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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采用 Scott 定义的臼齿磨耗级别系统 ,对陶寺、上马、延庆三组人牙的第一、第二臼齿磨耗情况进

行观察 ,并通过主轴回归分析对其磨耗速率进行比较和讨论。在经济类型上 ,陶寺和上马属于农业经济 ,

但陶寺的狩猎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 ;延庆畜牧业则比较发达。分析表明三组人牙均表现出臼齿

磨耗速率下颌快于上颌的特点 ,而在性别上没有明显差异。在组间差别上 ,上马组的磨耗速率似略快于其

他两组。磨耗速率的组内、组间差异与上下颌牙齿咬合关系、口腔咀嚼生理以及不同经济文化古人群的食

物构成等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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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磨耗是遗址出土人牙最常见的生理现象之一。食物结构、饮食习惯、颌骨和牙齿发

育等多方面的差异 ,导致了古人间以及古人与现代人间牙齿磨耗的不同。国内外已有很多

针对牙齿磨耗的研究 ,为了解古人的生存状况、咀嚼功能、食物结构以及口颌系统的进化等

提供了很多有益探讨[1 —4 ] 。不同人群牙齿磨耗的样式和速度的差异 ,反映了食物或生存方

式的不同[5 —7 ] 。磨耗速率是磨耗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年龄鉴定以及古人饮食

及行为的探讨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本文观察了三个遗址出土人牙的第一、第二臼齿磨耗情

况 ,并据此对臼齿磨耗速率进行初步的对比和分析 ,作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比较 ,以期为进一

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三个遗址墓葬出土的人牙。陶寺的人牙材料来自山西省襄汾陶寺遗

址 1982 —1985 年发掘的墓葬 ,
14

C测定其年代为4 500BP —3 900BP ,考古学文化属于龙山文化

陶寺类型[8 ] 。上马人牙材料出自山西省侯马市上马墓地 ,墓地的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战

国之际 ,人牙主要出自春秋时期的墓葬[9 ] 。延庆组的人牙来自于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1985 —1991 年在北京市延庆县古城葫芦沟、玉皇庙、西梁　三个地点所发掘的 570 多座墓

葬 ,三个地点的墓葬在时代和文化面貌上均相同 ,故合并为一组。该墓地在考古遗存上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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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鲜明的少数部族文化 ,年代为春秋时期[10 ] 。这三组材料不但在时代上有一两千年的差

距 ,在文化面貌和古人的生活方式上也有相当的不同 ,在牙齿磨耗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

别。三组材料情况见表 1。

表 1 　文中所观察人牙材料 Specimens used in the study

样本组 个体数 男性上颌 (侧) 男性下颌 (侧) 女性上颌 (侧) 女性下颌 (侧)

陶寺 58 42 56 23 26

延庆 80 43 52 69 71

上马 105 81 89 78 81

112 　牙齿磨耗的分级方法

牙齿磨耗分级有诸多不同的标准 ,本文依据的是 Scott 的级别系统[11 ] (表 2) 。她将臼齿

平均分为 4 个区域 (象限) ,每个区域单独观察其磨耗 ,分为 10 个级别 ;然后将 4 个区域的分

值相加 ,作为整颗臼齿的磨耗级别。这样牙齿磨耗级别的分布范围最高可达 40 ,其优点是

能反映出牙齿磨耗的细小差异。参照该标准 ,选择颌骨和牙齿发育正常的标本 ,分别观察记

录上、下颌第一和第二臼齿的磨耗状况。

表 2 　牙齿磨耗分级标准(依 Scott[ 11] 修改)

Dental attrition score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 Modified after Scott[ 11] )

级别 表现 图示

1 磨耗面不可见 ,或磨耗面极小

2
磨耗面增大 ,但咬合面发育沟清晰 ,牙尖仍完整。无齿质暴露 ,或齿质暴露仅为

针尖样大小 ,可以被忽略

3 牙尖磨耗变圆钝 ,界限开始变模糊 ,但还没有被磨平

4 牙尖被磨平 (水平) ,但没有齿质暴露或仅为针尖样大小

5 区域变平坦 ,齿质暴露小于总面积的 1Π4

6
齿质暴露增加 ,大于总面积的 1Π4 ,但仍有较多釉质存在。如果将该暴露区域视

为三角形的话 ,齿质的三条边都有釉质围绕

7 只有两条边有釉质

8 釉质只见于一条边 (通常是靠外侧的边) ,但釉质厚度由中等到较厚

9 釉质只见于一条边 ,但釉质很薄 ,并且可以部分的被磨穿

10 齿质完全暴露 ,区域内没有釉质保留。磨耗已经达牙颈部之下 ,扩展到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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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统计分析

先作 M2、M1 牙齿磨耗值分布的散点图 ,以确认二者线性关系的情况 ,并对偏离较大的

数据进行重新检验。在某些情况容易产生较大的偏离 ,尤其是一些非咀嚼性因素 ———如龋

病、牙周病、对颌牙齿生前脱落、错　畸形等等 ,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 ,因而这些数据被

排除在统计之外。

根据记录的结果分别按性别及上下颌对第二、第一臼齿的磨耗级别进行主轴回归分析

(Major Axis regression analysis) ,然后对回归分析结果进行统计检验 ,来评价回归分析的精确

度。考虑到老年人口腔疾病多发、异常增多、口腔生理功能减弱等原因 ,这里依据 Benfer
[12 ]

的建议 ,将磨耗级别高于 32 的臼齿也排除在统计分析之外。同样由于少年儿童口腔颌面尚

未发育完成 ,对 M1 磨耗级别低于 6 或 M2 级别低于 10 的牙齿也不进行统计。回归方程的

计算和检验方法依据 Sokal
[13 ]和袁志发[14 ] 。

正常情况下人类牙齿萌出的时间较为恒定 ,M1 在 6 —7 岁萌出 ,M2 在 12 —13 岁萌出 ,

这样 M1、M2 萌出时间及功能使用上就会有约 6 年的差异。如果两个人群臼齿磨耗速率存

在差异 ,我们预期这种差异会在二者的回归方程上反映出来。不同人群回归方程斜率以及

截距的差异 ,可以用来讨论臼齿磨耗速率的不同。

2 　结　果

211 　回归分析结果和统计检验

散点图观察 ,可见两颗臼齿的磨耗级别有非常明显的线性趋势。第一、第二臼齿磨耗级

别的相关分析表明 (表 3) ,任意组别两臼齿的磨耗级别都高度相关 ,F 检验也表明任意组别

两臼齿磨耗级别在α= 01001 显著水平下都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表 3 　M22M1 磨耗级别相关性系数及回归分析结果的 F检验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M22M1 attrition score and F2test of the results

上马男性 上马女性 延庆男性 延庆女性 陶寺男性 陶寺女性

上颌
相关系数 0. 9717 0. 9854 0. 9665 0. 9733 0. 9760 0. 9697

F 检验值 1336. 70333 2542. 45333 582. 26333 1206. 81333 803. 42333 330. 92333

下颌
相关系数 0. 9739 0. 9821 0. 9596 0. 9720 0. 9720 0. 9768

F 检验值 1599. 62333 2146. 16333 581. 93333 1181. 23333 924. 03333 499. 84333

　　注 :333 P < 01001

主轴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三组人牙材料回归方程的截距 ,均表现为下颌大于上颌。方

程斜率的变化规律与截距则基本上相反 ,即下颌低于上颌。下颌斜率均小于 1 ,而上颌接近

于 1。经回归直线的重合性检验 ,任何一组人牙男性与女性的上颌或下颌回归直线差异均

不显著 ,故将男女性合并 ;合并后的各组上、下颌主轴回归直线经统计检验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和表 5) 。

由于存在差异 ,分别比较上颌或下颌的组间差别情况。经检验 ,上马组和陶寺组无论在

上颌还是下颌 ,回归直线均存在显著差异 ;而陶寺组与延庆组之间上下颌的回归直线没有显

著差异 ;上马组与延庆组之间只有上颌的回归直线存在显著差异 (表 5) 。这样由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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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陶寺、延庆两组臼齿磨耗比较接近 ;而上马组与陶寺、延庆两组在臼齿磨耗上似有一定的

差异。

表 4 　M22M1 磨耗级别主轴回归分析 Major axi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22M1 attrition

陶寺 延庆 上马

斜率 截距 例数 斜率 截距 例数 斜率 截距 例数

男性上颌 1. 04 3. 83 42 1. 04 4. 33 43 0. 95 4. 84 81

女性上颌 1. 05 3. 74 23 1. 04 4. 05 69 0. 96 4. 19 78

男性下颌 0. 82 6. 50 56 0. 83 5. 68 52 0. 81 6. 42 89

女性下颌 0. 90 4. 90 26 0. 90 5. 01 71 0. 80 6. 01 81

上颌合并 1. 04 3. 81 65 1. 05 3. 98 112 0. 97 4. 30 159

下颌合并 0. 84 6. 03 82 0. 85 5. 67 123 0. 83 5. 75 170

表 5 　主轴回归直线的重合性检验 Comparison of major axis regression lines

F 检验值 上马 陶寺 延庆

男性上颌与女性上颌 0. 90 0. 00 0. 20

组内比较 男性下颌与女性下颌 2. 75 0. 31 2. 22

上颌与下颌　　　　 18. 12333 17. 51333 28. 37333

上马—陶寺 上马—延庆 陶寺—延庆

组间比较 上颌　　　　　　　 5. 8933 9. 82333 2. 14

下颌　　　　　　　 3. 18 3 0. 69 1. 22

　　注 : 3 P < 0105 ; 33 P < 0101 ; 333 P < 01001

3 　分析和讨论

311 　牙齿磨耗程度的观测

磨耗的程度是判定牙齿磨耗速率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观测方法有多种。传统的方法是

根据牙齿咬合面的釉质、齿质、髓腔等随磨耗发生改变来定义指数级别 ,属于一种半定量的

方法。这类判定方法最早是 Broca 设计的臼齿磨耗的五级系统。从那以后 ,不同学者又提

出了多种不同的磨耗分级标准 ,广泛的应用于年龄鉴定以及古人饮食和文化的分析研

究[5 ,7 ,11 ,15 ] 。

牙齿磨耗指数级别系统的缺点之一是级别定义的主观性。任意相邻两级别之间牙体硬

组织的丧失量可能并不一致 ,釉牙质和齿质的磨耗情况也会有差异。磨耗级别和牙体硬组

织损失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可能会影响到某些统计分析结果的可信性[2 ] 。为克服这类半

定量方法的缺陷 ,有学者提出了更定量的测量方法 ,如测量牙冠或牙尖的高度、咬合面齿质

暴露面积、牙齿重量的减少等[16 —18 ]
;更近的还有计算机三维测量方法[19 —20 ] 。虽然这些定量

方法能使观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实际情况 ,但也存在操作复杂、费用高、工作量大等

缺点 ,而且也不能完全消除指数级别方法所遇到的某些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 ,针对标本量

较多的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牙牙齿研究 ,级别判定方法仍然是最经济可靠、成熟简便有效的方

法。

本文所采用的 Scott 的分级系统综合考虑了牙齿咬合面各部分的情况 ,因而比较精确 ,

所产生的误差也低于 Murphy 和 Molnar 的级别系统[11 ] 。这种级别范围较广的观察系统也有

利于回归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得出更精确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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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轴回归分析

普通直线回归是回归分析中最常应用的一种 ,也是很多统计软件所默认使用的分析方

法。普通直线回归通过最小二乘法原理计算回归直线 ,可以保证各实测点到该直线的纵向

( Y轴方向)距离的平方和最小。但在数据上 ,它要求自变量 X可以精确测量和严格控制 ,因

变量 Y服从正态分布 ,因而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本文要讨论的是同为随机变量的M1

和 M2 磨耗情况的线性共变关系 ,并不完全符合前述的假设和要求。在这里选用了主轴回

归分析方法 ,该方法综合考虑了实测点和回归直线预测点之间在横向和纵向 (X 和 Y) 两方

面的误差 ,是更适合本研究的回归统计方法[13 ] 。该方法在牙齿磨耗研究的实践研究中也已

得到了较好的应用[6 ,12 ,21 ] 。

313 　功能性磨耗时间和回归方程的意义

磨耗时间是判定牙齿磨耗速率的另一重要因素 ,只有同时精确的掌握了磨耗程度和功

能使用时间才可以计算出准确的磨耗速率。然而对人牙尤其是成年人牙的年龄鉴定常常不

够精确。能有相对准确鉴定结果的常常是那些可依据牙齿萌出或骨骼发育来判定年龄的青

少年个体。如Miles[21 ]就曾以M1、M2、M3 的萌出时间差为基准 ,计算年轻个体的牙齿磨耗速

率。但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青少年阶段的人牙材料 ,样本量常达不到要求。

M1、M2 在功能使用时间上有较为确定的 6 年的差异 ,使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分析推断臼

齿磨耗速率。通过回归方程来判定磨耗速率的一个优点是可以使用各年龄阶段的样本 ,而

不必仅局限于青少年个体 ,可明显增加样本量。对本文三组人牙的分析表明 M1、M2 的磨耗

级别高度相关 ,回归方程的截距和斜率也具有某些规律性。

回归方程的解释对判定磨耗速率有重要意义。方程的截距推断的是 M2 没有磨耗时

M1 的磨耗程度 ,也就是 M1 从 6 岁萌出到 12 岁 M2 萌出时共 6 年功能使用时间内所产生的

磨耗情况 ;斜率反映的则是 M1、M2 磨耗速率的总体差异。若两个臼齿磨耗速率相等则无论

二者磨耗速率快慢如何斜率都将为 1 ;如果M2 磨耗速率大于M1 ,则斜率小于 1 ;反之则大于

1。斜率对磨耗速率的反映不如截距那么直观。Benfer
[12 ] 对方程斜率和截距的意义有详细

的分析 ,他认为 M2 磨耗速率通常大于 M1 ,且差异随着磨耗速率的增加而加大 ,因而斜率的

变化间接的反映了成年阶段牙齿的磨耗速率。如果这种推断成立的话 ,那么上马组材料上

颌回归直线截距最大、斜率最小 ,则反映的是其上颌臼齿较高的磨耗速率 ;在上下颌的差异

上则说明下颌牙磨耗要快于上颌。

314 　磨耗速率上下颌差异和性别差异

陶寺、上马、延庆三组材料的回归方程在上、下颌之间有比较一致的规律。首先是下颌

斜率小于上颌 ,上颌接近 1 ,而下颌则小于 1。Benfer
[12 ]通过对没有区分上下颌的臼齿磨耗的

观察统计 ,发现 M2 的磨耗速度快于 M1 ,即方程斜率小于 1。他指出 ,在牙齿磨耗速率较快

的情况下 ,当 M1 牙尖已经被磨平时 ,M2 可能仍保留有牙尖。良好的牙尖2牙窝接触关系有

利于产生更高的咀嚼效率和更快的磨耗速率 ;相反重度磨耗臼齿的磨耗速率却因磨耗级别

接近其最高值而有减缓的趋势。这样当 M1 已达重度磨耗并且速率开始减缓时 ,M2 则仍可

保持原先较快的磨耗速率 ,从而造成二者在磨耗速率上的差异 ,而且磨耗速率越快差异越

大 ,所表现出的方程斜率越小。这种解释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 ,然而除此之外牙冠面积也

应是影响因素之一。现代人类牙齿咬合面的面积 M2 小于 M1 ,这使 M2 在单位面积内可能

要承受较 M1 更大的咀嚼力 ,从而进一步提高其磨耗效率。上下颌间距离前方大后方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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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另外一个影响因素。这样在食物较粗糙的情况下或寿命较长的人群中 ,斜率有小于 1

的趋势。然而这些因素却无法解释上下颌之间的差异以及上颌回归方程斜率接近 1 的现象。

上下颌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则是与上下颌臼齿之间的咬合关系以及牙齿萌出的顺序有

关。在乳牙列的建　初期下牙弓处于远中位置 ,上下乳臼齿以同名牙尖相对。儿童在 6 岁

左右 M1 萌出之后 ,逐渐形成了中性　关系 ,即上 M1 的近中颊尖正对应下 M1 的颊沟 ,上 M1

的近中舌尖接触在下 M1 的中央窝内 ;M2 的接触关系也相似 (图 1) 。同时牙齿的萌出时间

一般下颌牙略早于上颌牙 ,上下颌 M1 萌出时间相差可达数月 ,而 M2 差异则为数月到 1 年。

这种咬合关系使得上臼齿远中颊、舌尖的远中半存在磨耗延迟的现象 ;当下 M3 由于阻生或

先天缺失等原因不存在时 ,上 M
2 远中颊尖、远中舌尖磨耗延迟的时间会更长。Scott 分级标

准是记录全部 4 个牙尖的磨耗情况并求和 ,这样上臼齿相对于下臼齿的磨耗会由于远中牙

尖磨耗的延迟而减低。由上下颌 M1、M2 萌出时间差异程度 ,以及较常见的 M3 先天缺失、

阻生等现象判断 ,这种影响对上 M
2 会尤其显著。这些减弱 M

2 磨耗的因素和前述增强 M
2

磨耗因素的作用相互抵消 ,使得上颌 M
1 、M2 磨耗速率相似 ,从而方程斜率在 1 附近波动。

对下颌臼齿由于没有类似的影响 ,回归方程斜率仍小于 1。

图 1 　牙列的发育及上下颌牙齿接触关系 (箭头示上下臼齿位置关系和磨耗关系)

Occlusal development and contacts between upperΠlower molars
　

年龄是牙齿磨耗的可能影响因素之一。在一生的不同阶段人体食物的摄入量、咀嚼力、

颌骨及牙齿的发育及功能情况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加之老年阶段牙病的增多 ,这些都会影

响到牙齿的磨耗 ,使不同阶段牙齿磨耗速率发生一定变化。本文在统计中 ,剔出了 M1 磨耗

级别在 32 以上或 10 以下的数据 ,所保留下来的牙齿基本上属于青壮年或亚成年阶段的个

体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老年个体和少年个体所带来的误差。

对磨耗速率的性别差异 ,现有研究成果有不同的认识 ,但如存在差异 ,通常认为会与经

济性质或生存状况密切相关[12 ,23 ] 。对于采集狩猎人群 ,女性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较粗

糙的植物性食物 ,而男性接触肉食的机会相对更多。在采集狩猎人群男女性食物种类及比

例的差别造成了女性较高的磨耗速率。而对于农业或游牧为主要经济形态的人群 ,男女性

食物种类的差异可能不如采集狩猎人群明显 ,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本文三组人牙男女性

之间回归直线并没有显著差异 ,可能正是男女性食物不存在明显差异的一个表现。

315 　古人群间磨耗速率差异及与经济文化状况的联系

对于牙齿磨耗与食物及文化间的关系 ,考古资料虽很不完整 ,却也提供了很多可供讨论

的内容。造成牙齿磨耗的原因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当是与牙齿咀嚼功能相关的生理性磨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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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人的牙齿磨耗速率由于食物及加工方式的相似而倾向于均一 ,但不同时代和文化

的古人群间的差异却是巨大的。已有的研究表明 ,磨耗情况可以较清楚的反映出人群食物

的改变 ,如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变所伴随的牙齿磨耗的改变等 ,牙齿磨耗在食物重建中已

经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工具[24 ] 。

本文作比较的三组材料在经济文化的性质上有明显不同。陶寺是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为主的遗址 ,遗址及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盛行用猪随葬 ,并有一定量的狩猎

工具。这表明当时的居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 ,农业、饲养业比较发达 ,但狩猎经济仍

占相当比例。上马墓地出土人牙绝大部分是平民的人牙[9 ]
,其经济类型从时代和文化面貌

看应是较发达的农业。延庆几个墓地的考古文化属于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北方少数部

族文化遗存 ,殉牲较普遍 ,以狗羊牛马为主。由遗物推断其经济形态 ,畜牧业当占较大的比

重。但此遗址年代延续三四百年 ,说明很可能有半定居或季节性定居生活 ,可能包含有一些

农业因素 ,属半农半牧的经济。

通常我们倾向于认为生活在更靠北方 ,气候相对寒冷的人群牙齿磨耗速率会较重 ,而且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4 ] 。然而在本文三组人牙中 ,由回归方程推断 ,磨耗情况

最为相似的是陶寺组和延庆组 ,差异最大的则是上马组与陶寺组。磨耗速率较快的是上马

组 ,而并非是生活在长城地带以畜牧业为其重要经济生活方式的延庆组 ,这在上颌的表现尤

其明显。探讨三者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他们在食物构成和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气候环境因素可以显著影响古人的经济类型和食物的构成 ,而食物构成的差异是导致

牙齿磨耗差异的直接原因。目前对动物或植物性食物本身对牙齿磨耗有何影响目前还少有

专门的研究 ,但可从对不同类型食物咀嚼方式的差异等方面来进行一些讨论。人类对植物

性和动物性食物的咀嚼方式存在一定差异 :对植物性食物的咀嚼更多的是需要对其进行研

磨 ;而对肉食更多的则是撕裂作用。在对食物进行研磨或撕裂的过程中 ,颌骨的运动方式有

一定差异 :在研磨运动中下颌需要更多的水平运动 ,而对肉食的撕裂则需要相当程度上的垂

直运动。可以推测 ,水平研磨运动更有利于牙齿产生磨耗 ,加之植物性食物中还含有更多的

如植硅石之类的可增加牙齿磨耗的因素。因而单从食物咀嚼生理过程讲 ,植物性食物应较

肉食更容易产生较快的磨耗。这得到了咬合面磨耗形态的支持。毛燮均[25 ] 在对安阳殷墟

人牙的观察中就发现了牙齿咬合面形态存在的差异 ,他将咬合面的磨耗形态分为平匀和崎

岖者。我们也对三组人牙磨耗形态做了初步的观察 ,发现上马组咬合面平坦者比例较高 ,而

陶寺和延庆组部平坦者更多 (表 6) 。较平坦的咬合面有利于牙齿间的水平研磨运动 ,同时

并不妨碍下颌的垂直运动 ;而不平坦的咬合面虽不影响垂直运动但却对下颌的水平运动有

影响 ,会减缓牙齿磨耗速率。

表 6 　咬合面形态观察比较

Comparison of occlusal surface morphology

陶寺 上马 延庆 殷墟 [25 ]

不平坦个体数 11 11 20 10

总个体数 56 110 77 69

比例 ( %) 19. 6 10. 0 26. 0 14. 5

此外还可以从人体需要能量的

角度上探讨不同食物种类对牙齿磨

耗的影响。由于植物性食物营养值

低于肉类 ,为生存需要 ,以植物性食

物为主要能量来源的农业经济人群

的个体对食物的摄入量应明显大于

以肉食为重要能量来源的游牧和狩猎人群。相对更多的食物的摄入 ,自然也会导致更快、更

显著的牙齿磨耗。陶寺、延庆两个遗址发现的遗物、遗迹现象表明了肉类在二者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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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重要地位 ,这与通过回归方程所推断的结果一致 :陶寺组和延庆组磨耗速率比较一

致 ,而且似乎略低于上马组 ,可能正与二者食物中都同样有更多比例的肉类食物有关。

陶寺和延庆组磨耗速率的相近 ,这并非意味着它们在磨耗的其他方面也相近。本文中

仅讨论了臼齿的磨耗速率 ,而并未仔细探讨牙齿磨耗形态上的差别。实际上在前后牙的磨

耗样式、磨耗面形态特点、与食物相关的龋病发病等方面 3 组人群都存在有很大差异。人类

牙齿的磨耗复杂 ,影响因素众多 ,不同人群之间在食物 (种类、加工制作方式、所含杂质等) 、

经济文化性质 (采集狩猎、农业、游牧) 、生存环境 (气候、资源) 、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等诸多

方面的不同可以造成牙齿磨耗的重大差异。由于本文材料的限制 ,目前还无法对此进行更

多的探讨 ,但将磨耗速率与磨耗样式以及古人生存方式、生存环境等结合起来研究 ,应该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古人生存状况。

4 　小　结

牙齿磨耗是人类重要而复杂的生理现象之一 ,不仅可用于年龄鉴定 ,还为了解古人饮食

结构和生存方式提供很多有益的线索。分析表明 ,三个遗址古人牙齿磨耗速率存在着上下

颌之间的不同 ,也存在着不同古代经济文化群体之间差异。而这些差异与古人的食物构成、

牙齿间的咬合接触关系、口腔的咀嚼生理、生存环境等都有密切联系。这一方面提示我们 ,

在用牙齿磨耗的方法来鉴定人牙年龄时需要仔细考虑这些可能影响牙齿磨耗的因素 ;另一

方面也说明在今后关于牙齿磨耗的研究中应更多结合考古资料以及牙齿微磨痕分析、食性

分析、生存环境等研究进行综合的比较和讨论 ,以便能够更好的揭示古人生存情况 ,并对文

中的一些推断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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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lar Attrition Rates in Taosi ,

Shangma and Yanqing Ancient Populations

HE Jia2ning1 ,2

(1.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2.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 Peking Universir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 First and second molar attrition scores of three ancient populations ———Taosi , Shangma and

Yanqing were recorded using Scottπs dental attrition record system. Major axis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in molar attrition rate comparison. The ages of three groups date from late Neolithic to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se three groups were also distinguished by their economic systems : pastoralism in

Yanqing and agriculture in Taosi and Shangma.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attrition rat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in upper and lower jaws but no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e reason for

these may be the occlusal relationships of upper and lower molars , dental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teeth ,and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subsistance between the groups.

Key words : Dental attrition ; Attrition rate ; Major axis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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