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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对出土于新疆哈密地区天山北路青铜时代墓地颅骨测量性状的研究。文中公布了 24 例天

山北路墓地古代人群 77 项颅骨测量性状基本数据，在此基础上，对男、女两性的测量性状特点进行了统

计分析，并结合考古学文化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相关结论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讨论和推论。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 一是该人群虽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共性的体质特征，但人群内部也存在些许差异，

尤其是在男性个体数据之中。二是该人群是由分别具有东、西方体质特征的祖先人群混杂融合而成，是

处于当时大人种分布过渡地带的过渡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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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标本采集自新疆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该墓地是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市火车站南侧，雅满苏矿和哈密林场办事处院内的一处青铜时代墓地。新疆文物考古

研究所自 1988 年起开始对该墓地进行发掘，至 1997 年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共发掘墓葬

700 余座。墓葬的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坯墓两种，大多数为单人葬，下葬姿势以侧

身曲肢为大多数。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以手制陶器为主，器形包括杯、罐、壶形器等。其他

随葬品包括小件铜器、骨器、石器等，也有个别墓葬中随葬羊骨 [1-4]。据发掘者初步推断，

该墓地使用年代为公元前 19 世纪到公元前 13 世纪之间。

哈密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和人种交流的枢

纽。汉代之前该地区的社会面貌在文献中尚未发现明确而详实的记载，仅能依靠考古发掘

与研究将其展陈于世。以古代人类遗骸为基本研究材料对该地区古代居民种系特征的研究，

可以从生物属性的角度对该地区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及来源与流向问题进行探讨。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该地区发掘或重点调查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墓地包括焉不拉

克墓地、五堡水库墓地、南湾墓地、寒气沟墓地、腐殖酸厂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黑沟

梁墓地、拜其尔墓地等。以往学者的研究，多将该地区古代居民的种系成分按形态特征略

分为欧罗巴与蒙古两个种系类型，并认为两个种系类型存在或混居，或混血的现象。

本文研究将通过人体测量学方法对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颅骨标本进行测量性状的量

化与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特点及成因进行分析讨论。天山北路墓地所代表的考古

学文化，其年代上限在该地区目前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中是最早的。作为东天山地区早期人

群的代表，该墓地古代居民种系特征的明晰，对了解该地区古代居民的流变及考古学文化

发展变迁的进程都将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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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数据的获取、统计与分类

天山北路墓地发掘出土了一批人类骨骼标本。受埋藏环境影响，多数标本基本形态

破损严重，不能满足测量性状研究数据采集的基本需要。本文选取了出土位置明确，保存

相对完整的 24 例个体（男性 16例，女性 8 例），对颅骨测量性状进行了定量与统计分析。

考虑到研究结果的可重复验证性，测量仪器、所选性状、操作方法与文中涉及的分

类分型，全部依据邵象清 [5] 提出的标准。

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 77 项长度值、角度值及指数值作为基础数据；统计结

果汇总于表 1，表 2；形态特征具有代表性的颅骨影像见图 1、图 2。
鉴于指数与角度值在颅骨形态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又以指数和角度值为基础数据，

统计了指数、角度值在不同形态类型划分中的出现率和所占比例，统计结果见表 3。

2 与具有时空关联古代人群形态数据的聚类分析

为探讨天山北路组古代人群与其他具有时空关联的古代人群在形态特征方面的共性

与差别，本文选取了上孙家寨汉代组 [6]、柳湾合并组 [7]、上孙家寨组 [6]、卡约组 [8]、阿

哈特拉山组 [9]、火烧沟组 [10]、古墓沟组 [11]、昭苏乌孙组 [12]、察吾呼四号墓地组 [13]、察

吾呼三号墓地组 [13]、苏贝希全组 [14]、营盘组 [15] 等 12 组古代人群形态数据与其进行聚类

分析，所选择参与分析的数据见表 4。
以表 4 中的对比组数据为变量组，通过 SPSS14.0 进行聚类分析，颅骨测量性状表现

出的形态距离聚类结果见图 3。该分析采用的聚类模式为欧氏平方距离 (Squared Eucidean 
distance)，连缀模式为组间连接法 (Between-groups linkage)。

3 讨论与推论

3.1 群体中的个体形态变异

生物人类学研究中的群体特征，往往是将群体内所有个体的特征归纳总结而得出的，

有关测量性状的研究也是如此。考古发掘所获取的古代人群标本，其文化属性（社会属

性）的一致性，往往是判定不同个体属于同一群体的重要参考条件。绝大多数研究，是建

立在相同文化属性的个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以群体的形式共同生活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

之下；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所有个体的特征集合，才可以视为构成了群体的特征。本

文根据发掘者对该墓地考古学文化的初步研究结论，将所有标本视为同一人群。

从应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的基本要求来看，一定的样本数量是反映群体特征必不可

少的先决条件之一。由于古代样品发现的随机性和不可预知性，样本数量往往不由研究者

决定，而由发现的实际数量决定。古代标本中，多少个体特征可以总结出群体特征，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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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山北路墓地男性颅骨测量数据及指数值
Table 1 Measurements and indices of skulls (male)

马丁号 测量项目 平均值 例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1 颅骨最大长 g-op 185.59 15 194.40 170.50 7.32

5 颅基底长 n-enba 102.70 14 106.00 85.20 5.76

8 颅骨最大宽 eu-eu 137.02 13 140.20 130.50 3.26

9 额骨最小宽 ft-ft 94.91 14 104.80 82.00 6.62

11 耳点间宽 au-au 125.38 15 130.30 119.00 3.38

12 枕骨最大宽 ast-ast 109.95 14 123.70 99.30 6.30

7 枕骨大孔长 enba-o 37.25 12 42.60 32.10 2.99

16 枕骨大孔宽 31.10 11 33.00 29.20 1.29

17 颅高 b-ba 132.30 13 139.50 120.80 5.05

21 耳上颅高 po-po 110.38 12 117.00 100.50 5.16

40 面底长 pr-enba 102.28 14 109.00 84.80 6.85

43 上面宽 fmt-fmt 106.30 15 110.30 98.40 3.41

44 两眶宽 ek-ek 99.17 15 103.30 94.30 2.26

45 面宽/颧点间宽 zy-zy 135.00 12 137.70 125.80 4.48

46 中面宽 zm-zm 100.71 14 105.20 98.20 2.08

48 上面高 n-pr 68.23 16 77.50 64.70 3.65

上面高 n-sd 71.56 16 80.40 67.80 3.78

50 前眶间宽 mf-mf 18.69 16 21.80 16.20 1.59
51 眶宽 mf-ek L 43.19 16 45.40 40.50 1.27

眶宽 mf-ek R 43.23 15 45.70 40.80 1.28

51a 眶宽 d-ek L 40.25 15 41.40 37.40 1.35

眶宽 d-ek R 40.37 15 42.70 36.30 1.57

52 眶高 L 33.06 16 36.80 29.80 1.88

眶高 R 32.71 15 36.50 30.70 1.68

MH 颧骨高 fmo-zm L 44.57 15 51.80 39.60 3.30

颧骨高 fmo-zm R 44.74 15 51.60 40.80 2.70

MB 颧骨宽 zm-rim.Orb. L 25.76 15 30.40 22.00 2.18

颧骨宽 zm-rim.Orb. R 26.37 15 31.80 22.50 2.33

54 鼻宽 25.09 16 28.00 23.50 1.49

55 鼻高 n-ns 53.06 16 59.30 48.80 2.87

SC 鼻最小宽 7.95 15 11.00 4.30 1.67

SS 鼻最小宽高 2.58 15 4.50 1.00 1.05

60 上颌齿槽弓长 pr-alv 54.80 16 63.20 43.50 4.67

61 上颌齿槽弓宽 ekm-ekm 65.20 15 70.00 62.00 1.95

62 腭长 ol-sta 50.50 15 54.70 44.70 3.39

63 腭宽 enm-enm 44.08 13 46.70 41.40 1.72

FC 两眶内宽 fmo-fmo 97.81 15 106.00 92.30 3.19

FS 鼻根点至两眶内宽之矢高
 n to fmo-fmo 15.96 15 19.47 12.64 1.72

DC 眶间宽 d-d 21.68 14 25.40 16.60 2.47

32 额侧角 Ⅰ  ∠n-m and FH 79.58 15 85.00 75.00 2.54

额侧角 Ⅱ ∠g-m and FH 73.83 15 81.00 70.00 3.21

前囟角 ∠g-b and FH 42.50 14 45.00 39.00 1.91

72 总面角 ∠n-pr and FH 79.67 15 84.00 74.00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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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号 测量项目 平均值 例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73 中面角 ∠n-ns and FH 84.33 15 90.00 81.00 2.81

74 齿槽面角 ∠ns-pr and FH 64.17 15 75.00 46.50 8.08

75 鼻梁侧角 ∠n-rhi and FH 50.00 1 50.00 50.00 *

77 鼻颧角 ∠fmo-n-fmo 143.88 15 149.36 138.10 3.15

颧上颌角 ∠zm-ss-zm 129.10 13 140.60 117.17 7.90

鼻梁角 ∠72-75 32.00 1 32.00 32.00 *

面三角 ∠pr-n-ba 69.03 13 80.85 61.04 4.52

       ∠n-pr-ba 70.81 13 73.32 62.45 2.74

       ∠n-ba-pr 40.17 13 47.28 36.69 3.09

8:1 颅长宽指数 72.57 12 81.06 70.16 3.14

17:1 颅长高指数 70.01 12 76.25 67.30 2.62

17:8 颅宽高指数 96.53 13 102.20 90.69 3.04

9:8 额宽指数 68.66 12 74.75 61.89 4.45

16:7 枕骨大孔指数 84.37 11 102.80 76.29 7.47

40:5 面突指数 99.53 14 110.35 96.41 3.42

48:17 垂直颅面指数  pr 52.27 13 58.53 49.77 2.24

48:17 垂直颅面指数  sd 54.81 13 60.73 51.65 2.22

48:45 上面指数（K） pr 51.12 12 60.17 47.40 3.62

48:45 上面指数（K） sd 53.86 12 62.42 49.67 3.57

48:46 上面指数（V） pr 67.77 14 72.29 62.45 2.88

48:46 上面指数（V） sd 71.08 14 76.81 65.23 3.15

54:55 鼻指数 47.45 16 54.92 39.63 3.96

52:51 眶指数 L 76.53 16 84.20 71.15 4.08

52:51 眶指数 R 75.68 15 87.01 70.02 4.88

52:51a 眶指数 L 83.49 15 93.21 78.02 4.80

52:51a 眶指数 R 81.09 15 97.80 74.15 6.11

54:51 鼻眶指数 L 58.14 16 66.19 53.64 3.99

54:51 鼻眶指数 R 58.05 15 65.55 53.17 4.06

54:51a 鼻眶指数 L 62.59 15 73.68 57.46 5.19

54:51a 鼻眶指数 R 62.21 15 71.63 55.04 4.84

SS:SC 鼻根指数 33.23 15 60.00 13.33 13.16

63:62 鄂指数 86.13 13 99.12 80.44 5.79

45:（1±8）/2  横颅面指数 84.50 9 87.11 78.75 2.51

17:（1+8）/2 高平均指数 81.15 12 84.78 77.26 2.28

注：表中数据长度单位为 mm，指数单位为百分比，角度单位为度。表中 *值为参加统计例数无法计算标准差。

也没有广泛适用的标准 ,故本文暂仅根据可用实验标本的数量来总结群体的特征。

表 1、表 2 中，据个体测量数据计算得出了代表群体测量性状的平均数和各项目个体

数据的标准差。为进一步分析群体中个体形态的变异情况，本文拟用另外一组体质特征相

对稳定的古代人群进行标准差间的对比验证。考虑到时间、空间分布、样本量和数据的代

表性，所选对比人群出土于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男性 60例，女性 60例）[10]。

分析表 1 男性测量数据，在长度和角度的主要测量值中，颅长、额骨最小宽、枕骨

续表 1 天山北路墓地男性颅骨测量数据及指数值
Table 1 Measurements and indices of skulls (mal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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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山北路墓地女性颅骨测量值及指数值
Table 2  Measurements and indices of skulls  (Female)

马丁号 测 量 项 目 平均值 例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1 颅骨最大长 g-op 183.00 8 186.60 180.00 2.13

5 颅基底长 n-enba 100.08 8 106.10 94.00 4.18

8 颅骨最大宽 eu-eu 135.34 8 142.20 131.00 3.28

9 额骨最小宽 ft-ft 91.95 8 100.00 87.00 4.48

11 耳点间宽 au-au 121.79 8 129.30 117.00 4.04

12 枕骨最大宽 ast-ast 109.43 8 112.50 104.90 2.70

7 枕骨大孔长 enba-o 35.94 8 39.50 33.70 2.17

16 枕骨大孔宽 27.65 8 30.00 24.70 1.65

17 颅高 b-ba 129.88 8 136.20 126.70 3.13

21 耳上颅高 po-po 109.17 7 115.10 106.50 2.79

40 面底长 pr-enba 97.30 8 105.30 92.50 4.30

43 上面宽 fmt-fmt 103.31 8 112.40 98.20 4.29

44 两眶宽 ek-ek 96.31 8 101.20 89.20 3.97

45 面宽/颧点间宽 zy-zy 128.63 6 135.80 119.20 7.06

46 中面宽 zm-zm 98.41 7 110.00 90.20 5.95

48 上面高 n-pr 67.05 8 71.80 64.10 2.39

上面高 n-sd 70.89 8 74.70 66.60 2.81

50 前眶间宽 mf-mf 19.75 8 21.80 17.20 1.49

51 眶宽 mf-ek L 41.16 8 43.10 38.40 1.88

眶宽 mf-ek R 40.88 8 43.80 36.60 2.83

51a 眶宽 d-ek L 34.00 1 34.00 34.00 *

眶宽 d-ek R 35.20 2 37.50 32.90 3.25

52 眶高 L 32.93 8 35.70 26.70 2.99

眶高 R 32.81 8 35.20 27.00 2.60

MH 颧骨高 fmo-zm L 43.64 7 49.70 41.20 3.27

颧骨高 fmo-zm R 43.14 8 50.70 38.50 4.30

MB 颧骨宽 zm-rim.Orb. L 34.21 7 40.40 29.50 3.69

颧骨宽 zm-rim.Orb. R 34.08 8 40.80 30.20 3.49

54 鼻宽 24.61 8 26.10 22.80 1.17

55 鼻高 n-ns 50.11 8 55.30 47.80 2.45

SC 鼻最小宽 8.59 8 10.00 7.20 0.94

SS 鼻最小宽高 2.35 8 2.90 1.10 0.63

60 上颌齿槽弓长 pr-alv 51.95 8 53.40 49.50 1.33

61 上颌齿槽弓宽 ekm-ekm 61.28 8 67.10 50.60 4.85

62 腭长 ol-sta 43.03 8 47.10 38.40 2.39

63 腭宽 enm-enm 38.23 7 40.40 36.50 1.42

FC 两眶内宽 fmo-fmo 95.00 8 100.70 89.40 3.33

FS
鼻根点至两眶内宽之矢高 

n to fmo-fmo
16.44 8 20.11 14.11 2.38

DC 眶间宽 d-d 24.90 1 24.90 24.90 *

32 额侧角 Ⅰ  ∠n-m and FH 81.63 8 88.00 76.00 3.70

额侧角 Ⅱ ∠g-m and FH 77.88 8 85.00 72.00 4.16

前囟角 ∠g-b and FH 43.75 8 50.00 41.00 2.82

72 总面角 ∠n-pr and FH 83.75 8 85.00 81.00 1.49

73 中面角 ∠n-ns and FH 86.63 8 88.00 85.0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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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号 测 量 项 目 平均值 例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74 齿槽面角 ∠ns-pr and FH 67.50 8 76.00 63.00 4.78

75 鼻梁侧角 ∠n-rhi and FH 63.00 1 63.00 63.00 *

77 鼻颧角 ∠fmo-n-fmo 141.79 8 146.94 133.91 5.04

颧上颌角 ∠zm-ss-zm 128.29 7 135.89 121.65 4.63

鼻梁角 ∠72-75 22.00 1 22.00 22.00 *

面三角 ∠pr-n-ba 66.59 8 71.67 61.04 3.24

       ∠n-pr-ba 73.33 8 82.76 68.14 4.49

        ∠n-ba-pr 40.08 8 44.57 36.19 2.66

8:1 颅长宽指数 73.88 7 79.00 71.00 2.53

17:1 颅长高指数 70.83 7 75.25 68.75 2.22

17:8 颅宽高指数 96.02 8 102.10 89.94 3.45

9:8 额宽指数 67.93 8 72.26 65.03 2.45

16:7 枕骨大孔指数 77.08 8 85.47 71.65 5.02

40:5 面突指数 97.25 8 101.70 94.68 2.41

48:17 垂直颅面指数  pr 51.67 8 56.18 47.06 2.59

48:17 垂直颅面指数  sd 54.63 8 58.45 48.90 3.06

48:45 上面指数（K） pr 52.22 6 55.15 48.31 2.55

48:45 上面指数（K） sd 55.27 6 58.58 51.99 2.17

48:46 上面指数（V） pr 68.46 7 75.72 65.27 3.43

48:46 上面指数（V） sd 72.49 7 80.04 67.91 4.04

54:55 鼻指数 49.15 8 51.75 46.84 1.89

52:51 眶指数 L 80.06 8 88.80 67.59 7.35

52:51 眶指数 R 80.32 8 86.70 73.77 4.41

52:51a 眶指数 L 78.53 1 78.53 78.53 *

52:51a 眶指数 R 87.70 2 93.33 82.07 7.97

54:51 鼻眶指数 L 59.94 8 67.97 54.16 4.61

54:51 鼻眶指数 R 60.52 8 69.41 52.05 5.77

54:51a 鼻眶指数 L 70.59 1 70.59 70.59 *

54:51a 鼻眶指数 R 69.81 2 72.95 66.67 4.44

SS:SC 鼻根指数 27.26 8 34.72 13.75 6.56

63:62 鄂指数 90.17 7 95.73 85.75 3.94

45:（1±8）/2 横颅面指数 80.68 6 85.49 75.83 4.03

17:（1+8）/2 高平均指数 81.61 8 86.64 79.39 2.35

注：表中数据长度单位为 mm，指数单位为百分比 (%)，角度单位为度 (°)。表中 *值为参加统计例数无法计算标准差。

续表 2 天山北路墓地女性颅骨测量值及指数值
Table 2  Measurements and indices of skulls (female)(continued)

最大宽、耳上颅高、面底长、齿槽面角 6项超出了对比组的标准差数值，表现出较大的

离散程度。这说明在天山北路组古代人群中，以上 6项形态变异较大。在指数数据中，

鼻根指数 1 项超出了对比组的标准差数值，也表现出比较大的形态变异。其他项目所代

表的形态相对稳定。

分析表 2 女性测量数据，指数和角度的标准差全部小于对比组，超出的项目有颅基

底长、额骨最小宽、面底长、上面宽、面宽 5 项，表现出比较大的形态变异。其他项目

所代表的形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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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男性颅骨
Figure 1 Skulls of the Tianshan North Road Cemetery (males)

图 2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女性颅骨
Figure 2  Skulls of the Tianshan North Road Cemetery (females)

以上对比分析表明，在代表颅面部整体形态的指数和角度值方面，天山北路墓地古

代居民男、女两性均表现出一致性与稳定性，未出现较大的数据偏离。长度值所代表的个

体变异程度的项目中，男女两性分别有少量项目存在相对较大的形态变异。本文认为，综

合考量全部数据，这种程度的个体形态差异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人群的整体性。

3.2 个体形态的共性与差异性

如前文所述，指数与角度的数值变化，代表着群体内不同个体的形态特点，通常有

一定的变异范围。人类学研究中，为了区分和比较，根据数值区间划分出不同的等级，这

就是所谓“型”的概念。为进一步明晰该人群中测量性状的特征，表 3 中对所有个体数据

进行了“型”的划分，并统计了各项目分型的出现频率。

指数值方面：颅指数，男女两性均以长颅型占绝对优势。颅长高指数，男女两性均正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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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颅骨主要颅面部测量特征类型出现率
Table 3  The frequency of skull type metrical data

项目 性别 例数              形态类型及出现率

颅长宽指数(8:1)

长 颅 型 中 颅 型 圆 颅 型

♂ 12 9（75.00） 2(16.67) 1(8.33)

♀ 7 6(85.71) 1(14.29)

颅长高指数(17:1)

低 颅 型 正 颅 型 高 颅 型

♂ 12 5(41.67) 6(50.00) 1(8.33)

♀ 7 3(42.86) 3(42.86) 1(14.29)

颅宽高指数(17:8)

阔 颅 型 中 颅 型 狭 颅 型

♂ 12 1(8.33) 9(75.00) 2(16.67)

♀ 8 1(12.5) 6(75.00) 1(12.5)

额顶宽指数(9:8)

狭 额 型 中 额 型 阔 额 型

♂ 12 6(50.00) 1(8.33) 5(41.67)

♀ 8 2(25.00) 4(50.00) 2(25.00)

上面指数sd (48:45)

阔上面型 中上面型 狭上面型 特狭上面型

♂ 12 1(8.33) 3(25.00) 7(58.33) 1(8.33)

♀ 8 1(12.50) 2(25.00) 5(62.50)

鼻指数(54:55)

狭 鼻 型 中 鼻 型 阔 鼻 型

♂ 16 6(37.50) 7(43.75) 3(18.75)

♀ 8 1(12.5) 2(25.00) 5(62.5)

眶指数 R(52:51)

低 眶 型 中 眶 型 高 眶 型

♂ 15 6(40.00) 7(46.67) 2(13.33)

♀ 8 2(25.00) 5(62.50) 1(12.50)

腭指数(63:62)

中 腭 型 阔 腭 型

♂ 13 6(46.15) 7(53.85)

♀ 7 0 7(100.00)

面突指数(40:5)

正 颌 型 中 颌 型 突 颌 型

♂ 14 1(7.14) 10(71.43) 3(21.43)

♀ 8 5(62.50) 3(37.50)

总面角(72)

突 颌 型 中 颌 型 平 颌 型

♂ 14 7（50.00） 7(50.00) 0

♀ 8 0 6(75.00) 2(25.00)

中面角(73)

中 颌 型 平 颌 型

♂ 15 6(40.00) 9(60.00)

♀ 8 0 8(100.00)

齿槽面角(74)

超突颌型 特突颌型 突 颌 型

♂ 15 5(33.33) 8(53.33) 2(13.33)

♀ 8 0 6(75.00) 2(25.00)

低颅各半，高颅少见。颅宽高指数以中颅型为主，狭颅型、阔颅型少量出现。额顶宽指数

一项，男性阔额型、狭额型数量相当。女性则以中额型为主。上面指数男女两性均以狭上

面型居多。鼻指数一项，男性狭鼻型、中鼻型各半，女性则以阔鼻型为主。男性眶指数中，

低眶型和中眶型出现率相当，女性中眶型占绝大多数。腭指数绝大多数集中于阔腭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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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指数一项，男性多数为中颌型，女性中颌型与正颌型数量相当。

角度值方面：总面角代表的面突程度，男性突颌型和中颌型各半；女性以中颌为主。

中面角一项，男性以中颌为主，平颌次之；女性全部为中颌型。齿槽面角所代表的突颌程

度，特突颌型占绝大多数。

通过以上的归类分析，本文认为在天山北路墓地古代人群中，女性的颅骨形态特征

与男性相比，具有更多的一致性。男性在颅长高指数代表的颅骨侧面形态、额顶宽指数代

表的额部形态、鼻指数代表的鼻部形态、眶指数代表的眼眶形态和总面角代表的面部突度

形态上，都表现为两种不同型别，在共性为主的前提下，体现出了人群内部的差异性。

3.3 测量性状的特征总结及其成因的探讨

综合前文数据分析的结果，本文对天山北路墓地古代人群颅骨测量性状所代表的形

态特征得到如下的认识：

一是在人群内部，颅骨形态特征绝大部分具有一致性，少数项目存在一定的变异，

但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人群的整体性。二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形态特征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而男性形态在代表颅面部特征的一些项目中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二分状态。

人群体质特征的形成过程，往往是漫长而复杂的，其间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本

文拟从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和遗传结构两个方面，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试做探讨。

该墓地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天山北路文化（也有学者称为“林雅文化”），

是新疆年代较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目前考古学界对该文化形成的过程存在不同的认识。

比较统一的观点是该文化兼具东、西方文化的因素，其东方成分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极

为相似。对于其西方文化成分，一种观点认为其来源为西北方草原地带 [16]，另一种观点

则认为其来源为中亚 [17]，还有学者认为其文化因素很难与西北方草原地带建立确定的联

系，与罗布泊地区的小河文化则有一定渊源 [18]。虽然人类的生物属性与其文化属性之间

的相互影响互动，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对于某种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过程也不可能做到绝对

真实的再现，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至少提示，该人群的文化属性中包含了东方和西方两种

不同文化因素的。文化的传播过程，往往与人群的迁徙、流动和融合相伴。那么天山北路

图 3 聚类分析结果
Figure 3  Results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文化这种兼有东西方因素的文化面貌，

也非常有可能是由原本具有不同文化

属性的人群，相互融合的结果。

该墓地古代人群的线粒体 DNA 多

态性分析，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提

供了遗传结构方面的参考。相关实验结

果表明：“哈密天山北路人群的线粒

体 DNA 谱系由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谱

系共同构成，其中东部谱系占 79.2%。
西部谱系占 20.8%。单倍型类群的地理

分布分析显示中国西北地区、中亚及

西伯利亚南部人群可能对哈密人群的

母系基因库具有一定的贡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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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线粒体 DNA 仅探讨母系的单倍型特征，但古代 DNA 实验结果至少从遗传学角度

证明，该人群不仅在文化属性上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复合状态，在母系遗传结构上，也表

现出了至少存在欧亚大陆东部谱系和西部谱系两个来源。

无论是文化属性或生物属性，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对其特征的探讨，

也仅能反映出在动态变化过程中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的状态。在参考了考古学文化研究与

古代 DNA 研究的初步结果之后，本文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古代人群测量性状呈现共性前提

下存在差异性的状态，其原因极有可能是该人群的祖先人群存在不同的来源，且至少是由

两个形态特征有所差异的人群融合而成的。人群形态特征呈现出的共性，也许说明融合进

程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不同人群之间通婚为主要方式的混杂造成了特性的逐

渐消逝与共性的慢慢显现，不同人群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群。测量数据中的差异性可以

理解为对不同祖先人群形态特征的保留。与此同时，不同属性的文化传统也逐渐融合为一

个新的、具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

3.4 对与具有时空关联的其它古代人群聚类分析结果的讨论

图 3 表现了 12 组古代人群体质特征的差异度聚合结果。考虑到对比组之间时空关联

比较密切，本文采用由低至高的聚合进度作为参照指标对人群间形态距离进行讨论分析。

在聚合进度 5 以内，所有对比组可划分为 5 个群团。第一群团包括上孙家寨汉代组、

上孙家寨卡约组、阿哈特拉山组、火烧沟组。这一群团代表着甘青地区具有古西北类型体

质特征的古代居民 [20]。第二群团包括察吾呼 3 号墓地组、营盘组。据原研究者的结论，

存在“弱化的欧罗巴人种特征”。第三群团包括察吾呼 4 号墓地组。苏贝希组、古墓沟组。

据原研究者的结论，其体质特征接近于“原始欧洲人种”。天山北路组与昭苏乌孙组独立

于以上三个群团。扩大聚合进度参照指标后，在从 5 到 10 的聚合进度之间，第一、二群

团在体质特征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天山北路组古代居民在该聚合进度水平上，表现

出了既与以上三个群团存在关联，又存在自身特点的状态。这样的结果表明，代表天山北

路组古代居民体质特征的数据，居于“古西北类型”古代居民与“存在古代欧罗巴人种特

征”的新疆地区古代居民之间，与以上两组人群既存在共性，又有一定差别。这样的结论，

与前文提及的古代 DNA 测试结果相符。昭苏乌孙组体质特征与所有对比组均存在非常大的

差异，对其形态分析，其体现出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似乎更为显著。

3.5 小结

综合上述对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古代人群测量性状的分析，该人群的形态特征并没有

体现出明显的高颅、狭面、面部水平突度大等欧罗巴人种特点，但在颅型、面型方面与蒙

古人种也有所不同。古代 DNA 测试与形态聚类分析的结果都表明该人群同时具有欧罗巴人

种与蒙古人种的部分性状，但表现均不典型。从地理位置分析，新疆哈密地区恰好居于广

义蒙古大人种与欧罗巴大人种地理分布范围的边缘过渡地带。虽然受古代人类标本发现的

随机性所限，目前对数千年前天山北路文化时期欧亚大陆的古代人种具体分布情况尚不足

够明晰，但从考古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已有成果推断，该地区古代人群在彼时就呈现出文

化属性和生物属性的双重复合性，表现出了大人种间过渡人群的特征。这也非常符合人类

统一于同一个物种，连续渐变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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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iometric Variation of Ancient Skulls from the Hami Tianshan North Road 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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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within-group variation based on craniometric data obtained 
from a sample of 24 Bronze Age skeletal human remains recently excavated along the Tianshan 
North Road, Hami region, Xinjiang.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77 craniometric variables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groups. Morphological affinities showed evidence of a marked 
biological dissimilarity between the Tianshan North Road group and control groups, and 
also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within Tianshan North Road male group. According to a review 
of previous archaeological and genetic research in this region, this result could indicate the 
skeletal population from the Tianshan North Road cemetery has its own uniqu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was a group of people living in a transitional area occupied by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nc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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