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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都山古代人群牙齿磨耗及其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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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军都山墓地为代表的“玉皇庙文化”系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一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少数部族

文化。本文对军都山墓地出土人骨牙齿标本作牙齿磨耗状况分析，试图为其饮食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

探讨提供线索。结果显示：军都山古代人群中，相同年龄组的男女两性牙齿磨耗差异不大；前部牙齿磨

耗轻于后部臼齿，第一臼齿磨耗最重；臼齿磨耗样式大多呈现“正常平匀”式，臼齿磨耗角度大多较小，

两者均随年龄而变化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经与其他样本组的对比认为军都山古代人群牙齿磨耗的特

点可能与其社会经济农牧兼营的性质有关，推测动物性食物（肉食）可能在军都山古代人群主要饮食结

构中占据重要比例，并包含有一定的农业经济成分。不同游牧人群牙齿磨耗程度差异较大，只有结合了

磨耗形态及其他信息才有可能更切实地反映其饮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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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oth wear, as part of dental anthropology, has long been studied for identifying the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nd dietary behaviors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As representatives of 
Yuhuangmiao Culture,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Jundushan cemeteries reveal a distinct 
minority culture of North China in the Bronze Age. Through the study of human teeth remains 
from Jundushan cemeteries, the related diet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 there could be seen from 
their tooth wear conditions. 

Here comes the results from the study. Firstly, the degrees of tooth wear measured indica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dentitions in the same age group. Further, data sh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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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lars suffer more from masticatory force and hence exhibit greater wear than the anterior 
teeth, while the first molars suffer most. Compared with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other sites 
in North China, the mean degrees of tooth wear of the Jundushan population, ranging from 
3.7– 5.3 (except for M3), exhibit lower than that of the agriculturalists. Moreover, the mostly 
flat but slightly oblique wear plane forms and angles of the molars, indicate that the Jundushan 
population probably lived mainly on meat, along with certain properties of plants. Referring 
to the rate of caries, the isotope analysi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he 
cemeteries, it is likely that the Jundushan pastoralists lived a life of herding-agriculture mixed 
social economy.

Tooth wear degrees may vary from different nomadic or herding pop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nd dietary behaviors.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related diet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could rely on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ir molar wear plane forms and angles.

Key words: Jundushan, Tooth wear, Diet, Pastoralists

牙齿磨耗通常指牙齿使用过程中，由于牙齿间的直接接触或与食物等外来物质的接

触造成的咬合面损耗。导致咬合面上牙齿磨耗的因素很多，包括食物中固有的易致磨损成

分、渗入食物中的研磨料、咀嚼运动的持久度和强度、相关牙齿间的接触以及夜间磨牙等

牙病。此外，牙齿磨耗还发生在相邻牙齿的近中和远中接触面上 [1]。牙齿磨耗与食物的类

型、食物加工处理方式、非咀嚼性运动等密切关联，牙齿人类学者通过一系列的标准来观

察记录不同人群的牙齿磨耗状况，以期发现影响牙齿磨耗的因素，以及对不同人群当时的

生存策略或特定文化行为的探讨等 [2]。

军都山墓地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境内军都山脉南麓地带，其不同于中原文化、燕文化

以及东北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玉皇庙文化”，代表中国北方青铜时代一支具有鲜明地方特

色的少数部族文化遗存，时代约为春秋战国时期，前后绵延 300 余年 [3]。由于军都山遗址

绝大部分为墓葬群，缺少居住遗址，历来关于其族属等文化性质的争论不断，关于其经济

形态、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的研究亦难以深入。

从墓葬殉牲、随葬青铜器多为兵器、陶器粗糙且量少等，推测军都山古代人群可能

为一支以游牧与畜牧为主的部族，定居性较差，但不排除因与周围中原文化、燕文化等的

交流而存在农业经济成分 [3, 4]。游牧与畜牧人群除主要依赖放牧动物的肉、奶制品等生存，

还存在狩猎野生动物、食用植物性食物等其他生计方式 [5, 6]。国内对古代游牧与畜牧人群

饮食结构研究多集中在同位素分析上 [7-10]。而牙齿作为人体中最坚硬的组织，其磨耗情况

是探讨古代人群食物结构、经济形态的重要信息来源。本文通过对军都山古代人群的牙齿

磨耗程度、臼齿磨耗形态及相关对比研究，希望获知其饮食结构方面的一些信息，并对畜

牧和游牧人群的牙齿磨耗特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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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 料

1.1  研究材料

本文观察研究的材料为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墓地群中玉皇庙、葫芦沟和西梁垙三

座墓地的墓葬出土人骨牙齿。这些被观察的牙齿标本绝大部分附着在完整头骨及下颌

表 1 军都山墓地出土人骨牙齿研究材料组成
Tab.1  Specimen materials of Jundushan population 

involved in this study
　 个体数 牙数

女 男 女 男

青年 (16-35 岁 ) 30 28 701 607

中年 (36-50 岁 ) 13 39 216 754

小计 43 67 917 1361

骨上，包含 110 例个体的 2278 枚牙

齿（表 1）。本文之性别及年龄分组

皆依照原报告《军都山墓地》[3, 11]，

而为减少异常因素（牙齿未萌出、生

前脱落、牙病等）的影响，本文所观

察选择的标本均为青壮年，亦即原报

告所划分之“青年组”和“中年组”。

这也将便于将其与中国北方地区其他

遗址的样本在大致相同年龄段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分析。

1.2  对比材料

与军都山古代人群牙齿磨耗状况作对比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国内部分遗址已发表的出

土人骨牙齿的磨耗数据。这些古人群以混合经济类型为主，但对农业、畜牧业的侧重不同。

表 2 为对比材料的相关背景（表 2），依其主要经济形态依次分为三大组别：农业为主，

畜牧业为主和农牧兼营。

表 2 对比样本组牙齿总标本数及相关背景
Tab.2  Total specimen numbers of the comparative groups and their backgrounds

对比样本组 标本数 时代 经济形态

山西游邀组 [12, 13] 385 新石器时代—夏 农业

河南下王岗组 [14] 3243 新石器时代      农业，渔猎

湖北郧县青龙泉组 [15] 1075 新石器时代      农业，家畜饲养、渔猎

内蒙古水泉组 [16] 435 战国时期 农业，畜牧业

内蒙古土城子组 [17] 2329 战国时期 农业，畜牧业

陕西长安区组 [18] 625 唐 集约农业

新疆罗布泊小河组 [19] 497 早期青铜时代    畜牧业，农业

甘肃西山组 [20] 364 两周时期 畜牧业，农业

新疆洋海组 [7] 581 青铜—铁器时代 畜牧业、原始农业

新疆营盘组 [21] 721 青铜—铁器时代 畜牧业、农业、狩猎

新疆穷科克组 [8, 13] 493 青铜—铁器时代 畜牧业、农业

内蒙古饮牛沟组 [22] 469 战国时期 畜牧业、农业、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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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 法

2.1  观察记录方法

1）牙齿磨耗等级：Smith 曾对狩猎 — 采集和农业经济类型的古代人群牙齿磨耗差别

进行过对比研究 [23]，本文采用其 8 级磨耗标准，对人骨标本的上下颌牙齿磨耗等级进行

观察记录，左右相衡取其重者；

2）臼齿磨耗形态：磨耗形态的观察分为臼齿磨耗样式与臼齿磨耗角度两个方面，以个

体为观察记录单位。参照毛燮均和颜訚 [24] 对咬合面磨耗形状的分类，本文将臼齿咬合面磨

耗样式分为正常平匀者、不甚平匀 - 稍崎岖者和崎岖不平者三种，以反映臼齿咬合面磨耗的

图 1 臼齿磨耗角度测量（依 Smith 修改）[23]

Fig.1  Measurement of the molar wear plane angle

平匀程度。臼齿磨耗角度共分四级：正常、

0°-10°、10°-30° 以及 30°-45°；以反映牙弓

横 曲线呈现上凸形态的角度。角度测量

主要参照 Smith 的方法进行，以直尺竖直

置于两侧臼齿上，对直尺下缘与臼齿咬合

面所夹之角进行测量（图 1），并按上述

4 个角度范围进行记录。

2.2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对所观察的牙齿磨耗数据，按牙齿类别分别统计其平均值与标准差，采用 t 检验

方法分别检验样本牙齿上下颌以及前后部牙齿的差异，还分年龄组进行男女两性牙齿磨

耗差异的检验。全部数据分析由 SPSS Statistics 20.0 软件完成。

在检验前后部牙齿磨耗差异方面，除对各牙位间的磨耗差异进行检验外，还参照刘

武等 [13] 设计的方法，通过 I1/M1 和 I-C/M1-M2 两个指数分析军都山古代人群前、后部牙

齿磨耗差异，方法为相应牙齿的平均磨耗级别之比，I-C 表示门齿和犬齿平均磨耗级别的

相加值，M1-M2 则表示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平均磨耗级别的相加值。由于第三臼齿萌出

较晚，先天缺失、阻生等异常状况较常见，故未考虑其磨耗情况。前、后部牙齿的磨耗

差异影响因素包括主要食物结构，食物的加工处理方式，各牙齿的萌出顺序等。本文希

望通过前、后部牙齿磨耗差异了解军都山古代人群的主要食物结构乃至其社会经济形态。

3 结 果

3.1  牙齿磨耗的上下颌差异

图 2 显示军都山古代人群男女两性上下颌牙齿磨耗级别分布情况（图 2）。根据 t 检
验结果，女性各牙位的上下颌牙齿磨耗等级差异均不显著（P>0.05），男性的上下颌牙

齿磨耗等级差异则仅在 I 和 M1 牙位处表现显著（P<0.05）。从箱图数据看来，军都山古

代人群上下颌牙齿磨耗程度大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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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牙齿磨耗的性别差异

由于前述军都山古代人群的牙齿磨耗上下颌差异不十分显著，故合并上下颌牙齿磨耗

数据再作男女两性间之检验。由于本文所观察的样本中男性中年的个体远多于女性中年，

考虑到年龄结构对牙齿磨耗性别差异的影响，作者对所观察样本分年龄组进行男、女牙齿

磨耗差异的检验。结果显示：男性青年与女性青年相比较，其牙齿磨耗差异不显著（P>0.05）；
而男性中年与女性中年相比较，其牙齿磨耗差异亦不显著（P>0.05）（表 4）。由此，相

表 3  军都山人群的上、下颌观察标本数、平均磨耗等级和标准差
Tab.3  Number of specimen, mean degre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ooth wear degrees of Jundushan population

上颌 I1 I2 C P1 P2 M1 M2 M3

n 106 96 139 149 156 165 146 91

X
—

4.1 4.1 4.2 4.4 4.4 5.3 3.9 2.4

S 1.60 1.60 1.60 1.88 1.88 1.67 1.72 1.19 

下颌 I1 I2 C P1 P2 M1 M2 M3

n 117 140 160 169 171 185 169 119

X
—

3.7 3.7 3.8 3.8 3.8 5 4.1 2.7

S 1.30 1.30 1.21 1.49 1.49 1.43 1.65 1.53 

图 2  军都山人群上下颌牙齿磨耗级别分布情况箱图
Fig.2  Boxplots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ooth wear degrees occurred in maxillae and mandibles of 

Jundushan population

表 4  军都山人群青、中年牙齿磨耗性别差异
Tab.4  Tooth wear degrees’ difference between 
females and males of Jundushan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中年女性 中年男性

n 30 28 13 39

X
—

3.1 3.2 5.0 5.2

S 1.07 0.77 1.05 0.95

P 0.609 0.543

同年龄组的男女两性牙齿磨耗差异不大。

3.3  牙齿磨耗的前后牙差异
军都山人群上、下颌前部牙齿和后部

牙齿的磨耗差异结果见图 3，图中虚线之

上表示前牙磨耗重于后牙，虚线之下表示

前牙磨耗轻于后牙。军都山人群前后部牙

齿磨耗指数在 0.7-0.9 之间，前部牙齿磨

耗轻于后部臼齿磨耗，与新疆营盘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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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水泉组、内蒙古土城子组、山西游邀组、河南下王岗组指数较为接近（图 3）。

3.4  与对比样本组的平均磨耗级别比较

同国内其他遗址不同经济类型人群的牙齿平均磨耗相比较，发现军都山人群牙齿平均

磨耗级别位居中间偏上（图 4）。图 4 中的实心三角形为军都山组牙齿磨耗的平均值，每

一个实心三角形上下延伸的线段为该牙位牙齿磨耗等级的均值 ±2 倍标准误；其他图标则

分别为其他对比样本组各牙位的平均磨耗数据。除年代较晚的陕西长安区组人群牙齿磨耗

级别在大约 2 级上下浮动，以及磨耗异常严重的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人群外，对比样本组

人群的牙齿平均磨耗级别多在 2-5 级之间，均表现出第一臼齿磨耗最重、第三臼齿磨耗最

轻的情况。军都山人群牙齿磨耗级别与大部分对比样本组的情况差异不大，与内蒙古饮牛

沟组、新疆洋海组、新疆营盘组、内蒙古土城子组、内蒙古水泉组、山西游邀组等更为接近。

图 3  军都山及对比组人群前后部牙齿磨耗指数散点图（组图）
Fig.3  Scatter plots showing the tooth wear index comparing anterior teeth with molars in both maxilla 

and mandible of Jundushan popula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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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臼齿磨耗形态

军都山人群的臼齿磨耗样式大多为“正常平匀”式，随年龄增长“不甚平

匀”比例有所提高（表 6，图 5），未见崎岖不平者。经卡方检验，若控制性别变

量，仅以不同年龄组作比较，发现女性青年与女性中年之间比例数差异不显著（ 
χ2=2.747，P>0.05），而男性青年与男性中年之间比例数差异显著（χ2=7.365，P<0.05，
φ=0.339）；若控制年龄变量，则发现女性青年与男性青年之间、女性中年与男性中年之

间的比例数差异均不显著（P>0.05）。

在臼齿磨耗角度方面，军都山人群的臼齿磨耗角度大多落入 0°~10° 的范围内，其横

曲线可认为以趋于水平为主，稍显上凸；部分中年个体的臼齿磨耗角度落入 10°~30° 范
围内；仅极少数个体表现出未经磨耗的正常的下凹横 曲线形态或磨耗角度大于 30°（表 6，
图 5）。经卡方检验，发现女性青年与女性中年之间（χ2=4.286，P<0.05，φ=0.327）、男

性青年与男性中年之间比例数差异均显著（χ2=5.378，P<0.05，φ=0.299），臼齿磨耗角度

存在随年龄增长而增大的趋势；而女性青年与男性青年之间、女性中年与男性中年之间的

表 5  军都山及对比样本组牙齿平均磨耗等级
Tab.5  Mean tooth wear degrees of the Jundushan population and comparative groups

样本组 I1 I2 C P1 P2 M1 M2 M3 平均磨耗

军都山组 4.1 4.1 4.2 4.4 4.4 5.3 3.9 2.4 4.2

山西游邀组 [13] 3.1 3.6 4.3 4.5 4.5 5.0 3.5 2.5 3.9

河南下王岗组 [13] 3.5 3.1 3.6 3.3 3.5 4.6 3.4 2.5 3.4

湖北郧县青龙泉组 [15] 3.4 2.8 3.2 3.3 3.0 4.5 3.5 2.5 3.3

内蒙古水泉组 [13] 3.9 3.6 3.6 3.9 3.9 5.9 4.7 3.0 4.1

内蒙古土城子组 [17] 4.0 3.4 4.2 4.1 3.8 4.7 4.1 2.7 3.9

陕西长安区组 [18] 1.6 1.7 2.2 2.0 1.8 2.0 1.8 1.4 1.8

新疆罗布泊小河组 [19] 5.4 5.5 5.7 5.4 5.1 6.2 4.9 - 5.5

甘肃西山组 [20] 3.9 3.5 3.5 3.2 2.4 3.5 3.3 1.3 3.1

新疆洋海组 [25] 4.9 4.7 4.0 3.7 4.0 5.0 3.7 2.0 4.0

新疆营盘组 [25] 4.0 4.0 3.1 2.6 4.3 5.1 4.1 3.0 3.8

新疆穷科克组 [25] 5.0 5.0 4.3 5.2 4.9 5.9 3.7 2.3 4.5

内蒙古饮牛沟组 [13] 3.1 3.0 3.8 3.6 3.8 5.1 4.3 3.5 3.8

　 I1 I2 C P1 P2 M1 M2 M3

军都山组 3.7 3.7 3.8 3.8 3.8 5.0 4.1 2.7 3.9

山西游邀组 4.1 3.9 4.1 4.4 4.0 5.1 4.6 2.6 4.1

河南下王岗组 3.7 3.5 3.8 3.2 3.4 4.5 4.0 2.7 3.6

湖北郧县青龙泉组 3.9 3.7 3.6 3.2 2.9 4.2 3.7 2.8 3.5

内蒙古水泉组 3.8 3.8 3.1 4.0 3.9 5.4 4.5 3.1 4.0

内蒙古土城子组 4.3 4.1 4.1 4.0 3.6 4.6 4.4 3.0 4.0

陕西长安区组 1.7 1.9 2.3 1.8 1.6 2.3 2.0 1.3 1.9

新疆罗布泊小河组 5.5 5.3 4.9 5.1 4.6 6.1 4.8 - 5.2

甘肃西山组 3.2 3.3 2.9 2.5 2.6 4.3 3.3 2.0 3.0

新疆洋海组 4.0 3.8 3.9 3.5 3.3 4.5 3.6 2.3 3.6

新疆营盘组 4.1 3.9 3.8 3.5 3.7 5.4 4.4 3.6 4.1

新疆穷科克组 4.4 4.3 4.3 3.9 3.7 5.3 3.9 4.6 4.3

内蒙古饮牛沟组 3.2 3.4 3.5 3.5 3.3 5.0 4.5 2.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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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军都山人群臼齿磨耗样式和磨耗角度的观察
Tab.6  Specimen numbers in the occurrence of molars’ wear plane forms and angles

个体数
磨耗样式 磨耗角度

正常平匀 不甚平匀 - 稍显崎岖 正常 0°~10° 10°~30° 30°~45°

女

青年 30 28 2   2  27  1     0

中年 12 9 3  0 9  3   0

合计 42 37 5  2 36 4   0

男

青年 28 26 2   0 27  1     0

中年 36 23 13 0 24  8    4    

合计 64 49 15 0 51  9  4   

图 4  军都山与对比组人群牙齿平均磨耗级别误差条形图
Fig.4  Error bar showing the tooth wear degrees of Jundushan population and the mean 

degrees of the comparative groups

比例数差异均不显著（P>0.05）。

由上可认为，军都山人群在臼齿磨耗形态上存在年龄组别间的差异（弱关联），而

性别间无显著性差异。臼齿磨耗角度随年龄增大是因为：在牙齿的正常咬合关系中，臼齿

的颊侧高而舌侧低，牙弓横 曲线呈现下凹形态。随着牙齿磨耗的开始，上颌臼齿舌侧

磨耗渐重而下颌臼齿的颊侧磨耗渐重，牙弓横 曲线逐渐出现上凸的形态。一般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磨耗程度加重，相应地，臼齿磨耗角度逐渐变大，因而青年个体的

臼齿磨耗角度通常较中年个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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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1  军都山人前、后部牙齿磨耗差异与经济类型

前文观察结果显示军都山人上下颌牙齿磨耗以及性别间差异不显著。各牙齿的平均

磨耗级别为 3.7-5.3（除 M3 外），第一臼齿磨耗程度最重而第三臼齿磨耗最轻。有研究显

示古代人群各牙位的牙齿磨耗程度似乎与牙齿萌出顺序有关 [18, 26-29]，军都山牙齿磨耗程度

的差异也似与此相关。

军都山人前部牙齿平均磨耗轻于后部牙齿，有研究显示狩猎采集者要较农业人群表

现更重的前牙磨耗，前牙对肉类等食物的撕裂、切割作用使前牙磨耗接近或重于后牙；日

本史前农业和更晚近人群的前牙磨耗即要较史前采集狩猎者轻 [30]。军都山人群的前牙磨

耗轻于后牙，不同于以畜牧业为主的新疆罗布泊小河人群和甘肃西山早期秦人，而与农业

经济成分占一定比例的新疆营盘、内蒙古水泉、内蒙古土城子、山西游邀、河南下王岗古

代人群表现出更大的相似性（图 3），暗示军都山人群的饮食结构可能为混合性质。军都

山墓地出土的一件中原式铜罍遗有炭化的酒糟沉积物，经鉴定为谷类粮食作物，显示军都

山人除进行畜牧、狩猎活动外，其生计方式中还可能包含有一定的农业经济成分。

前牙磨耗较轻还可能与古代人群的加工处理方式有一定关联。门齿与犬齿分别承担

切割与撕裂功能，而若在食物加工过程中对食物进行切割、小块化加工以及烧烤、蒸煮等

可能会减轻前牙磨耗。军都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土著青铜鍑的器体外表附着有一层厚厚的黑

色烟炱，口沿上的环耳亦因久经磨耗已有明显的磨蚀凹痕；不少随葬陶器的器表尚遗留着

烟炱痕迹
[3]；这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军都山人对食物进行加工处理的水平。

4.2  军都山人臼齿磨耗形态与饮食结构

臼齿磨耗的平面度（倾斜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人群的食物类型及食物

制作技术。B. Holly Smith 的研究显示，在相同的磨耗等级下，农业人群的臼齿磨耗角度

图 5  军都山人群臼齿磨耗样式与臼齿磨耗角度观察情况
Fig.5  The occurrence of molars’ wear plane forms and angles of Jundushan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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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较狩猎采集人群的倾斜角度大，前者最大磨耗角度可达 18.7°，后者最大磨耗角度仅为

8.9°[23]。国内目前在这方面的对比研究甚少，仅周蜜等曾对湖北青龙泉遗址出土人骨牙齿

进行过第一臼齿磨耗角度的研究，可作一例参考。新石器时代农业已较为发达的青龙泉古

代居民，多数臼齿的磨耗面都明显倾斜，其上、下颌第一臼齿磨耗角度 0°~10° 的出现率

分别仅为 18.3% 和 27.3%[15]。军都山人群的臼齿磨耗角度大多落入 0°~10° 的范围内，似

与狩猎采集人群的情况更为相似。

狩猎采集人群的臼齿除拥有较小的磨耗角度外，还因为食用较为坚韧的、高纤维性

的食物而形成较为平匀的磨耗面 [23]。军都山人群的臼齿磨耗样式亦大多表现为“正常平

匀”式，与狩猎采集经济类型人群较为接近。牙齿磨耗角度和样式的相似性可能与军都山

人饮食构成与狩猎采集人群的相似，含有较多坚韧的食物，尤其是饮食中肉类食物比例

较高密切相关。军都山中的玉皇庙墓地殉牲种类以马、牛、羊、狗为主，殉牲种类和组

合除显示墓葬等级差别外，也反映出这些家畜是军都山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3]。魏彩

云曾对军都山遗址玉皇庙墓地和葫芦沟墓地人骨进行同位素分析，较高的 δ15N 同位素值

（10.4±0.8‰）显示出其饮食中动物性食物所占的比重很大的事实 [31]。

本文的观察研究结果显示，军都山人前部牙齿磨耗轻于后部臼齿，臼齿磨耗样式大

多呈现“正常平匀”式，臼齿磨耗角度亦大多较小，军都山古代人群牙齿磨耗的整体特点

可能是其农牧兼营生计方式的一种反映，其饮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肉类）可能占据重要

比例，同时可能包含有一定的农业经济成分。作者曾对军都山古代人群的牙齿材料进行龋

牙率统计，发现其整体龋牙率为 6.11%。国外学者研究显示，渔猎、狩猎采集社会通常拥

有较低的龋牙率（0.0-5.3%），而高龋牙率（2.3-26.5%）人群通常出现在农业社会。中间

概率（0.44-10.3%）的龋病发病情况则多见于狩猎、农、牧兼营性质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32, 

33]，军都山古代居民龋牙率为中间概率与之相符。

4.3  畜牧和游牧人群的牙齿磨耗状况

前文各对比组的社会经济形态大多为混合型经济模式，均不同程度地依赖于畜牧业。

包括军都山在内的这些游牧和畜牧人群，其牙齿磨耗程度差异很大，前、后部牙齿磨耗程度

的差异也有不同表现。如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种植业，其牙齿磨耗程

度远高于其他对比组，前后部牙齿磨耗差异不大，原研究者认为系受到其食物构成和风沙环

境等影响 [19]；同样主营畜牧业的甘肃西山人群则呈现较轻的牙齿磨耗程度，且上颌前牙磨耗

重于后牙。兼营农牧、狩猎的内蒙古饮牛沟人群和新疆营盘人群，其前牙磨耗均明显轻于后

牙。另外，某些游牧人群也表现出与农业人群相似的磨耗状况，如军都山人群的牙齿磨耗程

度与主营农业的新石器时代山西游邀人群以及战国时期内蒙古水泉人群非常接近。

一般认为游牧人群主要依赖放牧动物的肉、奶制品等生存，但考古资料显示他们亦

存在狩猎野生动物、食用植物性食物等其他生计方式。而且不同地区的游牧群体由于特定

的生态、文化、政治、或历史环境不同而存在不完全一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业模式。游

牧人群的饮食结构并不一致 [5, 6]，食物加工方法也有一定区别。这些可能是造成游牧人群

牙齿磨耗差异较大的原因。从本文的对比看，影响牙齿磨耗的因素很多，单从牙齿磨耗程

度来获知古代畜牧和游牧人群的饮食结构情况存在较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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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位素分析、龋牙率和考古遗存的证据外，臼齿磨耗形态和前后牙磨耗对比似乎亦可

为古代游牧人群的饮食结构提供重要线索。肉类等韧性大的食物可以使臼齿咬合面磨耗趋于

平坦、角度小，而食物中的粮食类因掺杂有较多颗粒物似乎更容易使磨耗面趋于崎岖不平 [23]。

本文对军都山古代人群的观察结果显示，其臼齿磨耗样式大多为“正常平匀”式，臼齿磨耗

角度较小，与狩猎采集人群的情况相似，可能反映其混杂饮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可能占据

重要比例的事实。臼齿磨耗形态对于古代人群饮食构成的判断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目

前相关研究对于中国古代人群的臼齿磨耗形态和前后牙磨耗差异对比尚未有充分的关注，缺

乏臼齿磨耗形态精确量化的方法和可利用的对比材料，可考虑将其作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5 小 结

军都山墓地古代人群的牙齿平均磨耗程度中等偏高，范围在 3.7-5.3 之间，上下颌及

男女两性之间牙齿磨耗差异不显著；后部臼齿磨耗重于前部牙齿，存在显著性差异；臼齿

磨耗形态大都呈现“正常平匀”的磨耗样式和较小的磨耗角度。与对比样本组的比较结果

显示其可能为复杂的混合型经济结构。依据前述之观察结果，参考其龋牙率、同位素分析

以及遗址遗存的发现情况等，大致推测军都山古代人群的饮食中，动物性食物（肉食）可

能占据重要比例，同时可能包含有一定的农业经济成分。本文研究也发现臼齿磨耗形态（样

式和角度）等在反映古代人群的社会经济形态和饮食结构上亦具有重要价值。如今国内在

牙齿磨耗方面对古代畜牧和游牧人群的饮食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较少，本文对军都

山古代人群的观察结果谨作一点尝试性探讨。

致谢：本文所观察研究的牙齿标本材料系由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潘其风研究员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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