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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克汀病病理人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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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 ” 例地克病病人做了 79 项指标的测定
,
同时选择了同性别

、

同

民族
、

同出生年月
、

居住及生活条件相似的 ” 例健康人做对照组
。

经过计算机筛选变量
、

做

了判别分析
,

得出了判别函数和临界值
。

结果表明
,

本文正常人与华北汉族的体质特征最接

近
。

地克病病人的身材矮小
,
一方面来源于坐高

,

另一方面来源于下肢长
。

全头高与正常人

相近
。

鼻高
、

骨盆宽
、

头耳高
、

容面高
、

鼻梁深
、

头宽对鉴别病人和正常人具有显著意义
。

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研究的报告不多
、

日本学者高森时雄6  9 : 5对大骨节

病人做过病理人类学的报告
,

松枝猛6  , : 5对 日本住血吸虫症患者进行了体质学的观察

和活体测量
。

.0 ; <= 等人6  > > 5对结核病人做了活体测量但国内尚未见到此类报告
。

地

方性克汀病 6以下简称地克病 5病理人类学的研究
,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未查到文献根

据
。

本文目的在于
,

通过对地克病病人的体质测量
,

对某些症状指标的定量分析
,

得 出克

汀病病人的体质特点
。

这不仅为人类学积累有意义的资料
,

开拓病理人类学的领域
,

而且

对探求该病的发病机制
,

从定量角度做出诊断
,

根治危害人民健康的地克病都具有重大意

义
。

一
、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年 7 月一  ? : 年 # 月
,

我们在辽宁省开原县农村做了实际调查
。

该县位于辽

宁省东北部
,

西靠辽河
,

中有清河流过
,

东部为山区
,

西部为平原
,

是地克病的高发区
。

按

整群抽样的方法
,

选择经县
、

地6市 5以上医院确诊并经过复查进一步确认的汉族地克病病

人
,

排除其它疾病及可疑者
,

最后有效例数为 :: 例
。

其年龄分布见表
。

按吴汝康人体

测量方法 6吴汝康等
,  ? ≅ 5用马丁人体测高仪

,

直角规
,

弯角规等测定共得 79 项指标
,

其

中测量项目 ≅9 项6表 Α5
,

计算项目 Β7 项 6表 9 5
。

同时又选择了与地克病病人同性别
、

同

民族
、

同出生年月
、

居住及生活条件相似的 :: 例健康人做对照组
,

进行了同样项 目的测

定
。

其年龄
、

民族均以户 口为据
,

年龄计算方法按周岁计算
。

以岁为单位
。

我们还对测量

的数据进行了筛选
,

在此基础上
,

用计算机进行了判别分析
,

得出了判别函数和临界值
。

#5 辽宁省开原县地方病防治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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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4

两组体测结果见表
。

从中看出
,

指距
、

身高
、

坐高
、

躯干后高
、

肩宽
、

骨盆宽
、

耻骨联合上缘高
、

上肢全长
、

下

肢全长都明显低于对照组
。

头面部的鼻高
、

容貌面高
、

形态面高
、

下领角间宽
、

容貌耳长都

低于对照组
,

以鼻高为著 8 四肢部的上臂长
、

全臂长
、

手长
、

手宽
、

大腿长
、

足长
、

足高也都低

于对照组
。

而头宽
、

耳上头高
、

头横弧
、4

鼻梁深却高于对照组
。

其余项目在地克病组6简称

地克组5与对照组间虽有差异
,

但无显著意义
。

4

两组指数的对比见表 9 。

从中可 以看出
,

地克病组身材主要是矮型
、

甚矮型6男 :7 务
,

女 :7 多5
,

头
、

面
、

鼻有关

指数分类为狭头型
、

过狭面型
、
中鼻型和狭鼻型

。

这说明地克病病人身材矮小
,

头面部 狭

长
。

从各部比例看
,

马氏指数和全头高占身高比例
、

前臂长 占上肢全长的比例
、

小腿长占

全下肢长的比例
、

耳上头高占全头高的比例
、

头长高的指数
、

头宽高指数
、

唇指数
、

鼻指数

等明显高于对照组
,

而坐高
、

躯干高
、

上肢全长
、

上臂长
、

指距
、

大腿长
、

肩宽
、

骨盆宽占身高

的比例
、

手长占上肢全长的比例
、

上臂长和前臂长占全臂长的比例
、

足高占全下肢长的比

例
,

容貌面高
、

形态面高
、

鼻下领下高
、

容貌耳头高的比例明显小于对照组
,

额顶宽指数
、

形

态面指数
、

头面高指数
、

颧下领宽度指数
、

颧额宽指数明显地小于对照组
。

9
4

在统计处理的基础上经过筛选
,

用 电子计算机 6% +Η#
& 一

5 进行逐步回归
,

选出 :

个与诊断有关的因素
,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判别分析
,

得出如下判别函数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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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顶宽指数

形态面指数

头面高指数

颧下颇宽度指数

& 2
。

)

2 +
。

&

& ∗
。

+

2 ) ∋

( , ∋

( , ,

& ,
。

,

& 2
。

,

∋ (
。

 

2 (
。

−

2 2
,

−

( (
。

(

 , −
。

∗

& −
。

(

颧额宽指数

头面宽指数

唇 指 数

容貌耳指数

鼻 指 数

马 氏 指 数

坐高ΤΘ身高
一
坐高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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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 指数分级 6单位 Χ 肠5

指指数名称称 型型 ΟΟΟ (

⋯⋯⋯
指数名称称 型型 ΟΟΟ (((

头头头 长 头头 9
。

Β ≅≅≅ 777

⋯
鼻鼻 过狭鼻鼻 #

。

?  
。

7    

指指指 中 头头 >
。

>>> 9
。

Β ≅≅≅ 指指 狭 鼻鼻 9 Β
4

9 ΒΒΒ ? >
。

>>>

数数数 短 头头 9
4

Β ≅≅≅ ≅ 7
。

7 777

⋯
”” 中 鼻鼻 ≅

。

? #
。

?

过过过短头头 ≅ 9
。

Β ≅≅≅ ≅ 7
。

7 77777 阔 鼻鼻 ?
。

??? 777

超超超短头头
。

? Β
。

9 ΒΒΒΒΒ 过阔鼻鼻
。

?
。

?

头头头 低 头头 9
4

Β ≅≅≅
Υ

ΧΧΧΧ ⋯⋯⋯
】 头头 阔 头头 9 ≅

4

:弓弓 ≅ :
。

≅ ,,

长长长 正 头头
。

?
Ε⋯⋯0 宽宽 中 头头 :

。

≅ ::: 9 ≅
。

: :::

高高高 高 头头  ≅
。

, ::::: # 高高 狭 头头 ≅ 7
。

7 777 7
。

7 777

指指指指指指 Φ 指指指指指

数数数数数数 Φ 数数数数数

形形形 过阔面面 Π了了 777 身身 甚 矮矮
4

: ≅少少 777

态态态 阔 面面 Β
·

 7 罕罕 777 高高 矮矮 9
4

>  早早 777

面面面 中 面面 Π少少 7少少少 亚 中中 9 ?
4

≅ Β少少  
4

9少少
指指指 狭 面面 9

4

>  罕罕
·

, ≅ 罕罕罕 中中 9 >
4

 9 罕罕 9
4

≅ : 罕罕

数数数 过狭面面 Π了了 7了了了 超 中中 Β
4

 了了 9 7
4

> >护护
>

4

≅ 罕罕 9
4

? , 罕罕罕 高高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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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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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9 ≅少少
4

弓≅了了了了 :
4

9 ?了了 9
4

7 ?少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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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罕罕罕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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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Β Β少少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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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了了
9999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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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罕罕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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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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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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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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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 9 各部主要尺寸占身高的比例 6单位 Χ 肠5

Φ 比 值 Φ5 ⋯
,

比 值 ΦΦ Φ 比 值

部 位 Φ

—
Φ 部 位 Φ

—
Φ 部 位 Φ

——
】一二一

4

阵兰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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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Δ 全一Φ一二一

一

Φ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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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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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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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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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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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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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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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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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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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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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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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Ε
·

‘

鼻下领下高 Ε
≅

·

≅
Φ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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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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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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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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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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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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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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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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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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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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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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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长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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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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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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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 ≅ 头
、

四肢部主要尺寸比例 〔单位Χ Ω 5

一一阳产Β
勿了,Τ乙
‘内矛,二一、义一,

几目了Π1工工3九”门矛3一一
之,9  户内:,‘曰,一 工?,一,3

∀‘1月了 
 

,曰∀一
3且、∀,:闰了曰,7夕!∋‘1∀,一一乙

‘月矛=
‘,山,乙曰,一 工!7几、几扁:川了盆,。1一工、工∀,几  

‘ ‘1‘肠几:1工 工
3,月:注3∀卜了
月,+一暇沙

卜0一一

一一月,叮声户7,‘
3,7产Χ勺一了、一!,山曰:  户而:Τ37矛Χ一月,8呢勺‘七户飞门,0通

长长长全长全长长肢

位胶肢全臂臂下长上部上肢全全臂全批划划划仕划险划引臂臂长臂臂长腿

上前手上前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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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 Α
。

ϑ 一  >
4

:? 7 ,

小于 Α
。

者为正常人
,

反之为地克病病人
。

判别能力有极

显著意义 6Ξ ϑ :
4

 >  ≅ ,
Η《 。

4

7 5
。

各变量的贡献率见表 ≅ 。

草乏≅ 变Λ 贡献率

一

一里# 一一一星一一一
阵立

一一一兰一一Ε一Τ # 堕生止 一一
∃

Χ

/ 头 宽 ≅
4

:

头耳高

容面高

鼻 高

鼻梁深

骨盆宽

,‘33,
,石

ΥΥΥΥΥ

判定时
,

只要把变量 Υ 、 的数值代人判别式
,

与 Τ
。

相比较就可判定是正常人还是病

人
。

经回代检查证明
,

有重要实用价值
,

详见表 ) 。

表 ς 回代检查表

; 判 别 结 果 ∃
∃

—
—

一
∀ 计

∀ 地 克 组 Ω 正 常 组 ∀

地克组 ∃ − ) ∃ ∗ ∃ 斗ς

正常组 】  ,  ) + ∃ ∋ +

合 计 ;
”

∃
” ; “ ,

假阳性率为  ∋  外
,

假阴性率为 ∋ )务
,

总判别率为 && +外
。

三
,

讨 论

 本文采用等差级数法与国内各地区
、

各民族体质特征Θ戴玉景等
,  ( & 2 Σ 做了比较

,

详见表 ∋ 。 从中得知
,

本文正常人与华北汉族的体质特征最接近 Θ平均积分为  ∋ ( Σ
。

如

头宽
、

形态面宽
、

鼻宽
、

鼻高和上肢长
、

身高指数等十分接近
。

依次与朝鲜族
、

锡铂族
、

满族

接近
,

而与蒙古族相距较远
。

开原地 区的汉族与朝鲜族之间是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

值得

探讨
。

+ 从体部特征来看
,

地克组身材矮小
,

四肢短缩
,

手足短小
,

身材矮小
,

一方面来源于

坐高
,

另一方面来源于下肢长
。

下肢 以大腿长的短缩更为明显
,

而上肢的短缩主要在于上

臂长
。

小腿长和前臂长变化不明显
。

上下身比例差别不大
。

我们知道
,

对于人的高度和

体型来说 Θ如上下身比例 Σ
,

长骨的生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包括骨的纵向生长和骨的成

熟两个方面
。

生长激素可促进骨骼生长
,

使身高增加
,

而骨的成熟却与 甲状腺素有密切

关系
,

雄性激素可促进骨骼生长的突进
。

全身长骨干髓融合最晚的是径骨上端Θ席焕久
,

 ( &− Σ
,

而小腿的生长受影响不大
,

相反对大腿却影响较大
,

上肢亦相类似
。

这可能是甲

状腺激素对髓板的生长影响所致Θ邝安塑
,  ( 2 ( Σ

。

脊柱骨则不同
,

原因尚待于进一步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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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Β 各地区
、

民族体质特征比较 6单位 Χ 。厘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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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地克组肩宽和骨盆宽明显地低于正常人
,

反应了病人发育上的不成熟
,

这不仅

与甲状腺激素水平低有关
,

而且可能与性激素紊乱有一定的关系
。

∗
&

从头面部特征来看
,

地克组全头高与正常人相近
,

但由于身材的矮小因而显得头

大
, 口唇情况与 口 宽与对照组虽无显著性差异

,

但地克组唇指数较大
,

这是因为地克组口

宽略小
、

但唇高略大
,

因而相对来看显得唇厚
。

地克组鼻矮但鼻宽却与对照组相近
,

因而

表现为扁宽鼻
。

此外
,

眼内
、

外角间宽无大变化
,

鼻深明显
。

至于颅骨高度为什么与对照

组相近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
&

本文所列的判别函数中的变量都是与鉴别病人和正常人具有显著意义的因素
,

其

相关程度的大小与各变量的贡献率是一致的
,

也就是说相关系数大者
,

贡献率也大
。

本文

以鼻高贡献率为最大
,

然后依次是骨盆宽
、

头耳高
、

容面高
、

鼻梁深
、

头宽
,

也就是地克病病

人变化明显的指征
,

这不仅对临床诊断有价值
,

而且对探讨发病机制也有一定意义
。

但由

于引人变量数目有限
,

故判别准确率受到一定影响
。

总之
,

本文通过对 ∋∋ 例地克病病人和对照组的体质测量
,

经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分

析看出
,

地克组与正常人组相比具有明显的变化
,

不仅在线性长度上表现为发育迟缓
,

而

且在身体的比例上也表现 出严重失调
,

这可能是甲状腺激素功能低下所致
,

但生长激素及

性激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

本文还做了判别分析
,

为今后诊断提供了有用的方法
。

本文承蒙冯润金等教授指导与帮助
,

铁岭与开原县地办
、

医务部门等都给了大力支持

和帮助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2  ) ) − 年 ∋ 月  . 日收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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