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弓期

 ! ∀ 年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
&

斗

( ) ∗ 气 ( ∋ ∗ + , ∃ − ∃ . ∃ ∃ /)( 0 1∋ /) (
 2 ∀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的
几

错胎畴形

曾祥龙 黄金芳 林久祥
3北京医学院 口腔医学研究所4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 5错胎畸形 5颜面不对称畸形 5 6 线头颅测量

内 容 提 要

本文选宝鸡
、

华县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中牙列较完整的领骨标本进行观察及 测量
,

以

了解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中错拾畸形的发病情况
。

发现在该时期的人类中已可见到多种今天

常见的错矜畸形
。
统计了错猎的发病率

,

并对一例颜面不对称畸形标本的病理机制和病因进

行了分析和讨论
。

对古代人类牙胎的研究有助于认识某些 口腔疾病的发生
、

发展
,

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古

代人类的体质
、

疾病和生活环境
。

!7 年代
,

我 国口腔医学专家毛燮均与人类学专家颜 阴

曾对殷代人的牙胎作过详细的研究3  !  4
。

此后这两个学科的工作者还分别做过不少土

作
,

主要有
8 周大成3  ! 4

,

韩康信等3  9斗4
,

张裕珠 3  2 4 等
。

他们对我国新石器时代

人类的龋齿
、

牙周病进行研究报道并涉及到颗领关节疾病
。

错胎畸形是今天常见的口腔疾患之一
,

一般认为它的出现和流行与人类的发生
、

发展

有相应的关系
。

但是 目前对古代人类中这种疾患的患病情况仍了解不多
,

有关新石器时

代人类错胎畸形国内至今尚未见到研究报告
。

因此
,

有必要对该时期人类的抬
、

领进行考

查和研究
。

一
、

材 料 和 方法

本文所用的标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在陕

西宝鸡
、

华县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
,

距今约五至六千年
,

是迄今国内发现较早
、

数量

集中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
。

颜阁等3  : 7
、

 : 4曾对其进行过人类学测量研究
,

;< => ?

3‘””“4 考察过这批标本的牙病
。

本文仅对胎
、

领情况进行观察和研究
。

在观察牙齿排列位置时
,

要求所选择的标本牙列较完整 37 个以上的牙齿附于齿槽

窝内4
,

少数缺牙系死后脱降
、

齿槽窝清晰
,

可借以明确牙齿生前的位置 5 在观察上
、

下牙弓

的胎关系时
,

要求上
、

下领骨相配合
、

咬胎吻合
,

确为同一个体
。

这样共选择 !: 个领骨标

本3上领 ! 个
、

下领 ∀ 个
,

分属 ∀2 个成年个体4进行前一项观察
,

对其 中的  个个体进

行后一项观察
。

第三磨牙由于变异较大
,

故不包括在上两项观察中
,

对已萌出的第三磨

牙
,

另作单项讨论
。

对有明显领骨畸形的标本
,

进行了标本测量和 6 线头颅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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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

牙齿的排列位盆
, : 个牙列颇骨标本的观察结果见表 ∃

衰 牙齿的排列位里

正 常 Α 异 常

上领 3 ! 个4

下领 3∀ 个4

合计 3! : 个4

32 ≅
&

7Β 4

!32 7
&

:Β 4

≅ :32
&

Β 4

≅3 :
&

7Β 4

:3  
&

≅Β 4

73 9
&

 Β 4

在上领牙齿排列位置异常 的 ≅ 个标本中
,

个为前牙拥挤
、

个为个别双尖牙错位 5 在

下颇牙齿排列位置异常的 : 个标本中
, ≅个为前牙拥挤

、

个为双尖牙区拥挤
、

个为个别

双尖牙错位
。

可见
,

牙齿拥挤在全部标本 中占
&

!多
,

比个别牙错位3!
,

≅ Β 4 更常见 。

&

殆

分正常胎和错胎
。

正常胎指牙弓排列整齐且咬胎关系正常者
,

否则为错胎
。

结果见

表
7

表 牙弓咬胎情况

拾 数 正 常 矜
错 胎

近 中 猎 双尖牙锁哈 前牙拥挤

Α Χ
,

Χ
%

Α
∀

≅39 ∀
&

9Β 4
! 3 :

&

∀Β 4

三种类型的错胎表现见图版 1
、

> 3
、

4
。

∀
&

胎面形态

在胎面形态较完整的 !: 个上
、

下颇骨 当中
,

抬面平坦者 ≅≅ 个39 2
&

: Β 4
,

胎面崎岖者

个 3
&

≅外4
。

这说明在该时期的人类中
,

绝大多数为平面式的矜面接触关系
。

在 个拾面崎岖的牙弓中
, ≅ 个3∀∀

&

∀务4有牙齿排列位置异常
,

而在 ≅ ≅ 个拾面平坦

的牙 弓中
,

牙位异常的只有 : 个 3”
&

:多4
。

这种差异说明胎面磨耗与牙齿排列位置有相

应关系
。

≅
&

第三磨牙

2 个可以观察到的第三磨牙的萌出情况见表 ∀ 。

表 ∀ 第三磨牙萌出情况

Δ
正 ”

Α 浮 二
上领 3∀ 个4

下颁 3! 个4

合计 32 个4

 3 ∀
&

!Β 4

≅ !322
&

Β 4

9 ≅3 7
&

肠4

3:
&

!Β 4

:3
&

2Β 4

23 
&

2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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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领 个阻生的第三磨牙均为颊向错位
,

下颇 : 个阻生的第三磨牙有 ≅ 个是前倾阻

生
、

个为舌倾阻生
。

由于未进行 6 线检查
,

完全埋伏阻生的情况没有统计
。

!
&

领骨畸形

所观察的标本中
,

一例有严重的领骨
、

颅面关系异常
。

标本 ! 2Ε1
·

Φ %% ,

男性壮年
,

颅
、

领
、

面骨及牙列基本完整 3图版 4
。

正面观显示颜面左右不对称
,

下颇向左偏歪
、

上

领左侧不如右侧丰满 5 左侧观显示上
、

下第一恒磨牙为近中错胎关系 3近中一个 牙 尖 4
,

此侧后牙均为反胎 5 右侧观显示上
、

下第一恒磨牙近中错抬关系更为严重 3近中一个 磨

Γ
、

一一 ∀ Α 一Γ 一一 Γ Η 一一 Α ∀ Η Γ 一
、 ,

一 Γ ‘

Η 一 Η 、。一
、

, Δ
牙 4∃ 前牙

8

十
与下牙有正常覆盖

·

半
与下牙为反胎关系

,

半
冠部折断

·

十
死后脱落

,

根据牙根和牙槽情况看
,

也为反胎关系
。

一

对此标本进行了某些骨骼测量
,

包括上领骨
、

下领骨和颗领关节
,

目的在于了解领面

左右不对称的部位和程度
,

故用两侧对比测量的方法
,

结果见表 ≅
、

!
、

: 。

表 ≅ 上领骨两侧测Ι 比较3单位 8 毫米 4

ϑ
左

Α
右

长3翼上领裂一中切牙根端4

宽 3愕中缝一Φ
8

齿槽内缘中点4

高3颧领缝最上点一 − ,

齿槽外缘中点4 斗 

从表 ≅ 可以看出
,

左侧上领骨较右侧发育稍差
。

表 ! 下领骨两侧测Ι 比较 3单位 8 毫米 4

长3颇下点一下领角点 4

高3颊孔处测量 4

厚3颇孔处测量4

宽3升枝最窄处 测量4

高3下领切迹最低点一角前切迹4

厚3下颇孔处测量4

7 777

∀∀∀ !!!

111:::

斗斗∀∀∀

斗斗   

111777

:::

85

下颇体一下领升枝

裸突长
Κ

下领角

Κ 由于右侧裸突残缺
, 用正中抬位时下领切迹最低点至关节凹顶的垂直距离减去 毫米3关节盘厚4代表

。

表 ! 的结果说明
,

下颇骨左
、

右侧形态差异很大
,

右侧下领升枝
、

躲突的高度比左侧

大
,

致使该侧下领角比左侧锐
。

关节凹的测量包括
8

3%4 关节凹最大前后径
8
关节凹的后壁为颗骨鼓部

。

鼓部的下

缘
,

在茎突的稍外侧
,

可以确定出关节凹的最后点 5 关节凹最前点定在关节结节上骨质

磨损痕迹的最前缘
。

用直角规测量关节凹最后点和最前点的距离
,

为关 节 凹 最 大 前 后

径
。

3;4 关节凹实际前后径
8
由关节凹顶至关节凹最前点的投影长度代表裸突向前功能

运动的范围
。

3∀4 关节凹最大内外径
8
由蝶鳞缝的最低点至颧弓后根上骨磨损痕迹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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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点距
。

3≅ 4 关节凹深
。

3劝 关节结节后斜面斜度
。

这两项测量的方法如下
8 用牙科基

托蜡烤软后填人关节凹内
,

修整蜡的底面
,

使其与关节结节相齐并尽量与法兰克福平面平

行
,

冷却后取出测量
。

关节凹各项测量结果见表 :
。

表 ‘ 下领关节凹两侧测Ι 比较3单位 8 毫米4

—
卜一

Η

一三‘一卜
一一二一一一

—
一一二型竺塑燮 一‘

一
Λ

ϑ‘

—
兰兰一一‘Α一Λ 止鱼竺一Λ 一

—
一一互翌里翌燮乞一一一一一ϑ

Λ
‘一止竺一一一一一‘兰生一Λ 一

‘一一一一一二型竺竺竺 一一一一 卜一Λ 一竺上一一Α
Λ

一一二型‘
一

一
一Λ 一续掣卜Λ 一一一一Α一一二立一一Λ 卜一一立兰Λ

一

一
关 节结节后斜面斜度 Α ! :7 Α

“。“

表 : 说明两侧关节凹形态有明显差异
8
左侧深

、

陡
,

右侧浅
、

平
。

这提示生前两侧颖

颇关节的运动形式不同
,

左侧以旋转运动为主
,

右侧以滑动运动为主
。

上述骨骼测量结果表明畸形主要在下颇骨
,

同时也累及上颇骨
、

颖骨关节凹等
。

为了

解这些骨骼畸形所造成的领骨
一
颅面关系异常

,

进行了 6 线头颅测量3图 %
、

4
。

沙沙沙
、、

妞妞妞洛8∃∃
9 二二

图 % 6 线头颅测量3正位片 4

Μ ) Ν <= %∃ Ο )ΙΠ /Θ ΙΠ = ) /> ? ∃ Ρ Ν ∃ , Ι) Π ∃ 一= > Ι ) Π /∃ Π Π = Σ /∃梦 = %>

图 Τ 6 线头颅测量3侧位片 4

Θ ) Ν <
=
%∃ Ο ) ΙΠ /) Ι Π = Θ /> ? ∃ Ρ 1= Ι ) Π = % Π = Σ /∃ ? Π = 一>

正位片测量分析结果表明
8

3%4 颇点左偏
&

毫米 5 3 4两侧面高明显不等
,

以眶下缘

平面到下领角距计
,

右侧比左侧大 : 毫米 5 3∀ 4胎平面倾斜
,

右侧胎平面低
、

胎平面与眶

下缘平面成 ∀
&

! 。

角 5 3≅ 4下领下缘平面倾斜
,

右侧下领角下垂
,

以下领角连线为代表的下

领下缘平面与眶下缘平面成  “角
。

可见颜面不对称畸形十分严重
。

侧位片测量分析示典型的凹面形 3% > 类骨型 4
,

说明下领不仅偏歪
,

而且有前突畸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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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

关于错殆畸形的发病情况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中
,

除山顶洞人的标本模型上见到因多生牙引起的个别切牙错位

外3吴新智
,  : 4

,

未见到其它有关错胎畸形的报道
。

这可能是由于可供研究殆颇情况的

标本不多
,

也可能是因为该时期人类中少有错胎
。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错胎畸形以及其它

口腔疾病的患病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认识
。

大约在一万年前
,

人类进人新石器时代
,

本文的材料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遗骨
。

就错胎的类型而言
,

本文的资料表明
,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中
,

在某种程度上已可见到今天

所知的牙齿错位
、

拥挤
、

中切牙外翻
、

尖牙埋伏阻生
、

近中错拾
、

前牙及后牙反胎
、

锁胎乃至

严重的领骨
一

颅面关系异常
,

此外还有第三磨牙阻生
。
从患病率看

,

以颇骨为单位
,

牙弓内

牙位异常 占 9 & 多
,

其中多为牙位拥挤
,

占
&

!多 5个别牙错位 占 !
&

≅ 并 5 以个体为单位
,

错

胎的患病率为 :
&

∀ 多5 第三磨牙的阻生率为  
&

2多
。

表 9 比较了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与安阳
、

辉县殷代人骨的主要 口腔疾病的患病

率
,

可以看出
,

除第三磨牙阻生率一项外
,

新石器时代组其余几种口 腔疾病的患病率均比

殷代组低
。

新石登时代组与殷代组主要口腔疾病的息病率比较

错 聆 1牙弓内牙位异常 % 第三磨牙阻生

新石器时代组 ϑ ∀
&

∀2 Β :
&

∀Β 9
&

 呱

殷代组
Κ

牙 周 病

。

∀  Β

2
。

: 7Β 2Β  
&

 弧

 
&

2Β

9
&

Β

Κ
殷代组资料来源于毛燮均

、

颜阴3  ,  4
,

新石器时代龋齿
、

牙周病患牙率引自张裕珠3 2 4
。

考虑到今天口腔疾病的流行
,

结合表 9 的统计数字
,

我们还可以看出
,

从新石 器时代

中期到殷代的三千年间
,

上述几种口 腔疾病在中华民族中发展的速度远没有从殷代到今

天这三千年间的速度快
。

以错胎畸形为例
,

毛燮均等3  !  4以理想正常胎为标准的调查

资料
,

其发病率为  
&

多
。

&

关于颇骨崎形

在古代人类中
,

曾报道过因肢端肥大症
、

麻风
、

雅司等疾病造成的领骨畸形‘ΕΠ ∃Ι <Υ) >
,

 : ∀ 4
,

也曾见到过 口腔含石习惯引起的领骨
、

齿槽骨变形 3韩康信等
,  2 74

,

但本文所见

到的 ! 2Ε1
·

Φ %% 标本
,

显然不是由于上述原因引起
。

在现代人中
,

颜面不对称畸形并不罕见
。

它可以继发于错胎畸形
,

黄金芳等3  9  4曾

讨论过单侧多数后牙反胎或合并前牙反胎造成的颜面不对称畸形
。

一般来说
,

这种牙源

性的颇骨畸形往往不太严重
,

下抬形态
、

胎平面左右水平度基本正常
,

颜面两侧高度也无

明显差异
。

本文标本的下领骨畸形相当严重
,

颜面不对称显著
,

领骨
一

颅面关系明显异常

3参见表 ! ,

图
、

4
,

当不属这种情况
。

颜面不对称畸形也可以因一侧下领骨生长过度 引起
,

标本 !2 Ε%
&

Φ %%Τ 正是这种情

况
。

由于右侧下领生长过度造成下领向左偏歪
,

颜面左右不对称
,

同时也造成左侧前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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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牙反胎
。

由于左侧前
、

后牙反胎
,

使该侧上领向前
、

向侧方的发育受到限制
,

该侧上颇的

宽度和长度都比右侧小 5 由于反胎的锁结作用
,

咀嚼运动被迫多在反拾侧3左侧4进行
,

因

而左侧颖颇关节凹深而陡
,

右侧浅且平
,

并可以观察到左侧后牙胎面磨耗比右侧重
、

左侧

下领骨咬肌
、

翼内肌附着处比右侧更粗糙
。

反胎和偏咀嚼无疑加重了颜面不对称畸形
。

一侧下颇骨生长过度造成的颜面不对称一般可以 分 为 三 类
8

3%4 下 领偏 歪前突

3ς
) Ω/= Ι/∃ > Ν Π略> = Ι< /ΞΟ 4 5 3 4单侧裸突异常增生 3Ψ

> /%= Ι) Π = % Θ ∃ > Σ Ζ%= Π <Ζ讲
Π −%

= Ξ/=4 5 3∀ 4 单侧

巨下领症 3[
> /%= Ι) Π= % Ο =Θ Π哈> = Ι</ΞΟ 4

,

而以下颇偏歪前突最常见 3+
= ΖΥ =

ΠΣ
,  2 7 4

。

本文

标本既有下颇偏歪
,

又有下领前突
,

右侧下领骨生长过度不仅表现在裸突
,

而且也表现在

升枝
,

很可能就属于下颇偏歪前突这一类畸形
。

四
、

小 结

&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错脸畸形的患病率为 :
&

∀ 拓
。

&

新石器时代人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错殆
8
个别牙错位

、

牙量骨量不调
、

领骨颅面关

系异常
,

其中以牙量骨量不调 3牙齿拥挤 4 较为常见
。

这些都与现在人类中的情况相同
。

∀
&

在该时期的人类中 已可以见到因下领骨生长异常造成的面部不对称畸形
。

本文标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潘其风
、
韩康信同志提供

,

特此致谢
。

3  召∀ 年 : 月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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