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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顶蛳山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保存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及大量的古

人类骨骼遗存。本文主要从龋齿研究入手，对顶蛳山二、三期文化（8-7 ka BP）中大于 15 岁的 169 个体

的 2737 枚恒齿进行了观察。分别统计了龋齿等级和个体和牙齿患龋率以评估人群患龋情况，进而分析顶

蛳山遗址人群的口腔健康状况，并探讨了食物构成、饮食行为与社会经济等。统计结果表明，顶蛳山遗

址人群的个体和牙齿患龋率都较高。患龋率在两性、葬式、年龄段间都存在差异，女性患龋程度要高于

男性；不同葬式之间差异也显著，随着年龄的增长患龋的比例和程度也随之加深。通过与其他 8 组新石

器时代国内遗址人群的个体和牙齿患龋率的对比，我们看到包含顶蛳山在内的三组华南渔猎采集遗址的

个体和牙齿患龋率都要高于其他遗址，农业遗址的人群要低于华南遗址的患龋率，而混合经济遗址的患

龋率最低。龋齿的出现与人类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关系密切。据此，我们推测顶蛳山及其他两组华南遗

址的高患龋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关系密切，但这与一般所认为的农业的出现没有联系。三组遗址都是以

渔猎采集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且这时期农业并未传播至华南地区。因此我们的分析表明高患龋率与

农业并没有必然联系，而华南地区当时人群所食用的碳水化合物可能源于当地的块茎类和含蔗糖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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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ngsishan site, located in the Yongning district of Nanning City, Guangxi,  
uncovered abundant burials and cultural remain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2737 
permanent teeth (particularly dental caries) from 169 individuals of Phase II-III at the site dated 
to 7-8 ka BP. Dental caries research provides important bio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behaviors of prehistoric occupants in southern China including oral health, diet, subsistence and 
social economy. This work indicates that Dingsishan inhabitants had high rates of caries, possibly 
due to large consumption of carbohydrates. The pattern of dental caries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x, burial and age, and compared with eight other Neolithic sites in China, the 
high rate of dental caries may be because of the specific consumption of tubers and other sugar-
rich foods in South China. The occurrence of dental caries in three sites was similar even though 
agriculture was not yet established. During this early Neolithic, the subsistence at these three 
sites was dominated by fishing, hunting and gathering which indicates the need for more research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tal caries and subs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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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作为人体骨骼最为坚硬的部分能够较好的被保存，是考古遗址中较为多见的骨

骼遗存。这类遗存能够用以研究人类演化，反映牙齿使用、口腔健康和饮食行为等信息 [1]。

龋齿作为最为常见的口腔疾病之一，其产生主要是在牙菌斑、食物以及所处的口腔环境等

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牙釉质、骨质、本质等硬组织发生慢性进行性破坏的疾病 [2]。龋

齿的出现与碳水化合物关系密切，部分学者认为农业的出现导致饮食结构更加单一化，食

谱中碳水化合物含量增加而致使农业人群患龋率增高 [3]。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龋齿的出现与

人群体质、地理环境以及饮食结构等因素都有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被农业影响 [4]。龋齿的

研究不仅能够了解人群健康状况、饮食获取与消费等行为，也能探讨人类生计模式。   
中国对龋齿的关注随着体质人类学的发展逐渐增加，目前其研究更多集中于全新世时

期的考古材料。我国较早进行龋齿病理研究的遗址是甑皮岩，牙齿观察表明当时人群的患

龋率远高于现代人群 [5]。龚怡对陕西、河南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牙齿的观察也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龋齿与牙齿使用和食物消费的关系 [6]。近年来，多位学者分别对新疆、甘肃以及湖

北三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的病理进行综合性研究，龋齿是评估口腔健康和饮食行为的重要

标准，也与人群的社会经济关系密切 [7-9]。以上多为北方遗址，南方遗址的相关研究较少。

广西崇左遗址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患有龋齿的古人类遗址为中国早期古人类生存条

件的构建提供新线索 [10]。陈伟驹与李法军对鲤鱼墩遗址人骨遗存的口腔疾病的研究为华

南相关生物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11-12]。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牙齿古病理上的研究还较为有限。特别是南方地区，受到保存

状况的直接影响，相关研究进展缓慢。因此，为更多了解南方地区古人类的行为与健康信

息，本文对广西顶蛳山遗址出土的牙齿的龋齿进行观察分析。顶蛳山遗址是华南地区近年

来较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年代为 10-6 ka BP，属于典型的南方贝丘遗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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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考古发掘揭露了丰富的遗物、遗迹，包含大量陶、石、骨、蚌等器物和房址以及墓葬

遗存 [13-14]，其中还含保存了大量的人骨遗存，是南方地区生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本

次通过对第二、三期古人类牙齿的龋齿分析，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南人群的口腔健康

状况和饮食行为等，同时进行历时性和区域性比较，解析中国华南地区尤其是顶蛳山遗址

古人类的患龋情况和饮食结构，以及其与生计模式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广西文物考古单位于 1997 年发掘了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南的顶蛳山遗址，含 4 期遗存，年代为 10-6 ka BP，揭露 331 座

墓葬。遗址发现肢解葬是这一独特的葬式文化，主要是将墓主人肢解成若干部分保存完好

而非二次葬，或将头颅塞入胸腔之中或摆放姿态各异，是遗址代表文化因素之一 [13-14]。

在 4 期遗存中，仅第二、三期属于顶蛳山文化，是本文的研究材料（8-7 ka BP）。

331 座墓葬包含 390 例人骨，其个体、年龄、性别等鉴定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李法军完成。

根据遗址现有的人口学信息，其中年龄大于 15 岁具有可鉴定恒齿的个体共 169 例，恒齿

2843 枚（包含观察自牙槽骨愈合痕迹的 106 枚牙齿，由于牙齿已经脱落，无法进行龋齿

定级观察）。表 1- 表 4 为样本的人口学及牙齿信息。

1.2 研究方法

1.2.1 龋齿观察标准

龋齿的观察与鉴定主要结合《牙体牙髓病学》[2] 和 Turner[15] 的相关描述与定级，本

文将其分为 4 个等级：

表 1 个体与牙齿的性别分布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s and teeth by sex

性别(Sex) 男性(Male) 女性(Female) 无法鉴定(Unidentified) 合计(Total)

个体数(n) 98 43 28 169

百分比(%) 57.99 25.44 16.57 100

牙齿数(n) 1724 701 312 2737

百分比(%) 62.99 25.61 11.40 100

表 2 各年龄段的个体与牙齿分布
Tab.2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and teeth of ages

年龄(Age) 15-24 25-34 35-44 ≥45 无法鉴定(Unidentified) 合计(Total)

个体数(n) 28 53 55 29 4 169

百分比(%) 16.57 31.36 32.54 17.16 2.37 100

牙齿数(n) 437 954 963 373 10 2737

百分比(%) 15.97 34.86 35.18 13.63 0.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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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葬式的牙齿分布
Tab.3  The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s and teeth by two types of burials

葬式(Burial)  肢解葬(Dismembered) 非肢解葬(Undismembered) 葬式不明(Uncertain) 合计(Total)

个体数(n) 42 91 36 169

百分比(%) 24.85 53.85 21.30 100

牙齿数(n) 850 1399 488 2737

百分比(%) 31.06 51.11 17.83 100

表 4 牙齿数量（不包含生前脱落）
Tab.4  The total amount of teeth

牙齿数

(Teeth)

右侧(Right) 左侧(Left)

M3 M2 M1 P2 P1 C I2 I1 I1 I2 C P1 P2 M1 M2 M3

上颌(Upper jaw) 76 83 86 75 82 76 59 43 45 56 73 82 74 77 82 72

下颌(Lower jaw) 97 122 121 107 113 96 84 66 65 84 107 103 109 108 118 96

I 级，浅龋，牙冠处釉质侵蚀，牙颈或牙根处则出现牙骨质、牙本质龋，位置较浅，

面积较小；

II 级，中龋，自齿冠深入至牙本质形成蛀洞，牙本质脱矿软化并变色；  

III 级，深龋，牙本质深层有较大蛀洞，或达牙髓腔、牙根管；

IV 级，侵蚀整个齿冠，齿根坏死，甚至齿根分离。

根据牙齿的结构，龋齿分布在齿冠，牙釉质与骨质结合面，齿根三部分，共七种分

布类型：齿冠的咬合面、近远中接触面、颊（唇）舌侧面；牙釉骨质结合面的近远中接触

面、颊（唇）舌侧面；牙釉骨质结合面至齿冠咬合面；齿根。

当一枚牙齿出现 2 处以上龋齿以最高等级为准，并记录所有龋齿的发生位置。

1.2.2 分析与统计方法

应用 Excel® 2007 和 IBM®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龋齿的个体与牙齿的出

现率统 (R) 计公式如下：

Ri =(ni/N)×100%

式中，Ri— 龋齿出现率，ni— 出现病理现象的个体数或牙齿数，N— 样本总量。

龋齿平均等级采取加权平均值 (X—) 公式 :

X—=(x1w1+ x2w2+…+ xnwn )/(w1+w2+…+wn)

式中，X— — 龋齿平均等级，xn — 牙齿龋齿等级，wn — 加权数即该龋齿等级牙齿数量。

为了解患龋率在性别、葬式是否存在差异，将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其差异性，P<0.05

为差异显著，P<0.01 是差异极其显著，反之则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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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计与分析

2.1 患龋率

根据上文患龋率的计算公式，可知顶蛳山遗址个体和牙齿的患取率如下：

个体出现率 = 103 / 169 × 100% = 60.95%
牙齿出现率 = 273 / 2737 × 100% = 9.97%
另外，Lukacs 发现龋齿会造成牙髓腔、根管暴露从后导致牙齿生前脱落，是计算龋

齿不能忽视的因素 [16]。这批材料观察到牙髓腔、根管暴露主要为三、四级龋齿导致的，

结合牙槽骨的愈合痕迹观察到的牙齿生前脱落数量，虽然这部分牙齿脱落无法直接观察龋

齿等级，但借由三、四级龋齿的比例能够计算生前脱落牙齿中的龋齿数量，数据如下：

龋齿侵蚀牙髓腔、根管的概率（三、四级龋齿数）=（33 + 30）/ 273 × 100% = 23.08%
生前脱落牙齿的患龋数 = 106 × 23.08% = 24
牙齿患龋率 =（273+24）/（2737 + 106）× 100% = 10.45%
综上，顶蛳山遗址的牙齿患龋率为 10.45%，个体患龋率高达 60.95%，顶蛳山遗址的

牙齿和个体的患龋率都较高。

2.2 龋齿的分布

统计患龋牙齿、位置和龋齿等级，能够反映顶蛳山人群龋齿的具体分布情况。除可

能由于龋齿而脱落的 24 枚牙齿外，273 枚牙齿能够直接观察到龋齿等级（图 1）。从患龋

牙齿看，臼齿与前臼齿的患龋率高于门齿和犬齿，其中臼齿最高。患龋牙齿在等级上，整

体以一、二级为主，其平均龋齿等级为 1.99。不同牙齿分布差异明显，门齿与犬齿几乎全

为一、二级龋齿；前臼齿与臼齿虽以一二级龋齿为主，但三、四级龋齿比例明显升高，患

龋率也高于前者。遗址主要面临较为普遍的破坏釉质、骨质表面的一、二级龋齿；后牙三、

四级龋齿比例增加更造成更加严重的牙髓腔、根管的破坏，甚至整个齿冠不存（图 2）。 
除患龋牙齿和等级外，龋齿在牙齿主要发生在 7 处（图 3），位置的分布差异也较为

明显，下颌患龋数要高于上颌牙齿。龋齿最多出现的部位是齿冠的近远中接触面、近远

图 1  龋齿等级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caries by class

中牙釉质骨质结合面和咬合面，其中近远

中结合面龋和牙釉骨质结合面发生龋齿最

多，可能是由于位于齿缝处无法有效清洁

而造成，门齿、犬齿和前臼齿的龋齿几乎

全部集中在这两个位置。臼齿的龋齿主要

在咬合面出现，这应与臼齿咀嚼功能与使

其长期与食物接触有关。存在一定比例的

牙齿齿冠完全被侵蚀无法观察，另外还有

根面龋、颊舌侧龋齿出现。

龋齿在不同年龄段也显示了不同的

的患龋情况（图 5），随着年龄的增长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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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71 下颌右侧第一臼齿和 M322 上颌右侧第一臼齿的 4 级龋齿
Fig.2 The class IV caries of M71 and M322

图 3  龋齿发生位置分布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caries by location

图 5 龋齿的年龄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caries by ages

图 4  M72 左侧上颌犬齿、前臼齿近远中接触面龋
Fig.4 The caries at proximal contact area of M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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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率逐渐增高，程度也随之加深。虽然各年龄段总体都以一、二等级龋齿为主，但随着年

龄增加，三、四级龋齿数量也明显升高，尤其 25-44 两个年龄段增长趋势尤为显著。而大

于 45 岁的老年个体的三、四等级龋齿数量较低，这一现象可能与该年龄段的牙齿样本较

少或者高龄者牙齿生前脱落有一定的联系。

2.3 龋齿的性别差异

除了龋齿本身的等级和位置等分布情况外，根据遗址的人口学信息也能够进一步分析

病理的两性差异。顶蛳山人群两性个体和牙齿各等级的龋齿分布如下（表 5），根据卡方检

验结果 P=0.01，表明男女的患龋有着显著的差异。表 5 显示女性个体与牙齿的患龋率都要

高于男性。另外在龋齿等级上，女性的三、四级龋齿出现率为 36%，男性仅为 17%；女性

平均龋齿等级为 2.34，男性为 1.88。由此推测遗址中女性患龋概率与程度都较男性更为严重。

2.4 龋齿的葬式间差异

肢解葬作为遗址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也重这一葬式入手分析龋齿病理在葬式

间是否存在差异。表 6 是不同葬式的龋齿数分布，肢解葬中龋齿的个人和牙齿比例都较高

于非肢解葬的人群，不同等级间患龋数各有不同，没有显著的葬式分布趋势。肢解葬和非

肢解葬两种人群的患龋率差异性检验结果是 P=0.041，表明二者存在统计学差异。肢解葬

与非肢解葬各自的两性患龋数量的卡方检验 P 值分别为 0.41 和 0.04，表明肢解葬中龋齿

不存在两性差异，但非肢解葬内的男女牙齿患龋率差异较为显著，这部分可能对两种葬式

间患龋率差异统计有一定的影响。仅从龋齿对其文化象征的分析是有限的，但能够为这一

文化因素的研究提供生物考古学信息。

表 5  男女两性龋齿出现率统计
Tab.5 The occurrences of caries with sex

性别(Sex) 个体数(Individual) 牙齿数(Teeth) 1级(I) 2级(II) 3级(III) 4级(IV)

女性(Female) 患龋数(n) 30 65 20 22 14 9

总数(N) 43 701 65 65 65 65

百分比(%) 70% 9% 32% 34% 22% 14%

男性(Male) 患龋数(n) 62 178 69 78 13 18

总数(N) 98 1724 178 178 178 178

百分比(%) 63% 10% 39% 44% 7% 10%

表 6 两种葬式的患龋率统计
Tab.6 The occurrences of caries with burials

葬式(Burial) 个体数(Individual) 牙齿数(Teeth) 1级(I) 2级(II) 3级(III) 4级(IV)

肢解葬(Dismem-
bered)

患龋数(n) 33 105 44 40 5 16

总数(N) 42 850 105 105 105 105

百分比(%) 79 13 42 38 5 15

非肢解葬(Undis-
membered)

患龋数(n) 54 134 49 53 20 12

总数(N) 91 1399 134 134 134 134

百分比(%) 59 10 37 40 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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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 9 组遗址的患龋情况

这一部分的分析以顶蛳山人群个体和牙齿的患龋率为基础，与中国境内其他 8 组史前

遗址的数据进行对比。因此 9 组遗址的对比分析能够提供较为充分的不同时期、区域人群

的患龋情况，以及其与饮食行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遗址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方面，

这些数据是目前国内已有发表的个体和牙齿患龋数据；另一方面，为更全面的区域性和历

时性比较，时空分布上，从中国华南、中部到西北，自新石器时代早期（1.1 ka BP）到新

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 (4 ka BP)，同时也含有渔猎采集、农业经济与多种形态

共存等多种生计模式。选取的 8 个遗址龋齿信息如下（表 7）：

甑皮岩遗址：广西桂林南郊独山，16 例，牙齿 283 枚，个体患龋率 87.5%，牙齿患

龋率 23.67%[5]，龋齿与根尖周囊肿并不存在必然关系 [17-18]，本文将甑皮岩遗址患有根尖周

脓肿的 24 枚牙齿与 1 例个体剔除。早期文化 1.1 ka BP 年，二至四期文化 1.1-8 ka BP，以

渔猎 - 采集为主 [19]。

鲤鱼墩：广东省湛江鲤鱼墩，出土 5 例个体的人骨遗存 [12]，4 例患有龋齿，123 枚牙

齿中 22 枚患龋，遗址以渔猎 - 采集为主。

贾湖遗址：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个体出现率为 2.45%[20]，新石器时代早期

向中期过渡，碳化粟粒以及野生稻，已有农业活动产生，年代为 9-7.8 ka BP。
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姜寨、史家、北流三个仰韶文化时期的人骨遗存，

个体出现率 41.77%，牙齿出现率 5.66%，年代为 6.7-5.6 ka BP[21]。

青龙泉遗址：湖北省郧县杨溪铺镇财神庙村五组，仰韶、屈家岭与石家河三种文化，

87 例个体的 1075 枚牙齿，年代 6.5-4.5 ka BP[9]，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与狩猎为辅。

河南下王岗：河南淅川县下王岗村东，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时期的

3243 枚牙齿，时代在距今 5-4.5 ka BP 年 [22]，农业有较大发展，渔猎为主要生产活动之一。

临潭磨沟墓地：甘肃省临潭县陈旗乡磨沟村齐家文化墓地，218例个体的 4734枚恒齿，

其年代约 4 ka BP[23]，旱作农业为主，仍存在采集经济。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重要遗址，包含 31 例个体，425 枚牙齿，5 例个体患龋，

表 7  九组遗址龋齿个体、牙齿出现率
Tab.7 The occurrences of caries from nine groups

遗址(Site)
患龋数(Caries) 总样本(Gross Sample) 患龋率(Frequency)

个体(N) 牙齿(n) 个体(N) 牙齿(n) 个体(%) 牙齿(%)

甑皮岩 14 67 16 283 87.50 23.67

贾湖 4 - 163 - 3.45 -

顶蛳山 103 295 169 2834 60.95 10.45

鲤鱼墩 4 21 5 122 80 17.21

仰韶 33 57 79 1007 41.77 5.66

青龙泉 48 128 87 1075 55.17 11.90

下王岗 - 220 - 3243 - 6.8

磨沟墓地 101 299 218 4734 46.33 6.32

牛河梁 5 6 31 425 16.13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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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九组遗址的个体与牙齿患龋率
Fig.6 The caries of individual and teeth from nine sites

出现率为 16.13%，患牙 6 枚为 1.41%。年

代为 6-5ka BP，较低层次的农业形态，食

物来源不以种植物为主 [24]。

如图表所示（表 7、图 6），虽然下王

岗缺失个体患龋率，贾湖缺失牙齿患龋率，

总体而言，数据的分布存在一定的趋势，

情况如下：

个体患龋率自高到低可分为三组：最

高的甑皮岩、鲤鱼墩和顶蛳山遗址，都高于

60%，为 87.5%、80%、60.95%；其次，属于 40%-60% 区间，青龙泉、磨沟墓地、仰韶等数

据为 55.17%、46.33%、41.77%；剩余最低的一组，牛河梁为 16.13%，贾湖遗址仅 2.45%。

牙齿患龋率同样可分为三组：最高为华南三个遗址，高于 10%，分别为 23.67%、

17.21%、10.45%，以及中部地区青龙泉遗址；其次在 5-10% 区间，是下王岗、仰韶、磨

沟墓地，为 6.8%、6.32%、5.66%；最低的是牛河梁遗址仅占 1.41%。

个体和牙齿患龋率的分布情况相似，结合各自生计模式，9 个遗址最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渔猎 - 采集经济：个体和牙齿患龋率最高的甑皮岩、顶蛳山、鲤鱼墩三个遗址，

其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经济模式和年代都存在很大共性，并且都是以渔猎 - 采集主导的华南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第二类，农业经济：青龙泉、仰韶、下王岗与磨沟墓地等遗址都是处于农业发展阶段，

其饮食结构趋向单一化。遗址存在一定比例的患龋人群，但相比于华南的三组遗址要低，

却又高于其他混合经济形态的遗址。

第三类，混合经济：贾湖遗址与牛河梁遗址人群的患龋率是最低的。从生计模式看，

不同于其他遗址以一种模式主导，这二者都存在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因素并不主导，为食物

来源之一，同时还存在狩猎与采集所获取的食物，相较于其他形态其食物结构最为多样化。

从本文数据对比，食物多样性高的遗址患龋率相对要低，渔猎 - 采集的遗址中古人类

的龋齿病要比农业经济的人群更加严重。

3 讨论与结论

龋齿能够反映考古遗址中人类的口腔健康状况与饮食结构 [7-9]，因此从生计模式和社

会经济形态入手 [15-16]，结合性别、葬式和年龄等龋齿信息，对顶蛳山人群的健康与饮食进

行讨论，分析整个华南地区古人类的饮食行为。

3.1 顶蛳山人群的口腔健康状况

顶蛳山人群的个体患龋率为 61%，牙齿患龋率为 10%，患龋情况较为普遍。龋齿以

I-II 级为主，龋齿平均等级 1.99，存在一定比例的 III-IV 级龋龋齿。据此，我们了解到

遗址中有较高比例的患龋人群，口腔健康状况较为严重，其中后牙容易遭受龋齿影响，



人  类  学  学  报 • 402 • 37 卷

尤其是高等级龋齿。女性的龋齿出现率与等级都要高于男性，表明女性所面临的龋齿威

胁要大于男性。龋齿发生部位集中在齿冠的近中、远中接触面，尤其是前牙；前臼齿与

臼齿的龋齿主要分布于咬合面与近远中牙釉骨质结合面，这些龋齿的发生可能于口腔清

洁和牙齿使用有着较大的关系。 
经观察该人群的口腔疾病并不仅仅只有龋齿，还有着大量其他口腔疾病，并与龋齿相

互影响使口腔环境更加恶化。例如，III 级以上龋齿会暴露牙髓腔、牙根管致使牙齿严重

病变而生前脱落；同时也是根尖周疾病的诱发原因之一，牙根疾病会诱发根尖周囊肿、脓

肿等疾病 [17-18]。牙周炎主要表现为牙槽骨吸收使齿根暴露，这会加大根面龋产生的概率。

    顶蛳山遗址与另外两个华南新时期早期遗址的个体和牙齿患龋率都较高，表明当时华南

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在渔猎 - 采集的模式下特容易受到龋齿的威胁。

3.2 顶蛳山人群的龋齿与饮食结构

饮食结构与口腔病理的关系密切，能够一定程度反映人群所处的经济模式。学者对中

亚一个青铜时代遗址的研究表明人群摄入大量高蛋白，表现为低患龋率与高牙结石出现率，

这和游牧生计模式相符合 [25]。同时，在酸性的口腔条件下，碳水化合物的累积会导致牙

齿患龋率的增加，学者提出龋齿在向农业经济的转变的过程中随着食物构成单一化碳水化

合物成分提高而增多 [4]。 
上文可知顶蛳山遗址的高患龋率表现在个体和牙齿两方面，而碳水化合物被认为是患

龋的主要诱因，这就表明顶蛳山人群的饮食中可能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因此这一部分主

要从饮食结构探讨其高患龋的原因。而碳水化合物则主要源于含糖与淀粉类食物。顶蛳山

是以渔猎 - 采集为主的典型贝丘遗址，堆积以水生螺壳、贝壳、鱼骨等为主。据研究，当

时古人类食用水生贝类，同时也加工与使用大量类型多样制作精美的蚌刀 [26]，但这一食

物组成主要是肉类并不是人群高患龋率的原因。部分学者提及的农业与龋齿的关系，而植

物考古研究确认的水稻植硅体集中出现在遗址的第四期，顶蛳山文化时期并没有农业发生

的证据，即二、三期并没有水稻及农业相关遗存的出现 [27]。这证明顶蛳山文化时期人群

的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农业没有关联，龋齿的产生是由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结合当时的

自然条件与生计模式，其高患龋率的原因可能在于大量食用块茎植物，这类植物是华南地

区丰富并能够提供人类所需能量的重要食物，尤其是山薯和野芋头，前者现在还为当地人

大量食用 [27]。这类食物或许是顶蛳山人群摄入大量含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这方面可

作为该遗址后期植物考古工作的重点研究项目。

除块茎类植物外，在华南地区含蔗糖的植物含淀粉、糖类，这也可能是患龋的原因之一。

蔗糖致龋性是经过学者多方研究验证的，糖类会加快牙菌斑增长，使口腔内蛋白质与碳水

化合物含量变化而导致 pH 失衡最终龋齿产生 [28-29]。这些蔗糖的植物中，甘蔗大量生长于

热带地区，中国和新几内亚被认为是甘蔗的起源地，其中后者或起源于 6000 年前 [30-31]，

也有学者认南岛语族的扩散与甘蔗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32-33]，这些都表明甘蔗在华南有着

长期并且重要的历史。虽然目前没有考古证据确认其在华南的具体起源，但野生或者驯化

的甘蔗在华南作为当时人群饮食的重要组成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热带地区

也有较多高蔗糖含量的食物，很多含糖量高的水果也都分布在亚热带或热带地区 [3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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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和荔枝等。相对于其他地区，华南有着更加多样的高含糖类食物来源，可能是顶蛳山

和其他两个华南遗址高患龋率的诱因之一。

龋齿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饮食结构和消费碳水化合物食物频率的影响，块茎类食物应

作为采集的主食被食用，而甘蔗或其他高糖水果也许作为辅食形式被消费，这两类食物的

摄入含量与频率对龋齿产生影响重大。即使目前很难确定顶蛳山人群饮食中的块茎和蔗糖

类食物组成与含量，期待后期食谱分析研究可对此进行分析验证。由此可知，顶蛳山遗址

的古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食物结构较为多样化，来自渔猎和采集多方面，而其较高的

患龋率可能与华南地区的块茎和含蔗糖植物的采集有着密切关系。

3.3 顶蛳山人群的性别、龋齿和饮食行为

顶蛳山遗址中两性龋齿差异显著，女性的个体和牙齿龋齿比例都要高于男性，并且平

均龋齿等级也要高于男性。两性的龋齿差异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顶蛳山遗址当中，学者早

已观察到这一现象，研究表明其主要原因可能为生理和饮食两个方面。就生理而言，女性

经期、孕期与生殖以及荷尔蒙等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5, 35, 36]；饮食行为上，狩猎 - 采集型

人群的两性分工可能是原因之一，人群虽然主要会在回到营地后分享食物，在主食上差异

不大，但其差异可能出现在女性采集、准备食物过程中。这一方面可能表现在其两性分工

的行为差异上，尤其是采集中的试吃或其他行为可能导致每天多次饮食次数与更高的碳水

化合物的摄取量 [37]。或有与日本绳纹文化的龋齿研究成果类比，女性龋齿高于男性的原

因在于女性可能会偏爱甜食而摄入“零食” [38]。

上述两性差异一方面是生理因素；另一方面可能在行为上受两性分工影响，如采集过

程中的试吃或“零食”消费等行为从食用更多的含蔗糖与淀粉类植物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

增加。目前仅源自患龋率的统计数据，不能轻率的对两性的社会文化行为下结论，需要后

期更多民族学资料与食谱与文化遗物的补充与支持。

3.4 龋齿与社会经济

从上文的对比看出，相较于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三处华南地区遗址的共性不仅

在生存条件上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生计模式都是农业未始而渔猎 -

采集主导，同时还都面临着较高的患龋风险。仰韶、青龙泉、下王岗等遗址则为新石器时

代中晚期的农业发展时期，而黄河中下游是农业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因此当时居民食物

来源稳定并可能伴随着食谱单一化的趋势，龋齿出现率较高于其他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但明

显低于华南地区。贾湖为农业萌芽阶段而牛河梁处于比较低层次时期，二者的种植农业在

饮食中都不占主导，食物结构由农业与其他经济模式相结合并且来源更加多样化，龋齿的

发生率是最低的。

由此看出，农业经济形态下人群的患龋率反而要明显低于渔猎 -采集的人群。我们能

够看出社会经济模式对饮食结构之间关系并不是之前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密切，龋齿出现虽

很大程度上受到饮食结构的影响，但大量龋齿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是由农业的出现导致

的。Tayler 等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质疑和反驳这一观点 [39]，研究也表明存在混合经济的人

群患龋率较低 [40]，而这些都与本文的结论更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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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的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地域相近，自然条件、生计模式相似，人群的

患龋率也都远高于其他区域，表现出很大的共性的同时也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遗址情况。以

顶蛳山遗址为的华南地区在龋齿病理与饮食行为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龋齿病理，顶蛳山人群的个体和牙齿患龋率都高，相同的还有甑皮岩和鲤鱼墩

两个华南遗址，都要高于其他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患龋率。顶蛳山人群的龋齿还表现在

性别和葬式差异上，这些可能受其年龄结构或饮食行为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饮食结构，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群的高患龋率可能是大量食用高碳水化合物

引起的，虽然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但华南地区的块茎植物与含蔗糖的食物或许是主要源

头，后期需要更多研究资料支持。

第三，龋齿与生计模式，多数学者将高患龋率作为向农业过渡的信号，但本文的分析

却与其相悖，三个华南渔猎 - 采集经济的人群有着明显更高的患龋率，而农业与混合经济

的人群更低。这表明高龋齿率并不是任何单一经济模式的特点，虽然不能排除其他因素，

但必然与饮食结构和行为关系紧密，尤其是与食物结构与消费频率。

综上所述，从华南遗址的共性以及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值得我们后期更多的从文化、生

物、植物考古方面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分析新石器时代人群的龋齿与饮食行为以及社会

经济间的关系，尤其特定区域和人群的行为和文化与病理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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