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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出土于新疆拜城克孜尔墓地晚期青铜时代的人骨材料。根据形态观察并运用聚类分

析、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 克孜尔墓地居民的种系特征归属于欧洲人种的一支 地中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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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和 1991 年的8 9月, 为了配合克孜尔水库的建设工程,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拜城县克孜尔乡吐尔村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 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和部分人骨材料。

因为墓地距离克孜尔河很近, 人骨保存状况稍差。共采集到可供观察和测量的头骨 23 例。

这批墓葬中已测定
14

C 年代的有 90BKKM11, 为距今 2705 90( 半衰期 5568) 和距今 2780 90

( 半衰期 5730) , 另有 90BKKM14、90BKKM15、90BKKM22、90BKKM27 等四个墓葬的
14

C 年代数

据。根据
14

C 数据推断克孜尔墓地年代大致相当于内地的西周至春秋时期
[ 1]
。克孜尔墓地

颅骨标本对于研究新疆, 特别是南疆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性别、年龄的估计

克孜尔墓地共采集到 23 例头骨, 分别出自 11座墓葬中。本文的作者对这批头骨做了

性别、年龄的鉴定, 可判定为男性的有 11 例, 女性 12 例, 均为成年人。男女比例为 0 92 1,

女性略多于男性。鉴定结果见表 1。

表 1 性别、年龄统计表

Sex-age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

青年( 16 23) 壮年(24 35) 中年( 36 55) 老年(55 以上) 只定成年 合计

男 1 6 3 1 0 11

女 3 1 6 1 1 12

合计 4 7 9 2 1 23

2 头骨的形态学观察

克孜尔墓地头骨的非测量性形态特征标准的判断主要依据吴汝康等和邵象清的有关著

述
[ 2]
。观察结果显示, 克孜尔青铜时代居民的头形以卵圆形居多, 男性椭圆形次之, 女性楔



形居次, 不见球形颅。眉弓突度男性多在显著级以上, 女性多中等级, 弱级很少。额坡度男

性多中等, 女性多平直, 倾斜级的较少。男女两性额中缝全者 3 例, 其余无额中缝。颅顶缝

的前囟段男女两性以深波型居多, 次为锯齿型; 顶段多锯齿型和复杂型; 顶孔段多锯齿型和

深波型; 后段复杂型最多, 余为锯齿型。男性乳突多大级, 女性多小和中等级。男女两性枕

外隆突超过 75% 为缺如或稍显级, 余为中等级, 无显著级。眶形男性长方形最多, 椭圆形次

之, 女性多方形, 次为椭圆形、长方形。眶口平面位置与 FH 平面交角多呈垂直型或前倾型。

梨状孔男女两性多梨形, 其余为心形, 不见三角形。梨状孔下缘多锐型。鼻棘发达, Broca

级和 级占大多数。犬齿窝男性多显著级以上, 女性多弱和中等级。翼区以蝶顶型为主。

鼻根凹陷男性多深级, 女性浅级多, 深级次之。矢状嵴男女两性弱级居主导, 次为中等级, 不

见显著级。腭形男女两性均多 V 型, 腭圆枕多丘状, 约有超过 20%的个体无腭圆枕。颏形

则多方形, 下颌角区男性多外翻, 女性多直型。男女两性多无下颌圆枕。

图 1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颅骨

The skulls from the cemetery at Kezi er, Baicheng County, Xinjiang

1 2. 91BKKM16: A( 男, 正、侧面) ( male, facial、lateral views)

测量项目分级结果显示, 克孜尔墓地头骨男女两性多长颅型, 次为中颅型, 只有 1 例女

性属圆颅型。从颅长高指数看, 该组头骨超过 50%为低颅型, 余为正颅型, 不见高颅型。从

颅宽高指数看, 男女两性多中颅型。额宽指数显示, 男性多阔额型, 女性多狭额型。鼻指数

中, 男女两性多阔鼻型, 中鼻型次之。眶指数表明, 低眶型和中眶型几乎各占一半, 无高眶

型。上面指数显示, 男女两性多中上面型。从面突指数看, 男性中颌型和正颌型各占 50%,

女性正颌型稍多。总面角和鼻面角均显示, 男女两性是以平颌型为主体。从齿槽面角看, 男

性多突颌型, 余为特突颌型, 女性突颌型及特突颌型各占一半。

综合非测量性及测量性形态特征观察, 结论如下: 克孜尔墓地头骨男女两性的体质特征

大体相同, 只是在个别特征上存在两性差异。例如, 女性眉间和眉弓突度较弱, 眶更高、鼻更

阔, 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的突度及鼻根突度更弱等。概括起来, 该组头骨一般具有颅形偏长的

卵圆形或椭圆形颅, 很弱的矢状嵴, 发达的眉弓, 水平方向上强烈突起的面部, 深的鼻根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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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 角形眶, 锐型的梨状孔下缘, 发达的鼻棘和犬齿窝, V 型腭居多, 颅顶缝复杂型的出现率

很高。这些特征明显区别于亚洲蒙古人种, 而接近欧洲人种。

3 头骨的种系特征分析

3 1 与三大人种的比较

下面选择了三大人种变异重叠较小的测量项目与克孜尔组的测量数据作比较, 结果见

表2。

表2 所示, 由于蒙古人种的鼻指数变异范围很大, 因此, 若仅以鼻指数来鉴定种族, 意义

不大。克孜尔墓地头骨与三大人种相比, 鼻尖点指数和鼻根指数落入蒙古人种变异范围, 但

鼻尖点指数值已接近蒙古人种变异范围的上限。同时, 该组头骨在齿槽面角、鼻颧角、上面

高、颧宽、齿槽弓指数、垂直颅面指数等项目上均偏离蒙古人种而与欧洲人种接近。此外, 克

孜尔组头骨所体现出的低且略狭的面和低眶的特点也明显疏远于拥有高、宽面和高眶特征

的蒙古人种而更接近欧洲人种的特征。

表 2 克孜尔组面部测量项目与三大人种的比较(男性)

Comparison of the materials from Kizil with the three human races (male)

( length: mm. , angle: degree, index: % )

拜城克孜尔 三大人种

项目 欧洲人种 蒙古人种 尼格罗人种

鼻指数( 54: 55) 50 12 43 49( 小) 43 53(小和中) 51 60( 中和大)

鼻尖点指数( SS:O3) 38 24 40 48( 大) 30 39(中) 20 35( 小和中)

鼻根指数( SS: SC) 41 36 46 53( 大) 31 49(中和大) 20 45( 小和中)

齿槽面角( 74) 83 2 82 86( 大) 73 81(中) 61 72( 小)

鼻颧角( 77) 137 89 135左右( 小) 145 149( 大) 140 142( 中)

上面高( 48) 69 7 66 74( 小和中) 70 80(中和大) 62 71( 小和中)

颧宽( 45) 124 61 124 139( 小和中) 131 145( 中和大) 121 138( 小和中)

眶高( 52) 31 28 33 34( 中) 34 37(大) 30 34( 小和中)

齿槽弓指数( 61: 60) 116 38 116 118( 中) 115 120( 中和大) 109 116( 小)

垂直颅面指数( 48: 17) 53 53 50 54( 中) 52 60(中和大) 47 53( 小和中)

注: 表中三大人种各项数据转引自文献[9] 。

为了进一步考察克孜尔头骨的大人种形态特点, 下面引用克诺格曼的三个现代主要人

种支干颅骨形态特点资料
[ 3]

, 与克孜尔头骨的形态特征进行比较, 见表3。从表3 中分析, 克

孜尔居民与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典型特点的差别是明显的, 他们与长狭颅的欧洲人种地

中海类型居民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3 2 测量特征的多元分析

聚类分析 将克孜尔墓地头骨与邻近地区 25 组古代居民头骨的 14项测量特征和 9 项

指数项目作对比, 见表 4。这 25 个古代组分别是察乌乎 号墓地组
[ 4]
、察乌乎 号墓地

组
[ 4]
、索墩布拉克 组

[5]
、索墩布拉克 组

[ 5]
、山普拉组

[ 6]
、苏贝希 组

[ 7]
、苏贝希 组

[ 7]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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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克孜尔组头骨与三个主要人种支干头骨的形态特点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Kizil with the branch of three human races

形态特征 克孜尔
欧洲人种

诺的克( 北欧) 阿尔宾( 中欧) 地中海( 南欧)
蒙古人种 尼格罗人种

颅骨长

颅骨宽

颅骨高

矢状观轮廓

面宽

面高

眶形

鼻形

鼻孔下缘

面部侧视

腭形

头骨一般印象

长

狭

中等

圆

狭

中等高

角形

中等宽

锐利

直

狭

拉长, 较光滑,

卵圆到五角形

或椭圆形

长

狭

高

圆

狭

高

角形

狭

锐利

直

狭

粗壮, 拉长, 卵

圆形

短

宽

高

拱形

宽

高

圆

中等宽

锐利

直

中等宽

大,中等粗壮,

圆形

长

狭

中等高

圆

狭

中等高

角形

狭

锐利

直

狭

较小, 光滑, 拉

长, 五角形到

卵圆形

长

宽

中等高

拱形

很宽

高

圆

狭

锐利

直

中等宽

大, 光滑, 圆形

长

狭

低

扁平

狭

低

矩形

宽

沟形

向下倾斜

宽

硕壮, 光滑, 拉长,

收缩的椭圆形

贝希 组
[ 7]
、石河子南山组

[ 8]
、昭苏乌孙组

[9]
、阿拉沟 组

[ 10]
、阿拉沟 组

[10]
、阿拉沟

组
[ 10]

、楼兰组
[ 11]

、古墓沟组
[ 12]

、焉布拉克 C 组
[ 13]

、南帕米尔塞克组
[ 12]

、天山- 阿莱乌孙

组
[ 12]

、中亚- 卡拉捷比组
[ 12]

、米努辛斯克阿凡那羡沃组
[12]

、阿尔泰阿凡那羡沃组
[ 12]

、米努辛

斯克安德洛诺沃组
[ 12]

、哈萨克斯坦安德洛诺沃组
[ 12]

、肯科尔匈奴组
[ 4]
、天山匈奴组

[ 4]
。

表 4 克孜尔墓地头骨与其它对比组颅、面部测量项目及指数(男性)

Crania-l facial measurements and indexes of Kizil skulls and other groups(male)

( length: mm. , angle: degree, index: % )

组别

测量项目(马丁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颅长( 1) 185 42 180 5 183 4 177 5 183 8 188 5 186 5 183 24 172 178 3 179 9 183 4 187 9

颅宽( 8) 134 36 138 7 136 5 145 136 3 137 6 136 132 1 138 144 9 150 5 134 144 3

颅高( 17) 130 6 142 1 135 8 136 4 132 8 140 2 136 93 133 64 125 7 137 7 135 1 133 7 137 5

最小额宽( 9) 95 13 94 2 94 2 99 6 98 7 95 7 100 67 93 3 98 5 96 7 98 7 95 1 95 6

颧宽( 45) 124 61 134 2 131 1 137 8 133 2 131 7 137 8 128 86 128 137 5 139 2 128 8 132 6

上面高( 48) 69 7 74 7 70 7 70 5 66 5 74 9 64 67 71 1 71 9 73 7 73 4 72 7 72 6

眶高( 52) 31 28 34 7 31 8 31 6 30 5 33 3 29 9 31 8 30 32 33 8 33 5 34 4

眶宽( 51) 41 92 42 5 42 2 43 6 43 3 40 9 43 6 41 9 40 5 42 9 44 7 42 9 42

鼻高( 55) 49 5 54 1 51 3 52 2 50 3 54 4 49 6 48 9 53 4 53 2 55 2 52 7 53 2

鼻宽( 54) 24 78 25 9 24 8 25 3 24 9 25 26 4 24 21 8 24 9 27 2 24 2 25 4

面角( 72) 84 91 4 90 2 85 5 83 7 86 6 87 7 82 9 86 86 4 87 3 86 86 9

颅指数( 8: 1) 72 48 76 8 74 4 81 8 74 2 73 03 72 95 72 09 80 23 81 2 83 8 73 1 76 9

颅长高指数( 17: 1) 69 98 79 1 74 2 77 72 3 74 42 73 42 72 96 73 08 76 8 75 2 72 3 73 2

颅宽高指数( 17: 8) 95 22 102 3 99 9 94 1 97 4 101 98 100 69 101 92 91 07 94 5 89 8 99 1 95 4

上面指数( 48: 45) 56 55 6 54 51 2 49 9 56 94 45 46 52 42 53 36 53 6 52 7 56 4 55 6

垂直颅面指数( 48: 17) 53 54 52 8 51 9 51 8 50 1 53 46 47 23 53 2 57 2 53 3 54 3 53 1 5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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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组别

测量项目(马丁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眶指数 ( 52: 51a) 78 65 85 4 81 5 80 4 73 4 84 52 76 95 83 29 82 19 82 1 82 1 85 4 87 4

鼻指数( 54: 55) 50 12 47 9 48 7 48 8 49 5 46 14 53 22 48 74 40 82 47 1 49 4 46 1 47 8

鼻根指数( SS: SC) 41 36 41 8 47 4 47 2 58 2 50 94 46 64 43 58 52 22 53 54 7 55 8 43

额宽指数( 9: 8) 70 54 67 69 68 7 72 4 69 6 74 14 70 67 71 38 66 7 65 7 69 2 66 3

鼻颧角( 77) 137 89 139 2 142 3 138 134 140 12 140 33 136 9 141 5 145 4 140 8 138 5 143 4

鼻骨角 75( 1) 31 7 21 4 25 3 25 2 31 26 5 30 75 28 75 26 26 28 29 5 3

颧上颌角 ZM1 127 3 130 130 5 129 1 128 2 129 136 127 5 126 5 133 3 134 124 1 135 3

颅长( 1) 182 7 193 8 184 3 183 3 197 8 178 195 6 192 1 191 7 187 2 185 185 178 1

颅宽( 8) 143 9 138 138 133 3 131 8 139 9 135 8 144 1 142 4 145 141 5 145 3 147

颅高( 17) 137 5 145 3 137 5 135 8 136 4 136 8 143 2 132 6 140 2 138 7 136 8 135 3 137 6

最小额宽( 9) 95 9 94 5 93 1 90 9 92 8 94 6 95 7 99 7 100 7 100 9 97 6 95 8 98

颧宽( 45) 132 8 134 4 136 2 132 5 126 1 137 129 8 138 4 141 6 141 5 137 4 139 5 138 3

上面高( 48) 70 2 79 4 68 7 71 2 73 6 69 9 72 1 71 8 71 7 68 3 68 3 75 4 73 7

眶高( 52) 31 9 35 31 4 32 7 33 8 32 8 32 2 32 9 32 3 31 7 32 34 3 34 6

眶宽( 51) 41 7 41 7 43 3 41 8 41 6 42 9 42 8 44 9 43 7 441 8 4311 431 1 401 6

鼻高( 55) 5214 561 2 501 9 5311 531 5 5113 511 3 5211 531 1 501 5 5119 541 2 541 2

鼻宽( 54) 2517 251 5 261 2 26 241 5 26 261 6 2611 271 1 261 1 2414 251 4 261 6

面角( 72) 8515 921 5 851 9 8512 841 4 85 831 9 8611 841 4 851 5 8611 86 841 9

颅指数( 8: 1) 7818 711 14 741 96 7217 701 2 7913 691 6 7513 741 4 771 5 7614 791 1 821 6

颅长高指数( 17: 1) 74 741 91 741 5 7411 721 9 7619 741 6 6913 731 2 741 1 7518 731 1 771 4

颅宽高指数( 17: 8) 9516 1051 41 991 7 10119 104 9718 1041 8 9115 981 6 951 7 10811 931 1 931 8

上面指数( 48: 45) 5313 591 47 501 58 5318 581 2 5112 551 6 5213 501 9 481 1 5015 541 4 531 3

垂直颅面指数( 48: 17) 5113 541 98 501 27 5215 531 8 5012 501 8 5513 52 491 2 50 561 4 531 7

眶指数Ò ( 52: 51a) 8214 901 15 771 99 7811 871 9 8119 80 7816 771 7 751 4 7914 851 1 851 2

鼻指数( 54: 55) 4911 451 23 511 48 4817 46 5113 511 9 5013 511 1 511 7 4913 461 8 491 2

鼻根指数( SS: SC) 5018 641 42 511 48 4519 541 9 5218 541 8 5915 591 3 531 7 6012 471 8 471 5

额宽指数( 9: 8) 6617 681 56 671 48 6812 701 7 6716 701 3 6915 701 9 691 7 69 651 9 661 6

鼻颧角( 77) 14312 1321 3 1411 1 14314 1351 9 14513 1341 1 13716 1381 3 1391 2 13811 1431 3 1391 4

鼻骨角 75( 1) 3415 281 5 29 2716 341 2 24 311 3 3217 341 7 311 9 3114 241 8 291 7

颧上颌角 ZM1 N 13216 1311 8 1271 8 13215 1241 6 13011 1251 9 12817 128 1281 1 12714 1341 1

  注: 表 4 的组别序列号同图 1。

  根据表4 做上述 26组欧氏平方距离的聚类分析, 绘出聚类图, 见图1。

从图 2看, 欧氏距离平方系数( Dik) 值小于 10 的组可聚为四个类群, 3、17、16 和 8 组聚

为一类群, 代表具有长狭颅、低宽面, 上面部和中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突起明显, 低眶、鼻稍阔,

鼻根隆起强烈的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人群。4、26、10、19、11和 25组聚为一类群, 代表

具有短宽颅、高宽面, 上面部和中面部在水平方向上中等突起, 鼻稍狭、眶略低, 鼻根突起稍

弱的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人群。1组和6、12组聚为一类群, 代表长狭颅、高狭面, 鼻根

突起稍弱的欧洲人种的地中海类型人群。2、7、21、22、23 和24 组聚为一类群, 代表颅面部形

态特征更为典型的古欧洲人类型人群。其中, 21、22 和 23 组形态特征更接近。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的原理是将为数众多的变量线形组合成为数较少的综合变量

( 主成分) , 各综合变量间彼此不相关, 即没有信息重叠。第一主成分( PC1) 代表总变量信息

的最大部分, 第二主成分( PC2) 其次, 第三主成分( PC3) 再次, 依次类推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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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克孜尔墓地头骨与周边地区 25 组古代居民 14项测量项目及 9项指数的聚类图

Dendrogram depicting relationship among 25 samples and the sample of Kizil

the basis of 14 crania-l facial measurements and 9 indexes

利用表4 中的22 项比较项目做克孜尔组与周邻地区古代组的主成分分析, 由于天山匈

奴组缺少颧上颌角这一项, 在做主成分分析时, 取消了颧上颌角。得出前四个主成分的因子

载荷矩阵见表 5。

表 5 前四个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

The factor loadings of the measurements and indexes to the first four factors

项目 PC1 PC2 PC3 PC4 项目 PC1 PC2 PC3 PC4

颅长 - 31 719E-02 - 1524 1 723 1 275 颅指数 1106 1 892 - 1 359 71 822E-02

颅宽 51 879E-02 1905 1 104 1 305 颅长高指数 1318 1 503 1 175 - 1 590

颅高 1246 81 611E-02 1 860 - 1 322 颅宽高指数 51 782E-02 - 1 606 1 505 - 1 449

最小
额宽

- 1510 1465 51 205E-02 1 503 上面指数 1848 - 1 404 71426E-02 1 114

颧宽 - 1246 1808 1 393 91455E-02 垂直颅面指数 1709 - 11 915E-02 - 1 335 1 516

上面
高

1922 21 442E-02 1 207 1 217 眶指数Ò 1900 - 91 435E-02 61782E-02 11 828E-03

眶高 - 1554 1421 1 359 1 227 鼻指数 - 1720 1 196 1 463 - 1 275

眶宽 1772 1169 1 439 51294E-02 鼻根指数 - 61 004E-02 - 41 378E-02 1 451 1 570

鼻高 - 1205 1453 1 708 - 1 108 额宽指数 - 1582 - 1 613 - 51966E-02 1 147

鼻宽 1808 1302 1 224 1 267 鼻颧角 81 527E-02 1 535 - 1 433 - 1 342

面角 1490 1170 1 275 - 1 190 鼻骨角 - 1443 - 1 327 1 316 1 492

  表5 中, 前四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分别为 28158% 、50185% 、67151%和 78128% , 可以

认为代表了 22 个变量所包含的大多数信息量。第一主成分( PC1) 的最大载荷变量有上面

高、眶宽、鼻宽、面角、上面指数、垂直颅面指数、眶指数 Ò 等, 代表面部高度特征以及鼻、眶的

宽度特征。第二主成分( PC2) 上的最大载荷变量有颅宽、颧宽、眶高、颅指数、颅长高指数、

鼻颧角等, 代表颅面部的宽度特征以及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的突度。第三主成分( PC3) 上的

最大载荷变量有颅长、颅高、鼻高、颅宽高指数、鼻指数等, 代表颅部的高度特征以及鼻部的

阔狭特征。第四主成分( PC4) 上的最大载荷变量有最小额宽、鼻根指数、鼻骨角等, 代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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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宽度特征以及鼻根部、鼻梁的突起程度。

图3 中的各古代对比组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1、8、20、18、6、9、3、17、12 和 15 组为一大类,

这一类群除3 和 17 组外, 基本代表长狭颅、高狭面的地中海类型人群。3 和 17 组归于这一

类群是由于他们的古欧洲人种特征逐渐弱化, 颅面部趋高、趋狭所致。5、7、16、21、22、23 和

24 组为一大类, 这一类群基本代表长狭颅、低宽面、阔鼻、低眶的古欧洲人类型人群。2、13、

10、11、25、26、4、14 和 19 组为一大类, 这一类群大致代表短宽颅、高宽面的中亚两河类型的

人群。

图 3 PC1 与 PC2的联合分布

The co- distribution of the PC1 and PC2

图4 中的各古代对比组大致可划分为两类, 5、7、16、20、21、22、23 和 24 组为一大类, 这

一类群中除 20 组外, 可以代表长狭颅、低宽面、阔鼻、低眶的古欧洲人类型人群。20 组归于

这一类群是由于它的颅型与古欧洲人类型的特征接近。2、6、25、13、26、18、11、12、10、3、17、

14、19、1、4 和 8 组为一大类, 代表地中海类型以及中亚两河类型的人群。9 组和 15 组位置

与其他组相对较疏远。

从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看, 克孜尔墓地头骨的人种特征疏远于长狭颅、低宽

面、阔鼻、低眶的古欧洲人类型, 同样也偏离短宽颅、高宽面的中亚两河类型, 该组头骨不论

是在颅型还是在面部形态特征上都比较接近长狭颅、高狭面的地中海类型。

4  结论与讨论

411  结论

通过对克孜尔墓地头骨的种族人类学研究, 可归纳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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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PC1 与 PC3的联合分布

The co- distribution of the PC1 and PC3

注: 图 2、图 3 的组别序列号同图 1

首先, 从头骨的非测量性特征和测量项目的观察看, 克孜尔墓地头骨普遍拥有较长的颅

型, 中斜的额坡度, 深陷的鼻根凹陷, 中等宽的面以及在水平方向突起强烈的上面部和中面

部, 强烈隆起的鼻梁, 发达的鼻棘, 锐型的梨状孔下缘, 角形眶, 弱的矢状嵴, 很小的下颌圆枕

出现率。这些特征使得克孜尔墓地居民归属于欧洲人种。

其次, 按次一级的种族类型对克孜尔墓地头骨进行划分, 该组头骨具有较长的颅型, 中

等高、宽的面型, 较小的鼻颧角和颧上颌角, 中等突起的眉弓和眉间突度以及中等隆起的鼻

根, 中斜的额坡度, 上述特征与欧罗巴人种中的地中海类型相近。但克孜尔墓地人头骨与典

型的地中海类型人群相比, 在某些特征上明显存在形态偏离, 即该组头骨颅型偏低, 眶型亦

属低眶, 鼻略阔, 这些特征或许是欧洲人种/原始型0特征的保留。

第三: 运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 对克孜尔墓地头骨及其周边地区古代组进行

比较、研究, 该组头骨与苏贝希 Ò 组、阿拉沟 Ñ 组、山普拉组、楼兰组、南帕米尔塞克组、中亚

- 卡拉捷比组归为一类群, 形态特征较为接近。这也正好反映出克孜尔组头骨最接近地中

海类型的东支印度- 阿富汗类型。

412  讨论

如上所述, 克孜尔墓地人头骨的形态特征无疑表现出欧洲人种的性质, 而且这些特征更

接近地中海类型的东支印度- 阿富汗类型的人群。但它们又与典型的长狭颅, 高狭面, 狭

鼻、中眶的地中海类型人群存在一定的形态偏离, 主要表现在克孜尔组头骨颅型偏低, 面略

宽, 低眶、阔鼻。

根据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 新疆地区具有地中海东支形态特征的人群主要有洛普山普

拉丛葬墓头骨、罗布泊楼兰城郊墓地头骨、塔吉克香宝宝古墓头骨、鄯善苏贝希古墓头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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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沟古代丛葬墓头骨以及叶城艾山亚、莎车恰木萨克古墓头骨。其中, 山普拉、楼兰、香宝

宝、艾山亚、恰木萨克的基本成分就是地中海东支类型。香宝宝墓的年代经
14

C 测定为距今

2900 ) 2500( 经树轮校正年代)
[15]

。山普拉、楼兰时代稍晚, 与中原地区的西汉- 东汉时期相

当。艾山亚、恰木萨克的年代最晚, 约在公元 6 ) 9 世纪
[16]

。阿拉沟、苏贝希墓地居民地中

海成分只占其中的一部分。阿拉沟的时代可能稍早到春秋, 苏贝希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5 )

公元前 3 世纪
[ 17]

。这种地中海东支类型的人群具有分布范围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关于

这一类型人群的来源, 韩康信曾经做过这样的推测, / 中亚的古代地中海人种成分越过了帕

米尔高原, 一方面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 向东推进到罗布泊地区。另一方面, 一部分地中海

人种成分沿塔里木盆地北线向东渗进到天山东段地区, 并且在渗进过程中, 可能比从其南线

向东渗进的同类更多与当地居民发生混杂。0
[18]

克孜尔墓地恰好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 帕米

尔高原与天山东段地区之间, 其人种构成又属于地中海类型, 因此, 这些居民很可能就是翻

越帕米尔高原, 从今天的喀什地区沿塔里木盆地北线东进的那部分人群。至于这组颅骨在

颅形、面形上与典型的地中海类型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形态偏离, 则可能是受东部或北部古

欧洲人类型因素影响的结果。对克孜尔墓地头骨人种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支持了韩康信的上

述推论, 因此, 可以说这一推论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致谢: 克孜尔墓地头骨标本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同志提供, 在此诚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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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ial Type of Ancient Human Skulls from Kizil Cemetery,

Baicheng County, Xinjiang

CHENLiang
1
, WA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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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3 human skulls excavated from 11 ancient tombs in Kizil, Baicheng county, Xinjiang ,

have been measured and observed . Some indexes and angles were calculated. The statistics combined

with other 25 ancient groups located nearby and Centra-l Asia were compared direct ly and analyzed with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All results have been shown that the ancient Kizil

population belong to Caucasoid, they have close relation to the Indo-Afghan racial type of the east

branch of the Mediterranean.

Key words: Kizil; Caucasoid; Mediterranea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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