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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中，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都强调其从更新世中晚期一直到全

新世近代和现代人类骨骼和牙齿上的形态证据。多地区起源说认为至少在以中国为代表的

东亚地区存在一组连续性的形态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直立人，经

过早期智人和晚期阶段，有些至今仍然是现代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同时以“连续进化附

带杂交”假说来解释某些出现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上的欧洲或非洲特征。而支持非洲起源说

的学者认为早期人类向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类的转变只能发生在非洲，否认存在中国古人

类连续进化的形态特征。所以，就一些有争议的化石特征在更新世晚期及全新世非洲与亚

洲人群的出现率和表现情况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论证地区连续性的形态基础及外来因素对

东亚现代型人类形成的作用。本文对 26 项颅骨特征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和非洲人类（表 1）

的出现率和表现情况进行了观测和统计，试图了解这些特征的表现在近代和现代非洲与亚

洲人群之间的相似和差异情况，进而分析造成这些特征在非洲和亚洲人群分布和表现特点

的可能因素。作者对这 26 项脑颅、面部及下颌骨特征的观测及统计结果如下： 

表 1 本研究观测的颅骨标本 

非洲人 中国人 

现代非洲人 近代非洲人（距今 2000-10000 年前） 现代中国人 近代中国人（战国时代） 

52 60 72 36 

1 大多数特征在非洲及中国人群的出现率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以正中矢状隆起、顶

间沟、眉间区顶面观、缝间骨或印加骨、枕区突隆及人字区平坦、额骨与顶骨的曲度、下

颌孔位置与形态为显著。在特征表现方面，几乎所有特征在非洲人群比中国人具有更多或

复杂的表现形式。 

2 从本研究包括的标本及形态特征看，无论在非洲和中国，近 1 万年来人类颅骨特征

时代变化不明显。 

3 一些被有关学者认为显示东亚人群特点或被用作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特征

在本研究观测的标本上的表现较为复杂。有些特征表现（如额最隆起处的位置靠前、颅最

宽处位置靠前、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朝向角较大）与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化石特征

证据一致。而另外一些特征的表现，如矢状隆起、角圆枕、人字缝间骨或印加骨、上面部

高度、上颌颧突下缘形态呈上凹状及颧切迹在非洲人群出现率较中国人为高或接近。 

4 一些被认为是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特征，包括枕区突隆及人字区平坦、梨状孔上

外侧部突隆、颧上颌缝表面隆起脊在非洲人群具有很高的出现率和表现程度。这些特征在

中国人群的出现率也较高。 

本文结果显示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化石形态特征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及非洲人

群的出现和表现情况与在早期化石标本的表现有很多不一致之处，作者对这一现象作了尝

试性的解释并认为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