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年 ∀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2

/3
,

& )
·

# 4 5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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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播庙遗址汉代墓葬出土的   例成年颅骨6男性 9 例
,

女性 : 例7进行 了研究
。

颅骨

的测量性状和非测量性状的分析表明
,

潘庙汉代居民在若干主要体质特1征上具有亚洲蒙古人

种的特点
,

并且与东亚蒙古人种最相近似
。

在潘庙汉代居民中存在着颅骨枕部人工变形的习

俗
,

这一特点与大议 口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居民颇为相似
。

本文所研究的古代人骨材料出土于山东省济宁市郊的潘庙遗址
。  ; < 年秋季

,

国家

文物局第三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的师生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

由汉代墓葬中共采

集到  9 例个体的人骨标本
。  ; ; 年秋季

,

笔者应邀赴山东克州唐庄对潘庙汉墓人骨进

行了鉴定和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性 别 与 年 龄

依照吴汝康等 6 ; : 7和邵象清 6 ; , 7所叙述的鉴定标准
,

对该批人骨的性别
、

年龄

特征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

在  9 例人骨标本中成年男性   例
,

成年女性 , 例
,

另有 1 例 ;

岁左右的儿童个体
,

其性别不详
。

本文所鉴定的潘庙汉代居民男女两性各自的死亡年龄

分布情况以及各年龄组在总体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

年龄分期 男 性 女 性

未成年期6 ? 岁以下7

青年期6 <一 ≅ 岁7

壮年期6≅ :一 ?岁 7

中年期6 <一 ? ?岁7

老年期6?< 岁以上 7

合 计

≅ 6 ;
2

≅ Α 7

< 6?斗
2

?Α 7

6≅ 9
2

Α 7

6< !
2

!Α 7

≅6: !
2

!Α 7

性别不详

 6/Β !
2

!Α 7

!

!

!

!

  6 ! !
2

! Α 7 ?6 ! !
·

)Α 7
 6 ! !

·

)Α 7

17 该课题 由吉林大学哲学
、

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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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观 察 与 测 量

该批人骨材料中大部分骨骼保存情况欠佳
,

因此仅从中选择出可供测量和观察的完

整或局部比较完整的颅骨   例6配合有下领骨者  ! 例 7
,

其中男性 9 例 61 例缺少下领

骨 7
,

女性 斗例
。

 
2

非测Χ 性状

从该组颅骨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结果来看
,

潘庙汉代男女两性居民普遍具有比

较陡直的前额
、

简单的颅顶缝和欠发达的鼻前棘
、

犬齿窝及鼻根凹
。

多数个体的颧骨上领

骨下缘转角处欠圆钝
。

此外
,

在该组居民中还存在着颇高的矢状峭和铲形门齿的出现率
。

≅
2

测盈性状

本文对该批颅骨材料进行了 ? 项线段测量
、

 : 项角度测量和  项指数的计算
 7 。

总

结潘庙组男女两性颅骨各自的测量性形态特征
,

可以发现在长宽比例上该组男女两性颅

骨颇为近似 > 男性组颅指数的平均值 ;!
2

 ≅ ,

极其接近圆颅型的下限 8 女性组的平均值

”
2

: ,

亦极为接近中颅型的上限
。

从颅长高指数来看
,

男女两性均属高颅型6男性平均值

9
2

! ? ,

女性 ;!
2

< ; 78 而在颅宽高指数方面
,

男女两性均为狭颅型6男性平均值 ;
2

9 : ,

女性

 ! !
2

< ≅ 7
,

但男性颅骨较接近狭颅型的下限
。

额宽指数
,

男性组为 <
2

≅?
,

属狭额型 8 女性

组为 <9
2

;
,

属中额型
。

从上面指数来看
,

男女两性均属中上面型
。

鼻颧角
,

男性组为

 : <
2

; < “ ,

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的上限 8 女性组的鼻颧角较 男性略大
,

为  :;
2

! “ ,

说明该组女

性颅骨具有较男性更为扁平的上面部形态
。

总面角
,

男性组 ;!
2

; “ ,

接近中领型的下限 8

女性组 99
2

?!
,

属突领型
。

从齿槽面角来看
,

男性组为突领型
,

女性组则属特突领型
。

眶

指数方面
,

该组男女两性均为偏低的中眶型
。

鼻指数
,

男性 :
2

,

为中鼻型 8女性 ?
2

 ; ,

属阔鼻型
。

三
、

比较 与 讨 论

与现代亚洲各类型蒙古人种的各数值变异范围6转引自潘其风
、

韩康信
,  ; : Δ

7 相比

较
,

在  9 项颅骨测量和指数的平均值中
,

本文标本除颅高和眶指数两项略超出亚洲 蒙古

人种界值的上
、

下限之外
,

其余 巧 项均落人其变异 范围
,

由此可见
,

潘庙组应归属于亚洲

蒙古人种
。

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各主要分支相比较
,

在上述 片 个项目中
,

本文标本有   项落

人东亚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
,

落人北亚和南亚蒙古人种界值的项目均为 ; 项
,

而落人东北

亚蒙古人种范围的项 目只有 斗 项
。

虽然本文标本落人北亚和南亚蒙古人种范围的项 目数

量相同
,

但不等于说本文标本与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等距离的
。

在超出南亚蒙古人种界

值的 个项目中有 9 项分别颇为接近南亚蒙古人种界值的上
、

下限
,

实际上
,

明显超 出其

界值范围的仅有颅高和颧宽两项
。

在超出北亚蒙古人种界值的 个项 目中
,

比较接近其

Ε7 该组的   例颅骨中有 例枕部存在着明显的人工变形
,

考虑到变形颅骨在若干测量项目上与正常颅骨之间存

在着差异
,

故在计算该颅骨组各项平均值时将变形颅骨的相应数据予以排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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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范围上
、

下限的项目仅有颅宽
、

鼻颧 角和上面高三项
,

其余 < 项均明显超出北亚蒙古

人种的界值范围
。

综上所述
,

潘庙组汉代颅骨的主要形态特征与东亚蒙古人种最相近似
,

此外
,

该颅骨

组在由较小的垂直颅面指数 6”
,

; ?7 所反映出的高颅低面性质以及较低的眶形和较 阔 的

鼻形等特点方面体现 出在某种程度上与南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的倾向
。

该颅骨组与北亚

蒙古人种
,

特别是与东北亚蒙古人种之间的关系甚为疏远
。

本文还选择了  ! 项主要颅面部线段测量绝对值6颅长
、

颅宽
、

颅高
、

最小额宽
、

颧宽
、

上面高
、

鼻高
、

鼻宽
、

眶高
、

眶宽 7和 ; 项角度与指数项目6总面角
、

颅指数
、

颅长高指数
、

颅

宽高指数
、

中上面指数
、

鼻指数
、

眶指数
、

额宽指数 7
,

运用计算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

值的方法
‘7 ,

将本文标本与若干古代
、

近代颅骨组进行比较
。

古代对比组中
,

本文选择了大仪 口组6颜胃
,  9 ≅ 7

、

西夏侯组 6颜国
,  9 7

、

殷代中

小墓 组和殷代中小墓 组  韩康信
、

潘其风
, !∀ # , ∃

、

西村周组  焦南峰
, !∀ # %∃

、

河宕组

 韩康信
、

潘其风
, !∀ # &∃

、

大通匈奴组  潘其风
、

韩康信
, !∀ # ∋( ∃

、

南杨家营子组  潘其风
、

韩康信
, !∀ # &∃ 以及扎资诺尔汉代 ) 组和扎责诺尔汉代 ∗ 组  朱乱

, !∀ # ∀ ∃ 等 !+ 个颅骨

组
。

其中除大通匈奴组缺少颧宽的项 目外
,

其余 ∀ 组均具有全部 !# 个项 目的完整数据
。

本文标本与各古代对比组之间平均数组差均方根函数值的计算结果如下
,

扎责诺尔·汉。·

一
−.+#
一
!.&∋.

.

耐豁们泪困川亩南杨家普口子·

一
!.%+
一
−.#%

大通匈奴组

一/.0!一−.1&
河宕组

一−.2∀一!.11叫
叫叫习到州殷代中小墓。组

一−.&+一!.!3
殷代中45’墓··

一
+.00
一
+.3!西夏侯组一.#一.∀

6 !# 项 全部项目 ∃
播庙组 7一

—
7 #项  角度和指数 夕

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
,

大坟口组
、

西夏侯组
、

殷代 中小墓 组和西村周组与本文标本

之间的函数值较小
,

表明他们在体质特征上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
。

尤其是大汉 口组
,

无论

是在全部 !# 个项 目上还是在 # 项角度和指数项目上
,

该组与本文标本之间的函数值均属

最小者
,

暗示出二者之间在体质类型上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
。

除此之外
,

众所周知
,

大汉

口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中普遍流行着颅骨枕部人工变形的习俗
,

而该习俗也同样存在

于潘庙汉代居民之中
。

由于时代相隔久远
,

我们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将大坟口 组与潘

庙组联系起来做出有关种系源流方面的推断
,

但二者之间在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这两方

面同时反映出来的一致性确实是耐人寻味的现象
。

殷代 中小墓 组
、

河宕组
、

大通匈奴组
、

扎费诺尔汉代 ) 、 ∗ 两组和南杨家营子组与
、

本文标本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疏远
。

近代对比组 中
,

我们选择了华南
、

华北
、

爱斯基摩和蒙古等 ∋ 个颅骨组  数据转 引自潘

其风
、

韩康信
, !∀ # ∋8

∃
,

本文标本与各近代组之间平均数组差均方根函数值的计算结果

−∃ 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 函数值的计算公式及其使用说明详见潘其风
、

韩康信  !∀ #斗。∃ 文章的有关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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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8

潘庙组
 ; 项6全部项 目7

;项6角度和指数7
⋯⋯⋯⋯
Φ

。
·

廿‘
Φ

”
·

吕
Ε

1
·

≅ !
Φ

由上述比较结果来看
,

本文标本与近代华南
、

华北组在主要体质特征上比较接近
,

而

同爱斯基摩
、

蒙古组之间则存在着颇为明显的差异
。

四
、

病 理 与 畸形

 
2

龋齿

龋齿的判断以龋洞的存在和牙齿表面明确的龋蚀现象为标准
。

本文观察的总计 ≅;

颗牙齿中
,

患龋牙为 ≅? 颗
,

约占总数的  ! 2? 多
。

其中男性牙齿 巧 < 颗
,

患龋牙  颗

6 ≅
2

≅多78 女性牙齿 ;≅ 颗
,

患龋牙 < 颗 692 多7
。

潘庙汉代居民的男女两性总患龋率

6 !
2

?多7
,

不仅超过了安阳地区殷代居民中约占 :2 务 的患龋率6毛燮均
、

颜阎
,  ? 7

,

而且也较 Γ )Η Χ∃ Ι 4∀ 6 7 所观察的现代中国人的患龋率 69
2

<呱7 为高
。

≅
2

牙周病

牙周病的判断以齿槽晴的明显病变为依据
,

只有那些齿槽萎缩已达到齿根长度  ϑ ≅

者才列为此病
。

在本文观察的  ?< 颗 男性牙齿中 ? 颗患有牙周病 6≅
2

9拓78 ;≅ 颗女性

牙齿中 巧 颗患有牙周病 6 ;
2

多7 8 男女两性的总催患率为 ≅9
2

9多
,

这一百分比也略高于

安阳地区的殷代 居民6毛燮均
、

颜阁
,  , 7

。

2

根尖脓肿

在本文所研究的一具女性颅骨 6; < Κ∗Γ /, 7 的左侧下领第一前臼齿的根尖周围发现

一处病灶
,

呈椭圆形6约 9 Λ ∀ 毫米 7
,

已破坏该下领骨颊侧的骨质
,

形成屡道
,

同时在该牙

齿咬拾面发现深度龋
,

已穿髓
。

估计此病例系由牙髓炎所引起的根尖脓肿
。

:
2

变形颅骨

本文所研究的   例颅骨中
,

有 例标本上存在着颅骨变形现象
。

其中包括男性颅

骨 ≅ 例 6∀ < ΚΜ Γ ≅
、

; < Κ Μ Γ : 9 7 和女性颅骨 / 例 6; < ΚΜ Γ  ? 7
,

均属成年个体
。

上述 颅

骨自顶孔稍后处明显向下转折
,

枕鳞的弧度消失
,

整个枕部变得十分平坦 6图版 / 之 一

 < 7
。

按照颜阁 6 9 ≅ 7 所叙述的畸形头分类标准
,

本文的变形颅骨均属枕型范畴
。

五
、

小 结

 
2

济宁潘庙汉代居民在人种划分上属于亚洲蒙古人种范畴
,

并且在若干主要颅面部

形态特征上与东亚蒙古人种最相近似
。

此外
,

在个别体质因素方面亦体现出某些与南亚

蒙古人种接近的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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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运用计算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的方法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
,

潘庙组汉代

颅骨与古代对比组中的大汉口 组
、

西夏侯组
、

殷代中小墓 组
、

西村周组以及近代对比组

中的华南组
、

华北组之间存在着较为接近的关系
。

1
.

济宁播庙汉代居民中存在着颅骨人工变形的习俗
,

变形颅骨的类型与大坟口 文化

新石器时代居民相同
,

均属枕型
。

本文所研究的人骨材料由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李季
、

何德亮同志提供
,

图

版中的照片 由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技术室李言同志协助摄制
,

笔者在此一并鸣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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