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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调查了 402 例（男 197 例，女 205 例）彝族成人的 68 项体质指标，计算了 20 项体质指数，

对凉山彝族体质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1）四川凉山彝族头面部主要特征为圆头型、中鼻型、狭面

型。体部特征为中躯干型、中骨盆型，彝族男性为亚中等型身材，女性为中等型身材；2）四川彝族与广

西、云南彝族比较，头宽、额最小宽、形态面高值最大；头长值小；口裂宽、鼻宽居中；面宽值接近，

鼻型均为中鼻型。四川彝族男性身高与云南彝族接近，明显高于广西彝族（p<0.01），四川彝族女性身

材明显高于云南彝族和广西彝族（p<0.01）；3）四川凉山彝族体质特征与阿昌族、怒族、仡佬族等南方

少数民族较接近，与四川汉族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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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87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lculated 20 physical indices of 402 
adults (197 males and 205 females) of the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details. The main features of head-fa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were brachycephaly, mesorrhiny and leptoprosopy. Body traits indicated a medium trunk 
type and medium pelvic type. Heights of Yi men were sub-medium in contrast to women who were 
in the middle range. A comparison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Sichuan to those found in Yunnan and 
Guangxi provinces showed values of head breadth, minimum frontal breadth, and morp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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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length were the highest. In this comparison, values of head length, mouth breadth and nasal 

breadth values were in the medium range, and face breadth values are similar among the three 

groups. Nasal types were all mesorrhiny. The height of Yi males in Sichuan was similar to Yi males 

in Yunnan but higher than Yi males in Guangxi (P<0.01). The height of Yi females in Sichua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Yi females in Yunnan and Guangxi (P<0.01). In conclusi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in Sichuan were similar to the Sichuan Han 

nationality, Achang, Gelao and other southern groups of China.

 Key words: Liangshan; Yi; Physical traits; Somatoscopy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

余散居于中国其他省份及中国境外，总人口约 900 多万（2010）年 [1]。彝族属汉藏语系中

的藏缅语族。关于彝族的族源，迄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成了人们关注的史学之谜，

也是民族学、彝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难题 [2]。

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成人的体质资料已有许多报道。关于彝族成人的体质资料已有

广西彝族 [3] 和云南彝族 [4] 的报道。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至今

并没有完整的体质人类学数据，早在 1943 年林耀华先生率考察团对大小凉山进行考察，并

撰写《凉山彝家》[5]，只可惜体质方面的数据并未放入其书，而不知下落。本次调查地点昭

觉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州中部偏东，是全国彝族人口大县，彝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7.6%。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四川凉山彝族的体质特征，我们对四川凉山彝族进行了体质调查，此项研

究既可以丰富彝族的体质数据库资料，也对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我们于2013年9月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区昭觉县调查了402例（男197例，女205例）

彝族成人的体质数据。调查方法与判断标准按照《人体测量方法》[6] 和《人体测量手册》[7]

中的有关规定测量头面部和体部指标。测量时严格执行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调查遵循

知情同意原则，被调查者均为世居当地 3 代以上的彝族健康成人。调查分为：20-、30-、

40-、50-、60-75 岁五个年龄组，男性平均年龄 45.46±15.83，女性 43.55±14.06，各年龄组

人数男性分别为 40、38、39、40、40 例；女性分别为 41、41、41、41、41 例。将彝族的

体质特征与中国 24个族群的头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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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宽等 13 项指标均数进行聚类分析。调查数据采用

Excel2010、SPSS11.5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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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川彝族头面部、体部测量结果
Tab.1  Results of head-face and body measurement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Sichuan

指标（马丁号） 男 女 t 指标（马丁号） 男 女 t

头长 (M1)(mm) 186.8±7.7 180.9±6.9 8.13** 胸宽 (mm) 271.5±18.1 250.0±16.0 12.62** 

头宽 (M3)(mm) 155.5±6.8 149.4±6.7 8.96** 骨盆宽 (M40)(mm) 286.6±14.9 282.5±13.2 2.91** 

额最小宽 (M4)(mm) 114.8±4.5 110.3±4.5 10.09** 上肢全长 (M45)(mm) 726.1±34.9 680.5±32.9 13.50** 

面宽 (M6)(mm) 142.8±5.4 135.3±5 14.47** 全臂长 (M46)(mm) 536.2±29.3 501.8±28.2 11.96** 

下颌角间宽 (M8)(mm) 115.3±6.2 110.4±5.4 8.42** 上臂长 (M47)(mm) 305.3±20.6 282.4±21.1 11.01** 

眼内角间宽 (M9)(mm) 30.7±3.2 30.2±3.2 1.45 前臂长 (M48)(mm) 230.9±15.1 219.4±16.6 7.21** 

眼外角间宽 (M10)(mm) 89.6±4.4 88.6±4.2 2.53* 手长 (M49)(mm) 190.0±12.2 178.6±12.3 9.26** 

鼻宽 (M13)(mm) 38.1±2.8 35.0±2.7 11.43** 手宽 (M52)(mm) 81.1±3.7 75.0±3.8 16.33** 

口裂宽 (M14)(mm) 56.0±3.7 53.3±3.1 7.90** 下肢全长 (M53)(mm) 891.0±33.6 852.9±31.9 11.63** 

耳上头高 (M15)(mm) 117.5±9.8 110.7±10.1 6.86** 全腿长 (M54)(mm) 828.2±34.0 790.2±31.8 11.56** 

容貌面高 (M17)(mm) 192.3±8.3 181.6±8.1 13.07** 大腿长 (M55)(mm) 458.4±24.6 434±23.3 10.20** 

形态面高 (M18)(mm) 128.3±7 120.8±6.6 11.04** 小腿长 (M56)(mm) 369.7±22.5 356.5±18.1 6.51** 

鼻高 (M21)(mm) 51.3±3.4 48.0±3.1 10.21** 足长 (M58)(mm) 241.5±9.9 224.3±9.4 17.88** 

鼻长 (M23)(mm) 46.7±3.7 43.2±3.3 9.97** 足宽 (M59)(mm) 94.9±4.9 88.2±4.7 13.87** 

鼻深 (M22)(mm) 14.9±1.9 13.4±1.8 8.34** 平静胸围 (M61)(mm) 898.8±58.0 869.2±70.5 4.61** 

上唇皮肤部高度 (mm) 15.9±2.5 14.4±2.3 6.01** 颈围 (M63)(mm) 343.9±21.5 309.1±21.8 16.09** 

唇高 (M25)(mm) 17.1±3.8 15.9±3.5 3.23** 上臂围 (M65)(mm) 253.1±21.1 244.1±24.8 3.94** 

红唇厚度 (mm) 8.1±2.1 7.5±1.8 3.07** 前臂围 (M66)(mm) 243.5±15.7 225.6±20.3 9.94** 

容貌耳长 (M29)(mm) 63.5±4.7 59.7±4.7 8.08** 上臂最大围 (mm) 286.9±25.9 268.7±27.8 6.80** 

容貌耳宽 (M30)(mm) 27.5±2.3 26.6±2.1 4.22** 大腿围 (M68)(mm) 467.2±41.1 482.6±44.9 3.59** 

头水平围 (M9)(mm) 564.7±18.6 545.7±21.3 9.54** 小腿围 (M69)(mm) 334.2±26.3 329.6±26.6 1.74 

身高 (M1)(mm) 1634.1±60.1 1538.1±53.2 16.93** 吸气胸围 (mm) 931.5±60.1 900.2±69.5 4.83** 

耳屏点高 (M2)(mm) 1516.6±58.1 1427.5±52.3 16.15** 呼气胸围 (mm) 880.3±57.9 848.6±68.9 5.01** 

肩峰点高 (M8)(mm) 1331.3±56.0 1256.1±49.2 14.28** 腰围 (mm) 788.2±86.1 781.5±101.9 0.71 

胸上缘高 (M4)(mm) 1351.1±57.1 1275.4±48.9 14.24** 腹围 (mm) 886.4±59.5 886.7±78.0 0.05 

指距 (M7)(mm) 1677.1±70.7 1562.9±59.8 17.47** 臀围 (mm) 923±56.0 934±67.2 1.78

桡骨点高 (M9)(mm) 1025.9±45 973.7±39.1 12.42** 面颊皮褶 (mm) 7.7±2.7 10.4±2.7 10.25** 

茎突点高 (M15)(mm) 795.1±39.7 754.2±34.7 10.97** 三头肌皮褶 (mm) 8.5±3.2 14.6±4.3 16.14** 

中指指尖点高 (M11)(mm) 605.1±36.2 575.6±31.3 8.75** 二头肌皮褶 (mm) 4.5±1.9 8.0±3.5 12.31** 

髂前上棘点高 (M13)(mm) 924.3±36.9 879.7±34.5 12.52** 肩胛下皮褶 (mm) 10.9±4.5 15.2±4.9 9.20** 

胫骨上点高 (M9)(mm) 431.4±23.5 413.1±19.4 8.50** 髂前上皮褶 (mm) 10.1±4.5 14.3±5.3 8.69** 

内踝下点高 (M16)(mm) 61.6±5.1 56.6±4.1 10.86** 小腿内侧皮褶 (mm) 6.0±2.6 9.9±4.1 11.49** 

坐高 (M23)(mm) 860.3±38.1 817.4±34.4 11.86** 肱骨内外上髁间径 (mm) 66.8±3.4 62.4±2.7 14.00** 

躯干前高 (M25)(mm) 577.4±38.6 554.6±32.7 6.35** 股骨内外上髁间径 (mm) 91.4±4.2 85.3±5.0 13.29** 

肩宽 (M35)(mm) 376.8±16.9 342.6±16.9 20.29** 体重（kg） 60.5±9.2 54.5±9.6 6.3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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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间的 t 检验：* 为差异显著

（0.01<p<0.05）；** 为差异极显著（p<0.01）

2 结 果

四川彝族头面部、体部测量结果见表 1；四川彝族头面部、体部指数值见表 2；四川

彝族与云南彝族、广西彝族比较见表 3；四川彝族与 24 个族群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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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四川彝族头面部和体部指数  
Tab.2  Head-face and body indice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Sichuan

指数 男 女 指数 男 女

头长宽指数 83.3±3.9 82.7±3.7 身高坐高指数 52.7±1.5 53.1±1.4
头长高指数 63.0±5.6 61.2±5.9 身高体重指数 369.5±50.3 354.2±58.0
头宽高指数 75.7±6.7 74.2±7.3 身高胸围指数 55.0±3.4 56.5±4.6
额顶宽指数 73.9±3.4 73.9±3.5 身高肩宽指数 23.1±0.9 22.3±1.0
形态面指数 89.9±5.1 89.4±5.3 身高骨盆宽指数 17.5±0.8 18.4±0.8
头面宽指数 91.9±3.2 90.6±3.6 肩宽骨盆宽指数 76.1±3.9 82.6±3.8
头面高指数 109.8±9.5 110.1±11.7 马氏躯干腿长指数 90.1±5.4 88.3±5.1
鼻指数 74.6±6.7 73.3±7.2 坐高下身长指数 1.1±0.1 1.1±0.1
口指数 30.7±7.4 30.0±6.9 Vervaeck 指数 92.0±7.9 92.0±9.9

容貌耳指数 43.5±3.5 44.8±3.7 BMI 22.6±2.9 23.0±3.7

表 3 四川彝族与云南彝族、广西彝族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Sichuan, Yunnan and Guangxi 

民族 / 项目 头长 头宽 额最小宽 面宽 形态面高 鼻宽 鼻高 口裂宽 身高 形态面指数 鼻指数

四川彝族 男 186.8 155.5 114.8 142.8 128.3 38.1 51.3 56.0 1634.1 89.9 74.6

女 180.9 149.4 110.3 135.3 120.8 35.0 48.0 53.3 1538.1 89.4 73.3

广西彝族 男 189.5** 147.7** 103.8** 142.0 120.5** 39.5** 53.6** 58.0** 1574.6** 85.1** 74.0

女 180.3 143.2** 100.6** 135.2 114.0** 36.2** 50.7** 55.3** 1475.2** 84.4** 71.5**

云南彝族 男 191.7** 150.4** 106.5** 142.5 120.4** 36.2** 51.45 53.2** 1625.6 84.6** 71.0**

女 183.7** 145.5** 105.2** 135.6 112.7** 33.3** 47.6 50.8** 1514.1** 83.2** 70.6**

云南彝族、广西彝族与四川彝族的 t 检验：* 为差异显著（0.01<p<0.05）；** 为差异极显著（p<0.01）

图 1  25 个族群聚类图（左：男；右：女）
Fig.1 Dendrogram of 25 groups (Left: male; Right: 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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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凉山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认为来自长江中游楚地的东来说 ; 有来自西藏高

原的西来说；有来自古越人的南来说；有来自西北羌人的北来说，以及认为源于今云南及

相邻地区的西南土著说等，多数人接受的主流看法，即“彝族是以从‘耗牛微外’南下的

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础，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

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  
为了更清楚凉山彝族与其他族群的亲缘关系，本文选用四川彝族与广西彝族、云南彝

族头面部及体部部分指标进行比较，并将四川彝族与中国 24 个族群的 13 项指标采用最远邻

元素法（Furthest neighbor）进行聚类分析。24个族群分别为达斡尔族 (内蒙古 ) [8]、俄罗斯族 (内
蒙古 ) [9]、哈萨克族 (新疆 ) [10]、维吾尔族（新疆）[11]、乌孜别克族 (新疆）[12]、撒拉族（青海）[13]、

回族 (宁夏 ) [14] 、佤族（云南）[15]、德昂族（云南）[16]、拉祜族（云南）[17]、阿昌族（云南）[18]、

布依族 ( 贵州）[19]、仡佬族（贵州）[20]、水族（贵州）[21]、汉族 ( 四川 ) [22] 、怒族（云南）[23]、

独龙族（云南）[24]、赫哲族（黑龙江）[25]、彝族 ( 广西 )[3] 、汉族（安徽）[26]、汉族（江苏）[27]、

汉族（山东 ) [28]、汉族（海南） [29]、客家人（江西）[30]。

3.1  四川彝族的体质特征
四川彝族头面部主要特点为：圆头型、中鼻型、狭面型。体部特征为中躯干型、中

骨盆型，男性身高为亚中等型身材，女性为中等型身材。

3.2  四川彝族与云南彝族、广西彝族体质特征的比较
从身高来看，四川彝族女性身材最高，明显高于云南彝族和广西彝族（p<0.01） ，

四川彝族与云南彝族男性身高接近，明显高于广西彝族（p<0.01），从身高类型来看，广

西彝族身材最矮，属于矮型；云南彝族和四川彝族身高类型都是亚中等型。

三个地区彝族头面部特征比较表明，四川彝族男性、女性均为头长值最小；头宽、

额最小宽、形态面高值最大；口裂宽、鼻宽值居中；鼻高值与云南彝族接近，低于广西彝

族；三个地区彝族面宽值接近，鼻型均为中等型。

3.3  四川彝族与中国 24 个族群聚类分析
采用最远邻元素法对 25个族群进行聚类，当聚合距离 >5时，男性 25个族群分为 3组，

拉祜族、独龙族、彝族（广西）等 5个族群为第 1组，水族、怒族、彝族（四川）、汉族（四川）

等 7 个族群为第 2 组，汉族（海南）、客家人（江西）、达斡尔族等 13 个族群为第 3 组。

其中第 1、2 组主要为南方少数民族，第 3 组主要为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四川彝族在第

2 组中，其体质特征与南方少数民族较接近，与汉族（四川）、阿昌族、仡佬族最接近。

女性 25 个族群聚类结果与男性相同，也分为 3 组，回族（宁夏）、汉族（山东）、达斡

尔族等 13 族群为第 1 组；拉祜族、独龙族、彝族（广西）等 5 个族群为第 2 组；布依族、

仡佬族、彝族（四川）等 7 个族群为第 3 组。其中第 1 组主要为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族群，

第 2、3 组为南方少数民族。彝族（四川）在第 3 组中，其体质特征与南方少数民族较接近，

与汉族（四川）最接近。

总的来说，四川凉山彝族男性、女性体质特征都与阿昌族、怒族、仡佬族等南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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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较接近，与四川汉族最接近。黎彦才等 [31] 对“中国 33 个少数民族 ( 部族 ) 体质特

征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体质类型除北部类型和南部类型两类外，还有第三种类型

即藏彝走廊类型。本研究所选南方少数民族均生活在藏彝走廊地区，聚类分析可见四川凉

山彝族体质特征与这些南方族群较接近，同属于藏彝走廊类型。胡兴宇等 [32] 通过对 1190
例汉族学生肘部浅静脉的配布方式和吻合类型测试分析，从解剖学特点说明四川汉族不同

于其他汉族，有从甘青高原南迁的古羌人的成分，具有古羌人的遗传性状。本研究与胡兴

宇研究结果相一致，显示四川汉族体质特征不同于其他地区汉族，更接近于藏彝走廊各民

族。此外，四川汉族与四川彝族相邻而居，生活环境相似，虽然彝族有民族内婚制度，但

或多或少会存在族际通婚现象，且通婚关系排在第一位的是汉族 [33]，这些都可能是四川

彝族与四川汉族体质特征最接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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