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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鑑定 

• 人骨22具，已觀測的顱骨外縫線癒合大多
數是輕度癒合，顯示死亡時最少30歲。僅
有兩例為完全癒合，顯示死亡時最少40歲
。牙齒磨耗程度在此研究中僅作為參考，
因史前人類往往在日常生活中過度使用牙
齒，除了飲食性磨耗外，尚有工具性磨耗
，因此史前人類的年齡別牙齒磨耗程度往
往比現代人程度更嚴重，會有年齡高估的
情形。  



性別鑑定 

• 22具人骨中，依據坐骨大切跡以及是否有
明顯耳前溝指標，可以確認20具人骨的性
別，其中男性人骨14具，女性人骨6具。此
研究進行22具個體鑑別，佔南關里東文化
人骨不到40%，所以分析年齡或性別分布不
具意義。  



身高估計 

• 公式：華南成年男性長骨測量值估算身高
公式（王永豪等 1979）、漢人成年女性長
骨測量值估算身高公式（張繼宗 2002）。 

• 男性成年人骨推估身高最高為171.5公分，
最低為156.0公分，平均身高為162.9公分；
女性成年人骨推估身高最高為162.2公分，
最低為153.5公分，平均身高為157.5公分。
成年男女平均差5.4公分。  



顱骨測量… 



眶頂篩孔樣病變 （cribra orbitalia）  

• 可觀察到此項特徵的14具顱
骨中，有眶頂篩孔樣病變者
有3例，比例為21.4%，比同
樣5,000年前山東人骨（
49.5%）（尙虹、韓康信 
2001）、新疆鄯善洋海青銅
時代人骨（44.4%）（張全
超、朱泓 2006）低許多，僅
比當代華北人（14.3%）以
及當代雲南人（17.6%）高
少許（尙虹、韓康信 2001）
。若從低營養攝取和不良衛
生狀況等誘發缺鐵性貧血的
角度來推論，台灣南關里東
文化人比同時期山東史前人
、青銅時代新疆人的營養狀
況好很多。 



拔齒 



琺瑯質缺損  
•嚴重的營養障礙、內分泌失調、
或遺傳疾病等。輕度可能影響一
條琺瑯質生長線；重者可影響二
三十條琺瑯質生長線，或可造成
病損處琺瑯質完全缺失。南關里
東文化人骨的牙齒有普遍的琺瑯
質發育不良現象，發生位置主要
是在上頷第一門齒、下頷第一門
齒、下頷第二門齒、以及下頷犬
齒，多為兩側對稱，多條琺瑯質
生長線條帶。由其對稱性、琺瑯
質缺損、以及著色等特點判斷，
南關里東文化人在恆齒發育階段
多有疾病或營養不良的現象。  



龋齒  

• 以細菌為主的多種因素影響下，牙體硬組織發生慢性進行
性破壞的牙齒疾病。 

• 南關里東文化人相當少見罹患龋齒，同樣的十三行文化人
的龋齒發生率也很低（張菁芳 1993）。相較之下，中國遼
寧兩千年前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人有極高的龋齒罹患率（
張全超 2003）。過去研究認為，口腔中處理的食物碳水化
合物含量是影響史前人類龋齒發病率最重要的因素，因為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穀物類食物在口腔的存留易於引發導致
龋齒的細菌滋生。一般情況下龋齒病出現率在農業經濟的
居民高於狩獵-採集經濟的居民（劉武等 2005）。 

• 雖然南關里東遺址發現台灣最早栽培作物的證據，證實當
時可能已具有相當程度的農作技術，但估計農作生產佔生
計來源的比例應該不高。南關里東文化人以及十三行文化
人的低龋齒發生率顯示，他們應該傾向以狩獵-採集為主要
的經濟策略，而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人應該是以農業經濟
生產為主。 



肢骨特徵 
• 南關里東文化人的股骨第三轉子、
粗線、比目魚肌線的發展較為發達
，其中超過半數呈中度發展。相對
的，上肢肱骨的粗壯表現較不明顯
，顯示這些人使用下肢運動的程度
高於上肢運動，推測是生前習慣於
長距離移動，故與行走相關的肌肉
群較發達。 

• 雖然南關里東遺址與十三行遺址同
樣出土非常多的貝類以及魚骨，但
十三行文化人骨顯現出的上肢骨表
面突起程度較下肢骨程度高，顯示
十三行文化人的航海行為可能比南
關里東文化人還為發達（張菁芳 
1993）。配合南關里東文化遺址豢
養狗遺骨的出土，可以推斷南關里
東文化人有發達的狩獵行為。 



人骨病理學 

•  骨骼病理學部分，經觀察幾乎沒有發現關
節炎與骨贅增生（骨刺）現象，其中股骨
與脛骨關節炎僅有一例，與其估計死亡年
齡較高有絕對關係。其餘青壯年即死亡之
人骨皆無關節炎或骨質增生。此現象固然
與年紀輕有關，但與十三行文化人之青壯
年人骨即有關節炎發生的狀況相比，推測
南關里東文化人勞動承力狀況應該比十三
行文化人為輕。 



東亞及東南亞 
語言使用分布 

原住民語屬
於南島語系 

漢語屬於
漢藏語系 



Linguistics: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Diamond 2000 in Nature)  

(Blust 1999) 



Archeology: The age of Lapita culture 

 



(Bellwood 1985,1995) 



臺灣族群組成 

 7,000 b.p.   原住民 (2%)       

 7,000 b.p.   平埔原住民 (0%)       

        1600s-    漢 (臺灣漢人; 85%) 

       1945-    漢 (外省人; 13%)     



官方認定（原住民）vs. 官方非認定（平埔）  

•清、日治： 

   生 vs. 熟 

 

•國民政府： 

    原住民（官方認定） 
vs.  

    平埔原住民（官方不認
定） 



 

 

找尋非漢祖先 

•「有唐山公沒唐山媽」 

• 「85% 台灣[漢]人有平埔族
祖先」 (劉還月等 2001a,b) 

• 「九成以上台灣[漢] 人都有
番底」 (沈建德 1996; 2003) 

•一些臺獨支持者以此鼓吹
臺灣獨立。  



平埔血統證據？ 

• 完整的腳小趾甲-

> 平埔族 

• 手肘彎起處2-3公
分有明顯橫紋-> 

平埔族 

   (劉還月等 

2001a,b) 
 

http://myweb.hinet.net/home4/p7834067/DIY.JPG
http://myweb.hinet.net/home4/p7834067/N.JPG


  







(patri-history) (matri-history) 



• -- 



 



分子系譜學: 

 
1.       突變同時個別出現時間 

2.       發生時間與族群1、族
群2分裂時間相當 

3.    比     晚突變，   比    突   

      變。 

Haplotype of ancestor 

子代染色體基因序列 

族群 1 族群 2 





Mt DNA: Maternally transmitted  
(Kivisild et al. 2002) 



Year 漢 熟番 生番 Note 

1650 
11,339 

(14.1%) 

64,000 

(79.7%) 

5,000 

(6.2%) 

只有838女性 在所有
11,339台灣漢人人口中  

1664 
80,000 

(61.5%) 

50,000 

(38.5%) 

開始接觸50年間台灣漢
人人口已經超過原住民
人口 

1700- 

1900 
清朝政府沒有建立正式的族群別人口資料 

1915 
3,231,927 

(92.9%) 

47,676 

(1.4%) 

46,152 

(1.3%) 

平埔原住民人口從未增
加？ 

臺灣族群的人口變遷 



(鹿野忠雄 1942) 

生番與漢人通婚比例， 

1942  

Rate <0.1% 

>0.1% 

>1% 

>2% 



•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漢人移民中男性佔絕對多
數→ 只有平埔女性基因貢獻於台灣漢人基因庫中  

(H1) 

• “所有土著在漢化後都會欣然地改變認同” → 平埔
原住民族人口雖有成長但沒有被正確計算→ 男女
平埔基因相同顯著貢獻於台灣漢人基因庫中 (H2) 

• 平埔原住民人口真的沒有增加 → 男女平埔基因皆
無顯著貢獻於台灣漢人基因庫中 (H3) 

臺灣漢人混入原住民基因的三種假說 



 



 





熟蕃後裔如何追蹤？ 



台南縣政府辦理熟番註記後裔重新登記 



採檢村落 族群 

1915年
全村人
口 

1915熟番註
記）佔全村人

口比例 

1915熟番註記
比例在全島之

排行 

1915漢(福註
記) 佔全村人

口比例 

日本籍/生番註
記佔全村人口

比例 

Jibeishua 

吉貝耍 
Siraya 976 

788 

(81.8%) 
9th 

175 

(17.9%) 

2 / 1 

(0.3%) 

Xiangtan 
响潭 

Makatao 

(Siraya) 
934 

751 

(80.4%) 
11th 

177 

(18.9%) 

3 / 3 

(0.6%) 

Ailan 

愛蘭 
Pazeh 1195 

748 

(62.6%) 
27th 

429 

(35.9%) 

9 / 9 

(1.5%) 

本研究選取部落的熟蕃歷史人口變遷 

•吉貝耍漢(福註記)後代 (最大混血頻率估計) 

• 台南漢人 (一般混血頻率估計) 





 





Finding Plains Indigenous descendants 



族群 調查地 男/女 頭長 頭寬 
顴骨 

弓寬 
面高 頭高 身高 腿長 肩寬 骨盤寬 胸圍 

右上 

肢長 

西拉雅 左鎮 200/140 187.56 147.7 142.89 113.68 126.1 164.89 92.36 37.33 28.29 84.3 73.89 

西拉雅 頭社 158/131 185.31 146.45 140.99 116.92 121.72 165.06 91.64 37.62 27.54 85.18 73.14 

西拉雅 木柵 191/151 187.78 147.17 139.91 119.3 118.16 161.33 88.53 36.7 26.37 85.65 71.73 

西拉雅 吉貝耍 100/98 190.04 151.38 144.57 122.13 122.28 164.15 90.32 38.08 27.16 86.27 73.7 

四社 新發 106/118 187.66 147.54 140.15 118.86 117.92 163.18 90.52 37.18 26.23 87.12 73.56 

四社 荖濃 177/200 187.5 147.53 140.01 119.82 122.72 161.73 90.15 34.97 26.78 86.25 72.76 

四社 甲仙 158/130 187.54 145.31 140.22 118.7 117.7 163.39 89.45 37.08 26.36 86.65 72.5 

馬卡道 大里 166/147 188.86 149.28 143.18 117.27 126.08 164.95 91.64 38.56 27.48 89.08 74.46 

馬卡道 萬巒 153/149 183.08 148.61 141.21 118.76 123.46 161.54 89.7 35.97 26.22 87.38 72.45 

巴宰 大社 67/61 186 152.16 141.58 115.22 127.12 165.27 92.09 37.71 28.4 84.02 73.14 

巴宰 烏牛欄 152/153 186.27 148.96 140.35 126.2 123.71 164.84 91.09 37.16 27.23 82.64 71.6 

道卡斯 新港 157/142 189.99 151.32 142.15 124.45 126.13 165.82 91.72 37.94 28.27 86.36 73.85 

泰雅 花蓮 101/99 187.2 146.8 139.21 115.9 130.08 158.1 89.06 36.74 26.48 87.37 72.77 

泰雅 霧社 101/102 187.2 148.44 141.44 115.36 124.96 158.72 88.03 36.94 27.12 88.54 72.31 

泰雅 南澳 102/102 184.48 148.33 139.51 115.66 128.12 159.63 88.23 36.44 26.29 87.09 72.24 

泰雅 內橫屏 108/100 185.05 147.31 139.14 117.44 120.12 156.44 87.07 37.13 26.18 86.42 71.72 

賽夏 新竹 68/25 187.3 147.4 138.49 120.81 121.79 157.98 86.63 36.84 26.15 84.57 67.34 

鄒 阿里山 96/87 189.16 147.2 142.09 117.78 122.62 161.26 89.1 36.95 27.25 87.24 71.89 

布農 南投 99/98 189.66 150.72 140.14 117.32 119.42 157.3 86.96 36.23 26.58 86.54 70.64 

阿美 馬蘭 123/121 191.88 147.04 143.03 125.22 130.35 164.85 92.45 38.63 28.87 88.88 73.39 

阿美 都巒 25/60 193.62 145.7 141.34 123.58 131.38 166.58 92.34 38.27 27.92 89.74 74.05 

阿美 新港 76/80 188.32 142.47 137.68 122.63 124.54 166.22 92.82 37.28 27.03 87.62 73.21 

阿美 田浦 116/150 189.4 143.27 139.56 121.2 129.71 161.61 90.6 37.6 27.55 89.04 73.44 

卑南 卑南 90/124 187.78 147.98 143.28 124.85 123.12 160 88.66 37.33 27.75 87.65 71.43 

排灣 來義 109/102 184.02 153.78 140.68 115.5 122.79 157.64 87.37 36.71 26.18 86.76 70.63 

排灣 牡丹 158/138 185.32 151.84 143.23 115.4 120.11 157.73 86.78 36.44 26.75 88.01 69.89 

魯凱 茂林 156/137 178.34 156.58 142.68 114.6 118.14 157.52 87.02 36.03 23.98 84.75 71.76 

雅美 蘭嶼 147/57 179.51 145.42 138.06 116.15 129.14 157.2 86.36 38.37 26.86 85.78 69.42 

臺漢 福佬 158/110 185.5 152.6 136.1 125.2 120.8 164.6 90.4 36.4 27.8 88 71.82 

臺漢 客家 104/109 186.63 150.98 140.87 121.13 131.42 163.24 90.31 35.96 27 86.08 73.85 



我被稱作 

“口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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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 Dm* 

Ami – Philippine 0.025 

Ami – Southern Chinese 0.034 

Philippine – Southern Chinese 0.036 

Non-Ami Taiwan – Ami 0.068 

Non-Ami Taiwan – Philippine 0.073 

Non-Ami Taiwan – Southern Chinese 0.087 





Hypothesis of matrilocal residence 

• Men are always absent. Prolonged male 

absence for purposes of trade, warfare, or 

resource exploitation (absent, or dead) . 

……A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