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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牛山古智人化石有近完整之上颌牙列。对这些牙齿观察测量比较表明, 金牛山人上中门

齿显著增大, 上第三臼齿退化缩小, 其余牙齿大小在我国早期智人和直立人分布范围之下限,  

面形态简单, 齿带较弱。金牛山人前牙磨耗重于后牙, 表现与“前牙工具机能假说”大致相符,

而从生理角度讲, 前牙排列位置及倾斜角度与此也可能有一定关系。金牛山人上中门齿及第二

前臼齿可能患有轻度的釉质发育不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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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石桥市出土的中更新世晚期的金牛山人化石, 材料丰富, 是十分重要的研究

材料。就牙齿而言, 金牛山人有近完整的上颌牙列, 可以观察其牙齿特征及功能状况 (图

版É )。本文即是对这些牙齿进行观察测量和比较的结果。

1　金牛山人牙齿测量值

金牛山人上颌牙齿齿冠测量值及其指数值见表 1。上颌左侧门齿及右第一前臼齿齿冠

缺失, 仅余牙根。表中 I、C、P、M 分别代表门齿、犬齿、前臼齿和臼齿。

表 1　金牛山人上颌牙齿齿冠测量

M easuremen ts of max illary teeth of J inn iushan archa ic H om o sap iens

　 项目

牙齿

左　　侧 右　　侧

近远中径 (mm ) 颊舌径 (mm ) 高 (mm ) 长宽指数1) 近远中径 (mm ) 颊舌径 (mm ) 高 (mm ) 长宽指数

I1 1010 814 (719) 2) 11910 1012 815 (716) 12010

I2 - - - 719 718 (619) 10113

C 818 917 (715) 9017 818 913 (810) 9416

P1 812 1016 (716) 7714 - - - -

P2 812 1016 (713) 7714 716 1015 (712) 7214

M 1 1113 1217 (714) 8910 1116 1213 (712) 9413

M 2 1112 1212 (616) 9118 1019 1213 (712) 8816

M 3 817 1015 616 8219 812 912 516 8911

　　1) 长宽指数= 齿冠近远中径×100ö齿冠颊舌径

　　2) 括号表示牙齿有磨耗, 测量值要低于实际值



2　金牛山人牙齿形态特征

211　牙齿形态描述用语之说明

据皮昕 (1994)《口腔解剖生理学》及魏敦瑞对北京人牙齿化石之描述 (W eiden reich ,

1937) , 对本文所用一些描述用语说明如下:

嵴: 为牙釉质的长形隆起。边缘嵴 (m arginal ridge) 位于牙面的边缘或牙面与牙面的

交界处; 牙冠四个侧面上由牙颈部伸向牙尖顶端的纵行隆起称轴嵴 (ax ia l ridge) , 在唇

(颊)面称唇 (颊)轴嵴, 在舌面称舌轴嵴;  面上牙尖两斜面相遇形成的嵴为三角嵴 (t riangu2
la r ridge) ; 两牙尖三角嵴斜行相连形成的嵴称斜嵴 (ob lique ridge) , 如上第一臼齿近中舌

尖与远中颊尖三角嵴相连所形成的斜嵴; 牙冠唇面及颊面上沿颈缘部位的釉质隆起称为颈

嵴 (cervica l ridge)。

角: 由牙冠上两或三个面相交而成, 如门齿切嵴与近中面相交而形成的近中切角, 臼

齿近中面、颊面、　面相交形成的近颊　角。

沟: 牙齿生长发育时, 两生长叶相连形成的沟为发育沟, 发育沟以外的沟为副沟。上

臼齿　面上发育沟有: 近中沟, 也叫纵沟, 沿近远中方向延伸分隔近中颊尖与近中舌尖; 颊

沟, 也叫横沟, 沿颊舌向延伸分隔近中颊尖与远中颊尖, 颊沟与近中沟交于近中窝; 远中

舌沟, 也叫斜沟, 由舌侧两牙尖间斜向延伸至远中边缘嵴, 分隔近中舌尖和远中舌尖。

齿带: 指牙冠近颈部环绕牙冠的不甚规则近似带状的釉质隆起。牙冠各侧面的颈嵴、近

远中边缘嵴、舌隆突、轴嵴及犬齿的三角形隆起 (t riangu lar p rom inence) 等都参与了齿带

的构成。

212　上中门齿

右上中门齿齿冠唇面在近远中方向上及切颈方向上均隆起。切缘磨耗使近中切角和远

中切角均呈锐角, 而近中切角更锐。唇面上有与切缘平行之两条棕黄色凹陷条纹, 条纹处

釉质低于两侧正常釉质。它并非牙齿釉面横纹, 也不似埋藏过程中腐蚀所致, 而有可能是

釉质发育不全, 后文将有更详细的描述。磨耗达舌结节, 舌结节高度发育圆隆, 由近颈部

向切缘方向宽度渐窄, 厚度渐薄。舌窝因磨耗完全消失。舌面近远中边缘嵴发达, 因磨耗

仅残余有近牙颈部的一小部分。由发达的边缘嵴可知该门齿呈铲形。

右上中门齿齿冠磨耗重, 牙冠剩余高度约为原高的 1ö2—2ö3。切缘因磨耗而成切面, 牙

本质呈宽条带状暴露, 略低于周围釉质, 使切面中央略凹。切面与牙长轴约成 75°角。右上

中门齿牙根唇面暴露近一半, 冠根长轴方向一致。

左上中门齿冠根形态及磨耗特点与右侧完全一致。其牙根唇面及远中面暴露近 3ö4, 可

见牙颈部在近远中方向上略有收缩。牙根由已暴露出的部分看较粗壮, 但不似北京人那样

呈雉形, 其中部较圆隆。

213　上侧门齿

右上侧门齿齿冠唇面近远中向及切颈向上均隆起, 但不如中门齿明显。近中切角为锐

角, 远中切角残。唇面近颈部有不规则点状浅凹。近切缘有断续横行条纹, 有可能是釉质

发育不全所致。

右上侧门齿舌面保留有部分舌窝, 舌窝较深, 向根的方向延伸。舌窝两侧近远中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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嵴发育, 向牙颈部逐渐过渡为舌结节, 两者间无明显界线。这种构造特点与中门齿不同。舌

结节弱于中门齿。切面形态与中门齿相近, 牙齿磨耗重, 牙冠剩余约 1ö2—2ö3。切面与牙

长轴成角约 75°。牙颈部收缩不明显。

左上侧门齿为残根, 断面呈卵圆形。

214　上犬齿

右上犬齿牙尖被完全磨平, 唇面形态与门齿相近。唇面中部有纵行之唇轴嵴, 近颈部

较宽。此嵴较钝, 使唇面在近远中向上明显圆隆。唇面近颈部有弱的颈嵴。近颈部有三条

可能是釉质发育不良所产生之条纹。

右上犬齿舌面因磨耗只保留了少部分, 但仍可见近远中边缘嵴。舌结节明显弱于中门

齿而与侧门齿相近。舌面中部有纵行之舌轴嵴。各嵴发育程度均不显著。远中面没有明显

的三角形隆起。该牙牙根唇面大部暴露, 较粗壮, 牙冠在颈部收缩不明显。

左上犬齿形态与右侧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唇面近颈部釉质有破损, 影响了唇面的观察。

该牙近中面上也没有明显的三角形隆起, 有两种可能: 本身发育就较弱, 也不排除接触面

的磨耗所致, 但从形态上来看, 三角形隆起即使存在也不会很发达。

215　上第一前臼齿

右上第一前臼齿牙冠缺失, 仅余牙根。

左上第一前臼齿颊面　缘至颈缘的高即　颈高大于近远中长。颊面在近远中向及　颈

向上均较圆突。近中颊角较远中颊角锐。近颈缘处有弱的颈嵴, 颊轴嵴呈三角形也较弱。颊

面中部及近颈部各有一横纹, 有可能是釉质发育不全所致。

舌面小于颊面, 近远中向及　颈向上均较圆突, 尤以近远中向上更明显。　面颊舌径

大于近远中径, 中央沟宽而深, 将其分为约相等的颊侧半和舌侧半。颊侧的近远中径大于

舌侧。颊尖略高于舌尖, 但两尖均因磨耗而近乎变平。颊尖　面观呈折角状而舌尖较圆钝。

颊舌尖三角嵴与近远中边缘嵴间隔以发育沟。发育沟起自近远中颊角和近远中舌角附近, 斜

向咬合面中央延伸, 分别与中央沟交于近、远中窝。中央沟即终止于近远中窝。　面上无

副沟副嵴。这样整个发育沟形态近似于宽“H”形。

216　上第二前臼齿

右上第二前臼齿牙冠形态与第一前臼齿相近, 但颊面圆凸程度不如第一前臼齿明显。颊

轴嵴很弱。颊面近颈部有宽且凹陷的条带, 可能与釉质发育不良有关。与第一前臼齿比, 舌

面更圆突。发育沟呈宽“H”形, 近远中颊角及近远中舌角较第一前臼齿更圆钝。颊尖斜面

上有短且浅细的副沟与中央沟相连。颈部略收缩。

左上第二前臼齿牙冠形态与右侧基本一致。

217　上第一臼齿

右上第一臼齿牙冠呈斜方形, 颊舌径大于近远中径大于　颈高。牙冠近中半颊舌径大

于远中半。　面观, 各牙尖以近中舌尖最大, 次为近中颊尖, 远中颊尖和远中舌尖大小相

若。近中颊尖向近中颊向强烈突出, 远中舌尖则向远中舌向突出, 使　面近似呈菱形。近

中颊角、远中舌角为锐角, 近中舌角、远中颊角为钝角。近、远中颊尖之间隔以较宽而深

的颊沟, 它与颊面之颊沟相延续。近、远中舌尖以远中舌沟为界, 此沟由舌　缘中部向远

中颊方向延伸, 其舌侧部分已被磨平。近中舌尖和远中颊尖的牙尖三角嵴斜形相连形成斜

嵴。近中舌尖和近中颊尖以近中沟为界, 近中沟与颊沟相交处凹陷形成近中窝。近中沟由

·812·　 　 人　　类　　学　　学　　报 19 卷



近中窝向近中延伸并分支。近中舌尖斜面上可见细小副沟。各牙尖均被磨平, 近远中颊尖

出现小齿质点, 近中舌尖齿质点较大。

颊面　缘长于颈缘。颊沟由　缘向颈部纵向延伸, 位于颊面偏远中。舌面中部有纵向

之浅凹。颊舌面均无齿带。颊面近颈部有两条模糊的条纹, 可能是釉质发育不全所致。牙

颈部收缩明显。

左上第一臼齿牙冠形态与右侧一致, 只磨耗略重, 使　面发育沟较模糊。

218　上第二臼齿

右上第二臼齿牙冠形态与第一臼齿接近, 磨耗不重。　面呈斜方形, 近中舌尖最大, 以

后由大到小依次为近中颊尖、远中颊尖和远中舌尖。近中颊尖向近中颊向突出, 但不如第

一臼齿显著, 远中舌尖较第一臼齿明显缩小。近中沟位于咬合面的中部。远中舌沟中部略

凹陷变宽形成远中窝, 由远中窝向远中发出数条沟达远中边缘嵴并分割该嵴使其呈锯齿状。

斜嵴明显。　面可见少许副沟副嵴。远中舌尖很小, 与远中　边缘嵴相连续, 似乎成了它

的一部分。　面较第一臼齿略收缩。

右上第二臼齿颊面形态与第一臼齿一致, 无齿带。颊沟偏远中, 舌面有舌沟止于舌面

中部。颊舌面均较第一臼齿圆凸。牙颈部收缩不如第一臼齿明显。

左上第二臼齿牙冠形态与右侧一致, 只是远中边缘嵴锯齿状不如右侧典型。

219　上第三臼齿

右上第三臼齿牙冠不呈斜方形而较圆隆。牙冠各侧面除近中面外均圆凸, 向　面渐收

缩更明显。　面近椭圆形, 近　边缘嵴较平直, 远　边缘嵴呈弧形;  面形态复杂, 副沟

副嵴相当发达。各牙尖嵴窄而细, 沟则相对较宽。各牙尖界限不很清楚, 大致以近中舌尖

最大, 以后依次为近中颊尖、远中舌尖和远中颊尖。远中舌尖和远中颊尖大小较接近。中

央沟由近　边缘嵴中部向远中直达远　边缘嵴中部。近中舌尖、远中颊尖三角嵴未连成斜

嵴, 而被中央沟分隔。远中颊尖和远中舌尖较小, 与　面边缘嵴相连, 似乎成为它的一个

组成部分。

左上第三臼齿形态与右侧一致, 但近中面更平直, 牙冠略大于右侧。　面上副沟嵴位

置与右侧不同, 仍可见斜嵴。

总之, 金牛山人上颌由第一臼齿到第三臼齿大小递减, 牙冠由斜方形渐趋近球形,  

面由菱形、次菱形变为椭圆形, 沟嵴形态在第三臼齿也变得复杂。

3　金牛山人牙齿测量值及形态特征之比较

在此将金牛山人牙齿化石与我国已发现的直立人牙齿化石及早期智人牙齿化石做比较

(表 2)。早期智人及直立人一些类别的牙齿数目较少, 此时测量值的统计更易受各种偶然因

素的影响, 同时邻面的磨耗程度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牙齿的近远中径值, 在此种情况下

就容易产生一些误差。尽管如此仍可看出金牛山人牙齿在测量值上的一些特点。金牛山人

上中门齿测量值尤其是唇舌径较大, 大于做对比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 而与除丁村人之外

的其余的早期智人牙齿更为接近。金牛山人上第三臼齿显著缩小, 甚至小于现代人的平均

值。金牛山人其余各牙齿测量值总体上接近对比之直立人及早期智人分布范围之下限, 但

明显大于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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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态而言, 金牛山人上门齿呈铲形, 形态特征也与早期智人及北京猿人无明显差别。

第三臼齿则牙冠圆隆,  面沟嵴复杂, 加之尺寸很小, 表现与现代人第三臼齿退化相近, 推

测也应属于第三臼齿退化。其余各牙齿在形态上总的表现为齿带及相关的嵴发育较弱或无,

副沟副嵴不发育。

表 2　金牛山人上颌牙齿测量值之比较

Compar ison of max illary teeth size of J inn iushan archa ic H om o sap iens

　 项目

牙齿

金牛山人 直立人 早期智人 现代人

平均值 (mm ) 例数 平均值 (mm ) 范围 (mm ) 例数 平均值 (mm ) 范围 (mm ) 平均值 (mm )

I1 M D 1011 8 1016 918—1115 5 913 813—1010 816

BL 815 9 810 715—816 4 719 614—814 711

I2 M D 719 2 813 812—813 1 710 710

BL 718 3 811 810—812 3 713 610—815 614

C M D 818 6 914 815—1015 2 1011 914—1018 719

BL 915 6 1012 918—1016 3 916 817—1014 812

P1 M D 812 7 816 714—912 5 815 714—910 712

BL 1016 7 1211 1015—1218 5 1116 1016—1218 915

P2 M D 719 16 811 712—912 2 815 814—815 617

BL 1016 16 1116 919—1314 2 1215 1213—1217 913

M 1 M D 1115 13 1118 1010—1311 6 1116 1015—1314 1011

BL 1215 12 1313 1117—1418 6 1311 1111—1410 1113

M 2 M D 1111 11 1112 1012—1215 3 1117 1114—1210 916

BL 1213 11 1312 1212—1515 3 1319 1317—1411 1114

M 3 M D 815 10 917 817—1014 0 911

BL 919 10 1119 1014—1310 0 1112

　　1) M D 和BL 分别代表近远中径和颊舌径。

2) 直立人材料包括周口店、公王岭、元谋、和县、沂源、南京、洛南、浙川、郧县龙骨洞发现的牙齿; 早期智人

材料包括长阳、许家窑、新洞、巢县、盘县大洞、丁村、庙后山、桐样发现的牙齿化石; 测量值依原报告。

3) 现代人测量值转引自皮昕 (1994)。

对金牛山人髋骨的研究表明其性别为女性 (吕遵谔, 1995) , 其牙齿测量值及形态上的

总特点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金牛山人牙齿大小符合同一人群内女性牙齿平均大小小于男

性这一特点。就牙齿形态讲, 与金牛山人做对比之牙齿无论是直立人的还是早期智人的, 牙

齿形态上均有两种情况出现: 或是齿带、副沟副嵴等结构较显著与金牛山人不同, 或是这

些结构发育较弱甚至缺如而与金牛山人相近。这与我国早期智人牙齿在形态上与我国直立

人相似甚至难以区分这一观点是一致的 (张银运, 1986)。因而就现有的材料来看, 尚难以

用演化上的原因来解释金牛山人牙齿之形态特点。由魏敦瑞对北京人牙齿所作之图可见, 一

些尺寸较小可能为女性的牙齿, 齿带等结构发育较弱, 现代人也有相似的现象。可以推测

性别对牙齿形态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金牛山人牙齿形态上的特点可能有其性别上的原因。但

尚需更进一步的比较来验证。

上中门齿尺寸较大, 尤其是较大的唇舌径与我国早期智人特点一致 (张银运, 1986)。

金牛山人上第三臼齿缩小是牙齿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做为牙齿退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

第三臼齿先天缺失在中国人群内有明显的时代连续性 (刘武等, 1996)。第三臼齿缩小是否

同样具有地区的时代连续性, 尚有待更多的工作及化石材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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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牙弓形态

牙弓 (图版É , 4) 呈窄马蹄形, 向左前方略突出。左上中门齿切面较右中门齿突出,

两牙近中磨耗面也不完全对合, 左上中门齿近中略向舌侧、远中略向唇侧扭转, 说明牙齿

略有错位。去除此因素后牙弓基本对称。金牛山人前部牙弓较平, 不似北京人、现代人那

样呈圆弧形; 在犬齿处牙弓转折较明显, 而北京人牙弓在此处则呈圆弧形过渡; 转折后, 两

侧后牙列夹角近乎平行。北京人和现代人后牙列则向两侧张开。金牛山人牙弓特点也可在

测量值上得到反映 (表 3)。金牛山人与北京人上颌齿槽弓长宽比例相差无几, 但犬齿远中齿

槽宽无论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以金牛山人为大。这与金牛山人两侧后牙列夹角较小相一致。

表 3　金牛山人上颌牙槽弓测量及比较

M easuremen ts and compar ison of max illary a lveolar arch of J inn iushan archa ic H om o sap iens

项　　目 金牛山人 北京人 现代人

11 齿槽长 (p r- alv) (mm ) 61 64 5212

21 齿槽宽 (ecm - ecm ) (mm ) 6718 71 6316

31 犬齿远中齿槽宽 (mm ) 5410 46 -

41 齿槽宽ö齿槽长 1111 1111 1122

51 犬齿远中齿槽宽ö齿槽宽 0180 0165 -

　　金牛山人 1、2 数据引自吕遵谔 (1989)。　北京人数值引自W eidenreich (1943)。现代人数值引自邵象清 (1985)。

金牛山人与北京人中面角相差无几 (分别为 88°和 89°) , 而齿槽面角差异明显 (分别为

86°和 72°) , 表明金牛山人前部齿槽突明显退缩。齿槽突退缩使可供牙齿排列的空间减小, 尤

其是金牛山人上中门齿相对增大, 要使牙齿排列整齐就必须使前部牙弓宽度加大。这也许

就是金牛山人前牙齿槽弓较宽, 前牙牙列较平的一个原因。

5　牙齿磨耗

金牛山人上颌牙齿磨耗有以下几个特点: 前牙磨耗重于后牙, 后牙舌侧牙尖磨耗重于

颊侧, 左侧牙齿磨耗略重于右侧 (图版É , 4)。

选取上颌牙列相对完整的北京人N o. Í 标本及巢县人标本与金牛山人做牙齿磨耗之比

较。

表 4　金牛山人上颌牙齿磨耗级别之比较

Compar ison of attr ition degree of max illary teeth of J inn iushan archa ic H om o sap iens

化石 I1 I2 C P1 P2 M 1 M 2 M 3

金牛山人 5 5 4 3 3 3 2 0

北京人N o. Í - 6 - 5 5 5 4 3

巢县人 - 6 - 3 3 3 2 -

　　1) 前牙磨耗级别依魏博源 (1988)。　2) 后牙磨耗级别依吴汝康 (1984)。　3) 北京人牙齿磨耗级别依W eidenreich

(1937) , 并换算成上述分级标准。　4) 巢县人牙齿磨耗级别引自张银运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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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 可见, 金牛山人及巢县人前牙磨耗级别重于后牙。北京人N o. Í 上侧门齿磨耗

虽也略重于后牙, 但差别不很大。与化石人类相比, 现代人同口牙齿前后牙磨耗级别基本

一致, 即使有差异也多在一个级别以内 (不包括第三臼齿) (魏博源, 1988)。所以金牛山

人牙齿磨耗前后牙间差异与现代人明显不同。国外一些早期智人化石材料前牙磨耗较重, 且

尺寸较大, 一些牙齿切面上有钝磨耗、槽痕、擦痕及剥落痕, 因而有了“早期智人前牙工

具机能假说”。该假说认为前牙除行使咀嚼机能外, 还行使工具机能, 使前牙磨耗加重, 同

时产生适应性增大 (W o lpoff, 1980)。巢县人前牙重度磨耗被认为与前牙行使习惯上的非咀

嚼性机能和经常啃咬坚韧食物有关, 支持了这个假说 (张银运, 1989)。金牛山人前牙未见

钝磨耗等特征, 但其前牙磨耗较重的特点及增大的上中门齿则与这个假说一致。

然而从牙齿受力的角度考虑, 其它一些因素也可影响前牙的磨耗。首先, 作用于门齿

的咀嚼力与门齿切面应是基本垂直的, 这个力可以分解为与牙长轴方向一致的轴向分力和

与牙长轴方向垂直的侧向分力。由于牙齿是通过牙周膜与牙槽骨相连的, 轴向力可由全部

牙周膜共同承担, 而侧向力只由部分牙周膜承担, 故牙齿承受轴向力的能力要大于承受侧

向力的能力。这样前牙切面与牙长轴成角与牙周膜所能承受轴向力和侧向力比值两者间的

关系问题, 将影响牙齿所能承受咀嚼力的潜力。当牙长轴与切面成角的正切值与能承受的

轴、侧向力比值相等时, 将有最大的能承受咀嚼力的潜力。另外牙根的粗壮程度或说牙周

膜的面积与牙齿对咀嚼力的耐受程度也是成正比的。现代人牙齿所能承受的轴向力和侧向

力比值有不同的测量结果。周书敏 (1982a) 测量现代中国人上中门齿男性的比值为 312∶

1, 假设金牛山人比值与此相等, 同时考虑冠根比例与现代人的差异, 按周书敏 (1982b) 公

式计算, 切面与牙长轴成角为 68°时金牛山人上中门齿所能承受咀嚼力潜力最大。此值与金

牛山人的真实值 75°较接近, 而与北京人的 54°相差较远。计算时金牛山人上中门齿根长用

北京人中门齿平均根长 2013mm 代替。由化石上看以及由所暴露出的上中门齿大部分牙根

看, 金牛山上中门齿根长略小于此。牙根长的过高估计会使计算出的角度值减小。所以金

牛山人上中门齿有最大承受咀嚼力能力时, 切面与牙长轴成角应略大于 68°。金牛山人的真

实值与理论值接近, 说明它有较大的承受咀嚼力之潜力。其牙根粗壮, 也说明可承受较大

咀嚼力。

其次, 如前所述金牛山人前部牙槽后缩, 如将下颌做一杠杆考虑, 支点在下颌关节, 前

部牙槽后缩使抗力 (前牙咬合力) 力臂减少,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产生更大咬合力,

使前牙磨耗加重。因而从生理角度说, 前牙的位置及其倾斜方向与其磨耗特点可能也存在

着一定的关系。需说明的是, 以上的一些计算是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 仍有一些不确

定因素, 需进一步探讨。

金牛山人左侧牙齿磨耗略重, 提示金牛山人可能有轻度的偏侧咀嚼习惯。

6　组织病理学

在观察金牛山人牙齿时, 可看到在其多个牙冠唇颊面或舌面上主要是唇颊面出现一至

数条与　面大致平行之条纹, 以上中门齿及上第二前臼齿最明显 (图版É 21, 2, 3)。上中

门齿在唇面距颈缘 3mm 和 5mm 处各有一条宽约半毫米的黄褐色条带, 条带处釉质缺损呈

浅凹形, 条带平直, 边界清晰锐利, 浅凹底光滑。两侧牙齿条带位置基本对称。上第二前

·222·　 　 人　　类　　学　　学　　报 19 卷



臼齿在颊面距颈缘约 2mm 处有一宽约 1mm 的条带状釉质缺损, 呈浅凹沟状, 表面较光滑,

灰黄色, 边界尤其是右侧不如中门齿条带边界清楚, 两侧位置对称。其余牙齿则表现为条

纹, 较细近似于加粗的釉面横纹, 数目不等, 多呈黄褐色, 两侧对称。

由这些条纹的表现来看, 它们不是正常的釉面横纹。釉面横纹 (perikym ata) 是牙釉质

内釉质生长线达牙表面的部分, 是牙釉质节律性沉积的一个表现, 横纹或生长线处釉质钙

化较差。釉面横纹分布于牙面各部分, 近颈部密度大些,  面密度较小, 横纹间距从 50Λm

至大于等于 100Λm 不等, 每颗牙齿横纹数可达百条以上, 需显微镜才可清楚看出 (H illson,

1997)。金牛山人牙齿条纹只有一至数条, 可用肉眼清晰辨认, 与正常釉面横纹是不同的。

由于金牛山人化石在地层中埋藏了 20 余万年, 釉面横纹由于钙化差易于受腐蚀而加

重, 产生类似金牛山人牙齿条纹的结构。但金牛山人牙齿条纹有对称性, 这说明即使条纹

是埋藏中腐蚀作用造成的, 在未腐蚀之前条纹处钙化程度也要较正常釉面横纹差。另外上

中门齿和第二前臼齿的条带, 尤其是上中门齿, 由于其相对较宽的釉质缺损, 光滑的凹底

及均匀的着色及其锐利平直的边界, 不似受过环境的腐蚀。

因而金牛山人牙齿的这些条纹和条带, 至少是上中门齿和第二前臼齿的条带有可能是

病理现象。由其对称性、釉质缺损及着色这些特征来判断, 金牛山人可能患有釉质发育不

全症, 其他牙病不具备这些特点。

釉质发育不全是由于釉质在发育期间由于有机物釉基质形成或钙化障碍而使牙齿在萌

出后表现出的永久性釉质缺损 (郑麟蕃, 1994)。由于两侧牙齿几乎同时发育, 全身性因素

所造成的釉质发育不全具有对称性。可造成釉质发育不全的病因很多, 如严重的营养障碍、

内分泌失调、母婴疾病等。它们可引起同一时期发育的一组牙齿的病变。但无法据釉质发

育不全的表现来确定具体的病因, 因而也无法得知造成金牛山人牙齿釉质发育不全的具体

原因。由于致病因素持续时间的差异及个体对病因的易感性不同, 釉质发育不全可有不同

的表现: 轻的可能只影响一条釉质生长线, 使其宽度变宽、钙化程度更低, 需显微镜观察

才能确定; 重者可影响二三十条或更多釉质生长线, 可造成病损处釉质完全缺失。按现今

临床标准看, 金牛山人上中门齿及第二前臼齿的釉质发育不全条带较细较浅, 应属轻度的。

但本文缺少对条纹和条带的显微观察, 有待进一步的工作对以上结果进行验证。

7　小　结

对金牛山人上颌牙齿、牙列的观察、测量及比较表明其牙齿有如下一些特点:

1) 金牛山人上中门齿增大, 在唇舌向上尤为明显; 上第三臼齿退化、显著缩小。其余

牙齿测量值在我国早期智人及直立人分布范围之下限, 牙齿　面形态简单, 牙嵴齿带等结

构发育弱。金牛山人女性的性别对此可能有一定影响。

2) 金牛山人牙弓前牙部分较平较宽, 犬齿处转折明显, 两侧后牙成角很小, 接近平行。

这可能与门齿增大、齿槽后缩有一定关系。

3) 金牛山人前牙磨耗重于后牙, 与“前牙工具机能假说”表现大致相符。但从生理角

度考虑, 前牙位置及排列方向与前牙磨耗重可能也有一定联系。

4) 金牛山人上中门齿及上第二前臼齿可能患有较轻的釉质发育不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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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吕遵谔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在此对吕先生的悉心指

导及黄蕴平老师的大力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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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 IM INARY STUDY ON THE TEETH OF J INN IUSHAN

ARCHA IC HOM O SA P IEN S

He J ia n ing

(D ep artm en t of A rchaeology , P ek ing U niversity , B eij ing 100871)

Abstract

J inn iu shan archaic H om o sap iens has nearly comp lete m ax illary den t it ion. Compared

w ith H om o erectus and early H om o sap iens found in Ch ina, the teeth of J inn iu shan archaic

H om o sap iens are characterized by en larged cen tra l inciso r, especia lly in bucco2lingual d i2
rect ion, and sign if ican t ly reduced th ird mo lars w h ich can be con sidered as degenera t ion.

O ther teeth, w ith their fa in t cingu la and simp le occlu sa l pat tern, are sm all in size w h ich is

in the low er range of H om o erectus and early H om o sap iens bu t st ill obviou sly larger than

that of modern m an. T he fem ale sex m ay be one reason of th is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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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th large an terio r den ta l arcade b readth, the m ax illary den t it ion is a lmo st U 2shaped.

T he at t rit ion is heavier in an terio r teeth than po sterio r teeth, thu s confo rm s to the“Too ls

Funct ion H ypo thesis of A n terio r T eeth”. How ever, in physio logica l po in t of view , the re2
cessive an terio r a lveo lar p rocess and mo re perpendicu lar po sit ion of inciso r m ay also con2
t ribu te to th is phenom enon.

T he upper cen tra l inciso r and upper second p remo lar of J inn iu shan archaic H om o sap i2
ens m ay have been suffered from sligh t enam el hypop lasia.

　　Key words　J inn iu shan, A rchaic H om o sap iens, T eeth

· 消息与动态 ·

英国《自然》报道北高加索尼安德特人D NA 的研究

　　今年 3 月 30 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题为“北高加索尼安德特人DNA 的分子分

析”的文章。作者是俄国老年学研究所的 Igo r V. O rch inn ikov 等, 实验室工作是由英国格

拉斯哥大学人类鉴定中心的W. Goodw in 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考古研究室的K. L idén

做的, 材料是位于欧亚两洲之间的北高加索的M ezm aiskaya 山洞中的与莫斯特文化共存的

尼安德特人小儿肋骨的化石。过去曾根据此洞的莫斯特文化层测出 45 000 年前和 40 660±

1 600 年前的数据。这次工作是从一根肋骨截取 130m g 的一段提取胶元, 用加速器法测出碳

214 年代 29 195±965 年前。从一根肋骨取下分别重 90m g 和 123m g 的两小块, 分别在上述

两个实验室提取DNA。在格拉斯哥的实验室测了 345 个碱基对, 斯德哥尔摩的实验被污染

了。本文作者将他们的实验结果与 1997 年K rings 等所报告的尼安德特人古DNA 研究作了

比较。该报告是尼人古DNA 的首例, 材料取自德国的 Feldhofer 洞。此洞与M ezm aiskaya

洞相距 2 500km。本文作者估计这两处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 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

151 000—352 000 年前; 现代人与尼人线粒体DNA 分离的时间估计在 365 000 年前与 853

000 年前之间。本文作者利用同一模式估计最早的现代人在线粒体DNA 方面分异的时间是

在距今 106 000 年和 246 000 年之间。

(童迅)

“人类起源和环境”学术讨论会在瑞典举行

2000 年 5 月 12 日至 15 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该院举行题为“人类起源和

环境”的科学讨论会。会议涉及非洲、亚洲、欧洲人类发展早期的人类化石、旧石器文化、

地质学、古生物学、大气候和环境方面的最新学术成果和综合研究。受邀参加会议作报告

的学者多数来自美国, 欧洲 3 人、南非 2 人、中国和澳洲各 1 人。在会议的第一天下午还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了面向群众的报告会。

(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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