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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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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距今约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两具人头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
,

认为

这两具头骨在蒙古人种形态的发育上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更明显
,
同时具有某些类似

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的性状
。

这个报告中的人骨是浙江省博物馆考古组的同志在  < < 年度发掘浙江余姚河姆渡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时出土的
。

笔者曾于  < ! 年 ∀ 月前往现场进行鉴定
。

在遗址的第

二
、

三文化层中
,

共发现墓二十余座
,

但大部分人骨腐朽
。

除有一个小孩墓中随葬一小陶

杯外
,

其余皆无陪葬物
。

葬式多侧身屈肢
。

由于河姆渡文化是近年来在我国长江以南沿海省发现的一种新型文化
,

年代又早到

距今约七千年
,

与黄河流域的早期仰韶文化大致相当
,

因而引起了我国考古和历史学界的

重视和关注
。

另一方面
,

遗址中出土的人骨为研究这一原始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
。

但在该遗址的发掘中
,

还没有发现墓葬区
。

从遗址里发现的人骨很少
,

只能

选择个别完整的头骨进行观测
。

一
、

人骨的性别和年龄

年龄的估计主要依据牙齿的萌出情况
、

磨蚀程度和颅骨缝的愈合程度等
。

性别判定

主要依靠盆骨
、

头骨上的骨性标志
。

对十三个个体性别年龄的估计如表
。

表 性别年龄的估计
=

编号 年龄 编号 4性别 年龄 编号 性别 > 年 龄

女女女
?‘5?了5功5≅Α≅5?5

女男男男

% Β6 Χ

% ∀6 <

% Δ6 44

% Δ6
,

Ε Χ6 Δ

约 < 岁

约 巧 岁

约大于 ∀Β 岁

约大于 ∀Β 岁

一 ∀ 岁

% Δ6 ∀

% Δ6 #

% Χ6 ∀

% Χ6 #

% ∀ ∀6 !

约 < 岁

Χ一< 岁

∀ Β一 ∀ # 岁

约 ∀ 岁

Χ一< 岁

% ∀ Δ6

% ∀ #6 <

Χ一< 岁

约 ∀Β 岁

∀一 Δ 岁

= 除 6Α 一 ∀ 出自第二层外
,

其余出自第三文化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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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头骨保存情况和形态描述

在四个成年个体中
,

只有一具头骨 9% Γ“ 6 ∀ : 比较完整
,

另一具接近成年的头骨

9% ∀ 6 <: 也很完整
。

以下分别记述这两具头骨
。

5

6 ∀ 头骨

这具头骨出自遗址的第三 & 文化层
。

上颇两边外后部分残缺
,

蝶骨大部破失
,

颅基两

侧前部
、

左颧弓中段
、

右鼻骨下端
、

左右额骨颧突及两眶内壁等处都有程度不等的残缺
。

经粘补后
,

整个颅面部分基本完好
。

上下领牙齿除右上第三臼齿残失和右下第三臼齿生

前脱落以外
,

其余各齿保存
。

整个头骨呈灰褐色
。

头骨硕大
,

头骨的各项主要长
、

宽径在大型头骨范围
。

眉弓发育较显著
,

前额后倾适

中
,

眶上缘较钝
,

颧骨和颧弓宽大
,

乳突和乳突上岭大而发达
,

枕外隆凸和枕外婿比较粗

显
,

额
、

顶结节欠显著
。

下领厚大
,

裸状突很宽
,

下领角稍外翻
。

头骨的男性特征明显
。

第三臼齿已长出
,

第一臼齿的磨蚀度达三级
,

第二臼齿二级强
,

第三臼齿二级弱
。

按

现代人磨蚀标准
,

约 # 一∀Β 岁
。

冠状缝左右翼区以上一段及矢状缝的前段 已愈合
,

人字

缝基本愈合
。

按正常愈合情况
,

估计年龄为 ∀Β 一∀ # 岁
。

从牙齿和骨缝估计的年龄有所区

别
。

一般来说
,

骨缝愈合的年龄变异较大
,

误差也较大
。

古人骨缝愈合较现代人早
,

6 ∀

头骨也可能是如此
。

但它的牙齿生长比较整齐
,

磨耗也比较均匀
,

故依此估计年龄可能较

骨缝精确
。

此外
,

此头骨虽硕大
,

但骨性凹突
、

肌线发育较 弱
,

骨面较光滑
,

这些也是较为

年轻的一种表现
。

因此
,

我们对这具头骨的年龄估计比缝龄所示小一些
,

约在 # 一∀Β 岁
。

此头骨显要特征之一是长颅
,

颅指数 <
5

< ,

在长颅型范围
。

额
、

顶结节比较钝
,

顶面观

最大宽位置约在头骨中部
,

呈长椭 圆形
。

从正面观
,

眶上部眉弓较明显
,

但不到眶上缘的一半
。

眶上缘较钝
,

有眶上切迹
。

眶

角较圆
,

眶 口较小
,

略似椭圆形
。

眶 口平面位置属水平位
。

眶间较宽
,

眶外
、

下缘厚钝
。

左

侧有一眶下孔
,

右侧残缺
。

从左侧保存的一部分眶下领骨表 面形势来看
,

犬齿窝不显
。

鼻

骨短而宽
,

上宽稍大于下宽
,

属浅凹型鼻骨
。

鼻根比较低
,

鼻根指数较小 9∀Β
5

Β :
。

鼻棘尖

端略残
,

依其趋势
,

鼻棘很小
,

大概不大于 Η≅ ∗2 7 氏 . 级
。

梨状孔较小
,

鼻指数 Δ 
5

Χ ,

属较宽

的中鼻型
。

梨状孔下缘没有明确的界线分隔鼻腔底和前齿槽骨
,

彼此延续
。

颧骨宽大而

外突
,

颧骨体中下部有水平方向的骨性隆起
。

前额接近阔额型
,

顶部无矢状隆起
。

从侧面观
,

额部向后上方坡度中等
,

眉间突度弱
,

鼻根凹很浅
,

凹形鼻梁
,

上齿槽和门

齿明显向前下方伸出
,

齿槽突颇明显
,

齿槽面角约 Χ! 度
,

属超突领型
。

颧弓宽大
,

颧骨缘

结节极发达
。

将头骨依法兰克福平面放置
,

眶上缘比眶下缘位置明显靠后
,

即眶平面的上

下行中轴与法兰克福平面交角小于直角
。

颧面很宽
,

与上面高相比
,

属中面宽类型
。

颗鳞

的形状略近似三角形
,

乳突大
,

枕外隆凸中等
,

颅基底到前囱高度无论绝对值和相对值都

属高颅型
。

侧面观颅形近似长卵圆
,

上齿槽突领很明显
。

从后面观
,

颅最宽位置较高
,

在颗鳞与顶结节之间
,

更靠近顶结节
。

结节以下颅壁比

较直
,

上下宽度接近
。

颅顶部较近球形
。

枕外隆凸发育中等
,

由此向两边伸展的枕外峭比

较粗宽
,

但到乳突后方逐渐减弱和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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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底枕骨大孔近椭圆形
,

孔左右的枕盟大而宽
,

愕长而较窄
,

愕较深
,

属中愕型
。

无愕

圆枕结构
,

整个愕近似抛物线形
。

顶部枕峭几乎不发育
,

峭两侧的窝也不明显
,

整个顶平

面形势比较平缓
,

并有一定的弯曲度
。

颅内面脑膜中动脉印痕左前枝大于后枝
,

右前枝和后枝约相等
。

上第一门齿舌面呈铲形
,

第二门齿铲形较弱
。

无拔牙现象
。

下领粗大
,

联合处很高
,

下颇体很厚
,

枝很宽
。

下领体内面无下领圆枕
。

频隆凸不发

达
,

其上颊沟很浅
,

左右颊孔各一
,

均在第二前 臼齿水平位处
,

左侧颇孔的水平位置约在下

领体的二分之一处
,

右侧的稍偏下
。

下齿列近似 Ι 形
,

第 4一∀ 臼齿的排列几乎成一直线
,

向后展开
,

角度较小
。

上
、

下齿列咬合略近似屋顶型
,

即上齿槽突前面的门齿明显前伸
。

下齿槽突领不明显
,

下门齿垂直生长
,

被上门齿覆盖而成屋檐状
。

5

6 < 头骨

此头骨也出自第三文化层
。

头骨和下领完整
。

6 < 头骨从门齿到第二臼齿 9恒齿 :已经长 出
,

第三臼齿尚在齿槽 中
。

第一臼齿磨蚀

度约二级强
,

第二臼齿约二级
。

第一
、

二臼齿萌出后已经过一个时期的磨耗
,

年龄应稍大

于 一 ∀ 岁
。

并考虑第三臼齿尚埋没齿槽中
,

估计这具头骨的年龄约在 Δ 一巧 岁
。

颅

骨缝愈合情况所示年龄特征和牙齿的年龄特征有些差别
。

按一般情况
,

Δ 一巧 岁的头

骨
,

其主要骨缝9冠状缝
、

矢状缝和人字缝:尚未愈合
,

但 6 < 的这些骨缝已经部分愈合
,

因此骨缝所示年龄特征比牙齿上估计的要大一些
,

约 Β 一# 岁
。

然而 6 < 的颅底缝 9枕

骨基部与蝶骨相接的缝: 尚未愈合 9大约 Β 一# 岁愈合 :
,

6 < 的年龄仍可 能 小 于 Β

岁
,

所以
,

估计 Δ 一巧 岁比较合适
。

6 < 头骨缝愈合比实际年龄偏高的现象和 6 ∀ 头骨

相似
,

这可以表明古代人骨缝愈合时间比现代人为早
。

6 < 头骨纤小
,

额
、

顶结节发达
,

前额膨突
,

眉弓不发育
,

眶上缘较锐
,

眶 口面积相对较

大
,

梨状孔短而宽
,

乳突很小
,

枕外隆凸缺乏
,

颅后部向后隆突
,

下领角较大
,

裸状突很小
,

下领枝内翻
,

尖形频
,

整个头骨表面光滑
,

面部形态稚弱
。

这些特征表示 6 < 是接近成年

的女性个体
。

由于额
、

顶结节发育显著
,

前额和顶结节位置的宽度相差明显
。

从顶面观
,

头骨成前

窄后宽的菱形
。

颅形很长
,

颅指数9<Β
5

∀ :接近长颅型的下限
。

眉弓极不发育
,

眉间很平
。

眶形略近斜方
,

眶高中等
,

属中眶型
。

鼻骨上宽略小于下

宽
,

鼻骨最窄约在上三分之一处
。

鼻骨低平
,

鼻根指数很小 9!
5

< :
,

鼻尖指数 9<
5

∀ :也很

低
。

眶间宽较宽
。

梨状孔近似等边三角形
。

鼻棘很弱
,

只达 Η≅ ∗2 。 氏 . 级
。

梨状孔下缘

钝
,

近似婴儿型
。

左右眶下孔各一
,

在左眶下孔的内上方另有一细小的副孔
。

右侧犬齿窝

微显
,

左侧缺
。

颧骨较宽
,

颧骨面光滑
。

面宽和上面高的比例为中面型
。

侧面观
,

前额鼻根至额中点几乎垂直上升
,

然后向后上方倾斜
。

鼻根处平
,

浅凹形鼻

梁
,

鼻尖低
,

鼻棘弱
,

上齿槽突领较为明显
。

颧弓细弱
,

颧骨缘结节比较发达
。

以法兰克福

平面定位
,

眶上缘 明显在眶下缘的后位
。

颗鳞上缘 圆隆
,

乳突小而弱
,

乳突上晴低平
。

枕

上部向后圆突
。

颅高中等
,

侧面观脑颅近似长卵圆形
。

从后面观
,

两边顶结节发达
,

结节以下颅壁平直
,

顶部稍隆起
,

呈五角形
。

颅最宽位置

在顶结节处
,

上
、

下宽大体相等
。

枕外隆凸不显
,

枕外晴和项线皆不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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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骨大孔近扁圆
,

矢径大于横径
。

两枕裸很小
。

颧骨转角较陡
,

上愕较长
,

近似半椭

圆形
。

愕深中等
,

沿愕中缝两边无愕圆枕结构
。

下领很小
,

下领齿槽弓短宽
,

颊形尖
,

颊隆凸较显
,

其上的颇水平沟很浅
,

下颇枝低宽
,

下领角较大
,

下领枝内翻
。

下领体下缘较平
,

舌面无下领圆枕
。

两侧第二前臼齿和第一 臼

齿位各有一颊孔
,

其水平位置约在下领体的中部
。

上下齿列咬合形式为屋顶型
。

右上第二门齿形态变异
,

近似犬齿型
,

且比正常同类齿

型小
。

其余三个上门齿舌面皆呈典型的铲形
。

右上第二前臼齿扭转几达九十度
,

左上犬

齿也扭转约四十五度
。

左右下第二门齿先天缺额
,

左侧第一
、

二前臼齿分别稍向舌侧和颊

侧错位
。

在右侧第一
、

二前臼齿之间存在明显的齿隙
。

左下第一
、

二臼齿颊侧两个齿尖之

间各有一小的龋洞
,

右下第二臼齿的同类部位也有一裂隙状龋洞
,

且穿透釉质
。

三
、

头骨测量项目的比较

6 ∀ 是一具大型头骨
,

可以设想
,

它的许多直线和弧线测量值会超过这个人群的平均

水平
。

因此
,

在比较时
,

主要依靠各种指数和角度
,

同时参照 6 < 的各项测量进行讨论
。

6 ∀ 和 6 < 头骨的颅指数分别为 <
5

< 和 夕Β
5

∀ ,

属长颅类型
。

另一具 6 < 女性头骨也

是较长的菱形颅
。

长颅类型在现代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中比较常见9< 一! :

,

亚洲蒙古

人种 中少见9<# 一 ! ! :
。

我国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居民的头骨普遍属中颅类

型9<!
5

一!Β
5

Δ # :
,

南方新石器居民的头骨多长颅型9<∀
5

一< ∀
5

Δ :
。

6∀ 的颅高绝对值很高9 #Δ 毫米 :
,

颅长高指数9”
5

! : 也在高颅型9<#
5

Β 以上 :范围
。

6 < 的颅高9 ∀ 毫米 :在女性颅高的中到大之间
,

其颅长高指数9<
5

Δ :属正颅型
。

两个头

骨的长高指数都可以在亚洲蒙古人种9Χ<
5

Δ一!Β
5

: 和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 9< Β一<#: 范围

内见到
。

6 ∀ 的指数则落在东亚 9<Δ
5

∀一 !Β
5

: 和南亚 9<Χ
5

#一< 
5

# :蒙古人种及美拉尼西

亚9< Δ一< #:人的范围
。

两个头骨的颅高都大于颅宽
,

尤其 6 ∀ 的颅高比颅宽大 Β 毫米
。

宽高指数9 ΒΧ
5

 和

Β
5

Χ :在狭颅型9 ! 以上:范围
。

颅高大于颅宽的狭颅类型多见于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
,

如美拉尼西亚人
,

巴布亚人
,

澳大利亚人和维达人等
,

在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比较少见
,

后

者一般颅高小于或接近于颅宽
。

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十一个头骨

组中
,

颅宽高指数平均值明显大于 ΒΒ 的只有西夏侯新石器组和半坡组
,

接近 ΒΒ 的有三

个组
,

其余六组都小于 ΒΒ
,

十一个组的范围是  Χ
5

一 Β#
5

∀ 。 我国南方的三个新石器组

9河宕
、

昙石山
、

甄皮岩 :共 Χ 个男性头骨中
,

颅高大于颅宽的占 Δ 个
,

河姆渡头骨的这一性

状和它们相似
。

在面部测量方面
,

6 ∀
、

6 < 的上面指数9#
5

Β 和 #Β
5

:皆属中面型
,

柳江人 9Δ!
5

# :的

面型更低宽一些
,

属阔面型
。

黄河流域新石器各组的面指数普遍更高
’

9#
5

∀一”
5

! :
,

与现

代东亚类型 9#
5

<一#Χ
5

#: 基本接近
。

南方新石器各组稍低9#Β
5

Δ一#
5

Χ:
,

与现代南亚类型

9Δ 
5

 一#∀
5

∀ : 比较接近
。

河姆渡头骨的这一特征比较接近南方的新石器各组和现代南亚

类型
。

6 ∀ 头骨大的颧宽9 Δ< 毫米 :和中面宽9 <
5

毫米:
,

大的颧骨高和宽9ΔΧ 与 ∀ 毫

米 :
,

虽与其大的头型有关
,

但这样大的颧面宽和颧骨显然也是蒙古人种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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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和 6 < 的鼻颧角 9 Δ #
5

# 和 一Δ Χ 度 :都比较大
,

和现代蒙古人种 9 斗#一 Δ  :与黄

河流域新石器
一

青铜时代九个组的数值9 ΔΔ
5

一 Δ 
5

#: 接近
。

现代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

9 ΔΒ 一 Δ : 和南方新石器时代三个组9 Δ
5

Χ一 Δ∀
5

#: 的鼻颧角则更小
。

6∀ 的鼻颧指数

9Δ
5

∀ : 也小
,

在蒙古人种范围 9 ∀
5

Χ一 <5 :
,

6 < 的数值 9巧
5

: 也不大
。

河姆渡头骨的

这两个测量表示在鼻根水平的面部扁平度大于柳江人 9柳江人鼻颧角 Δ∀
5

#
“ ,

鼻颧指数

#
5

< :
。

下面部水平扁平度用颧上领角或鼻棘下点高度指数测定
。

6 ∀ 的颧上颇角9 斗“ :比

华北新石器
一

青铜时代各组 9 !
5

斗。一 ∀ <
5

Δ “ :和南方的三个组 9 夕
5

∀ “一 ∀ !
5

Β “ :都小
,

6 <

的颧上领角 9 ∀ Δ
5

# “

: 则比 6 ∀ 的更大
。

现代大洋洲人群的这个角度一般较小
,

如美拉尼

西亚人 9%
∗ 注7 1:

5

 “ ,

塔斯马尼亚人 Β
5

∀ 。 ,

波里尼西亚人 96∗ϑ 7+Κ
: Χ

5

< 。
,

南部澳大利

亚人 <
5

! 。 柳江人的这个角度 9 ∀ ! “

: 比较大
。

6 ∀ 的鼻棘下点高度指数9Χ
5

 :也明显

大于东方蒙古人种各组 9<
5

#一Β
5

 :
。

总之
,

6 ∀ 的上面扁平度大
,

而下面扁平度小
。

6 ∀
、

6 < 的面角9# 。

和 # ∀ “ :属中领面型 9# Β
“

一Λ斗
5

 “ :
,

鼻面角9# Χ 。

和 # # “

:大体上

在正领型 9!#
。

一 
5

 “

:下限或中颇型 9! Β “一! Δ
5

 。 :上限之间
,

与现代蒙古人种 9!Β
5

# “一

!!
5

“

:和黄河流域新石器
一
青铜时代各组 9!

。

一!Χ
5

<
“

: 范围比较接近
,

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

人种 9< <
“

一 # Δ “ : 的鼻面角略小
。

6 ∀ 的齿槽面角小 9Χ # “ :
,

属超突领型 9Χ Β
“

一Χ  
5

 “

:
,

6 < 的齿槽面角 9! Β 。

:比 6 ∀ 的大
,

在中
一
突领型之间

。

6∀ 显著的齿槽突领与澳大利

亚
一

尼格罗人种的数值9Χ
。

一 < 。

:比较接近
,

也在我国南方新石器各组9Χ#
5

∀ 。

一< 
5

Β 。

:的

范围
。

现代蒙古人种的齿槽面角9<∀
“

一 ! 。

:稍大
。

鼻面角9!Χ
“

和 ! # 。

:的情况大致类似
,

在黄河流域新石器
一

青铜时代各组9!Β
5

“

一 Β
5

。

:和南方各组9! # “一!#
5

# 。

:范围内
。

两个

头骨的面突度指数 9 Β
5

! 和 Β
5

: 大体上在中
一

突领之间
,

与昙石山组9 Β
5

约的很接近
,

柳江人的这个指数则比较小
。

6 ∀ 有较狭长的齿槽弓
,

齿槽弓指数为 .(
5

# ,

在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范围9 Β 一

Χ :
,

蒙古人种则有相对更宽短的齿槽弓9 巧一 Χ :
。

用皮尔逊的颅容量公式测得 6 ∀ 的颅容量是 Χ  
5

Χ 毫升
。

这个数值比用同一公式

得到的柳江人 94斗!Δ
5

: 和 Β 号山顶洞人9 #  
5

Χ :的都大
。

这三具头骨在颅长和宽上相

差不大
,

但 6 ∀ 的颅高比柳江人 9 ∀ Δ :和 山顶洞人9 ∀ <
5

劝的分别高 Β 毫米和 Χ
5

# 毫米
。

6 ∀ 颅容量的增大
,

主要和颅高的增大有关
。

四
、

身 高 的 估 计

测量了 6 ∀
、

6 两个成年男性的下肢骨长
,

并推算了身高
。

用股骨长计算的身高

与用胫骨长计算的身高相差不大
。

6 ∀ 的股骨长为 Δ#
5

Β 厘米
,

胫骨长 ∀<
5

厘米 ; 6 股

骨长 ΔΒ
5

Β 厘米
,

胫骨长 ∀
5

! 厘米
。

计算式如下
Φ

6 ∀ 用股骨长推算的身高二
5

#又 Δ #
5

Β Μ <
5

# <一 Χ  
5

∀ 厘米
。

用胫骨长推算的身高二
5

∀ 又 ∀<
5

Μ !
5

Δ# 二 < Β
5

Δ 厘米
。

6 用股骨长推算的身高Ν
5

# 丫斗Β
5

Β Μ <
5

# <Ν Χ
5

 厘米
。

用胫骨长推算 的身高“
5

∀ 丫 ∀
5

! 十 !
5

Δ# 二 Χ
5

# 厘米
。



期 韩康信等 Φ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  

表 河姆渡新石器人头骨的测Ο

9长度单位 Φ 毫米 ;角度 Φ 度 ;指数 Φ Π :

马马丁号号 项 目目 6 ∀∀∀ 6 , <

>>>
马丁号号 项 目目 6 ∀∀∀ 6 <<<

颅长9Θ 一
∗ Ρ :::  !

5

ΒΒΒ ! ∀
5

### Χ ΒΒΒ 颧骨宽 9
Σ Τ 一

≅ 1Τ
5

∗ ≅ Υ
5

: 左左 ∀
5

ΒΒΒ Δ
。

ΒΒΒ

!!!!! 颅宽 9
/ Κ
一

/ Κ
::: Δ Δ

5

ΒΒΒ  
5

ΒΒΒ Χ 右右 ∀
5

ΒΒΒ Δ
5

ΒΒΒ

444<<< 颅高 9Υ
7
一Υ ::: # Δ

5

ΒΒΒ ∀
5

ΒΒΒ Χ 齿槽弓长长 Χ
5

ΒΒΒ Δ <
。

ΒΒΒ

耳上颅高 9Ρ ∗
一

Ι

::: ∀ Β
5

Δ ### Χ ∀∀∀ 齿槽弓宽宽 Χ !
5

ΒΒΒ # !
5

ΒΒΒ

∀∀∀ 颅周长9过
。 Ρ ::: # #

。

ΒΒΒ # Β Β
5

ΒΒΒ < 聘长 9
Β
一

Λ Ο7
::: Δ  

5

ΒΒΒ 斗
5

ΒΒΒ

ΔΔΔ 颅横弧9
7 ≅ / Ρ ∗

一Ρ ∗

::: ∀ # Β
5

ΒΒΒ ∀ Β Χ
5

ΒΒΒ < ∀∀∀ 愕宽 9
/ Α Τ 一

/ Α Τ ::: Δ
5

ΒΒΒ ∀ <
。

ΒΒΒ

### 颅矢状弧 9
7 ≅ / Α

一
。
::: Δ Χ

5

ΒΒΒ ∀ !
5

ΒΒΒ < ΔΔΔ 面角 9
Α
一Ρ ≅

一ς( ::: !
5

ΒΒΒ ! ∀
。

ΒΒΒ

ΧΧΧ 额矢状弧 9
7 ≅ / Α

一Υ ::: !
5

ΒΒΒ ∀
,

ΒΒΒ ∀ 鼻面角 9
Α
一

Α Λ
一ς( ::: ! Χ

5

ΒΒΒ ! #
5

ΒΒΒ

<<< 顶矢状弧 9
7 ≅ / Υ一4::: 斗#

5

ΒΒΒ Β
5

ΒΒΒ < <<< 齿槽面角 9
Α Λ
一Ρ ≅

一ς( ::: Χ !
5

ΒΒΒ ! Β
5

ΒΒΒ

!!! 顶矢状弧 9
7 ≅ / 4一

。
::: # ∀

5

ΒΒΒ ∀ Β
5

ΒΒΒ ! Φ 额角 9
Α
一Τ 一ς( :::  

。

ΒΒΒ  Β
5

ΒΒΒ

   额矢状弦 9
2 Ω ∗ ≅ Ξ Α

一Υ ::: Δ
。

### 斗
5

ΒΒΒ < Φ 444 前卤角 9Θ一Υ一ς( ::: # <
5

ΒΒΒ Δ <
5

ΒΒΒ

∀∀∀ ΒΒΒ 顶矢状弦 9
/Ω ∗ ≅ Ξ Υ一4::: ∀ Β

5

ΒΒΒ
,

ΒΒΒ Φ 鼻颧角 9ΕΤ
∗

一
Α
一ΕΤ ∗

::: Δ !
5

### Δ Χ
5

ΒΒΒ

∀∀∀ 枕矢状弦 9
/Ω ∗ ≅ Ξ 4一 。

:::
5

### Β #
‘

ΒΒΒ < ; !!! 颧上领角 9
Σ Τ 一

# #
一

Σ Τ ::: Δ
5

ΒΒΒ ∀斗
5

###

<<<<< 枕大孔长 9Υ
7
一

。
::: ∀ Δ

5

### ∀
,

###  Φ !!! 鼻骨角 9
≅Ω 1一

Α
一Ρ ≅

::: #
5

ΒΒΒ Δ
5

ΒΒΒ

444ΧΧΧ 枕大孔宽宽 !
。

ΒΒΒ <
5

ΒΒΒ Δ ! Φ <<< 鼻根点角 9Υ
7
一

Α
一Ρ ≅

::: < ∀
5

ΒΒΒ < Δ
5

ΒΒΒ

##### 颅基底长 9Υ
7

一Α::: Β <
5

ΒΒΒ  Δ
5

ΒΒΒ Δ ! Φ Δ ### 齿槽点角 9
Α
一Ρ ≅一 Υ 7

::: Χ !
5

ΒΒΒ Χ  
。

ΒΒΒ

ΔΔΔΨΨΨ 面基底长 9Υ
7

一Ρ ≅
::: Β

5

ΒΒΒ  Χ
5

ΒΒΒ Δ < Φ Δ### 颅指数数 <
5

< ∀∀∀ < Β
5

∀ ∃∃∃

     最小额宽 9Ε
Ο
一ΕΟ:::   

5

ΒΒΒ  Β
5

ΒΒΒ Δ Β Φ ### 颅长高指数数 < <
。

< !!! <
。

∀弓弓

ΔΔΔ ### 颧宽 9Σ 8一 二
力力 Δ <

5

ΒΒΒ
5

### # 斗Φ # ### 颅长耳高指数数 Χ #
5

< ΧΧΧ Χ
5

Δ〔〔

ΔΔΔ ΧΧΧ 中面宽 9
Σ Τ 一

Σ Τ ::: <
‘

 ∀
5

### # Φ # 颅宽高指数数 Β Χ
5

 ΔΔΔ Β
5

# ###

斗斗∀∀∀ 鼻棘下点至中面宽高高 ∀
5

### Β
5

ΒΒΒ Χ Φ Χ ΒΒΒ 额宽指数数 Χ !
5

< ### Χ  
5

<夕夕

ΔΔΔ !!! 9
ΛΚ Υ

5

Σ Τ 一 # #
一

Σ Τ ::: Β ∀
5

ΒΒΒ  
5

ΒΒΒ Χ ∀ Φ Χ 垂直颅面指数数 Δ !
5

< ΒΒΒ Δ Χ
5

 ###

ΔΔΔ <<< 两眶外缘宽 9ΕΣΑ
。
一细∗::: Δ

‘

<<< Δ
5

ΒΒΒ Χ Φ <<< 上面指数数 #
5

Β # Β
5

∃∃∃

### ### 鼻根点至两眶外缘宽高高 < #
5

ΒΒΒ Χ
5

##### 全面指数数 ! Χ
5

! !
5

Χ 三三

### ΔΔΔ 9
Λ Κ Υ

5

ΕΤ ∗
一

Α 一ΕΤ ∗
::: #

5

ΒΒΒ Β Β
5

ΒΒΒΒΒ 面突度指数数 Β
5

! ΒΒΒ Β
5

∀∀∀

### 444 上面高 9
Α
一

ΛΞ ::: # Χ
‘

### Δ Χ
。

##### 鼻指数数 Δ  
5

# ΧΧΧ # ∀
5

< ΧΧΧ

### 全面高 9
。
一 Θ Α

::: !
5

ΒΒΒ #
5

ΒΒΒΒΒ 鼻根指数 9# # Φ Λ/ ::: ∀ Β
5

ΒΒΒ !
5

Χ <<<

### ΒΒΒ 鼻高 9
Α
一

Α Λ
:::

5

ΒΒΒ <
5

##### 鼻尖指数数 Β
5

 ΒΒΒ <
5

∀ ∀∀∀

鼻鼻鼻宽宽 ∀
、

ΧΧΧ
5

ΔΔΔΔΔ 鼻颧指数数 Δ
5

<<< #
5

鼻鼻鼻骨最小宽 9Λ ∃ ::: Δ Δ
5

ΒΒΒ Δ Β
5

##### 鼻棘下点高度指数数 Χ
5

! <<<
5

∀    

骨骨骨鼻最小宽高 9# #::: Δ ∀
5

ΒΒΒ Δ Β
5

##### 眶指数 左左 <
5

< ∀∀∀ <  
。

#

眶眶眶宽 9Τ Ε一
/ ϑ: 左左 ∀

5

ΒΒΒ ∀ <
5

ΒΒΒΒΒ 右右 < Δ
5

Δ !
5

Δ !!!

右右右右 ∀
5

ΒΒΒ ∀ <
5

ΒΒΒΒΒ 齿槽弓指数数
5

Δ !!! ∀
5

Δ ΒΒΒ

眶眶眶高 左左
,

ΒΒΒ Χ
5

ΒΒΒΒΒ 愕指数数 ! ∀
5

Χ <<<  Β
5

ΔΔΔ

右右右右 Δ <
5

ΒΒΒ Δ ∀
5

ΒΒΒΒΒ 枕大孔指数数 !
5

ΧΧΧ ! #
5

<

眶眶眶.’/Ξ 宽 9Τ Ε一Τ Ε::: Δ Χ
5

ΒΒΒ Δ
5

###########

颧颧颧骨高 9ΕΤ
∗

一
Σ Τ :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右右右右右

五
、

结 语

对河姆渡遗址十三个墓葬人骨的性别
、

年龄估计中
,

成年个体四个
,

其余九个是 Χ一

巧 岁的未成年
。

儿童遗骨比例如此之大
,

或许和某种特别的致死因素有关
。

在河姆渡两具新石器时代头骨上可以看到的一些蒙古人种形态特征是眉弓不特别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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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

眉间不突出
,

鼻根凹浅平
,

眶角较钝
,

鼻骨低平
,

凹形鼻梁
,

鼻棘弱小
,

犬齿窝不发育
,

颧

骨大而突出
,

颧骨缘结节发达
,

眶口 平面与法兰克福平面相交成的眼眶倾斜角近垂直型
,

上面扁平
,

铲形门齿等
。

长而狭的颅型
,

宽而平的鼻骨
,

低矮的眶形 96 ∀ :
,

明显的齿槽突

领
,

狭长的上齿槽弓
,

缺乏愕圆枕和下领圆枕等
,

可能和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的性状相

近
。

头骨测量比较
,

河姆渡头骨的长狭颅型和偏低的面型与我国南方的昙石山
、

河宕
、

颤

皮岩新石器时代头骨及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的头骨比较相似
,

和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
Ζ

青铜时代头骨中
,

多 中长颅型
,

上面较高而表现出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接近的发展趋势不

同
。

类似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
一

尼格罗人种混合的头骨形态类型早在旧石器晚期 的 柳 江

人头骨上已经出现
。

而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头骨有更发达的颧骨和颧面宽
,

更扁平的上面
,

面高和颅高增大等特征
,

可以说在蒙古人种形态的发育上比柳江人更明显
。

长狭颅
,

低

眶
,

宽而低的鼻骨也可能继承了旧石器时代祖先的性质
。

在我国南部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头骨上
,

既有与蒙古人种相比较的性状
,

又可以存

在同太平洋尼格 罗人种相比较的特征
。

这种形态类型又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蒙

古人种
。

据此推测
,

某些现代太平洋尼格罗人种的祖先类型与亚洲大陆的原始蒙古人种

类型之间
,

有过共同的遗传基础
。

在河姆渡文化居民的头骨上没有发现拔牙风俗的证据
,

暗示这种风俗在我 国东南沿

海 占代居民中流传是在更晚一些时候
。

本文材料由浙江省博物馆考古组提供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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