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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讷河大古堆墓地出土人骨研究

张全超 王长明 朱 泓

大古堆墓地位于黑龙江省讷河市六合镇黎
明村大古堆屯以东 500 米的岗地上，西距嫩江
左岸 约 412 公 里，东 北 距 讷 河 市 约 25 公 里。
2008 年 7 ～ 8 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
讷河市文物管理所联合组队对该墓地进行抢救

性发掘。由于墓地破坏严重，遍地是废弃和坍
塌的大型窖坑，已没有大面积布方的余地。仅
选择几处尚未破坏的地点，共布探沟 5 条，发

掘总面积约 400 平方米，清理墓葬 24 座，出土
各类遗物 520 余件，其中陶5 0 02么] T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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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大古堆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代组之聚类图

1. 大古堆组 2. 华北组 3. 抚顺组

4. 爱斯基摩 ( 东南) 组 5. 爱斯基摩 ( 勒俄康) 组

6. 楚克奇 ( 河滨) 组 7. 楚克奇 ( 驯鹿) 组

8. 蒙古组 9. 布里亚特组 10. 通古斯组

2. 与各相关古代组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探讨大古堆组古代居民与各有

关古代居民在人种类型上的关系，本文选择了
与其在时空范围相关的平洋全组%、西团山文
化合并组&、外贝加尔新石器组、贝加尔湖新
石器组’、龙头山组(、大甸子4组)等 6 个古
代颅骨组，仍然采用计算欧氏距离系数的方法
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欧氏距离系数绘制聚类
图。具体项目和数据见表 3，比较的结果见表
4。

图二直观地反映出了大古堆组古代居民与
其他相关古代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刻度小于 25
的范围内，7 个颅骨组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聚
类群，第一聚类群包括: 大古堆组、平洋全组、

表 3 大古堆组与其他古代颅骨组比较 ( 男性) ( 长度: 毫米; 角度: 度; 指数: % )

马丁号
项目↓
组别→

大古堆组 平洋全组
西团山文化

合并组

外贝加尔新

石器组

贝加尔湖新

石器组
龙头山组 大甸子4组

1 颅长 183. 17 190. 54 178. 18 189. 00 189. 70 178. 28 182. 67
8 颅宽 141. 17 144. 60 138. 18 147. 00 144. 50 137. 29 138. 13
17 颅高 135. 00 140. 11 134. 67 134. 30 132. 40 137. 16 141. 06
9 最小额宽 89. 33 91. 29 86. 47 90. 70 94. 40 90. 32 90. 45
45 颧宽 138. 00 144. 90 144. 10 147. 00 141. 00 135. 07 135. 09
48 上面高 ( sd) 72. 05 77. 03 78. 27 76. 70 74. 90 74. 44 73. 53
51 眶宽 R 42. 33 43. 74 42. 47 42. 30 42. 20 42. 03 4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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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第二小类包括了大古堆组、平洋全组和西
团山文化合并组，除大古堆组以外代表了我国
东北地区古代人种类型中的 “古东北类型”群
体。大古堆组与 “古东北类型”群 体 聚 为 一
类，表明其颅骨形态特征与 “古东北类型”组
群十分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