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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出土人骨研究
*1 

朱晓汀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南京博物院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出土了67例西周人骨，对其性别、年龄、人口寿命、体质类型、身

高情况的分析特别是对颅骨形态特征的研究表明，梁王城西周组居民属于蒙古人种，具有中颅型结合高颅、狭颅的

特点，同时具有狭额、高眶、阔鼻、正颌的面部特征，并且具有长狭的下颌。梁王城西周组居民的颅型与现代亚洲

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面部特征与东亚类型、北亚类型比较接近；体质形态与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出

土的同时代人骨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小于梁王城西周组与梁王城大汶口组、殷墟中小墓III组、滕州前掌大B

组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江苏邳州 梁王城遗址 西周墓地 人骨 蒙古人种 体质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Ａ 

梁王城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西，自2004 年至2009 年共进行了6 次发掘，揭露西周时期墓葬71座，收集人

骨标本67例。笔者对出土人骨进行了性别、年龄鉴定，对保存较好的骨骼进行了观察、测量，并进行了初步的体质类型分析。 

由于我国目前出土明确为周人族属的人骨材料极其有限，仅有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陕西铜川瓦窑沟和甘肃合水九站

出土的先周文化墓葬等几批材料
［1］

，而江苏境内的周代体质人类学材料几乎为空白，因此，梁王城西周墓地出土人骨材料对于

认识西周居民的体质特征，研究周人与相关文化居民的亲疏关系，探讨周人的来源与构成具有重大意义。 

一、性别年龄情况及人口寿命研究 

鉴定以骨盆形态为主，结合颅骨、下颌骨及其他相关骨骼对性别进行综合判定；以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变化、牙齿的萌出或

磨耗情况为主，结合颅骨骨缝及骨骺的愈合情况对年龄进行综合判定。 

（一）性别年龄鉴定 

共鉴定骨骼标本67例：性别明确者40例，不能鉴定性别者27 例，鉴定率为59.7%；男性标本21例，女性标本19例，男女性

别比为1：0.9。 

（二）人口寿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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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死亡年龄分布统计 

在67例标本中，年龄段明确者59例，鉴定率为88%。青年期及中年期死亡年龄略高，未成年即夭折的比例为13.6%（表一）。 

 

2.平均寿命研究 

将梁王城西周组出土的所有人骨视为同一代人来编制简略生命表，进行平均寿命的计算，梁王城西周组居民的平均寿命为

男性 30.83 岁，女性 31.18岁，女性略长于男性（表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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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颅骨的形态特征研究 

梁王城西周墓地出土人骨中，可用于形态观察的颅骨共30 例，均已成年并可明确鉴定其性别，其中男性15 例，女性15 例。

颅骨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标准依据《人体测量手册》的相关著述
［2］

。统计结果见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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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差异比较大的非测量项目如下。颅形：男性主要有卵圆、盾形、楔形三种，女性皆为盾形。梨状孔：男性皆为心形；

女性仅一例可供观察，为梨形。翼区：男性可供观察的仅有 2 例，均为 H 型；女性可供观察的仅有 1 例，为 X 型。额中缝：仅

观察到一例男性标本存在，女性标本未发现。 

两性非测量项目在出现比例上存在的差异如下。眉弓发育程度：据眉弓突度、眉弓范围、眉间突度几项非测量形态的观察

结果，可以看出男性略强于女性；前额形态：男性呈倾斜状的所占比例较大；眶形：男性以方形居多，也有长方形、圆形，女

性可供观察的仅有 2 例，分别为长方形、方形；鼻根点凹陷程度：女性皆为不显（0级），男性则有 2例为稍显（1级）；鼻前

棘：男性标本有 1例为稍显（2级），其余 6例为不显（1级），女性仅有 1例可供观察，为不显（1 级）；梨状孔下缘：男性

有锐型、鼻前窝型、鼻前沟型三种类型，女性有锐型和鼻前沟型两种类型；乳突：男性较女性略大；枕外隆突：男性稍显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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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于女性；矢状脊：男性的出现率大于女性；下颌圆枕：男性的出现比例高于女性；下颌角形态：男性外翻的比例较大，女

性内翻的比例较大；颏型：男女两性都为圆形、方形两种，方形在男性中所占比例大于在女性中所占比例。 

男女两性在非测量项目上几乎相同的项目如下：颅顶缝不复杂，以微波型、深波型、锯齿型为主；犬齿窝均较浅；所有可

供观察的标本皆为铲形门齿；齿弓形状绝大多数为抛物线形，仅有1例为U型；腭圆枕出现率男性为50%，女性为57%。 

综上，男女两性在非测量项目上存在显著差异的项目极少，仅在颅形、梨状孔、翼区等项目上有区别，这可能与此几项特

征可供观察的个体数较少有关；男女两性在铲形门齿、齿弓形状、腭圆枕出现率等项目上比较一致。女性在眉弓、鼻根点凹陷、

鼻前棘、乳突、枕外隆突、矢状脊、下颌圆枕等几个特征的发育上弱于男性，前额倾斜比例小于男性、下颌角形态多为内翻（男

性多为外翻），女性中方形颏的比例小于男性，这些差异应属于性别上的差异，应不存在人种类型或种族的差异。 

梁王城西周组铲形门齿100%的出现率、表现为不显或稍显的鼻根凹陷和鼻前棘都是蒙古人种的标志性特征，梁王城西周组

居民应归属于蒙古人种。 

三、颅骨测量性状的研究 

（一）颅骨测量数据的统计 

梁王城西周墓地可供测量的头骨男性 10 例、女性 10 例，测量条件比较好的颅骨男性 5例、女性 4 例。对这几例颅骨进行

测量的结果显示，梁王城西周组颅骨具有中颅型结合高颅、狭颅的特点，同时具有狭额、高眶、阔鼻、正颌的面部特征，并且

具有长狭的下颌（表五）。 

（二）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地域类型的比较 

将梁王城西周组与亚洲蒙古人种的北亚、东北亚、东亚和南亚四个区域类型进行比较，比较的项目包括颅长、颅宽、颅指

数、颅高、颅长高指数、颅宽高指数、最小额宽、额角、颧宽、上面高、垂直颅面指数、上面指数、鼻颧角、面角、眶指数、

鼻指数、鼻根指数。梁王城西周组有 13 个项目落入蒙古人种变异范围（表六）。未落入蒙古人种变异范围的 4项，其差异状况

如下：颅宽高指数略大于变异范围，眶指数略大于变异范围，颧宽值略小于变异范围，受颧宽略小的影响上面指数大于变异范

围。从中可以大致梳理出梁王城西周组居民异于现代蒙古人种的形态特点：更狭的颅型、略窄的颧宽、更高的眼眶。 

梁王城西周组有 9 项指标落入北亚蒙古人种范围，包括颅长、颅指数、最小额宽、额角、上面高、垂直颅面指数、面角、

鼻指数、鼻根指数；有 1 项指标（眶指数）略大于北亚蒙古人种的上限；有 5 项指标落入东北亚蒙古人种范围，包括颅宽、颅

高、上面高、垂直颅面指数、面角；有 1项指标略大于东北亚蒙古人种的上限；有 10项指标落入东亚蒙古人种范围，包括颅长、

颅宽、颅指数、颅长高指数、最小额宽、额角、上面高根指数；有 2 项指标接近东亚蒙古人种范围，其中颧宽略小于东亚蒙古

人种下限，上面指数略大于东亚蒙古人种上限；有 8 项指标落入南亚蒙古人种范围，包括颅长、颅宽、颅指数、颅长高指数、

最小额宽、额角、鼻颧角、鼻根指数。 

综上所述，从落入变异范围的项目数来看，梁王城西周居民的主要体质性状落入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北亚类型较多；从

具体的项目来看，梁王城西周居民在颅型上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在面部特征上与东亚类型、北亚类型都

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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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各相关古代组的比较 

笔者对梁王城西周墓地出土的10 例男性头骨和10 例女性头骨进行了测量，计算各个项目的平均值，将平均值与国内其他

地点出土的青铜时代人骨如河南安阳殷墟中小墓组（商代）、甘肃玉门火烧沟组（夏至早商）、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组（先

周）、陕西铜川瓦窑沟组（先周文化晚期）、甘肃合水九站组（先周晚期到西周晚期）、青海循化托伦都阿哈特拉组（时代相

当于夏末至周初）、青海湟中李家山组（时代相当于夏末至周初）、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B 组（商至周）［3］，以及梁王城大

汶口文化墓地出土人骨［4］进行对比，对比组选取了9组颅骨的相关数据，采用欧氏距离（Euclideandistance）聚类进行分类。

欧氏距离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i、k 代表颅骨组，j 代表测定项目，m 代表测定项目数。应用此

方法计算所得的Dij函数值越小，说明两个颅骨组在形态特征上有可能越接近。从欧氏距离系数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梁王城西

周墓地居民与先周居民（瓦窑沟组、西村周组、九站组）、商代居民（殷墟中小墓II、火烧沟组）、青海青铜时代居民（阿哈

特拉组、李家山组）都存在较大的形态学距离，与梁王城当地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形态距离更大，与前掌大B组、殷墟中小墓III

的形态距离最大（表七、八）。 

根据以上欧氏距离系数做组间连接聚类（图一），结果显示，在与同为青铜时代居民的对比中，梁王城西周墓地出土的人

骨材料与殷墟中小墓Ⅱ、火烧沟组所代表的商人，西村周墓、瓦窑沟组、九站组所代表的先周至西周居民，阿哈特拉组、李家

山所代表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居民相比，都有比较远的形态距离；与梁王城大汶口组、殷墟中小墓 III、前掌大 B 组的形态距

离则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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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王城西周墓地出土人骨在形态上与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出土的同时代人骨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比其与梁王城大

汶口组的差异要小。可见梁王城西周居民并非由新石器时代居民一脉相承发展而来，其中存在着外部基因的流入甚至是取代。

与前文同一地点不同时代人骨之间的差异相比，梁王城西周居民与时代和地理位置都比较接近的前掌大 B 组居民的体质差异更

大，这种体质差异所反映的社会层次的原因更值得我们深思。 

四、身高的研究 

对梁王城西周墓地出土人骨中保存较好的 10 例男性肢骨和 6 例女性肢骨进行测量，依据《体质人类学》中记录的利用长

骨推算黄种人身高的公式［5］，根据每个个体的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腓骨的最大长分别计算出身高值，再将这几

个值取平均值，进而得到每个个体的身高值。经过计算，梁王城西周组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为 166.4 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为

156.8 厘米。 



 

 13 

 

图一// 梁王城西周组与其他古代人群关系的树状聚类图 

五、小结 

1、梁王城西周组居民男女性别比为1：0.9；其在青年期及中年期死亡率略高，未成年即夭折的比例为13.6%；男性的平均

寿命为30.83 岁，女性的平均寿命为31.18岁。 

2、梁王城西周组男女两性的非测量性状基本一致，存在的细微差异应属于性别上的差异，不存在种族或人种类型的差异。

梁王城西周组居民应属于蒙古人种。 

3、梁王城西周居民具有中颅型结合高颅、狭颅的特点，同时具有狭额、高眶、阔鼻、正颌的面部特征，并且具有长狭的下

颌。在颅型上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最为接近，在面部特征上与东亚类型、北亚类型都比较接近。 

4、梁王城西周组人骨在形态上与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出土的同时代人骨在形态上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比其与梁

王城大汶口组之间的差异要小。可见梁王城西周居民并非由新石器时代居民一脉相承发展而来，其中当存在着外部基因的流入

甚至是取代；梁王城西周组与前掌大 B 组、殷墟中小墓 III 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5、梁王城西周居民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66.4厘米，成年女性的平均身高为156.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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