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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甘肃礼县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的遗骸资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牙齿磨耗、龋病、生前牙齿脱

落、上下颌骨表面骨质隆起等指标作为主要观察内容, 与国内外相关样本组作对比分析; 与此同时, 结合食

谱分析结果,西山先民饮食状况较为复杂多样, 总体上以肉食居多, 植物性食物也占一定比例;推测早期秦

人的经济模式应为农牧兼营的混合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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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秦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世人所知的是秦王朝的强盛,但对秦人的来源及早

期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 史记 秦本纪!对秦人建国史虽有记载,

但是非常简单且不甚清晰。

为进一步探索秦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轨迹,解决多年来困扰学术界的早期秦人与秦文化

相关问题, 2004年至今,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

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 5家单位联合组成∀秦早期都城、陵墓及早期

秦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课题组,对文献记载中早期秦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 ∃ ∃ 甘肃省礼县境

内西汉水及其支流等区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过 3年多的工作, 联

合考古队全面调查了礼县境内的西汉水及其支流、天水市清水县境内的牛头河流域;在礼县

调查共发现各类遗址 98处, 其中新发现 70余处,在实地调查的 47处周代遗址中, 以周秦文

化为主的遗址 38处,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一流域史前遗址及文化序列的认识; 基本摸清了该

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性质; 并为探索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秦早期都邑∀西犬

丘#的地望、秦文化的形成、秦戎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礼县西山遗址的发掘是上述项目 2005年上半年工作的重点, 共发掘面积 2000余平方

米,清理出大量史前和两周时期的灰坑、墓葬以及部分陶窑、灶坑、动物坑、房址、夯土墙及建

筑遗迹。西山遗址第一次揭露出大规模的早期秦人聚落, 为了解秦人当时的居住形态等提

供了新资料;发现了西周时期周、秦的遗迹和墓地,对于了解早期秦人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一些西周时期屈肢葬式墓葬的发现,为探讨东周时期秦人屈肢葬的渊源和意义,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西山遗址还发现了带陶水管道的夯土建筑和城墙等遗迹,显示了

西山遗址的较高等级。因而, 西山遗址有可能是两周时期秦人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该遗址

的有关发现在探讨早期秦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1]

值得指出的是, 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礼县西山遗址的重要收获也为我们探索早

期秦人的社会经济模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以往对古代人类社会经济模式的探讨主要依靠

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的梳理与推演;但迄今为止, 关于早期秦人的经济模式是农业, 游牧,抑

或其他,学者们各有所云,尚无定说
[ 2]
。近几十年来,以人类遗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生物考

古学( Bioarchaeology) 发展迅速, 在论证一系列考古理论问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人类遗骸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承载了人类生存、环境、饮食、文化、行为等多方面的信

息,成为生物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 3]
。

本文拟立足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的人骨资料,通过对牙齿磨耗、龋病、生前牙齿脱落、

上下颌骨表面骨质隆起等指标的观察与分析,探讨西山先民的食物结构和口腔健康,并结合

食谱分析的结果,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早期秦人的生计模式、营养与健康状况等信息。

2 研究材料

表 1 本文所观察牙齿材料

The dental specimen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游离牙数(枚) 附着于颌骨的牙数(枚)

上颌 下颌 上颌 下颌 合计

97 91 83 93

共计 188 176 364

本工作的研究对象涉及24具人骨个体(其中13

个女性, 8个男性, 3个未成年个体的性别不明) , 他

们皆出土于西山遗址两周时期的早期秦人墓葬。用

于研究的主要材料为该遗址早期秦人的下颌骨和牙

齿。牙齿标本主要由附着在上、下颌骨上的牙齿及

游离牙齿组成。所有标本全部进行过年龄鉴定并作

了记录
1)
。为减少年龄因素对各牙齿磨耗的影响,

剔除了老年和未成年的个体,使用的标本年龄大多在青壮年范围。本文选用的牙齿数量分

布详见表 1。

1)性别年龄鉴定由本文作者陈靓、尉苗完成。

3 观察项目与结果

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牙齿磨耗通常是推测个体死亡年龄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了

解个体及其所处区域人群的食物结构以及食物制作技术的重要依据。龋齿、生前牙齿脱落

等都是考察口腔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而这些指标与个体的生活方式、食物构成、营养状况

牙齿及咀嚼器官的发育状况紧密相关。近年来的有关研究表明,上下颌骨的骨质隆起是衡

量咀嚼负荷压力大小一种指标。
[ 4]

有鉴于此, 本文主要对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的牙齿磨耗、龋病、生前牙齿脱落、牙齿特殊磨

耗、上下颌骨表面骨质隆起等指标进行观察; 试图借助这些项目的统计分析以及与国内外相

关样本组的对比,来探讨早期秦人的口腔健康、行为习惯、食物结构甚至生计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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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牙齿磨耗

人类牙齿在正常咀嚼过程中, 牙面受食物等外来物质刺激或牙面之间互相磨擦,将导致

牙齿釉质、牙本质,甚至牙根部骨质缓慢、渐进的生理性磨损。由此可见,人类牙齿的磨耗实

际上是上述两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磨耗的程度决定于牙齿的硬度、食物的种类、咀嚼

习惯和咀嚼肌的张力等
[ 5]
。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国内外学者制定了多种不同

的牙齿磨耗分级标准。美国学者Smith制定了8级磨耗分级标准
[ 6]

, 并采用这一标准对狩猎

采集和农业类型先民的牙齿磨耗差别进行对比研究;国内学者刘武等曾采用这一标准对我

国青铜 铁器时代边疆和内地居民牙齿磨耗状况进行了观察与统计,并结合其经济模式进行

了讨论和分析
[ 7]
。为此,作者亦参照 Smith的 8级磨耗分级标准,较为全面地比较分析群体

间的磨耗程度, 以推测西山早期秦人的饮食结构和生计模式。

本文牙齿磨耗的观察对象均为恒齿。为尽可能减少年龄对牙齿磨耗的影响, 只选择青

壮年成年的个体进行统计。按牙齿类别分别统计各牙齿的平均磨耗等级及各磨耗等级的百

分比出现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各牙齿的平均磨耗。

牙齿平均磨耗等级= (各磨耗级别百分比出现率 %相对应的磨耗级别)

表 2 西山遗址各牙齿的平均磨耗级别

The average tooth wears studied in the present study

牙位 I1 I2 C P1 P2 M1 M2 M3

上颌 3 9 3 5 3 5 3 2 2 4 3 5 3 3 1 3

下颌 3 2 3 3 2 9 2 5 2 6 4 3 3 3 2 0

观察统计结果显示: 早期秦人牙

齿的平均磨耗级别为 3 级, 各牙齿的

平均磨耗数据详见表 2。

此外, 选取 4个指数, 分别为上、

下颌中门齿与第一臼齿之比( I
1

M
1
及

I1 M1 ) ;前部与后部三个牙齿(上下颌的 I1、I2、C与 M1、M2、M3)之比( I
1 2

C M
1 3
及 I1 2 C M1 3 ) ,

对前、后部牙齿的磨耗差别进行对比。前部与后部牙齿磨耗差别的指数分别为:

上颌中门齿 第一臼齿( I
1

M
1
) = 3 9 3 5= 1 11;

下颌中门齿 第一臼齿( I1 M1 ) = 3 2 4 3= 0 74;

上颌前部与后部三个牙齿之比( I1 2C M1 3 ) = 10 9 8 1= 1 35;

下颌前部与后部三个牙齿之比( I1 2C M1 3 ) = 9 4 9 6= 0 98(图 1)。

图 1 上下颌前部与后部牙齿磨耗差别的指数分布

The indices representing the tooth wear differences between frontal and rear teeth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牙齿作为咀嚼器官承担着获取食物、摄取营养的重要功能。因

而,牙齿的磨耗状况与食物的粗糙程度直接相关。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牙齿平均磨耗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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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计分析表明,西山与新疆、内蒙古青铜 铁器时代及内地新石器时代居民差异不明显; 相

比较而言,西山先民后部牙齿(尤其是臼齿)的平均磨耗级别较之对比组偏小(参见表 3)。

表 3 西山遗址各牙齿平均磨耗级别与

其他遗址的对比(依 刘武等, 2005)

The average tooth wears: Xishan and other sites

样本组 I1 I2 C P1 P2 M1 M2 M3

上颌

西山 3 9 3 5 3 5 3 2 2 4 3 5 3 3 1 3

新疆 4 4 3 8 3 8 3 7 4 3 5 3 3 8 2 5

内蒙古水泉 3 9 3 6 3 6 3 9 3 9 5 9 4 7 3 0

内蒙古饮牛沟 3 1 3 0 3 8 3 6 3 8 5 1 4 3 3 5

山西游邀 3 1 3 6 4 3 4 5 4 5 5 0 3 5 2 5

河南下王岗 3 5 3 1 3 6 3 3 3 5 4 6 3 4 2 5

下颌

西山 3 2 3 3 2 9 2 5 2 6 4 3 3 3 2 0

新疆 4 1 3 9 4 0 3 6 3 6 5 0 4 0 3 1

内蒙古水泉 3 8 3 8 3 1 4 0 3 9 5 4 4 5 3 1

内蒙古饮牛沟 3 2 3 4 3 5 3 5 3 3 5 0 4 5 2 7

山西游邀 4 1 3 9 4 1 4 4 4 0 5 1 4 6 2 6

河南下王岗 3 7 3 5 3 8 3 2 3 4 4 5 4 0 2 7

何嘉宁在对华北地区三

组古代人群臼齿磨耗速率进

行比较后发现, 食肉比例较

高的先民, 其臼齿磨耗速率

通常低于食肉比例较低的先

民。他认为, 这是由于人类

对不同类型食物咀嚼方式存

在一定差异:对于肉食,更多

采用撕裂方式, 其对应于下

颌较强的垂直运动; 对于素

食,则更多采用咀嚼方式,其

对应于牙齿更多的水平运

动,加之素食中常含有诸如

植硅石之类较为坚硬的物

质,这些都将加速牙齿的磨

耗。此外, 从人体需要能量

的角度看,植物类的营养值低于肉类,农业经济先民需摄入更多的食物,这同样是加速牙齿

磨耗的因素
[ 8]
。国外有关研究亦指出, 后部牙齿较严重的过度磨耗, 往往表明对需要有力咀

嚼的粗纤维食物的更多摄入。
[ 9]

结合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测,西山先民后部牙齿(尤其是臼齿)的平均磨耗级别较前述对

比组偏小,应与其食物结构有一定的关系。食谱分析表明, 西山先民的食物结构总体上以肉

食居多,植物性食物亦占一定比例;另外,样本量偏小、样本的年龄构成差异可能对此也有影

响。此外, 西山先民生前牙齿脱落较严重(个体出现率为 31 82%, 多表现为臼齿脱落) , 已

经脱落的牙齿与年龄和重度磨耗有一定的关系, 由此推测该遗址的实际磨耗情况可能更为

严重。

西山样本前部与后部牙齿磨耗指数的分析显示,上下颌前部与后部牙齿的磨耗差异显

著 ∃ ∃ ∃ 前部牙齿磨耗明显较后部牙齿严重。不同的牙齿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门齿的主要功

能是切割,犬齿的主要功能是刺穿和撕裂,而臼齿的主要功能是研磨。人类对植物性食物的

咀嚼,需要更多的研磨,而对肉食, 则需要更多的撕裂, 因而相对于肉食比例较低的先民, 肉

食比例较高的先民, 其前部牙齿磨耗较为严重,前后部牙齿的磨耗差异则更为明显。国外学

者研究表明,前后部牙齿的磨耗差异在分析古代先民食物构成及与经济类型有关的行为特

征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9]
。

刘武等分析了新疆、内蒙古、河南、山西 7处考古遗址有关前后部牙齿的磨耗指数后发

现,时代较早的内地遗址游邀、下王岗及新疆三个对比组先民,他们的前部牙齿相对后部牙

齿的磨耗偏重。其中,新疆组前后牙齿的磨耗差异最明显
[7]
。本文将西山数据与之进行对

比,发现其数据与新疆组的数值最为接近,且其前后部牙齿的磨耗差异甚至大于新疆组。刘

文中所选的三个新疆遗址(营盘墓地、穷克科墓地及洋海墓地) , 那里的先民大多过着农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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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生活;而内地的游邀及下王岗遗址,其年代较早,处于新石器时代,其经济模式也应为混

合经济。据此, 西山先民的生计方式应该也与混合经济模式相关。

通过对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牙齿的磨耗情况进行观察分析(具体磨耗数据、磨耗特点、不

同功能部位的磨耗差异以及与不同经济模式的对比组的对比分析) , 所得结论与食谱分析结

果相一致即:西山先民的食物结构为杂食并以食肉为主。

3 2 特殊形式的磨耗

在对西山遗址出土牙齿材料的整理和观察过程中,发现数枚个体牙齿呈现出一些特殊

形式的磨耗。这种磨耗主要表现为上颌前部牙齿(主要指门齿和犬齿) 的舌侧釉质,甚至牙

本质也过度磨耗,而对应的下颌牙齿没有同等程度的磨耗发生。这种磨耗方式与 Turner 等

报道的史前美洲印第安人出现一种叫做∀上颌前部牙齿舌侧磨耗#( Lingual surface attrition of

maxillary anterior teeth,以下简称LSAMAT)的现象极为相似。Turner 等认为,这种方式的磨耗

可能缘自处理或食用富含颗粒或粗纤维成分的食物(如用上颌前部牙齿剥离木薯类根茎的

外皮)
[10 ∃ 11]

。Ekaterina A. Pechenkina在对姜寨遗址新石器时代居民 LSAMAT 进行观察后发

现,该遗址居民上颌门齿、侧门齿及犬齿,其舌面牙骨质与釉质结合部位有大面积的轻微磨

耗,而他们的下颌则无相应的磨耗现象
[ 4]
。刘武等在对青铜 铁器时代的新疆和内蒙古先民

牙齿进行研究时发现,新疆、内蒙和山西游邀组均发现有类似的磨耗现象, 其中,新疆组和内

蒙组最为多见。除前部牙齿外,有些后部牙齿(前臼齿和臼齿) 也有舌侧过度磨耗现象。刘

武等认为,这些特殊形式的磨耗可能与当时先民将牙齿用作工具,或用牙齿啃咬坚硬食物或

非食物性物品的习惯有关
[ 7]
。

具有特殊磨耗形式的西山居民前部牙齿样本常伴随着釉质破损和迸裂, 位置主要集中

在切缘附近。这些迸裂破损面边缘的磨圆面,暗示它们应为生前形成。牙齿的迸裂方式往

往与人类的咀嚼与非咀嚼活动相关。通常,误食食物中残存的砂粒等咀嚼活动会导致牙齿

迸裂;同时坚果去壳、破骨吸髓,甚至工作行为或意外事件等非咀嚼活动亦会导致牙齿迸裂。

有关研究表明, 前部牙齿的迸裂,更多的可能与工作行为或意外事件相关;舌面的迸裂似乎

是由于咀嚼损伤更为常见;颊面的迸裂和多面的迸裂更多的反映了用牙齿作为工具的非咀

嚼使用;高频率的后部牙齿邻面迸裂通常为食物中的污染物(如砂粒等)所致
[ 9]
。

本文观察到的前部牙齿舌面特殊磨耗特征与 Ekaterina A. Pechenkina、刘武等所报道的

不完全相同,相比之下,更接近于Tuner 所报道的史前美洲印第安人, 主要表现为上颌前部

牙齿舌面大面积甚至整个牙面的磨耗, 同时, 这些前部牙齿还伴有明显的牙釉质破损和迸

裂。Wallace 和 Turner
[ 12 ∃ 13]

分别根据对南方古猿和因纽特人前部牙齿釉质崩裂的分析认为

这些由压力造成的崩裂( pressure chipping) 与处理肉类食物有关。张银运
[ 14]
根据对安徽巢

湖早期智人牙齿的磨耗分析,也提出过巢湖早期智人前部牙齿重度磨耗与执行非咀嚼性工

具功能或啃咬骨头上的筋肉有关。西山先民牙齿的特殊磨耗及迸裂现象,一方面体现了牙

齿的咀嚼性功能,例如:用前部牙齿进行啃咬、研磨坚韧食物、并可能从事剥离骨骼上的肉或

植物根茎等,而牙齿舌面较为起伏不平的形态及存在呈弧形连线的痕迹,暗示了他们将牙齿

用作工具的可能(图 2和 3) ;另一方面这些牙齿使用痕迹与处理及食用肉食有一定的关系,

暗示了西山先民对肉类的较多摄入。

此外,我们还发现类似剔牙痕迹 (图 4)。剔牙痕迹在国内外考古遗址中都有所发现,

Bermudez de Castro等在对中更新世纪西班牙人群的牙齿邻面发现的磨耗沟槽进行研究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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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1016 前部牙齿舌面特殊磨耗

Lingual surface attrition of maxillary anterior teeth of M 1016

图 3 M1014牙釉质破损和迸裂 Chipping of M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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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1028 类似剔牙痕迹

Interproximal grooving on an upper right molar in M1028

测当时古人用纤维状物作∀牙签#剔牙, 或者是长期研磨粗糙食物致使这种古人特有牙齿磨

耗形态的出现
[ 15 ∃ 16]

。西山遗址先民中,M1028右上第二臼齿的近中面牙颈部区域亦存有磨

耗沟槽,其形态与安阳辉县所发现殷上时期牙齿所发现的∀剔牙#痕迹有所不同 [ 17]
, 为一颊

侧与舌侧宽度及深度相当的凹槽。其相对应的远中面由于齿颈及齿冠部龋坏严重,则无法

判断是否有∀剔牙#痕迹存在。

3 3 龋病

龋病常见于古代居民中, 是在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影响下,牙体硬组织发生慢性破坏

的疾病。本文龋病的判别是以牙体硬组织的各种大小龋洞及明确的表面龋蚀为标准;龋病

观察中使用的检查工具为探针;龋齿罹患率依牙数计算。

对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出土的 22具个体上(前述 24具个体中,有 2具牙齿无存) 364枚牙

齿的观察统计显示,患齿共 39枚,罹患率为 10 71% ;患龋个体数为12 例,患龋率为54 55%

(图 5)。考虑到上、下颌骨上,不少牙齿已经脱落,据此有理由推测, 该遗址先民的实际患病

率可能更要高些。从龋齿的分布来看, 上颌龋齿 21枚( 53 85% ) ,下颌龋齿 18枚( 43 24% )。

图 5 M1028龋齿 Carrie of M1028

男性龋病的罹患率( 9 84% ) , 女性龋病的罹患率( 12 44%) , 卡方检验表明甘肃礼县西

山遗址早期秦人龋病的罹患率基本无性别差异( P> 0 05)。青年组龋病的罹患率( 1%)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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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为 8 19%, 而老年组为 25 26%, 表明不同年龄的龋病罹患率,其差异甚为显著,即老年

组的龋病罹患率远远高于青年组( P< 0 01) ,也明显高于中年组( P< 0 05)。

不同牙位的龋病罹患率为, 门齿 1 枚 ( 2 56%) , 侧门齿 2 枚 ( 5 13% ) , 犬齿 3 枚

(7 69% ) ,第一前臼齿 4枚( 10 26%) ,第二前臼齿 2枚( 5 13% ) , 第一臼齿 6 枚( 15 38% ) ,

第二臼齿 16枚( 41 03% ) ,第三臼齿 5枚( 12 82%)。由此可见, 第二臼齿的发病率最高, 而

门齿最低。从龋病的发病部位来看, 邻面龋最多( 64 10%) , 其次为合面龋 ( 17 95% )、颈部

龋( 15 38%) , 而颊面龋最少( 2 56% )。

由于采用的观察标准不同,因此,世界各地所报道的患龋率不能简单地作对比分析, 然

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即龋齿发病率与经济类型关系密切。一般说来,从狩猎采集经济

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龋病发病率明显增加,也就是说, 农业人群龋齿率较之采集狩猎

和游牧人群为高。这主要是由于农业人群的饮食结构中以粮食为主,其富含碳水化合物,通

常容易导致龋齿;而游牧人群以动物性食物为主,食物中缺少糖类成分,因而其龋病发病率

相对较低。

我国国内不同经济类型先民的龋齿率统计数据变异范围相当大。何嘉宁通过对比分析

指出,龋齿的发病率和经济文化类型存在密切的联系; 他将古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分为 4种类

型:较原始的农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农业文化、以游牧为主的文化及农牧兼营的文化。其

中,相对较发达农业文化的人群, 其龋齿率较高, 其变化范围是 4 3% ∃ 14 8%, 平均值为

9 2% ;以游牧为主的人群龋齿率最低,为 0 2% ∃ 0 9% ;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人群的龋齿率居

中,范围为 1 2% ∃ 8 3% ,一般在 5%左右; 半农半牧的人群, 龋齿率的变异范围很大, 介于

0 5% ∃ 10 7%之间,平均值约 6% ,发病率低者仅为游牧人群水平, 而高者与农业人群的发

病率相当
[ 18]
。西山遗址的龋病罹患率为 10 7%,其数值与属于北方游牧文化农牧兼营的毛

庆沟组一致( 10 7%)
[ 19]

,但同时也在相对较发达农业范畴之中。联系到西山遗址早期秦人

骨胶原中的
15

N比值所反映的食谱结果, 该组居民的食物结构应是以动物性食物居多, 同

时植物性食物亦占有相当比例,据此可认定, 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的经济形态更接近农牧兼营

的混合经济。

西山遗址先民牙齿的观察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遗址先民的龋病罹患率与性别无明

显联系。在年龄结构上, 老年组的龋病罹患率远远高于青年组, 也明显高于中年组。应该承

认,这是较为普遍的规律。可以理解,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牙龈逐渐退缩, 牙根面外露, 细

菌易于聚集,从而导致患龋率增加。西山居民的龋病罹患率以第二臼齿为最高,这与大多采

集狩猎经济及混合经济的易发牙位相一致, 而与农业经济为主的先民有着明显不同。农业

经济人群中,主要的食物是粮食,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第一臼齿是最早萌出的恒齿,牙菌斑

侵害的时间最长,因此更容易发生龋坏;而在混合经济社会,食物比较粗糙,第一臼齿很快遭

受磨耗,反而不易龋坏。西山先民龋齿的发生部位以邻面龋为最多, 而在农业经济人群中则

以合面点隙龋最为常见。这是由于先民的食物粗糙,其牙齿合面磨耗较快,合面点隙迅速消

失,产龋几率自然较少。另一方面,严重的合面磨耗破坏了牙齿之间的邻接关系, 牙缝间容

易嵌塞食物、滋生细菌,同样增大了邻面龋的发病率
[ 20]
。

3 4 生前牙齿脱落

先民生前的牙齿脱落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仪式、习俗或审美的需要, 主动将健康的

牙齿拔掉; 另一种是器官老化(年龄)、食物或疾病等因素,导致牙齿的非正常脱落。前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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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地域、齿种、拔牙年龄和个体数量上皆有规律可循;而后者则通常具

有明显的随机性。

甘肃礼县西山遗址的样本中, 共有 7 具个体在死亡前即有牙齿脱落, 个体出现率为

31 82%, 多表现为后部牙齿 (尤其是臼齿) 的无规律性、非对称性脱落 ( M1014、M1029、

M1016、M1024、M1027主人)。样品中,M1012为一年迈的个体, 上下颌所有牙齿均于死亡前

脱落, 似乎主要为年龄影响所致; M1011上颌两枚中门齿和一侧侧门齿生前脱落; M1024一

侧的三枚臼齿和一枚上颌中门齿生前脱落,推测应为其先民在死前, 曾过度地使用过前部牙

齿(图 6)。

图 6 生前牙齿脱落 The antemortem tooth losses

除年龄因素外生前牙齿脱落发病率与重度磨耗、牙周病、牙结石、龋齿等均关系密切
[ 9]
。

在对不同时期英国人群中的生前牙齿脱落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后,研究者发现了一个规律,即

生前牙齿脱落率与龋齿率共同消长。学者 Cohen和 Armelagos的多项研究及西半球人群健

康项目分析结果表明, 在向农业经济转换时期, 龋齿率和生前牙齿脱落率都有较显著的增

加
[ 21]

, 这是由于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易产生龋齿, 而严重的龋齿感染会加速牙齿脱

落
[ 22]
。西山样品中除了M1012(由于其牙齿全部脱落, 无法统计其具体患龋状况)及M1024

外,其余个体皆有龋齿。西山样本中较高的龋齿以及生前牙齿脱落率均表明其饮食构成中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占有相当的比例。

除了受龋齿影响外,生前牙齿脱落与牙齿的过度磨耗及使用也有一定的关系。刘武等

在 新疆及内蒙古地区青铜 铁器时代居民牙齿磨耗及健康状况的分析比较!一文中提到, 经

济生活中,以狩猎 采集占有较大成分的新疆和内蒙, 先民死前牙齿脱落的出现率分别为

33 6%和 30 0%, 明显高于内地下王岗和游邀组的 11 5%和 8 1%。文中还特别提到,新疆

和内蒙组先民死前脱落的牙齿包括有一定数量上颌或下颌的门齿
[ 7]
。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生

前的牙齿脱落出现率(个体出现率为 31 82%)和门齿脱落情况与新疆和内蒙组颇为相似,

反映了其与新疆、内蒙对比组类似的生计模式和生活环境。而门齿脱落或许同样是由于啃

咬坚硬物品折断所致或在严寒冬季啃咬冻肉等冰冻食物造成了前部牙齿崩落。

3 5 上下颌骨表面骨质隆起

上下颌骨表面骨质隆起主要表现为下颌骨舌侧面及上颌骨颊侧面齿槽部位的骨质隆

起。从形态或程度上,可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隆起。上下颌圆枕被认为是体现咀嚼压力大

小的一个指标。尽管骨质隆起在病源学上的形成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然而咀嚼压力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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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不同形态骨质隆起的共同病因。

研究表明, 上颌骨质隆起的大小和出现率随着先民的食物结构从较粗糙的野生动物型

向细软的农作物及家禽型的转变而呈减少趋势
[ 4]
。一般说来, 随着个体年龄的增大,咀嚼压

力不断累积, 骨质隆起呈显著增加的趋势, 而骨质隆起与遗传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 23]
。因而,

上下颌骨的骨质隆起通常被认为是咀嚼负荷压力大小一种体现。

Ekaterina A. Pechenkina等在对我国北方仰韶 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

址出土的先民骨质隆起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颌骨隆起在两处仰韶遗址北刘和史家比较常

见,而在龙山文化的康家、周代西村遗址没有发现
[ 4]
。刘武对从新疆、内蒙和内地 5组考古

遗址发现的青铜 ∃ ∃ ∃ 铁器时代,其先民居民上、下颌骨的观察显示, 程度明显的颌骨骨质隆

起只出现在新疆和内蒙组;样本组中高的骨质隆起出现率往往伴随着较严重的牙齿磨耗
[ 7]
。

正是由于牙齿严重磨耗导致相邻接的牙齿失去接触、个体机械损伤以及牙结石的高度淤积

等因素共同作用,刺激了齿槽骨,最终导致了继发性的骨质隆起。表现明显的颌骨骨质隆起

说明了古代居民生活环境比较恶劣、过着狩猎 采集型经济生活, 使得颌骨承受着很大咀嚼

负荷压力
[ 4]
。

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的牙齿中, 几乎没有发现上述显著发育的上下颌骨骨质隆起,表明颌

骨所承受的咀嚼压力较小,应该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西山居民的生活环境较青铜 铁器时代的

新疆、内蒙组优越,其生计模式为农牧兼营,农业在中经济模式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对西山遗址出土的早期秦人牙齿磨耗、牙齿特殊磨耗、龋齿、死前牙齿脱落及

上下颌骨质隆起的观察和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西山先民牙齿的平均磨耗为 3级; 各牙齿的平均磨耗与边疆和内地新石器时代居民

大体接近。

2) 在磨耗方式上,个别个体呈现出一种上颌前部牙齿舌侧磨耗的特殊磨耗并且通常带

有唇面迸裂现象。这种特殊的磨耗及迸裂可能是牙齿的非咀嚼功能所致同时也不排除牙齿

用作工具的可能。

3) 甘肃礼县西山遗址的龋病罹患率为 10 7% ;男性与女性龋病罹患率差异不显著。老

年组龋病罹患率要明显高于中年组,中年组又明显高于青年组; 第二臼齿的发病率最高, 其

次是第一臼齿与第三臼齿, 门齿发病率最低; 发病部位以邻面龋最多, 其次为合面龋 、颈部

龋、颊面龋。

4) 生前牙齿脱落的个体出现率为 31 82%, 多表现为后部牙齿(尤其是臼齿)的无规律

性、非对称性脱落。

5) 在对西山居民上下颌骨进行观察时, 尚未发现有发育显著的骨质隆起。

西山先民牙齿的磨耗、龋病的发病牙位及部位情况、前部牙齿的生前脱落反映了其食物

结构中对肉食占有重要成分;而较高的生前牙齿脱落率及龋齿率则暗示了碳水化合物也在

食物构成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上下颌骨表面骨质隆起表明颌骨所承受的咀嚼压力较小,反映

了这一时期的西山居民的生活环境较同一时期的新疆、内蒙组优越; 同时发现牙齿的特殊磨

耗及伴随的迸裂现象,以及一个个体有类似剔牙痕迹存在; 在对西山先民进行牙齿观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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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见一例牙颈部楔状缺损症,也称刷牙磨损(与人横向刷牙有关)。因此, 我们推测当地

居民尚未具有用牙刷刷牙的卫生习惯。

总之,通过牙齿人类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牙齿的所表现出来的磨耗、牙病等特

征,实际上很有可能反映了当时人类生存或行为等特点。通过这些特征观察可分析当时人

类的行为特征。从对西山遗址所获标本各牙齿指标分析结果结合食谱分析结果来看,西山

先民的食物结构总体上以肉食居多,植物性食物也占一定比例, 这与有关学者通过历史文献

分析所得结论吻合
[ 2]

,同时也在环境考古方面获得印证
[ 25]
。在此基础上, 不难认识到,早期

秦人的经济模式应为农牧兼营的混合经济模式。

致谢: 本文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先生的悉

心指导,北京大学何嘉宁先生和匿名评审人提出中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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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 and Oral Hygiene of the People in Early Qin Dynasty

from the Xishan Site,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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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afunctional and other tooth wear, caries and antemortem tooth loss, as well as other oral

health indicators and cultural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 on dental remains dating to the Pre

Qin period from the Xishan site, Lixi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dental comparisons with

other available samples from other ancient people in China and abroad,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etary structure of the Xishan people was polyphagous and that their subsistence strategies were

mixture of herding and agriculture.

Key words: Xishan site; Early Qin people; Dental anthropology; Subsistenc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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