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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看人骨鉴定专家
如何“以骨释古”

当我们看到考古发现中耀眼夺目的精美文物时，
不禁惊叹于先辈们非凡的创造力，
感慨人类厚重的历史和文明。
那么，你是否曾对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缔造者——人，
产生过好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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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谁？他们吃什么？健康状况如何？生活方式是
怎样的……发掘出土的人骨（及牙齿）是我们解答这些问
题的重要信息来源。考古遗址发现人骨材料后，往往需要
考古学、骨骼人类学、遗传学、化学等多学科相结合进行
综合研究，全面再现古代人群的生活面貌，包括体质形态、
健康状况、饮食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人群的溯
源与迁徙等。

会说话的骨骼

首先要确定其是否为人骨，分属几个个体，然后对个
体再进行性别和年龄的鉴定。准确的性别、年龄鉴定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遗址代表的古代社会关于人口构成、葬俗、
埋葬属性及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社会分工等状况。

例如，考古学家在陕西秦始皇陵附近一个乱葬坑中发
现百余具人骨，从埋葬地点和少量遗物推测，初步推测可
能是修建秦始皇陵园的劳工。人类学家对人骨进行鉴定后，
发现其全部为 15 ～ 45 岁的男性，这一结果对研究人员推
断该人群的劳工身份给出了进一步证据。

 摩里逊定颅仪（摄影 /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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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造”的骨骼

颅骨人工变形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在
世界范围内的很多考古遗址都发现有人工变形痕迹的颅骨，
这种现象在许多现存的民族中也存在。

例如，在古代，拔牙是与成年和婚姻有关的古老风俗。
在中国很多遗址发现了人骨拔牙现象，如 6000 多年前的大
汶口早期文化，就有拔牙的风俗。 

 图为在秘鲁库斯科古城的印加神庙中，发现的一组古代印加变形颅骨

图注：

 在金沙江中游一处史前遗址中发现的生前拔
牙现象，拔牙位置为左右两侧侧门齿，可以
观察到对应的牙槽已经愈合（供图 / 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

 幼年时期营养不
良导致牙釉质发
育 不 全（ 供 图 /
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

 由缺铁性贫血导
致 的 颅 顶 多 孔 性
骨 肥 大（ 图 片 来
源 / 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

疾病和健康的痕迹

有些疾病可以导致人体骨骼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用来
推测人群的饮食结构、生活或劳作方式以及社会的生业模
式。比如，从牙齿的磨耗、牙齿生前脱落及颌骨骨质隆起，
可以推测人类的食物结构、食物加工技术和进食方式等。
对骨关节炎出现位置的调查，能够提供关于个体或群体生
活方式的一些信息。

        牙齿疾病一直是古病理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研究
对象。龋齿与生业经济（人类为了维持生存需要而

获取基本生存资源的经济行为）存在较密切的关联。
研究认为，龋病在农业经济人群中患病率最高，农

牧兼营的人群居次并存在较大的变异范围，渔猎采集
经济或游牧人群患病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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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质表面呈线
状、沟状凹陷

左右顶骨上布满的筛状
孔为贫血的典型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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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佳颖  美术编辑 / 周游）

人骨鉴定揭开了遗址中人骨的神秘面纱，让
我们有机会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与曾经的“我
们”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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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历的“见证者”

骨骼上的创伤能反映出个体生前的健
康状况、生活情况和致死原因等。创伤发
生的模式和概率与其所处社会的经济方式
和社会关系等都有关系，因为不同经济类
型和文化的人群面临的威胁是不同的，创
伤还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处
的和谐程度。

重建古人的食谱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演化的物质基础，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更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基
本保证。通过对早期人类的饮食习惯和形为进行研究，
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祖先。

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对考古
遗址出土的人骨遗骸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方法来复
原古代人的食谱。

根据“我即我食”原理，生物组织的稳定同位素组
成与其食物密切相关，通过对骨骼中 C（碳）稳定同位
素组成的测试，可以判断古人的食物种类（C3 或 C4
类食物），而骨胶原的 N（氮）稳定同位素组成主要反
映的是其食谱中肉食的来源。

真实存在的植物和动物遗存能够告诉我们古代人究
竟吃过些什么，将人骨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与动物考古和植
物考古结合之后，就可以准确复原古代人的具体食谱了。

古 DNA 的大本事

提到彻底改写古人类演化故事的研究，那非古 DNA 研
究莫属。《人类起源的故事》一书中，甚至将古 DNA 研究
视作继碳 -14 测年之后的第二次考古学科学革命。似乎只要
能提取到 DNA 信息，很多关于亲缘关系的问题就有了答案。

不过，古 DNA 信息极容易被降解，如果降解到一定
程度，再先进的 DNA 测序手段也无法检测。骨骼中的
DNA 信息受埋葬环境的影响很大，比如中国南方地区出土
的人骨，因降水和酸性土的影响，骨骼降解严重，很难提
取到有用的 DNA 信息。目前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

 图为金沙江中游一处史前遗址的一座合葬墓，经鉴定此为一名
成年女性和两名孩童，在成人和孩童的骨架上都发现了石箭镞
（石器时代的一种远射武器）（供图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为川西高原发现的一座历史时期石
室墓出土的人骨，头骨上发现多处砍
伤（供图 /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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