相关性 ， 而与大小相关的 ＰＣ ３ 所反映的形态也并非集中于颧骨上颂骨联

合体凹陷与否 ， 而是更多的集 中于颧骨体的大小形态与突颂程度 。 如果颧骨上颌骨联合体

的形态较大的受到大小的影响 ， 那么在任何人群 中都应该表现出这
一

特征 ， 但在本研究所

涉及的现代人群 中却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异速生长信号 。 这一结果与 Ｆｒｅ ｉｄｌ ｉｎｅ
１
１ １

１ —

致 。 颧骨

上颂骨联合体是否存在异速生长的现象 ， 还要在以后的研究 中作进
一

步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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