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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构造与年龄的关系

—
第一磨牙内部构造与年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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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根据牙本质终身不断地向髓腔方面增生的生理现象
,

对我国华南地区 7 颗上领第一

磨牙进行了研究
。

在研究中应用显微测量技术
,
在按统一标准制成的牙磨片上测量有关项目

,

依据指数公式求出髓室牙本质指数
。

研究结果表明
,

髓室牙本质指数与年龄的变化呈负相关

关系
。

本文求出了用指数推算年龄的回归方程
,

并列 出了可供参考的年龄估计值全体均数的

8 9 可信限表
。

一
、

前
,

目

人类学
、

考古学工作者或法医在对无名个体的骨骼进行研究或鉴定的时候
,

首先要对

骨骼的年龄作出正确的估计
。

因此
,

对骨骼年龄的研究在这些学科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

位
。

现在人类学界
,

对于骨骼年龄的判断
,

主要是依据颅骨骨缝的愈合
、

骨化中心的出现
、

骨髓的愈合和牙齿的磨耗等年龄特征来确定的
。

已有不少研究报告认为
,

由于个体差异

甚大的缘故
,

单凭颅骨骨缝的愈合来估计年龄
,

是不很可靠的 4昊汝康等
, 2 : 8 5

。

至于骨

化中心的出现和骨髓的愈合
,

仅适用于 8 岁以前的年龄估计 4张签
,

2 : ! 5
,

牙齿的年龄

特征不仅在儿童发育时期有明显的表现
,

就是在成年时期
—

牙齿发育完成后也表现出

一定的年龄变化规律
。

牙齿
,

是人体中最坚硬的组织
,

人死后
,

它能够长久地存留下来
,

即

使是单个的牙齿
,

也可以成为考古工作者或法医鉴定骨骼年龄的依据
。

因而
,

对牙齿年龄

变化特征的研究
,

在判断骨骼年龄的研究中尤为重要
。

长期以来
,

不少学者对牙齿年龄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

认为牙齿的

发生
、

萌出
、

磨耗和内部结构的某些变化具有一定的年龄变化规律
。

早在 2 ! 7 年
,

就有人

开始了这项工作
,

发现儿童时期牙齿的萌出是判断年龄的一种依据4∗) ∀;)<
,

2 7 ! 5
。

后来
,

又有不少人相继对乳牙
、

恒牙的萌出时间和顺序进行了研究
,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用牙

齿的萌出时间来判断成年以前的骨骼年龄还是比较准确
、

可靠的
。

可是
,

这些结果不适用

于成年后的骨骼年龄判断
。

应用牙齿的变化特征来研究成年骨骼的年龄变化
,

是近 !45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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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才开始的
。

据有关文献记载
,

其研究方法大多是用肉眼观察牙磨耗程度的方式来进

行的
。

>?∀ ∃;
42 8  5

、

>≅ Α ΒΧ Δ 42 8 5
、

昊汝康等 42 : , 5
、

竹井哲司 42 夕。5 等曾先后发

表过此类研究报告
。

牙齿内部结构的某些变化具有一定的年龄 变 化 规律
。 Ε ≅; ΦΓΗ; )< 42 8 Ι 5

、

;ΦΓ ≅∀ ∃Δ

42 : 5 和伊东志朗 42 7 5 曾先后发表过有关报告
,

但尚未见国内有类似报告
。

为此
,

我

们拟运用显微测量技术
、

数理统计方法在这方面作些探讨
,

从中寻求一种科学性较强
、

仪

器设备较简单
、

判断年龄较为准确的方法来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4一 5 材 料 来 源

本文所研究的牙齿为华南人上颇第一恒磨牙 4>−5
,

共 7 颗
。

均有年龄记载
,

为 2: 到

7 8 岁
。

其中男性 Ι 例
,

女性 7 例
。

每一个体仅取一颗 >∀
,

不分左右
。

经 肉眼观察
、

. 光

照片和显微镜检查
,

凡有形态变异
、

龋洞
、

髓石等明显病变的牙齿均不选用
,

牙的具体年龄

分布见表 2 。

表 2 牙齿年龄分布 4岁5

年龄 2 2:

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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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 5 标 本 制 作

为了便于比较
,

我们将各牙齿按统一规格制取磨片
,

使所显露的剖面通过两颊侧根的

分叉处和齿冠颊侧面的中部
。

将按此制成的磨片置于盖玻片上
,

用中性树胶封固
。

4三5 测 量 方 法

将牙片置于有平行刻线的载玻片上
,

在显微镜下 4Λ Μ ,5 用测微计进行测量
。

测量前

须先定出以下三条基线4图 2 5
=

2
1

# Ν 线

该线上的 人
、

Ν 点分别为磨片颊侧和舌侧的釉牙骨质界
。

1

Ο Π 线

经 # Ν 线的中点 3 并与 # Ν 垂直的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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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Θ Ρ 线

经 / Π 线髓室段的中点 3’ 并与 # Ν 平行的线
。

然后测量髓室高 4Σ/ 5
、

牙本质高 4ΓΣ Τ /Υ 5
、

髓室颊舌径 4馆5 和颊舌侧牙本质厚

4∃Η Τ ςΧ 5 等四个项 目4图 ∀5
。

图 2 牙磨片的测点

# Ν

—
牙颈线

, Σ/

—
髓室高

, 坛

—
髓室颊舌径

,

ΓΣ 十 /Υ

—
牙本质高

, ∃Η Τ ς Χ

—
颊舌侧牙本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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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出的数据计算髓室牙本质指数4简称牙指数 5
,

指数公式是
=

髓室牙本质指数一
髓室高十髓室颊舌径

牙本质高 Τ 颊舌侧牙本质厚
Μ 2Ι Ι

三
、

结 果

4一 5 髓室
、

牙本质各径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为便于统计分析
,

将全部样本分成五个年龄组
,

每 2Ι 岁为一组
。

表 各测Φ 项目平均值 4单位 = 毫米 5

年龄组 4岁5
2:一

4 7例 5

:一

4 例 5

! :一
42 7例 5

耳:一
42 7例5

8 :一
42 Λ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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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看出
,

在五个年龄组中
,

2: 一8 岁年龄组的髓室径最大
,

而牙本质厚度最

小
。

其余年龄组各项平均值
,

分别发现下降或上升的趋势
。

同时还看到
,

髓室
、

牙本质颊

舌径的变化不如纵轴4高5的变化明显
。

4二5 牙指数与年龄的关系

表 ! 各年龄组的牙指数均值
、

标准差和标准误

年年龄组 4岁555 2:一一 :一一 ! :一一 Λ :一一 8 :一一

牙牙指数均值
,,

8
1

ΛΛΛ
·

Λ 7
1

Λ Ι
1

777 !  
1

::: ! 8
。

888

标标 准 差差
。

石ΙΙΙ
Α

‘
1

! ΛΛΛ 7
。

7
· ===

,

8
1

 Ι
’’

8
。

Ι

标标 准 误误 2
1

 888 2
1

! 888
人 , ,,

2
1

月∀∀∀ 2
1

! ΛΛΛ
∀∀∀∀∀∀∀∀∀

。

!!!!!!!
号号号号号 2222222

从表 ! 可看出各年龄组的牙指数平均值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依次减小
。

图 显示牙指数 47
’

例 5的年龄分布
,

显示出牙指数随着年龄增大而减小的趋势
。

怕的的扣扣!3四2Ι

卜
让?

2 Ι 弓3 夕 Λ _ , Ι : ) 7 ) Ν )

图 7 例牙指数的年龄分布与回归直线
‘

2
1

∀? ∃ Γ ς ∃ Υ ?; Φ Α ?Σ ≅ Φ?) Β ) Η 7 Φ ∃ ∃ Φ Χ Γ < Υ ΦΧ ∃ Α ∃ ς Α ∃ ; ;?Ω ∃ ∀?) ∃

4三5 牙指数与年龄相关和回归分析的结果

通过牙指数与年龄的相关系数以及回归方程的分析计算处理
,

求出相关系数
,
值和

回归方程式
,

具体结果见表 Λ 。 依回归方程作出了回归直线4图 5
,

该线代表牙指数与年
几

‘

表 Λ 祖关
、

回归分析结果
, ϑ

相相 关
2

系 数 5 4Α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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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之间的关系
。

根据年龄估计值 夕的标准误公式 今 Κ , , 1 二 β 2
1

4二 一 6 户 δ 入斗佑 ,
, ,

二

0 万 甲
不

ϑ

二万
,

刊王评叼二 ’ , 。丫

可信限公式 = 夕一 ΦΙ
1

Ι8
凡提 > 6 成 夕Τ ΦΙ1 茄 6 4上两式中

,
& 代表样本例数

、
其余符号说明

见表 8 5
,

求出了相当于各牙指数的年龄全体均数 4>户的 8 关 可信限
,

具体数据见表

8 。 今后在鉴定个体年龄时
,

按照本文方法测量和计算出牙指数
,

从表 8 即可直接查到估

计年龄
。

县
四

、

讨 论

对牙磨耗与年龄之间的关系问题
,

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
。

目前对牙磨耗程度的

分类
、

分级方法颇多
。

吴汝康等以肉眼观察牙磨耗的方式将臼齿的磨耗程度分为六级
,
并

分别得出各磨耗级相应的平均年龄
。

其研究结果表明
,

牙齿的磨耗程度与年龄的增加呈

正相关关系
。

利用牙磨耗度估计年龄是一种简易而实用的方法
,

目前常得到运用
。

不过

问题在于磨耗受食物习惯
、

咬合方式
、

对应牙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Ε ≅; ΦΓ Η;)< 42 8 Ι 5认为牙齿具有六个年龄变化特点
。

这些特点是
= 牙磨耗

,

牙周变性
,

继发性牙本质增生
,

牙骨质增厚
,

根部吸收和根部透明牙本质增加
。

他把每一变化特点分

为四级
,

最后综合估计年龄
,

此法对判断骨骼年龄具有一定的帮助
。

但是这六个特点中多

数都需根据主观估计作出判断
,

而且要求鉴定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门的知识
。

伊东志朗 42 7 5 根据齿冠的年龄变化特征
,

订出齿冠指数公式
,

用齿冠指数求出估

计年龄的回归方程
,

并得出齿冠指数与年龄为负相关关系的结果
。

无疑
,

这有助于骨骼年

龄的判断
。

不过我们认为
,

由于釉质直接受到食物的机械磨耗
,

干扰 因素较多
,

而影响齿

冠指数大小的因素包括釉质在内
,

可能会影响估计年龄的准确性
。

现在一般认为
,

人类恒臼齿发育完成后
,

牙体不再增大
。

但由于生理性的刺激
,

排列

在髓室表面的成牙质细胞向髓腔方面推移
,

成牙质细胞突起相应地伸长 6 同时又不断地堆

积形成新的牙本质基质
,

最后钙盐沉积而形成继发性牙本质
。

继发性牙本质的形成
,

是一

种终身不断的生理现象4北京医学院主编
, 2 7 85

。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牙本质的变化

规律相符
。

牙指数与年龄的负相关结果 4
, Κ 一 Ι

1

: 5 说明
=
年龄增加

,

指数减小 6 从指

数公式可知
,

指数减小表示牙本质增厚
,

髓室缩小
。

在研究 中
,

我们制订了髓室牙本质指数公式
。

从理论上分析
,

该式的分子项目随年龄

增加而减小
,

分母项 目则随年龄增加而增大
,

因而可通过指数值的变化反映不同年龄的牙

本质变化情况
。

同时
,

公式中利用髓室高与髓室颊舌径相加
,

牙本质高与颊舌侧牙本质厚

度相加
,

也就是利用牙齿的纵向4篙5与横向4宽5相加
,

∃∃ 够减少牙齿个体大小和形态差异

过大所造成的误差
。

以上分析在表
、

表 ! 的研究结果中也得以证实
。

因此
,

我们认为指

数公式的建立是合理的
。 一

表 中
,

髓室颊舌径与牙本质颊舌侧厚度都不如髓室高与牙本质高的增龄变化明显
。

推想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

一是牙齿在纵向上受到的作用力和生理性刺激比侧壁受到的作

用力和刺激要大而经常 6二是牙齿的组织结构特点4髓室顶部的成牙质细胞突起通过牙小

尹目月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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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规律地按咬合面方向排列 5 使咬合面上受到的刺激易于引起髓室顶部的继发性牙本

质增生
。

髓室底部的牙质增生可能与根柱底部支持组织造成压力刺激有关
。

所以
,

继发

性牙本质的增生在髓室各壁中以顶部和底部尤为明显
。

在研究中
,

我们曾单独以髓室高和牙本质高的比
,

作为指数公式来推算年龄
,

似也可

行
。

不过由于其年龄误差较大而未予采用
。

不容否认
,

牙本质增生还受到与牙磨耗有关的因素影响
。

牙磨耗程度愈高
,

牙质增生

愈 多
,

这一现象我们已经观察到
。

但是
,

牙本质增生毕竟不象咬合面那样直接受到外界刺

激
,

其受外界干扰的影响程度相对来说应该较轻
,

两者的具体关 系如何
,

有待于进一步探

讨
。

我们认为
,

估计骨骼年龄最好有客观的计量标准
,

应用显微测量技术和指数计算有助

于克服主观估计牙龄所造成的误差影响
,

而采用本法所需的仪器设备和测量工具并不复

杂
,

制作磨片和测量技术易于掌握
。

因此
,

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华南地区的成年骨骼年龄的

判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我们推想
,

如能对前磨牙和第二磨牙4皆具髓室5进行类似研究
,

或应用 . 光断层拍摄

技术进行研究
,

可能会使指数估龄的方法更加完善
、

准确
。

五
、

结 论

通过对 7 例牙磨片的研究
,

证实了髓室各壁上继发性牙本质增生具有年龄变化的特

点
,

由此得到以下结果
=

2
1

髓室牙本质指数公式
=

髓室牙本质指数 一
髓室高 Τ 髓室颊舌径

牙本质高十颊舌侧牙本质厚
Μ 2 Ι Ι

1 髓室牙本质指数与年龄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

说明指数随着年龄增大而变小
,

指数

变小表示继发性牙本质增生
,

髓室缩小
。

!1 提出了依据髓室牙本质指数来推算年龄的回归方程式和年龄估 计 值 > 夕的 8 多

可信限表
。

回归方程式
= 夕一 4一 2

1

Ι2 5
. 十  

1

 

Λ
1

继发性牙本质的形成与生理性刺激有关
。

因而根据指数来估计年龄时
,

应排除有

形态变异
、

龋洞
、

髓石等明显病变的牙齿
。

42  年 Λ 月 ! Ι 日收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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