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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5年7—8月对青海土族251人 (男131、女120) 进行了53项活体测量和13项活体观察, 结

果表明, 青海土族的体质特征是: 男性眼裂开度中等者较多、女性宽者过半。蒙古褶出现率男性

过半, 女性占4018%。94% 有上眼睑皱褶。鼻型属中鼻型, 头型属中头型。面型, 男性以过狭面、

狭面和中面型为主, 女性以狭面和中面型为主。男身高为1634mm , 女为1543mm。通过与西北及

其它少数民族比较发现: 青海土族与东乡族、保安族、羌族体质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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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居住在我国西北的青海湖以东, 祁连山以南, 湟水和大通河两岸的青藏高原地区。

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土族人口共有192 573人, 主要分布在青海和甘肃两省, 其中青海

省有163 463人, 占土族总数的84188% , 甘肃的土族有21 379人, 占土族总数的1111% , 散

居于其他省市区的约占4%。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部, 地势北高南低, 平均海

拔2 700m , 属大陆寒温带气候类型, 有土族57 062人, 土族人口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

68171%。甘肃土族大部分居住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大通河与庄浪河之间, 与青海互

助土族自治县相毗邻。

土族有本民族的语言, 而无文字, 通用汉文和藏文。土族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与

甘肃东乡族, 保安族语接近。土族信仰喇嘛教 (藏传佛教) , 青海土族也有供奉家神的传统。

由于土族无本民族的文字, 有关土族的族源问题各说不一, 均无可靠可信的佐证, 土族的

体质材料仍尚属空白, 为提供有用的土族人类学体质资料数据库, 探讨青海土族的族源及

形成, 辨析甘、青两省5个独有民族之间的源流关系, 澄清青海土族与湖南土家族之间疑点,

作者于1995年7—9月间, 对青海互助县土族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995年7—8月, 作者以随机抽样法对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乡多士代村和

东沟乡塘　村土族人民进行了体质调查。东沟乡塘　村土族占95% 以上, 台子乡多士代村为

纯土族居住的村镇。作者在县民族宗教局配合下, 由村主任亲自组织, 对3代以上均为土族

血统的健康成人, 年龄控制在男23—55周岁, 女20—50周岁的土族农民进行了挨家逐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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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研究。其中直接测量41项、间接测量6项, 活体观察13项, 所用的方法均以《人体测量

方法》 (吴汝康等, 1984) 和《人体测量手册》 (邵象清, 1985) 为准, 全部数据用电子计

算机进行统计学处理, 在分型分类的基础上, 用等差级极数法①对甘、青两省独有民族和湖

南土家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用聚类图分析对比的方法对青海土族头面部10项测量指标的

均值与西北5省少数民族及其他15个民族进行了聚类研究。这10项测量指标为头长、头宽、额

最小宽、面宽、下颌角间宽、鼻宽、鼻高、口裂宽、容貌面长和形态面长等。被分析的民族

包括甘肃东乡族 (戴玉景等, 1991)、甘肃保安族 (杨东亚等, 1990)、临夏市回族 (戴玉

景等, 1996)、甘肃裕固族 (戴玉景等, 1987)、15省汉族和藏族 (张振标, 1985)、蒙古族

(朱　钦等, 1993) ; 还有湖南土族、羌族、赫哲族、苗族、黎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

尔克孜族, 其资料来自中国人体质调查续集。

①等差级极数法: 利用正态分布规律, 以某项指标的均数为基数, 取标准差为等级差, 用x ±s、x ±2s、x ±3s 作为

评价实际数据的不同标准, 称该法为等差级极数法。

2　结　　果

211　非测量性体质特征

21111　眼部

青海土族男性大多数眼裂开度中等 (8913% ) , 女性眼裂开度高宽者, 占5617% , 中等

者占3215% , 细窄眼裂者在男女两性间占相似的比例, 男为1017% , 女为1018%。青海土族

蒙古褶出现率男为5713% , 女为4018%。上眼睑皱褶的出现率较高, 男为9417% , 女为

9715%。

21112　鼻部

青海土族鼻根高度中等者较多, 男占5615% , 女占7412% , 鼻根高度低平者男占4210% ,

女占2313%。鼻梁侧面观, 平直者男占5915% , 女占9117% , 低凹鼻梁男占1318% , 女占

813%。凸型鼻梁仅在男性中出现, 占2617%。鼻基底方向多以水平型为主, 男占9311% , 女

占7215%。鼻孔形状男性以圆形和卵圆形为主, 占8718% , 女性则以圆形近方形为主, 占

5510%。鼻孔径位, 横位者男占3714% , 女占3010% , 斜位男占1716% , 女占5813% , 纵位

男占4510% , 女占1117%。

21113　耳部

青海土族女性耳廓大多数紧贴颅部, 耳廓外展程度< 30°者, 女占8813% , 男占2812%。

男性耳廓外展程度大多在> 30°且< 60°之间, 占6419%。耳廓外展程度> 60°者, 仅在男性中

出现, 占619%。耳廓形状男性以圆形为主, 占8515%。女性以椭圆形为主, 占7117%。达尔

文点的出现率男占6216% , 女占2510%。耳垂形状男性以方形为主, 占7613% , 女占5010% ,

三角形耳垂主要表现在女性, 占410% , 圆形耳垂男性稍高于女性, 男占2317% , 女占1010%。

212　测量性体质特征

21211　头、面部

由表1可见, 青海土族按头耳高ö头长分型分类结果, 男女性均以高头型为主, 男占

9612% , 女占9215%。从头耳高ö头宽类型分析, 青海土族无论男女性, 均以狭头型为主,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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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青海土族体质特征类型分类 ( typ ing)　 (单位: 人, % )

项　　目 男性 m ale (n= 131) 女性 fem ale (n= 120)

头耳高ö头长

(au ricu lar

heigh t) ö(g—op)

低头 (—57. 9)

正头 (58. 0—62. 9)

高头 (63. 0—)

0

5

126

0. 0

3. 8

96. 2

低头 (—57. 9)

正头 (58. 0—62. 9)

高头 (63. 0)

4

5

111

3. 3

4. 2

92. 5

头耳高ö头宽

(au ricu lar

heigh t) ö(eu—eu)

阔头 (—78. 9)

中头 (79. 0—84. 9)

狭头 (85. 0—)

4

9

118

3. 1

6. 9

90. 1

阔头 (—78. 9)

中头 (79. 0—84. 9)

狭头 (85. 0—)

9

16

95

7. 5

13. 3

79. 2

鼻宽ö鼻高

(nasal b readth)

ö(nasal heigh t)

过长鼻 (—54. 9)

长鼻 (55. 0—69. 9)

中鼻 (70. 0—84. 9)

阔鼻 (85. 0—99. 9)

过阔鼻 (100. 0—)

1

51

75

4

0

0. 8

38. 9

57. 3

3. 1

0. 0

过长鼻 (—54. 9)

长鼻 (55. 0—69. 9)

中鼻 (70. 0—84. 9)

阔鼻 (85. 0—99. 9)

过阔鼻 (100. 0)

0

50

67

3

0

0. 0

41. 7

55. 8

2. 5

0. 0

手宽ö手长

(hand breadth)

ö(hand length)

特窄手 (—40. 9)

窄手 (41. 0—43. 9)

中手 (44. 0—46. 9)

宽手 (47. 0—49. 9)

特宽手 (50. 0—)

5

27

69

28

2

3. 8

20. 6

52. 7

21. 4

1. 5

特窄手 (—40. 9)

窄手 (41. 0—43. 9)

中手 (44. 0—46. 9)

宽手 (47. 0—49. 9)

特宽手 (50. 0—)

16

58

37

8

1

13. 3

48. 3

30. 8

6. 7

0. 8

身　　高

( statu re)

过矮 (1300—1499)

甚矮 (1500—1599)

矮 (1600—1639)

中 (1640—1669)

高 (1670—1699)

甚高 (1700—1799)

过高 (1800—1999)

1

33

32

26

24

14

1

0. 8

25. 2

24. 4

19. 8

18. 3

10. 7

0. 8

过矮 (1210—1399)

甚矮 (1400—1489)

矮 (1490—1529)

中 (1530—1559)

高 (1560—1589)

甚高 (1590—1679)

过高 (1680—1869)

1

15

32

20

27

25

0

0. 8

12. 5

26. 7

16. 7

22. 5

20. 8

0. 0

头宽ö头长

(eu—eu) ö(g—op)

过长头 (—70. 9)

长头 (71. 0—75. 9)

中头 (76. 0—80. 9)

短头 (81. 0—85. 4)

过短头 (85. 5—90. 0)

超短头 (90. 1—)

2

37

80

12

0

0

1. 5

28. 2

61. 1

9. 2

0. 0

0. 0

过长头 (—71. 9)

长头 (72. 0—76. 9)

中头 (77. 0—81. 9)

短头 (82. 0—86. 4)

过短头 (86. 5—91. 1)

超短头 (91. 2—)

3

34

69

14

0

0

2. 5

28. 3

57. 5

11. 7

0. 0

0. 0

形态面长ö面宽

(n—gn) ö(zy—zy)

过阔面 (—78. 9)

阔面 (79. 0—83. 9)

中面 (84. 0—87. 9)

狭面 (88. 0—92. 9)

过狭面 (93. 0—)

3

14

34

38

42

2. 3

10. 7

26. 0

29. 0

32. 1

过阔面 (—76. 9)

阔面 (77. 0—80. 9)

中面 (81. 0—84. 9)

狭面 (85. 0—89. 9)

过狭面 (90. 0—)

1

19

42

42

16

0. 8

15. 8

35. 0

35. 0

13. 3

肩宽ö身高

( shou lder b readth)

ö( statu re)

窄 (—22. 0)

中 (22. 1—23. 0)

宽 (23. 1—)

26

55

50

19. 8

42. 0

38. 2

窄 (—21. 5)

中 (21. 6—22. 5)

宽 (22. 6—)

35

55

30

29. 2

45. 8

25. 0

占9011% , 女占7912% , 而中头型比例较少, 男占619% , 女占1313%。从头宽ö头长分型分

类中, 我们不难看出, 青海土族男女都有较高的中头型比例出现, 男占6111% , 女占5715% ;

而长头型者男占2812% , 女占2813%。短头型者女为1117% , 男为912%。按形态面长ö面宽

分类来看, 男性呈现过狭面型> 狭面型> 中面型> 阔面型> 过阔面型, 分别呈3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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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 > 2610% > 1017% > 213%。而女性的狭面型与中面型占相同的比例, 为3510% ; 过

狭面型仅为1313%。从表1中我们还可看到, 青海土族男女性的鼻型, 无论男性或者女性, 均

为中鼻型> 长鼻型, 男为: 5217% > 2016% , 女性为: 5518% > 4117%。

21212　体部特征

从表3可见, 青海土族男性身高的均值为1 634199±58181毫米, 变化范围在1 453—

1 805毫米之间, 最高与最矮相差352毫米。女性身高均值为1 543197±49179毫米, 变化范围

在1 396—1 651毫米之间,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255毫米, 男性高矮差距较大, 女性高

矮相差不十分悬殊。青海土族男、女性指距均大于身高。再从表1列出的身高类型分类中, 我

们还可看出, 青海土族男性身高呈现甚矮型> 矮型> 中型> 高型> 甚高型> 过高型身高的

规律, 其比例分别为: 2512% > 2414% > 1918% > 1813% > 1017% > 018%。女性在所测的

样本中无过高型身高, 甚高型身高为2018% , 高型身高2215% , 分别大于男性甚高型和高

型身高所占的比例。从表1中, 我们发现青海土族男性手型以中手型较多, 占5217% , 而宽

手和特宽手型分别为2114% 和115% , 但均高于女性 (617% 和018% )。女性的窄手型占较高

的比例, 为4813%。从肩宽ö身高分型分类来看 (见表1) , 青海土族男性宽肩型占3812% , 中

肩型占4210%、女性的中肩型高于男性, 为4518%。

从表2列出的53项测量值中, 男女性别间比较发现, 额最小宽、肩宽、胸围、大腿围等

4项测量均值不存在性别差异 (P < 0105) , 两眼内角间宽、腰围存在差别 (0101< P <

0105) , 其它47项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P< 0101)。

从表3列出的48项指数值中的男女性别间比较发现, 有22项指数值不存在性别差异 (P

< 0105) , 有7项存在差异 (0101< P< 0105) , 有10项存在着显著性性别差异。由此可以看出,

青海土族男女性间在长、宽度间差异较大, 而在比例方面的差异较小。

表2　青海土族体质特征测量 (measuremen ts)　 (单位: 毫米, 公斤)

项　　目 (item s)
男　性 m ale (n= 131) 女　性 fem ale (n= 120)

平均值 变化范围 标准差 平均值 变化范围 标准差

头围 (head circ. ) 3 3 555. 31 516—586 15. 23 547. 14 515—580 14. 28

头长 (g—op) 3 3 190. 32 175—213 6. 58 182. 68 171—202 5. 81

头宽 (eu—eu) 3 3 147. 11 134—161 4. 62 143. 11 132—157 4. 85

额最小宽 (ft—ft) 109. 21 95—130 5. 74 109. 42 97—129 11. 11

面宽 (zy—zy) 3 3 139. 04 128—149 4. 16 134. 12 125—147 4. 16

下颌角间宽 (go—go) 3 3 112. 13 20—137 13. 09 108. 15 95—126 5. 89

容貌面长 ( tr—gn) 3 3 193. 19 172—216 9. 10 178. 50 158—199 7. 87

形态面长 (n—gn) 3 3 124. 64 103—188 9. 03 113. 66 100—131 5. 08

容貌上面长 (tr—sto) 3 3 78. 11 61—90 5. 07 71. 67 56—112 5. 94

形态上面长 (n—p r) 3 3 62. 05 50—78 4. 61 56. 91 48—67 3. 82

鼻高 (n—sn) 3 3 51. 30 39—59 3. 71 46. 44 39—56 3. 24

两眼外角间宽 (ex—ex) 3 3 93. 37 81—103 4. 43 91. 05 79—101 4. 54

两眼内角间宽 (en—en) 3 3 35. 96 29—43 2. 66 35. 12 27—42 2. 62

红唇高 ( ls—li) 3 3 14. 34 9—21 2. 37 12. 74 8—21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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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项　　目 (item s)
男　性 m ale (n= 131) 女　性 fem ale (n= 120)

平均值 变化范围 标准差 平均值 变化范围 标准差

上唇皮肤高 (sn—ls) 3 3 　 21. 34 12—28 　 2. 89 　 19. 08 9—26 　2. 62

口裂宽 (ch—ch) 3 3 48. 50 38—58 3. 93 45. 76 35—55 3. 33

鼻宽 (al—al) 3 3 36. 58 30—46 2. 73 32. 88 27—41 2. 41

容貌耳长 (sa—sba) 3 3 62. 89 53—96 6. 02 59. 07 48—70 4. 31

容貌耳宽 (p ra—pa) 3 3 31. 16 24—38 2. 77 28. 52 19—38 2. 93

手长 ( sty—da III) 3 3 183. 12 157—206 8. 56 173. 65 118—198 9. 64

手宽 (mm—m l) 3 3 82. 82 71—93 4. 37 75. 36 64—87 4. 07

身高 ( statu re) 3 3 1634. 99 1453—1805 58. 81 1543. 97 1396—1651 49. 79

颈点高 (c above floo r) 3 3 1395. 50 1227—1553 56. 31 1316. 95 1188—1415 46. 18

耳屏点高 ( t above floo r) 3 3 1499. 35 1328—1669 57. 61 1416. 54 1290—1515 47. 68

胸骨上点高 (sst above floo r) 3 3 1326. 24 1162—1474 52. 36 1253. 43 1136—1378 44. 14

髂前上脊点高 (is above floo r) 3 3 906. 56 797—1009 44. 42 864. 40 781—943 34. 79

胫骨上点高 (t i above floo r) 3 3 448. 13 380—517 27. 67 424. 04 368—488 22. 42

足长 (p te—ap) 3 3 238. 90 210—265 10. 33 222. 09 185—250 11. 11

足宽 (m tt—m tf) 3 3 90. 08 76—108 6. 54 82. 59 67—98 5. 70

足高 ( sph above floo r) 3 3 62. 53 50—82 6. 20 57. 24 50—77 4. 98

坐高 ( sit t ing heigh t) 3 3 894. 76 818—977 31. 41 847. 03 713—950 32. 92

头全高 (head—heigh t) 3 3 242. 58 221—263 7. 80 231. 92 211—258 8. 05

上臂长 (a—r) 3 3 292. 24 212—387 21. 73 273. 98 216—313 14. 50

前臂长 ( r—sty) 3 3 248. 25 212—285 15. 60 231. 12 200—263 11. 86

肩峰宽 (a—a) 369. 06 246—417 26. 46 337. 75 215—389 21. 30

骨盆宽 ( ic—ic) 3 3 278. 51 243—327 15. 62 275. 85 173—373 22. 44

指距 ( span of arm s) 3 3 1666. 27 1469—1840 71. 61 1565. 28 1411—1686 56. 26

体重 (body w eigh t) 3 3 55. 49 41. 0—82. 5 7. 74 51. 74 39. 0—75. 0 7. 35

胸围 (chest g irth) 858. 06 770—1010 49. 75 822. 70 740—1000 50. 92

腰围 (w aist g irth) 3 760. 70 630—1020 68. 23 748. 17 540—940 71. 86

上臂围 (upper arm girth) 3 3 247. 24 208—315 19. 37 241. 27 200—300 21. 00

前臂围 (fo rearm girth) 3 3 241. 45 167—294 15. 13 224. 47 192—267 15. 15

腕围 (w rist g irth) 3 3 163. 28 110—198 10. 32 152. 62 115—178 10. 05

大腿围 ( th igh girth) 430. 66 370—530 30. 76 443. 39 360—580 36. 50

小腿围 (calf g irth) 3 3 328. 13 235—385 23. 86 322. 33 164—394 30. 69

跟裂宽 (en—ex) 3 3 28. 70 23—37 2. 09 27. 97 21—33 1. 96

头耳高 (au ricu lar heigh t) 3 3 135. 64 109—164 9. 20 127. 43 75—147 11. 14

躯干前高 (sst—sit t ing p lane) 3 3 586. 02 512—705 27. 11 556. 48 429—642 30. 27

躯干后高 (c—sit t ing p lane) 3 3 655. 27 575—733 30. 05 620. 01 493—703 29. 85

大腿长 ( th igh length) 3 3 426. 34 341—530 27. 01 409. 53 330—526 27. 34

小腿长 ( leg length) 3 3 385. 60 323—449 26. 49 366. 80 311—429 21. 92

上肢长 (upper lim b length) 3 3 723. 61 581—814 39. 07 678. 76 605—740 27. 98

下肢长 ( low er lim b length) 3 3 872. 21 767—959 40. 76 836. 23 761—918 32. 63

　　3 　0101< P< 0105, 3 3 　P<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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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青海土族体质特征指数 ( ind ices)　 (单位: % )

项　　目
男性 (n= 131) 女性 (n= 120)

m ean sd m ean sd

头指数 (eu—eu) ö(g—op) 3 3 77. 35 2. 75 78. 39 3. 10

头长高指数 (au ricu lar heigh t) ö(g—op) 3 71. 33 5. 06 69. 79 6. 18

头宽高指数 (au ricu lar heigh t) ö(eu- eu) 3 3 92. 25 6. 27 89. 12 8. 10

额顶宽指数 (ft- ft) ö(eu- eu) 3 3 74. 25 3. 52 76. 51 8. 15

形态面指数 (n- gn) ö(eu- eu) 3 3 89. 68 6. 44 84. 80 4. 17

容貌面指数 (tr- gn) ö(zy- zy) 3 3 139. 01 6. 58 133. 17 6. 20
容貌上面高指数 (tr- sto) ö( tr- gn) 40. 47 2. 51 40. 18 3. 14
头面高指数 (n- gn) ö(au ricu lar heigh t) 92. 32 9. 16 89. 99 10. 28
颧下颌宽度指数 (go- go) ö(zy- zy) 80. 68 9. 15 80. 64 3. 76

颧额宽指数 (ft- ft) ö(zy- zy) 3 3 78. 55 3. 28 81. 63 8. 65
头面宽指数 (zy- zy) ö(eu- eu) 94. 55 2. 76 93. 78 3. 14
鼻指数 (al- al) ö(n- sn) 71. 63 6. 93 71. 09 6. 59
唇指数 ( ls- li) ö(ch- ch) 29. 70 5. 02 27. 97 5. 14
容貌耳指数 (p ra- pa) ö( saösba) 49. 87 5. 51 48. 46 5. 43
躯干前高ö身高 (sst- sit t ing p lane) ö( statu re) 35. 85 1. 29 36. 05 1. 64
指距ö身高 (span of arm s) ö( statu re) 101. 90 2. 00 101. 39 2. 30
坐高ö身高 (sit t ing heith t) ö( statu re) 54. 74 1. 14 54. 87 1. 41
上肢长ö身高 (upper lim b length) ö( statu re) 44. 25 1. 54 43. 97 1. 42

上臂长ö身高 (a- r) ö( statu re) 3 17. 87 1. 06 17. 75 0. 79

前臂长ö身高 (r- sty) ö( statu re) 3 3 15. 18 0. 70 14. 97 0. 72

下肢长ö身高 (low er lim b length) ö( statu re) 3 53. 34 1. 25 54. 17 1. 44
大腿长ö身高 (th igh length) ö( statu re) 25. 23 1. 18 25. 68 1. 63

小腿长ö身高 (leg length) ö( statu re) 3 3 23. 58 1. 23 23. 75 1. 04

肩宽ö身高 (a- a) ö( statu re) 3 3 22. 58 1. 48 21. 89 1. 37

骨盆宽ö身高 (ic- ic) ö( statu re) 3 17. 04 0. 80 17. 87 1. 39
胸围ö身高 (chest g irth) ö( statu re) 52. 50 2. 82 53. 30 3. 10
上肢长ö躯干前高 (upper lim b length) ö( sst above sit t ing p lane) 123. 60 6. 60 122. 26 7. 27

下肢长ö躯干前高 (low er lim b length) ö( sst above sit t ing p lane) 3 3 149. 01 7. 22 150. 62 8. 72

肩宽ö躯干前高 (a- a) ö( sst above sit t ing p lane) 3 3 63. 05 4. 65 60. 84 4. 71
骨盆宽ö躯干前高 (ic- ic) ö( sst above sit t ing p lane) 47. 58 2. 76 49. 69 4. 49
上臂长ö上肢长 (upper arm length) ö(upper lim b length) 40. 36 1. 47 40. 36 1. 25
前臂长ö上肢长 (fo rearm length) ö(upper lim b length) 34. 31 1. 15 34. 05 1. 01
大腿长ö下肢长 (th igh length) ö( low er lim b length) 47. 30 1. 77 47. 37 2. 03
小腿长ö下肢长 (leg length) ö( low er lim b length) 44. 21 2. 14 43. 88 2. 30

前臂长ö上臂长 (fo rearm length) ö(upper arm length) 3 85. 21 5. 80 84. 49 4. 51

手长ö前臂长 (hand length) ö(fo rearm length) 3 3 73. 91 3. 53 75. 24 4. 47
手宽ö手长 (hand breadth) ö(hand length) 45. 27 2. 22 43. 50 2. 88

小腿长ö大腿长 (leg length) ö( th igh length) 3 3 93. 75 7. 75 92. 99 8. 64
足长ö小腿长 (foo t length) ö( leg length) 62. 16 3. 92 60. 71 4. 00

足宽ö足长 (foo t b readth) ö(foo t length) 3 3 37. 72 2. 33 37. 23 2. 42

上肢长ö下肢长 (upper lim b length) ö( low er lim b length) 3 3 82. 98 2. 86 81. 22 3. 16
上臂围ö上臂长 (upper arm girth) ö(upper arm length) 85. 00 8. 42 88. 22 8. 08

前臂围ö前臂长 (fo rearm girth) ö(fo rearm length) 3 3 97. 50 6. 82 97. 31 7. 31

上臂围ö前臂围 (upper arm girth) ö(upper arm length) 3 3 102. 48 6. 50 107. 45 5. 36

大腿围ö大腿长 (th igh girth) ö( th igh length) 3 104. 70 8. 82 112. 42 12. 55

小腿围ö小腿长 (calf g irth) ö( leg length) 3 3 85. 41 7. 65 88. 13 9. 11

小腿围ö大腿围 (calf g irth) ö( th igh girth) 3 3 76. 32 4. 55 72. 84 5. 69

骨盆宽ö肩宽 (ic- ic) ö(a- a) 3 75. 81 6. 35 82. 07 9. 45

　　3 　0. 01< P< 0. 05, 3 3 　P<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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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较与讨论

311　甘、青两省5个独有民族及其他民族之比较

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是甘肃和青海两省具有自治县的少数民族, 他

们大多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祁连山南北, 具有相同的地理自然环境和气候温度条件, 5个

少数民族虽然彼此相距不足50—100公里, 但却各自保持着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的生活习

惯和民族的宗教信仰特色。研究青海土族、青海撒拉族、甘肃东乡族、甘肃保安族、甘肃省

裕固族他们之间在民族起源和形成方面的关系, 研究这5个少数民族与15省汉族、藏族、蒙

古族及湖南土家族在体质特征方面的相近或者相远的特点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作者通过

近10多年来对上述5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调查研究, 结合他们的历史记载和民族传说, 对

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的民族起源和形成提出看法, 并对青海土族与湖

南土家族之间源流问题疑点进行澄清。

土族有悠久的历史, 其族源大体有5种说法: (1) 吐谷浑说, 认为土族源于古代的吐谷

浑。 (2) 蒙古说, 认为土族源于古代蒙古族, 土族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系。 (3) 阴山白

鞑靼说, 阴山指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以大青山为主的山脉, 鞑靼指南下阴山的蒙古的一部、

或指室韦部, 或指汪古部。白鞑靼指接受中原文化之后的鞑靼, 辽国征服白鞑靼后, 曾利用

白鞑靼西征甘州回鹘, 白鞑靼向西发展到河西走廊, 后散于甘、青地区, 成为今日的土族。

(4) 沙陀突厥说, 传说: 今青海互助县的沙塘川, 其“沙塘”就是“沙陀”的音转。 (5) 回

鹘说, 据《青海历史纪要》说, 民和县治土司之袒薛都尔丁属回鹘。根据土族历史传说, 将

青海土族现代体质头面部10项指标的测量值与青海撒拉族、甘肃东乡族、甘肃保安族、甘

肃省裕固族及15省汉族、藏族 (张振标, 1985) , 蒙古族 (朱钦等, 1993) , 湖南土家族

(罗远才等, 1985) 等用等差级极数法进行比较 (见表4) 发现, 青海土族与甘肃东乡族, 甘

肃保安族最接近, 与青海撒拉族, 15省汉族和裕固族较接近, 与湖南土家族最远。作者认为:

青海土族与甘肃东乡族、甘肃保安族、甘肃裕固族东部语系裕固族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

1982) 具有同源异流的民族起源和形成关系, 但在民族形成的历史长河中, 甘肃东乡族和

甘肃保安族不仅有信仰伊斯兰教色目人的遗传基因, 更有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当地回族

的血统的渗入, 因此, 青海土族的体质既有甘肃东乡族、甘肃保安族、甘肃裕固族相同的

体质特点, 也有不同的体质特征, 表现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

青海土族与青海撒拉族在语言方面没有相似之处, 青海撒拉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

厥语族, 西匈语支的乌克斯语组。撒拉语与同语族的其他语言, 如乌兹别克、土库曼、维吾

尔、哈萨克语言一样, 属于粘着语类型的语言, 语言内部比较一致, 没有方言的差别 (撒

拉族简史编写组, 1981)。而青海土族与甘肃东乡族, 甘肃保安族 (侯广济, 1982) , 甘肃裕

固族东部语系, 都属于蒙古语族。作者认为青海土族与青海撒拉族是属于异源和某些同流

(民族形成) 的关系, 青海撒拉族在形成过程也有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和藏族的成份

加入, 尽管撒拉族的民族起源不同于青海土族, 但是有汉族和藏族成份的融合, 因此, 在

体质上表现出某些相近的体质特点。青海土族与湖南土家族不管从历史记载、民间传说及体

质特征方面都相距较远, 所以青海土族和湖南土家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 (杨魁学等,

1995; 罗远才等,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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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青海土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及其他民族之比较

作者在根据头面部10项指标的测量均值计算的青海土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及其他少数民

族相互之间的欧氏距离系数的基础上, 进行聚类分析, 从图1看出, 青海土族与羌族, 甘肃

东乡族、甘肃保安族聚为一小组, 再与湖南土家族、苗族、黎族组聚为一大组。另外由临夏

市回族, 青海撒拉族, 新疆塔吉克族,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组聚为一小组, 与地处西北

和东北的维吾尔族、赫哲族、藏族、蒙古族聚为一大组。聚类结果支持“现代中国人的体质

特征类型可分为北部类型、南部类型和藏彝走廊类型3类” (胡兴宇等, 1993)。西北与东北

少数民族聚为一大组, 而南方的民族组成另一组, 与张振标及赵桐茂等的结论一致。但是西

北的甘肃东乡族、保安族、青海土族与羌族聚在一起, 作者同意中国人体质类型应该有第

3类型存在, 而这第3类型正好由西北向西南及南方过渡, 恰好落在费孝通提出的民族走廊

即藏彝走廊之内 (费孝通, 1980)。根据羌族的历史资料 (程贤敏等, 1990) 羌族是我国最

古老的民族之一, 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 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 主要是今甘肃、青海、四

川一带, 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进展中, 由于各种条件和原因, 演变为汉藏语言中的藏缅语族

的各种民族。地处西北河西走廊一带的甘肃东乡族, 甘肃保安族 (侯广济等, 1982)、青海

土族和羌族聚在南部类型的湖南土家族、苗族、黎族之内, 足以说明了藏彝走廊即第3种体

质类型的存在。作者同意并支持胡兴宇等 (1993) 关于中国人体质类型可分为3种类型——

北部类型、南部类型及藏彝走廊类型, 即第3种类型的观点。图1展现的15个少数民族的聚类

形式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观点。

表5　青海土族与其它14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欧氏距离

SAM 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 15. 59

3 14. 30 11. 41

4 15. 59 20. 10 18. 24

5 12. 48 10. 64 10. 75 11. 91

6 15. 53 16. 01 13. 63 9. 62 5. 90

7 21. 36 32. 61 25. 24 18. 88 24. 50 21. 60

8 19. 64 31. 75 24. 67 19. 05 23. 84 21. 32 3. 31

9 16. 67 21. 97 12. 36 19. 30 16. 29 15. 87 16. 74 16. 44

10 13. 88 20. 61 16. 11 17. 78 15. 24 16. 05 20. 19 19. 77 14. 87

11 19. 58 29. 75 23. 93 18. 15 21. 65 18. 83 14. 30 13. 36 19. 24 18. 43

12 18. 90 30. 91 25. 25 20. 21 24. 12 22. 74 13. 98 13. 36 20. 06 15. 46 10. 51

13 19. 46 29. 33 23. 37 17. 71 20. 98 18. 12 12. 79 12. 02 18. 51 19. 02 11. 55 13. 21

14 18. 59 30. 68 24. 11 18. 85 22. 81 20. 77 6. 57 6. 05 15. 39 17. 98 13. 16 11. 98 13. 04

15 12. 46 23. 88 18. 51 20. 43 18. 43 18. 87 18. 73 16. 65 16. 40 12. 86 14. 69 13. 63 13. 88 16. 85

16 19. 06 28. 10 22. 87 13. 87 18. 38 14. 54 11. 08 11. 32 16. 91 15. 99 11. 59 14. 81 12. 26 10. 67 17. 36

　　注: 1 维吾尔族　2 哈萨克族　3 柯尔克孜族　4 塔吉克族　5 临夏市回族　6 撒拉族　7 东乡族　8 保安族

9 藏族　10 蒙古族　11 土家族　12 苗族　13 黎族　14 羌族　15 青海土族; 欧氏距离所有数据为15个

少数民族头、面部10项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和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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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海土族与我国其它14个少数民族的聚类图

T he dendrogram of T u nationality of Q inghai and o ther 14

national m ino rit ies in Ch ina

　　在调查过程中, 得到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长 (女, 土族) 和民族宗教局正副局长

及全体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 得到台子乡和东沟乡政府及多士代村和塘　村村

主任恳切帮助, 在样本测量数据登记方面, 我室研究生杨熊飞同志给予的尽心帮助, 作者

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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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ROPOM ETR IC STUDY OF TU NATIONAL ITY IN QINGHA I

D a i Yujing

(D ep artm en t of A na tom y L anz hou M ed ica l Colleg e, L anz hou　730000)

Abstract

A su rvey of som ato logy and an th ropom etry on 251 person s of T u nat ionality (131

m ales and 120 fem ales, ranging from 20 to 55 years in age) living in Q inghai p rovince w as

m ade in Ju ly am d A ugu st, 1995. T he resu lts are summ arized b rief ly as fo llow s.

Open ing heigh t of eye is m edium in m ajo rity of m ales. T he open ing eye is h igh and

w ide in mo re than half of the fem ales.

T he frequency of appeanace of ep ican thu s is h igher than 50% in m ales w h ile it is

4018% in fem ales. Eyefo ld of the upper eyelid w as seen in mo re than 94% in bo th sex.

N asal index belongs to m eso rrh ine. L ength2b readth index of head belongs m esocephaly.

M o rpho logica l facia l index belongs to hyperlep top ro sopy, lep top ro sopy and m esop ro sopy in

m ales.

T he average sta tu res are 1634mm in m ales and 1543mm in fem ales. F rom the clu ster

analysis covering 15 nat ionalit ies in Ch ina it can be seen that T u nat ionality is clo ser to

Dongx iang, Baoan and Q iang nat ional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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