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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人骨颗下领关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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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对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 :: 个成年个体的癫下领关节进行研究
。
发现该时期人类中

:; 肠者存在裸状突和关节结节骨质的严重磨损
、

不对称磨损和不规则增生
,

认为这是由于强大

的咀嚼压力所造成的继发性关节退行性变
。

颗下领关节的测量结果表明
,

与现生人类相比较
,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裸状突较大
,

关节结节较高
,

关节凹较深
,

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较小
,

反映了

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生活方式和 口腔功能的改变颗下领关节的变小和关节承压结构的减弱
。

颗下领关节是人类咀嚼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形态机能与牙胎
、

咀嚼肌的形态机能

密切有关
,

三者彼此协调
,

共同完成咀嚼
、

吞咽
、

发音等口腔功能
。

颗下领关节疾病是今天

人类主要 口腔疾病之一
,

颗下领关节紊乱综合症的患病率仅次于龋齿
、

牙周病和错拾畸

形
。

人类的颗下领关节在北京猿人 已经发育完成 7<
=记=> # =? %≅

,

 5 ; 8
。

对人
、

猿之间颗

下领关节形态的差异有过许多描述 7张裕珠
,  6 : 8

,

但是关于不同阶段人类颗下领关节的

情况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形态差异目前仍了解不多
。

本文对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颗

下领关节进行初步研究
,

目的在于
Α 了解该时期人类颗下领关节的疾病状况

。

测量

该时期人类颗下领关节的大小
、

形态并与现生人类者进行比较
。

希望为深人认识人类颗

下领关节的演化
、

颗下领关节疾病的发生发展积累资料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所用材料系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  颜周等
, !∀ #。∃ 颜阁

, !∀ # % &
,

距今约

, ∋ ∋ ∋一 # ∋ ∋ ∋ 年
。

作者曾对这批标本的牙齿疾病和错胎畸形进行过研究  ( )∗ + ,
, !∀ − % ∃ 曾

祥龙等
, !∀ −. &

,

本文选其中较完整的颗骨关节 凹 %! 对
,

下领裸状突 !% 对做为研究对象
。

这些标本分属 %% 个成年个体
,

其中男性 !/ 例
,

女性 − 例
。

一般形态学观察包括关节凹
、

关节结节
、

关节后突以及裸状突的大小
、

形态
,

各有关骨

部的磨损
、

增生等异常
。

观察中注意关节凹与裸状突的配合
,

注意左右两侧关节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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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在标本允许时注意观察牙胎的 一般情况
。

裸状突的测量为
Α

7∀8 裸状突长度
Α
裸状突前后方向上的最大距离

。

7: 8 裸状突宽

度
Α
裸状突内外侧间最大距离

。

7; 8 裸状突面积
Α
解状突长度与宽度之乘积

。

这三项涎

量可反映裸状突的大小 7Β ?>Χ ∗>
,

 6 ; 8
。

颗骨关节凹部分的测量包括
Α

7∀8 关节结节一

关节凹相对高度
Α 以眼耳平面为参照

,

关节结节顶与关节凹顶之间的垂直高度
。

此项河

量既代表关节凹深度
,

又反映关节结节的高度
。

7: 8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 Α 关节结节后料

面相对于眼耳平面的倾斜度
。

这两项的测量方法同徐樱华7  Δ  8
。

7; 8 关节凹长度
Α
关

节凹最大前后径
。

关节结节上骨磨痕的最前点至关节凹后壁 7颖骨鼓部 8 的下缘
、

茎突俏

外侧处
。

75 8 关节凹宽度
Α
关节凹最大内外径

。

由颧弓后根上骨磨痕的最外点至蝶鳞缝

的最低点距
。

78 关节凹宽
一

长指数
Α
关节凹长度与宽度之比值

。

对上述 6 项测量分别求 出组均值和标准差
。

由于样本数目有限
,

未予男女分组
。

二
、

结 果

一般观案

: 对颖骨关节凹中
,

, 对可 以观察到关节结节的异常改变
,

表现 为下面三种情况灼

一种或数种7图版 .8
。

7∀8 严重磨损 对 Ε 侧关节凹中
,

, 侧关节结节磨损严重
,

致使关节结节明显Φ氏

平
,

关节凹变浅
,

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减小
。

7: 8 不对称磨损 有 ; 对关节凹
,

左右两侧关节结节的磨损部位及程度明显不同
,

玫

使两侧关节凹深度明显不同
,

两侧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也明显不同
。

7; 8 不规则增生 ; 对关节凹中的 , 侧
,

关节结节在严重磨损的基础上
,

有大小不

等
、

形状不规则的增生骨突
,

致使关节结节凹凸不平
。

这 对有明显病理改变的关节凹
,

有 5 对配有完整的下领群状突
,

这些躲状突上也可

以见到相应的病理性骨改变 7图版 > 8
。

有意义的是
,

这 例有关节病变的标本的牙弓胎面都可 以观察到明显的牙磨耗
,

按丘

级分类法 7吴汝康等
,  ! 8

,

例超过 4 级
, ; 例为 Γ 级

,

一例为 Η 级
。

还注意到牙弓

胎面补偿曲线的异常
Α 例中除 例因缺牙较多无法观察外

,

余者 ; 例横脸曲线或平或

表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 3 下领裸状突及颐骨关节凹洲Χ 结果

侧最项目 样本数 ∀ 均值 标准差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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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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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
,

另 例不对称下颇前突畸形
,

殆曲线左右侧明显不一致
。

:3 硕下领关节测Χ 7表 ∀8

三
、

讨 论

。

关于颐下领关节的病理性改变

本文 :: 例个体中
,

例 7:; Ν 8可见到关节结节以及裸状突明显的病理性改变
,

包括

骨质磨平
、

破坏
,

不规则增生等
,

这些改变属于退行性关节病的病理改变
。

由于标本 的年龄

多为中年或壮年
,

似乎不能用一般老年原发性退行性骨关节病来解释
,

而很有可能是一种

长期的
、

反复的
、

关节内微小创伤而致的继发性
、

退行性关节病 7张震康等
,  Δ ; 9 马绪臣

等
,

 6 5 8
。

颖下领关节骨质磨损
、

增生在本文标本中占 :; 沁
,

在 Ο ∗ ΠΠ=ΧΧ 7  ! 6 8观察的 ∃# %≅ Θ? 。

印第安人颅骨标本中
,

5 多 者有类似的改变
。

这些数字说明
,

在古代人类中颗下领关节

疾病并不罕见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文 , 例有颗下领关节异常的标本
,

牙齿均有较明显的磨耗
, 斗例的

牙弓拾面失去了正常的补偿曲度
,

例同时伴有严重错拾畸形
。

这提示我们
,

颗下领关节

的病变可能是由于强大的咀嚼压力所造成
,

特别是当正常的牙弓胎面 曲线被破坏
、

或者伴

有错暗畸形时
,

这种强大的咀嚼压力不能均衡地分布于整个牙弓
,

颗下领关节势必将 承受

更大的异常胎力
,

造成骨质的病理性破坏
。

大量的考古学发现证明
,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半坡类型的仰韶新石器时代先民
,

虽

然已经开始农业定居生活
,

但农业经济较 为原始
,

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比重
,

此外还进行

采集活动作为谋生的补充手段
,

食 物的加工用磨盘
、

磨棒
、

柞石等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  6 5 8

。

由于食物来源不同
,

种类较多
,

加工较粗糙
,

该时期的先民仍需要大量地
、

用

力地使用咀嚼器官
,

而颗下领关节承受着较大的功能压力
。

:
3

关于颐下领关节的大小
、

形态

口腔功能能影响颗下领关节的生长
,

动物实验已经证明
,

用粗糙食物喂养的鼠的裸状

突较用细软食物喂养者大 7Ρ= =% ≅=# Ε Θ∀
3 ,

 6 8
。

为了解不同发展阶段人类颗下领关节

之间的差异
,

将本文结果与有关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
。

7∀8 骼状突大小 将本文结果与徐樱华7  Δ  8
、

Β ?> Χ∗ > 7  6 ; 8 的研究结果相比较
,

可以看出
,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组的骸状突长度
、

宽度以及散状突面积较现代中国正

常殆人组者大
,

也较现代美国人者大
,

而介于 ∃ # %≅ Θ? % 印第安人与密西西比印第安人之

间
。 ∃ #% ≅Θ ?。 印第安人 7! Ε Ε Ε一 ΕΕ Ρ

3

/
3

8 是美洲大陆原始游牧居民
,

以狩 猎
一

采 集 为

生
,

密西西比印第安人 7 ; Ε Ε一 ∀ , Ε Ε ∃
3

Σ
3

8 是以农业为生的美洲土著居民
,

两者的文

化都属 新石器时代文化
。

所以
,

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
,

骸状突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7表

: 8
∗

7:8 关节结节
一

关节凹相对高度 本文新石器时代人组测量结果较现代正常 胎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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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

表 : 不同人组裸状突大小的比较

畏突长 Ι
3

裸突宽 裸突面积

0 # = ≅ Θ ?。 印第安人
Τ 男

女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

密西西比印第安人
。 男

女

现代美国人
Τ 男

女

6
3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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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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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
·

’
Ι ’6

·

Τ 引自 Β ?> Χ ∗ > , )
·

Κ
·

7  6 ; 8
Θ

Τ 3

引自徐樱华7  Δ  8
。

人组者大
,

反映了从古代人类到现代人类关节结节由高到低
、

关节凹 由深到浅的变化趋势

7表 ; 8
∗

表 ;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组与现代正常胎人组关书结节侧Χ 比较

关节结节
一关节凹相对高度

人组

均值

。

;;;

范围

新石器时代人组
。

Ε一 Ε
。

左右现代正常殆
中国人组

Τ

5
3

一 
3

 

。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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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 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与下领裸状突运动有关
,

又称解道

斜度
。

由表 ; 可以看出
,

新石器时代人组此斜面的斜度较现代人者为小
。

新石器时代人

类关节结节较高
、

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较 小
,

说明在口 腔行使咀嚼功能时
,

其下领辞状突

沿着一个相对长而缓的斜面运动
。

这种长而缓的斜面较现代人短而陡的斜面容易承受较

大的咀嚼压力
。

75 8 关节凹长
、

宽比例 由表 5 可以看出
,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
,

关节凹 由相对宽
、

短变

为长
、

宽相等 9 新石器时代人类关节凹的宽
一
长指数已与现代人者较为接近

。

新石器时代人类颗下颇关节与现今人类者的主要差异在于解状突和关节结节
。

像状

表 5 关节凹长
、

宽侧 Χ 比较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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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关节结节是颖下领关节的两个主要承压区
,

对功能刺激有直接的反应
。

裸状突减小
,

关节结节降低
,

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变陡
,

关节凹变浅
,

反映了颖下领关节变小
、

承压结构

减弱
。

这种改变与牙齿减小
、

领骨退缩
、

咀嚼肌力减弱相一致
,

反映了人类进化过程中整

个咀嚼器官的减弱
。
这种变化趋势无疑与食物 日益精细

、

口 腔咀嚼功能减弱有关
。

义
,

四
、

小 结

对一组新石器时代人骨的颖下领关节进行了观察
、

测
一

量
,

结果如下
Α

3

: ; 多的个体可 以见到关节结节和躲状突骨质的严重磨损
、

不对称磨损
、

不规则增

生
,

咀嚼力较大是这种继发的退行性关节病的可能病因
。

:
3

与现代人类相比较
,

新石器时代人类解状突较大
,

关节结节较高
,

关节凹较深
,

关节

结节后斜面斜度较小
。

;
3

人类进化过程中颖下领关节变小
、

承压结构减弱是整个咀嚼器官减弱的表现之一
。

本文标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
、

潘其凤同志提供
,

谨此致谢 Ξ

7  6 年 : 月 Δ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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