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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颤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
例儿童的年龄问题

朱芳武 卢为善
广西中医学院

,

南宁 一

摘 要

作者报告 例于桂林散皮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正处于换牙期的儿童乳
、

恒牙更换

及其被磨耗的状况
,

讨论了从他们的牙磨耗级估计的年龄与从其乳
、

恒牙更换关系估计的年龄

的误差
,

并提出用现代人牙磨耗级估计史前人类年龄的意见

关键词 牙磨耗
,

年龄
,

新石器时代

从牙及骨的一些形态结构的改变
,

来推测个体的实际年龄
,

对人类学
、

考古学
、

法医

学及解剖学等学科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牙齿是人体中钙化程度最高的结构
,

因而其在人体遗骸中通常保存得较完整
,

保存时间也较长
,

而且牙因磨耗而发生的改变几

乎伴随着个体的整个生命过程 这就使得用牙磨耗的程度来估计个体年龄的方法在个体年

龄鉴定中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 吴汝康等 研究了现代华北人臼齿磨耗的年龄变化

规律并提出了从牙磨耗级估计个体年龄的标准 囿于至今尚无从牙磨耗级估计史前人类年

龄的标准
,

这一方法也被角来估计史前居民的年龄 但史前人类的生活条件
、

食物性质及

卫生状况等与现代大不相同
,

因而其牙齿受磨耗的程度与年龄的关系也会与现代人不同

这一方法对史前居 民的适用程度如何
,

是有关方面的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作者最近对

桂林毓皮岩遗址出土的史前人类遗骸进行调查时
,

发现 具较完整的正处于换牙阶段的儿

童的上
、

下领骨及附于其上的大部分乳
、

恒牙 由于乳
、

恒牙的更换与个体年龄的关系非

常密切
,

从这些改变可以较准确地得出这些个体死时的实际年龄
,

这就为探索这 例儿童

牙磨耗程度与其实际年龄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材 料 与 方 法

抓皮岩洞穴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 在 年的试掘中
,

于该遗址的第

层即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层内共发掘 具人类遗骸
,

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有 具 巫惠

民等
, ,

其头骨的人类学特征已 由张银运等 作了系统研究 据测定
,

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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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晚期年代在距今 年左右
,

早期年代在距今 年以上 北京大学等
,

遗

址内涵性质属新石器时代早期 在已出土的人类遗骸中有 例属儿童
,

性别不详
,

其中

例未见乳
、

恒牙更换迹象
,

例正处于换牙期
,

现报告如下

编号为 的个体为一儿童
,

其上
、

下领骨及附于其上的上
、

下列牙齿保存较

为完整 其牙齿的记录式为

一

切牙 左上及右上中切牙的牙冠及牙颈已断失
,

仅余牙根在牙槽中 右下中切牙已脱

失
。

左下中切牙为深铲形
,

牙冠呈 级磨耗 右上侧切牙已脱失 左上侧切牙为深铲形
,

切缘呈 级磨耗 右下侧切牙为铲形切牙
,

切缘呈 级磨耗 左下侧切牙的牙冠及牙颈已

断失
,

仅余牙根在牙槽中

尖牙 枚尖牙均为恒牙 左
、

右上尖牙已萌出达聆面
,

牙尖未见磨耗 左
、

右下尖

牙已萌出
,

牙冠已超过下牙槽缘平面
,

未达胎而

第 双尖牙 左
、

右上第 双尖牙为恒牙
,

牙尖呈 级磨耗 左
、

右下第 双尖牙已

脱失

第 乳磨牙 左上第 乳磨牙及左
、

右下第 乳磨牙仍为乳牙
,

牙冠均呈 级磨耗

右上第 乳磨牙已被右上第 双尖牙置换
,

其萌出的牙冠已至牙槽缘
,

牙尖未受磨耗

第 磨牙 上
、

下列左
、

右两侧的第 恒磨牙均已萌出
,

右上第 恒磨牙呈 级磨

耗
,

左上及左
、

右下第 恒磨牙均呈 级磨耗

第 磨牙 上
、

下列左
、

右侧第 恒磨牙均 已萌出
,

其牙冠均已平齐其所在的牙槽

缘
,

牙尖未受磨损

另一个体编号为 其探方号及墓号欠清晰
,

其上
、

下领骨与所附的上
、

下列牙

保存完整 现将其上
、

下列牙记录如下

一一一皿一一

一

上
、

下列左
、

右中切牙均为恒牙
,

已萌出
,

切缘未见磨耗 上
、

下列左
、

右侧切牙已

为恒牙
,

右上及下列 的左
、

右侧切牙的切缘未见磨耗
,

左上侧切牙的牙冠
、

牙颈已断失
,

所余牙根仍留在牙槽中

尖牙 右上尖牙为乳牙
,

牙冠及牙颈 已断失
,

牙根余留在牙槽中 左上尖牙为乳牙
,

呈 级磨耗 下列左
、

右尖牙 已脱失

孚磨牙 左下第 乳磨牙已脱失
,

其余 枚乳磨牙均为 级磨耗

第 磨牙 上
、

下列左
、

右侧第 磨牙均已萌出
,

并呈 级磨耗

结 果 与讨 论

个体的年龄根据其尖牙
、

第 磨牙及其他恒牙已 萌 出或正萌出
,

仅余右

下
、

左下及左上第 乳磨牙未被恒牙置换
,

按现代人恒牙萌出规律估计约为 岁左右

而该个体的年龄如按现代居 民的第 磨牙 级磨耗估计约为 岁左右
,

如按其右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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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牙 级磨耗估计约为 岁左右 如将乳
、

恒牙更换估计的年龄视为该个体的实际年

龄
,

那么用现代居 民牙磨耗级估计的年龄将 比实际年龄偏老 至 岁

根据 个休的上
、

下列左
、

右侧第 磨牙
、

中切牙及侧切牙为恒牙
,

均已萌出
,

其

他乳牙未被置换
,

估计其实际年龄为 岁左右 如从该个体第 磨牙 工级磨耗按现代居 民

牙磨耗估计其年龄约为 岁左右
,

比其实际年龄偏老 岁左右

以上 例史前儿童牙磨耗的程度与年龄的关系表明
,

以现代人牙磨耗与年龄关系的标

准估计的年龄可能要比实际年龄偏老约 一 岁左右 考虑到样本数量增加时
,

年龄偏

老部分会出现一个变化范围 土 岁 因此
,

作者认为
,

在 目前尚无史前人类的牙磨

耗级的年龄判断标准的情况下
,

如要用现代人这一标准估计史前人类的年龄时
,

应酌量扣

除估计年龄中的偏老部分 这一偏老部分的年龄应是多少 从本文报告的这 例史前儿童

所得到的经验是 士 岁左右

结 论

史前人类生活条件恶劣
,

其食物的性质
、

成份的构成
,

进食的数量
,

以及卫生条件
、

健康状况等一定远不及文明社会
,

因而伴随进食而产生的牙被磨耗的程度与速率也必然显

著地不同于文明社会居民 显然
,

以现代居民从牙磨耗估计年龄的方法直接用于估计史前

人类的年龄是欠理想的 直接使用的结果是使估计年龄比实际年龄偏老 为使估计年龄接

近实际年龄
,

权宜的办法是扣除估计年龄中偏老的部分 本文的个别经验是估计年龄中偏

老的部分应约为 士 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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