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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鲁新石器时代人类牙槽

疾病的初步观察

詹 龙 聪
3南 京 杨 公 井 医 院4

关镇词 牙槽疾病

内 容 提 要

对 5 例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牙槽疾病进行了分析
,

发现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为主要疾病
。

中国 口腔矫形史有理由可追溯到商代末期
。

这是一组古代人类头部骨骼标本
,

收藏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古人类室
。

计有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牙齿
、

颅骨及下领骨共 5 件
。

标本所记载的年代为

距今 ,
,

∗∗ ∗一5
,

∗∗ ∗ 年前
,

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商代期间
。

按照毛燮均
、

颜阁3 , 4

《安阳辉县殷代人牙的研究报告》所订
“口腔疾病检查标准

” ,

对这些领骨标本的牙体
、

牙周

及牙槽骨进行了检查
,

所得初步印象为与现代人类相似或相同
。

现将检查标本所得资料中的牙槽疾病列表如下
。

标本名称 牙槽疾病 代

右上领骨残片

左下第三臼齿

下颇骨左半残片

下领骨

左上领骨残片

上领骨

下领骨右半残片

颅骨

上颁骨

左上领骨残片

上颁骨残片

下颁骨左半残片

右上颁骨残片

休止龋 ,(
、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折

中龋 /
“

深颐 6
“ 、

牙槽萎缩
、

错位牙

邻面深颐
、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拆

穿位龋
、

牙糟萎缩
、

磨损

牙槽脓肿
、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颇琦形

牙周脓肿
、

龋病
、

牙槽萎缩
、

牙伸长
、

磨损

牙槽萎缩 6
,

牙槽萎缩
。 、

磨损
、

牙小畸形

牙伸长
、

牙槽萎缩
、

磨损

包埋牙
、

牙槽萎缩
、

磨损

错位牙
、

颐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

牙小畸形
、

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

7 , ∗ ∗ ∗一 8 , ∗ ∗ ∗年前

5 , ∗ ∗ ∗年前

7 , ∗ ∗ ∗一 8 , ∗ ∗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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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例为山东省邹县

, 其余 为河南省浙川县
。

∃ ∋
表中将重点突出的牙槽疾病列于第一位

。

上表所列口 腔疾病都是牙齿牙槽骨所发生的疾病
,

统称牙槽疾病
。

由于这些标本是

埋藏在地 层中几千年的残骸
,

所能观察到的牙槽疾病受到一定的限制
。

对上列标本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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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牙槽疾病
,

有龋病  例
,

牙槽萎缩 : 例
,

磨损 ∗ 例
,

是多数病例 <其余有牙折
、

错位

牙
、

牙伸长
、

牙小畸形各 : 例
,

牙槽脓肿
,

牙周脓肿
,

包埋牙
,

牙领畸形各 例
,

是少数病例
。

可知新石器时代人类患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很普遍
,

和现代人类有共同之处
。

病 案 描 述

2

右上领骨残片3图版 , , 14 < 残片上尚存牙齿 8 枚3= >, 、 ?以
,

4
。 = ?

‘

龋病 ,(
,

系

浅龋 3休止龋4
。

牙槽萎缩 1(
。

磨损 / 。 。

牙折
,

在 = ?
≅

远中邻合面
。

= ?
‘

的龋洞表浅
,

为咀嚼磨擦获取自洁作用创造了条件
,

龋病停止发展
,

吸收食物色

素
,

变为暗褐色
,

坚硬发亮
。

据磨损程度
,

此例患者已在中年以上
。

牙槽疾病 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折

:
2

左下第三臼齿 3图版 , , : 4
9龋病 / “ 。

龋洞在咬合面 中央
,

周围只剩釉质壁
,

属中龋
。

龋洞底及洞内壁均呈黑色
。

可能为生前 由食物而来的色素沉着 < 也不能排除来 自地层中

的有机物色素
。

如果属于前者
,

则为患龋时间较长
,

龋洞底已形成透明牙质
,

使龋病发展

缓慢下来的结果
。

引起牙髓病变与否
,

不能证实
。

牙槽疾病 龋病

5
2

下领骨左半残片 3图版 , , 5 4 9 残片上存留牙齿 ; 枚 3+ 19 、 −
、

> , 28 、

?
, 2:2 5

4
。 +?

5

龋

病 6
。 ,

深龋
,

已接近牙髓
。 + Α > ,

牙槽萎缩 6
” ,

唇颊向移位
,

牙根的唇颊侧牙槽骨大部

消失
,

所剩少量牙槽缘有轻微弯曲的萎缩线
,

证明不是机械性外力所造成的牙槽骨离位
。

比较右侧所剩已有变形的一小段下领骨
,

显得左侧的下领骨长度稍差
,

这可能就是牙齿排

列拥挤
,

+− > ,

唇颊向移位的原因
。

牙槽疾病 龋病
、

牙槽萎缩
、

错位牙

斗
2

下领骨 3图版 ,, 8 4 9 骨骼比较完整
,

尚存牙齿 枚 3+ 1, 、 − 、 > 5
2

< 、

?
9

2

5 < = ,Β、

−
、

>52’
、

?办
。 = ?

9

龋病 6
“ ,

系近中邻面深龋
。

因填石膏 加固离位牙体
,

只能从舌侧面

观察到邻面龋洞
,

用探针测量
,

深约 ! 毫米
,

已达根髓
。

可能为患者生前因食物嵌塞引起

近中根的近中面牙骨质龋
、

洞穿根髓的 结果
。

远中根面外露
,

是因邻牙缺失所致
。

此外
,

普遍性牙槽萎缩 / 。 ,

咬合面磨损 / ” , = ?
,

病理性牙折
。

牙齿缺失后牙槽修复早迟
,

可以从这个下领骨标本残骸中见到
。

314 + =,
9

缺失早
,

牙

槽突消失
。

3: 4= ?
二

缺尖早
,

牙槽窝已被新生的牙槽骨质所填平
。

35 4+? 9
近中根残存

,

远中根缺失早
,

牙槽窝消失
。

38 4+?
9

缺失迟
,

牙槽窝只有轻微缩小
,

改变很少
。 +?

5

缺

失较早
,

牙槽窝缩窄
。

两窝相连呈球拍状
,

拍柄指向远中
。

从缺牙数量多
。

牙槽窝消失

早
,

可以推断 此例患者已到中年以后
。

牙槽疾病 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折

7
2

左上颇骨残片 3图版 , , 7 4
9
残余牙齿 , 枚 3+ : 、 − 、

>.2
8

4
。 +>8

远中邻面颈龋

6
“ ,

已穿髓
,

深度 5 毫米
,

可能也是因食物嵌塞所引起
。

牙槽萎缩 / “ ,

磨损 6
。 ,

均属老

年人口腔疾病
。

牙槽疾病 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

!
2

上领骨 3图版 , , ! 4
9骨骼较完整

,

存在牙齿 8 枚
。 +>,

〕

缺失
,

牙槽骨愈合良好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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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现象
。

牙槽萎缩 ,Χ 磨损 ,“ 。 这些都可认为中年患者的征象
,

还可能为一妇女
。

+= ?
‘

牙冠的颊侧面磨损显著
。

上领臼齿的颊侧面咬在下领臼齿的舌侧面上
,

才能

发生上领臼齿颊侧面磨损
,

证明上下颇臼齿的位置关系是反咬合
。

+= >2
、

?
,

牙冠的颊

侧面磨损轻度
,

也是反咬合现象
。

且其颊侧轴面均向 += ?
,

倾斜
,

尤以左侧臼齿倾斜显

著
,

显得该处牙弓曲线向内凹
。

臆测
9
古代妇女

,

为了面容美观
,

佩戴口角装饰品
,

用人工

拔牙 3+=,
≅

4 留出通道
,

在口 内安放支架
,

引金属臂伸出牙齿缺失的空隙至口角
,

装载饰

品
。
口 内固位装置寄放在 += ?

,

上
。

估计这种装置在 5 岁以前就安放在口内了
,

那时是

领骨生长发育的旺盛期
,

牙弓向外不断扩展
, + = ?

Δ

受固位装置的约束
,

使其位置固定不

变
。 + = >8 、

?
≅

受 += ?
,

的牵制
,

致颊侧轴面发生倾斜
。

+ ,Ε
≅

缺失处的骨槽晴
,

骨面正

常
,

显然为牙槽骨所接受的装饰品压力适当之故
。

=,
‘

愕侧牙根暴露
,

愕侧骨板破坏
,

大

都为牙齿遭受装饰品支架不适当压迫所引起的病变
,

形成牙槽脓肿
,

破坏上领愕侧骨板
,

借作排脓途径
。

牙槽疾病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槽脓肿
、

牙领畸形

;
2

下领骨右半残片 3图版 , , ; 4 9剩余牙齿 枚3+19
2

二 − ,

=,
,

2

二 Α
、

) ,
2

, 、

?
Δ

2

<
2

,

4
。

龋病

/ “

3= > 8 、

?
5

4
。

牙槽萎缩 / “

3+班
9

2∋− 4
。

牙周脓肿
, = > (

?
9

颊侧骨板破坏
,

牙根外露
,

深

骨腔
,

深度 :
2

, 毫米
。

磨损 6
“ ,

普遍性
。 = ?

5

牙伸长
。

在古代
,

受到医疗条件的限制
,

牙周炎症未经治疗
,

任其发展扩散
,

致有大幅度的领骨

骨 质破坏
,

实际上已形成领骨骨髓炎
。

牙槽疾病 龋病
、

牙槽萎缩
、

牙周脓肿
、

牙伸长
、

磨损

7
2

颅骨 3图版 / , .4
9
骨骼有破损

,

残存牙齿 枚 3+ ,≅ 、 −
、

) , 、

?
‘

·

, 乃 , = − 、 ) , 、

?
,

4
。

牙槽萎缩
9 + 1, 、

−
、

) ‘ ∗ ,

= ?
≅ ,

+入,, : ’ / “ 。

由骨骼外形观察
,

可能为一老年妇女
。

前牙区牙槽萎缩程度较重
,

唇侧牙槽骨板完全

消失
,

鳄侧牙槽骨缘也有大量萎缩
,

以致 +,
‘,

肚: 脱落
。

据牙槽缘尚保留一定量的骨

质
,

可知不是生前脱落的
,

但距自行脱落的时间已经为时不远了
。

这样的牙槽萎缩现象
,

大 都可以作为确定标本为老年性的指针
。

牙槽疾病 牙槽萎缩
2

上领骨 3图版 / ,

4
9 骨骼较完整

。 += ?劫 缺失
。 牙槽萎缩 / “ ,

普遍性
,

+, 曰
、

Α

最为明显
,

+,
‘

已达 6
“ 。

此例可能为一中年人
,

牙周病较重
。

磨损 1(
。

+=,
,

牙小畸

形
。

在现代人类中
,

以上领左右外侧门齿的对称性牙小畸形居多
。

牙槽疾病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小畸形

∗
2

左上领骨残片3图版/ , ∗ 4 9
残余牙齿 7 枚 3+砂

, 、

?
,

·

助4
。 +尸

、

?1 机械性损

坏
。

牙槽萎缩 / “ 。

磨损 / “ 。 + ?
,

牙伸长
,

咬合面解剖形态完整
,

有清晰的沟窝
,

明显突

出的牙尖
,

无磨损现象
,

各个轴面无缺陷
。

冠向伸长超过邻牙 3+ ?Φ4 咬合面 5 毫米
。

牙

伸长的原因是无对领牙 3+ ?
,

4
,

失却上下对领牙咬合力量的约制作用
。

没有对领牙的原

因不明
,

可能为先天性缺牙 < 但最多的是阻生牙牙冠咬合面未达到应有的位置 < 也不能排

除牙齿早期龋坏
,

仅剩残根
,

失去咬合关系等
。

牙槽疾病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伸长
2

上领骨残片 3图版
,

4 9 残存牙齿 ; 枚 3+ ) ‘ , = − ) ,
·

‘

?
‘

·

,
·

,

4
。 = − 牙折

,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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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性
。

牙槽萎缩 /
。 ,

6
。 。

磨损 ,(
。

= ?
,

在上领骨标本上只能看见咬合面
,

其聘侧还被小部分牙槽骨包埋着咬合面
。

在

生前
,

可能全部牙冠都为软组织所覆盖
。

据所患牙槽萎缩及磨损程度观察
,

患者已到中年

以上
,

一般说来
,

在这时还存在着上领第三臼齿阻生者很少
。

有可能为被较早萌出的对领

牙伸长所阻挡
,

造成阻生
,

使牙齿不能萌出
。

牙槽疾病 牙槽萎缩
、

磨损
、

包埋牙

:
2

下领骨左半残片 3图版 /
,

: 4 9 残存牙齿 ! 枚 3+−
、

>.2
2 、

?
9 2:2 5

4
。

颐病
9 +?

,

,/ 。 。

普遍性牙槽萎缩 ,(
。

磨损 / ” 。 +− 、 > 5

拥挤
,

唇颊向移位
,

两个牙根相挨很近
,

颊侧

牙槽骨板消失
,

形成局部性牙槽萎缩 6
“ 。

由于是非牙 周病所引起的牙槽骨消失
,

故舌侧

牙根仍与牙槽保持紧密接合
。

牙槽疾病 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
、

错位牙

5
2

右上领骨残片 3图版 /
,

5 4
9
剩余牙齿 5 枚 3= ?,2: 2.4

。

龋病
9 = ?

Δ

浅龋 ,(
,

休

止龋
。

牙槽萎缩 / “ 。

磨损 6
” 。 = ?

,

过小牙
,

在现代人类中
,

这个区域有这样的过小牙

也多有发现
。

牙领疾病 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
、

牙小崎形
。

讨 论

以上检查观察到的 5 例新石器时代人类牙槽疾病中
,

病案描述例 ! 提到牙颇畸形的

原因
,

认为受到固位装置束缚着左右上领第一臼齿所造成的
。

如果这一推断不完全是属于

臆测
,

并有一定的实物根据使此说能够成立
,

那么在 5
,

∗∗ ∗ 年前就有如此精湛的 口 腔矫形

技术
,

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在此
,

先引述两段历史和文物记载来论证上说之所以能够成立的理由
。

班固《汉书
·

东方朔传》
9 “

目若悬珠
,

齿若编贝
。 ”

注云 9 “

师古日 9 ‘

编
,

列次也
。 ’ ”

这

是说东方朔炫耀自己的仪表
,

目光炯炯
,

牙齿整齐
。

由此自然能够使人联想到
,

西汉时期

用玉石来琢磨珠子的技术已经是很熟练的了
,

即所谓珠宝
。

用贝壳镌刻成牙体形态
,

编织

成列
,

其实用价值不就是用贝壳做的假牙吗 Γ 看来
,

还很整齐
,

美观大方
。

因此
,

可以这样

说
,

中国 口腔矫形技术的历史能够推算到西汉
。

; ;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声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墟
,

发现一座公

元前 : 世纪前半叶的殷王室墓葬
,

出土大量青铜器
、

玉器
、

骨器和牙雕 、货贝等珍贵文物
。

其中青铜礼器的造型和纹饰都非常华丽 <玉器啄磨有精致的各种立体或浮雕的雕象
,

反映

了殷代在冶铸方面的高超技艺
。

关于例 ! 的历 史年代
,

以2 − 测定为距今 5, ∗ ∗∗ 年前
。

那时约在商代末年
,

商朝年代

为约公元前 ! 世纪至约公元前 , ∗“ 年
,

已进人青铜器时期
。

具有铸鼎的技术力量
,

就

很有可能用冶铸方法来制成固位装置
,

放在左右上颇第一臼齿上
,

并连接金属体引向前从

外侧门齿的空隙伸展至 口角
。

也有可能拉成青铜丝
,

制作卡环固位装置
,

引卡环连接体向

前构成矫形器
。

果如此说
,

那么中国口腔矫形技术的历史就可以推算到商代末年了
。

当

然
,

有实物来作证明才更有说服力
,

可是矫形器的体积很小
,

不象青铜礼器那样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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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珍藏起来作墓葬
。

在 口内使用后更不会当作墓葬品 < 随尸体埋人地层中
,

泥土内的化

学性物质也会使其消失
。

此外
,

关于龋病检查标准
,

还参考了 ! ∗ 年 :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

学研究委员会所制订的《关于统一调查标准的规定》中《龋病
、

眼炎
、

牙周炎三项标准》
,

将

鹅病五度分类法加以更改
,

龋病 ,(
、 / “ 、

6
“

仍旧
,

残冠
、

残根分 别列为龋病 Η
“ 、

0 “。

因为在残骸标本上只能查出有形可据的实体
,

不能求得自觉症状
。

把它用来检查其他脊

推动物牙齿的检查标准
,

也能实用
。

牙槽萎缩是牙周病在牙槽缘或牙槽骨上所遗留下来的记录
。

在一般情况下
,

牙槽骨

量有所减少
,

根据牙槽骨所减少的骨量订出等级 ,(
、

/ “ 、

6
“ ,

完全是为了统一检查标

准
,

方便检查计算
。

究竟是何种牙周病所引起的牙槽萎缩
,

个别病例应作个别分析
。

可能

是慢性牙周炎
、

老年性萎缩
、

早老性萎缩
,

或者是废用萎缩
,

有待于各自进一步分析
。

例 ;

牙周脓肿在病案描述中认为由急性牙周炎所引起的
,

急性转为慢性
,

并发牙周脓肿
,

进一

步酿成慢性领骨骨髓炎
。 = > 8

有中龋
,

不可能引起根尖周感染
。

由于检查上的困难
,

没有

发现颈龋
。

如果有颈龋就可能为根尖周感染所引起的牙槽脓肿
。

也没有对领牙来证明它

是咬合关系不良
,

因创伤性咬合所引起的根尖周感染
。

小 结

2

本文调查研究 5例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牙槽疾病
,

以龋病
、

牙槽萎缩
、

磨损为主
,

其他

 种疾病是少数
。

:
2

由一例牙领畸形联想到商代末期的 口 腔矫形技术已经达到技艺精湛的境界
,

有理

由把中国口 腔矫形史向上推至商代末期
。

本文受到张振标先生的指导和大力支持
,

特此致谢
。

3 7 7 年 ! 月 1 ,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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