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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把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分为华南
、

华北两大类群
,

其中华北类群又可分

为三个小类群
。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
,

南
、

北两群间及华北各类群间都发生过血缘混杂的过程
。

运

用数理统计方法也可把我国旧石器晚期人类
—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在体质特征上与我国新石

器时代各组居民明显地区别开来
。

山顶 洞人和柳江人分别代表我国旧石器晚期南北两个不

同的地方类型
。

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所谓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或南亚人种特点可以追溯

到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
柳江人

、

山顶洞人
,

这些特点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组人类固有的

特点
,

只不过在不同的类群中表现有所差异而已
。

引
‘

曰

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体 质特征
,

张振标 7  ! 8
、

张振标等 7  ! # 8 曾作过初步

的探讨
,

本文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晚期人类的体质特征数据
,

运用统计方法
,

对

他们的类型及承继关系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

数据由 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系垣原和郎教授

代为送交东京大学计算中心加以处理
,

并给予详细指导
,

在此特致谢意
。

一
、

材 料

本文所用的比较材料为国内新石器时代人类 7男性 巧 组
,

女性 # 组 8和旧石器时代

晚期 人类7男性 # 组
,

女性 组87表 1 , # 818)

作统计分析的体征项目有头长
、

头宽
、

头高 7:4 一:8
、

额最小宽
、

颧宽
、

上面高 7
;

一

< =

8
、

眶高
、

眶宽 7>? 一%≅ 8
、

鼻宽
、

鼻高及总面角等 项
。

其中有几点说明
Α

2

凡只有

以 ;
一 ΒΧ 测量值作为上面高的组都 减去 #

2

毫米
,

换算成为以
;
一<= 测量值的上面高值 9

#
2

眶宽和眶高
,

凡有左右两侧数据值的都采用左
、

右平均数值 9 Δ
2

男性石固组的头高值

7:4 一 : 8
,

根据女性头骨的头高值 7:4 一: 8 与耳上颅高值 7:8 的比值而加以推算出来 9 Ε
2

女

8 参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
,  Φ 9 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

,  Φ几 吴汝康
,

  9 吴新智 ,

 ∀ 9 吴新智等
,  Φ ! 9 陈德珍等 ,  ! 9 张银运等

,  Φ Φ 9 张振标 ,  ! Γ
,

 ! 9 张振标等
,  ! #

,
 Ε 9 颜简

、

刘昌芝等 ,  ∀ 。9 颜简
、

吴新智等 ,  ∀ Γ 9 颜筒
,  ∀ # ,  ∀ ,  Φ #

,
 ΦΔ 9 韩康信 等

,  Φ ∀
,
1, Φ  ,  ! # ,  Δ 9 三

宅宗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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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性野店组
、

华县组
、

昙石 山组的颧宽根据其同组男性的头宽与颧宽的比例推算出来 9
2

女

性昙石山琪角头高值7Η4 一Ι8, 根据同组男性的头长加头宽与头高的比例推算出9∀
·

女性红

山后组的鼻高根据同组男性鼻高与鼻宽的 比例算出
。

此外
,

在统计中所使用的标准差采用

河南石固组的标准差
,

其中
,

当男性组的项 目缺少标准差时就由女性组的标准差加以替代
。

二
、

方 法

本文采用的数理统计方法是 ∗ %;= ) Β% , Β
形状距离 7<

% ; = ) Β% ,

 Ε 9 (
4 ; ϑΗ 4 =4 ,

 Φ  8及

口型相关系数的主成分分析法 7− ) == Ι % % ϑ;ϑ
,

 Φ Δ Α / ; %4 ΚΗ 4 ; Χ Β ) ≅ 4 1
,

 Φ Δ 9 (
4 ; ϑΗ 4 =4 ,

 Φ  Α 张尧庭等
,  ! # 8

。

2

形状距离

, , 、

阴 一
Λ 又 入

—
一

拿
7‘

#

8
Μ

。 一

Ν拿
7‘,

’

Μ
。#

7。 为项目数
, Χ 为两组间之差值8

先把已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使成为标准化的平均数 7ΒΚ4 ;Χ 4= Χϑ Ο% Χ > %4 ;Β 8
,

然后求出各

组间的形状距离矩阵
,

再作出聚类图
。

#
2

主成分分析法 7<− ∃ 8

第一步
,

求各组间的相关系数
,

艺 7.
‘, 一 叉, 87Π

‘, 一 又Θ8
Α Ρ

门2 2
叫

, 2 2
叭

白
目

2
目
白
目

2 2 2 22 2

6
2叫 叫

电
2 2 22 2 2 22 2 22 2 2

6
‘一‘

月2 2
目

七2 2 2 22 2 22 2

目
2 2 2 2

一
丫艺7. ‘, 一 无, 8

,

艺 7Π
, , 一 无 , 8

,

7ϑ 为项目
,

Σ
、

灸分别为组别 8

先把已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使成为标准化数据 7ΒΚ4 ;Χ
Α =Χϑ Ο

%Χ ΧΒ Κ4 8
,

这样求出的相关

系数为 Τ 型相关系数
。

普通的相关系数或 Υ 型相关系数用来说明一对测量项目或观察项

目之间的关系的
,

而 Τ 型相关系数是计算一对群体间的关系的
,

所以 Τ 型相关系数代表

两群体间在形状成分上的相似程度
。

Τ 型相关系数值从 ς 到 一
,

ς 1 表示在 形 状上

完全一致
,

一 表示完全不一致
。

由上述的 口型相关系数排列出 Τ 型相关矩阵
,

我 们把

相关矩阵记作 Υ 。

第二步
,

求 Υ 的特征值和其对应的特征向量
,

相关矩阵的特征方程为

ΩΥ 一川 Ξ Γ ,

其中
, + 为与 Υ 同阶的单位矩阵

。

第三步
,

选取累积百分比的值 占总方差

达 !Γ 关 以上的主成分
,

由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组成的初始因子矩阵经因子轴的旋转计算出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

亦称主成分得分
。

第四步
,

由主成分得分绘制散布图
。

三
、

结果 与 讨 论

形状距离矩阵及其聚类图7图
、

# 8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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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是根据男性各组形状距离矩阵所作的聚类图
,

大致可分为几群
Ψ
下王岗组 ∗ 8 (与

庙底沟组 ∗ ϑ (关系很近
,

再加上野店组 ∗ 4 (可为一大群 Λ 大议 口组 ∗ , ( 与宝鸡组 ∗ ≅( 关系也

很近
,

半坡组 ∗ 0 ( 与红山后组 ∗ % %( 关系也很近
,

而且除了以上所提四组外
,

再加上华县组

∗ − (
、

西夏侯组 ∗ Ο (及横阵组 ∗ % Ν( 成为一大群 Λ昙石山组 ∗ %8 (及濒皮岩组 ∗ %4 ( 关系接近
,

再

加上河宕组 ∗ % ϑ (又可组成一大群 Λ此外
,

河姆渡组 ∗ % )( 与柳江人 ∗ % Ο ( 虽可为一群
,

但在距

离上 比以上三群都远得多
。

图 8 是根据女性各组形状距离矩阵所作的聚类图
,

大致可分为几群
Ψ
石固组 ∗ >( 与野

店组 ∗ ϑ (关系较近
,

大议 口组 ∗ Ζ 与西夏侯组 ∗ )( 关系接近
,

以上四组再加上下王岗组 ∗ 8 (可



# 期 陈德珍 Α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类型及其承继关系 Φ

晚期人类男性各组洲Κ 位7单位 Α 毫米
,

度8
< 4 1% ) 1ϑΚ Η ϑ。 3 4 ) ϑ; − Ηϑ; 4

7>
4 1%

8 7
Ι ; ϑΚ Α

>>
2

宝鸡 3 Β 1半坡 3 ] 2 横阵 3 Γ 2红山后 311

Χ % ] = % %

8

昙石山
3 #

宕
Δ

饭皮岩
3 Ε

河姆渡
3

柳江人
3 ∀

山顶润人
3 Φ

叉 1 ” 1 又 Γ 叉 1 。 雌雌雌 ΠΠΠ

!!!!! !  
2

ΦΦΦ

ΦΦΦΦΦ Δ  
。

###

##### Ε
。

ΔΔΔ

111  
2

ΓΓΓ

##### Δ
2

∀∀∀

##### ∀ !
2

ΓΓΓ

Δ Δ
2

∀−−−

Ε#
。

Φ

ΔΔΔΔΔ #  
。

#####
2

   

##### !
。

−−−

, 1 牙 1 。 Ω 戈 叉 1 ” 叉 1 。

厅日卜卜曰一#ΓΕΕΔΔ∀ΓΦΔ
泪小小山

;,,‘‘,哎#‘Ψ
626‘Ψ1、,‘‘Ψ

!(Δ Δ∀#!舰#月!ΟΟ8
护Ν,、,!∀>
‘Φ‘,!,,

∃

⋯
,!,
吸∀6>>,∀Υ了Φ∃∀,[

∃∃二‘∃二∃∃且

44∃

⋯
,几,Σ,乙,工6石内!月,Υ了,五二它曰∃二

∃∃∃∃∃∃∃∃
月
∃∃∃∃∃∃∃∃∃

∃,!ϑϑ88 8 ∴ 8 Ο Κ% 5 Ν
。

5叨 % % %% 5 Ν
∃

刁

0 ϑ% 0

北

% %月
。

5

% 4 %
。

月

0 ϑ
。

Η

% ϑ5
∃

−

⋯
Τ只,!,!#!?了,立,∃立月

∃∀
,,‘,几

∃∃∃∃∃∃∃∃∃∃∃∃∃∃∃∃

、∀工气」,‘哎」

5 ∴% ϑ Ν
。

)

,>,‘,‘,且%
%∃ ∃且 、护, 、夕七

Ψϑ
85斗

∃了,‘Π7!>、少ΠΘ

,∀
∀
,,‘,一

∃∃∃∃∃∃∃∃∃∃∃∃∃∃∃∃

!工工∀习口巴口

职

∃ ∃

⋯
‘∀,,‘#!月,沪Ο,!

∀
,,一,Υ口4勺>产.

‘,− )
·

”令
ϑ ϑ

。

0 4

翻(

% ϑ Ν
∃

)

Ο )
∃

4

ϑ 8
。

月)

斗%
∃

)

8 Ο
∃

丁

ϑ %%ϑ 5
。

ϑϑ

,
月

,Υ产∀‘,!
口∃二∃几∃二

尹ΝΟ

,!
∃ ∃二,‘ 、夕Ο

∃ ∃二

默
ϑϑ

呷粼默

Ν % ϑ % 5 Ν
。

引 5

∃

⋯
,一 了工,,主

‘
,,一气Ι6岌

Η
6钾以]、,尹.,太,!,

廿

4, ∃人%%1>

Υ护Η∀尸卜‘>?!Θ,∀工#
,艺%%.Ν8%、∀,‘,人,生

∃∃∃∃∃

⋯⋯
比“一Ι∀
∃ ∃二,!,!,‘,!,!工!,‘,∃Φ

‘∀,Υ户,!工∀,!∃%几,一一,。∃ ∃‘,上‘!几侧∃三

期人类女性各组洲1 值∗单位 Ψ 毫米
,

度(
< / >+ ? >Β1 Χ ΒΔ Ε / 6 Β 6 ς Χ Β 6 Ψ

∗ #
+ 9 / >+ ( ∗

, 6 Β 1 Ψ

99
∃

Φ + Ξ 7 + +
(

华县 < Ο 宝鸡 < − % 红山后 <5 昙石山 < Ξ 河宕 < %Ν 阮皮岩 山顶洞人
< %ϑ

戈 ∴ ,
Μ Μ Μ Μ 又 Κ 二

,‘,了‘伟乙,‘,‘,‘
∀,∀份,‘,‘舟
了‘

∃∃∃∃∃∃∃∃∃∃∃∃∃∃∃∃∃∃∃∃∃∃∃∃∃∃∃∃∃∃∃∃∃∃∃∃

 、少工∀工,只曰、沙夕、

66Σ哎亡少∀Σ2,‘Υ∀Τ曰臼了1,暇」
∃ ∃∃∃

⋯⋯
八曰甘,∀丈
∃ ∃工∀“卫产Ν6,!%%矛6∃目八切Υ

奇,!月%
∃6+!.,!
‘月∃

,
∃

,∃了
‘∃二‘∃且‘∃人∃ ∃人∃ ∃二‘%%%,%

%%,%,%,妇,一%%%∃%%∃%> Ν

0

5

> 8

月

−

% Ο

> )

5

0

0

)

) )

)

气

斗>
。

斗0

8 )
∃

5 Ο

斗0
。

% 8

5 ϑ
。

8 8

月0
∃

ϑ

) Ο
。

8

% 5 ϑ
∃

0

% ϑ Ο
∃

%

> 峪0
。

Ν

0 %
。

>

% ϑ 魂
∃

%

Ο 5
∃

%

ϑ ϑ
。

翎

4 %
。

0

8 −
∃

5

) Ν
∃

Ο

5 )
。

−

% 5 咚
∃

ϑ

% ϑ −
∃

)

% ϑ Ο
∃

8

0 %
∃

0

%8 −
。

5

Ο%
∃

斗

ϑ Ν
。

月

%8
。

ϑ

8 −
。

ϑ

4)
。

5

5 8
。

ϑ

< , Λ

∴ 权蜂萝

二>
++

普导

⋯令⋯去⊥
∴

4

∴
’8 0

·

。
∴

∴
4

∴‘ϑ ,
·

。

∴
∴

)
∴
”Ν

·

。

∴
% 8 ∴‘子8

·

)

∴
∴
斗
%
”0

·

。

%
∴
斗
∴

ϑ −
·

。

∴
∴斗 ∴ ‘?

·

)

∴
∴

ϑ
∴
“,

·

。

∴
∴斗 ∴

‘Ο
·

)

∴
∴
斗

%
吕,

‘

。

⊥

_∀工、夕,%工工∀
ϑ斗
 了八己Φ
∃

4
,!叹,

∀
,,三 ,

⋯

脚了 、∀口目,!口 !,、⎯Ν8口∃志!∃鑫曰∃二

,%‘Υ

!Ο
‘

6ς6>α67、∀尹Ν
‘∃%们∃

∃∃

⋯
,‘ 了,‘,‘一、少,!矛Ο7!∀

‘
,一

‘∃二

尹匕
月,‘>、少丙,∀

,!>,Υ∀Τ产,Σ,‘%%
∃

⋯⋯
眨夕口Ν%,,二只一口。,!∃了,!#∀Ν8,乙‘7!

∃ ∃三,月二∃卫二∃ ∃工月, ,!#!%∃%%%

,‘
∀,、夕
8

哎夕门]脚了
‘,八
>
 工少,一护Ν

∃∃二口Γ工工∀,!Σ了,‘
∃∃

⋯⋯
‘,八Ο
∃“∃,!八州Σ

,
!
, ∃%,!
%∃%%了勺了

‘气,!Τ∀+!内2
,!∀

∃

,‘月矛‘
‘∃人∃ ∃人∃ ∃几∃盆

心

为一大群 Λ华县组 ∗ Ο (与宝鸡组 ∗ − (关系较近
,

再加上昙石山组 ∗ 0 (
、

河宕组 ∗ % Ν ( 及甄皮岩

组 ∗ % %( 可为一大群
。

口型相关系数矩阵及主成分得分二向散布图 ∗图 ϑ
、

Ζ Ψ

一般
,

前几个特征值的累加百分比所代表的方差已足够代表整个数据的变化
,

本研究

绘制前两个主成分 ∗ Α ?
∃

> 、 Α ?
∃

8 ( 得分的散布图把各组新石器时代标本试划分为几个群
。

图 ϑ 是男性各组的散布图
。

图中
,

石固组 ∗ % (
、

大坟口组 ∗ , (及西夏侯组 ∗ Ο (可为一类 Λ

宝鸡组∗ 5 (
、

华县组 ∗ − (
、

半坡组 ∗ 0 (及红山后组 ∗ % %( 可 为一类 Λ下王岗组全∗ 8 (
、

庙底沟组 ∗ ϑ(

及野店组 ∗ 4 (可为一大类 Λ昙石山组 ∗ %8 (
、

河宕组 ∗ % ϑ (
、

颤皮岩组 ∗ %4 (及河姆渡组∗ % )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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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类
。

特别有意思的是横阵组7 Γ8 与河宕组7 Δ 8有较近的关系
。

此外
,

柳江人 7 ∀ 8与

山顶洞人 7 Φ 8都与新石器时代组较疏远
,

各自成一类
。

图 Ε 是女性各组的散布图
。

图中
,

石固组 7 8
、

野店组 7Δ 8
、

西夏侯组 7 8
、

下王岗组

7# 8
、

大坟 口组7Ε 8及华县组7∀ 8可为一大类 9 宝鸡组7Φ 8
、

红山后组 7Β8 及河姆渡组 7 # 8 可

为一大类 9 昙石山组 7 8
、

河宕组7 Γ8 及颤皮岩组 7 8 可为一大类 9此外
,

山顶洞人组 7 Δ 8

与其余各组都较疏远
。

从以下四图7图
, # , Δ , Ε 8 可以看到

,

无论是形状距离聚类图还是 Τ 型相关系数的主

成分得分散布图
,

男
、

女两性间在类群的划分上有些不完全相一致
,

而且男性的类群要比

6#ΔΕ习夕‘Γ #科Δ巧∀广

图

Χ % ; Χ = ) ] = 4 > ) ? Κ Η %

男性各组形伏距离聚类图

> 4 1% ] = ) Ι < Β : 4 Β % Χ ) ; Κ Η % ΒΗ 4 <% Χ ϑΒ Κ4 ; % %

+

Δ

#

Ε

∀

,

 

Γ

1+

!

#

Δ

图 # 女性各组形状距离聚类图

Χ % ; Χ =) ] = 4
> ) ? ΚΗ

%
?

%
> 4 1% ] = ) Ι <Β :

4 Β % Χ ) ; ΚΗ % ΒΗ 4 ∗ %
Χ ϑΒΚ 4 ; ⊥ %

图例 Α 图 , Δ

—
石固 , #

—
下王岗

, Δ

—
庙底沟

, Ε

—
野店 ,

—
大改 口 , ∀

—
西夏

侯 , Φ

—
华县 , !

—
宝鸡

,  

—
半坡 , Γ

—
横阵 , ;

—
红 山后 , #

—
昙石山 , Δ

—河宕 , Ε

—
阮皮岩

,

—
河姆渡

, ∀

—
柳江人 , Φ

—
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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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性分得细些
,

这是因为男性各组间在体质形态上的差异要比女性各组间的差异明显些

7陈德珍等
,  ! 8

,

因此
,

本文以男性组的类群划分为主要依据
,

并结合女性组情况作新

2 ∀

2 Δ

2 #

2

2 Ε
一 Ε

Γ万_%

一
6

—
闷

一一一一一一甲二了2 Δ 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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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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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2

2

图 Δ 男性各组主成分得分散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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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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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Ε 女性各组主成分得分散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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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Ε

—
石固 ,

宝鸡 , !

—
红山后 ,

?%> 4 1% ] = ) Ι ∗ Β : 4 Β

%Χ
) ; ΚΗ % ∗ = ϑ; % ϑ∗ 4 1 ⊥ ) > ∗ ) ; % ; Κ

/ − Γ = % / 7∋ ∴
。

1
,

∋ )
。

# 8

#

—
下王岗

,
Δ

—
野店 , Ε

—
大议 口 ,

—
西夏侯

, ∀

—
华县 , Φ

— 

—
昙石山 , Γ

—
河宕 ,

—
断皮岩

, #

—
河姆渡

, Δ

—
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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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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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 Δ中的符 号说明Α △经颜阴校 正的值7大 演口是校正 后取得的值 ,西夏侯是去 除畸形头骨 后取得的值 8·卞 根据

凡 眶指数有左 、右侧数据 的,都取平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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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男女各组洲 , 指数及总面角 7度8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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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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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Δ 888 Δ
2

Φ ∀7 8888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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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7 ∀ 88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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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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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计算的值
。 Γ 根据

“

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
”

一文
。 Θ 为原文 中计算有误而经本文作者重新计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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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各组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体质类型的探索
。

现在具体阐述一下在男女两性体质特征差异上的表现
,

这是造成男
、

女两性间在分群

上不完全相一致的原因所在
。

表 Δ 列出了男女两性各组的主要特征指数及总面角值
。

可

以看出
,

在颅指数上
,

大汉 口组
、

西夏侯组和华县组的男性为中颅型
,

而女性为圆颅型 9 红

山后组的男性为长颅型
,

女性为中颅型 9 石固组的男性为中颅型
,

女性为圆颅型
。

在颅长

高指数上
,

河姆渡男性为高颅型
,

女性为正颅型 9 山顶洞人组男性为低颅型
,

女性为高颅

型
。

在颅宽高指数上
,

野店组男性为中颅型
,

女性为阔颅型 9 华县组男性为狭颅型
,

女性为

中颅型 9 山顶洞人组男性为中颅型
,

女性为狭颅型
。

在上面指数上
,

石固组男性属于狭上

面型
,

女性为中上面型 9颤皮岩男性属于中等上面型
,

女性为阔上面型
。

在眶指数上
,

野店

组男性属于低眶型
,

女性属于中眶型 9 颤皮岩组男性属于中眶型
,

女性属于低眶型 9河姆渡

组男性属于低眶型
,

女性属于中眶型
。

在鼻指数上
,

西夏侯组男性属于中鼻型
,

女性属于

狭鼻型 9 华县组男性属于阔鼻型
,

女性属于狭鼻型 9颤皮岩组男性属于阔鼻型
,

女性属于特

阔鼻型 9 野店和河姆渡组男性属于中鼻型
,

女性属于阔鼻型
。

在总面角上
,

石固组
、

野店组

的男性为平颇型
,

女性为中领型 9华县
、

红山后
、

昙石山及河宕男性组为中领型
,

女性为平

领型 9下王岗组
、

山顶洞人男性为中领型
,

女性为突颇型
。

另外
,

比较形状距离的聚类图与 Τ 型相关系数的主成分得分散布图7即比较图 与图

Δ
,

图 # 与图 Ε 8
,

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

本文主要依据散布图
,

并结合聚类图来讨论整个新

石器时代人类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体质类型划分问题 7−)= =Ι ⊥⊥ ϑ;ϑ
,

 Φ Δ 推荐应用主

成分分析法来表示各组在空间中的分布 8
。

基于以上前提
,

现归纳如下 Α

图 Δ 和图 斗的共同特点是把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两组远远地与其他各新石器时代组分

离开来
。

而且很显然
,

这两组本身又属于不同地区的两个地方类型
。

山顶洞人属于华北

旧石器晚期人类的代表
,

具有长而低的颅型
,

中等颅型
,

中等面宽
,

低眶和阔鼻的特点
,

而

其女性颅型较高
,

颅宽较狭窄些
。

柳江人属于华南旧石器晚期人类的代表
,

具有中等或接

近长颅的颅型
,

中等颅高和颅宽
,

阔上面型
,

低眶和特阔的鼻型
。

其次
,

昙石山组
、

河宕组和甄皮岩组明显地是属于一类的
,

在图 Δ 中
,

河姆渡组与他们

也较为接近
。

河姆渡组地处江南
,

与以上三组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
,

他们共同特点是长颅

型
,

高或中等的颅高
,

狭窄的颅宽
,

中等的上面宽
,

其差别在于昙石山组
、

河宕组和颤皮岩

组属中眶型
,

阔鼻型
,

而河姆渡组眼眶较低
,

鼻阔中等程度
。

不过河姆渡组女性却是中眶
,

阔鼻
,

而颤皮岩组的女性却具有较宽的上面和较低的眼眶
。

因此
,

基本上可 以把昙石山

组
、

河宕组和甄皮岩组及河姆渡组归为新石器时代的华南类型
。

其余各组都可列人华北新石器时代组这一大类群之中
,

其中又可分为三小类群
Α

2

下王岗组
、

庙底沟组及野店组为一小类群
,

其主要特点是圆颅型
,

高颅
,

颅宽狭窄
,

只是野

店组颅较宽些
,

中等的上面宽
,

低或中等的眶型
,

鼻宽中等或接近阔型
。 #

2

石固组
、

大议口

组及西夏侯组为一小类群
,

其特点是中颅型
,

颅高较高
,

颅宽和上面宽较狭窄或中等
,

中

眶
,

中等或阔的鼻型
。

但三组的女性都呈圆颅型
,

石固组女性上面较宽些
,

西夏侯组的女

性鼻较狭窄
。 Δ

2

宝鸡组
、

华县组
、

半坡组及红山后组可为一小类群
,

其特点是中颅型
,

除红

山后组男性为长颅型及华县组女性为圆颅型外
,

颅高较高
,

颅宽狭窄
,

除华县组女性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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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颅宽外
,

上面宽中等或狭窄
,

中眶型
,

中等或宽阔的鼻
,

只是华县组女性鼻较狭窄
。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横阵组 7 Γ 8
。

横阵组在聚类图 7图 18 中与大仪口 组
、

西夏

侯组
、

华县组
、

宝鸡组
、

半坡组
、

红山后组聚在一起
,

其形状较相似
,

而在散布图7图 Δ 8 中又

与河宕组关系甚近
,

因此
,

横阵组的体质类型在华南
、

华北新石器时代类群的位置上处于

一个特殊的地位
,

横阵组的存在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的南北基因交流提供

了一条线索
,

横阵组本身可能是华南
、

华北7特别是第 Δ 小类群8两大类群的新石器时代人

类的血缘混杂的结果
,

这有待于更多的新石器时代材料的发现加以证实
。

在新石器时代
,

人类活动范围开始扩展
,

因此
,

在广阔的华北地带交往更为广泛
,

这在华北新石器时代组

的三小类群中就有所显现
Α
汉水流域的下王岗组

、

黄河中游的庙底沟组与黄河下游地区

的野店组较为接近 9石固组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坟口组
、

西夏侯组又较为接近 9 黄河中游

地区的宝鸡组
、

华县组
、

半坡组与内蒙的红山后组又较为接近
。

因此把横阵组归于华北新

石器时代类型中的第三小类群较为适宜
。

此外
,

所研究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组的作者们都论述到我国新石器时代人
,

即使是地

处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组都带有澳大利亚
一

尼格 罗人种或南亚人种的特点
,

如狭长的颅

型
,

高颅
,

较低的眼眶
,

宽鼻及齿槽突颇7形态观察8等现象
。

这里
,

根据表 Δ 所列 出的头骨

的主要指数值及总面角值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

这些所谓的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特点正如

新石器时代人的其他主要特征 7吴新智等
,  Φ ! 8一样

,

也可以追溯到我国旧石器时代晚

期人类
—

柳江人和山顶洞人
,

这些特点也是我国旧石器晚期人类的体质特征的承继和

发展的结果
。

柳江人和山顶洞人是 旧石器晚期的两个南北不 同的地方类型
,

他们有共同

之处
,

即都是长头型 7柳江人为中颅型
,

接近长头型8
,

中等的颅宽 7山顶洞人的女性颅较狭

窄些 8
,

低矮的眼眶
,

宽阔的鼻子
。

其差别在于山顶洞人的颅高很低7但女性较高8
,

柳江人

颅高较高些
,

柳江人的上面比山顶洞人为宽
。

在由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时代发展过程中
,

他们的基因随之扩散
,

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发生交流或重复发生交流
,

结果
,

长颅型在华

南新石器时代的四组人类7昙石山组
、

河宕组
、

颤皮岩组及河姆渡组 8中及华北类群的红山

后组中仍保 留着
,

其余各组都趋于圆头化 9 颅高从山顶洞人的低颅7女性较高 8及柳江人约

正颅型向正颅
、

高颅方向发展 9 但颅宽除少数继续发展中颅外 7山顶洞人女性为狭颅8
,

大

部分趋向于狭的颅宽发展 9上面宽基本上向中等上面宽发展
,

个别的如欲皮岩组及石固组

7女性8趋向于阔的上面型 9眼眶由低眶向中眶发展
,

虽然河姆渡组男性和甄皮岩组女性仍

属低眶型
,

但已接近于中眶 9 阔鼻特点仍继续保留着
,

但不少组的鼻宽已变得狭窄些了 9 按

总面角来分
,

除山顶洞人女性突领显著外
,

柳江人突颇现象并不太显
,

新石器时代各组人

类其总面角基本上都是中领型
,

但平颇型的组逐渐增多
。

以后由新石器时代向现代人发

展过程中
,

我国居民的体质特征类型又发生了变化
。

通过进一步地与现代华北人和华南人

7现代海南岛人和现代福建 人8 作比较 7表 Ε 8
‘8 ,

可看出现代华北人和现代福建人较相俱

些
,

而现代海南岛人与前两者的差异要大些
,

因此
,

当新石器时代人向现代人发展过程中
,

Σ匕方趋向于中颅型
,

而越向南方越趋于特圆颅型 9 颅高高颅型是三者的共同特点
,

但海甫

岛人颅高更高 9 华北人颅宽最窄
,

福建人其次
,

海南岛人最阔 9海南岛人的上面也比其他丙

18 χ 14 % ≅
,

 # ! 9 ( 4 = = ) _ % = ,

 # !
。



人 类 学 学 报

表 Ε 中国现代人男女各组洲Κ 指救及总面角
2

7度8
; Χ % . % , 4 ; Χ Κ ) Κ4 1 ∗ = ) ] ; 4 ΚΗ ϑΒ> ) ? 3闭

% = ; 3 4 ; ϑ; − Η ϑ; 4

7>
4 1% 4 ; Χ ?%> 4 1%

8 7
4 ; ] 1% Ι ; ϑΚ Α Χ %] = % %

8

、、

协补赞竺竺
男 > 4 1%%%

、

女 ?%> 4 1%%%

’’; Ι % . 4 ; 4 泣 Ι ] −

一
Ξ

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Ξ
现现现代华北人人 现代海南岛人人 现代福建人人 现代华北人人

颅颅指数 二竺二竺竺一 丫 ΓΓΓΓ Φ Φ
2

∀7! ∀888 ! Φ
2

!  7Δ  888 Φ !
2

Φ 7Δ ∀ 888 Φ Φ
2

7 Γ888
]]]一

) <<< 中中 特阔阔 中中 中中

颅颅长高指数 一

兰竺二匕 火 Γ 。。 Φ Φ
2

Γ#7! ∀888 ! Γ
2

! Ε7Δ 888 Φ Φ
2

Γ#7Δ ∀ 888 Φ ∀
2

Δ 7 Γ888
]]] 一

) <<< 高高 高高 高高 高高

颅颅宽高指数竺匕匕 火 ΓΓΓΓ   
2

Δ7! ∀ 888 十十 十十  !
2

7 Γ888
狭狭狭狭  

2

! Φ7Δ  888  Φ
2

Φ !7Δ ∀888 狭狭
阔阔阔阔阔 中中中

上上面指数‘生二望二 义 ΓΓΓΓ ∀
2

! Γ7! #888 ΘΘΘ
2

∀ Φ7Δ ∀ 888 ∀
2

ΓΓ7 Γ888
ΟΟΟ 5一 Ο 555 狭狭 #

2

∀  7Δ 888 狭狭 狭狭
中中中中中中中

眶眶指数一擎鱼
9 6 、 9。。。 ! Γ

2

∀ ∀7∀ # 8888888 ! #
2

Γ Γ7∀888
【—

% δδδ 中中中中 中中

眶眶指数膺真一
、 。。。。 ! !

2

Ε Ε7Φ ! 888  Γ
2

∀ 7Φ #88888
ΤΤΤ
—

%盆盆盆 中中 高高高

鼻鼻指数

喂瓷
一 “ ΓΓΓΓ 月

2

Δ Δ7! ∀888 Ε 
2

Ε Γ7Δ  888 Ε !
2

7Δ ∀888 月∀
2

月Γ7 Γ888
狭狭狭狭 中中 中中 狭狭

总总面角7度8
; 一 ∗ =乙ε((( ! Δ

2

Δ  7! Γ888 !
2

#7Δ  888 ! Ε
2

Φ7Δ ∀ 888 ! #
2

Δ Γ7 Γ888
中中中中 平平 中中 中中

Θ 十 为由原数 的倒数算 出 一 为由平均数算出 Θ 为由原数据算出

者宽 9而眶高
,

福建人比华北人和海南岛人都较高 9 在人种形成过程中
,

受气候条件影响
,

使得鼻宽在居住南方的福建人和海南岛人中较宽些
,

为中等鼻宽
,

而北方的华北人鼻子变

为狭鼻了 9 三者在总面角上
,

海南岛人比起其他两者来突领更不显著
。

因此
,

随着时间的

推移
,

人类的体质特征也随之发生不断的变化
。

虽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中表现 出有

现代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或南亚人种特点
,

但这些特点在我国人类体质类型发展的新石

器时代是一些正在发展中的特点
,

这些特点与现代的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在系统发育上

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
,

因此这些特点本身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组人类固有的特点
,

只是在不

同的类群中在表现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

四
、

结 论

2

把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 7男性 巧 组
,

女性 # 组8 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7男性 #

组
,

女性 组8
,

选择 项头骨测量值
,

通过 <% ;= )Β % ’Α 形状距离聚类及 Τ 型相关系数的主

成分分析
,

把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划分为华南
、

华北两大类群
。

华南组包括昙石山组
、

河

宕组
、

甄皮岩组及河姆渡组 9 华北组又可分为体质上相近的三小类群
Α

2

下王岗组
、

庙底

沟组及野店组为一小类群 9 #
2

石固组
、

大议口 组及西夏侯组为一小类群 9 Δ
2

宝鸡组
、

华县

组
、

半坡组
、

红山后组及横阵组为一小类群
。

#
2

横阵组在主成分得分散布图中处于华北类型的第三小类群和华南类型之间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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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

这可能是横阵组人有这两群居民的血缘混杂的缘故
。

此外
,

在广阔的华北地带 7黄

河中
、

下游 8
、

汉水流域及内蒙地区都曾有过广泛的基因交流
,

这种现象表明我国新石器时

代居民曾有过较大的迁移活动
。

Δ
2

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
,

无论是华北类群或是华南类群都具有所谓的澳大利亚
一尼格

罗人种或南亚人种特点
,

根据头骨的主要指数值及总面角值
,

表明这些特点可以追溯到我

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

。

在主成分得分散布图中
,

山顶洞人和柳

江人在体质特征上与我国其它新石器时代人类明显地区分开来
,

并表明他们是我国旧石

器时代晚期的两个南北不同的地方类型
。

通过进一步与现代华北人
、

现代华南人7福建

人
、

海南岛人 8加以比较
,

可 以揭示我国人类的体质特征在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新石器时

代一直到现代的居民中有其承继发展的连续过程
。

因此
,

这些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类型中

所具有的所谓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或南亚人种特点
,

如狭长的颅型
、

高颅
、

低眶
、

宽鼻及

齿槽突领现象 7形态观察8 本身就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固有的特点
,

只是在不同的类群

中所表现的程度有所差异而 已
。

7一 ! 年 Δ 月 Φ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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