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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选取 13 项指标 (头长、头宽、额最小宽、面宽、形态面高、鼻宽、鼻高、口裂宽、两

眼内宽、身高、坐高、肩宽、骨盆宽) 对我国 23 个群体体质特征进行了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23 个群体可分为南方组、北方组 (含两个小组) 和中间类群组。南方组与北方

组的体质区别主要为体部的长度、宽度的差异。北方组各群体之间头面部指标值差异较大, 南

方组各群体之间头面部指标值则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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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以来, 我国人类学工作者已发表了不少我国各民族体质调查资料。张振标

(1988)、刘武等 (1991)、吴汝康等 (1993)、黎彦才等 (1993) 采用多元分析方法对我国

群体体质特征资料进行过分析。一般说来, 选用的指标不同, 研究结果会有一定的侧重或

差异。以往的群体体质聚类分析, 学者们多选取头面部的指标进行聚类, 而对体部项目考

虑很少。已有研究 (吴汝康等, 1993) 证实, 在进行群体体质的比较研究中, 头面部载荷

的信息较体部为少。

由于我国学术机构尚未统一规定体质人类学调查的必测项目, 所以在进行多群体体质

特征的多元分析时, 选择指标 (或群体) 往往感到困难: 指标过少则分析起来困难, 指标

过多则可选择的群体数太少。一些很好的群体资料, 常因某项指标缺乏而不能入选。此外,

个别指标 (如下肢全长) 有多种被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测量 (或计算) 方法, 各学者调查时

采用的方法不一致, 故该指标无法选择。这也是造成困难的原因之一。

过去, 我国群体体质比较研究中缺少宁夏回族资料的参与。笔者于 1995 年 8 月赴宁夏

进行了调查, 又搜集了近些年民族体质调查资料, 选取了 13 项指标, 对 20 个民族 (23 个

群体) 的体质资料进行了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 以探讨这些群体体质间的相互关系及影

响群体体质差异的内在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除宁夏回族数据取自于笔者调查资料外, 我们还搜集了海南回族与苗族 (吴汝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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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内蒙蒙古族 (朱钦等, 1993)、新疆伊犁蒙古族 (艾琼华等, 1994)、新疆巴州蒙古

族 (王静兰等, 1993)、哈萨克族 (崔静等, 1991)、塔吉克族 (邵兴周等, 1990)、保安族

(杨东亚等, 1990)、撒拉族 (郗瑞生等, 1995)、东乡族 (戴玉景等, 1991)、仡佬族 (梁

明康等, 1994)、彝族 (庞祖荫等, 1987)、侗族 (庞祖荫等, 1989)、水族 (李培春等,

1994)、锡伯族 (邵兴周等, 1984)、柯尔克孜族 (邵兴周等, 1987)、赫哲族 (施全德等,

1987)、纳西族 (刘冠豪等, 1992)、黎族 (张振标等, 1982)、崩龙族 (邵象清, 1985)、阿

昌族 (李明等, 1992)、达斡尔族 (施全德等, 1983) 的资料, 选取 9 项头面部指标 (头长、

头宽、额最小宽、面宽、形态面高、鼻宽、鼻高、口裂宽和两眼内宽) 和 4 项体部指标

(身高、坐高、肩宽和骨盆宽) , 对 23 个群体资料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采

用欧氏距离系数 (最短距离法)。

2　结　　果

23 个群体的 13 项指标的均值见表 1。男女群体欧氏聚类图见图 1、图 2。以男性PCÉ
(第 1 主成分) 与 PCÊ (第 2 主成分) 为横纵坐标或以 PCÉ 与 PCË (第 3 主成分) 为横

纵坐标, 所作的 23 个群体分布图见图 3、图 4。女性相同方法所作的图为图 5、图 6。

图 1　聚类图 (男性)

D endrogram of cluster analysis (m ale)

图 2　聚类图 (女性)

D endrogram of cluster analysis (fem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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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3 个群体 13 项测量指标的均值 (单位: mm )

The mean s of 13 physica l measuremen ts of 23 population s in Ch ina (U nit: mm )

头长
head
len

头宽
head
brd

额最小
宽 fron

brd

面宽
b izy
brd

形态面
高 facl

hgt

鼻宽
no se
brd

鼻高
no se
hgt

口裂宽
mout

brd

眼内角
宽 in2o

brd

身高
statu re

坐高
sitn
hgt

肩宽
shud
brd

骨盆宽
dist
i2c

宁夏回族 男 18010 15113 10317 14117 12113 3317 5017 4914 3318 167115 89815 38115 28118
H ui (N ingx ia) 女 17012 14418 10215 13415 11214 3319 4611 4515 3314 156912 85214 34711 28017

海南回族 男 18517 15416 10311 14012 12318 3913 5515 5113 3416 162918 86110 36619 26113
H ui (H ainan) 女 17712 14815 10114 13515 11619 3710 5314 4914 3318 153316 80810 33616 26010
内蒙蒙古族 男 18612 15611 11018 14616 12119 3819 5119 5419 3611 171210 91010 38910 29510

M ongo lian
( Inner M ongo lia)

女 17516 14818 10614 13617 10913 3319 4513 5017 3410 157410 85310 35010 28910

新疆蒙古族3 男 18613 16019 11817 14911 12617 3516 5415 4918 3418 169010 88814 39919 28616

M ongo lian
(X in jiang)

女 17517 15312 11311 14111 11819 3311 5110 4812 3413 156511 82013 35718 28610

新疆哈萨克族 男 18514 16212 12512 15014 12516 3515 5612 5013 3510 169219 89814 37716 27814
Kazak (X in jiang) 女 17710 15316 12113 14115 12010 3216 5511 4711 3319 156210 83211 34516 28314
新疆塔吉克族 男 18718 14919 11910 13911 12414 3212 5511 5219 3412 166419 86113 37111 29013

T ajik (X in jiang) 女 17812 14315 11413 13113 11317 3017 5516 4719 3214 155314 82116 34511 28919
甘肃保安族 男 18619 14819 10210 14013 12816 3514 5611 5011 3313 163410 88012 37010 28317

Baoan (Gansu) 女 17914 14313 10014 13410 12017 3215 5210 4816 3311 153710 82717 33913 27714
青海撒拉族 男 19014 15119 11816 14217 12411 3517 5314 4717 3418 167311 90310 37311 28216

Sala (Q inghai) 女 17611 14316 11615 13416 11314 3118 4911 4412 3318 155117 83214 33419 27011
甘肃东乡族 男 18816 14619 10213 14011 12817 3610 5614 5211 3414 166714 89313 37310 27712
Dongx iang

(Gansu)
女 18017 13914 10013 13219 12018 3211 5211 4913 3319 154214 83315 33918 27817

贵州仡佬族 男 18618 14810 10212 14016 12117 3713 5418 5417 3613 161910 86819 37210 27319
Gelao (Guizhou) 女 17917 14216 10410 13510 11414 3417 5213 4917 3515 149719 80219 34417 28217

海南苗族 男 18718 14616 10410 14013 12116 3916 5410 5113 3614 160217 84811 37415 26919
M iao (H ainan) 女 17915 14017 10112 13215 11316 3615 5015 4816 3419 149013 79115 33617 26810

广西彝族 男 18915 14717 10318 14210 12015 3915 5316 5810 3612 157416 84212 36517 26318
Yi (Guangx i) 女 18013 14312 10016 13512 11410 3612 5017 5513 3511 147512 78912 33714 26212

贵州水族 男 18314 15117 10217 14211 11914 3814 5214 5510 3517 160114 85217 37113 27512
Shu i (Guizhou) 女 17613 14416 10011 13512 11119 3517 4915 5216 3419 147712 78610 33416 27813
新疆锡伯族 男 18415 16016 11918 14717 13313 3815 5814 5219 3515 169713 92414 39518 29210

X ibo (X in jiang) 女 17513 15312 11310 14017 12117 3514 5318 4817 3515 158415 85214 36111 28616
黑龙江赫哲族 男 18110 15911 10512 14311 12116 3811 5217 4818 3619 166711 89319 38817 28217

H ezhe
(H eilongjiang)

女 17411 15011 10218 13713 11311 3515 5011 4519 3615 155312 85214 34615 27718

云南纳西族 男 18912 15012 10315 14112 12510 3816 5619 5314 3512 165912 87614 37219 28810
N axi (Yunnan) 女 18019 14614 10013 13518 11811 3510 5318 5012 3414 155413 83012 34312 29316

云南阿昌族 男 18716 14812 10116 13914 12416 3911 5614 5410 3416 162910 86419 36314 27013
A chang (Yunnan) 女 17916 14113 9913 13215 11819 3517 5317 5114 3317 152212 81111 32618 27319
新疆柯尔克孜族 男 18918 16016 11519 14914 12710 3814 5619 5215 2915 168216 89319 37417 28713

Kirgiz (X in jiang) 女 18115 15415 11412 14217 12013 3414 5619 4819 3210 155712 83013 34915 29116
新疆蒙古族33 男 18616 15710 12412 14716 12216 3511 5213 5015 3410 167313 89315 37518 29110

M ongo lian
(X in jiang)

女 17913 14914 11914 14018 11612 3212 4819 4716 3410 156417 84412 34612 29115

广西侗族 男 18215 15011 10119 13912 12016 3719 5216 5613 3512 157913 83010 36419 26510
Dong (Guangx i) 女 17515 14413 9914 13311 11317 3518 5012 5418 3412 147911 77814 32812 27719

海南黎族 男 18317 14713 10517 14014 12110 4014 5419 4717 3811 163011 85513 37016 26519
L i (H ainan) 女 17711 14210 10318 13710 11414 3813 5212 4518 3718 154010 80619 34919 26318
云南崩龙族 男 18315 14416 10816 13711 13310 3915 4810 5513 3614 159917 83513 35515 26215

Bonglong (Yunnan) 女 17714 13813 10416 12911 11913 3613 4410 5416 3415 147715 76819 31210 25716
黑龙江达斡尔族 男 19015 15610 11712 14416 12913 3819 5519 4913 3513 164717 89214 38613 29511

D awoer
(H eilongjiang)

女 18415 15113 10719 13819 12217 3415 5219 4619 3414 153513 83418 34713 29012

3 为新疆伊犁地区蒙古族; 3 3 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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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23 个男性群体第 1、2 主成分分析

的散点图

Scattergram of m ale group s based on

1st and 2nd facto r sco res

　　图 4　23 个男性群体第 1、3 主成分分析

的散点图

Scattergram of m ale group s based on

1st and 3rd facto r sco res

　　图 5　23 个女性群体第 1、2 主成分分析

的散点图

Scattergram of fem ale group s based on

1st and 2nd facto r sco res

　　图 6　23 个女性群体第 1、3 主成分分析

的散点图

Scattergram of fem ale group s based on

1st and 3rd facto r sco res

11 回 (宁夏) 　21 回 (海南) 　31 蒙古 (内蒙) 　41 蒙古 (伊犁) 　51 哈萨克　61 塔吉克　71 保

安　81 撒拉　91 东乡　101 仡佬　111 苗　121 彝　131 水　141 锡伯　151 赫哲　161 纳西　171
阿昌　181 柯尔克孜　191 蒙古 (巴州) 　201 侗　211 黎　221 崩龙　231 达斡尔 (图 4—图 6 同)

11H ui (N ingx ia) 　21H ui (H aiN an) 　31M ongo lian ( Inner M ongo lia) 　41M ongo lian (X in jiang) 　

51Kazak 　61T ajik 　71Baoan 　81Sala　91Dongxiang　101Gelao 　111M iao 　121Y i　131Shui　

141X ibo 　151H ezhe　161N axi　17　A chang　181K irgiz　191M ongo lian (X in jiang) 　201Dong　

211L i　221Bonglong　231D aw 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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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析

311　聚类分析

男女群体分别聚类的结果基本相同, 都可分为 4 个组: 第 1 组主要包括东乡族、保安

族、纳西族。云南纳西族虽居住在我国南疆, 但族源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 (陈永龄等,

1987) , 故体质上具有北方民族的一定特征。第 2 组主要包括侗族、水族、苗族、仡佬族,

男性聚类图中还包括阿昌族与海南回族, 女性聚类图中则还包括广西彝族。这一组均为南

方群体; 第 3 组主要包括哈萨克族与新疆的两个蒙古族群体, 女性聚类图中还包括新疆锡

伯族与柯尔克孜族, 男性聚类图中还包括撒拉族、达斡尔族。这一组主要为新疆的一些群

体; 第 4 组则主要包括赫哲族、宁夏回族与内蒙蒙古族。有学者 (袁义达等, 1985) 对红

细胞血型系统中 14 个位点的基因频率计算, 表明宁夏回族与蒙古族、汉族遗传距离最近,

推测宁夏回族形成过程中, 曾大量流入汉族与蒙古族的基因。本文结果支持这一观点。海

南回族与宁夏回族虽属同一民族, 但二者距离甚远。海南回族祖先是 700 年前由印度支那

半岛迁徙至我国 (吴汝康等, 1993) , 而宁夏回族的祖先则是十三世纪因蒙古军队西征而被

迫东迁的中亚、波斯人、或阿拉伯人 (梁创韬等, 1985)。这两个群体来源相异。内蒙蒙古

族与新疆蒙古族距离也较远, 未能聚在一起。新疆蒙古族更多地表现出新疆地区群体的体

质特征。这表明居住环境与邻近民族间的基因交流对体质影响较大。崩龙族 (现称德昂

族) 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崩龙人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 与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一

些原始民族有历史和种族上的关系 (梁钊韬等, 1985; 陈永龄等, 1987)。在男女聚类图上,

崩龙族未聚入任何一个组中, 反映了崩龙族具有较为独特的体质特征。

312　主成分分析

31211　男性

前 5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4516%、1315%、916%、713%、614% , 累计贡献率达

8215%。PC É 载荷较大的项目有身高 (01376)、坐高 (01371)、骨盆宽 (01347) 面宽

(01347)。这些项目主要反映身体的大小和宽度, 可以认为 PCÉ 表示身体的粗壮程度。PC

Ê 载荷较大的项目有头长 (01616)、鼻高 (01454)、两眼内宽 (- 01392)、形态面高

(01336) , 这些项目主要反映了头的长度与面部的高度以及长度、高度与宽度的相对关系。

可以认为 PCÊ 表示头部的长度与面部的高度。PCË 载荷较大的项目为鼻宽 (01742)、两眼

内 宽 ( 0 1 3 8 4 ) 。可以认为PC Ë 表示五官的宽度 , PC Ì 载荷较大的项目为口裂宽

(- 01625)、面宽 (- 01379)、两眼内宽 (01346)、头宽 (- 01312)。可以认为 PCÌ 表示

头面部的宽度, PCÌ 值越大则宽度越小。PCÍ 载荷较大的项目有形态面高 (- 01832)、鼻

高 (01357) , 这些项目与面部高度有关。

图 3 显示, 绝大多数北方群体位于 PCÊ 轴的右侧, 而南方群体位于 PCÊ 轴的左侧, 表

明北方群体身体的粗壮程度强于南方群体, 身体粗壮程度不同是南、北方群体体质上的最

大差异所在。如锡伯族与崩龙族身高相差 9716mm , 坐高相差 8911mm , 肩宽相差 4013mm ,

骨盆宽相差 2915mm。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北方群体之间, 存在着一个中间类群 (保安族、

东乡族、纳西族) , 他们身体粗壮程度介于南、北群体之间。这个中间类群的存在, 在过去

的研究中少被学者所注意。北方群体中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塔吉克族、撒拉族、锡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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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属于头部较长而面部较高的类群, 而 3 个蒙古族群体、哈萨克族、宁夏回族、赫哲族则

属于头部较短、面部较低的类群。如柯尔克孜族与赫哲族相比, 头长多 818mm , 形态面高

多 514mm , 鼻高多 412mm。南方群体之间在头长值与面高值方面也存在区别。南方群体间

的这种差异不如北方群体那样明显。中间类群的 3 个民族属于头长值、面高值较大的类群。

图 4 显示, 北方群体中塔吉克族, 宁夏回族、撒拉族、新疆巴州蒙古族与其它北方群

体相比, 五官宽度较小, 如塔吉克族鼻宽 3213mm , 两眼内宽 3412mm。中间类群 3 个群体

则彼此分开, 保安族值最小, 东乡族值居中, 纳西族值最大。南方群体点多位于横轴上方,

且相对密集, 表明南方群体鼻宽与眼内角宽值较大, 且彼此之间数值较为接近的特点。

31212　女性

前 5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4314%、1612%、1312%、710%、518% , 累计贡献率

达 8516%。PCÉ 载荷较大的项目有身高 (01375)、坐高 (01356)、肩宽 (01347)、骨盆宽

(01315) , PCÊ 载荷较大的项目有头长 (01581)、形态面高 (01487)、鼻高 (01436) , PC

Ë 载荷较大的项目有鼻宽 (01567)、两眼内宽 (01556)、面宽 (01353)。可见女性 PCÉ、

PCÊ、PCË 所表示的信息与男性一致。

图 5 显示, 女性群体的分布情况与男性群体 (见图 3) 基本一致, 但撒拉族点的位置明

显下移, 表明撒拉族女性与男性在头面部长度与高度方面差距较大。中间类群中纳西族点

右移, 表明纳西族女性比男性更接近于北方群体。

图 6 显示, 内蒙蒙古族女性点比男性点 (见图 4) 下移, 而黎族女性点比男性点上移,

表明蒙古族女性与男性面部及五官宽度差距较大, 而黎族男女间差距较小。

4　小　　结

聚类分析可以用来综合研究群体间体质类型的分类, 而主成分分析可以详细分析不同

群体间体质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

23 个群体可以聚类成 4 个组: (1) 南方组; (2) 新疆组; (3) 宁夏回族、内蒙蒙古族、

赫哲族组; (4) 东乡族、保安族、纳西族组。中间两个组可以合称为北方组。

主成分分析显示, 南方与北方群体的体质差异主要在体部粗壮程度。北方群体由于头

长与面部高度的差异又可分为两个小组。南方群体间头面部测值差距较小。在南、北方群

体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类群组 (保安族、东乡族与纳西族类群组)。

近年来对我国各族群体质特征的地区性分布研究已有报道 (赵桐茂等, 1987; 张振标,

1988; 刘武等, 1991; 黎彦才等, 1993)。赵桐茂等根据血液 Gm 因子在我国各民族的分布

情况提出以北纬 30 度为界将中华民族分成南北两大人群。张振标根据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

的分析提出以长江为界将现代中国人分成南北两个类群。刘武等研究支持这种南北类型的

划分, 但强调南北类型具有很大的交叉重迭范围, 存在着由北向南的过渡变化。黎彦才等

认为现在中国人体质除南北两大类型外, 还有第 3 种类型, 即藏彝走廊类型, 包括从甘肃

南部到云南西部南部生活的属藏纟面语族的各少数民族, 他们具有共同的族源——古羌人。本

文的研究也证实了第 3 种类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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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USTER ANALY SIS AND PR INC IPAL COM PONENT ANALY SIS ON THE

PHY SICAL CHARACTERS OF 23 POPULATIONS IN CH INA

Zhe ng L ia nb in　Lu S hunhua

(D ep artm en t of B iology , Inner M ong olia N orm al U niversity , H uhhot　 010022)

Abstract

C lu ster analysis and p rincipal componen t analysis of the physica l characters of 23 pop2
u la t ion s in Ch ina w ith 13 m easu rem en ts, including m ax im um head length, m ax im um head

b readth, m in im um fron ta l b readth, b izygom atic b readth, mo rpho logica l facia l heig 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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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e b readth, no se heig th, mou th b readth, in terocu lar b readth, sta tu re, sit t ing heigh t,

b readth of shou lder and distance betw een iliac crests are m ade. T he resu lts show that the

23 popu la t ion s can be divided in to th ree group s: the sou th group , the no rth group and the

group of m iddle type. T he differences betw een sou th group and no rth group are p rincipally

in the lengh th and b readth of body. T here are sign if ican t d ifferences in cran io2facia l m ea2
su rem en ts among the no rth popu la t ion s. W h ile the cran io2facia l m easu rem en ts of the

sou th popu la t ion s are comparat ively clo se.

Key words　　M easu rem en ts, N at ionality, C lu ster analysis, P rincipal componen 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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