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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帝及其两后的口腔情况

周 大 成
6北 京 口 腔 医 院 7

关键词 明代 8 龋齿 8 牙周病 8氟牙症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明神宗万历帝及其两后的 口腔情况进行了观察
,

尤其对龋齿
、

牙周病
、

氟牙定及磨

耗等方面
,

作了分析和讨论
。

明万历帝及其两后孝端
、

孝靖的骨架是从北京北郊昌平县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发掘

出来的
。

定陵的发掘工作 自  ! ∃ ∃ 年 ∃ 月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发掘完成之后
,

已辟为定

陵博物馆
,

其地下建筑部分
,

即所谓之
“

地下宫殿气

定陵的发掘概况及出土文物等
,

已另有专著发表
,

今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的协助下
,

仅将其头骨的口 腔部分报道如下
。

一
、

骨 架 概 述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帝及 其两后孝端
、

孝靖的陵墓
。

万历帝名朱栩钧
,

庙号 神宗
,

年号

万历
,

 ∃ 9 年 6嘉靖 # 年 7生
,

 9 : 年 6万历 # ∀ 年 ; 月7死
,

终年 ∃ ∀ 岁
,

 : 岁登基
,

在位 # ∀

年
,

是明代统治最久的皇帝
。

万历帝的梓宫在地宫后殿
“

宝床”中央
,

大端向西
,

南侧为孝靖后王氏
,

北侧为孝端后

王氏的梓宫
。

开棺时见万历帝的尸体已完全腐烂
,

骨架头西脚东
,

左手下垂置腹部
,

右手上举在头

部附近
,

脊椎骨上部略弯
,

两脚撇开
,

头发保存得很好
,

发髻仍在
,

口部尚存黄褐色胡须
。

衣着已大部分腐烂
,

但仍可见埋葬时身着龙袍
,

腰束玉带
,

头戴翼善冠
,

枕为黄缎长方形
,

着黄缎裤
,

足穿高筒靴子
。

孝端后王氏为万历帝朱栩钧元配
,

无出
,

与万历帝同年6万历 #∀ 年 # 月7死
,

骨架面向

西南卧
,

左手下垂置腰部
,

右臂直伸
,

下肢更迭
,

左肢在上
,

右肢在下
,

着绣龙袄
,

穿绣龙裙
,

黄缎裤
,

黄缎软底鞋
,

锦枕
,

两端为金制
。

孝靖后王氏  ∃ 9 ∃ 年 6嘉靖 ## 年正月7生
,

原为宫女
,

万历  : 年 9 月封为恭妃
,

生昌泰

帝 6光宗朱常洛 7
,

万历 # 年封为皇贵妃
,

 9   年6万历 ! 年 ! 月7死
,

终年 # ; 岁
,

死后葬

于十三陵东井附近
,

万历帝及孝靖后死后
,

由其孙6喜宗朱由校 7迁人定陵
。

因她比万历帝

早死多年
,

再经过迁移
,

故骨架保存的不好
。

骨架面向东南卧
,

左手在腰部
,

右手在头部附

近
,

下肢直伸
,

上着夹袄
,

下穿裙
、

裤
、

足穿高筒袜
,

软底鞋
,

均由黄缎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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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口 腔 情 况

 
=

万历帝朱栩钧的 口腔情况

朱翔钧的头骨完整
,

但较小
,

上下颇骨完整
。

6 7 现存牙数 上下领骨尚存 勇华毕>
<

考牛
< < < 个牙齿

,

但 , >二 为残根
。

一
?

?
?

一
’ 一

; 9 ∃ #  > # ∃ 9 ;
?

一    

6 7 缺失牙数 上下领共缺 丝>2圣丝互旦
 。个牙齿

。

从牙槽骨的吸收情 况 看 来
,

除
∀ > ∀

>  为死后遗失者外
,

其他牙齿都是生前缺失的
。

6, , 龋“ 上”未发现龋“
,

但下”

未
”由“所造成的残“

,

”别是“ 而 的

唇侧根尖牙槽骨部
,

呈现绿豆大圆形骨质破环消失部分
,

这显然是生前由于牙髓环疽所引

起的根尖病灶
,

在酿部形成过痰孔
。

6# 7 牙周病 从残存牙的牙槽骨吸收状况看来
,

万历帝生前曾患过较为严重的牙周

病
。

根据缺牙部牙槽骨吸收较低的情况
,

可以推想到他的牙齿可能是 由于牙周病而自行

脱落的
。

上颇残“牙部的牙槽骨呈水平型吸“
,

即 型 
丝 的牙槽骨吸“达“部的 ‘≅ , 以上

,

达根部的  ≅
。

一 的近中根暴露 2 ≅ <
,

远中根暴露几达根端
,

牙槽骨是垂直型吸收
。

Α Β一 根暴

9 ?
? ,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二>一 根 暴 露 2 ≅ 8
,

二>一 根暴露 2 ≅ <
,

二>一 颊舌侧根分歧部暴露
,

远中根暴露 2 ≅
Χ > 》# > 9 Δ

一一,Χ⋯
,‘,‘一一汾‘目,、二月握

强
,

牙槽骨呈水平型吸收
。

从整个牙槽骨的吸收情况看来
,

万历帝生前患的牙周病
,

应当

是复杂性牙周炎
。

6”, 牙积石 一

⋯
、 的“中根及舌“根暴 , ”堆积“极坚硬的 , 下积“

。

三

卜
暴露

的整个根部及匡的颊根部也有黑褐色硬固眼下积石
。

69 7 磨耗 万历帝的牙齿磨耗程度“”
,

这说明他的食物是””而柔”的
。

器
”

面  度磨耗
,

塑⋯
兰 切“部略“磨耗痕迹

,

立

⋯
一 的牙尖“ 、

Β
一 的“面“耗亦极轻”

,

<

>
一“面 ‘度“耗

,

其他牙““耗“不足 ‘度
,

、

Β
一 的 , 面牙尖“整

,

”无磨耗痕迹
。

6; , 楔状缺损
誓⋯

< 的”颊”牙颈”都“楔状缺损
,

牙本质暴露
,

坚”而发“
,

但未

涉及牙髓
,

这说明他生前用横刷法刷牙
,

因为中国在宋以前就有了现代式的植毛牙刷
,

而

明代使用牙刷之风
,

就比较普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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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氟牙症 万历”所“的残“牙“患“氟牙“
,

尤以 、

⋯
一 的“部呈黑褐色

,

且“

实质缺损
,

为重型氟牙症
,

其他牙齿均为中型氟牙症
。

这是 由于他幼年时代长期饮用含氟

量较高的饮水所致
。

6! 7 扭转牙 一 ,二 自远 中向近中扭转
。

>,

6 :7 近中倾斜牙
<

匕 呈近中倾斜状态
,

系由 巨丝竺 生前早期脱落所致
。

6  7 胎型 从前牙切缘的磨耗以及整个胎情况看来
,

其胎型为对刃胎
。

6 7 牙弓型 上下领牙弓均呈半椭圆形
。

6 7 偏侧咀嚼 因左上领磨牙生前早期缺失未作修复
,

因而养成了只用右侧咀嚼的

习惯
,

由于左侧长期失去咀嚼功能
,

导致领骨发育不良
,

面部凹陷而左右两侧不对称
。

62钓 口腔修复体 在口 腔内并未发现充填物或义齿等修复体
。

=

孝端后王氏的 口腔

孝端后王氏头骨及上下领骨保存完整
,

但死后牙齿缺失较多
。

‘” 现“牙” 上下

“
“

剥杀
‘个

孤
‘, 7

、

““牙” “后遗失的牙“”

渊儡
” , ‘个牙“

,

“些缺失牙都保留

着完整的牙槽窝
,

但 Δ9 ;∀ 为生前缺失者
。

6 7 龋齿 在残存牙上
,

并未发现龋齿
。

6# 7 牙周病 从残存牙的牙槽骨吸收情况观察
,

其吸收程度仅在牙颈部下 一 毫米

左右
,

死后缺牙部的牙槽骨吸收情况亦极轻微
,

这说明她生前未患过明显的牙周病
。

6∃7 牙积石 在残存牙上未发现明显的牙积石
,

仅有少许黑色沉着物
。

69 7 磨耗 残存牙的磨耗仅为  度
。

6; 7 拾型 复胎
。

6∀ 7 牙弓型 抛物线型
。

6! 7 下领骨右外半侧呈绿色
,

这可能与某种随葬品有关
。

=

孝靖后王氏的 口腔

头骨保存的不好
,

左颧弓部破折
,

下领骨中央牙槽部腐朽
,

破环者
。

自 一>二
  
部折断

,

均系死后

现存牙数 上下领骨共保存有
9 ∃ #  

∀ ; 9 ∃ #

 #弓9 ; ∀

# ∃ 9 ; ∀
9 个牙齿

。

缺失
,

因这部分的牙槽骨 已腐朽
,

折断
,

一2一2
“失牙“ 竺

>
一 ”生前缺失者

。

、Ε了、,
≅, =几,‘了

=、了任、

已无法判断本部位的牙齿是生前或死后缺失者
。

‘, , 龋“ ‘民多
,

女口 、

>
、 ”残根

,

、⋯
一 为”“”‘缘下 , 度龋

,

度龋
,

生

⋯
工 ““近中邻“ “龋

,

哑
一

颊“ , “龋
,

“ ‘ 个龋齿
。

一 颊侧眼下  

斗

6# 7 牙周病 从整个残存牙齿部的牙槽骨吸收情况看来
,

说明她生前患过 牙 周 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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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残“牙的”“根暴露 , 一‘毫米
,

尤以

别
竺 暴露较多

,

上”残“牙”“牙槽骨吸

收在牙颈部下  
=

, 一
=

∃ 毫米
,

下领磨牙部舌侧牙槽骨吸收 一 毫米
,

均为水平型吸收
。

6约 牙积石 在本领骨牙面并未发现硬 固的牙积石
。

69 7 磨耗 上下颇胎面磨耗极轻
,

仅可见不足  度的磨耗痕迹
。

6; 7

6∀ 7

6! 7

6 : 7

楔状‘ ,

罕
的唇颊“

椭
由于横刷法所‘,起的 , 状‘玩

胎型 复拾
。

牙弓型 半椭圆型
。

上下颇骨右半侧亦呈绿色
。

三
、

结 论

从明代万历帝及其两后头骨的 口腔情况看来
,

以万历帝的口腔疾患比较复杂
,

他除了

患过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之外
,

还有楔状缺损
、

氟牙症
、

偏侧咀嚼等
。

孝靖后亦有很多龋

齿和中等程度的牙周病
,

只有孝端后的牙 齿比较健康
。

首先我们见到这三个头骨所具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牙齿的磨耗程度非常轻微
,

有的

牙齿几乎看不出磨耗的痕迹
。

据近来在我国出土的一些材料证明
,

无论北京猿人
、

山顶洞

人
、

新石器时代人以及战国时代人的牙齿殆面磨耗都相 当严重
,

这是与他们的食物粗砺分

不开的
。

而这三个头骨的牙齿胎面磨损如此轻微
,

这足以说明明代最高统治者及其后妃

的食物是多么精细了
。

而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却过着艰苦的生活
,

他们食物粗糙
,

牙齿磨损

严重
。

过精过细的食物
,

虽然不会引起殆面磨损
,

但却是造成龋齿和牙周病的主要因素之

第二个特点是万历帝及孝靖后的一些牙齿上都有楔状缺损
,

这是由于刷牙方法不合

理所引起的
,

这又足以证明当时宫廷里使用牙刷的风俗已经相当普遍
。

第三个特点是万历帝的氟牙症
‘7。
中国最早的氟牙症化石实物是  ! ; ∀ 年 ∃ 月在山西

省和河北省交界处的许家窑村发现的
,

这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三个人牙化石
,

上面都

有明显的黄褐色斑点及小窝
。

据了解
,

今天生活在许家窑村的人
,

仍然都患有氟牙症
。

许
家窑人的氟牙症和万历帝的氟牙症

,

在我国古代 口腔疾病史上
,

是一项重要发现
。

本文所报道的颅骨标本及氟牙症化石标本是在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吴 汝 康
、

贾兰坡教授的协助下观察的
,

图版由王哲夫同志摄影
,

特此表示感谢
。

6几! ∀ 年  月  ; 日收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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