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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 2004 —2006 年在湖北省郧西县黄龙洞发现的 7 枚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进行了观测与分析 ,在此

基础上与相关的化石人类及近代现代人类标本进行了对比。本研究发现 :黄龙洞人类牙齿总体特征与现

代人接近 ,同时也保留部分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特点 ,包括前部牙齿 (侧门齿与犬齿) 尺寸及粗壮程

度都明显大于现代人。黄龙洞人类牙齿呈现的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及臼齿釉质延伸说明 ,当时人类已经

具有了东亚人群的典型牙齿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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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发现的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经过 3 次发掘发现了 7 枚人类牙齿化石。这些人类

化石都发现于距洞口 100 余米的一区第三层堆积中 ,基本可以认定代表着生活在相同时代

的人类。在这一层还发现有古人类制作使用的工具、可疑的燃烧痕迹、大量动物化石及其他

古人类活动证据 ,这些人类牙齿的发现情况及出土层位在已经发表的报告中有详细记

载[1 —2 ] 。对与人类化石伴生的大型动物牙齿化石进行的铀系和 ESR 法年代测定 ,获得的数

据分别为距今 914 万年和 414 万年 ,而与人类化石伴生的石笋铀系法年龄为距今 1013 万年。

根据测年可靠性和动植物化石分析 ,我们认为古人类的生存时代介于距今年 1013 万年 —

414 万年之间 ,也可能为距今 10 万年左右[1 —3 ] 。遗址发现后 ,我们对洞穴地质、动物群特征、

古人类用火等做了初步的分析[4 —6 ] 。本文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对 2004 —2006 年间 3 次

发掘发现的 7 枚人类牙齿做专门的研究。

1 　研究方法与对比材料

牙齿形态描述与对比主要根据魏敦瑞对周口店直立人的研究[7 ]
,同时也参照了近年一

些学者对更新世古人类牙齿形态的相关研究[8 —9 ] 。牙齿测量数据和指数包括齿冠近中远中

径 (MD) 、齿冠颊舌径 (BL) 、齿冠面积 (CCA) (CCA = MD ×BL) 、齿冠形态指数 (CSI) (CSI = BL

×100ΠMD) 。此外 ,还测量了齿冠高、齿颈部近中远中径、齿径部颊舌径、齿根高、牙齿全高。

对有磨耗的牙齿 ,作者试图做了校正。包括魏敦瑞在内的一些学者使用齿冠长 (近中远中



径)与齿冠宽 (颊舌径)之比构成的齿冠长宽指数来描述牙齿的形态。近年 ,许多学者倾向于

使用齿冠颊舌径与近中远中径之比来构成的齿冠形态指数来描述齿冠的形态[10 —11 ] 。作者

认为这一指数能够更为直观地展示齿冠颊舌方向相对宽度 ,因而在本文采用齿冠形态指数

来分析对比黄龙洞人类牙齿的齿冠形态。

考虑到黄龙洞遗址的地理区域及年代范围 ,本研究选择的对比标本包括不同时代的中

国人类 (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近代及现代人类) 、尼安德特人、欧洲更新世中期人类

(Krapina、Atapuerca SH) 、欧洲更新世晚期人类、近代与现代欧洲人 ,以及近东早期现代人

(Skhul 及 Qafzeh) 等 (表 1) 。表 1 罗列了用于本文对比分析的主要标本及资料来源 ,供有兴

趣的读者参阅。

表 1 　用于本文牙齿测量数据分析的主要对比标本

The teeth used for comparisons of metric analyses in present study

标本或地点 时代 例数 数据来源

中国直立人 1700 —200 kyr 8 —22 Weidenreich , 1937 [7 ] ; 刘武 , 1999 [12 ]

中国早期智人 260 —120 kyr 1 —8 刘武 , 1999[12 ] ; 何嘉宁 , 2000[13 ]

中国晚期智人 100 —120 kyr 刘武 , 1999[12 ]

中国新石器时代 6 —5 kyr 26 —142 Brace et al , 1984 [14 ]

中国青铜时代 3 kyr 134 —323 Brace , 1976 [15 ]

现代中国人 现代 200 —500 Brace , 1984 [14 ] ; 王惠芸 ,1965 [16 ]

欧洲 Krapina 130 —100 kyr 9 —33 Wolpoff , 1979 [17 ]

欧洲尼安德特人 50 kyr 5 —20 Wolpoff , 1971 [18 ]

欧洲 Atapuerca SH 500 —350 kyr 4 —26
Bermudez de Castro , 1993 [11 ] ; Bermu′dez de Castro and

Nicolas , 1995 [19 ] ; Bermudez de Castro et al , 2004 [20 ]

早欧洲旧石器晚期 34 —26 kyr Frayer , 1977 [21 ]

晚欧洲旧石器晚期 26 —1015 kyr 10 —26 Frayer , 1977 [21 ]

欧洲中石器时代 1015 —6 kyr 46 —116 Frayer , 1977 [21 ]

欧洲新石器时代 6 —64 kyr 18 —50 Brace , 1979 [22 ]

现代欧洲人 公元 1 —17 世纪 15 —440 Bermu′dez de Castro and Nicolas , 1995 [19 ] ; Brace , 1979 [22 ]

近东 Skhul 100 kyr 3 —7 Wolpoff , 1971 [18 ]

近东 Qafzeh 92 kyr 4 —9 Vandermeersch , 1981 [23 ]

2 　牙齿特征描述与对比

211 　上颌右侧中门齿( I1 ) (标本编号 :N2E6 ③:X34 ;图 1 A1 —A5)

保存状况及年龄估计 :齿冠保存完整 ,齿根在靠近根尖部分缺失 ,断面新鲜 ,估计是发掘

所致。此外 ,齿根近中面靠近齿冠部分表面略有破损。齿冠切缘有一明显条状磨耗面 ,中央

已暴露呈现细条带状齿质 ,但齿冠整体形态未影响。根据这一特点 ,估计该牙齿所代表的个

体死亡时的年龄不超过 25 岁[24 ] 。

齿冠形态 :牙齿整体观显得较粗壮 ,齿冠与齿根交界位置在舌侧和唇侧大致在同一水

平 ,均呈釉质向齿根方向上凸的弧形。齿冠与齿根在近中面和远中面交界位置低于舌侧和

唇侧对应位置。齿冠切缘呈近中端低 ,远中端高的倾斜走向。齿冠下端近中角较锐利 ,远中

角略圆钝。舌面观 ,齿冠近中边缘脊及远中边缘脊宽厚 ,隆起显著。齿冠切缘磨耗使得两边

缘脊在切缘起始部分略呈片状。两边缘脊向上 (齿根) 方向延伸 ,并逐渐增粗、增厚 ,汇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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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龙洞牙齿 Human teeth found at Huanglong Cave

(A、B、C、D、E、F、G各列分别为上颌中门齿、上颌侧门齿、上颌犬齿、上颌第三臼齿、下颌侧门齿、下颌第二臼齿及

下颌第三臼齿 ;1、2、3、4、5 各行分别为各牙齿舌侧面、颊 (唇)侧面、近中面、远中面及咬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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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隆起 (basal prominence) ,但未形成游离的齿结节。基底隆起呈宽厚条带状 ,在其舌侧内

缘向下伸出一短小突起 ,长约 1mm ,但未形成明显的指状突。包围在齿冠近中和远中边缘脊

之间的整个舌面明显凹陷 ,使得齿冠舌面呈铲形。唇面观 ,齿冠从齿颈部一直到切割缘略隆

起。齿冠唇侧面近中和远中缘均较明显隆起 ,两脊之间的整个齿冠唇侧面呈下凹状 ,也较平

坦 ,使得齿冠唇侧面也呈现铲形结构。由于舌面及唇面均呈铲形 ,这枚牙齿具有明显的“双

铲型”(double shoveling)特征。

齿根形态 :齿根较粗壮 ,呈圆柱形锥状。齿根长轴与齿冠长轴大体上位于同一直线上 ,

但齿根在接近根尖时开始略偏向远中侧。由于齿冠釉质整体隆起高于齿根 ,齿根与齿冠相

交的齿颈部略显缩窄。齿根在近中 —远中方向较唇 —舌方向略窄 ,使得整个齿根呈扁圆柱

形。齿根从齿颈向根尖方向逐渐变细。由于根尖缺失 ,根尖形态无法确定。齿根表面除呈

现一些可能由埋藏环境造成的表面剥蚀脱落外 ,未发现其他异常现象。

表 2 　齿冠形态指数 ( CSI)

The crown shape index

地点或标本 I1 I2 C M3 I2 M2 M3

黄龙洞 7615 9513 10819 13118 9814 10010 10510

中国直立人 7517 9715 10815 12111 10219 10018 9517

中国早期智人 8118 9518 10319 11615 14515 9012 9514

中国晚期智人 8718 9712 11113 11710 10510 9319 9613

中国新石器时代 8418 9310 10613 12010 10314 9812 9612

中国青铜时代 8417 9219 10911 12217 10510 9811 9414

现代中国人 8418 9412 10614 12215 11717 9514 8913

Krapina 8718 10610 11211 12012 11614 9016 9312

尼安德特人 8713 10614 11519 12510 11017 9215 8719

Atapuerca SH 8015 10010 11218 13415 10914 9313 9614

早欧洲旧石器晚期 8016 8915 11215 12010 11611 9516 9811

晚欧洲旧石器晚期 8612 9310 11010 12617 11012 9812 9811

欧洲中石器时代 8014 9219 11115 12916 11211 10010 9513

欧洲新石器时代 8517 9815 11312 12518 10816 9513 9414

现代欧洲人 8416 9618 11018 12315 11219 9513 9412

Skhul 8517 10515 10716 11918 10519 10014 9113

Qafzeh 8118 9613 11015 12816 9814 10216 10510

埃塞俄比亚 Herto 12010 13814

南非 Hoedjiespunt 9315

对比 :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上颌中门齿齿冠唇面隆起明显、舌面深凹 ,底结节显著发育并

向切缘伸出数量不等的指状突 ;齿冠长轴与齿根长轴不完全位于同一直线上 ;齿根粗壮 ,呈

锥形 ,在接近根尖时迅速变细。直立人齿冠切缘明显向两侧扩展 ,因而使得齿冠长度与宽度

相比相对较大 ,齿冠形态指数一般在 80 以下。早期智人开始齿冠形态指数都在 80 以上 ,近

代和现代人类在 84 以上[7 ,25 —26 ] (表 2) 。现代人类上颌中门齿尺寸显著缩小 ,已基本丧失直

立人和早期智人具有的粗壮特征 ,齿根变得纤细 ,齿颈部中远中径接近唇舌径 ,甚至小于唇

舌径。从齿颈到根尖部逐渐变细。迄今国内发现的更新世晚期人类上颌门齿数量不多 ,但

现有的标本显示在上述特征的表现上与现代人类更为接近。尼安德特人、欧洲更新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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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如 Krapina 和 Atapuerca SH)以及欧洲旧石器晚期人类上颌中门齿多呈现一些与中国直

立人和早期智人相似的特征 ,如牙齿粗壮具有明显的舌面结节和指状突等 ,但在测量特征方

面时代变化较明显[8 ,11 ,21 ] 。欧洲旧石器晚期后段 (距今 26000 —10500 年) 人类牙齿尺寸与现

代人类非常接近[21 ] 。近东早期现代人 (Skhul 和 Qafzeh) 上颌中门齿仍保持一些较原始的特

征 ,牙齿尺寸也大于现代人[18 ,23 ] 。

黄龙洞上颌中门齿齿冠舌面非常平滑 ,没有底结节和指状突 ;齿冠唇面隆起不明显 ,相

反其唇面呈现明显的凹陷。齿冠近中远中径、颊舌径以及齿冠面积均小于中国直立人和早

期智人。其齿颈部颊舌径大于近中远中径也不同于直立人的齿颈部颊舌方向扁的特点。齿

冠与齿根并不完全在一个纵轴线上 ,齿冠从齿颈部到切缘略向舌侧倾斜 ,与齿根略呈角度。

这些特征表现使得黄龙洞上颌门齿与现代人类的更为相似。齿根较粗壮与现代人不同 ,而

接近时代较早的人类。齿冠形态指数 7615 与直立人平均值 7517 接近 ,低于早期智人、晚期

智人及现代人。但黄龙洞上颌中门齿形态指数偏小的原因与直立人因齿冠切缘扩展造成的

形态指数偏小不同。黄龙洞上颌中门齿齿冠近中远中径和唇舌径分别为 815mm 和 615mm ,

因而齿冠形态指数偏小是因为唇舌径小所致 ,也说明齿冠较为纤细。综合以上对比分析 ,黄

龙洞上颌中门齿无论在形态特征和大小尺寸方面都与现代人类的更为接近。

212 　上颌左侧侧门齿( I2 ) (标本编号 :T29 ③:59 ;图 1 B1 —B5)

保存状况及年龄估计 :牙齿保存状态良好 ,无可见破损。切缘磨耗较重 ,致使齿冠部分

缺失。齿根 (包括根尖部分)完整。齿冠切缘有一明显条状磨耗面 ,宽约 4mm ,主要部分齿质

已经暴露。这枚牙齿磨耗较重 ,出现在齿冠咬合缘的磨耗面已呈现宽条带状齿质暴露 ,齿冠

高度明显缩小。此外 ,这枚牙齿的齿根已完全形成。估计该牙齿所代表的个体死亡时的年

龄在 30 岁以上。这枚牙齿发现后 ,我们曾将其鉴定为下颌门齿[1 —2 ] 。本次研究过程中我们

重新观察了这枚牙齿的形态特点 ,并分别与现代人上颌及下颌门齿进行了对比 ,发现这枚牙

齿一些特征与上颌侧门齿相似 ,属于上颌侧门齿的可能性更大。

齿冠形态 :牙齿整体观显得比较细长 ,由于齿冠部分磨耗缺失 ,这枚牙齿齿根显得相对

较长。整个牙齿纵轴略呈弧形 ,齿根轻度向远中方向倾斜 ,接近根尖时倾斜幅度加大。唇面

和舌面观 ,齿冠呈三角形。齿冠唇面在纵向和横向均略隆起。唇侧观 ,这一隆起一直延续到

齿根全程。咬合面观 ,齿冠在横向水平行呈圆拱形 (vaulted in transversal plane) 。齿冠舌面

观 ,形态特征与上颌中门齿相似。近中边缘脊及远中边缘脊宽厚 ,隆起显著。两边缘脊向上

(齿根)方向延伸 ,汇合形成基底隆起。齿冠舌面基底部无隆起的齿结节结构 ,基底隆起也不

显著。包围在齿冠近中和远中边缘脊之间的整个舌侧面区域呈明显凹陷 ,表面平坦 ,齿冠呈

明显铲形。与黄龙洞上颌中门齿相比 ,舌面凹陷区较小 ,估计与磨耗造成的齿冠缺失有关。

由于两边缘脊在基底部会聚形成非常狭窄的区域 ,使得边缘脊之间的齿冠舌面凹陷呈三角

铲形 (triangular shovel2shape) 。

齿根形态 :齿根呈细长扁锥状 ,齿根近中远中方向尺寸明显小于唇舌方向的尺寸。这枚

牙齿与黄龙洞上颌中门齿一样 ,齿冠釉质整体隆起高于齿根 ,使得齿根与齿冠相交的齿颈部

略显缩窄。齿根唇面较舌侧面宽阔 ,齿冠唇侧面的隆起沿齿根唇面继续向齿尖方向延伸。

齿根舌面平直 ,大致与齿根纵轴平行。齿根近中面和远中面都有一个纵行的浅沟状凹陷 ,分

布在齿根中三分之一部分。根尖略变细 ,但仍较较圆钝。根尖舌侧端稍微向外伸出 ,形成一

小的钩形。此外 ,根尖还向远中方向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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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黄龙洞上颌侧门齿尺寸、齿冠及齿根形态都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常见于更新世

中、晚期人类的形态特征在黄龙洞上颌侧门齿都没有出现。黄龙洞上颌侧门齿齿冠近中远

中径、唇舌径、齿冠面积明显小于中国直立人及早期智人 ;也小于尼安德特人、欧洲更新世中

期人类、欧洲旧石器晚期人类、近东早期现代人的对应数据。而与这些地区近代现代人类接

近。由于齿冠粗壮程度减弱 ,现代人上颌侧门齿齿冠唇舌径明显小于直立人及其他更新世

人类。这一特征变化通过齿冠形态指数可以得到很好地体现 (表 2) 。这一指数范围在中国

更新世时期人类为 9419 —9712 ,中国全新世人类为 9219 —9412 ,在尼安德特人及欧洲更新世

中期人类为 10010 —10614 ,欧洲更新世晚期及近代现代欧洲人为 8915 —9815。这些指数对

比显示上颌侧门齿粗壮度的减弱在不同地区间不同 ,尼安德特人和欧洲更新世中期人类上

颌侧门齿较东亚地区人类要粗壮。值得注意的黄龙洞上颌侧门齿无论肉眼观察 ,还是齿冠

形态指数都显得较现代人粗壮。根据以上分析 ,黄龙洞上颌侧门齿多数特征在现代人类的

变异范围 ,但仍有一些与现代人类不同的特征。

213 　上颌左侧犬齿( C) (标本编号 :T28 ③:56 ;图 1 C1 —C5)

保存状况及年龄估计 :除齿颈区表面局部破损面外 ,整个牙齿保存完好。切缘磨耗较

重 ,已将齿冠切缘完全磨蚀并波及一部分齿冠。磨耗面大致呈半圆形 ,齿质呈大片状暴露 ,

围绕其周边为一圈细条状的釉质。这枚牙齿磨耗较重 ,齿冠高度明显缩小 ,估计该牙齿所代

表的个体死亡时的年龄在 30 岁以上。

齿冠形态 :齿冠非常粗壮。咬合面观 ,齿冠大致呈半圆形 ,主要由磨耗面构成。由于牙

齿磨耗造成齿冠部分缺失 ,唇面观齿冠游离切缘为直线状 ,稍向近中方向倾斜。齿冠唇面形

态基本对称 ,但近中切缘角较远中切缘角锐利。齿冠唇面在纵横两个方向都明显隆起 ,但尤

其以横向隆起显著。顶面观齿冠唇面中部可见有微弱发育的脊状隆起。齿冠舌面因牙齿磨

耗仅仅保留有基底部分 ,大部分形态特征已经丧失。在保留的部分可观察到近中边缘脊及

远中边缘脊的残余部分 ,以及舌面基底隆起 (底结节) 。近中边缘脊及远中边缘脊仅保留有

靠近基底的部分。从残留的部分可见两边缘脊较粗壮 ,隆起显著。两边缘向基底部中央汇

集 ,形成一个大的圆形隆起。这一圆形隆起的下缘 (切缘方向) 与咬合面磨耗面相连并呈现

一定程度的釉质表面磨耗。尽管如此 ,仍可见到在隆起下缘两侧各有一细而浅的沟 ,分别与

近中边缘脊及远中边缘脊相分隔。因而 ,这一隆起已经部分游离 ,形成了底结节。在底结节

的下端游离缘向切缘方向伸出一指状突样隆起。由于齿冠磨耗 ,这一突起的延伸长度及形

态已无法辨识。根据以上舌面特点 ,估计这枚牙齿在未磨耗时两侧边缘脊之间的舌面存在

有一个凹陷 ,应该具有铲形结构 ,以及较发达的底结节和指状突。唇面及舌面观 ,齿冠近中

面与远中面自切缘向齿颈方向汇聚。侧面观 ,可见齿冠舌面基底部自齿颈开始明显隆起 ,向

切缘方向减弱 ;齿冠唇面呈隆起状 ,靠近齿颈处隆起显著 ,向切缘方向减弱。齿冠与齿根交

界位置在唇侧和舌侧明显高于近中侧和远中侧。在唇侧略高于舌侧 ,近中侧与远中侧大致

在同一水平。环绕齿颈四周的齿冠釉质均隆起 ,显得高于齿根表面 ,使得齿颈部略显凹陷。

无明显可见的齿带和三角隆起 (triangular prominence) 。

齿根形态 :齿根粗壮 ,呈近中 —远中方向缩扁的细扁锥状 ,偏向远中方向。齿根唇面较

舌侧面宽阔。齿根唇面和舌面均呈隆起状 ,尤其以舌侧下半部隆起明显。根近中面和远中

面都有一个纵行的沟状凹陷 ,从齿颈部一直延伸到接近根尖。两侧的纵行凹陷分隔了齿根

的唇侧和舌侧部分 ,唇侧部分占据齿根主体。齿根在中部唇舌方向最为宽阔 ,向齿冠方向略

·811·　 　 人 　　类 　　学 　　学 　　报 28 卷



有缩窄 ,向齿根方向逐渐缩窄 ,但根尖仍呈圆钝状。

牙齿整体观 :整个牙齿显得非常粗壮 ,舌面及唇面观整个牙齿轮廓呈圆楔形状 ,唇面较

舌面为宽 ;近中面及远中面观牙齿呈扁楔状 ,两面宽度接近。除齿根末端偏向远中方向外 ,

齿冠与齿根长轴在一条直线上分布。

对比 :周口店直立人犬齿齿冠和齿根都非常粗壮。围绕齿冠基底可见有明显的齿带 ,在

齿冠近中缘和远中缘形成三角隆突。齿冠舌面结构复杂 ,基底结节显著 ,通常形成指状突。

齿冠唇面在横向强烈隆起 ,略呈肋骨形。根尖较圆钝。周口店直立人牙齿各项测量尺寸都

明显大于现代人类 ,尤其平均齿冠面积达 9519。齿根与齿冠相比 ,相对较高 ,齿根高与牙齿

全高构成的指数在周口店直立人为 62 %。代表齿根粗壮度的齿根粗壮指数 (齿颈部近中远

中径 ×100Π颊舌径) 在周口店直立人上颌犬齿平均值为 8010。许家窑、桐梓和金牛山上颌

犬齿保存都比较完整 ,其形态特征在许多方面都与周口店直立人接近[13 ,27 —28 ] 。许家窑和桐

梓上颌犬齿还发育有齿带和三角隆突。但牙齿尺寸和齿冠粗壮程度都低于周口店标本。根

据已经发表的资料[29 ]
,中国更新世界晚期人类上颌犬齿在形态特征上与现代人类非常相

似。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犬齿齿冠仍比较粗壮 ,齿冠形态指数甚至

超过周口店直立人 (表 2) 。欧洲更新世界中晚期人类以及尼安德特人上颌犬齿特征在许多

方面与周口店直立人相似 ,如这些牙齿齿冠与齿根都很粗壮 ,齿冠舌面都具有发达的底结节

和指状突 ,齿冠唇面明显隆起 ;齿根相对较高等。但齿带和三角隆突在这些标本一般没有出

现。欧洲更新世中期人类牙齿尺寸变异较大 ,如 Krapina 犬齿齿冠大小接近中国直立人 ,而

Atapuerca SH 和尼安德特人犬齿尺寸明显缩小 , 尼安德特人犬齿大小与现代人接

近[8 ,10 —11 ,17 ] 。但这些欧洲更新世人类犬齿齿冠都非常粗壮 ,齿冠形态指数范围在 110 —

11519 ,而中国更新世人类犬齿齿冠形态指数仅为 10319 —11113。近东早期现代人 Skhul 和

Qafzeh 上颌犬齿尺寸略大于中国和欧洲的更新世晚期人类 ,齿冠也较粗壮[18 ,23 ] 。

黄龙洞上颌犬齿整体粗壮 ,一些特征表现与周口店、许家窑、桐梓和金牛山 ,以及欧洲更

新世中期和尼安德特人相似。如果以齿冠面积来代表牙齿大小 ,黄龙洞牙齿尺寸明显小于

中国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平均值 ,大于中国更新世晚期及近代现代中国人的平均值。与欧

洲及近东人类相比 ,黄龙洞齿冠面积小于 Krapina ,与 Atapuerca SH 接近 ,而大于其他所有标

本。反映齿冠长宽比例关系的形态指数在黄龙洞上颌犬齿与所有更新世晚期及近代现代人

类更为接近。黄龙洞上颌犬齿齿根较粗壮 ,齿颈部长宽指数为 7114。黄龙洞上颌犬齿齿根

相对较高 ,占牙齿全高的 6216 %。现代人类上颌犬齿齿冠和齿根都显得很纤细 ,齿冠唇面

隆起程度较弱 ,舌面一般不出现底结节及指状突结构 ,即便出现 ,程度也很弱。齿根与齿冠

长轴一般呈一定的角度 ,根尖锐利。现代人类上颌犬齿各项测量数据偏小 ,齿根相对较短 ,

根据王惠云的数据 ,现代中国人上颌犬齿齿根高占全齿高的 5613 %
[16 ] 。以上对比说明黄龙

洞上颌犬齿保留了许多更新世时期人类犬齿的原始特征。

214 　上颌左侧第三臼齿( M3 ) (标本编号 :T29 ③:62 ;图 1 D1 —D5)

保存状况及年龄估计 :除颊侧远中根根尖部分缺失外 ,整个牙齿齿冠及齿根完整。牙齿

磨耗非常轻微。这枚牙齿磨耗非常轻微 ,仅在齿尖留下很微弱的釉质磨耗痕迹。尤其重要

的是这枚牙齿的齿根尚未完全形成。考虑到这枚牙齿磨耗非常轻 ,三个齿根尖端均有明显

的根管暴露 ,估计该牙齿所代表的个体死亡时的年龄在 20 岁以下。

齿冠形态 :咬合面观 ,齿冠大致呈倾斜的三角形 ,以平直的齿冠近中面为三角形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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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面可见有位于颊侧的前尖和后尖 ,以及位于舌侧的原尖和次尖四个完整的齿尖。由于

齿冠倾斜 ,后尖位置明显向舌侧偏移。在这四个齿尖中 ,前尖最大 ,其次是原尖和后尖 ,次尖

最小。在次尖表面可见有一条沿近中远中方向分布的浅沟 ,这个浅沟将次尖分隔为两部分。

靠近后尖的部分呈条状隆起 ,靠近原尖部分呈丘状隆起 ,两者大小接近。由于分隔次尖的沟

很浅 ,还不能将其确定为两个独立的齿尖。除上述四个齿尖外 ,在齿冠近中缘 ,前尖和原尖

之间还可见有一个由近中边缘脊向咬合面中央凹延伸形成的釉质隆起 ,其大小和形态与次

尖接近。对于出现在齿冠近中边缘前尖与原尖之间这一个齿尖样结构 ,有关学者给予了不

同的名称 ,如近中副结节 (mesial marginal accessory tubercle) 、缘结节 (edge tubercle) 、中边缘脊

尖 (mesial marginal ridge cusp) 等[7 —8 ] 。咬合面整体观 ,前尖与原尖膨大 ,分别向颊侧和舌侧

隆起 ,但两个齿尖在近中面都比较平直 ;后尖与次尖与前尖和原尖相比明显缩小。因此齿冠

呈近中面平直 ,颊侧面和舌侧面的近中半部分膨隆 ,远中部分为缩窄倾斜面的三角形。

咬合面有六条沟隙 ,其中 2 条位于颊侧 ,2 条于舌侧 ,近中侧和远中侧各有 1 条。颊侧

的两条齿沟分别是位于远中侧的前尖与后尖之间的颊侧沟 (buccal groove) ,以及位于近中侧

的前尖与前述的近中副结节之间的齿沟。颊侧沟起始于齿冠颊侧面距切缘大约 2mm 处 ,越

过边缘脊 ,略向近中转折呈倾斜状一直抵达中央凹。位于前尖与近中副结节之间的齿沟沿

近中颊侧 —远中舌侧方向分布在中央凹到齿冠边缘脊之间 ,但并未抵边缘脊的游离缘。因

而颊侧的这两条齿沟呈锐角汇聚于中央凹。位于舌侧的两条齿沟呈大致与颊侧齿沟对应的

方式分布 ,两条齿沟呈锐角会聚于中央凹。其中位于远中侧的舌侧沟 (lingual groove) 起始于

齿冠边缘脊接近游离缘处 ,呈弯曲状向中央凹延伸 ,仅仅分布在齿冠咬合面 ,分隔原尖与次

尖。位于原尖与近中副结节之间的齿沟与分隔前尖与近中副结节的齿沟一样仅仅分布在中

央凹到边缘脊靠近中央部分 ,未抵达游离缘。上述四个齿沟呈“+ ”形状分布在齿冠咬合面 ,

四个齿尖聚合于中央凹 ,中央凹下陷较深。除这四条沟外 ,在咬合面近中侧和远中侧各有一

个大致呈水平方向分布的齿沟。近中侧的水平沟位于齿冠咬合面近中边缘脊游离缘上 ,恰

好相当于近中副结节近中缘的中部。这条沟细而短 ,长约 2mm ,与中央凹之间有釉质分隔。

位于齿冠远中侧的水平沟分布在边缘脊与中央凹之间 ,分隔后尖与次尖。次尖向中央凹后

尖方向延伸 ,但未与后尖连接 ,因而没有形成明显的斜脊 (oblique ridge) 结构。齿冠近中面

较平直 ,舌面和颊面的近中部分以及远中面呈隆起状。舌面和颊面的远中部分呈倾斜状。

齿根形态 :这枚牙齿有三个齿根 ,颊侧两个齿根 ,舌侧一个齿根。三个齿根在距齿颈部

大约 3mm 处开始分叉 ,在接近根尖处向远中侧弯曲 ,三个齿根均未完全形成 ,根尖处可见根

管暴露。围绕根管周围的骨质呈缩小愈合状 ,表面平滑 ,显示齿根正在形成。远中颊侧齿根

根尖呈现断裂痕迹 ,断裂面中心可见有圆形根管。三个齿根中舌侧根最长 ,近中颊侧根次

之 ,远中颊侧根最短。舌侧根呈锥状柱形 ,表面圆隆 ,向根尖方向逐渐变细 ,但根尖仍较圆

钝。颊侧的两个齿根呈近中远中方向的扁柱形 ,近中颊侧根明显宽于远中颊侧根 ,两个齿根

向齿尖方向逐渐变窄。近中颊侧根的近中面略隆起 ,远中面有一很深的纵行沟 ,从根尖一直

延伸到齿根融合处。远中颊侧根近中面略凹陷 ,远中面轻微隆起。

对比 :周口店直立人上颌第三臼齿原尖大于前尖、连接原尖和后尖的斜脊较明显 ,咬合

面复杂 ,有许多小皱纹。次尖在周口店上颌第三臼齿仍较发育。此外 ,在一些周口店标本 ,

近中边缘脊内侧的前尖与原尖之间插入若干小的隆起皱纹 ,构成横脊 (crista transversa) 。齿

颈部收缩不明显。周口店上颌第三臼齿都具有三个齿根 ,部分标本呈融合状 ,部分标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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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 ,但所有齿根都偏向远中方向。与其他牙齿一样 ,周口店上颌第三臼齿各项尺寸都大于现

代人 ,但齿冠形态指数在不同时期人类似乎差别不大 (表 2) 。金牛山人上颌第三臼齿齿冠

除近中面较平直外 ,其余各面均圆凸 ,向后面收缩。咬合面近似椭圆形 ,表面形态复杂 , 副

沟副嵴相当发达。各齿尖嵴窄而细 , 沟则相对较宽 ,各齿尖界限不很清楚。原尖最大 ,其次

是前尖。后尖和次尖大小接近。斜脊存在 ,但连续。金牛山人上颌第三臼齿最重要的特征

是尺寸缩小 ,呈明显退化表现[13 ] 。唯一经过初步描述的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上颌第三臼齿

分别发现于广西都安和土博[29 —30 ] 。这两枚牙齿的共同特征是齿冠形状较圆隆 ,存在斜脊 ,

齿根融合。现代人上颌第三臼齿形态变异非常大 ,但齿冠形态大多呈三角形 ,后尖和次尖缩

小。第三臼齿整体尺寸缩小在现代人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与早期人类相比 ,现代人上颌第

三臼齿咬合面缺少皱纹 ,结构简单。此外 ,现代人第三臼齿齿根融合倾向明显。黄龙洞上颌

第三臼齿咬合面结构简单 ,缺少常见于更新世人类的齿冠咬合面皱纹、斜脊等特征。黄龙洞

上颌第三臼齿前尖和原尖大小相似 ,后尖虽然缩小 ,但缩小程度相对不大。黄龙标本的各项

测量数据都位于现代人的范围。值得一提的是黄龙洞上颌第三臼齿齿根分叉明显 ,这一点

与多数现代人不同。

215 　下颌右侧侧门齿( I2 ) (标本编号 :N1E7 ③:X8 ;图 1 E1 —E5)

保存状况与年龄估计 :除齿冠切缘及齿冠近中面靠近齿颈处局部破损外 ,整个牙齿保存

完整。牙齿上的正常磨耗较轻微 ,出现在齿冠唇面与切缘交接处的条带状磨耗面界限整齐 ,

光滑 ,磨耗程度均匀。尚未出现齿质暴露 ,估计该个体死亡时的年龄在 20 岁左右。

齿冠形态 :舌面观 ,该牙齿齿冠大致呈梯形 ,但轮廓不对称 ,咬合面切缘呈近中侧高、远

中侧低走向。尽管齿冠远中角破损 ,但仍可辨识齿冠近中角相对锐利 ,远中角略圆钝。齿冠

舌面轻度下凹 ,近中边缘脊和远中边缘脊非常微弱 ,因而舌面铲形结构不明显。齿冠舌面非

常平滑 ,齿冠舌面基底部与齿根交界处略隆起 ,但未形成明显的结节状结构。齿冠唇面明显

向舌侧面倾斜。整个齿冠唇面平坦 ,唇侧两边缘略呈脊状隆起 ,使得齿冠唇面略呈凹陷状。

齿冠近中面和远中面大致呈三角形 ,与齿根交界位置高于舌面和唇面的相应位置。

齿根形态 :与齿冠相比 ,该牙齿齿根显得细长。齿冠在齿颈部因隆起略高于齿根 ,齿颈

部显轻度收缩。齿根与齿冠大致分布在同一纵轴上 ,至根尖变细并略向近中方向弯曲 ,齿根

尖端表面局部粗糙 ,根尖较圆钝。齿根呈细扁状 ,在近中 —远中方向缩扁 ,齿根唇面较舌面

为宽。侧面观 ,齿根唇面从齿颈部一直到齿根尖端呈明显隆起。齿根远中面呈现有明显的

沟状凹陷 ,从齿根与齿冠交界处略下方一直延伸到接近齿根部。但齿根近中面无明显可见

的凹陷。

对比 :周口店和湖北郧县梅铺直立人下颌侧门齿整体粗壮 ,齿冠唇面隆起及舌面下凹均

较明显 ,舌面呈铲形。齿颈部无收缩 ,使得齿冠与齿根看上去似为一体 ;齿根长而粗壮 ,呈军

刀形略向舌侧弯曲 ,齿冠与齿根呈一定程度的弯曲。齿根近中面和远中面各自有一纵沟 ;牙

齿测量数据以及齿冠与齿根粗壮度明显大于现代人[7 ,26 ] 。尼安德特人下颌侧门齿特征在许

多方面与中国直立人接近 ,但牙齿粗壮程度更大 ,如齿冠边缘脊更为发育及底结节更为发

育 ,有时形成指状突结构。牙齿绝对尺寸及齿冠粗壮度也大于中国直立人[31 ] 。最近 ,在南

非开普敦附近的 Hoedjiespunt 半岛发现了一枚距今大约 20 —30 万年的更新世中期人类下颌

侧门齿[32 ] 。这枚牙齿特征与周口店直立人相似 ,齿冠与齿根粗壮 ,舌面呈铲形 ,牙齿尺寸大

于周口店。现代人下颌侧门齿一般都比较纤细 ,唇面一般不隆起。齿根细长 ,一般只在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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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纵沟 ,齿根末端尖锐。牙齿各项尺寸偏小。作者观察的一批现代中国人下颌侧门齿舌

面铲形结构都非常明显 ,超过黄龙洞标本。黄龙洞下颌侧门齿各项特征总体上与现代人更

接近 ,如牙齿纤细、齿冠唇面隆起不显、齿根一侧出现纵沟、牙齿尺寸偏小等 ,但黄龙洞下颌

侧门齿根尖圆钝与现代人不同。

216 　下颌右侧第二臼齿( M2 ) (标本编号 :T32 ③S :1 ;图 1 F1 —F5)

保存状况与年龄估计 :除因齿冠颊面局部釉质脱落及舌面局部釉质表面粗糙外 ,整个齿

冠保存完好。齿根舌面可见有动物啃咬造成的破损缺失面 ,波及远中齿根颊面从靠近齿颈

部一直到齿根下部游离端以及近中齿根靠近下游离端 ,根尖部分已缺失。整个齿冠咬合面

为一个大的凹陷磨耗面 ,略向颊侧倾斜。咬合面磨耗已将所有齿尖磨平 ,咬合面的齿沟等特

征也因磨耗消失。这枚磨耗较重 ,齿尖已磨平 ,齿冠明显降低 ,出现齿质暴露 ,局部融合连

接。估计死者年龄在 35 岁以上。

齿冠形态 :齿冠咬合面大致呈梯形 ,舌侧与颊侧长度接近 ,近中侧宽度大于远中侧宽度。

齿冠颊舌径最宽处位置在齿冠中部 ,略偏近中侧 ,说明这枚牙齿三角座大于跟座。颊面和舌

面观 ,齿冠近中面从切缘倾斜走向齿颈部 ,远中面则较平直。齿冠舌面和颊面均隆起 ,但颊

面隆起程度大于舌面。齿冠与齿根交界的齿颈线在整个牙齿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齿冠与

齿颈交界处略高于齿根 ,使齿颈略显收缩。整个咬合面呈凹陷状 ,明显低于四周的咬合面边

缘脊。由于磨耗 ,齿冠咬合面正常结构已经消失。从残留的痕迹轮廓看 ,咬合面似乎有 5 个

齿尖 ,即位于舌侧的下后尖和下内尖、位于颊侧的下原尖和下次尖 ,以及位于咬合面远中部

偏向颊侧的下次小尖。5 个齿尖的大小顺序依次为下原尖、下内尖、下后尖 ,以及下次尖和

下次小尖。下原尖、下后尖和下内尖三个齿尖大小接近 ,而下次尖和下次小尖明显缩小。由

于磨耗 ,咬合面沟结构已无法辨识 ,但在咬合面边缘仍可见有分隔下原尖与下次尖的颊侧

沟、分隔下后尖与下内尖的舌侧沟、分隔下原尖与下后尖的近中沟三条齿沟的痕迹。这三条

齿沟都在抵达齿冠边缘后中止 ,未继续向齿冠下方延伸。

齿根形态 :齿根极为粗壮 ,有两个齿根 ,两个齿根在颊侧融合在一起 ,舌侧则呈分离状

态。近中根宽度大于远中根。近中齿根呈扁平形状 ,表面略凹陷 ,中央有一个纵行的浅沟。

齿根从齿颈处向下逐渐变窄 ,但变化幅度不大。远中齿根较近中齿根略窄 ,呈表面隆起的片

状 ,同样从齿颈处向下逐渐变窄 ,变化幅度大于近中齿根。两个齿根在颊侧面融合形成一个

明显的纵行沟 ,从齿颈部一直向下延伸。两个齿根在舌面在距齿颈 3mm 处分叉。远中齿根

舌面全部为动物啃咬破损面 ,近中齿根舌面呈圆柱状隆起。两个齿根下端均为动物啃咬破

损面 ,从两个齿根的舌面向颊面倾斜。由于根尖缺失 ,其形态已无法判定。

对比 :周口店、安徽和县及河南淅川直立人下颌第二臼齿齿冠较低 ,齿冠各面均隆起 ,尤

其以颊侧最为显著 ,一般都发育有齿带[7 ,33 —34 ] 。咬合面一般有六个齿尖 ,下后尖最大 ,其他

依次为下原尖、下内尖、下次尖、下次小尖、下内小尖 (第六尖) 。咬合面表面结构复杂 ,布满

皱纹 (wrinkle) 、附脊和沟 (accessory ridge and furrows) 。多数情况下 ,下原尖与下后尖之间有脊

相连 ,而其他各尖一般被沟分隔 ,构成“森林古猿”型。周口店下第二臼齿齿根粗壮 ,近中和

远中两个齿根多呈融合状。在中国发现的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下颌第二臼齿只有丁村的一

枚牙齿。这枚牙齿的各项特征显得很现代 ,如齿冠较高、四个主要齿尖呈十字型排列 ,尺寸

与现代人接近等。虽然在中国也发现了一些更新世晚期人类下第二臼齿 ,但多数未经过详

细的研究。尼安德特人和欧洲更新世中晚期人类下颌第二臼齿形态特征在许多方面与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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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直立人接近 ,但与中国标本也具有差别 ,如 Atapuerca SH 下颌第二臼齿齿冠轮廓较圆 ,颊

侧近中远中径大于舌侧 ;无齿带 ;齿尖大小顺序一般是位于颊侧的下原尖和下次尖最大 ,然

后才是下后尖和下内尖 ;第五尖和第六尖出现率高 ;牙齿尺寸及粗壮程度低于周口店标本。

黄龙洞下颌第二臼齿咬合面磨耗严重 ,许多特征已丧失。尽管如此 ,现有的特征显示黄

龙洞这枚牙齿齿冠较高 ,有五个齿尖 ,三角座大于跟座 ,齿根比较粗壮 ,呈融合状。黄龙洞这

枚牙齿尺寸小于周口店等中国直立人 ,也小于欧洲更新世中期的 Krapina ,以及尼安德特人。

但大于同样属于欧洲更新世中期的 Atapuerca SH、欧洲更新世晚期人类 ,并与近东早期现代

人 Skhul 接近。与中国及欧洲近代现代人类相比 ,黄龙洞下颌第二臼齿各项尺寸明显大于

这些标本。现代人下颌第二臼齿总体纤细 ,咬合面结构日趋简单 ,尺寸明显较更新世人类缩

小。现代人下颌第二臼齿齿冠相对较高而粗壮 ,齿根尤其显得纤细 ,两者形态极其不成比

例。现代人下第二臼齿齿冠三角座无论长度还是宽度都缩小 ,而跟座增大 ,使得跟座与三角

座接近等同大小 ;咬合面结构倾向简单 ,齿尖表面平滑 ,缺乏周口店标本的附加脊 (accessory

ridges) ;齿尖数减少到 5 —4 ,齿冠显得更短 ;沟型倾向从“X”向“+ ”转变。本文作者亲自观察

了一批现代人下第二臼齿 ,发现齿冠形态多为方圆形 ,齿尖数多为四个 ,下内尖与下次尖明

显增大 ,沟型以十字型居多。这些特征表现显示黄龙洞这枚下颌第二臼齿仍保留较多相对

原始的特征 ,符合更新世晚期人类的特点。

217 　下颌左侧第三臼齿( M3 ) (标本编号 :T34 ③:56 ;图 1 G1 —G5)

这枚牙齿发现后 ,我们曾将其鉴定为下颌左侧第二或第三臼齿[1 —2 ] 。本次研究除确认

这枚牙齿齿冠远中面无磨耗痕迹 ,提示生前在这枚牙齿的远中侧没有牙齿外 ,我们还注意到

这枚牙齿齿冠颊舌方向宽度在近中部分明显大于远中部分 ,齿冠较圆 ,咬合面具有 6 个齿

尖 ,这些特征与下颌第三臼齿形态接近 ,所以这枚牙齿更可能属于下颌第三臼齿。

保存状况及年龄估计 :这枚牙齿出土时保存完整 ,当时拍摄的照片清晰展示这枚牙齿表

面没有任何破损[1 —2 ] 。本次研究时作者发现该牙齿齿冠近中面约前 1Π2 部分自咬合面边缘

一直到齿冠与齿根相交的齿颈部釉质层剥离脱落 ,估计是在保管或运输过程中造成的。除

此之外 ,该牙齿其余部分保存状态良好。咬合面可见有不连续的片状磨耗面。磨耗面在颊

侧齿尖大致呈水平状 ;在舌侧齿尖磨耗面向颊侧倾斜。除位于近中舌侧的下后尖尚保留部

分齿尖外 ,其余齿尖几乎磨平。咬合面磨耗在下原尖表面靠近中边缘脊处形成一个月牙状

的齿质暴露面 ,较浅 ,长约 3mm。除此之外 ,其他磨耗面无齿质暴露。由于这枚牙齿齿根已

经完全形成 ,但磨耗较轻 ,仅在一个齿尖出现齿质暴露。参照有关学者的建立的通过牙齿磨

耗判定年龄的标准[9 ] ,估计这枚牙齿所代表的个体死亡时的年龄不超过 30 岁 ,很可能在

25 —30 岁之间。

齿冠形态 :咬合面呈明显下颌臼齿形态特点。肉眼观齿冠近中远中径略大于颊舌径 ,咬

合面大致呈四角圆钝的方形 ,三角座与跟座在颊舌方向宽度接近。齿冠颊面、舌面、近中面

及远中面均明显隆起。齿冠与齿根交界位置在牙齿近中、远中、舌侧、颊侧大致处于同一水

平。在齿冠颊面可见有明显的釉质延伸 (enamel extension) ,呈细条状突破釉质 —骨质边界延

伸到两个齿根分叉处。咬合面可见有 6 个齿尖 ,即颊侧的下原尖、下次尖和下次小尖 ;舌侧

的下后尖、下内尖和下内小尖。肉眼观 ,6 个齿尖的大小顺序依次为下原尖、下内尖、下后

尖、下次尖、下次小尖、下内小尖 (第六尖) 。其中下原尖、下内尖和下后尖三个齿尖大小接

近 ,明显大于偏小的下次尖、下次小尖和下内小尖。牙齿咬合面沟型呈明显“X”型 ,下原尖

·321·　2 期 刘 　武等 : 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 　　 　



与下内尖相接触 ,下后尖与下次尖分离。尽管咬合面磨耗 ,但仍可清晰辨识咬合面具有 2 个

颊侧齿沟、1 个舌侧齿沟及 1 个中央沟。2 个颊侧齿沟分别从咬合面边缘向舌侧延伸 ,终止

于中央沟。这两个颊侧齿沟分隔下原尖、下次尖及下次小尖。位于齿冠舌侧面分隔下后尖

和下内尖的舌侧齿沟自咬合面边缘向颊侧方向延伸 ,同样止于中央沟。中央沟似乎起始于

齿冠咬合面近中侧的前凹 (但由于磨耗 ,前凹形态已不清晰) ,呈弯曲状沿齿冠长轴向远中方

向延伸。在接近齿冠远中边缘时分成两支 ,一支略向舌侧弯曲 ,终止于下内尖与下内小尖

(第六尖)相交的齿冠边缘 ,另一支继续向远中方向延伸分隔下内小尖与下次小尖 ,终止与齿

冠边缘脊游离缘。此外 ,在齿冠近中边缘脊隐约可见大致呈水平走向的近中沟分隔原尖和

后尖。总体上看 ,这枚牙齿咬合面结构简单。除上述齿沟和齿尖外 ,在咬合面未见有其他小

的齿沟或隙。尽管咬合面有一定程度的磨耗 ,但基本可以认定咬合面及齿尖表面结构简单 ,

不存在皱纹、附脊或沟隙。

齿根形态 :这枚牙齿具有近中和远中两个独立的齿根 ,在距齿颈部约 4mm 处分叉后 ,两

个齿根大致平行排列 ,在齿根中部开始向远中侧弯曲。两齿根均呈表面微隆起的扁平状 ,其

中颊面和舌面隆起较近中和远中面明显。近中侧齿根上下方向高度大于远中侧齿根 ,并较

远中侧齿根更为宽而扁平。近中齿根近中面上半部略呈凹陷。两齿根在与齿冠邻接处相互

融合 ,约在其上三分之一位置分离为两个独立的齿根。由此向下齿尖方向 ,逐渐变窄 ,两齿

根均以锐利的根尖终止。

对比 :周口店直立人下颌第三臼齿齿冠相对于齿冠长和宽 ,显得非常低 ;部分标本齿冠

颊面强烈向舌侧倾斜 ,这种倾斜超过齿冠舌面向颊面的倾斜。这种表现特点使得齿冠基底

部呈球茎状隆起 (bulbous projection) ,似为齿带残余。个别牙齿在齿冠颊面呈现锯齿状弯曲

的基部隆起 ;在所有周口店下颌第三臼齿齿冠颊面可见有分隔齿尖的沟都非常深而明显 ,向

下终止于一个小的点隙 ,向上扩展呈笔尖状 (Stylar) 。周口店下颌第三臼齿齿尖表面布满皱

纹 ,齿根呈明显融合趋势。周口店下颌第三臼齿各项特征变异范围很大 ,与现代人有很大重

叠。欧洲更新世中期人类 Atapuerca SH 下颌第三臼齿齿冠大致呈略圆的长方形 ,近中远中

径大于颊舌径 ,远中侧舌角明显收缩。所有颊侧齿尖的颊舌方向宽度大于舌侧齿尖。前凹

较小 ,后凹缺失。部分牙齿有中等程度的附脊和沟。所有牙齿齿冠舌面和颊面隆起 ,部分牙

齿呈现显著的颊面基底隆起 (buccal bulge) ,尤其在下原尖明显。所有牙齿齿根强烈向舌侧

偏斜。尼安德特人下颌第三臼齿齿冠远中部分 (跟座) 颊舌方向宽度更小。尼人下颌第三

臼齿同样呈现类似现代人的很大变异范围 ,与北京人相比更接近现代人。现代人下颌第三

臼齿呈现更大变异 ,呈缩小趋势 ;第三臼齿远中部分倾向变窄 ,变圆 ,说明三角座宽于跟座 ;

多数情况下具有四个齿尖 ,第五尖缺失。下原尖最大 ,其次为下后尖。

黄龙洞下颌第三臼齿齿冠较低、具有六个齿尖、跟座缩小不明显、两个齿根呈分离状态。

虽然这些特征在现代人不太常见 ,但现代人下颌第三臼齿变异非常大 ,这些表现特点在现代

人也可以观察到。此外黄龙洞下颌第三臼齿特征更多地呈现出代人的特点 ,如齿冠结构简

单、咬合面缺乏附脊和附沟 ;牙齿尺寸明显小于中国直立人、欧洲更新世中晚期人类、尼安德

特人、近东早期现代人 ,而与现代人尺寸非常接近。此外 ,出现在黄龙洞这枚下颌臼齿的釉

质延伸特征被认为是现代人的特征。根据这些对比分析 ,作者认为黄龙洞下颌第三臼齿各

项特征与现代人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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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与讨论

尽管在中国已发现数十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35 ] ,但出土的人类牙齿数量都很

少 ,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人类牙齿的研究不多 ,因而与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有关的许多

学术问题不是很清楚 ,如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形态及测量特征的表现特点与变异范围、

与时代更早的直立人 —早期智人及现代中国人相比牙齿特征的原始或现代程度、具有了哪

些区域性人群特点、这一时期人类牙齿是否具有体现食物结构与行为方式的痕迹等。黄龙

洞是近 20 年来在中国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地点 ,尤其重要的是它位于

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资源丰富的鄂西地区[3 ] ,因而其古人类化石及相关材料对于研究中国

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对在黄龙洞发现的 7 枚人类牙齿的形

态描述、测量数据分析及对比 ,较系统全面地掌握了这批牙齿材料的形态特征及大小尺寸信

息。同时通过与有关的更新世时期及近代现代人类材料的对比进一步分析了一些与黄龙洞

牙齿特征、区域特点及行为模式有关的问题。

311 　黄龙洞人类牙齿形态特征

黄龙洞 7 枚牙齿中 ,多数形态特征与现代中国人很相似 ,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呈现一些不

同于现代人的表现特点。根据本文观察对比 ,黄龙洞牙齿形态特征的总体特点是牙齿结构

简单 ,不见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牙齿形态常见特征 (如门齿舌面结节、指状突、齿带 ;臼齿咬合

面的附加脊、沟、复杂皱纹等) 。相反 ,黄龙洞牙齿在这些方面表现相对较纤细。黄龙洞人类

与现代人牙齿形态特征的差别主要在上颌前部牙齿 (侧门齿及犬齿) ,体现在黄龙洞前部牙

齿较为粗壮。这种差别可能代表了黄龙洞牙齿仍保留一些相对原始的特征 ;另一方面 ,也可

能与当时人类对前部牙齿使用方式造成的功能适应有关。

312 　黄龙洞人类牙齿尺寸

黄龙洞人类牙齿的各项尺寸都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 ,其中多数数据与现代中国人

的平均值接近。尽管如此 ,仍有一些牙齿的测量数据及尺寸比例呈现出与更新世晚期人类

相似的特点 ,主要出现在上颌前部牙齿及下颌第二臼齿。上颌中门齿冠大小与现代中国人

非常接近 ,但上颌侧门齿和犬齿各项尺寸都大于现代中国人平均值 ,接近甚至大于中国更新

世晚期人类。上颌侧门齿和犬齿颊舌径、近中远中径以及齿冠面积都大于现代人平均值 (见

表 2 与表 3) ,而与更新世晚期人类接近。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枚牙齿的颊舌径无论绝对值

还是相对值都更大 ,因而上颌侧门齿和犬齿齿冠形态指数都大于现代人 ,而与更新世晚期人

类接近。为进一步对比黄龙洞与其他更新世人类及现代人类上颌前部牙齿总体尺寸 ,本文

将黄龙洞及其他样本组的上颌中门齿、侧门齿及犬齿齿冠面积累加构成了上颌前部牙齿齿

冠总面积 (表 2) 。黄龙洞上颌前部牙齿齿冠总面积为 19416 ,小于中国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

对应数据 (23111 —25113) ,但大于中国晚期智人 (17918) 和近代 —现代中国人 (17017 —

17414) 。与欧洲更新世中、晚期人类及现代欧洲人相比 ,黄龙洞上颌前部牙齿齿冠总面积小

于 Krapina、Atapuerca SH 及尼安德特人 ( 21811 —25919) , 与欧洲旧石器晚期人类接近

(18118 —19416) ,大于近代 —现代欧洲人 (14914 —18116) 。这些数据对比显示黄龙洞上颌前

部牙齿尺寸 (尤其是侧门齿和犬齿)绝对值和相对值均明显大于后部牙齿 ,尤其侧门齿和犬

齿颊舌径相对偏大 ,齿冠更为粗壮。其尺寸及粗壮程度明显大于中国及欧洲近代现代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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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这两个地区的更新世晚期人类接近。除上颌侧门齿和犬齿外 ,黄龙洞下颌第二臼齿尺

寸也偏大。根据本文数据 ,黄龙洞下颌第二臼齿齿冠近中远中径和颊舌径均为 1110mm ,齿

冠面积 12110mm
2 。这些数据与上颌前部牙齿一样 ,明显大于近代现代中国人 ,而与更新世

晚期人类接近。

表 3 　牙齿齿冠面积数据

The crown areas of Huanglong Cave , other fossils and modern humans

地点或标本 I1 I2 C M3 I2 M2 M3 I1 + I2 + C

黄龙洞 5513 5111 8812 9512 3616 12110 10510 19416

中国直立人 8811 6713 9519 11415 4914 15917 13116 25113

中国早期智人 7812 6012 9217 8314 11311 23111

中国晚期智人 5915 4816 7117 10310 2717 12215 11219 17918

中国新石器时代 6119 4612 6613 9714 3814 11516 11012 17414

中国青铜时代 6111 4514 6416 9610 3610 11216 10911 17111

现代中国人 6111 4418 6418 10119 3718 11113 11514 17017

Krapina 9211 7412 9316 13012 5417 14614 13214 25919

尼安德特人 7615 6410 7716 11519 5117 13311 12719 21811

Atapuerca SH 7416 6310 8714 10119 4819 11014 11210 22510

早欧洲旧石器晚期 6918 5117 7217 10816 4418 12213 12010 19412

晚欧洲旧石器晚期 6513 4619 6916 10216 3614 11614 11117 18118

欧洲中石器时代 6811 4515 6810 10017 3814 11417 10818 18116

欧洲新石器时代 6015 4116 6514 9917 3717 11112 10711 16715

现代欧洲人 5115 3712 6017 8913 3617 11114 10919 14914

Skhul 7518 5017 7714 11518 4813 11910 11310 20319

Qafzeh 7910 6011 8116 12416 4812 13311 14416 22017

313 　区域特征

现代人类牙齿形态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域或人群特征。根据 Turner 研究[36 —37 ]
,东亚地区

人群牙齿形态特征可按照自然地理区域分为中国型牙 (Sinodonty) 和巽他型牙 (Sundadonty) 。

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亚洲东北部地区人类 ,如中国、朝鲜、蒙古、日本、西伯利亚及美洲印第

安人具有 Sinodonty 的牙齿特征 ,而 Sundadonty 则分布在东南亚人群。Sinodonty 的典型牙齿

特征包括高出现率的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臼齿釉质延伸、第三臼齿退化、下颌臼齿转向皱

纹、三根型下颌第一臼齿、单根型上颌第一前臼齿 ,及低出现率的四尖型下颌第二臼齿。

Turner 认为这两种牙齿形态特征的差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形成。

本研究发现上述 8 项东北亚地区人群的典型牙齿特征中的 3 项出现在黄龙洞人类牙

齿 :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及臼齿釉质延伸。黄龙洞上颌中门齿呈现非常明显的铲形门齿 ,

同时其齿冠唇面也明显凹陷 ,使得这枚牙齿呈现明显的双铲型特征。此外 ,黄龙洞上颌侧门

齿、犬齿及下颌侧门齿都具有不同表现程度的铲形结构。黄龙洞上颌第三臼齿具有明显的

釉质延伸特征。作者认为黄龙洞牙齿所呈现的这三项牙齿形态特征对于分析当时生活在黄

龙洞的人类代表的人群特征及演化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Turner 认为双铲型门齿

在群体识别上的价值非常大 ,尤其在亚洲东北部人类具有较高的出现率和表现程度。本文

第一作者[38 ]曾观察下王岗和庙子沟两批新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双铲形上颌中央门齿的出现

率分别为 5217 % 和 5719 % ,与 Sinodonty 的平均值 5518 %接近 ,而高于 Sundadonty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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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元谋人、北京人和郧县人出现有双铲形门齿特征 ,但表现程度极弱 ;我国南方智人

阶段的柳江人和桐梓人门齿没有出现双铲形结构 ,而北方地区的丁村人则有。因而这一特

征似乎随着人类进化日趋明显并呈现群体差异。根据作者观察 ,出现在黄龙洞上颌中门齿

的双铲形特征表现程度远比元谋、周口店、郧县及丁村要显著。

出现在黄龙洞牙齿的另一项区域性特征就是臼齿釉质延伸。据有关学者的研究[36 —38 ] ,

这一特征的出现率在下王岗、庙子沟、安阳等东北亚人群明显高于东南亚人类。同时 ,釉质

延伸在东亚地区各人群的分布时代变化也十分明显。早期东南亚人类一般较现代人群出现

率为低 ,Turner 认为釉质延伸在亚洲东北部人群的高频率分布是早期东南亚人类在向北扩

散过程中由于遗传漂变作用所致。据本文第一作者观察[38 ]
,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和智

人阶段的人类牙齿化石标本尚未见有这一特征的出现 ,推测釉质延伸很可能出现于人类进

化的较晚阶段 ,是解剖学上现代人的后期才出现的特征。因而在黄龙洞人类牙齿上观察到

的铲形门齿、双铲形门齿 ,以及臼齿釉质延伸一方面说明生活在黄龙洞的人类已经具有了现

代东亚人群的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 ,如果黄龙洞人类的生存年代 1013 —414 万年前得到进一

步确定 ,釉质延伸特征在黄龙洞牙齿则成为迄今这一特征的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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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Pleistocene Human Teeth Found in the Huanglong Cave ,

Yunxi of Hubei Province

LIU Wu1 ,2 , WU Xian2zhu3 ,4 , WU Xiu2jie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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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orphological and metrical features of seven late Pleistocene human teeth found in

Huanglong Cave , Yunxi County , Hubei Province , were compared with relevant fossil and recent human

samples. Our work indicates that most of the dental features of the Huanglong Cave teeth resemble

those of modern humans , with a few features also identified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humans. The

occurrence of shoveling and double shoveling on the upper incisors , and enamel extension on the upper

molar from the Huanglong Cave suggest that these humans already had typical dental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East Asian populations. This study also found a greater size and more pronounced robustness

in the Huanglong Cave anterior teeth as compared to modern humans. Obvious damage and chipping

caused by non2masticatory utilization of teeth was also recognized.

Key words : Huanglong Cave ; Human teeth ; Late Pleistocene ; Modern human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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