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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陕西省铜川市瓦窑沟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 13 例颅骨进行了系统的人类学分析。结

果表明, 这组颅骨的种族特征可归入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同时也显示出某种程度南亚类

型的影响。在近代对比组中, 瓦窑沟组的基本体质类型与华北近代组、华南近代组关系最近; 在

古代对比组中, 它与火烧沟组和殷墟中小墓 组最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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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 对位于铜川市的瓦窑沟墓地进行了抢救

性发掘, 共发掘墓葬 27座。从随葬器物组合及陶鬲的演变特征看, 这批墓葬的年代约在先

周晚期。1995年, 朱泓先生应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之邀, 对瓦窑沟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了性

别、年龄鉴定。随后, 笔者对其中可供观察和测量的 13具成人颅骨 (男性 6具, 女性 7具,

年龄 20—35岁) (图版Ⅰ、Ⅱ) 进行了人种学考察, 现将结果刊布如下:

1　观察与测量

1. 1　颅骨的形态观察

颅骨非测量性形态特征标准依据 《人体测量方法》(吴汝康等, 1984) 和 《人体测量手

册》(邵象清, 1985) 的有关内容, 观察结果见表 1。

在表 1所列的 21项非测量性状的观察项目中, 我们注意到本文标本的颅顶缝形态普遍

简单。梨状孔下缘以钝形和鼻前窝形的出现率为高。鼻前棘均较低矮, 犬齿窝欠发达, 鼻

根凹陷浅或无。颧骨上颌骨下缘转角处多欠圆钝。此外, 矢状嵴的出现率也较高。

1. 2　颅骨的测量统计

男女性颅面部分测量特征的分级统计列于表 2。

表 2中显示, 男性标本的颅指数为中颅型, 平均值 77. 25。颅长高指数表明 5例属高颅

型, 1例为正颅型, 平均值 76. 90, 属高颅型。从颅宽高指数看, 5例属狭颅型, 1例为正



颅型, 平均值 99. 55, 属狭颅型。上面指数中 4例属中上面型, 狭上面型和阔上面型各占 1

例, 平均值 55. 24, 属中上面型。鼻指数中, 狭鼻型、中鼻型、阔鼻型分别为 3例、2例、

1例, 平均值 48. 21, 属中鼻型。从眶指数 ( 52∶51) 看, 属中眶型 3例, 低眶型 2例, 高

眶型 1例, 平均值 79. 87, 属中眶型。总面角表明, 突颌型、中颌型、平颌型各占 2例, 平

均值 83. 33, 属中颌型。该组男性颅骨鼻颧角的变异范围为 141. 00°—151. 50°, 平均值

145. 10°。可见他们普遍具有中等偏大的面部扁平度。女性标本的各项测量性形态特征与男

性大体相仿, 只是鼻型较男性略宽, 面部较男性更为扁平。

由于瓦窑沟组颅骨表现为具有简单的颅顶缝, 低矮的鼻前棘, 欠发达的犬齿窝, 很浅

的鼻根凹陷, 中等扁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以及较高的矢状嵴、钝形及鼻前窝形梨状孔下缘的

出现率等一系列特征, 因此, 该组颅骨应归属于亚洲蒙古人种。

表 1　瓦窑沟人颅骨非测量性特征统计

Statistics of Wayaogou man's non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skull

观察项目 性别 体质特征 观察项目 性别 体质特征

颅　形
男 6

女 7

卵圆形 6

卵圆形 5, 椭圆形 2

梨状孔

下缘

男 6

女 7

锐形 3, 鼻前窝形 3

钝形 6, 鼻前窝形 1

眉弓凸度
男 6

女 7

显著 6

弱 5, 中等 1, 显著 1
鼻前棘

男 4

女 3

Br ocaⅠ级 2, Ⅱ级 1, Ⅲ级 1

Br ocaⅠ级 2, Ⅱ级 1

额　骨
男 6

女 7

平直 1, 中等 3, 倾斜 2

平直 6, 中等 1
犬齿窝

男 6

女 7

无 1, 弱 4, 中等 1

弱 3, 中等 3, 显著 1

额中缝
男 6

女 7

无 4, 1/ 3以下 1, 全 1

无 6, 2/ 3以上 1

鼻根点

凹陷

男 6

女 7

浅 6

无 3, 浅 4

颅

顶

缝

前囟段
男 5

女 6

微波型 1, 深波型 4

微波型 5, 深波型 1
翼　区

男 6

女 7

H 型 6

H 型 7

顶　段
男 5

女 6

微波型 1, 锯齿型 4

深波型 1, 锯齿型 5
矢状嵴

男 6

女 7

无 1, 稍显 5

无 1, 稍显 6

顶孔段
男 5

女 6

微波型 1, 深波型 4

微波型 2, 深波型 2, 锯齿型 2
腭　形

男 6

女 7

V 形 6

U 形 3, V 形 3, 椭圆形 1

后　段
男 5

女 6

微波型 1, 锯齿型 3, 复杂型 1

深波型 2, 锯齿型 3, 复杂型 1
腭圆枕

男 6

女 7

嵴状 2, 丘状 2, 瘤状 2

丘状 4, 瘤状 3

乳　突
男 6

女 7

中等 2, 大 4

中等 7
颏　形

男 6

女 7

方形 1, 圆形 5

方形 2, 圆形 5

枕外隆突
男 6

女 7

稍显 1, 中等 1, 显著 4

缺 1, 稍显 6
下颌角区

男 6

女 7

外翻 2, 直形 4

直形 7

眶　形
男 6

女 7

方形 1, 长方形 5

方形 2, 长方形 5
下颌圆枕

男 6

女 7

无 5, 有 1

无 2, 有 5

梨状孔
男 6

女 7

心形 2, 梨形 4

梨形 7

颧骨上颌

骨下缘

男 6

女 7

转角处圆钝 2, 转角处欠圆钝 4

转角处圆钝 1, 转角处欠圆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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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瓦家沟人颅骨测量性特性及出现率 (单位: 百分率)

Wayaogou man's 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occurrence of skull ( unit: % )

项　目 性别 形态类型及出现率

超长颅型 特长颅型 长颅型 中颅型 圆颅型 特圆颅型

颅指数
男 6

女 7 2 ( 28. 6% )

6 ( 100% )

3 (42. 9% ) 2 ( 28. 6% )

低颅型 正颅型 高颅型

颅长高指数
男 6

女 7

1 ( 16. 7% )

3 ( 42. 9% )

5 ( 83. 3% )

4 ( 57. 1% )

阔颅型 中颅型 狭颅型

颅宽高指数
男 6

女 7

1 ( 16. 7% )

2 ( 28. 6)

5 ( 83. 3% )

5 ( 71. 4% )

狭额型 中额型 阔额型

额宽指数
男 6

女 7

4 ( 66. 7% )

3 ( 42. 9% )

1 ( 16. 7% )

1 ( 12. 3% )

1 ( 16. 7% )

3 ( 42. 9% )

狭鼻型 中鼻型 阔鼻型 特阔鼻型

鼻指数
男 6

女 7

3 ( 50% )

1 ( 14. 3% )

2 ( 33. 3% )

3 ( 42. 9% )

1 ( 16. 7% )

3 ( 42. 9% )

低眶型 中眶型 高眶型

眶指数

( mf-ek )

男 6

女 7

2 ( 33. 3% ) 3 ( 50% )

7 ( 100% )
1 ( 16. 7% )

低眶型 中眶型 高眶型

眶指数

( d-ek)

男 4

女 7

1 ( 25% ) 3 ( 75% )

5 ( 71. 4% ) 2 ( 28. 6% )

特阔上面型 阔上面型 中上面型 狭上面型 特狭上面型

上面指数
男 6

女 6

1 ( 16. 7% )

3 ( 50% )

4 ( 66. 7% )

2 ( 33. 3% )

1 (16. 7% )

1 (16. 7% )

突颌型 中颌型 正颌型

面突指数
男 6

女 6 1 ( 16. 7% )

1 ( 16. 7% )

2 ( 33. 3% )

5 ( 83. 3% )

3 ( 50% )

超突颌型 突颌型 中颌型 平颌型 超平颌型

面　角
男 6

女 6

2 ( 33. 3% )

2 ( 33. 3% )

2 ( 33. 3% )

2 ( 33. 3% )

2 (33. 3% )

2 (33. 3% )

特突颌型 突颌型 中颌型 平颌型 超平颌型

齿槽面角
男 6

女 5

4 ( 66. 7% )

3 ( 60% )

2 ( 33. 3% )

2 ( 40% )

特阔面型 阔面型 中面型 狭面型 特狭面型

全面指数
男 3

女 4

3 ( 100% )

1 ( 25% ) 3 ( 75% )

特突颌型 突颌型 中颌型 平颌型

中面角
男 6

女 6

1 ( 16. 7% ) 5 (83. 3% )

6 ( 100% )

2　比较与分析

为了确立瓦窑沟组颅骨在蒙古人种中所处的具体分类地位, 现将该组与现代亚洲蒙古

人种的北亚、东北亚、东亚、南亚 4个区域性类型进行比较 (见表 3)。在表 3所列的 17项

颅骨测量项目和指数的平均值中, 该组落入东亚蒙古人种变异范围的项目最多, 达 1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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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南亚蒙古人种, 占12项; 落入北亚和东北亚蒙古人种的项目仅占 8项和 7项。因此,

可以说瓦窑沟组颅骨在种族类型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关系最近, 同时显示出某种程度与

南亚蒙古人种不很疏远的倾向。但从其具有很高的颅高、偏高的上面和偏狭的鼻型来看, 它

们似乎更近于东亚蒙古人种类型。该组颅骨与北亚、东北亚蒙古人种关系较远。

　　下面再将瓦窑沟组男性颅骨与华北组 ( Black, 1928)、华南组、蒙古组、爱斯基摩组

(潘其风等, 1984)、朝鲜组 (韩康信, 1975)、通古斯组 (潘其风等, 1982)、藏族 A 组和

藏族B 组 (韩康信, 1990) 进行比较。各对比组之间所选择的比较项目共 18项 (表 4)。在

比较时采用计算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的方法, 该组与各近代颅骨组之间函数值的计算结

果如下。

函数值
　　　　对比组

华北组 华南组 朝鲜组 蒙古组 爱斯基摩组 通古斯组 藏族 A 组 藏族B组

全部项目 ( 18项) 0. 36 0. 31 0. 40 0. 86 0. 46 0. 95 0. 90 0. 90

角度指数项目 ( 8项) 0. 29 0. 38 0. 74 1. 39 0. 45 1. 01 0. 85 0. 90

　　注: 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的计算公式为:
∑

d2
2

n
其中, d为两对照组测定值之间的组差; 为同种系标准差, n

为测定值的项目数。应用此方法计算所得的函数值越小, 则说明该两个对照组之间的关系可能越近。

　　从上述比较结果看, 瓦窑沟组颅骨在基本人类学特征上与代表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华

北组、华南组、朝鲜组 3组显示接近, 其中与华北组关系最密切, 其次是华南组, 它与代

表北亚蒙古人种的蒙古组、通古斯组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古代对比组中, 本文选择了与瓦窑沟组在时间、空间或文化性质上有关的 16个古代

颅骨组与之比较。它们是柳湾合并组 (潘其风等, 1984)、阳山组 (韩康信, 1990)、李家

山组 (张君, 1993)、庙底沟组 (韩康信等, 1979)、下王岗组 (张振标等, 1981)、西吴寺

龙山组 (朱泓, 1990)、昙石山组 (韩康信等, 1976)、西村周组 (韩伟等, 1985)、九站组

(宋景民等, 1988)、火烧沟组 (潘其风, 1989)、陶寺组 (潘其风, 1989)、上马组 (潘其

风, 1994)、殷墟中小墓 组、 组 (韩康信等, 1985)、蔚县合并组 (张家口考古队,

1987)、崞县窑子组 (朱泓, 1991)。其比较项目仍选用表 4中的 16项内容 (见表 5)。瓦窑

沟组与上述各古代组的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计算结果如下。

函数值
对比组 柳湾

合并组
阳山组 李家山组 庙底沟组 下王岗组

西吴寺

龙山组
昙石山组 西村周组

全部项目 1. 10 0. 89 0. 66 0. 58 1. 06 1. 69 1. 06 0. 68

指数和角度 1. 21 1. 08 0. 64 0. 60 1. 34 2. 13 1. 20 0. 73

函数值

对比组
九站组 火烧沟组 陶寺组 上马组

殷墟中小

墓 组

殷墟中小

墓 组
蔚县合并组 崞县窑子组

全部项目 1. 07 0. 40 0. 58 0. 42 0. 37 1. 07 0. 68 1. 10

指数和角度 0. 72 0. 52 0. 43 0. 39 0. 34 0. 87 0. 85 1. 27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 本文标本在体质特征上与殷墟中小墓 组关系最密切, 其次为火

烧沟组、上马组; 同时, 它与陶寺组、西村周组及蔚县合并组也相对较近。该组材料与崞

县窑子组、下王岗组、昙石山组、西吴寺龙山组关系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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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瓦窑沟男组颅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比较 (长度单位: 毫米; 角: 度; 指数: 百分率)

Comparison of Wayaogou male's skull and modern Asiatic Mongoloids' ( unit: mm, degree, % )

马丁号

项目与指数

测量
组　别

瓦窑沟组
亚洲蒙古人种

北亚人种 东北亚人种 东亚人种 南亚人种

1 颅长 ( g -op) 181. 33 ( 6) 174. 9—192. 7 180. 7—192. 4 175. 0—182. 2 169. 9—181. 3

8 颅宽 ( eu-eu) 140. 08 ( 6) 144. 4—151. 5 134. 3—142. 6 137. 6—143. 9 137. 9—143. 9

8∶1 颅指数 77. 25 ( 6) 75. 4—85. 9 69. 8—79. 0 76. 9—81. 5 76. 9—83. 3

17 颅高 ( b a-b) 139. 45 ( 6) 127. 1—132. 4 132. 9—141. 1 135. 3—140. 2 134. 4—137. 8

17∶1 颅长高指数 76. 90 ( 6) 67. 4—73. 5 72. 6—75. 2 74. 3—80. 1 76. 5—79. 5

17∶8 颅宽高指数 99. 55 ( 6) 85. 2—91. 7 93. 3—102. 8 94. 4—100. 3 95. 0—101. 3

9 最小额宽 ( f t-f t ) 91. 50 ( 6) 90. 6—95. 8 94. 2—96. 6 89. 0—93. 7 89. 7—95. 4

32 额角 ( n-m∠FH) 80. 00 ( 6) 77. 3—85. 1 77. 0—79. 0 83. 3—86. 9 84. 2—87. 0

45 颧宽 ( zy-zy) 136. 33 ( 6) 138. 2—144. 0 137. 9—144. 8 131. 3—136. 0 131. 5—136. 3

48 上面高 ( n-sd) 72. 50 ( 6) 72. 1—77. 6 74. 0—79. 4 70. 2—76. 6 66. 1—71. 5

48∶17 垂直颅面指数 52. 02 ( 6) 55. 8—59. 2 53. 0—68. 4 52. 0—54. 9 48. 0—52. 2

48∶45 上面指数 53. 24 ( 6) 51. 4—55. 0 51. 3—56. 6 51. 7—56. 8 49. 9—53. 3

77 鼻颧角 ( fmo-n-fmo) 145. 10 ( 5) 147. 0—151. 4 149. 0—152. 0 145. 0—146. 6 142. 1—146. 0

72 面角 ( n-Pr∠FH) 83. 33 ( 6) 85. 3—88. 1 80. 5—86. 3 80. 6—86. 5 81. 1—84. 2

52∶51 眶指数 79. 87 ( 6) 79. 3—85. 7 81. 4—84. 9 80. 7—85. 0 78. 2—81. 0

54∶55 鼻指数 48. 21 ( 6) 45. 0—50. 7 42. 6—47. 6 45. 2—50. 2 50. 3—55. 5

SS∶SC 鼻根指数 25. 03 ( 6) 26. 9—38. 5 34. 7—42. 5 31. 0—35. 0 26. 1—36. 1

　　　注: 表中括弧内的数字为例数; 亚洲蒙古人种各项数字转引自潘其风等, 1984。

表 4　瓦窑沟男组颅骨与若干近代颅骨组的比较(长度单位:毫米; 角度:度; 指数:百分率)

Comparison of Wayaogou male's skull and other modern groups' ( unit:mm , degree , % )

马丁号
项　目

组　别 瓦窑

沟组

华北

近代组

华南

近代组

蒙古

近代组

爱斯

基摩组

通古斯

近代组
朝鲜组

藏族

A 组

藏族

B组

1 颅长( g-op) 181. 33 178. 50 179. 90 182. 20 181. 80 185. 50 175. 00 174. 8 185. 5

8 颅宽( eu-eu ) 140. 08 138. 20 140. 90 149. 00 140. 70 145. 70 142. 40 139. 4 139. 4

17 颅高( ba-b) 139. 45 137. 20 137. 80 131. 40 135. 00 126. 30 140. 00 131. 2 134. 1

9 最小额宽( f t-f t ) 91. 50 89. 40 91. 50 94. 30 94. 90 90. 60 92. 40 92. 6 94. 3

48 上面高( n-sd) 72. 50 75. 30 73. 82 78. 00 77. 50 75. 40 73. 90 69. 4 75. 6

45 颧宽( zy-zy) 136. 33 132. 70 — 141. 80 137. 50 141. 60 — 130. 4 137. 5

51 眶宽( mf-ek)右 41. 92 44. 00 42. 10 43. 20 43. 40 43. 00 43. 30 — —

52 眶高　右 33. 38 35. 50 34. 60 35. 80 35. 90 35. 00左 34. 90 35. 0 36. 7

54 鼻宽 26. 38 25. 00 25. 25 27. 40 24. 40 27. 10 25. 70 — —

55 鼻高( n-ns ) 55. 00 55. 30 52. 60 56. 50 54. 60 55. 30 53. 60 — —

72 面角( n-Pr∠FH ) 83. 33 83. 39 84. 70 87. 50 83. 80 86. 60 83. 70 87. 4 85. 7

8∶1 颅指数 77. 25 77. 56 78. 75 82. 00 77. 60 78. 70 81. 50 79. 8 75. 3

17∶1 颅长高指数 76. 90 77. 02 77. 02 [ 72. 12] 74. 26 68. 09 80. 10 75. 1 72. 1

17∶8 颅宽高指数 99. 55 99. 53 97. 80 [ 88. 19] 95. 95 86. 68 98. 50 94. 1 96. 3

9∶8 额宽指数 65. 27 64. 69 [ 64. 94] [ 63. 29] 67. 45 62. 25 [ 64. 89] 66. 6 68. 1

48∶45 上面指数 53. 24 56. 80 — 55. 01 56. 07 53. 25 — 53. 7 55. 6

52∶51 眶指数　右 79. 87 80. 66 84. 90 82. 90左 83. 00 81. 50左 80. 80 84. 2 84. 6

54∶55 鼻指数 48. 21 45. 23 47. 40 48. 60 44. 80 49. 40 48. 20 50. 4 49. 4

　　　注: 表中括弧内的数据系根据平均值计算所得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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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依据瓦窑沟墓地的文化属性, 这批颅骨被确认为周人的人骨材料。目前明确为周人的

人类学材料, 正式报道的仅有陕西凤翔西村周组一批。西村周组颅骨在体质类型上属于蒙

古人种。它与殷墟中小墓 组之间存在相对比较接近的关系, 并且这组居民的体质特征起

码包括了蒙古人种的南亚和东亚两种类型成份, 且以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略占优势 (朱泓,

1989)。

从我们对瓦窑沟组颅骨的观察和测量结果看, 该组脑颅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中颅、高颅

结合狭颅型。面部形态表现为中等的面型, 中鼻型、偏低的中眶型、中颌型及中等的齿槽

突颌, 中等略大的上面部扁平度。它在体质类型上接近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同时

也显示某种与南亚类型接近的倾向。但亦如前文中指出, 这批头骨在具有特别高的颅高、偏

高的上面和较狭的面宽及不阔的鼻型等特征上, 应该更趋近东亚类型的综合特征。在 16个

古代对比组中, 瓦窑沟组也与殷墟中小墓 组关系密切, 并且它还接近火烧沟组、上马组、

陶寺组等黄河流域青铜时代各组。

　　本文是在朱泓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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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IAL FEATURES OF BRONZE AGE HUMAN REMAINS

FROM WAYAOGOU, SHAANXI PROVINCE

Chen Liang

(X iangj iang Insuitute Of A rchaeology , U
¨
r mqi, 830011)

Abstract

The skull of bronze age studied in this paper were excavated from Wayaogou tombs,

Tongchuan city , Shaanx i prov ince. T he cranial material ( 6 males and 7 femles) are all adult

( ag ed 20—35) . This art icle descr ibes the morpholog ical features of Wayaogou crania in

some details and discussed the pr oblems concerned in the racial relat ionship between the

Wayaogou craina and other modem and ancient ones of Asiat ic Mongoloids.

The char acter ist ics of the crania are as follow s: the cranial shapes in no rma vert icalis

belong to ovoid and el lipsoid. According to the cranial length-breadth index , cranial length-

height index and cranial breadth-height index , their cranial forms belong to metriocr any ,

hypsicrany and acrocrany respectively . The cranial sutures are uncompl icated. The

t ransition at the low er margin of zy gomatic bone is roughly square in most of the crania.

Their faces are w ide ( 136. 33mm) and flat ( the naso-malar ang le is 145. 10) . T heir nasal

bones are low and falt ( the simot ic index is 25. 03) and the basal index show s that their

nasal shapes belong to mesoo rrhiny . The or bit is low and w ide ( the orbital index I is

79. 87) .

The physical feature of W ayaogou crania is mainly r elated to the modern Eastern

Asiastic M ongolo ids, but some physical elements of the southern Asiastic Mongoloids may

be mixed. In comparison w ith ancient and moder n crania, the Wayaogou crania are most ly

sim ilar to the crania o f Gr oup tw o of Yinxu's m iddle and small sized tombs, the g roup of

Huoshaogou and the modern North China crania.

Key words　Human skull, Eastern Asiat ic M ongolo id, Wayaogou, Bronz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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