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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醫人類學是一門結合人類學與法醫學知識的學科，研究的對象為人類骨

骸。法醫人類學家的主要任務為：人骨身份資料的取得以及病理與創傷的研究。

身份資料可以從骨頭上的特徵得到死者的種族、性別、年齡、身高及面相復原等

資訊；病理與創傷研究則是從骨骼上可以觀察到的病理現象，了解死者生前可能

患有哪些疾病、曾受過哪些傷害，有些可以藉以推測他可能的死因，而在考古學

上則可藉以了解古代社會。因此，法醫人類學多運用在刑案調查與考古研究上。

法醫人類學家會將枯骨上呈現的訊息，提供給警方以協助破案。而考古學則可以

用此研究古代人們的行為與健康。近年來，台灣考古學也逐漸引進法醫人類學的

知識，以曾經生活在當時的人骨做為素材，將更有助於了解台灣史前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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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法醫人類學？ 

法醫人類學（Forensic Anthropology）是一門結合人類學與法醫學知識的學

科，與法醫學不同的是，法醫人類學家主要針對骨骸進行研究。當一具人骨被發

現時，法醫人類學家可以經由人骨上的特徵，了解死者的身份資料，如種族、性

別、年齡、身高等。人骨若有特殊的病理現象，也可以推測死者生前的生活狀況、

罹患的疾病以及可能的死亡原因。除此之外，法醫人類學家也從事許多法醫學相

關的研究，最主要的是死亡時間。例如美國田納西大學人類學系於 1980 年成立

了世界知名的「屍體農場」（The Body Farm），利用捐贈的遺體或無名屍來研究

人死亡後到腐化成骨的完整過程，以及各種環境變化對它的影響，以提供刑案調

查。 

最後，法醫人類學家還可以利用頭骨還原其生前的容貌，稱為「面部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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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al Reconstruction）。早期的面部復原倚靠雕塑技術，法醫人類學家先將頭

骨翻模複製，再依據骨骼判斷的種族、性別以及年齡等身份資料，使用適當的面

部肌肉厚度數據，於數個點鋪上其應有厚度的黏土，再進行捏製、雕塑，最後再

裝上假眼與假髮，就能展現死者生前可能的樣貌。近期面部復原術逐漸開發出數

位系統，也就是不使用傳統費時的雕塑，而是將頭骨進行立體掃描進入電腦系統

後，再輸入死者的身份資料，電腦會於頭骨影像上自動產生應有厚度的肌肉，加

上眼珠與頭髮後，死者大致的面部影像即可產生。這項技術對於刑案偵查有相當

的重要性，枯骨的容貌經過復原後，廣發至媒體供民眾指認。一旦死者身份被確

認，破案便指日可待。面部復原有時也會運用在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骨上，如惠來

遺址出土的小來面相（圖 1），以復原古人的樣貌供展示與教學之用。 

 
圖 1. 惠來遺址小來復原面相 

研究主題 

由於法醫人類學以骨骸為研究對象，因此必須要有豐富的骨骼學知識。最初

的訓練是由辨認全身不同部位的骨骼開始，再學習觀察特殊現象與測量統計。研

究主題有二個方面：一為身份資料的判定，一為病理與創傷的研究。可以從骨頭

上得到的身份資料包括種族、性別、年齡以及身高等。種族主要利用頭骨特徵，

大致可以判斷是屬於黃種人、白種人或黑人。性別則是用盆骨與頭骨，由於男女

生殖功能的差異，兩性的盆骨特徵頗不相同，判斷的準確度也會比頭骨來得高

（Byers,2008，圖 2）。年齡的判斷較常使用的指標是顱骨縫隙的密合程度及恥骨

聯合（pubic symphysis）的平坦程度。人出生的時候，顱骨縫隙是未密合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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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會隨著年齡增長逐漸密合，因此顱骨縫隙的密合程度能估計較精確的年齡

（Byers,2008，圖 3）。而恥骨聯合的表面會隨著年紀增長逐漸平坦，法醫人類學

家也曾將平坦程度分成幾個階段，建立一套估算大致年紀的方法。 

 

 

 
 
 
 
 

 
圖 2. 男女盆骨差異之一：盆骨腔開口的形狀女性(a)是圓形， 

男性(b)是心形。 

 

 
圖 3. 顱骨縫隙會隨著年齡增長而逐漸密合 

 

而未成年人的年齡則主要利用恆齒的成長狀況與骨骺的密合程度來推斷。乳

齒與恆齒的生長與替換有一定的時間順序，個體間差異不會太大，所以是判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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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年紀的最好方法。骨骺是指骨頭兩端的骨塊，未成年人的骨骺與骨頭是以軟骨

接合，隨著年紀增長，軟骨會漸漸骨化使骨骺與骨頭密合。不同部位的骨頭其軟

骨骨化有一定的時間順序，因此可做為年齡判斷的依據（圖 4）。身高則是利用

肢骨來套入公式計算，以腿骨較為準確。不同的性別與種族其身材比例不同，因

此必須先確定人骨的性別與種族選擇適合的公式。 

 
    圖 4. 一根左股骨遠端骨骺與肢骨間 

          有明顯縫隙，未完全密合，顯 

示其未成年。 

 

病理與創傷研究則可以提供死者生前許多訊息，除了他可能患有哪些疾病、

曾受過哪些傷害，運用在法醫學上可以推測他可能的死因，而在考古學上則可以

進行文化內涵與環境研究，藉以了解古代社會。雖然並非所有疾病或傷害都會在

骨頭上留下痕跡，但骨骼與牙齒是可以保存最久的人體組織，提供了解過去人們

的最好素材。骨骼上常見的創傷有骨折、脫臼、組織壞死以及人工造成的變形。

骨折是最常見的骨骼創傷，由於活體斷裂的骨骼會產生新骨而使其逐漸癒合，因

此觀察這個現象存在與否可以判定是生前骨折、死前骨折抑或死後斷裂。若非生

前骨折，法醫人類學家則可利用骨折形式來判斷創傷如何造成，以及可能是受到

哪種工具所致。 

比較特別的是人工造成的變形，這種變形大部分是因為文化因素造成，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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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睡覺的方式、綑綁嬰兒頭部使其變長（White,2000，圖 5）以及古代中國婦

女裹小腳等。最常見人工變形的部位是頭骨，許多地區的古代文化都曾使用外力

來改變頭部形狀。而會在骨頭上留下痕跡的疾病多為感染性，如骨骼受傷後而細

菌感染的骨炎、骨髓炎和骨膜炎等，以及受到結核菌感染進而影響骨骼的肺結

核。非感染性的骨骼異常比較常見的是貧血症與關節炎。貧血症因造血骨髓異常

而使骨質擴張，會使顱腔變厚並在表面產生珊瑚狀的小孔。關節炎則是人骨上最

常見的病理現象之一，最常發生的是因老化引起的退化性關節炎。這個疾病的主

因為外力，多發生在負擔較大的關節，特別是脊椎、髖骨與膝蓋。 

 
 圖 5. 史前南美印地安人自小用布包裹頭部而使 

顱骨變形 
 

研究運用 

法醫人類學可以運用在刑案調查與考古研究上。刑案調查主要是在當一具枯

骨被發現時，法醫人類學家運用他們的專業，自骨骼上透露的訊息，將死者的身

份資料以及有無創傷、異常之處提供給警方以協助破案。有時，骨骸被發現時並

非完整，而可能是破碎、焚燒，甚至多人混雜，法醫人類學家也必須如拼圖般從

中找出可破案的蛛絲馬跡。而運用在考古學上則是館訊上一期（第 253期）介紹

的「生物考古學」，研究古代人群的疾病、營養、飲食與行為。研究方式通常先

將出土人骨進行身份鑑定後，再觀察他們的健康狀況，以了解古代社會的結構與

運作方式，以及自然與文化的因素如何影響人類生活。 

 5



 6

台灣考古學也逐漸引進法醫人類學的知識，幫助研究台灣史前歷史，使研究

素材不再侷限於器物，而是曾經真正生活在當時的人骨本身。雖然台灣氣候濕

熱，人骨保存狀況普遍不佳，但在年代較近的鐵器時代遺址中，仍然有保存較好

的人骨樣本，最著名的研究是台北縣十三行遺址出土人骨的分析。十三行人骨經

由法醫人類學的分析後，發現他們關節炎的發生部位以及琺瑯質發育不全的頻率

有男女之別，顯示可能有兩性分工以及營養差異的情形。科博館也利用了一具台

南縣中洲遺址出土的清代人骨，研究其重度關節炎所代表的意義，並進一步了解

勞動與疾病的關聯性以及如何預防勞動傷害。這讓法醫人類學的知識在刑案與考

古學的運用外，也能對現代人的生活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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