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 
第12卷 第4期 人 类 学 学 报 
2993~ l1月 ACTA ANTHROPOLOGICA SIN]CA 

7 I? 
Vo1．Ⅻ，N0．4 

NOv．．1993 

综 述 i 

人类头骨非测量性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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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茸科学院古青推动簪与古人类讲究廖翻E京 & 

非测量性状是与测量性状相对而言的一类性状，即观察性状或离散性状．在人类学研 

究中，不论是关于活体的或是关于骨骼的，所谓的 观察项目。，即是此类性状．自60年 

代以来，非测量性状往往特指某些微细的骨骼形态变异。这些微细的骨骼形态变异大致可 

归纳为四类： 

1．骨化不全的变异； 

2．骨化过度的变异：铡如．一些通常由软骨或膜组成的结构也被骨化； 

3．额外的骨缝和骨化中心：缝问骨； 

4．供血管和神经穿行的孔、管和沟：反映了血管和神经的走向和分支样式． 

1967年，A．C．B盱I 和 K．，．Berry选择了头骨上舳 30个非测量性状并逐项作了扼要 

的说明．这项工作客观上是起了对各非测量性状加以严格定义和标准统一的作用，从而把 

非潞量性状的研究和应用推向一个高1鞠．这 30个性状是： 

1．最上项线的出现； 

2．人字点处的缝问小骨：出现在矢状缝与人字缝的交接处； 

3．人字缝小骨的出现：．出现在人字缝上的小骨，每侧可多达 l2块； 

4．顶孔的出现：位于顶骨．靠近矢状缝，在人字点前数厘米： 

5．前囟骨的出现：出现在冠状缝与矢状缝会合处的缝间小骨； 

6．额中缝：该缝桎 2岁之前愈合，少数人辫生保存： 

7．冠状缝小骨的出现： 

8．翼区缝间骨的出现：介于顶骨前下角和蝶骨大翼之间的缝间骨，若此缝问骨很大 

时，则也与颞鳞相接； 

9．额一瓤相接：额骨通常由蝶骨大翼和顶骨前下角与瓤鳞相隔．颧骨偶有与颞鳞直接 

相接； 

’l0．顶骨切迹骨的出现：硬骨突^瓤骨之鳞部与乳突部之间的部分成一小骨块 ： 

1 1．星点处小骨：星点处的缝间骨： 

l2．外耳门骨肿的出现：在外耳门底的骨晴或骨肿物，少_见； 

】3．Husohke孔出现：该孔出现在外耳门底部．幼童有此孔，5岁之后偶见．从颞骨 

鼓部底面视之。即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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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乳突孔异位：乳突孔位置通常紧靠枕乳缝．乳突孔虽在乳突部但远离枕乳缝者， 

少见．乳突孔位于枕骨者，更少见； 

15．乳突孔缺如； 

l6．髁后管通畅：髁后营通常是贯穿髁后窝的．有的髁后管为盲管，探针不能穿通． 

头骨保存状况不佳时．记录该性状就不牢靠，因为髁后营的骨质松脆，难以区别究竟是髁 

后管通畅仰或髁后窝破碎； 

17．二分枕髁关节面：枕髁关节面偶有分成两个清楚的小关节面； 

l8．髁前结节出现：为一骨性结节．紧靠枕髁之前内侧．若结节位于中央，则可看作 

是两个结节融合在一起； 

l9．二分髁前营：该管贯穿枕髁之前部，为舌下神经通道．因胚胎时舌下神经由数支 

组成，故使舌下神经管之一段或全段成二分状．由枕太孔向内视之，即可记录此性状； 

20．卵圆孔不全：卵圆孔之外后壁不全．故卵圆孔与意E孔相联接； 

． 21．棘孔开放：棘孔之后壁不全 (头骨保存状况不佳时，此性状很难断定)； 

22．副腭小孔出现：腭小孔位于硬腭后缘之两侧、紧靠腭太孔之后，以通腭小神经． 
一 个之外的腭小孔即为副腭小孔 (腭小孔可多达 3个或 4个)； 

23．腭圆枕出现：为沿硬腭中线延伸的骨性隆嵴： 

24．上颔圆枕出现：上钡的骨性隆嵴，沿臼齿齿根舌侧向分布； 

25．颧面孔缺如： 

26．眶上孔完整：为眶上血管和神经的通道，常为不完整 (开放状，称之为。眶上切 

迹 )； 

27．额切迹或额孔出现：额孔位于眶上孔附近，通常在眶上孔之外侧．额孔常呈一群 

细孔状，若如此则不予记录．在少数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下．记录难免有任意性； 

28．前筛孔上位：前筛孔贯穿眼眶之内侧壁，通常位于筛骨与额骨眶板内倒缘之间的 

骨缝上，但偶有出现在骨缝的上方： 

29．后筛孔缺如：后筛孔与前筛孔位于同一骨缝上但在前筛孔之后方．在保存状况良 

好的头骨上才能记录刮后筛孔缺如现象； 

30．副眶下孔出现：紧靠眶下孔的另一个孔． 

上述 30项性状已成为普遍应用的性状．有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把非测量性状扩充到 

60项；但这些所扩充的项目中，不少尚无严格的定义，很难普遍推广． 

许多人认为非测量性状是正常发育过程的结果，是由遗传控制的．他们认为有三方面 

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类性状是遗传的：1．家系调查的结果表明，一些非测量性状确实是遗传 

的；2．某些性状的频率在某一种族中是固定的．在相近的种族中，这些频率也相似．有些 

性状的频率可以像血型频率那样有一定的地理分布特点：3．根据对鼠类骨骼的研究．在鼠 

的近交系中这类性状都有固定的频率，突变事件能引起频率的改变． 

然而，家系杂交表明，这些性状在子代中出现的频率并不符合按孟德尔定律推算的结 

果．据 Gr0neberg对鼠类骨骼性状的遗传研究 (详见 Sjovold，1977)，非浏量性状可看作 

是在某种阔值机制的作用下由许多等位基因的总效应以及由许多非遗传因素的效应而引起 

的．当遗传的和非遗传的效应之总和太于阈值时，性状就会表现出来．Gr0nebvrg认为每 
一 个性状是由好几个基因座决定的，而每一个基因座可影响好几个性状．有人认为每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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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至少由l0个基因座控制． 

某些性状会有两种以上的形式出现，这说明有不止一个阈值存在．某些阈值可能是很 

难超越的，故其相应的性状会很少表现出来．仅分离为两种类型的也称为 全或无性状 ． 

正因为这些非测量性状被认为是由遗传控制的，因而被用来推算人群之闯的亲缘之远 

近。即人类群体问的生物学距离(Biological distance)．其计算方法是，先算出各性状出现 

的频率 (P)，再由P转化为 0：0=sin c1—2P)，由所得的各0值再计算两群体间的距离： 

式中，n代表头骨数． 

差别值一 

据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成果来看。有关生物学距离的文章数目在骨骼生物 

学的文章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自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上升，至1980年达到高峰，蚵占 

l5％，此后则稍有下降 (Buikstra，1990)． 

但也有一些人对用非测量性状研究人群间的生物学距离持有异议．R Jightmire(1972) 

对非洲黑人头骨材料分别用测量性状和非测量性状进行研究。比较所得结果，发现二者并 

不一致．此外，有人用非测量性状把南美印第安人 缅甸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作过比较．结 

果却是南美印第安人与缅甸人接近而与北美印第安人距离较远 (见 Corraccini，1974)．看 

来，问题是出在这些非测量性状是否如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完全是由遗传因素所控{i4的． 

目前人类学界对此已有较为公正的评估：这类性状是多基因性状。是兼受遗传因素影响和 

环境因素影响；不能把所有的非测量性状都看成是遗传标志，也不能将其看成纯是遗传标 

志．显然。如要把非测量性状成功地应用于人群间的生物学距离研究，则先要对这些非测 

量性状加以深入研究、加以甄别，以确定其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份量，从而筛选出一批 

有效的性状来。难怪近几年来。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有关生物学距离的文章少见了。 

而有关某一或某些非测量性状的研究的文章则时有所见．如对腭圆枕的研究(Halffman et 

a／．，1992)、对影响离散性状的因素的研究(Shipman el a1．，1900)以及对下颌骨的臼齿后孔的 

报道 【Os鼢她 rg，1987)等等．估计这种研究趋势将会继续相当一段时间． 

我国人类学界对上述这类非测量性状作系统的研究似始于 1988年 (王令红．1988； 

王令红 孙凤喈。1988)，先后有过两篇文章发表．在这两篇文章里只是统计了华北和太 

原头骨的非测量性状的频率．未作比较和分析．未引起学术界对非测量性状应用于生物学 

距离研究的注意和共 ． 

我国在骨骼人类学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今后开展非测量性状方面的研究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根据测量性状，我国大致上已对各大地区的现代人类头骨作过研究和 

对比，对各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也作过研究和对比．这些成果将为检验以非测量 

性状所得的人群闻生物学距离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进而为筛选出有效的非测量性状提供 

良好的基础． 

我国的人类骨骼研究中，在传统的人类学观察项目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其 

实．所谓的 人类学观察项目 与非测量性状并无严格的区别。在研究方法上理应是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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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惜我国的观察项目的资料大都是作为测量资料的陪衬而未被深人分析过．在非测量 

性状的研究和应用上．我们的国外同行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数据处理方法．我们如把这些 

方法移植到人类学观察项目的研究上，则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由于人类化石的不完整．人类化石的研究多依靠非测量性状的对比．然而．只有选用 

那些受遗传影响为主而受环境影响为次的性状，所得的结果才是可信的．显然．加强对人 

类头骨的非测量性状的研究和筛选．在我国古人类学界也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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