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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探讨中 国大陆 古代人群与赤道人种人群之间 的基因交流情况 ， 本项研究对赤道人种 的若千特征

在 中 国古代人群头骨 中 的 出 现情况作检测 。 检测的材料包括 ３ ８ ００
￣

１ ２００ 年前生活在新疆 、 青海 、 宁夏和

河南 安阳 的 １ ２组人群的头骨 以及现代华北和 云南的人类头骨 。 结果表 明 ： １ ） 赤道人种若干特征能够在

我 国古代 多个地区 的人群 中 和现代华北和 云南人群 中检测到 ， 表明 中 国大陆至少在 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０ 年前 已存

在赤道人种基因流入蒙古人种 的人群之中 的现象 ； ２ ） 赤道人种特征平均 出现率在 中 国古代人群中很可能

在地理上大致是 由东 向 西递降 ，
与当 时这些人群中的欧亚人种特征平均 出现率 的地理上分布趋势呈相反

方 向
，
提示 了在 中 国大陆至少在距今 ３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年期间 己经存在两个相反流 向 的外来
“

基因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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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２０ 年来 ， 中 国古人类学界对东亚地区远古人类与西方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 问题予

以重视
［
Ｍ

］

， 为阐 明现代人类起源模式提供 了证据 。 由于更新世人类化石稀少且多数标本

保存状况欠佳 ， 能提供的有关基因交流的形态学方面的信息毕竟有限 。 全新世考古遗址的

古代居民遗骸数量多 、 保存状况较好 ， 是探讨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 良好材料 。 因而 ， 对近

１ 万年 以来 中 国地区人群与西方人群的基因交流 问题开始受到较多 的关注
＞７

］

。 这类研宄

己经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 为探讨欧亚人种的人群基因进入东亚地 区的路径 、 可能的扩散路

线 ， 对中 国地区现代人群形态形成的影响等 问题提供了线索 。 但是 ， 迄今对中国大陆古代

人群与赤道人种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情况所知甚少 。

本项研宄将对赤道人种的若干特征在 中 国古代
一

些人群头骨 中 的 出现情况作
一

番检

测 ， 以 了解这些人群中是否存在赤道人种特征或这些特征的 出现情况 ； 由于这些头骨大多

数是属于蒙古人种 ， 因此本项检测可 以为阐明在中 国大陆赤道人种与蒙古人种之间 的基因

交流 的历史提供线索 。

１ 材料和方法

本项研究所用 的代表古代人群的研究材料是出 自新疆 、 青海 、 宁夏和河南殷墟的几

个考古遗址的头骨材料 ， 受检例数共 ２０ ６－５ ３４ 例 。 为便于对比 ， 本文还选用 了若干现代人

群的头骨标本 ， 包括华北头骨和云南头骨 ， 受检例数分别为 ９ ５－ １ ０２ 例和 ５５ － １ ００例 。

这几个考古遗址的年代是引 用 自 文献 ［
５

］ 和 ［
６

］ ；
按其年代的早晚 ， 大致可分成 ３ 组 ：

早期组 、 中期 组和 晚期组 。 早期组 ， 距今 ３８ ００
？

３００ ０ 年前 ， 包括新疆孔雀河古墓沟 、 青

海大通 （卡约文化期 ） 、 河南殷墟 。 中期组 ， 距今 ２９５ ０？２ ０００ 年前 ， 包括新疆和田流水 ，

新疆阿拉沟 ， 新疆焉布拉克 ， 新疆昭苏 ， 新疆楼兰 ， 青海大通 （汉代 ）
， 宁夏 固原 － 彭阳 ，

宁夏中卫 － 中宁 － 常乐 。 晚期组 ， 距今 １２００ 年前 ， 以宁夏吴忠唐墓为代表 。 这样的分组 ，

与文献
［

６
］ 中 的大体

一

致 。 为叙述方便 ， 我们把出 自 青海和宁 夏的材料统称为
“

河西走廊

附近的材料
”

或简称为
“

河西走廊材料
”

。 在地理位置上 ， 新疆的这几个遗址在河西走廊

之西 ， 而殷墟则远在河西走廊之东 。 这样 ， 在早期组中有新疆早期组、 河西走廊早期组和

殷墟组 ； 在 中期组 中有新疆中期组 、 河西走廊中期组 ； 在晚期组中有河西走廊晚期组 。 现

代组包括华北组和云南组 。 分组情况和各样本组例数详情可参见表 １ 、 表 ３ 。

在 ３ 大人种之间 ， 在面颅的
一

些特征上有较明显 的差别
［
２２］

。 我们选用鼻颧角 、 鼻根

指数 、 鼻面扁平度指数和齿槽面角这 ４ 项测量性特征进行考察 。 这些测量值在 ３ 大人种 中

各有
一

定的变异范 围 。 赤道人种的有些测量值的变异范围与其它人种的有
一

定幅度的重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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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本项研究使用 的人类头骨样本

Ｔａｂ ．ｌ Ｃｒ ａｎｉ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年代 （ 距今 ， 年 ）受检例数数据来源文献

早期组３ ８０ ０８４ ０［
８
］

青海大通 （卡约文化期 ） ３ ３００
－

３０００７４
－

１ ０２［
９

］

河南殷墟 （ 西北岗 、 中 小墓 ）３ ３００４
１
－

２４９［
１ ０

］

中期组新疆和田流水２９５ ０１ ０
－

１ １［
５
］

新疆阿拉沟２６００
－

２ １ ０ ０ １４
－

３ ２ ［
１ １

］

新疆焉布拉克２５０ ０１ ３
－

１ ８［ １ ２
］

新疆昭苏２００ ０４
－

７［
１３

］

新疆楼兰２００ ０３
－

４［
１ ４

］

青海大通 （ 汉代 ）２００ ０２２
－

４３［
９
］

宁夏固 原彭堡 、 彭阳 （ 张街 ， 古城 ）２５ ００４
－

１
１［

１５
－

１ ７
］

宁夏中卫 、 中宁 、 常乐２００ ０７－

２４［
１ ８

－

１ ９
］

晚期组宁夏吴忠唐墓 １ ２００６
－

２３［
２０

－

２ １

］

现代组华北现代９５
－

１ ０２本文作者

云南现代５５
－

丨 ００本文作者

我们可以去除其重叠部分 ， 得到这 ４ 项赤道人种特征的鉴别值 （ 简称为
“

赤道人种特征鉴

别值
”

）
（表 ２ ） 。

根据赤道人种特征鉴别值 ， 可 以从
一

批头骨材料中 筛选出 赤道人种特征 并计算 出

其出现率 。 在
一

个人群中 ， 各赤道人种特征的 出现率并不完全
一

致 。 本文将采用这 ４ 项

特征 出现率的 平均值作为该人群的
“

赤道人种特征平均 出现率
”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ｒｅ

ｑ
ｕ ｅｎｃｙｏｆ

Ｅｑｕａｔ
ｏｒ

ｉ ａ ｌＲａｃ ｉ
ａ

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ｓ
，ＡＦ０ＥＲＣ） 。 某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的大小 ， 意味

着赤道人种
“

基因
”

混入该人群的程度 。 本文皆以 男性标本来计算 。

２ 结 果

表 ３ 列 出 了对各样本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 的检测结果 。 从这些结果 ， 计算 了各组

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 （表 ４ ） 。

本文的检测表明 ：

１
） 赤道人种特征能够在我国 古代多个地区 的人群 中和现代人群中检测到 ； 在所检测

的各组人群 中有不同程度的平均 出现率 ， 最高者为河南殷墟组人群 ， 达 ４６ ．４％ ， 最低者为

新疆早期组人群 ， 达 ２
．５％ （参见表 ４ ） ； 中 国大陆至少在 ３ ００ ０－２０００ 年前 己存在赤道人

种基因 流入蒙古人种的人群之中 的现象 。

２ ） 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在早期组中 ， 以河南殷墟组最高 ， 河西走廊组次之 ， 以

新疆组最低 ； 在中期组 中 ， 河西走廊组的也高于新疆组的 ； 这似乎意味着赤道人种特征平

均出现率在我国古代人群中很可能在地理上大致是 由东向 西递降 （参见表 ４ 、 图 １
） 。 这

与 当时 的欧亚人种特征平均 出现率 的地理上的分布趋向呈相反方向 （参见表 ５ 、 图 ２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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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颅骨的种族特征

Ｔａｂ．２Ｒａｃｉａ 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ｃｒａｎｉａ

特征


赤道人种


欧亚人种


蒙古人种


赤道人种特征鉴别值

鼻颧角 １４０
－

１ ４２
°

１ ３ ６
－

１ ３７
。
 １４５

－

１ ４９
°

 １ ４０
－

１４２
°

鼻根指数２０
－４５４６

－

５ ３３ １

－

４９＜３ １

鼻面扁平度指数２０
－

３ ５４０
－

４８ ３ ０
－

３ ９＜３ ０

齿槽面角 ６ １
－

７２
。

８ ２
－

８ ６
。
 ７３

－

８ １

°＜ ７３
。

表 ２ 注 ： 赤道人种 、 欧亚人种、 蒙古人种颅 骨特征数 据 引 自 文献 ［
２ ２

］

。

表 ３ 每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出现率

Ｔａｂ ．３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 ｉｅ ｓｏｆＥｑｕａ ｔｏｒｉａｌ Ｒａｃｉ 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 ｐｌｅ
ｇ
ｒｏｕ ｐｓ

特 征

鼻颧角鼻根指数鼻面扁平度指数齿槽面角

标本数 ＿数 标本数 出现数 标本数 出现数 标本数 出现数

新疆早期 （
Ｅ －ＸＪ

）１ ０ １１ ０ ． ０１ ０００ ． ０ ８０ ０ ． ０９００ ． ０

河西走廊早期（Ｅ
－ＨＸ

） １ ０２１ ３ １ ２ ． ８ ９７３ ２３ ３ ． ０７４４０５４ ．

１８ ５９１ ０ ．６

河南安阳殷墟（
Ｅ

－ＨＮ）４１３７ ． ３ ２４ ９１ ３０５ ２ ． ２ １ ５ ６ １ ２ １７ ７ ． ６ ２４０１ １ ６４８ ． ３

新疆中期 （
Ｍ－ＸＪ

）７ ２ １ ３ １ ８ ． １７ １１ ０１ ４ ． １４４３６ ． ８５ ８００ ． ０

河西走廊中期（
Ｍ－ＨＸ）７８７９ ． ０７６２８３ ６ ． ８３ ３１ ３３ ９ ． ４５ ５９１ ６ ．４

河西走廊晚期 （
Ｌ－ＨＸ

）２３ １４ ． ４２ １１ ２５ ７ ． １６２３ ３ ． ３２３６２６ ． １

华北现代
（
Ｔ－ＨＢ

） １ ００１ ３ １ ３ ． ０１ ０２４ ８４７ ．

１９５２３２４ ． ２９７６ １６２ ． ９

云南现代（Ｔ
－ＹＮ

） １ ００１ ９１ ９ ． ０１ ００４４４４ ． ０５ ５２３４ １ ． ８７２５ ７７９ ．２

献 ［
６

］
） 。 很可能中 国大陆至少在 ３ ００ ０￣２ ０００ 年前 已经存在两个相反流 向 的

“

基 因流
”

。

赤道人种特征平均 出现率 ， 现代云南人群的高于现代华北人群的 （ 参见表 ４ ）
；
而欧亚人

种特征平均出现率 ， 华北现代人群的则高于现代云南人群的 （ 参见表 ５ 、 文献 ［
７

］ ）
。 看来 ，

在现代华北人群与云南人群之间也存在两个相反流 向的
“

基因流
”

。 这种两个相反流 向的
“

基因流
”

宄竟是同时发生的或是先后发生的 ， 还有待对更多的研宄材料进行分析才能 回

答 。 近期来对 ＨＬＡ 遗传标记的研宄表明 ， 最早的现代类型的人类入住东亚地区有向北和

向南的双向移 民路径
ｐ ３

］

，
这与本文研宄所提示的有过两个相反流向的

“

基因流
”

， 有何关系 ，

也有待深入探讨 。

３ 讨 论

３
． １ 人种特征和人种鉴定

对某个体做人种属性的鉴定主要是根据人种特征 。 这对活体 ， 相对地容易 。 但对某

具头骨 ， 仅靠少数几项特征就很难做 出可靠的种族鉴定 ， 要依靠尽量多 的颅骨种族特征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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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每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表 ５ 每组人群的 欧亚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
Ｔａ ｂ ．４Ａｖｅ ｒａ

ｇｅ Ｆ ｒｅ
ｑ
ｕ ｅｎｃ ｉｅｓｏ ｆ

Ｅ
ｑ ｕａ ｔｏ ｒ ｉａ ｌＲａ ｃ

ｉ
ａｌＴａｂ ．５Ａｖｅ ｒａ

ｇ
ｅＦ ｒｅ

ｑ
ｕ ｅｎｃ ｉｅ ｓｏｆ Ｅｕｒａ ｓｉ ａ ｎＲａ ｃｉ ａ ｌ



Ｃ ｈａ ｒａｃ ｔｅ ｒｓ ｉ ｎｔｈ ｅ ｓａｍ ｐ ｌｅ
ｇ

ｒｏｕｐｓ

Ｃｈ ａｒａ ｃ ｔｅｒｓｉ ｎｔｈｅｓａｍｐ
ｌ ｅ

ｇｒｏ ｕ
ｐ
ｓ

样本组出现率 （
％

）时代样本组出现率
（
％

）时代

新疆早期 （
Ｅ －ＸＪ

）２ ＾５新疆早期
（
Ｅ

－Ｘ Ｊ
）４３ ． ８

河西走廊早期
（
Ｅ

－ＨＸ
）２７ ． ６早期组河西走廊早期 （

Ｅ
－ＨＸ

）１ ６ ． ４早期组

河南安阳殷墟
（
Ｅ－ＨＮ

） ４６ ．４
’

河触隨娜－ＨＮ
）



６

＾
９



ｆｆ疆中 期
（
Ｍ－ＸＪ

） ９ ． ８
＇新疆中期

（
Ｍ－Ｘ Ｊ

）３ １ ． １

河西走廊中期 ２ ５ ．４
中臟涵走廊中職Ｍ－

ＨＸ
）



１

＾
，

—

—

河西走廊晚期
（
Ｌ －ＨＸ

）９ ． ９晚期组

＾走廊晚期 （
Ｌ－ＨＸ

）３０ ，


＿华北職 （ Ｔ
－Ｈ Ｂ ）



＾


华北现代 ３６ ，

＿ｆｉ云麵代
（
Ｔ
—ＹＮ

）３，

Ｋ麵 ｆ
ｌ

： （
Ｔ－ＹＮ

＞



４

＾
０

注 ： 本表 内 容是根据 文献
丨
６

］
和

［

７
］
整理 而成 的 》

目 而且要综合地做 出判 断 。 本项研宄所用 的 ４ 项赤道人种特征 ， 即使全用作根据 ， 还很难

对头骨做 出赤道人种属性的判断 ， 何况并不是每具头骨在这 ４ 项特征上都能达到赤道人种

特征的标准 。 我们统计了 ８４ 具保存状况 良好的现代华北 男性头骨 ， 发现其中无赤道人种

特征 的有 １ ２ 具 ， 仅有 １ 项赤道人种 特征 的有 ３ １ 具 ， 有 ２ 项 者 ３２ 具 ，
３ 项者 ８ 具 ， 有 ４

项者 只有 １ 具 。 这些头骨个体生前都有档案记录 ， 皆属蒙古人种 。 由此可见 ， 仅靠这 ４ 项

赤道人种特征 的出现情况 ， 不能改变该华北人群 的种族属性 ， 他们仍然属于蒙古人种 。 文

中提到 的该人 群中 ４ 项赤道人种特征平均 出现率高达 ３６ ． ８％ ， 并不意味在该人群 中 有高

达 ３ ６ ． ８％ 的赤道人种成员 。

本项研究中这 ４ 项赤道人种特征 ， 只 是作为
“

基因
”

的 指征用来判断人群间 基 因交

流的程度 。 文 中所示 的
“

４ 项赤道人种特征 出现率
”

并不指示在该人群中赤道人种成 员的

出 现率 。

５０％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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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每组人群的赤道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图 ２ 每组人群的 欧亚人种特征平均 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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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２ 渐变群内的基因 交流

人种的
“

混杂
”

， 也有人称之为
“ 混血

”

、

“

融合
”

、

“

混合
”

， 通常会在某人种

的成 员中呈现出另外人种 的
一

些特征 。 人种混杂意味着人种间 的基因交流 。

人种间基因 交流的
一

种方式是 ， 某人种 的成员 与另外人种的异性成员婚配而产生的

基因交流 。

另
一

种方式是某人种 内部 的成 员之间 的婚配而产生的基因 交流 ， 只是其中
一

些成员

带有另外人种的若干基因而 己 ； 其结果是 ， 这些另外人种的基因在该人种成员 中流动 。 这

是
一

种在渐变群 （
Ｃ ｌ ｉｎｅ

） 内出 现的基因流动 。

“

渐变群是
一

个物种 内部
一

批彼此相关的人群 ，

沿地理分布的梯度显示特征的差异
”［

２４
］

。 在渐变群
“

传递基 因就像接力赛的运动员传递接

力棒
”［２４ ］

。 本项研宄的 人群数 目虽然还不算多 ， 但这些人群 的赤道人种特征 出现率在地理

上的分布有呈梯度的趋势 ； 在这些人群中 ， 基因有可能像
“

接力棒
”

那样地传递 。 看来 ，

即使当时中原地 区没有赤道人种成员存在或当时中 原地区没有北上的移 民 ， 赤道人种基因

的流入仍然是可能的 。

３
． ３ 特征的稳定性和受环境影响

大约 ３０ 年前 ， 韩康信和潘其风指出 ：

“

在 中原地区 的新石器时代居 民 中 ，

一

般有些

性状被认为与现代南亚甚至赤道人种相近 ，

… …更为可能是 ， 这些新石器时代居民继续
一

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 的性状
”［

２ ５
］

。 现在看来 ， 这说 明 了我国人群中 的
一些赤道人种特征

出现的历史有可能追溯到 旧石器时代晚期 。 这段历史与人类进化
“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

模

式中所提到的 中外基因交流出现的历史相比 ， 是较短的时段 ； 但对这
一

时段的许多细节还

有不少难 以确定的因素 。

人种特征 ， 以及论证中 国人类进化模式时用 以说 明 中外基 因交流的
一些特征 ， 有稳

定的
一

面 （遗传性 ）
， 但从特征的形成历史看 ， 有的特征还有受环境影响的

一

面 （特别是

在大人种开始分化的远古时代
［
２２

１

） 。 因 此 ， 本项研究 中 的这些人群所呈现 出来的特征配

置格局有可能是多种原 因造成的 。 本项研宄的结果只 是多种解释 中的
一

种 ， 还有待更多 的

材料和进
一

步的研宄来证实 ， 更有可能会被 同行们新的研宄成果所取代 。

附记 ： 韩康信教授致力 于古人种 学研 究 数十 年 ， 揭示 了 我 国 考古遗址 人类遗骸 大 量

的 测量 数据和观察数据 ， 阐 明 了 我 国 考古 时 期居 民详尽 的体质特征和种族类型 ， 推动 了 对

古代人群的迁移过程和有关 中外人群之间 的 基 因 交流 情况的 研究 。 值 此韩康信教授八十 寿

诞之际 ， 作者谨献本文恭祝韩康信教授健康长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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