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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3 年 9 月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测量了 402 例（男为 197 例，女为 205 例）傣族人的头面部、体

部体质指标，并与汉族和中国北亚类型、南亚类型体质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西双版纳傣族男性、女

性均为亚中等身材。西双版纳傣族与德宏州傣族体质特征差异较大。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西双版纳傣族

男性与克木人、佤族、水族、苗族在同一组中。总的看来，西双版纳傣族具有南亚类型族群体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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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head, face, and body) of 402 adults (197 males and 
205 females) were investigated in Xishuangbanna, Yunnan Province in September, 2013 and 
compared it with North Asians type ethnic groups, South Asians type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ypical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ai both in male and female were sub-
middle stature.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ai in Xishuangbanna and 
Dai in Dehong were large. The result of Cluster Diagram showed that Dai, Khmu, Wa, Shui, and 
Miao in a same group in male. In general,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ai were South Asia 
type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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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认为蒙古人种包括南亚类型、北亚类型、东亚类型、马来类型、北极类型、

美洲支系。一般来说，中国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孟高棉语族的诸民

族从体质特征来说属于南亚类型。中国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

的诸民族则属于北亚类型。有学者 [1] 认为，中国北方汉族及朝鲜人和日本人属东亚类型，

而中国南方汉族更接近于南亚类型。学术界主流观点 [2] 则认为，中国汉族人按人种类型

属于东亚类型。目前族群的人种学类型主要是根据人体测量学特征来确定的。由于一些人

口较多民族的族源较为复杂，其迁徙、发展、形成的历程较为复杂，体质特征还容易受到

生活环境、饮食的作用，其语言的形成过程常会受到周边族群语言的影响，所以判定某个

民族的人种学类型，情况就较为复杂，不能只依据语言的属性来作出结论。

傣族历史悠久，是“百越”、“骆越”民族的后裔。根据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傣族人口有 126 万，是中国南方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傣语属壮侗语族。傣族是一个跨

境民族，与缅甸的掸 ( 傣 ) 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印度的阿萨姆

邦的阿洪傣都有着渊源关系。大部分傣族自称为“傣”、“泰”，他称为“掸”、“阿萨”[1]。

云南省傣族人口为 122 万。傣族常被分为 “ 旱傣 ” 和 “ 水傣 ”。前者因接近汉族，吸

收汉文化较多，称为汉傣，讹传为 “ 旱傣 ”。保持民族特点较多的西双版纳、孟连、瑞丽

等地傣族称为 “ 水傣 ”。云南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1982 年发表了德宏州傣族体质数据 [3]。目前尚无西双版纳自治州傣族成人

体质研究报道。本文将报道西双版纳州傣族的人体测量学数据，与南亚类型、北亚类型、

东亚类型体质特征进行比较，来分析西双版纳傣族的人种学类型。由于南亚类型族群众多，

本文将西双版纳傣族资料与邻近的哈尼族（藏缅语族族群）、德宏州傣族进行比较研究，

来详细探讨其体质特征。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2013 年 9 月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测量了 402 例（男为 197 例，女为 205 例）

傣族人的头面部、体部体质指标，并对头面部观察项目进行了记录。整个研究工作遵循知

情同意和随机取样原则，对整个测量工作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被测量者均为世居当地三

代以上的傣族人，年龄在 20~75 岁。20~、30~、40~、50~、60~75 岁 5 个年龄组的例数男

性依次为 37、40、40、40、40 例，女性依次为 40、41、40、40、44 例。测量严格按照《人

体测量方法》[4 ] 规定的方法进行。

使用人体测高仪（精确度 1mm）测量身体高度指标。使用人体秤（精确度 0.1kg）
测量体重，饭后 2 个小时后开始测量。被测者赤足，穿内衣、内裤。使用卷尺（精确度

1mm）测量围度指标。使用皮褶厚度计（精确度 0.5mm）测量皮褶厚度指标。使用弯脚规（精

确度 1mm）、直脚规（精确度 1mm）测量头面部和手足高度、长度指标。使用大弯脚规（精

确度 1mm）测量躯干宽度指标。

调查数据采用 Excel 2003、SPSS17.0 软件统计处理。用 u 检验方法进行性别间指标均

数差异的统计学检验，当 u>1.96，即 P<0.05 时，判断指标均数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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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西双版纳傣族男女头面部、体部测量结果见表 1，西双版纳傣族男女头面部和体部各

项指数值见表 2，西双版纳傣族与中国其他族群男性的体质数据见表 3，西双版纳州傣族与

其他族群的体质比较见表 4。

傣族人上眼睑多有皱褶（93.53%），有蒙古褶率低 (18.66%)，眼裂中等型率（45.52%）

和狭窄型率（49.25%）较为接近，眼外角多高于眼内角（77.11%），鼻根高度中等、鼻

翼高度中等，直鼻背，颧部突出度以扁平率最高（43.78%），鼻基部多水平（57.71%），

鼻孔最大径多水平（71.89%），鼻翼多宽阔（78.61%），耳垂多为圆形（66.42%），上

唇皮肤部高度多中等型（87.06%），约一半的人红唇为薄型，虹膜多褐色（55.72%）（表

1）。傣族人具有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

性别间鼻根高度、鼻背侧面观、颧部突出度、鼻翼高度、鼻孔最大径、耳垂类型、

上唇皮肤部高度分型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鼻根更高一些，鼻翼更高一些，鼻孔

最大径更趋于倾斜，上唇皮肤部更高些；女性鼻背更凹些，颧骨更突出些，耳垂圆形率更

高些。一般说来，女性比男性颧骨更为突出、明显 [4]。在同一族群中，女性组凹形鼻背者

一般比男性组多，凸形鼻背者比男性少 [5]。上述的观点与本文调查结果一致。

西双版纳傣族男性、女性均为亚中等身材。傣族人体重较轻，皮下脂肪较为菲薄。

按照指数分型标准，傣族男性、女性均为圆头型、高头型、中头型（刚达到中头型的下限）、

狭面型、中鼻型、长躯干型（男性刚达到长躯干型的下限）、中腿型、宽肩型、中骨盆型

( 男性、女性均接近中骨盆型的上限 )。此外，男性还为中胸型，女性还为宽胸型。

表 1  西双版纳傣族男女头面部、体部测量结果
Tab.1  The results of anthropometry of head, face and body of Dai in Xishuangbanna        （mm）

指标（马丁号） 男 (X—±S) 女 (X—±S) u 指标（马丁号） 男 (X—±S) 女 (X—±S) u 

头长 (M1) 181.8±6.4 175.9±6.5 9.17** 胸宽 269.6±16.1 249.6±16.5 12.30** 

头宽 (M3) 151.9±6.4 146.5±6.0 8.72** 骨盆宽 (M40) 278.0±15.6 280.0±16.0 1.27 

额最小宽 (M4) 105.8±5.6 101.1±5.2 8.71** 上肢全长 (M45) 726.8±29.8 679.2±32.1 15.42** 

面宽 (M6) 141.8±5.1 136.5±5.4 10.12** 全臂长 (M46) 552.3±24.5 516.0±26.1 14.38** 

下颌角间宽 (M8) 116.8±6.4 111.9±6.4 7.67** 上臂长 (M47) 310.4±16.0 290.7±18.1 11.57** 

眼内角间宽 (M9) 31.5±3.2 30.1±3.0 4.52** 前臂长 (M48) 241.9±12.9 225.2±14.0 12.44** 

眼外角间宽 (M10) 89.8±3.4 88.7±3.3 3.29** 手长 (M49) 174.6±11.3 163.2±12.9 9.43** 

鼻宽 (M13) 38.8±2.9 36.2±3.0 8.84** 手宽 (M52) 81.7±3.6 73.5±3.3 23.78** 

口裂宽 (M14) 50.2±3.5 47.6±3.7 7.24** 下肢全长 (M53) 874.9±31.9 843.6±30.4 10.06** 

耳上头高 (M15) 119.8±8.6 115.6±8.4 4.95** 全腿长 (M54) 810.1±31.8 780.8±30.7 9.39** 

容貌面高 (M17) 188.1±8.6 181.9±7.6 7.65** 大腿长 (M55) 448.7±24.7 430.5±21.3 7.90** 

形态面高 (M18) 126.6±5.9 118.7±6.4 12.87** 小腿长 (M56) 361.3±17.4 350.4±16.2 6.49** 

鼻高 (M21) 51.7±3.8 49.3±3.7 6.41** 足长 (M58) 243.9±10.0 225.4±10.0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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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马丁号） 男 (X—±S) 女 (X—±S) u 指标（马丁号） 男 (X—±S) 女 (X—±S) u 

鼻长 (M23) 46.2±3.8 43.6±3.5 7.13** 足宽 (M59) 97.5±5.6 89.6±4.7 15.29** 

鼻深 (M22) 13.8±1.8 12.9±1.9 4.88** 平静胸围 (M61) 894.5±58.5 871.5±57.1 3.99** 

上唇皮肤部高度 15.9±2.7 14.5±2.4 5.49** 颈围 (M63) 347.2±22.5 318.8±23.8 12.30** 

唇高 (M25) 16.6±4.1 16.5±3.7 0.26 上臂围 (M65) 268.4±24.6 253.5±24.1 6.13** 

红唇厚度 7.7±2.1 7.5±1.8 1.02 前臂围 (M66) 256.2±17.8 231.3±17.8 14.02** 

容貌耳长 (M29) 61.4±4.5 60.7±4.6 1.54 大腿围 (M68) 476.1±41.4 496.5±45.5 4.71** 

容貌耳宽 (M30) 28.2±2.6 28.0±2.0 0.86 小腿围 (M69) 337.7±26.5 328.8±26.9 3.34** 

头水平围 (M9) 549.9±14.7 537.7±15.3 8.15** 吸气胸围 928.6±57.5 895.5±63.8 5.47** 

身高 (M1) 1608.0±52.0 1522.1±48.6 17.10** 呼气胸围 878.7±59.5 854.2±65.5 3.93** 

耳屏点高 (M2) 1488.2±52.1 1406.4±48.7 16.25** 腹围 887.7±58.2 880.4±71.0 1.13 

肩峰点高 (M8) 1307.1±46.5 1243.1±45.6 13.93** 臀围 918.7±54.2 920.5±66.7 0.30 

胸上缘高 (M4) 1316.5±45.2 1250.9±43.5 14.82** 上臂最大围 300.2±27.0 275.3±27.4 9.18** 

指距 (M7) 1670.1±64.6 1557.7±59.4 18.14** 面颊皮褶 7.0±1.4 10.0±1.3 22.24**

桡骨点高 (M9) 996.7±38.3 952.3±36.3 11.92** 三头肌皮褶 6.7±1.5 12.0±1.3 37.79**

茎突点高 (M15) 754.8±32.0 727.1±32.7 8.58** 二头肌皮褶 3.5±1.6 5.5±1.6 12.53**

中指指尖点高 (M11) 580.3±30.0 563.9±29.7 5.51** 肩胛下皮褶 11.9±1.4 16.1±1.3 31.14**

髂前上棘点高 (M13) 906.3±34.2 869.8±33.3 10.84** 髂前上皮褶 10.0±1.5 13.4±1.4 23.47**

胫骨上点高 (M9) 423.8±18.2 406.9±17.8 9.41** 小腿内侧皮褶 5.5±1.6 9.6±1.4 27.30**

内踝下点高 (M16) 62.5±4.7 56.5±4.3 13.34** 肱骨内外上髁间径 66.6±3.4 61.1±3.8 15.31** 

坐高 (M23) 853.1±30.9 808.2±29.2 14.96** 股骨内外上髁间径 91.6±4.5 84.9±4.8 14.44** 

躯干前高 (M25) 561.5±25.6 537.0±28.6 9.06** 体重（kg） 59.0±8.5 53.4±8.3 6.68** 

肩宽 (M35) 384.9±17.7 349.4±15.7 21.24** 

u：性别间的 u 检验 *: P <0.05  **: P <0.01；皮褶厚度值为非正态分布，表中均数为几何均数，标准差为几何均数的标准差

表 2 西双版纳傣族男女头面部和体部各项指数值
Tab.2  Indices of head, face and body of Dai both in male and female in Xishuangbanna

指数 男 (X—±S) 女 (X—±S) 指数 男 (X—±S) 女 (X—±S)

头长宽指数 83.6±4.6 83.4±4.4 身高坐高指数 53.1±1.1 53.1±1.3

头长高指数 66.0±4.9 65.8±5.3 身高体重指数 366.7±49.6 350.3±51.5

头宽高指数 79.0±5.7 79.0±6.4 身高胸围指数 55.7±3.8 57.3±3.7

额顶宽指数 69.7±4.0 69.1±4.1 身高肩宽指数 23.9±1.0 23.0±0.9

容貌面指数 132.8±7.3 133.5±7.3 身高骨盆宽指数 17.3±1.0 18.4±1.0

形态面指数 89.4±4.8 87.1±5.5 肩宽骨盆宽指数 72.3±4.4 80.2±4.6

头面宽指数 93.5±3.3 93.2±3.8 马氏躯干腿长指数 88.6±4.0 88.4±4.8

头面高指数 106.2±9.2 103.2±9.2 坐高下身长指数 1.1±0.1 1.1±0.1

颧额宽指数 74.6±3.7 74.1±4.0 Vervaeck 指数 92.3±8.3 92.3±8.1

鼻指数 75.4±7.5 73.9±7.7 BMI 22.8±3.0 23.0±3.3

口指数 33.5±9.3 35.0±8.8 体质指数 12.3±13.3 11.7±12.4

容貌耳指数 46.0±4.2 46.3±3.7 体型指数 110.9±7.2 115.1±7.7

续表 1  西双版纳傣族男女头面部、体部测量结果
Tab.1  The results of anthropometry of head, face and body of Dai in Xishuangbanna(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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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双版纳傣族与中国其他族群男性的体质数据
Tab. 3 The physical data of Dai in Xishuangbanna and other Chinese male ethnic groups     (mm)  

族群 头长 头宽 额宽 面宽 形态面高 鼻宽 鼻高 口裂宽 眼内角宽 身高 坐高 肩宽 骨盆宽

傣族（本文） 181.8 151.9 105.8 141.8 126.6 38.8 51.7 50.2 31.5 1608.0 853.1 384.9 278.0

汉族（山东）[5] 188.9 152.1 106.6 145.2 123.7 40.4 54.7 52.2 34.1 1672.0 898.9 379.4 280.6

汉族（山西） 181.0 155.8 100.5 145.6 126.8 38.2 56.1 52.1 40.0 1660.5 903.6 376.0 288.4

汉族（客家人）[6] 188.1 151.4 109.0 143.3 121.8 39.8 53.8 52.0 34.2 1645.0 892.5 377.7 272.1

汉族（湖南）[7] 189.3 154.9 109.0 144.4 122.3 37.6 52.4 51.8 33.2 1640.2 876.6 378.0 285.7

汉族（云南）[8] 189.3 151.0 108.1 145.1 115.1 39.4 49.8 51.7 35.8 1660.2 893.8 366.1 292.6

汉族（海南）[9] 180.9 155.3 102.3 144.1 120.5 38.7 52.4 50.0 34.6 1636.0 879.7 376.8 268.1

维吾尔 [10] 181.4 160.6 114.9 145 126 35 56.3 49.6 34.1 1694.6 886.9 396.8 277.2

蒙古 ( 新疆 ) [11] 186.6 157 124.2 147.6 122.6 35.1 52.3 50.1 34 1673.3 893.5 375.8 291

锡伯 [12] 184.5 160.6 119.8 147.7 133.3 38.5 58.4 52.9 35.5 1697.3 924.4 395.8 292

土 [13] 190.3 147.1 109.2 139 124.6 36.6 51.3 48.5 36 1635 894.8 369.1 278.5

撒拉 [14] 190.4 151.9 118.6 142.7 124.1 35.7 53.4 47.7 34.8 1673.1 903 373.1 282.6

保安 [15] 186.9 148.9 102 140.3 128.6 35.4 56.1 50.1 33.3 1634 880.2 370 283.7

东乡 [16] 188.6 146.9 102.3 140.1 128.7 36 56.4 52.1 34.4 1667.4 893.3 373 277.2

回（宁夏）[17] 180.0 151.3 103.7 141.7 121.3 33.7 50.7 49.4 33.8 1671.5 898.5 381.5 281.8

蒙古（内蒙古）[18] 186.2 156.1 110.8 146.6 121.9 38.9 51.9 54.9 36.1 1712 910 389 295

达斡尔 [19] 186.5 154.8 116.3 143.7 121.3 36.2 50.4 50.6 34.8 1694 906 382 287

朝鲜族 [20] 183.9 157.7 101.6 146.1 129.6 37.3 59.4 49.9 36.1 1643.4 -- -- --

满族 [21] 183.0 157.0 108.1 144.9 125.3 37.4 53.1 50.9 35.9 1645.4 888.1 -- --

鄂伦春 [22] 185.7 154.9 108.5 145.5 125.4 35.3 54.5 50.5 36.1 1651 891 370 282

赫哲 [23] 181.1 159.1 105.2 143.1 121.6 38.1 52.7 48.8 36.9 1667.1 893.9 388.7 282.7

布里亚特人 [24] 186.3 164.0 112.2 148.6 125.3 37.6 52.4 53.1 33.9 1695.4 898.6 380.5 263.1

图瓦人 [25] 187.0 160.8 109.6 146.9 123.8 37.9 50.6 51.4 36.53 1667.3 886.7 378.8 246.2

苗 ( 海南 ) [9] 187.8 146.6 104 140.3 121.6 39.6 54 51.3 36.4 1602.7 848.1 374.5 269.9

仡佬 [26] 186.8 148 102.2 140.6 121.7 37.3 54.8 54.7 36.3 1619 868.9 372 273.9

彝 ( 广西 ) [27] 189.5 147.7 103.8 142 120.5 39.5 53.6 58 36.2 1574.6 842.2 365.7 263.8

水 [28] 183.4 151.7 102.7 142.1 119.4 38.4 52.4 55 35.7 1601.4 852.7 371.3 275.2

拉祜 [29] 184.2 148.7 101.4 140.6 124.2 38.6 56.7 51.3 32.4 1576 839.1 356.6 264.4

阿昌 [30] 187.6 148.2 101.6 139.4 124.6 39.1 56.4 54 34.6 1629 864.9 363.4 270.3

侗（广西）[31] 182.5 150.1 101.9 139.2 120.6 37.9 52.6 56.3 35.2 1579.3 830 364.9 265

黎 [32] 183.7 147.3 105.7 140.4 121 40.4 54.9 47.7 38.1 1630.1 855.3 370.6 265.9

德昂 [33] 183.5 144.6 108.6 137.1 133 39.5 48 55.3 36.4 1599.7 835.3 355.5 262.5

畲（福建）[34] 187.2 146.4 105.1 138 124.8 37.8 55.5 52.2 34.4 1632.2 865.8 375.3 277.2

佤族 [35] 184 152.4 106 142.3 127.4 38.8 56.3 52.8 33.1 1604 862.6 371.1 266.1

布依族 [36] 185.3 151.9 110.2 140.8 115 38.2 50.8 50.5 33.9 1586 834.9 373.7 279.6

克木人 [37] 182.5 153.0 107.4 141.2 123.4 38.7 57.6 51.5 35.4 1601.9 844.3 376.4 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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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西双版纳傣族与中国其他族群体质数据的比较

36 个族群中有 2 个北方汉族族群、4 个南方汉族族群、16 个北方少数民族族群、14
个南方少数民族族群。

一般说来，与中国北方族群相比，中国南方族群的头宽、额最小宽、身高、坐高值小，

而鼻宽、口裂宽值大。在上述36个族群男性中，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傣族头长值为第31位，

头宽值为第 20 位，额最小宽值为第 20 位，面宽值为第 22 位，形态面高值为第 8 位，鼻宽

值为第 11位，鼻高值为第 29位，口裂宽值为第 26位，身高值为第 27位。在 35个族群中（朝

鲜族资料缺坐高值），傣族男性坐高值为第 27 位，在 34 个族群（朝鲜族、满族资料缺肩宽、

骨盆宽值）傣族肩宽为第5位，骨盆宽为第16位。由于傣族形态面高比面宽的排位提前了14位，

鼻宽比鼻高的排位提前了 18 位，所以其形态面指数值相对较大，鼻指数相对较大，即其面

部相对较狭，鼻部较宽。可见，西双版纳傣族具有中国南亚类型族群的共同体质特征。

傣族头宽比头长的排位提前了 11 位，所以头长宽指数值较大。在南方族群中傣族的

头型较圆，这又接近于北方族群，而与多数南方少数民族有异。

3.2  聚类分析

对表 3 中 34 个族群（去掉朝鲜族、满族）头长、头宽、额最小宽、面宽、形态面高、

鼻宽、鼻高、口裂宽、眼内角间宽、身高、坐高、肩宽、骨盆宽共 13 项主要指标值进行

聚类分析（组间链接法）。

34 个族群的男性聚为 5 个组。男性第 1 组包括苗族（海南）、黎族等 9 个南方少数

民族。傣族就在第 1 组中，与云南西双版纳的克木人、临沧的佤族、贵州的水族以及海南

的苗族体质最为接近。第 2 组包括彝族、德昂族等 5 个南方少数民族。第 3 组包括维吾尔

族、锡伯族等 5 个北方少数民族。汉族（客家人）、汉族（海南）等 6 个北方族群聚成第

表 4  西双版纳州傣族与其他族群的体质比较
Tab.4 The comparison of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Dai in Xishuangbanna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族群 例数 头长 头宽 额最小宽 面宽 形态面高 鼻宽 鼻高 口裂宽

男性 傣族(本文) (X—±S) 197 181.8±6.4 151.9±6.4 105.8±5.6 141.8±5.1 126.6±5.9 38.8±2.9 51.7±3.8 50.2±3.5 

哈尼族 (X—±S) 248 185.0±6.2 145.6±5.8 113.8±4.8 139.7±5.2 116.3±6.1 37.4±2.8 51.8±3.7 53.3±3.6 

u 5.31** 10.75** 15.93** 4.28** 18.02** 5.14** 0.28 9.16** 

傣族（德宏州） 515 189.2±5.7 149.3±4.9 106.9±4.3 138.4±5.2 118.9±6.0 36.8± 2.9 49.9±3.5 53.9±3.6 

u 14.21** 5.15** 2.49* 7.91** 15.51** 8.23** 5.78** 12.52**

女性 傣族(本文) (X—±S) 205 175.9±6.5 146.5±6.0 101.1±5.2 136.5±5.4 118.7±6.4 36.2±3.0 49.3±3.7 47.6±3.7

哈尼族 (X—±S) 253 178.3±6.1 140.4±5.0 111.5±4.7 133.7±4.8 108.9±5.2 34.3±2.2 48.0±3.2 50.2±3.5

u 4.04** 11.64** 22.21** 5.80** 17.70** 7.57** 3.97** 7.66** 

傣族（德宏州）(X—±S) 534 180.8±5.5 145.0±5.0 104.7±4.1 133.6±4.6 111.3±5.6 34.3±2.1 47.1±3.4 50.7±3.1

u 9.56** 3.18** 8.91** 6.80** 14.56* 8.32** 7.40** 10.65**

u：西双版纳傣族与其他族群间的u检验值，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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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蒙古族（新疆）、图瓦人等

9 个北方族群聚成第 5 组。最终，

第 1 组和第 2 组聚成一个南方少数

民族大组，第 3、第 4、第 5 组又

聚成另一个由汉族和北方少数民

族组成的大组。

这表明总体上傣族男性具有

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体质特征。

3.3  傣族与云南哈尼族及德宏州傣
族头面部指标的比较

哈尼族 [38]、德宏州傣族 [39] 数

据是 30 多年前测量所得。30 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体质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体部特征更易受到生

活条件变化的影响。所以本文与哈

尼族、德宏州傣族体质比较时选取

头面部指标。

傣族、哈尼族是西双版纳州

主要的少数民族，二者生活环境

基本一致。傣族属于壮侗语族的

民族。哈尼族属于藏缅语族的民

族。两个民族族源不同，遗传结

构存在差异。

除鼻高外，西双版纳傣族男

图 1 中国族群男性的聚类图
Fig.1 Dendrogram of cluster analysis in Chinese males

性与哈尼族男性其余 7 项头面部指标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西双版纳傣族头长、额最小

宽、口裂宽值小于哈尼族，而头宽、面宽、形态面高、鼻宽值大于哈尼族。与哈尼族相比，

西双版纳傣族头更圆一些。由于鼻翼较宽是南亚类型族群头面部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提示

西双版纳傣族比哈尼族更接近于南亚类型族群。

西双版纳傣族男性头长、额最小宽、口裂宽值小于德宏州傣族，而头宽、面宽、形

态面高、鼻宽、鼻高值大于德宏州傣族，二者头面部特征明显不同。从鼻宽、鼻高值来看，

提示与德宏州傣族相比，西双版纳傣族南亚类型特征更为明显。

西双版纳傣族女性与哈尼族、德宏州傣族女性头面部指标值比较结果与男性基本一

致。西双版纳傣族与哈尼族体质特征差异较大，主要反映了傣族与哈尼族遗传上的差异。

历史上，西双版纳傣族属于勐泐王国，操傣语的兰纳方言。德宏州傣族属于麓川王国，操

傣语的泰弄方言。二者同为傣族，但族源上有差异，这是二者头面部特征不同的主要原因。

致谢：感谢勐海县民宗局、勐海县曼恩村村委会对测量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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