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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胫骨的测量及其性别判别分析

单 涛 丁士海 丁 洲
青岛医学院

,

青岛  

摘 要

为积累国人资料
,

本文对长春
、

通辽两地 出土的 副胫骨 男
,

女 进行了胫骨最

大长
、

胫骨全长等 项指标的测量
,

计算出胫骨中部断面指数和胫骨指数等 项指数及其分

型
,

进行了侧别
、

性别及地区比较
,

并用胫骨最大长等 项因素进行了  法性别判别分

析
,

得出 个判别式 结果显示 除个别测量项外均无显著性侧别差异
,

但均具有显著性性别

差异
,

部分项 目存在显著性地区差异 判别分析中判别正确率 一 介于美国白

人与黑人之间

关键词 胫骨
,

骨骼测量
,

性别判别分析
,

现代中国人

胫骨的研究是骨骼人类学必不可少的一不部分
,

可以反 映人种
、

性别差异
。

对于国人

胫骨 的研究
,

有 篇报道 吴晋宝等
,

杜韵磺等
,

仅 张万仁
,

陈世贤
,

谢雪 峰
,

郑靖 中等
,

 ! 郑靖 中
, ,

然而多不 齐全
。

如吴晋宝等

在观察胫骨滋养孔时进行过胫骨长度的测量
,

杜韵瑛等 的测量未区分性

别
,

陈世 贤  主要偏 重于 从胫骨 长度 推算身高
,

张万 仁等 及 郑靖 中

 虽然进行过人类学测量
,

但项 目尚不完整
。

目前国内尚缺乏有关国人胫骨的系统

数据
,

为积累国人资料和丰富国人骨骼人类学
,

特进行本研究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所用材料为青岛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专供科研用 的长春
、

通辽 出土的共 副完

整胫骨
,

性别按成套骨骼进行鉴定
,

其中男 例 长春
,

通辽
,

女 例 长春
,

通辽
。

测量项 目共 项
,

其 中除角度按 《胫骨角度测量方 法的改进》 单涛
,

进行外
,

其余 项 按 《人体骨骼测量方法》 吴汝康等
,

及 《人体测量手

册》 邵象清
,

所载方法进行
。

所用仪器为江西青云普仪器厂生产的人体测量仪
。

结果 的比较分 析应用统计学 中 值检验
、

 检验方法进行 性别判别分 析按 法

收稿日期 一 一

本文 曾于 年 月 日 在山东解剖学会  年 学术年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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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士海
,

 进行
,

计算过程应用 微机按 自编程序运算
。

所测胫骨直线和周长数据见表

胫骨的各项测 , 值及其地区比较

结 果 与 讨 论

角度测量见表
,

部分有地 区差异的项 目见表
。

胫骨的线性及周长测量见表
。

胫骨测量的显著性检验见表
。

胫骨角度 的测量见表
。

胫骨角度的显著性检验见表
。

具有地 区差异的测量项 目见表
。

表 胫骨的测 , 男 副
,

女  

、 叮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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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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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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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胫骨测 , 的显著性检验 (t 一值)

T-- t
estof th e m ea

sur
em ents ofth e ti加a (t 一 va lu e )

测 量 项 目

r口e a S U 化m en t lte r口S

侧别差异 (s ide dif ) 性别差异 (sex dif〕

男 (M ) 女 (F ) 左 (L ) 右 (R ) 合 (L+ R )

胫骨最大长 (m
ax.it )

胫骨全长 (totalit〕

胫骨长 (tib ia it )

裸踩长 (eo nd
.
m a l
.
it
.
)

功能长 (P hysica lit
.
)

上端宽 中ro
x.br 〕

上 内侧关节 面宽 (up
.
m ed

,

b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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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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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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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内侧关节 面矢状径 (u p
.
m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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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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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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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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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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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最大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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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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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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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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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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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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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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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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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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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0
.
7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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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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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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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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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胫骨角度的测t (男 71 副
,

女 56 副)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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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ngles of th e ti肠a (M 7 1

,

F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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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度

an gle s

性别

SeX

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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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说明除男性 中部最大径
、

下端矢状径和体弦高外
,

其余各项均无显著性侧别差

异 ; 全部项 目不论左右
,

均具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

即各线性指标均为男性大于女性
。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 由于男性的体重及活动度一般大于女性
,

从而使胫骨这一下肢主要承受

重量的骨骼发育
、

长期适应生物力学导致性别差异的结果
,

又 由于两侧胫骨承受力均等
,

故无侧别差异
。

表 4 胫骨角度的显著性检验 (t 一值)

T-- te
stofth e allg le of th e tibia (M 71

,

F 5 6
) (

t 一
va lu e )

角 度 侧别差异 (s id
e d if ) 性别差异 (

sex d if〕
angle s 男 (M ) 女 任) 左 (L ) 右 (R ) 合 (L+ R )

n4亡、n, ,�亡,�乙,‘
.

…
月峥,、,一,乙�/一气、

14
‘U
00
亡」胫骨后倾角 (

retro v
.a
flg )

胫骨倾斜角 (i
nelin

.a
ng
.
)

胫 骨两轴角 伪iax ial
a
ng )

胫骨扭转角 (t
o rs ion ang

.
)

2
.
19

2
.
4 5

0
.
30

1
.
40

2
.

2
.

2
.

2
.

由表 4 说 明胫骨各项角度
,

除男性胫骨后 倾角和胫骨后倾斜 角外均无显著性侧别差

异
,

但均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 均值女性均 大于男性
。

我们认为角度的性别差异主要决定

于男女骨盆的差异有 关
。

此外可能与股骨扭转角有关
,

为此测量了 4 0 侧股骨扭转角和胫

骨扭转角
,

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联系 (
r= 一 0

.
4 61

,

P < 0. 01 )

。

表 5 胫骨部分硕 目长春
、

通辽地区差异性比较及其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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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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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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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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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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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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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长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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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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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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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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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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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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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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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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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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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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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8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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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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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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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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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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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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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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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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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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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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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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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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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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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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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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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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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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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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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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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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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9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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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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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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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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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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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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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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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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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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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由于不具备侧别差异
,

此处将两侧合计统计
.

表 s t值说明各项均有显著性地 区差异 (P < 0. 05 一0
.
01 )

,

即下端宽
、

胫骨两 轴角为

通辽地区女性大于长春地区 ; 而其余几项均 为长春地区大于通辽地区
.
这些差异有待于进



期 单 涛等:国人胫骨的测量及其性别判别分析 14 1

一步探讨
.

本文资料与国内其它资料 的比较

根据可 比性原则
,

与上海吴晋宝 (19 80)
、

长春张万仁 (19 82)
、

西安郑靖 中 (1987)

的资料比较
。

( l) 与张万仁的资料 比较

因怀疑其数据标准误可能有单位错误
,

故对其标 准误调整小数点
,

扩大 10 倍后进行

比较
。

现列 出有 显著性 地 区差异项 目与本 文 比较 的 t值
,

上 内侧关节面矢状径 (男左

t= 3. 38
,

男右 t= 2. 67) ; 下端矢状径 (男左 t= 5
.
40

,

男右 t= 3
.
02

,

女左 t= 3
.
94

,

女右

t= 3. 28) ; 体最小周 (男左 t= 4
.
37

,

男右 t= 3
.
56

,

女左 t= 2. 40
,

女右 t二 2
.
1 5) ; 下端宽

(男左 t= 4
.
56

,

男右 t= 5
.
89

,

女左 t= 2
.
61

,

女右 t= 3
.
80 ); 以上各项 P 值均小于 0

.
0 5一

0
.
01

,

即本文均数均小于张万仁文中数据
。

(2 ) 与郑靖中的西安资料 比较

下列各项具有显著性地区差异: 上端宽 (男左 t= 2. 99) ; 下端宽 (男左 t= 2. 92) ; 滋

养孔平 面最 大横 径 (男左 t二 3. 0 0) ; 体最小 周 (男 左 t= 2. 24) ; 胫 骨 扭转 角 (男 右

t= 4
.
47

,

女右 t= 2
.
87)

。

表6 胫骨的指数 (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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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与吴晋宝的上海数据资料比较

滋养孔处矢状径 (男左 t= 14 .4 8
,

男右 t二 巧.2 5
,

女左 t= 7. 48
,

女右 t= 9
.
17) ; 滋养

孔处横径 (男左 t= 11
.
61

,

男右 t= 12 .4 1
,

女左 t二 7 .4 3
,

女右 t= 7
.
38) ; 体最小周 (男左

t= 11
.
75

,

男右 t= 8. 67
,

女左 t= 5
.
19

,

女右 t= 4
.
75)

。

以上数据 与本文的数据均有非常

显著性差异 (P < 0. 01 )
.

2. 2 胫骨的指数
、

分型与地区比较

胫骨的指数见表 6
。

胫骨指数的显著性检验见表 7
。

表 7 胫骨指数的显普性检验 (男 71
,

女 56) (t 一值)

卜t璐t
o f th e i碱ces

of由e ti b ia (M 7 1
,

F 5 6
) (

t 一
va lu e )

指 数

in dic es

侧别差异 (s id
e d汪) 性别差异 (se

x d if )

男 (M ) 女 任、 左 (L ) 右 (R ) 合 (L+ R )

中部断面指数 (c ro ss
.sec

.
id x)

胫骨指数 (cn
em ic

.
id x)

长厚指数 O t
.
thi ek

.
id x)

骨干曲度指数 (c ur ve
,

id
x)

1

.

4 0 0 名l

1
.
6 2 1

.
4 6

0
.
5 6 0沸5

0
.
4 5 0 3 0

0 刀5 2
.
54

1
.
72 1

.
90

1
.
4 3 2

.
89

4 5 8 4
.
2 5

2 5 1

2 9 0

6
.
19

由表 7 可得出 : 除 中部断面指数外
,

其余 3 项指数男女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 5

一0
.
01); 其中胫骨指数为女性大于男性

,

长厚指数与骨干曲度指数为男性大于女性
。

与郑靖中资料 的指数比较
,

结果显示 长厚指数与本文有显著差 异性 (P < 0. 01 )
,

本文

指数小于郑靖中的指数
.

指数分型

(l) 胫骨 中部断 面指数
:
按扁胫 型 (X一 64 .9 )

、

中胫型 (6 5-- 69. 9)
、

厚胫型 (7于

X ) 分型后
,

经 R id it 法检验
,

本文资料 内部各型所占百分比均无显著的侧别
、

地 区及性

别差异 (P > 0. 0 5)
,

故将其合并
,

按 254 侧计算
,

得扁胫型 22 侧 (占 8
.
7% )

,

中胫型 47

侧 (占 18
.
5% )

,

厚胫型 18 5 侧 (占 72. 8% )
,

结合前述
,

中部断面指数亦无显著的性别

差异
。

(
2

) 胫骨指数 : 按超扁胫型 (X一54
.
9 )

、

扁胫型 (55-- 6 2
.
9 )

、

中胫型 (6于69
.
9)

、

宽

胫型 (7于X ) 分型后
,

本文资料 内部各型所占百分比均 无显著的侧别
、

地 区及性别差异

但 > 0. 05 )
,

故将其合并
,

按 254 侧计算
,

得 : 扁胫型 3 侧 (占 1
.
2% )

,

中胫型 61 侧 (占

24 % )
,

宽胫型 19 0 侧 (占 74. 8% )
,

超扁胫型本文未见
。

与郑靖 中
、

张万仁
、

杜韵瑞文

中资料比较见表 8
。

表 8 各地胫骨指数分型比较 (u 一值)

C om 琳d劝n of山e i诫ces
ofti址a b y ty 碑 (u一 va lue )

本 文 郑 氏

0
.
68

0
.
7 1

,一O
‘

气�魂J
‘
.1,才

:

自

,.三凡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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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 可知本文与张氏及杜氏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 乡0.0 1)
。

( 3) 胫 骨 长 厚 指数 : 按 超 细 胫 型 (X ,
17 .9 )

、

细 胫 型 ( 18-- 20. 9)
、

粗 胫 型

(2卜 23 .9 )
、

超 粗 胫 型 (2 4-- X ) 分型 后
,

各 型分 布 比例 无显著性侧 别
、

地 区差 异

(P > 0. 05 )
,

而有显著性性别差异 (u = 3
.
39

,

P < 0. 01 )

,

故将两侧
、

两地合并
,

按男性共

14 2 侧
、

女性共 112 侧计算
,

得出男 : 超细胫型 18 侧 (占 12. 7% )
,

细胫型 10 3 侧 (占

72 .5 % )
,

粗胫型 21 侧 (占 14 .8 % )
,

超粗胫型本文资料未见
。

女性超细胫型 34 侧 (占

30 .4 % )
,

细胫 型 73 侧 (占 65 .2 % )
,

粗胫 型 4 侧 (占 3
.
6% )

,

超粗胫型 1 侧 (占

0. 9% )
。

两者虽都以细胫型为主
,

但男性 中粗胫型多于女性
,

女性 中超细胫型多于男性
。

本文 胫 骨 长厚 指 数与西 安郑靖中文 中数据 比较
:
经 Ri di t 法 检验得

: 男 性 u = 4. 54

(P < 0. 01 )
,

女性 u = 4. 25 (P < 0. 0 1); 说明本文与西安胫骨长厚指数各型分布有极显著地

区差异性
,

不论男女
,

超细胫型与细胫型皆 比西安地区多见
。

(4 ) 胫骨骨干曲度指数因无分型标准
,

故未进行分型统计
。

2. 3 胫骨的性别判别分析

本文由最大长 (X l)
、

上端宽 (X Z)
、

上外面宽 (x 3)
、

中部周 长 (x 刁
、

体最小周

(X
S)

、

滋养孔处矢状径 (X 6)
、

裸跺长 (X
7) 等 7 项性别差异较显著的因素进行组合

,

经

F is her 法计算得出 5个判别式
,

见表 9
。

表 9 胫骨的3 因素性别判别分析

D 峡dm iua ut
a. ly sis of 山

e
的妞

判别式 di seri m inan t

fo rm ula e erit value

F

F二m tio

贡献率 co
n
tri b
.rate (% )

*

X a X b X 亡

正确判别率
r
eli
a b
.* *

X a X b X e

八J八,
,且

-

:

�‘�内jn入�O入��K�

Z = X 2+ 3

.

5 3 X 3+ l

.

6 奴
; 296滩3

Z = X I+ 10 4 7 X 汁9.6 9X 6 140 5
.
22

Z = X 沙 0 2 9X 壮03 6X 6 6 2刀l

Z = X 步 0
.
12 X 廿 0乃7 X 6 5 4

.
53

Z = X 汁 6 月S X 壮 3
.
78X 6 960 2 2

3
.
13

2
.
8 1

64名l

5 8乃9

6 5
.
1 1

6 2
.
6 6

5 4
.
2 8

19
.
2 3

18
.
6 7

4 5乃0

5 1
.
1 9

2 3石3

.
5 7

.
8 1

; ;

.

44
.
20

3 1
.
5 1

2 0 7 3

3 6
‘

9 1

1 6

.

1 0

8 8

.

0

吕6
.
6

O八n122
0声,‘

rOO少
4

�、�
4
凡j

4
汽、�,一,.且

O

产O-

:

氏j凡j,�

a
,

b

, c

分别为该式 3 个因素的贡献率;
’ * a

,

b

, c

分别为男性
、

女性
、

合计判别率
.

综合表中各式中各因素贡献率可得
: 上外面宽

、

中部周 长对性别判别分析所起作用较

大
。

判别 率均为 男性 高于 女性 ; 与国外资料 比较结果 : 总体判别率介于 国外 Iscan 等

(1% 4) 资料中美国白人 (84 % )与黑人(”% )的判别率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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