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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牙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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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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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镇词 龋齿 9牙周病 9 新石器时代

内 容 提 要

本文主要记述河南浙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人骨牙齿的龋齿和牙周病 9 初步探讨

了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病率与不同地理位置
、

性别和年龄的关系 9另外
,

对牙齿磨耗症
、

畸形中央

尖
、

根尖疾病等也分别作了记录
。

有关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口腔疾病的观察和研究资料
,

已有不少报 道 7毛 燮 均 等

! : ! 9周大成
, ! : ! 9 韩康信等 ! ; < 9 = > ? ≅ 6 Α 5 = > 5 ,

! ∀ Β 8
。

他们一致认为
,

当人类进人

新石器时代以后
,

其各种口腔疾病的催患率出现 日益增多的趋势
。

本文主要记述了河南

浙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人类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病率 9 并与同时代其他地区人类的龋齿和

牙周病的催患情况进行比较
,

初探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 口腔疾病的区域
、

性别和年龄的变

化状况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所用材料由河南省博物馆7现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8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提供的浙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期 7距今 : 一< 年 8 人

类牙齿
。

牙齿总数为 ! ;: 枚
,

分别附于 Χ 个下领骨和 Β: 个上颇骨
,

其中男性牙齿 ; 枚

7上颇 : 枚
,

下领 : !: 枚8
,

女性 ΒΧ : 枚 7上颇 <Χ 枚
,

下领 Β ! 枚 8
。

由于大多数颇骨已破

碎
,

有些标本难以修复其原有的咬胎位置
,

另有相当部分的牙齿已脱落
。

所以为了便于统

计和比较
,

龋齿和牙周病的催患率依牙数计算
,

牙齿磨耗度依 Δ Ε 。。? 氏的标准分级7引自

周大成
, ! , ! 8

。

观察项 目为 Φ 龋齿
、

牙周病
、

根尖病和畸形中央尖
。

观 察 结 果

&

倾齿 7Γ
∗ ≅ Η ? % ∗ ? Ε4 ∗ Ι 8

根据龋蚀在牙面的位置
,

可分为胎面龋
、

邻面龋
、

根面龋和大面积龋四个类型 7ϑ ∃%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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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 ‘%&
,

! ∀ : 8
,

为统计方便
,

本文将各类型观察结果统归为龋齿
。

据 !; , 枚牙齿的观察
,

患齿共 :Β 枚
,

发病为总牙数的 :
&

 肠
,

其中多数为邻面龋
,

咬

胎面龋较少
。

从龋齿的分布来看
,

上领7Ι 枚 8占总牙数的 。
&

∀多
,

下领7<< 枚 8占 <
&

, 多
。

相

比之下
,

下 颇龋齿催患率比上颇为多
。

从性别上观察
,

男性上领牙龋齿的催患率 ,
&

Β务
,

下颇为 ,
&

;多9 女性上领牙催患率

∀
&

;并
,

下领为 Χ
&

!务
。

从比例值看
,

女性龋齿催患率似乎比男性为高
。

Β
&

牙周病 7/
∗ Ε 4∃ Λ ∃ ≅ Η 4Η4。8

牙周病是牙齿支持组织破坏的疾病
,

是牙周炎症持续发展的结果
,

一般表现为齿槽骨

萎缩
,

牙根暴露
。

如果齿槽脊已吸收
,

牙根显露
,

也属于牙周病的一种表现 7弓卜自 ϑ ∃% ≅?
Ε

‘Η ?%
· ,

!∀ , 8
。

从下王岗遗址出土领骨上所附牙齿判断
,

患有牙周病的齿数 占总齿数的
&

;呱
,

其中

下颇骨出现率为 !
&

;多
,

上领骨的出现率为
&

Χ多
。

牙周病从性别上催患率的比较
,

上领骨男性为 Β
&

Β务
,

女性 占 <
&

<多 9下颇骨男性的出

现率为
&

∀并
,

女性为
&

<外
。

两性在牙周病的出现率基本相似
。

 & 暗形中央尖

畸形中央尖属非正常牙尖量 7) Μ ≅ ∃ Ε Ν ? % ≅ 5 Ν Μ ∗ Ε ∃ Ο ∗ 5 Π。8
,

多数发育于前臼齿和 臼

齿的殆面上
。

据张振标观察
,

大同北魏时期墓葬人牙中
,

也发现过两例 Φ 一例位于左右上

颇第二前臼齿胎面中央偏颊侧 9 另一例位于左侧上 ϑ
Θ

抬面略偏前尖
。

在下王岗的标本

中
,

我们发现一例 7ϑ
<,

号 8出现畸形中央尖
,

位于左右下领第二前臼齿 7/& 8 的拾面中

央
,

其尖端已见磨耗
,

但髓腔尚未暴露
。

依齿数计算
,

约占
&

Β务
。

<
&

磨耗症

在本组 ! ;: 枚牙齿中
,

发现 ;
&

Χ多的牙齿7 ; Β 枚8矜面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磨耗症
。

从

统计结果表明
,

≅ %度磨耗7即殆面的釉质完全消失
,

牙本质完全暴露8的比例最高7<:
&

<多8 9

度磨耗7即齿尖已磨耗
,

牙本质部分暴露8次之7 ;
&

Β Ρ 8 9 ΣΤ 度磨耗比例7
&

:多8和 %

度磨耗比例7Χ
&

!多8最少
。

这一统计结果
,

与河南广武新石器时代人牙磨耗症完全相似
,

均以 度磨耗为最多7周大成
, ! : ! 8

。

从磨耗症的牙位来看
,

大多数为下颇左右第一臼齿 7ϑ
,

8 和第二 臼齿 7ϑ
Θ
8
。

上领

牙齿的磨耗症
,

大多数为第一臼齿 7ϑ’ 8
,

这一点基本上与澳大利亚土著相 似 7ϑ ∃% ≅?
Ε

。 , 。
& ,

! ∀  8
。

值得注意的是
,

大多数重度磨耗的牙齿均伴有牙周病
,

因重度磨耗
,

使牙

周组织失去平衡
,

造成创伤性胎关系
,

而且因磨耗严重
,

使细菌穿过牙冠
,

侵人牙髓腔
,

引

起牙齿根尖病变
,

导致齿槽脓肿7如 ϑ、 ,

ϑ ”9

标本8
。

另外
,

因重度磨耗
,

引起咬胎力木

均衡
,

使牙齿劈裂
。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

在本批所有标本中
,

未发现一例有牙颈部楔状缺损症
,

7这

种症状被认为与人用牙刷横着刷牙有关 8
。

因此
,

我们推测当时人类 7至少可以说下王岗

人 8尚未开始建立使用牙刷刷牙的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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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 与 讨 论

&

牙病稚息率与性别关系

/4 ≅Λ Μ∃Ε 6 7 ! ; 8 认为
,

龋齿是一种感染的疾病
。

它广泛发现于世界各人种或人群
。

ϑ ∃Ο ≅?
Φ 等 7 ! ∀ , 8报道

,

匈牙利史前人类7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 8
,

龋齿的个体比例很

高7: 
&

;并8
,

牙周病也多占 <Χ
&

<多
。

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牙病状况如何呢Υ 下面我们仅从少数几组已知牙病出现率作一

粗略比较7表 8∃

表 下王岗组与其他史前组牙病稚息率之比较

牙 病
ς

组 别
ς

男 合计

下王岗新石器组

宝鸡华县新石器组

河南广武新石器组

江苏大墩子新石器组

安阳殷代组

欧洲新石器组

:
&

; Ρ

Β
&

峪; Ρ

Χ
&

∀ :Ρ

斗
。

Β ΧΡ

:
&

Β Ρ

 
&

斗!Ρ

∀
&

宝 Ρ

;
&

Β Ρ

Χ
&

Ρ

 
&

 ∀Ρ

!
&

Ρ

Χ
&

< Ρ
<

·

<呱

 
&

; ΧΡ

下王岗新石器组

宝鸡华县新石器组

河南广武新石器组

江苏大墩子新石器组

安阳殷代组

&

∀ ΒΡ

Β
&

Ρ

&

咋 Ρ

 
&

∀  Ρ

;
&

 Ρ
&

 呼Ρ

,
&

 Ρ
&

∀ Ρ

·

!  Ρ

Β
&

< 呢
Χ

&

Χ ;Ρ

Χ
&

ΧΡ
&

ΒΡ

周牙病

从表 百分比的比较可以看出
,

经
“ Η ” 值测定

,

下王岗组龋齿催患率
,

与河南广武组

的有显著差异之外 7/ Ω
&

: 8
,

与其他各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7/ Ξ
&

:8
。

这个比较结

果也许表明
,

人类牙齿的龋齿催患率
,

基本上不存在地区性的差异
。
至于牙周病催患率

&

与龋齿催患率相似
,

也不存在地区性的差异
。

从同一遗址中性别方面来看
,

龋齿和牙周病催患率的比较
,

可以看出各组内两性间均

无明显差异 7/ Ξ
&

, 8
。

也就是说
,

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病率没有性别差异
。

这一观察结

果与 ϑ ∃Ο ≅?
Ε
等人 7 ! ∀ : 8所研究的匈牙利史前人类牙病所得的结论完全一致

。

从龋齿发生部位来看
,

下王 岗组基本上与大墩子组7韩康信等
,

! ; < 8和宝鸡华县组

7= > ? ∃ 6 Α 5 Φ > 5 &

! ∀ Β 8 的观察结果相符合
,

多数为邻面龋
。

但与匈牙利史前人类的以牙

骨质龋 72
∗Ν ∗ ≅ Η?% 2 ? Ε 4∗ Ι

8 为多数7<  外8有区别 7ϑΨ% ≅ ? Ε ∗ , ? %
&

,

! ∀ : 8
。

Β
&

倾齿和牙周病福息率的年龄变化

由表 Β 的比较可以看出
,

各组内不 同年龄组之间龋齿的催患率
,

经
“ Η” 值测定

,

均无

显著性差异 7/ Ξ
&

: 89 各组之间
,

同一年龄组经测定比较
,

也不存在组间差异
,

这点可

能表明
,

同一时代不 同地区的居民
,

龋齿的出现与年龄变化关系不显著
。

至于牙周病
,

由表 Β 的百分比的比较
,

其发病率与年龄变化关系较为明显
,

如大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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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Β 颐齿
、

牙周病的年麟变化

部 位
青 年 组

7Β 岁以下8
中 年 组

7Β 一  ! 岁8
老 年 组
< 岁以上8

总牙数

龋 齿

牙周病 :
&

∀ ∀Ρ

  

&

∀ Ρ
<

&

: Ρ

% %

Χ  
&

Χ  Ρ

∀
&

∀ Β Ρ

总牙数

龋 齿

牙周病

  

 
&

 Ρ

: Β !

 
&

斗ΨΡ

;
&

; :Ρ

Β :Β

!
&

! ΒΡ

!
&

:Ρ

组青年
、

中年
、

与老年组之间的催患率明显不 同
,

差异显著 7/ Ω 。
&

: 8
,

下王岗组 的中年

与老年之间差异也显著
。

因此
,

我们可以推测牙周病与年龄的变化有关
,

随着年龄增长牙

周病的出现率愈高
。

据观察
,

匈牙利史前人类牙周病催患率
,

从青年组到中年组也是呈现

递增的趋势 7ϑ
∃ %≅ ? Ε ∗ Η ? %

& ,

Ε 6 Ι, 8
。

 
&

颐齿和牙周病与牙位的关系

从表  百分数的比较可以看出
,

下王 岗组与江苏大墩子组一样
,

患龋率最高的是 ϑ
9

和 ϑ Θ ,

其中 ϑ
Φ

的患龋率又比 ϑ
Φ

高
。

同样陕西两组下领牙齿的患龋率也以 ϑ
Φ

和 ϑ
Θ

为最高
,

甚至青铜时代的安阳组也是如此
。

但从这四组的比较来看
,

似乎青铜时代龋齿的

牙位更为普遍
。

、

表  下领牙病在不同齿位上稚息率之比较

牙 病 Ζ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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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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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牙周病的催患牙位比较也表明
,

新石器时代的三个组
,

大多集中于三个臼齿部位

Α 约 )∋ 务一 %, 关Β
,

但是
,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
,

进人青铜时代人类牙周病的患病部位愈

来愈扩展
,

几乎每组牙位都可能出现
。

例如
,

安阳殷代组
,

其下领的每一个牙位几乎都出

现过牙周病
。

由这两种牙病的患病部位之分布来看
,

也许表明
,

自新石器时代起
,

牙周病的催患率

比龋齿更为普遍
。

此情况与欧洲匈牙利史前人类所患牙病的情况基本相似
,

即牙周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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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患更为普遍 7ϑ
∃ %≅ ? Ε ∗ , 。

& ,

! : , 8
。

<
&

齿冠磨耗与牙病关系

我们在观察齿冠磨耗程度时发现
,

大多数重度磨耗的牙齿
,

其齿根周 围的齿槽骨出现

吸收或萎缩
,

齿根多半暴露
。

另一种情况
,

由于重度磨耗
,

可以穿透牙冠部的釉质与牙本

质
,

甚至到达牙髓腔
,

细菌通过牙髓腔至根尖
,

引起根尖炎症或脓肿
,

使根尖周围齿槽骨破

坏
、

吸收乃至空洞状
。

但有的重度磨耗
,

由于继发牙本质的生长
,

未曾穿髓
,

因创伤性 咬胎

关系
,

使骨质产生一些变化
。

以上现象也许表明
,

牙齿的磨耗程度与龋齿催患率并无明显关系
。

但是
,

由于重度

磨耗可以并发牙周疾病
,

牙周炎症可以引起齿槽脓肿 7)% Τ∗ ∃% ? Ε ? Μ Ι2∗ Ι Ι
8 和 根 尖 脓 肿

7) Π 4∗ ? % ? Μ Ι ∗ ∗ Ι Ι
8
。 Ψ Ε Η ≅ ∗ Ε 等人 7 ! ∀ 8 也认为磨耗症与牙周疾病与齿槽脓肿

、

根尖脓肿

有密切关系
。

小 结

从上述我国史前人类牙病的比较分析
,

也许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Φ

&

在同一时期 内
,

人类龋齿或牙周病的催患率
,

甚至其类型与人类所居区域
、

性别之

间基本无关
。

也就是说
,

龋齿和牙周病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区域
、

不同性别的居民中普遍存

在
。

Β
&

龋齿的催患与年龄变化似乎没有明显关系
。

牙周病的摧患与年龄变化 有 密 切 关

系
,

随着年龄的增加
,

牙周病的催患率愈高
。

 
&

人类牙病的产生
,

除与宿主和细菌因素有关外
,

尚与食物的化学性质与软硬度有

关
。

食物粗糙硬度大
,

牙齿磨耗重
,

严重磨耗使咬胎关系失去平衡
,

导致牙周创伤
,

造成牙

周的破坏与吸收
。

另外人类牙病与口腔卫生 习惯关系更为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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