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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1 号直立人头骨与肯尼亚 KNM2ER 3733
人类头骨化石的形态比较

张银运 , 刘 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摘要 : KNM2ER 3733 人类头骨化石的年代为距今 1178 百万年 ,1975 年发现于肯尼亚。Walker 和 Leakey 注

意到这具头骨与周口店直立人的在脑颅形态上很相近 ,但二者在年代上相差大约 1 百万年 ,故认为直立人

形态在这 1 百万年期间是稳定的。长期来此观点缺乏更多的人类化石证据来支持。1993 年在中国发现了

南京 1 号人类头骨化石。该头骨与 KNM2ER 3733头骨一样兼具脑颅和面颅 ,且都属于成年女性个体 ,但南

京 1 号人类头骨化石的年代比 KNM2ER 3733 人类头骨化石的要晚大约 1 百万年。因此 ,南京 1 号人类头骨

是目前所知的可用来验证直立人头骨形态是否在 1 百万年期间保持稳定的唯一合适的人类头骨化石材

料。形态比较表明 ,这两个人类头骨化石的脑颅虽然在眶上圆枕上沟的发育程度、眶后收缩的程度、额骨

横向隆起的程度、角圆枕和乳后突的发育与否、顶骨形状以及骨壁厚度的表现上有所差异 ,但有更多的形

态性状显示出相近。这些相近表现在脑颅的长、宽、高值上 ;颅容量上 ;脑颅的低矮性上 ;脑颅最大宽之位

置上 ;额骨、顶骨、枕骨之矢弧值的比例上 ;眶上圆枕的纤细上 ;顶骨的大小和矢向扁平性上 ;颞线位置和颞

鳞顶缘的形状上 ;枕鳞的低宽形状上 ;上枕鳞与下枕鳞之间的转折形状和比例上 ;枕骨圆枕和枕骨圆枕上

沟的发育程度上等。

这两具头骨的面颅虽然有同属突颌型的面角、皆发育有鼻骨间嵴、两鼻骨组成的上部宽度与下部宽度

皆差别很大 ,但有更多的形态性状显示出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面型上、颜面上部扁平度上、眶形和眶型

上、上颌额突外侧面的朝向上、鼻骨横向隆起程度上、鼻梁外突程度上、鼻型上、颧骨下缘外展程度上、颊高

上、颧上颌下缘的形状上、上颌颧突基部的位置上以及颧结节的位置上等。

因此 ,南京 1 号头骨与 KNM2ER 3733 头骨之间在脑颅上显示出较多的相近性状 ,在面颅上则显示出较

多的相异性状。脑颅方面的相近性状大多具有分类上的鉴别价值。这两个头骨脑颅形态的相近支持把

KNM2ER 3733 头骨鉴定为“直立人”的观点 ;也提示了南京 1 号头骨的脑颅似乎保持着 1 百多万年前的“祖

先”形态。如果直立人的某些成员在至少 1 百万年期间保持着形态稳定的话 ,则这种形态上的稳定主要是

表现在脑颅形态上。这两具头骨的面颅形态上较大差异的意义 ,目前尚不清楚。

关键词 : 南京 1 号头骨 ; KNM2ER 3733 头骨 ; 直立人 ; 形态稳定

中图法分类号 : Q9811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23193 (2007) 0320237212

收稿日期 : 2006211229 ; 　定稿日期 : 2007203221

基金项目 :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kzcx22yw2106)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2006CB806400)

作者简介 : 张银运 ,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E2mail : zhangyinyun @ivpp . ac. cn

KNM2ER 3733 人类头骨化石是 1975 年在东非肯尼亚的特卡纳湖东岸库彼福勒沉积中

发现的 ,其年代是距今 1178 百万年[1 ] 。这是一具保存相当完好的头骨化石 ,脑颅基本完整 ,



面颅虽有一些缺损 ,但修补之后可以观察到整个面颅的形状和大部分形态细节。这具头骨

的形态最早是由Leakey 和 Walker 作了简要的描述[2 —5 ] 。他们认为 :“KNM2ER 3733头骨与周

口店直立人头骨很相似 , ⋯⋯肯定是这个物种中的一员”[2 —4 ] 。他们还认为 :由于这具头骨

的年代比周口店的约早 1 百万年 ,因此 ,这种形态上的相似表明至少在 1 百万年之内这个物

种的形态是稳定的[3 ] 。

Rightmire 把非洲的与印尼的直立人化石作了形态比较 ,也认为 KNM2ER 3733 头骨应属

于直立人[6 —8 ]
;该头骨眶上圆枕较纤细 ,则认为可能是头骨的尺寸较小的缘故[8 ] 。

Wood 认为 KNM2ER 3733 头骨的额骨形状、颅骨骨壁厚度不同于直立人的 ,眶上圆枕较

薄也不同于直立人的 ,该头骨不属于直立人[9 ] 。Stringer 和 Andrew 也持类似的看法 ,认为只

有亚洲的标本属于直立人 ,不能把非洲标本与亚洲的直立人联系在一起[10 —11 ] 。Wood 等把

包括 KNM2ER 3733 头骨化石在内的所谓非洲早期“直立人”标本归属于“匠人”( Homo

ergaster)
[12 ] 。依分支系统学者看来 ,匠人与智人关系密切 ,而亚洲的直立人是人类演化的旁

枝。因而 ,KNM2ER 3733 头骨化石在分类上究竟是属于直立人或是匠人 ,古人类学界至今尚

无一致的看法。

南京直立人 1 号头骨 (简称南京 1 号头骨) 是 1993 年发现的 ,其年代与周口店直立人 3

号头骨的年代 (5718 万年)大致相近 (下详) ,比 KNM2ER 3733 头骨的年代晚 1 百多万年。该

头骨的尺寸偏小。特别是南京 1 号头骨除保存有脑颅外 ,还保存有大部分面颅 ,这在直立人

化石材料中并不多见 ,因此 ,其与 KNM2ER 3733 头骨不仅可以对脑颅部分作形态比较 ,还可

以对面颅部分作形态比较。南京 1 号头骨是目前所知的可用来验证直立人头骨形态是否在

1 百万年期间保持稳定的唯一合适的人类头骨化石材料。

本项研究是对南京 1 号头骨与 KNM2ER 3733 头骨作形态学上的比较 ,梳理出二者之间

形态上的疏近情况。此项比较的目的有二 :一是检验 KNM2ER 3733 头骨标本分类上的位

置 ;二是检验从 KNM2ER 3733 头骨到南京 1 号头骨将近 1 百万年时间间隔内头骨形态是否

保持稳定 ,如果 KNM2ER 3733 头骨是属于直立人的话 (图 1) 。

图 1 　KNM2ER 3733号头骨 (A)与南京 I号头骨 (B)前面观

Front view of the crania of KNM2ER 3733 (A) and Nanjing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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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比的材料和方法

南京 1 号头骨脑颅和面颅的缺失部分于 2002 年加以复原[13 ] ;但颅底部分和面颅的鼻下

区部分因缺失过多 ,只能复原其大致轮廓而无法显示形态细节 ,故不在本项研究的形态观察

之列。该复原头骨的初始模型现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 ,为本项研

究的依据。

南京 1 号头骨被认为是代表一成年女性个体[13 ] 。该头骨化石的年代测定有多种结果 ,

有人认为是距今 35 万年 ,也有人认为是早于 40 万年或更早 ,达到距今 58 —62 万年[14 —17 ] 。

张银运、刘武认为南京 1 号头骨的颅容量与周口店直立人 3 号头骨的档次接近 ,二者年代也

应大致相近[18 ] 。周口店直立人 3 号头骨化石埋藏的地层层位年代为距今 5718 万年[19 ] 。因

此 ,无论如何 ,南京 1 号头骨化石的年代比 KNM2ER 3733 头骨化石的要晚 1 百多万年。

KNM2ER 3733 头骨也是代表一女性个体[20 ]
,从其牙齿的磨耗程度和头骨骨缝的愈合程

度来看 ,应是代表一成年个体[1 ] 。因此 ,KNM2ER 3733 头骨与南京 1 号头骨之间的形态比较

可以排除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 ,也可以排除个体年龄段相差悬殊的影响因素。

为了便于判断这两个对比头骨之间的尺寸上的相近或相远的程度 ,我们将列出周口店

直立人 11 号 (女性成年)头骨的有关测量值作为参考“标尺”。

KNM2ER 3733 头骨的测量值大多引用自参考文献。其中一些测量项目与我国人类学界

沿用的在定义上或名称上有些出入 ;另有一些测量项目则对我国同行们会感到陌生 ;现就这

些测量项目说明如下。

额角 (Frontal angle) :在中矢面上额弧向外最突出的一点与额弦两端连线所成的夹角。

该角值愈小 ,示额骨在中矢方向上的弯曲程度愈大。

枕角 (Occipital angle) :在中矢面上枕弧向外最突出的一点与枕弦两端连线所成的夹角。

该角值愈小 ,示枕骨在中矢方向上的弯曲程度愈大。

枕鳞指数 (Occipital scale index) : 下枕鳞弦长与上枕鳞弦长的比值 ,以百分值表示。本

文的上枕鳞弦长指的是人字点 (l) 至颅后点 (op) 的弦长值 ,下枕鳞弦长指的是颅后点 (op)

至大孔后缘点 (o) 的弦长值。

眶间弦长 (Biorbital chord) :指的是两侧额颧缝最靠前的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眶后收缩指数 (Postorbital constriction index) :最小额宽值 (ft2ft) 除以眶间弦长值 ,以百

分值表示。

中部面宽 (Middle facial breadth) : 两侧颧颌点 (zm) 之间的距离。此值与 Rightmire 文章

中所称之“上颔间弦长”(Bimaxillary chord) [8 ]稍有不同但大致相当。

面角 (Facial angle) : 鼻根点 (n) 到齿槽前缘点 (pr) 的连线与 FH 平面相交之角 ,即我国

文献所称之总面角 (Total prograthism) 。

颊高 (Cheeck height) : 眼眶下缘至上颔骨颧突下缘之最短距离值。

颧骨最大高 (Maximum malar height) : 颧面下缘至颧骨额突顶点大致垂直的距离。

鼻根角 (Nasion angle) : 鼻根点 (n) 与两侧额颧缝最靠前之点连线所成的夹角。此角与

我国文献所称之鼻颧角大致相当。

在本项研究中 ,对 KNM2ER 3733 头骨的观察是在模型上进行的。该模型由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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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收藏。本文作者之一刘武在访问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期间

曾对 KNM2ER 3733 头骨化石作过观测记录。这些记录在本项研究中将作为对模型观察结

果进行校正的依据。

2 　比较和结果

211 　脑颅

21111 　脑颅的大小和形状

一般认为 KNM2ER 3733头骨的脑颅尺寸较小。南京 1 号头骨的长、宽、高尺寸与 KNM2
ER 3733头骨的相应值十分相近 (表 1) 。KNM2ER 3733头骨的颅容量为 848ml ,南京 1 号头骨

的颅容量为 860ml ,二者颅容量也很接近 (表 1) 。

表 1 　脑颅测量 Measurements of calvaria

测量项目 KNM2ER 3733 ■ Nanjing 1 ● ZKD 11 ∀
颅长 182 (18015) 192
耳上颅高 88 (8913) 9315
乳突上嵴间颅宽 142 (14310) 145
颅容量 (ml) 848 860 1 015

　　注 :线性度量单位为 mm ,括号内数值示参考值。

测量值来源 : ■引自文献[1 ] ; ●引自文献[13 ] ; ∀ 引自文献[21 ]。

Linear measurements recorded in mm. Estimated measurement is in parentheses.

■Data from[1 ] , ●Data from[13 ] , ∀ Data from[21 ] .

表 2 　额骨测量 Measurements of the frontal bone

测量项目与指数 KNM2ER 3733 ■ Nanjing 1 ● ZKD 11 ∀

眶上圆枕厚度

　　　中部　 815 811 (右) ,815 (左) 1318 (左) ,1312 (右)

　　　外侧部 9 1015

眶间弦长 109 9710 113

最小额宽 83 80 84

眶后收缩指数 7611 8215 7413

额矢弦 104 9210 106

额矢弧 119 101 122

额角 (度) 139 143 13415

额弦弧指数 8714 9111 8619

　　注 :线性度量单位为 mm。

测量值来源 : ■除额弦弧指数外 ,引自文献[6 ]、[7 ]、[8 ] ; ●除眶间弦长、额角、眶后收缩

指数外 ,引自文献[13 ] ; ∀ 除额角、眶后收缩指数、额弦弧指数外 ,引自文献[21 ]、[8 ]。

Linear measurements recorded in mm. ■Data from[ 6 ] , [ 7 ] and [ 8 ] except Frontal chord arc

index , ●Data from [13 ] except Biorbital chord ,Frontal angle and Postorbital constriction index , ∀

Data from [21 ] and [ 8 ] except Frontal angle ,Postorbital constriction index and Frontal chord arc

index.

侧视 之 ( 图 2 ,

3) , KNM2ER 3733 头

骨的脑颅显得低矮 ,

其颅长 - 耳上颅高指

数为 4814 ;南京 1 号

头 骨 的 相 应 值 为

4915 , 也显得低矮。

在额、顶、枕矢弧值

上 ,两头骨皆以额矢

弧值为最大 ,以顶矢

弧值为最小 (参阅表

2、3、4) 。

前视之 (图 1) ,

KNM2ER 3733头骨脑

颅最大宽度不位于顶

骨区 ,而是在相当于

乳突上嵴的水平位

置。南京 1 号头骨的

脑颅最大宽度位置亦

然。

顶视之 (图 4) ,

KNM2ER 3733头骨眶

后部收缩 ;脑颅最大

宽度位于脑颅的后 1Π
3 部位 ;枕区轮廓线

不呈发髻状。南京 1 号头骨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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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顶骨测量 Measurements of the parietal bone

测量项目与指数 KNM2ER 3733 ■ Nanjing 1 ● ZKD 11 ∀

顶骨矢状缘弦 82 (8715) 86

顶骨矢状缘弧 85 (92) 92

l2ast 弦 81 7111 (77)

l2ast 弧 88 7515 (85)

顶骨面积 cm2 7418 (6915) (7812)

矢状缘弦弧指数 9615 (9511) 9315

　　注 :线性度量单位为 mm1 各弦弧值来源 : ■引自文献[7 ] ; ●引自文献[13 ] ; ∀引自文献

[21 ]。

Linear measurements recorded in mm. ■Data from[7 ] , ●Data from[13 ] , ∀ Data from[21 ] .

　　看来 , KNM2ER

3733头骨与南京 1 号

头骨不仅在脑颅尺寸

上相近 ,而且在脑颅

整体形状上也相近。

21112 　额骨

KNM2ER 3733头

骨之额骨有明显的中

矢嵴 ,该中矢嵴两侧

的额鳞部则呈平坦

状。发育有眶上圆枕 ,但显得纤细。圆枕上沟宽而深。眶后收缩显著 (图 2) 。

南京 1 号头骨之额骨在额鳞骨面有病理性疤痕 ,其中矢嵴发育与否尚难断定 ,但很容易

看出其整个额鳞部较 KNM2ER 3733头骨的为圆隆而丰满。从额角值和额弦弧指数值来看

(表 2) ,南京 1 号头骨之额骨不及 KNM2ER 3733头骨的那样隆起 ,这是由于 KNM2ER 3733头

骨有发育的中矢嵴 ,其额角值或额弦弧指数值反映的是额中矢嵴部位的隆起情况而不是整

个额鳞的圆隆程度。南京 1 号头骨发育有眶上圆枕 ,该眶上圆枕也显得较纤细。其圆枕上

沟与 KNM2ER 3733头骨的相比则显得较浅较狭。其眶后收缩程度不及 KNM2ER 3733头骨的

(表 2) 。

图 2 　KNM2ER 3733 号头骨 (A)与南京 1 号头骨 (B)前侧面观

Fronto2lateral view of the crania of KNM2ER 3733 (A) and Nanjing 1 (B)

总之 ,KNM2ER 3733头骨在圆枕上沟和眶后收缩的发育程度上都较南京 1 号头骨的为

甚 ;但在眶上圆枕发育程度上则与南京 1 号头骨的相近 ;而在额鳞隆起程度上还很难说比南

京 1 号头骨的为甚。

21113 　顶骨和颞鳞

KNM2ER 3733头骨之顶骨近似正方形。若以顶骨之矢状缘弧值与人字缘弧值之乘积表

示顶骨的面积 ,则 KNM2ER 3733头骨之顶骨面积值为 7418cm
2 。与周口店 11 号头骨的相应

值相比 ,KNM2ER 3733头骨之顶骨面积值显得偏小 (表 3) ,其矢状缘的弦弧指数表明其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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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方向上显得较为扁平 (表 3) 。南京 1 号头骨的顶骨不完整。其右侧顶骨保存的部分较

多 ;从复原后的形状来看 ,该顶骨呈长方形 ;其面积也显得偏小 (表 3) 。其中矢缘弦弧指数

与 KNM2ER 3733头骨的相近 ,表示其顶骨在中矢方向上也显得较为扁平 (表 3) 。

KNM2ER 3733头骨之顶骨无中矢嵴发育 ,角圆枕不明显或不发育。南京 1 号头骨的顶

骨由于缺损 ,无法判断其中矢嵴发育与否 ,但在其乳突部可观察到角圆枕 ,呈块状隆起。

KNM2ER 3733头骨之顶骨可观察到颞线 ,位置较高 ,左右颞线间最短距离为 56mm
[5 ,1 ] 。南京

1 号头骨的颞线位置也较高 ,左右颞线间最短距离估计达 67mm。KNM2ER 3733头骨的颞鳞

保存完整 ,可看出颞鳞之顶缘呈低平的弧形。南京 1 号头骨的颞鳞不保存 ,但从顶骨上的鳞

缝痕迹可知 ,该头骨的颞鳞之顶缘也是呈低平的弧形 (图 3) 。

图 3 　KNM2ER 3733 号头骨 (A)与南京 1 号头骨 (B)侧面观

Lateral view of the crania of KNM2ER 3733 (A) and Nanjing 1 (B)

表 4 　枕骨测量 Measurements of the occipital bone

测量项目与指数 KNM2ER 3733 ■ Nanjing 1 ● ZKD 11 ∀

枕矢状弦 88 (7518) 86

枕矢状弧 118 (100) 118

枕鳞宽 119 11110 113

枕鳞长宽指数 7319 6813 7611

枕角 (度) 103 10615 105

上枕鳞弦 5611 (4311) 48

下枕鳞弦 5814 5211 63

枕鳞指数 10411 12016 13113

　　注 :线性度量单位为 mm. 测量值来源 : ■上枕鳞弦和下枕鳞弦值据头骨模型测量 ,其余

值引自文献[7 ] ; ●引自文献[13 ] ; ∀ 引自文献[21 ]。

Linear measurements recorded in mm. ■Data from[7 ] except l2op chord and op2o chord ,which are

taken from a cast , ●Data from[13 ] , ∀ Data from[21 ] .

总之 ,KNM2ER 3733头骨和南京 1 号头骨的顶骨面积皆偏小、在中矢方向上皆显扁平。这两

个头骨的颞线位置都较高 ,颞鳞顶缘都呈低平的弧形。南京 1 号头骨发育有块状的角圆枕 ,

顶骨呈长方形 ;而 KNM2ER 3733头骨的角圆枕不明显或不发育 ,顶骨呈近似正方形。

21114 　枕骨

KNM2ER 3733头

骨的枕骨枕鳞长宽指

数为 7319 (表 4) ,枕

鳞部显得低宽。上枕

鳞与下枕鳞之间呈角

状转折 ; 枕角为 103

度 (表 4) 。枕鳞指数

为 10411 (表 4) ,示该

头骨的上枕鳞稍短于

下枕鳞。发育有枕骨

圆枕。该枕骨圆枕在

靠近中矢面的部分呈

明显外突 ,趋向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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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则变平。枕骨圆枕上沟较浅 ,但在靠近中矢面的部分较易辨认。枕骨上项线呈弧形 ,两

侧趋向乳后突 (retromastoid process)
[6 ,7 ] 。乳后突貌似角圆枕 ,但并不位于顶骨之乳突角部位 ,

而是在枕骨上。乳后突是一种少见的结构 ,其分类学上的鉴别价值尚难断定。

南京 1 号头骨的枕骨枕鳞长宽指数为 6813 (表 4) ,示枕鳞显得比 KNM2ER 3733头骨的更

加低宽。上枕鳞与下枕鳞之间也呈角状转折 ;枕角为 10615 度 (表 4) ,比 KNM2ER 3733头骨

的稍钝些。其上枕鳞显著短于下枕鳞 ,枕鳞指数为 12016 (表 4) 。发育有枕骨圆枕 ,在靠近

中矢面的部分呈明显外突 ,趋向星点区 ,则变平。圆枕上沟保存一小段 ,显得较浅 ,估计整个

圆枕上沟会较浅。无乳后突发育。

看来 ,南京 1 号头骨和 KNM2ER 3733头骨在枕骨形态上表现出较多的相似 :低宽的枕

鳞、上枕鳞与下枕鳞之间呈角状转折且上枕鳞短于下枕鳞、发育有枕骨圆枕且以其靠近中矢

面的部分较为外突、圆枕上沟较浅。但 KNM2ER 3733头骨的枕骨发育有乳后突而南京 1 号

头骨则无乳后突发育。

21115 　脑颅骨壁厚度

从已知的三组对比数据来看 , KNM2ER 3733头骨与南京 1 号头骨在脑颅骨壁厚度上较

大的差别在于顶骨星点区的厚度和枕外隆突区的厚度。在顶骨星点区 , KNM2ER 3733头骨

的骨壁厚度比南京 1 号头骨的小得多 (表 5) ;而在枕外隆突区 ,则相反 , KNM2ER 3733头骨的

骨壁厚度比南京 1 号头骨的大得多 (表 5) 。在顶结节区的厚度上 ,这两个头骨之间的差别

不是很大 (据周口店直立人的头骨材料 ,顶结节区的厚度变异可达 510mm —1610mm) 。

表 5 　骨壁厚度 Cranial vault thickness

位置 KNM2ER 3733 ■ Nanjing 1 ● ZKD 11 ∀

顶骨星点区 5 1315 1315

顶结节区 715 (918) 1610

枕外隆突区 24 16 1210

　　注 :厚度单位为 mm。测量值来源 : ■引自文献[1 ] ; ●引自文献[13 ] ; ∀引自文献[21 ]。

Measurements recorded in mm. ■Data from[1 ] , ●Data from[13 ] , ∀Data from [21 ] .

综上所述 ,南京

1 号头骨和 KNM2ER

3733头骨的脑颅虽然

在眶上圆枕上沟的发

育程度上、眶后收缩

的程度上、额骨横向

隆起的程度上、角圆

枕和乳后突之发育与否上、顶骨形状上以及骨壁厚度的表现上有所差异 ,但在另外一些形态

性状上显示出相近。这些相近表现在脑颅的长、宽、高尺寸上 ;颅容量上 ;脑颅的低矮性上 ;

脑颅最大宽的位置上 ;额骨、顶骨和枕骨之矢弧值的比例上 ;眶上圆枕的纤细上 ;顶骨的大小

和矢向扁平性上 ;颞线位置和颞鳞顶缘的形状上 ;枕鳞的低宽形状上 ;上枕鳞与下枕鳞的呈

角状转折上 ;上枕鳞与下枕鳞的长度比例上 ;以及枕骨圆枕和圆枕上沟的发育程度上等。显

然 ,在脑颅形态上 ,这两具头骨有较多的相同性状 ,而且 ,这些相同性状多具有分类上的鉴别

价值。而相异性状则相对地较少且相异程度 (除角圆枕和乳后突之发育与否外)并不悬殊。

212 　面颅

21211 　面颅的大小和形状

KNM2ER 3733头骨的颧宽值为 138mm ,上面高值为 83mm ,故其上面指数为 60 ,属特狭上

面型 (表 6) 。与 KNM2ER 3733头骨的相比 ,南京 1 号头骨的颧宽值较大 ,为 144mm ,而上面高

值较小 ,为 7119mm ,故其上面指数为 4919 ,呈阔上面型 (表 6) 。由此可见 ,这两具头骨的面

颅在宽、高的绝对值上相差虽然不十分悬殊 ,但在面型上 ,南京 1 号头骨与 KNM2ER 3733头

骨明显不同 ,前者显得低而宽 ,后者显得高而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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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面颅测量 Measurements of facial skeleton

测量项目 KNM2ER 3733 ■ Nanjing 1 ● ZKD 11 ∀

上面宽 119 10716 121

中部面宽 101 9419 (98)

颧宽 (138) 144 148

上面高 83 (7119) 77

上面指数 60 4919 52

眶宽 mf2ek 41 —42 4111 44

眶高 37 —36 3210 36

眶指数 90 —86 78 82

鼻宽 36 (30) 30

鼻高 52 (54) 5215

鼻指数 69 5515 5711

鼻骨上宽 8 1011

鼻骨下宽 19 1516

面角 (度) 78 78 8415

颊高 34 2412 24

颧骨最大高 (53) 5515 (52)

鼻根角 155 14712 147

　　注 :线性度量单位为 mm. 测量值来源 : ■引自文献[1 ]和[8 ] ; ●除上面宽值外 ,引自文

献[13 ]和[23 ] ; ∀ 引自文献[8 ]和[21 ]。

Linear measurements recorded in mm. ■Data from [1 ] and [ 8 ] , ●Data from[ 13 ] and [ 23 ] ,

except upper facial breadth. ∀Data from [8 ] and [21 ] .

　　KNM2ER 3733头

骨的鼻根角值为 155

度 ,属于“很大”等级 ;

南京 1 号头骨的鼻根

角值为 147 度 ,属于

“大”等级 (表 6) 。因

此 ,这两具头骨的颜

面上部都显得扁平 ,

但 KNM2ER 3733头骨

的比南京 1 号头骨的

显得更扁平。KNM2
ER 3733头骨和南京 1

号头骨的面角皆为

78 度 ,都属于突颌型

(表 6) 。

21212 　眼眶和眶下

区

KNM2ER 3733头

骨的 眶宽值为 41mm

(左侧 ) , 眶高值为

37mm(左侧) ,故眶指数为 90 ,属高眶型 (表 6) ;其眶上缘缓缓拱起 ,眶缘外下角呈圆弧形 ,故

整个眶形接近椭圆形。南京 1 号头骨的 眶宽值为 4111mm(左侧) ,与 KNM2ER 3733头骨的相

应值相近 ,但眶高值为 3210mm(左侧) ,比 KNM2ER 3733头骨的相应值要小许多 ,其眶指数为

78 ,属中眶型 (表 6) ;其眶上缘平直 ,眶缘外下角呈钝角形 ,整个眶形接近长方形。

KNM2ER 3733头骨的上颌额突之外侧面大致朝向额切面。南京 1 号头骨的上颌额突之

外侧面大致朝向中矢切面。

21213 　鼻部

KNM2ER 3733头骨的鼻骨基本完整 ,唯鼻骨下缘有少许缺损。鼻骨很宽 ,接近鼻额缝

处 ,宽度明显变小 ,故两鼻骨组成的宽度上下差别很大 :上宽为 8mm ,下宽为 19mm
[1 ] 。鼻骨

间缝处呈细嵴状隆起 ,占整个鼻骨间缝的上 3Π4 部分。该嵴之隆起程度和粗细 ,上下不一 ,

其中段部分显得较低较细。该嵴两侧之鼻骨部分在横向上显得平坦。鼻梁侧面轮廓呈近似

于“S”形 ,但反映的是鼻骨间嵴的走向 ,而不是鼻梁的真实弯曲状况。鼻梁外突程度为“低矮

级”[22 ] 。

南京 1 号头骨的左侧鼻骨完整 ,右侧鼻骨仅在其下外侧部有少许缺损。两鼻骨组成的

宽度也是上下差别很大 :上宽为 1011mm ,下宽为 1516mm。其鼻骨内侧缘沿鼻骨间缝成锐嵴

状。鼻骨在横向上显得圆隆 ,其整个鼻梁侧面轮廓呈“S”形曲线 ,鼻梁外突程度呈“高耸

级”[22 ] 。

KNM2ER 3733头骨的鼻宽达 36mm ,鼻高为 52mm ,故鼻指数为 69 ,属特阔鼻型 (表 6) 。南

京 1 号头骨的鼻宽估计为 30mm ,鼻高估计为 54mm ,故其鼻指数为 5515 ,属阔鼻型。

·442·　 　 人 　　类 　　学 　　学 　　报 26 卷



21214 　颧骨

KNM2ER 3733头骨的颧骨颊区由上稍斜向下外方 ,其颧骨下缘外展值约为 1211mm (两

侧颧骨下缘中点之间距离值 X2 为 12111 ;内侧两眶宽值 fmo2fmo ,即 X1 ,为 109mm ;颧骨下缘

外展值为 X2 与 X1 之差值 ;详见文献 [ 23 ]) 。颧骨最大高约为 53mm ,颊高为 34mm (表 6) 。

其颧上颌下缘部位不保存 ,但被复原成平直状且无颧切迹。从该头骨右侧颧骨结节部位所

保存的部分以及上颌骨右侧齿槽突所保存的部分来看 ,这样的复原还是可信的 ,即该头骨的

颧上颌下缘很大可能是呈平直状且无颧切迹 ,而且 ,该头骨的上颌颧突基部的位置会较低 -

靠近上颌齿槽缘。颧结节只存留在右侧颧骨 ,位于右侧眶额颧点之垂线位置。

南京 1 号头骨的颧骨颊区也是由上斜向下外方 ,其颧骨下缘外展值为 2617mm[23 ] ,比

KNM2ER 3733头骨的大得多 ,表明其颧骨颊面向下外方斜向的程度远大于 KNM2ER 3733头骨

的。南京 1 号头骨的颧骨最大高值为 5515mm ,比 KNM2ER 3733头骨的稍大些 ;颊高值为

2412mm 则远小于 KNM2ER 3733头骨的 (表 6) ,可见其上颌体之前面部远较 KNM2ER 3733头

骨的为低。其上颌下缘明显向上弯曲 ,整个下缘呈弧形 ,形成颧切迹。上颌颧突基部的位置

较高 ,距离齿槽突至少有 8mm[13 ] 。颧结节的位置偏向眶额颧点垂线的外侧方。

图 4 　KNM2ER 3733号头骨 (A)与南京 1 号头骨 (B)顶面观

Apical view of the crania of KNM2ER 3733 (A) and Nanjing 1 (B)

综上所述 ,南京 1 号头骨和 KNM2ER 3733头骨的面颅虽然有同属突颌型的面角、皆发育

有鼻骨间嵴、两鼻骨组成的上部宽度与下部宽度皆差别很大 ,但有更多的形态性状显示出差

别。这些差别表现在面型上、颜面上部扁平度上、眶形和眶型上、上颌额突外侧面的朝向上、

鼻骨横向隆起程度上、鼻梁外突程度上、鼻型上、颧骨下缘外展程度上、颧上颌下缘形状上、

上颌颧突基部位置上、以及颧结节的位置上等。

显然 ,在面颅形态上 ,这两具头骨有较多的相异性状 ,而相同性状则相对地较少。

3 　结论和讨论

311 　南京 1 号头骨和 KNM2ER 3733头骨形态上的疏近在脑颅上和面颅上表现不一 :在脑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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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示出较多的相近性状和较少的相异性状 ,而在面颅上则显示出较多的相异性状和较少

的相近性状。

312 　化石人类分类上的鉴别大多依据脑颅方面的形态性状。换言之 ,脑颅的形态性状是鉴

别化石人类特别是鉴别直立人的主要依据。KNM2ER 3733头骨的脑颅主要形态性状与南京

1 号头骨的相近 ,而且这些相近性状多具有分类上的鉴别价值。这种形态上的相近表明把

KNM2ER 3733头骨鉴定为直立人是可信的。有些相异性状 ,如眶上圆枕上沟、眶后收缩、额

骨横向隆起、顶骨形状 ,只是若干程度上的差别 ,相差并不悬殊 ,因而并不妨碍把 KNM2ER

3733头骨鉴定为直立人。

本项研究显示 ,脑颅骨壁厚度在这两具头骨各有或厚或薄之处 ,因此 ,还不能据此把

KNM2ER 3733头骨鉴定为“匠人”。现着重讨论 KNM2ER 3733头骨的另外几个所谓的非直立

人性状问题 ,即额部矢向隆起、角圆枕缺如、上枕鳞长于下枕鳞的问题。

如前所述 ,KNM2ER 3733头骨有发育的额中矢嵴 ,而该嵴之两侧额鳞则显得平坦而不与

中矢嵴那样协调地隆起。所谓的该头骨“额部圆隆”,一是测量方法上的缘故 (仅测量圆枕上

沟以后的额鳞部分) ,二是由于中矢嵴发育 ,额角值显得较为隆起 ,但并不反映整个额鳞的圆

隆。因此 ,就整个额鳞部而言 ,还很难说在额部隆起程度上 KNM2ER 3733头骨的比南京 1 号

头骨的为甚。

确实 ,KNM2ER 3733头骨的角圆枕并不发育或不显著。但角圆枕之形态并不固定 ,在亚

洲的一些直立人中也有角圆枕缺如的 ,而有些早期智人也具有角圆枕。因此 ,角圆枕并不是

一个有效的鉴别性状[24 ] 。至于乳后突 ,如前所述 ,其分类学上的鉴别价值尚难断定。

上枕鳞短于下枕鳞是直立人头骨的标志性形态特征。有人认为枕外隆突点是上、下枕

鳞长的测点 ,而把该点定位在线结节的中心[25 ] 。依此定位 ,则 KNM2ER 3733头骨的上枕鳞

会长于下枕鳞[6 ] 。魏敦瑞在研究周口店直立人头骨化石时 ,认为头后点 (op) 与枕外隆突点

可合并 ,将该点定位在枕骨圆枕上[25 ] 。由于头后点位于上、下枕鳞的转折之处 ,因此 ,取该

点作为上、下枕鳞长的测点较为合理。为便于对比 ,本项研究采用的是魏敦瑞的定位法 ,这

样 ,KNM2ER 3733头骨与南京 1 号头骨同样是上枕鳞短于下枕鳞 ,是符合其真实的形态。

因此 ,把 KNM2ER 3733 头骨鉴定为“直立人”有较充足的形态依据。

313 　就脑颅形态而言 ,KNM2ER 3733头骨与南京 1 号头骨之间 ,在 1 百多万年期间确实变化

不大。换言之 ,南京 1 号头骨的脑颅似乎保留着 1 百多万年前的“祖先”形态。看来 ,如果直

立人某些成员在至少 1 百万年期间保持稳定的话 ,则这种稳定是表现在脑颅形态上。

314 　就面颅形态而言 ,KNM2ER 3733头骨与南京 1 号头骨之间的较大差异究竟是意味着直

立人群体形态的时代差异或是地区差异、或只不过是个体差异 ,目前还很难确定。无论如

何 ,南京 1 号头骨与 KNM2ER 3733头骨之间脑颅上的差异程度和面颅上的差异程度并不协

调 ,其原因是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

致谢 : 吴秀杰博士协助制作了文章插图 ,作者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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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of Two Homo erectus Crania :

Nanjing 1 and KNM2ER 3733

ZHAN G Yin2yun , LIU Wu

(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44 , China)

Abstract: KNM2ER 3733 , a remarkably complete cranium found in 1975 ,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e Homo erectus specimens from Zhoukoudian that are very much younger in age , and

on this basis Walker and Leakey hold the view that Homo erectus was a morphologically stable human

species over a span of at least a million years. This view needs to be tested.

A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calvaria of Nanjing 1 resembles KNM2ER 3733 in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cranial length ; porion height ; supramastoid breadth ; cranial capacity ; low cranial

profile in lateral view ; position of the maximum cranial breadth ; frontal , parietal and occipital having

a share in the sagittal cranial arc ; a gracile supraorbital torus ; smaller size and sagittal flatness of the

parietal ; higher position of temporal lines ; form of upper margin of temporal squama ; low , wide and

strongly flexed occipit ; ratio of lower to upper scale lengths of occiput ; and expression of occipital torus

and supratorus sulcus. In contrast , the calvariae diff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pratoral sulcus of the

frontal ; postorbital constriction ; flatness of frontal squama in the transverse plane ; expression of

angular torus and retromastoid process ; shape of the parietal ; and expression of cranial vault

thickness.

The facial skeleton of Nanjing 1 differs from that of KNM2ER 3733 in upper2facial shape ; upper2
facial flatness ; orbital shape and index ; facing of lateral surface of frontal process of maxilla ;

roundness of nasals in transverse plane ; nasal roof projection ; nasal index ; eversion of the lower border

of malar bones ; cheek height ; form of inferior zygomatic2maxillary margin ; position of the base of

zygomatic process of maxilla ; and position of malar tubercle. Nanjing 1 resembles KNM2ER 3733 in

other facial features , which cover facial angle , internasal keeling , and nasal bone proportions.

In conclusion , the Nanjing 1 is similar to KNM2ER 3733 in most features of the calvaria , but

very different in most features of the facial skeleton. The morphological similarity in the calvariae is

diagnostic and supports the claim that KNM2ER 3733 belongs to Homo erectus . In addition , this

similarity suggests an anatomical stability of some members of Homo erectus in calvaria morphology over

a span of at least a million years. Unfortunately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facial skeleton of

these crania is uncertain.

Key words : Nanjing 1 ; KNM2ER 3733 ; Homo erectus ; Morphologic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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