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巧卷 第 期

年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二

侧位 片上颅内面积的研究

—其逐步回归方程式与评价

李 仁 刘树元
‘

王从和
恩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解剖教研室 附院放射科

,

恩施

李 昊
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电图室

,

武汉

摘 要

本文对 一 岁正 常成人 人 男
,

女 的 线颅侧位片进行 了颅最大长

】
、

颅高
、

颅底长
、

鼻根点一枕外隆凸点长
、

耳上颅高
、

颅矢状弧

和侧位片上颅腔面积 的测量
,

用 电子计算机对数据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处理
,

筛选

出推算颅腔 侧面 积 的最佳 因 子
、

和
。

它们 之 间 呈 正 相 关 关 系
,

其复相 关 系数

, ,

相关系数有高度显著性
。

故建立逐步回归方 程式

亏一 , 一 一 ’

本方程可供推算成人侧位片上颅内面积使用
。

关键词 侧位片上颅 内面积
,

逐步 回归方程

 !
等

、

等和 等  用 线断层摄影和 技术

对不同年龄正常人群侧脑室的大小及其与侧位片上颅内面积 的比值进行研究
,

指出其正常

比值 一 的改 变
,

对脑萎缩 的诊 断有重要意义
。

国人侧脑 室大小 已有报道

周庭永
, ,

而国人侧位片上颅内面积 的研究报道较少
。

为便于临床医学
、

法医学及

人类学使用
,

我们用放射测量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对侧位片上国人正常颅 内面积进行 了研

究
,

用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出推算颅内面积 的最佳因子
,

并由此而建立推算侧位片上颅内面

积的逐步回归方程
。

资 料 与 方 法

按照常规 线拍片要求和 线测量方法
,

对 一 岁的 例 男
,

女 正

常人头颅侧位片进行了颅最大 长
、

颅高
、

颅底长
、

鼻根点一枕外隆凸长
、

耳上颅高
、

颅矢

状弧和侧位片上颅腔面积的测量
。

并用联想 型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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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拍 片按标准头颅侧位片要 求拍摄 吴恩惠等
, 。

靶 片距
,

台片距
,

实测放 大率
。

按吴恩惠等  和吴汝康 等 规定的测量标准测

量
。

测量项 目如下

颅最大长
,

从眉间点到枕外隆凸上方之最大距离
,

即在正 中矢状面上最

大长径
。

颅高 犷
,

自枕骨大孔前缘中点到颅最高点之最大距离
。

颅底长
,

从枕骨大孔前缘点至鼻根点的距离
。

鼻根点至枕外隆凸点长 卜
。

耳上颅高 川
,

自头顶点至眼 眶 耳 听 平面的垂直距离
。 ’

颅矢状弧 高
,

自鼻根点至枕骨大孔后缘点
,

在正中矢状面上的弧长
。

侧位片上颅腔面积
,

在 线片上实测的面积
。

测量方法 先在观 片灯上蒙一张透明的座标纸
,

再将要测的每 张头颅侧位片固定于

上
,

使眶听 耳 线【外耳门上缘点 一眶下缘点 的连线」与横座标一致
。

因为 线影像

是 线 所 经 过 人 体某 部 投 影 的 总和
,

因此 彼 此 重 叠
,

并 形 成 一 个复 合 的重 叠像

四川医学院附院放射科
,

 
。

在 头颅侧位像上
,

蝶鞍之前床状突两侧应重迭
,

下领关

节应彼此重合
。

所以
,

两侧 点 和 也是重叠的 吴恩惠
, 。

因此
,

取眶听 耳 线

与横座标一致可 代表 眶听平 面
。

待片位定好后便可测各种径线 以及面积
。

在计算面积时
,

以座标纸上一小方格为
,

先计落人颅腔 内的小方格之数 目
、

再计骑跨在方格的颅前

后缘
,

顶底部的数 目
,

跨半个小格 个者按 计
,

两者之和为侧位片上颅腔面积
。

计算方法 将 例所测数据
,

按性别逐个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分析
,

用逐步 回归程

序筛选与侧位片上颅腔面积最相关的因子 径线
,

并求 出推算侧位片上颅腔面积的逐步

回归方程
。

结 果 与 分 析

颅径线
、

弧长 见表

表 颅径线
、

弧长 单位 二仙

项 目
男性 女性

颅最大 长

颅高

颅底长

鼻根点一枕

外隆 凸点长

耳上颅 高

颅矢状弧

均 值 变化范围

一

 一

 一

标准差 均 值 变化范 围

 一

一

一

标准差

一

男 女

值 值

刀

刀

  一 名 一  名  

一

一  

,

 

一

 一 名

刀

 

颅最大长与吴恩惠等 (1955) X 线测量 1 187 人 的又20 7m m 相比
,

P > 0

.

0 5

,

无显著

性差异
。

颅高与吴恩惠 (195 5) X 线测量 1 191 人的又14 9
~

相 比
,

P >
0. 05

,

也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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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 (见表 2)
。

表 2

作 者 测量方法 年

本文与吴氏测值的比较

颅最大长
龄

—
测数 均值

颅 高

测 数 均值

吴恩惠等 (1955)

本 文 (199 3)

X 线测量

X 线测量

t检验

成 人

18一76

1187 (男+ 女)

104 (男+ 女)

20 7m m

2 1Zm m

1191 (男+ 女)

104 (男+ 女)

149m m

149万7 m m

比 较 P > 0
.
0 5 p > 0

.
0 5

2. 2 侧位片上颅腔面积 (见表 3)

表3 侧位片上颅腔面积 (单位: r。们以

性别 年 龄

18一73

18一76

18一76

男 :女

测数

67

37

104
t检验

X 恨)

18566
.
84 (1580于22820)

174 97
.
92 (1350于 19800)

18192
.
34 (13500-- 22820)

1292
.
09

16364 8

1464
.
29

153
.
32

277
.
28

215
.
30

一一计男女

P < 0刀 l

目前尚未发现与本文同方法测侧位片上颅内面积的报道
,

故不便 比较
。

2. 3 相关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颅最大长
、

颅高
、

鼻根点一枕外隆凸点长等径线与侧位片上颅腔面积呈正相

关关系(见表 4)
。

表 4 颅最大长等径线与颅腔侧面积的关系

自 变 量 因 变 量 相关 系数 显著性检验

颅最大长
‘

( X
:
) 颅 0

.
54 p < O乃0 1

颅 高 (X Z) 腔 0
.
39 P < 0刀0 5

颅 底 长 (X 3) 侧 0
.
35 P < 0刀0 5

鼻根
J
午 枕外隆凸点长 (X 4) 位 住54 P < o

一

0
01

耳上颅高 (X S) 面 0
.
38 P < 0 刀0 5

颅矢状弧 江
6) 积 O

.
02 P > 仓05

2. 4 逐步回归分析及其方程式

根据表 4 相关系数
,

用逐步回归程序
,

筛 选出与侧位片上 颅内面积最有关的因子为

X ,
、

X

Z
、

X

4
,

其复相关系数 R 二 0. 62
,

P < < 0. 0
00

5

。

目前国内尚未发现用逐步回归方程

式推算侧位片上颅腔面积的方法
,

为便于基层医疗单位和法 医学及人类学工作者推算侧位

片上正常国人颅内面积
,

并根据筛选的最佳 因子
,

建立男女共用的逐步回归方程式
:

宁一 4 3
.
1 7 x

,
+ 2 4

.

6 s x
2

+ 4 1

.

6 6 x
4 一 1 8 6 5

.
5 7 (

nun

’
)

上述方程经 回代检验
,

可信区 间为}Y-- 们
<26

,

即实测值减推算值的绝对误差小于 2

倍 的 回 归 方 程 均 方 差 的 无 偏 估 计 量 (6) 的 范 围都 是 可 信 的
。

本 推 算 值 小 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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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4
.
50 ) 的有 99 个 (99/ 104 )

,

可信率 为 95
.
19 %

。

并对方程式进行 F 检验
,

F
= 4

,

P < 0. 0 1

。

说明本方程式有显著意义
,

对推算成人侧位片上颅腔面积有实际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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