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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证实人类骨性眼眶形态具有明显的演化变化，在现代人群之间的表现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因 

而眼眶形态是研究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学术界对与眼眶形态有关的许多问 

题还不是很清楚，或有争议。基于这一情况，本文对 3项代表眼眶形态的性状在五组全新世近代一现代人 

群中的表现情况进行了观测 ，并结合对比了部分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标本。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地区， 

人类眼眶的高低变异在演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时代变化，从新石器时代起出现了区域性的差异 ，并一直延 

续到现代；方形眼眶应该是中国人群较稳定的连续性特征，其高出现率从更新世一直延续到现代；在中国 

人群中，眼眶外下侧缘圆钝这一特征应该也是从更新世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但是其高出现率则只维持到新 

石器时代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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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人类的骨性眼眶是由额骨，颧骨，蝶骨以及上颌骨等围成的一个锥体形骨腔，容纳眼球 

以及相关的肌肉与神经。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与眼眶形态有关的一些性状呈现不同的表现 

特点，其中包括眼眶大小尺寸比例及眼眶的轮廓形状、眼眶边缘的锐利程度等。因而多年 

来，眼眶形态是研究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眶指数是反映眼眶长宽比例关系的一项测量性特征，其变化具有较一定的规律性。吴 

新智曾指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蒙古人种眼眶低矮，而中石器时代前后正是他们的眼眶由低 

矮向较大的高度发展时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这种过程已经接近完成⋯。最近，澳大利亚学 

者 Brown发现，距今 3500年以来，中国人群的体质特征有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在上面高增 

大，凸颌程度减小，牙齿面积减小，眼眶眶高有所增大，眶宽则略有减小等方面 。 

眼眶形态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同一时期人群眼眶区域间的差异也 

是较明显的。一些研究显示这种地区间的差异在更新世晚期就已经出现，一直延续到全新 

世近代一现代人群中。晚期智人阶段，世界各地的人类化石眼眶都比较低矮，区域分化的现 

象不明显，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情况有所不同。张振标将我国的新石器人群大致划分为 

4个区域进行讨论，这4个区域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汉水流域与华南地区。从眼眶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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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情况来看，中眶型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中分布最普遍，比较集中于黄河下游与汉水 

流域，低眶型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高眶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而华 

南地区基本没有出现高眶型 。黄象洪基于张振标的研究数据进一步推论，我国人群的眼 

眶形成经历了高——低——高的过程 ]。吴新智也曾指出新石器时代我国华南华北居民具 

有明显的体质差别，这种差别较明显的体现在眶指数，上面指数与鼻指数 3个方面 。 

近年来 ，眼眶形态的特征也被用于论证现代人起源的研究。“多地区进化说”的倡导者 

之一吴新智曾指出，晚更新世时期，中国的化石人类的眼眶外下侧缘几乎都是圆钝的，没有 

锐棱，眼眶较接近角形而不呈圆形，只有马坝人的眼眶呈圆形，外下侧缘较锐利，类似于欧洲 

尼人 ]。这一特征作为中国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共同特征，已被当做现代人起源多地区演 

化假说的证据之一。但是支持单一地区起源说 的学者 Lahr则持相反 的观点 ，她认为眼眶的 

形状以及眼眶外下侧缘 圆钝 这两个性状具有较大 的变 异性 ，并不是较稳定 的连续性 的性 

状 ]，而眼眶外下侧缘圆钝这个性状的变异与头骨的粗壮性有关，较粗壮的头骨眼眶外下侧 

缘也较为圆钝 。 

尽管有关学者对人类眼眶形态做了较多的研究，但学术界对与人类眼眶形态有关的许 

多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眼眶外下侧缘呈圆 

钝的情况与方形的眼眶这两个特征是否是 中国晚更新世人群的共 同特征 ，是否延续到现代 

人群中；2)虽然学者们对眶型与眶指数的研究较为细致 ，但基本上前人研究的大部份材料较 

集中于新石器时代以前，对现代人的眼眶性状系统的研究与论述较少，现代人群眼眶的高低 

变异是否存在区域性的差异与时代差异，尚不清楚。 

基于上述背景情况，本文试分析中国人群眼眶的演化与变异情况，并以中国人群眼眶的 

表现特征来探讨中国人是否存在从更新世延续到现代的特征。 

本文选取了若干现代人群标本，主要分析与眼眶相关的几个性状在中国现代人群中的 

表现特点，并与更新世末期的化石标本、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居民的骨骼测量数据资料进行 

对比，从眼眶的高低变异、眼眶形状与ftI~ItK的外下侧缘的圆钝情况这三个特征在现代人群中 

的表现 ，分析以下两个问题 ： 

1)中国人群ttI~ItK形态高低变异的区域性差异与时代演化规律； 

2)方形的ftI~ItK与ttI~ItK外下侧缘圆钝这两个特征在更新世与全新世人群中的出现率如 

何，是否是 中国人群进化的连续性特征之一。 

2 研究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材料 

本文的研究材料主要是若干新石器时代、青铜铁器时代和现代标本。为了讨论更新世 

晚期以来中国人ttI~ItK可能存在的演化，也选取了若干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化石标本(或模型) 

与现代人群相对比；同时，为了讨论中国现代人的区域特征，还选取了一些欧洲更新世晚期 

及现代标本与中国现代人群相比较，共计496例成年男性标本。 

标本材料取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详见表 1。由于作者能直接观察的标本数量不多，因此作者还收集了一些前人研究的考古 

遗址中出土的标本资料充实本文的材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132 · 人 类 学 学 报 26卷 

从现有的标本与 

收集的数据来看，眼 

眶高低这一性状的变 

异范围比较大。新石 

器时代，中国南方的 

人群眼眶较 低 ，基 本 

上都是 属于中低眶 

型 ；北方 的人群情 况 

比较 复杂 ，变异 范围 

较大，高中低三种眶 

型都有 出现 ，以不 同 

的比例存在。以眶指 

数平均值来看，眼眶 

高低变化在地域上没 

有很明显的分界线。 

现代人群中，虽 

然云南与华北的人群 

眼眶的高低差异不明 

显，但是作者注意到， 

广西壮族组的人群眶 

指数平均值很低，与 

云南、华北组存在很 

明显 的差异性。 

从 现 有 材 料 上 

看 ，眼眶高低 变异 的 

区域性差异是从新石 

器时代一直延续到现 

代人群中的。更新世 

末期 ，人 群 的眼眶较 

低 矮，山顶 洞 人 101 

表 2 左侧 眶型出现率统计表 Results of the left orbit index 

表 3 中国地 区考古遗址出土人类眼眶眶指数平均值 

The average of the orbital index from archeology site in china 

号的眶指数为64．95 ，柳江人眶指数为 67．8 ，不仅是亚洲地区如此，世界各地的晚期智 

人标本都出现较低的眼眶，如克罗马农人的眶指数为 61．4 ，德国奥伯卡沙尔人眶指数为 

66．7[ 
。 

作者将所测量的眶指数取平均值，对比考古遗址中的标本(表 3)与化石人类标本，得出 

全新世以来人类眼眶高低演化过程(图4)。 

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群眼眶明显比晚期智人高，而且出现了区域问的差异性，并且这种 

差异性在现代人群中仍然存在。因此在讨论眼眶高低变异的时代差异时，要同时注重分析 

眼眶的区域性差异。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眼眶高低变异是一个较复杂的性状，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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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率。因此方形眼眶的高出现率可以作为中国人群进化的延续性特征之一。 

(3)中国更新世时期，眼眶外下侧缘圆钝的特征出现率也是较高的，在新石器时代，眶外 

下侧缘圆钝这一性状的出现率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眼眶外下侧圆钝情况在中国地区人 

群的高出现率也从更新世时期延续到了全新世。 

但是，眼眶外下侧缘圆钝情况的高出现率在青铜时代发生改变，自青铜时代以后，中国 

人群的眼眶外下侧缘可能有渐渐向锐利化演变的趋势，出现这种演化的具体的原因还有待 

进一步分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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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Orbital Shape in Modern Chinese 

LU Jin—ya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lting 100044；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Beifing 100039) 

Abstract：In general，the orbit exhibits evolutionary trends and geographical variation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of anatomically modem humans．The shape and size of the orbit are featur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human evolutionary research and to studies on famil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populations，and yet there are disagreements in how to interpret this data．In the present study， 

several features reflecting orbital shape were measured and observed in five modem Chinese 

populations，and in some late Pleistocene human fossils．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1)in 

Chinese populations， the orbital size has experienced temporal changes during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and that there is clear 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se changes since Neolithic to modem time； 

2)the quadrate—shaped orbit has high~equency in Chinese populations since the Pleistocene and thus 

is probably a continuous and steady feature in this sample；3)rounding of the orbital infem—lateral 

margin has remained present since the Pleistocene，but its high frequency seemed to end in the 

Ne0】ithic． 

Key words：Orbital shape；Modem human populations；Temporal change； Regional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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