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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牛场墓群》

内容概要

本书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丹江口库区丹江口市牛场墓群考古发掘专题报告，材料以东周及两汉时
期墓葬为主，尤以东周时期楚文化特色融合中原文化的墓葬居多。这是湖北库区小型东周墓葬最为集
中的一处贫民墓地，反映贫民阶层在该地区的葬制、葬俗，对研究该地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有着
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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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6.M70：东周墓葬，墓内颅骨已粉碎，下颌骨残破严重，两侧股骨中段略显粗壮。
采集到人类恒齿26颗，其中5颗附着在下颌骨上。该个体上颌左侧第一臼齿（M1）及下颌右侧第一臼
齿（M1）齿质暴露区已融合，磨耗等级为Ⅳ级。鉴定意见：墓主人年龄40～45岁，性别不详。该例标
本上颌左侧第二前臼齿（P4）与第一臼齿（M1）患邻面龋，患处病灶为一圆洞，龋蚀已达到牙本质深
层。下颌牙齿齿根严重暴露在齿槽窝外，齿槽明显萎缩，近齿颈处附着有坚硬的结石，推测其生前患
有龋齿及牙周病。 17.M72：东周墓葬，墓内人骨保存情况不佳，仅采集到颅骨、下颌骨的残片以及四
肢长骨残段若干以及人类散落恒齿21颗。该例个体颅骨骨壁较厚，乳突较大，下颌支较宽，髁突较大
。四肢长骨较粗壮，肌肉附丽线处发育较强烈。标本上、下颌左、右侧第一臼齿咬合面均可见到齿质
点扩大但尚未相互连成一片，磨耗程度为Ⅲ级。推测墓主人属于一例年龄35～40岁的男性。该例标本
上颌左侧第一前臼齿（P3）患邻面龋，患处在齿颈下方，病灶呈一圆龋洞，龋蚀已达到牙本质深层。
18.M77：东周墓葬，墓内仅采集到人类散牙l5颗，均为恒齿。观察发现，下颌右侧第一臼齿（M1）齿
尖已磨平，齿质点尚未暴露。由此判断，该个体年龄25岁左右，性别不详。标本上颌右侧第一前臼齿
（P3）齿颈处可见一圆形龋齿病灶。下颌右侧中门齿（I1）、侧门齿（I2）、第一前臼齿（Pq）及第
二臼齿（M2）牙釉质发育不全，齿冠上多呈现黄褐色斑点。 19.M78：东周墓葬，墓内采集到严重破
碎的颅骨残片五片及散落在颅骨四周的人类恒齿10颗，未见下颌骨。观察可知，颅骨骨壁较厚，眶上
缘较为厚钝，乳突较大。根据上颌左侧第一臼齿（M1）咬合面所呈现出来的Ⅳ级磨耗判断，墓主人年
龄40岁左右，性别不详。该个体上颌左侧犬齿（C）唇面存在一处龋齿病灶，上颌右侧第一前臼齿
（P3）和第三臼齿（M3）邻面均发现圆形龋洞，推测该个体生前龋齿较为严重。 20.M79：东周墓葬
，墓内保存两侧肱骨、尺骨、股骨和胫骨中段以及人类牙齿20颗，均为恒齿。该个体四肢长骨较粗壮
，肌肉附丽线处发育较强烈。从标本上、下颌左侧第一臼齿咬合面的磨耗程度上看，齿质点均已暴露
但尚未连接成片，磨耗等级为Ⅲ级。推测墓主人年龄35岁左右，性别不详。该个体上颌左、右侧中门
齿（11）和侧门齿（12）均患唇面龋，龋齿病灶多略呈长椭圆形，龋蚀已经达到牙本质，形成牙本质
浅层龋洞。此外，该标本牙齿齿冠表面均有黄褐色或黑褐色斑块，同时有线状、点状及窝沟状缺损。
21.M81：东周墓葬，墓内仅提取到两侧股骨和胫骨残段，未见颅骨及牙齿。通过观察可知，该个体下
肢长骨较粗壮，肌肉附丽线处发育较强烈，根据骨骺愈合程度判断，其已成年，性别不详。该标本下
肢股骨和胫骨弯曲强烈，呈“O”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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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湖北省考古发掘报告(第2号):丹江口牛场墓群》可供考古学、
历史学研究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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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附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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