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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非洲古老型智人
颅骨特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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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除了共同具有的许多特征外
,

中国和非洲的古老型智人还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其中有些

是仅见于此地区而尚未见于彼地区者 有些是可见于两地区但有形态细节的差异 有些是在两

地区标本之间有不同的出现频率 总的看来非洲古老型智人的形态谱比中国同阶段的标本为

宽 作者对这些现象作了尝试性解释

一
、

前
一 ‘

口

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的人类起源于直立人 广义的
,

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解

剖学上现代的人类的祖先 因而将不同大陆的古老型智人进行比较能为理解直立人的扩布

和现代人的起源提供基础性的信息 吴新智 曾对中国和欧洲早期智人化石的一些

形态特征作过初步比较 本文集中于中国和非洲古老型智人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表
、

图 和图 示本文所包含的中国古老型智人和非洲智人地点 在讨论中也涉及

一些早期的解剖学上现代的人类 在后者中
,

非洲标本有 埃塞俄比亚
,

南非
,

苏丹
,

其年代均很可能是晚更新世早期
,

和
,

中国有柳江
、

山顶洞 和资阳
,

 

,

对大多数非洲标本是在模型上观察的
,

有些测量是在化石上作的
。

中国材料的研究均

用化石 仅金牛山头骨为例外 本文两作者都分析了所有材料 我们选择了两类形态特

征 以供比较 即常见于中国的特征和可见于非洲而不一定见于 中国者
,

,

  ,

 
,

 
, 。

有些特征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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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文因为有些细节在模型上不能作出可靠的评定 尽管如此
,

本文还是提供了关于非洲

和中国的古老型智人的 项性状的变异的新信息
,

并且给人以两地区之间在形态上有重

迭和差异的印象

几
、

厂
产

、

一
、 厂

尹

一
产尸

图 本文所包含的中国早期智人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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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本文所包含的非洲智人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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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用于本文的非洲和中国古老型智人的材料

‘加撰 “ 州‘ 刀办脚 娜七 油 朋 曰

地 点 国 家 年 代 万年 参考文献

大荔  

金牛山 山

集县 认

乌坝

许家窑 早

长阳 恤
丁村 恤

】

山

址

  
口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南非

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

赞比亚

赞比亚

南非

坦桑尼亚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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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约

一

约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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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约 一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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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1

C h e n a n
d Z h a n

g

,

1 9 9 1

C h e n a n
d

Zh

a n
g

,

1 9 9 1

C h
e n a n

d Z h a n
g

,

1 9 9 1

C h
e n a n

d Z h a n
g

,

1 9 9 1

V
r

b
a ,

1 9 8 2

L
e a k

e
y a n

d H

a
y

,

1 9 8 2

J

.

D

.

C l a r
k (个人通讯

,

1 9 9 2 )

C l
a r

k

,

1 9 8 9

C l
a r

k

,

1 9 8 9

C l
a r

k
e

,

1 9 8 5

H
a

y

,

1 9 8 7

B 峪u er an d Le
ak ey ,

1 9 8 6

B
u

tZ e r

( 个人通讯
,

1 9 8 7
)

三
、

特 征 的描 述

1.额骨鳞部正中矢状隆起
此结构存在于 Bodo 和 B rok en H ill l 号头骨

,

在后者稍较显 著
.
H opefield 和

F lorisb ad 此隆起较弱 : L aetoli 18 号则更弱
.
此隆起在 E liy。 S p

r
in g s 比其在 a od o 和

B ro k en H ill 为宽
,

除T 中央部以外
,

隆起较欠显著 (B rauerand M bu
a ,

‘

1 9 9 2
)

.

在 H oP cfi cl d 此隆起在冠状缝处约 40 毫米宽
,

长约 73 毫米
,

其宽度愈向前方愈变

狭
。

在 B od 。
,

上部宽为 35 毫米
,

向前宽度渐减
,

在模型上难以估计长度
,

但至少可达

oo 毫米
.
在 Br ok en H ill l 号

,

在冠状缝附近它约宽 45 毫米
,

向前逐渐变窄
,

到距冠状

缝前方 30 毫米处测为 25 毫米
.
这样的宽度维持了 20 多毫米

。

在这里
,

隆起稍向左侧扩

展
,

向下渐缩窄
,

终止子冠状缝之前 80 毫米处
.

此隆起在 Fl oris bad 形状与 Br
oken H ill l 号大体一致

,

但较欠显著
,

长约 95 毫米
,

靠近冠状缝处约 35 毫米宽
.
L H 18 的隆起在其约 45 毫米宽的上部不易觉察

.
它向前下渐

变弱
,

约延伸 45 毫米
,

更向前则难于认知
.
其全长约 80 毫米

.
此隆起在 El iye SPr in gs

形状稍不规则和不对称
,

似比其它标本为宽
,

长度约 95 毫米
.
它是本文分析的标本中相

对于额鳞尺寸来说最长的隆起
.

在中国标本中
,

大荔头骨的正中矢状隆起见之于额鳞中部
.
隆起从眉 间点上方 20 毫

米处起始
,

延伸到眉间之后约 60 毫米处
.
其最大宽度约 22 毫米

,

位于其中段
.
马坝头骨

额鳞上三分之二的正 中部分已丢失
,

仅可在额鳞下部尚存部分之上部见一弱到中等的正中

矢状隆起
,

约 16 毫米宽
,

金牛 山头骨的正中矢状隆起可见于额鳞和顶骨 尚保存的正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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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汝康
,

1 9 8 8 ; 吕遵愕
,

1 9 8 9 )

.

因此
,

非洲的所有或大多数古老智人标本都在额鳞的上四分之三有正中矢状隆起
,

或

甚至更长些
.
这些隆起在绝对值上和相对于其突起程度上都是较为宽阔的

.
从早期到晚期

在突起 的程度上有减弱的趋势
.
到解剖学上现代的早期类型中

,

此隆起清楚地进一步减

弱
.
o m o l 号有一脊在额鳞下部跨越眉脊上沟

.
由前方观之

,

此脊之纵轴在正中矢状线

的稍偏左处
.
此头骨额鳞的上和中部没有隆起

.
Sin ga 很特别

,

在前自点之前有一圆形隆

起
.
它与 O m o l 号相似在额鳞下部有一短的正中脊跨越眉脊上沟

.
最后

,

有一条弱而相

对地较宽的隆起出现在 B O
rder C av e l号的额骨的后半

.

在中国古老智人标本中保存着额鳞者很少
.
尽管如此

,

看来额骨上的这条隆起在绝对

值上较非洲标本为狭
,

而且与其宽度相比也较高
.

在这两个地区
,

正中矢状隆起都很常见
.
由本文的描述可见

,

此结构在此二地区的表

现是不同的
,

中国的均呈蜡状
,

而非洲的则呈低的平台状
.
迄今在中国没有发现

‘

非洲形

状
”

的隆起
,

反之也一样
.
但是这种差异的意义还难于评估

,

因为企中矢状隆起也常常出

现于中国和印尼 的直立人的额骨后部 (B
rduc

r
an d M bua

,

19 9 2
)

.

周 口店北京猿人头骨

的此隆起开始于额结节水平或稍后
.
在 19“ 年发现的标本上它仅局限于额骨的后三分之

一 这提示见之于大荔 (可能金牛山也一样) 的隆起不仅与非洲古老型智人不同
,

与中国

的直立人及解剖学上现代标本例如资阳或山顶洞 10 2 号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
后者的额骨上

部有一相对地较宽的大体呈圆形的隆起
.

2
.
前自隆起

a odo 和 a
roken H ill l号均有发育很好的前自隆起

,

B
o

d
o 者稍强些

.
H openeld 此隆

起较弱
,

L H 18 则很弱
.
此隆起在 o m o Z 号形态颇特别: 其整个额鳞稍弯折使成两面坡

屋顶状
.
因而前因隆起界限不清

.
El iy 。 S Pr i

ng
s 和 Fl or isb ad 头骨未见此隆起

.
当此隆起

存在时
,

在它与额鳞的正中矢状隆起之间没有分界
.
在中国的古老型智人中未见前因隆

起
.
仅仅马坝前自点前一小片保存的骨上可能摸到有稍许隆起

.

在非洲标本有着从缺如到很发达的隆起这样广的变异范围时
,

中国古老型智人却无变

异
。

可是它也见之于东亚的直立人例如 T ri
nil

,

S
a n

g i
r a n

Z 和 17 号以及北京猿人 (Brouer

an d M bu
a ,

1 9
92 )

.

前自隆起的 出现在 N g
a
nd
on g 标本中也有变异

.
或许

,

前自点周 围

骨质减弱伴随着减弱的额隆起是中国古老型智人进化的特征
。

可是资阳头骨上明确的前自

隆起使进化图景更加复杂
。

3

.

眉间区顶面观

这一区域由上面看的轮廓在 Br
okcn H ili l 号

,

L H 18 号和 Fl oris b
ad 呈凹形

.
在

B od。 头骨此处看来颇直或稍凹
.
大荔和马坝此区是凹形

,

金牛山颇直
.
因此在非洲和 中

国古老型智人中
,

此区轮廓变异相似
,

从凹到直
.
非洲的三具早期现代人头骨此区大体是

凹的
.
在中国解剖学上现代标本中此区的变化有凹有直有凸

。

4

.

额骨鳞部正中矢状轮廓

表 2 显示
,

表达额骨的最突隆部分的相对位置的两项指数在非洲古老型智人标本中分

别变异于 0
.
43 到 0

.
58 之 间和 0

.
45 到 0

.
54 之 间

.
此二指数在中国 的大荔和 马坝分别 为

0. 43 与 0. 45 和 0. 43 与 0. 47
.
因而中国标本的指数接近于非洲样品变异范围的下端

,

即额

骨轮廓的最突出部的位置颇为近前方
.
两地 区早期现代人标本的额骨轮廓形状相似

.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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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老型智人的曲线高度指数 (表 2) 与 Fl or isbad 及 Jeb el Ir h
oud 的晚期古老型标木

相似
.

表 2 描记额骨正中矢状轮廓的测最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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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t 号码按1988年出版的马丁人类学教科书第4版

.

A li m easu rc m ents exce Ptth osc ofJebe lI
rhoud and 0 m o were taken on o6ginal speeim ensN os

.ofvariables

aeco rdi
ng to Br占此

r
(1988)

.

5
.
两侧硕上线间最短距离的位置(图版 I

,
a 一d)

此二线间的最短距离在 Br oken H m l号位于顶骨前部
.
在 H opcfl

eld 和 L H 18 号此最

短距离在预线与冠状缝交汇处
.
在此二头骨以及 El iy 。 s Pr i

ng
: 两侧颖线几乎彼此平行于

额骨后部
.
在 O m o Z 号颜线间最短距离 (约 106 毫米) 的位置似约在冠状缝与眼眶间之

中点; 两侧 st 印han ia 之间距离为 112 毫米
.
因而 O m o Z 号居于上述头骨与早期现代人

(如 B
rod er C ave l号及 Singa) 之间

.
后一头骨的此最短距离距眼眶不远

.
N dutu 似乎在

这一方面与其它古老型智人标本相反
,

其最狭处接近眼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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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荔
、

金牛山和马坝
,

此最小距离的位置接近眼眶
.

由上面的描述
,

看来非洲古老型智人除了 N d ut u 和 B ro kc n H lll 外两侧颖线几乎都平

行
。

除了 N d ut u 以外
,

所有标本上此最短距离是在额骨后部或甚至在顶骨上
.
与之相反

地
,

在早期现代标本上最狭之处均接近眼眶
.
这样的位置也见之于中国的古老型智人头

骨
.
尽管在非洲和中国的古老型智人中可看到此种差异

,

还应该说到
,

几乎平行的颖线行

径也见之于 1966 年发现的周 口店直立人以及山顶洞之一或二个头骨上
.
在诸如柳江和资

阳的其它标本
,

最短距离位置靠前
.

6
.
顶间沟(图版 I

,

e-- h)

这样 的正中矢状凹陷在 H oP efi el d 顺着矢状缝的第三
、

四四分之一延伸
.
在 Br ok en

H ili l 号则作为在矢状缝中段的一条浅而狭的沟
,

此沟为一隆起稍稍打断
.
El iyc Spri ng

s

仅在顶孔区有一短沟
.
此沟清楚地见之于 o m o Z 号矢状缝的第二和第四 (近人字点) 四

分之一段
.
最显著的例子见之于 Fl or is b ad 头顶

,

在其保存的部分此沟在后部很宽
,

向前

变狭变浅
.
其它头骨不显清楚的顶间沟

.

中国古老型智人中迄未发现清楚的顶间沟
.
仅在大荔可见矢状缝两侧有一轻微隆起

,

J顷着缝的前段中的一短段的一个小凹陷可能算一条很微弱的沟
.

似乎顶间沟在非洲古老型智人有着宽的变异范围
.
顺着 si

n
ga 矢状缝的后部也见此

沟
,

在 O m o l 号的顶孔区则作为一小凹陷存在着
.
在作出影响广远的结论之前值得在更

多人化石 (包括直立人) 中研究这一特征
.
在 1966 年发现的周 口店直立人 中可见一微

弱
、

相对地宽及短的凹陷存在于顶骨的后部
.
此一特征未见于包括在本文中的早期现代中

国头骨
.

7
.
角圆枕

B od。 的顶骨上有一发达的角圆枕
.
Br
okcn H ili l 号保存的左侧顶骨上也有这样的结

构 (参见 B rduer and M b
ua ,

1 9 9 2 之图 8)
.
弱的圆枕可见于 N dut

u
(右侧) 和 o m o Z

号
。

所有这些圆枕都是一条稍呈长条形沿着人字缝的外侧段分布的
.

大荔有借弱而在左侧的清晰地呈圆形的角圆枕
,

金牛山则是有在右侧的呈长条形的小

的角圆枕
.
许家窑没有典型的角圆枕

,

但在其中一个标本上沿着颜线的后部有着长条形的

膨隆
。

在非洲
,

此特征有各种变异
,

由缺如到很发达
.
在 B or de

r C av e l 号头骨的星点区有

大约 13 x 20 毫米的微弱的角圆枕
.
在中国同样地变异

,

由明显到缺如
。

由于亚洲和非洲

的直立人标本量小及此结构的变异性大 (Br due
r
an d M bua

,

1 9 9 2)

,

难于在此二地区的

古老型智人中看出清楚的形状差异
.
甚至在资阳的头骨上也有很明显的角圆枕

。

8

.

颅最宽处的位置

这项测量在 E liye Sp
rings和 L H 18号头骨上 的位置颇为靠后

.
在 a

roken H illl 号和

o m o Z 号则较向前
.
H opefi el d 和 N d ut u 的此项特征似乎居中间

.
在大荔

、

金牛山和复

原的马坝头骨
、

颅弯最宽处相当于颅长的中三分之一段
.

在非洲
,

此性状在古老型智人和早期现代人中是变异的
.
头骨最宽处在 Sin ga 是在后

部
,

在 B or dc
r C av

。
则在中三分之一 在 中国

,

迄今没有发现最宽处位在后三分之一的早

期智人头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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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人字点小骨

N dut u 头骨此区有一小骨
,

沿左顶缝长 30 毫米
,

沿右顶缝长 15 毫米 (Cl
a
rk
c,

19 9 0)

.

其下缘呈不规则形
.
在非洲的其它古老型智人头骨

,

迄今尚未发现人字点小骨
.

大荔的此区有一破损了的小骨
.
许家窑的两块顶骨和丁村的一块顶骨的上后角的形状

均使人可假定可能有过人字点骨
.
金牛山和巢县标本没有这样的小骨

.
考虑到北京猿人有

等边三角形小骨 (W ci den rc ich
,

1 9 4 3 年名之为 In ca 骨)
,

古老型智人的小骨的形状较少

可能是不规则形的
.

人字点小骨在非洲古老型智人中很罕见
,

而似乎较多见于中国
.
在欧洲化石中此骨亦

见于 ^ tapuerc a
,

呈三角形
,

并见于诸如 Pet
ralona 和 V ertesszollo s

,

呈不规则形
.
在中

国的早期现代人标本中此骨仅见之于贵州的穿洞
.

10
.
枕区的突隆 (B

u
un in 幻

L H 18 号的枕区有一片突隆
,

El
i y
。
s Pr in gs 也有

,

不过较弱
.
发达的枕区突隆也见于

摩洛哥的两个 Je be lIr houd 头骨 (Br due
r ,

1
98 4)

.

中国古老型智人头骨中未曾有这样的

形态
.
但弱的突隆见之于柳江

、

资阳及 sin ga
.
似乎这个变异很大的性状在非洲

、

亚洲和

欧洲都有出现 (T ri nkausand LeM ay
,

1 9 8 2
)

.

1 1

.

枕圆枕(图版 n
,

a 一d )

N d ut u 和 H oPe fiel d 头骨 的枕圆枕呈梭形即其矢状径 (或厚度) 在中央部大于外侧

部
.
圆枕下缘边缘不锐

.
E hye spri ng

s和 O m o Z 的枕圆枕之前二头骨稍有不同
.
正中矢

状径相对地较大
,

圆枕下缘很弯曲并且界限分明
.
此结构在 o m

o Z 号比 El iye Sp ri ng
s的

为弱
.
在 L H 18 号

,

情况约介于此处描述的二极端之间
.
在 Bro ke n H ill l号仅保存了圆

枕区的左侧的外侧部
.
此部显示与上述其它头骨不同的形态

,

它的高度 (由头骨表面突出

的程度) 很显著
,

但其基部 (矢状径) 很狭; 它向外侧端变细
,

外侧端接近人字缝
,

大荔
、

金牛山
、

巢县
、

许家窑的枕圆枕部是中部的矢状径较高
,

向外侧变狭
.
尽管如

此也有形状差异例如金牛山和许家窑
.
所有这些标本的枕圆枕均不如直立人那样很向后突

出
.

总之
,

就此结构而言
,

非洲标本看来是变异更大
.
由早期到晚期的古老型智人似乎有

着趋于减弱 的趋势
,

如在 N d
utu 、

H

o
p

e

n

e

l d 和 a ro k en H iu 所见
,

在 Eliy
e springs则上

缘欠明晰下缘界限分明
.
根据中国的标本可以看到随时间而减弱的趋势

.
至于早期现代型

人
,

圆枕区仍有微弱或中度突出
,

显示非洲与中国标本基本相近
.

12
.
项区后部

El iy e Spri
ng: 的此区形态很特别

.
此处凹陷形成一对窝

,

窝底有许多小脊 (Br oue
r

an d L eakey
,

1 9 8 6 )

。

L H 1 8 号和 O m o Z 号的凹陷较浅
,

N d
u t

u

的凹窝很浅
,

H
o p

e
fl

e
l d

可能亦然
,

后者的此部很破损
.
大荔

、

金牛山和许家窑只有微弱的凹陷
,

而巢县标本在圆

枕之下则无界限清楚的凹陷
.

就此性状而言似乎非洲标本比中国的更为变异
.
但中国几具头骨的此区的形态提示需

要对此枕区作很细致的研究
.
例如山顶洞 103 号在枕脊下方有界限清楚的凹陷

。

O m

o
l

号和 si nga 此区也有凹陷
.

13
.
颧骨额突前外侧面的朝向

B od 。 和 Bro k en H ill l 号此表面颇朝外侧
,

左右二额突前外侧面形成的角度分别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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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

和 69
0 .

此表面在 Fl
ori sbad 则较朝向前方

,

角度粗略地可定为 110
。

; 由于面部的

破损状态使情况有些不确定
.

中国古老型智人中这个表面较朝向前方
.
在大荔和马坝(复原头骨)分别为 85

。

和

80
“ .

此特征在非洲古老型智人似乎变异较甚
.
si nga 的此表面颇向外侧

,

而 o m o l号和

B or de
r C av

e l号均难以确定
.
因在其复原头骨上颧骨与其它部分无直接接触

.

由 于此 角度难 于 测 量
,

我 们使用一 种 特别的 下领量 角器 (见 B功uer an d

K nu ss m an
n ,

1 9 8 8 之图 26)
.
为了对此特征的变异获得较好的印象

,

最好在尽量多的化

石标本上利用同样的技术
.

14
.
梨状孔上外侧部的突隆

B roken H ill l号此处稍隆起
,

F l
o r

i
s

b
a

d 也可能如此
.
B odo

,

N d
u t u 和 L H 18 号则在

此方面较接近现代头骨
.
大荔和金牛山此区均有隆起

.
在这方面似看不出地区间差异

.

巧
.
上领骨颧突的下缘(图版 11

,
e 一刀

B ed
o
和 B ro ken H ili l 号此缘斜 向上后以与颧骨下缘相连

,

其交接部没有向下的弯

转
.
E liye spring 也可能如此

.
这种形态与 B

roken H nlZ 号及 刊ori
sbad 不同

, ,

其上领骨

颧突下缘的外侧部在与颧骨相连之前稍转向下方
.
上领骨颧突下缘的内侧端或此缘与上领

体的交接处在 B od。 头骨颇为接近齿槽缘
.
在 Br

oken H m l 号和 L H 18 号此点的位置较

高
.
Fl ori sb ad 和 B ro ken H ill Z 号的情况不清楚

. 一

产
-

大荔头骨的此缘不象 B od。 和 Br oken H ill l号那样倾斜
,

却较象见之于
厂

L
H 18 号或

R orisb ad 的情况
,

金牛山也似如此
.

非洲标本在此缘轮廓和其最低点的位置方面颇为变异
,

而中国两个标本表现得较为弯

曲
.
图版 11 之 i和 j显示早期的中国现代型头骨中此缘轮廓变异的情况

.
P oP

。
(l 9 91 ) 研

究了东亚
、

非洲和欧洲的前现代和现代标本的这一特征
,

显示出很大的变异
.

16
.
齿槽突领

B odo 和 B
roken H ull 号的齿槽突显著突出

,

而此部在 F lo
risb“ 及 n

roken H ulZ 号

则不突出或突出微弱
.
L H 18 号居于中间状态

.
大荔和金牛山齿槽突不前突; 长阳则稍前

突
.
标本颇少

,

保存欠佳使得难以恰当地指出差异
.
根据对这几个头骨的分析看来

,

齿槽

突领在中国古老型智人比非洲古老型智人为弱
.
但山顶洞和柳江头骨则齿槽突领较发达

.

17
.
上面部高度

B ro ke n H ill l 号的上面高为约 91 毫米
,

双颧宽约 148 毫米
,

形成的上面指数为

61
.
5
.
几乎所有其它的非洲古老型智人标本都不能准确地测定此二测量项 目

.
B o d。 的上

面高大约 88 毫米
,

J
e

b
e

z I
r

h
o u

d l 号为约 77 毫米 (C on
roy 通讯: E nnouehi

,

1 9 6 2
)

,

此

指数很可能分别是大约 55
.
7 和 49

.
7

。

金牛 山的上面高为 74
.
2 毫米

,

其双颧宽为 148 毫米(吴汝康
,

1 9 8 8
)

.

上面指数为

50
.
1
.
虽然大荔的上 面部的下部变形

,

但其上面高最可能如金牛山一样短
.
尽管数据颇为

贫乏
,

看来在非洲标本中相对面高有大的变异
,

El i y e
s

Pr
i

ng

s 面部短而宽
.
中国两具古老

型智人头骨面部相对地较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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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论 和讨 论

在所分析的形态学特征中大多数既见于非洲也见于中国的古老型智人
,

但其中一些却

表现出稍稍不同的细节
.
在本文所研究的中国标本中

,

额骨正中矢状隆起似乎相对地较突

出和较狭; 前自区隆起和顶间沟几乎缺如
.
但周 口店直立人有与前囱区隆起相连的矢状

脊
.
另外

,

前二性状亦可见于少数早期中国现代型头骨
.

人字点骨在非洲古老型智人中很罕见而在中国同时代人中可能出现频率较高
.
在中国

的早期现代型人中仅见之于穿洞头骨
.

有几项特征在非洲古老型智人比在中国表现为较广的谱
.
属于这一组的特征有: 额骨

最突起部的位置
,

枕圆枕形状
,

项平面后部的形态
,

颧骨额突的朝向
,

齿槽突领和上领骨

颧突下缘的轮廓
.

有些特征见之于非洲古老型智人但迄未见于其在中国的同阶段代表
.
例如头骨最宽处

位置靠后
,

两侧颜上线之间最短距离位置靠后
.
但此二特征需作进一步精确的测量分析并

包罗更广泛的人群
.

此外
,

还有一些特征在两地区都常见有共同的变异范围而无重大差异
,

例如眉间区上

面观的轮廓
,

角圆枕
,

梨状孔上外侧部膨隆
.
扁塌鼻梁和圆钝的眼眶外下缘也属此类

,

我

们未收人本文
.

但本研究可用的样本例数太少
,

不足以可靠地评估各项形态特征的变异
.
本文所列变

异的细节可能会根据新化石的发现而改变
.
尽管如此

,

根据现已有的证据
,

似乎在一些特

征方面非洲古老型智人有着比中国者较广的变异谱
.
但正如上面已指出的

,

中国直立人以

及早期现代型人的许多特征与这个地区的古老型智人的情况细节不尽相同
,

有时显示出与

非洲古老型及早期现代型智人类似的较广的形态谱
.

已知的证据指示最早的人类可能出于非洲
.
可以合理地假设

,

在早更新世
,

有一些人

群由非洲在不同的时间向东亚
、

东南亚和欧洲迁徙
.
这使得不同大陆的较晚居民有着相似

的形态
.
但是遗传漂变

,

在新环境中的选择以及其它因素使得东亚较晚的居民在某些基因

的频率方面稍木同于其非洲的母群
.
虽然由于样本的例数少而产生不确定性

,

但看来这些

因素很可能产生了显示于本文的一些地区性差异
.
留在非洲的后代例如南非和东非的古老

型智人的许多特征
,

仍旧保持着较广的变异谱
,

但这些特征在东亚则是较少变异的
.
由于

中国古老型智人中表现的形态谱也与较其为早的中国直立人稍有不同
,

这指示在古老型智

人的进化中既有时代上的变化也可能有一些地区性分化
.

本文指出
,

值得
、

也必要就这些特征在各大陆的直立人和更新世晚期 / 全新世现代型

人中的表现作研究以弄清外来因素和地区连续性对东亚解剖学上现代型人类的出现的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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