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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颅容积对鉴别颅骨的性别具有一定的意义
。
国内外至今仍沿用传统的测量方法

,

即堵塞

孔缝
、

灌注介质6菜子或砂等 9
,

再间接用量具测出其容积
。

此法烦琐费时
,
如不严格统一标准重

复误差一般达几十毫升
。

 7 = 年 >∀ ?∗ ≅∀ Α3 3 改用颅内放一橡皮球
,

球内注水加压法
,

大大地

提高了测量速度
,

并使重复误差降低到 ; Β % ,

缺点是必须有加压设备
,

另外橡皮球易破裂
。

本

测量法采用厚度适中的乳胶囊放入颅腔
,

囊内灌注汞
,

取其净重和测时室温
,
用计算机换算成

颅容积
。

经不同时间对 ! 个颅骨侧量两次
,

结果相差平均为 !
&

! ; 士 8
&

;6 8一 ;
&

 9Β%
。

乳胶

囊使用寿命一般可达 !8 次
。

本法主要优点是 Χ
、

精确度高和测量速度快 < 不够理想之处 Χ 由

于汞重
,
在密闭箱内操作不便

,

尽管汞蒸气远低于允许浓度
,

仍需注意其安全防护问题
。

此外
,

求出 用颅周长
、

颅顶正中弧
、

耳上颅高
、

颅高等项推算颅容积的回归方程式和关系图
,

便于实际

应用
。

颅容积对颅骨性别的鉴定是一项重要的因素
,

平均性差达 ! 8 8 Β % 6Δ
Ε ∃ 5 Β Φ ≅ 。 , 。%& ,

 Γ的
,

有的高达 ! ΗΓ Β % 6Ι 3≅ 5 。Χ
ΧΦ%

,

 Γ  9
。

利用颅容积和耳上颅高两个因素
,

判别颅

骨性别的正确率可高达  =
&

务 6Ι3 %%5
亡 Χ 。

& ,

 Γ  9
。

此外
,

颅容积的大小对某些疾病的

诊断和评价颅骨的发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传统的颅容积的测量方法是先将颅腔各孔

堵塞
,

只留枕骨大孔
,

其中灌注芥菜子
、

小米或细砂等介质
,

轻轻摇动颅骨
,

使介质充填到

整个颅腔
,

至不能再加时为止
,

测量介质的容量
,

作为该颅骨的容量6吴汝康等
,  Γ = 9

。

此

法繁琐费时
,

重复性差
,

可高达几十毫升
,

如严格统一标准
,

误差可降至 8 Β % 以内
。

国内

用此方法的有颜阁等6  = 9
、

贾兰坡6  Η = 9
、

贵阳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组6  Η  9
、

俞

东郁等 6 Γ 9
、

丁士海等 6  Γ = 9 等
。

国外用传统方法者甚多
,

其中著名的有 0∗
∗

及
/ ∗ Φ Ε ∀ ∃ ≅

6Ε 8 9
、

+ ∃ ϑ ϑ 6  ! 9
、

Κ Ε ∗ 3Ε 3≅ 5 ∗ Ε
6  7 9

、

2 Λ ∗Μ Φ Ε Λ 6  = 9
、

难波光重 6  = 9
、

23 Β Β ∃≅
∀ 等 6  斗! 9

。

对介质的评价不甚一致
,

如贾兰坡应用了
Ν

&Ο& 米
、

小豆
、

细砂和小玻璃

球四 种介质
,

他认为小米比小豆要好一些
。

贵阳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组 6  Η  9用碎米

和绿豆测量
,

前者重复误差 8 一 Η8 Β % ,

后者 !8 一 Γ8 Β %
。

我们曾用小米和直径 。
&

Γ一 %Β 。

%9 本项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山东省卫生厅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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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砂进行过测量
,

结果显示砂子比小米优越 6丁士海等
,  Γ = 9

。
23 Β Β ∃ ≅∀ 6  = ! 9 曾用

塑料和水进行过测量
。 > ∀ / ∗ ≅ ∀ Α 33 6  7 = 9 在 ? ∃ %%6一Η  7 9 的设想和 Κ ∃ ∗ Π∗ ≅ ∗Α 6  8 8 9 试

验的基础上
,

采用颅内放一大而薄的皮球
,

颅外置一小而厚的皮球
,

二球间及小球上方各

置一开关
,

注水时
,

开关交替开放
,

小球起加压作用
,

使颅内充满水
。

他的方法既提高了测

量速度
,

也将重复误差缩小到 ; Β % 以内
,

他同时用小米传统法对照
,

结果小米法平均较水

测多 7Η
&

= Β %
。

问题是水本身的比重较低
,

必需加压适度才能保证大球与颅骨之间不留空

隙 <此外
,

皮球仍然易破裂
。

另外
,

测量颅容积还有许多方法
Χ 如测量颅骨外径推算法 60∗

∗

Φ ≅ ϑ ?∗ Φ Ε ∀ ∃ ≅ ,

 8 < + ∃ ϑ ϑ
,

 ! < Θ Φ Β ∗ Ε ∃ ≅ ,

!  ! ;
一

 ! Γ < Ι ∗ Α Φ Ρ Φ ≅ ∃ Λ Φ %
, ,

 7 = 9
、

测量

颅腔内径推算法 6Μ
Φ 5 ≅ ∗ Ε ,

一 , 9
、

颅外体积推算法 6Ο , Ε 5 ∗ ≅ ∀ ∗ ≅ ∗ Λ Φ %
& ,

 Η 7 < 四川医学

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

 Γ8 9
、

放射片测量推算法 6−
Φ Φ ∗ Α ∗ , Φ %

& ,

 ; < Σ Φ ∗ Δ 3≅ ≅ ∃ ≅ “Λ

对
& ,

 , 7 9
。

为寻找一种较以往的测量法更为精确和迅速的方法
,

并为提供几种颅外测量

推算颅容积的简单易行的三元回归图和回归方程式
,

特进行本项研究
。

一
、

材料 和 方 法

材料选自青岛地区出土
、

按墓碑已知性别的现代颅骨;! 例 6男 Η = ,

女 Η9 及长春地区

出土经整套形态鉴定性别的现代颅骨 =8 例6男
,

女 ! ; 9
,

我们采用精度为 %5 的电子称

逐个将颅骨
、

塑料面盆
、

塑料垫和厚度为 ∃
&

∃;Η Β Β 的乳胶囊 6由青岛乳胶厂制 9
,

一并称出

其重量作为皮重
,

再将上述颅骨和容器等放置于一台精度为 8  的台称上
。

囊经枕骨大

孔放人颅腔
,

囊内灌注汞至接近大孔缘时
,

将颅骨稍微倾斜排出颅内空气
,

再加注汞至平

齐大孔缘止
,

称 出全部重量作为毛重
,

同时记录室温 6℃9
。

将所测结果按 自编公式〔颅容

积 6Β %9 一 6毛重一皮重 9Ν 6
&

Η  , = 一 8
&

∃ ∃ ! = 7 1 室温 Τ6式 中
&

Η  Η = 为汞在 ∃∃Υ 时的比

重
, 8

&

8 8 ! = 7 为汞的膨胀系数 9
,

由计算机算出颅容积 < 每个颅骨于不同时间和不同室温各

测量 %一 次
。

此外
,

我们将过去用传统方法介质为小米和细砂6直径 一 。
,

Γ 一 %Β Β 9所测

的结果6丁士海等
,  Γ = 9

、

另包括对长春出土颅骨测量的结果与汞法进行对比
。

颅外侧量

因素选择了十项
Χ 即用弯脚规测量颅长 65一

。 / 9
、

颅宽 6
∗ 。
一

∗
49

、

颅高 ς 6Ρ
Φ
一Ρ 9

、

颅

高 6ΡΦ 一耳上颅高测点 9
,

在 Σ ∃% %3∀ ∃≅ 定颅器上用其上方的侧臂测出耳上颅高
,

用钢

卷尺测量颅横弧 6
Φ Ε 。 / ∃ 一/ ∃

9
、

颅顶正中弧 6
Φ Ε Υ ≅

一39 < 另用自制的 Σ ∃ %%3∀ ∃ ≅ 定颅

器附件
,

先标出以两侧耳上点 6/
∃
9 为轴及耳上颅高前后各 = , “

的颅前横弧和颅后横弧

6
Φ ≅ Λ∗ Ε 3。 Χ Φ ≅ ϑ /。 ∀ Λ∗ Ε 3。 Ε 。Ε Φ ≅ 3Φ % Λ Ε Φ ≅ ∀ Ω∗ Ε ∀ ∗ Φ Ε ∗

9
,

再用钢卷尺测量
。

上述测量单位均为

毫米
。

全部数据用多因素变量统计程序6丁士海等
,

待发表9
,

在 日本
Φ 3

一?Θ 7 型便携式

计算机6与 ςΚ Σ
一 ! Γ7 机兼容 9上进行处理

。

二
、

结 果

6一 9 新法侧量的重复误差及乳胶囊的使用寿命

! 例测量的平均重复误差为 !
&

! ; 士 8
&

; Β %
,

最小值为 8 ,

最大值为 ;
&

5Β %
。

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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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连续测量
,

一般相差小于 %Β %
。

乳胶囊的使用寿命平均约 !8 次
Χ

6二 9 汞法与传统法的比较

三种方法测量颅容积的均值见表 % ,

三种方法测量颅容积差均值的比较见表 ! 。

表 3 三种方法测 & 颅容积的均值 6
、

Β % , ! ! 例9 6又士 ∀又9

止竺一Ξ

Ψ
汞法 Ψ
小米法 ⋯
砂法 Ζ

颅容积均值 %% Φ ∋ 男 67 ; 9 女 6= Η 9

= Γ
&

;十
&

 ;

= !
&

土
&

7 Η

= ! =
&

Γ士
&

 8 ⋯川
; !

&

 

; = Η
&

8

; ;
&

Η

!   
&

8 [ ;
。

8

Η
&

7 [ ;
&

8  

&

Η十 Γ
。

, Η

表 ! 三种方法测最颅容积差的比较 6Β % , ! 例 9 6又 士 2又9

例数 容 积差均数 ≅ % ς ≅ ≅ % Φ ∋

Η Γ
。

,白;
‘,乙一,曰、矛

&&

⋯
一,&,肉
产
透
‘傀艺 !∀、少连

#孟∃晌了%&∋%一,,‘#矛了%()乙∃‘∃∗一士十一士士土
八∃门乙‘∃+,−.工/砂0户,山之1∃‘内了之)

方法

小米法 2

小米法 3
汞 法

汞法

,

4 54 654
7 ‘,人通

8

叮才
8

⋯
0了曰,%&9、9

二,工+898 8工

砂 法 2 汞法
砂 法 3 汞法

小米法 2 砂法
小米法 3 砂法

.54

4 54

由表 . 和表 : 可看出新法较传统法测量的均值小
,

较小米法平均少 9;
8

! < 认 较砂法

少 !
8

. < . 4 砂法又较小米法平均少 &
8

= < .。 9 9: 例 中约 有 . > ? 汞测结果大于小米法
、

约有

:> ? 大于砂法
,

砂法约有 . > ; 大于小米法
。

≅三 Α 汞法与传统方法的相互关系

三种方法之间呈高度相关 ≅ Β 值均为  
8

Χ Χ Α
,

详见表 ; 。

表 ; 三种方法的相关与回归 ≅ < .Α

Δ Ε , Φ ∗ ∋土 Γ ≅ Δ
8

Η
Α − ,

汞 法Ε 9
8

 9 ! & Χ 火小米法 一 ; &
8

& 9土 9!
8

略 

汞 法Ε  
8

Χ Χ : & ? 义砂 法 ∗ Ι
8

9 ϑ士 : ;
·

9 9

Κ
0矛 户Λ#
产%,0矛 了#八,,

88

⋯
%八∃Μ%)%

小米法
小米法

”  
·

Χ & 9Ι ? 火汞 法 ∗ ? Ι
·

9 !土 9!
8

 ?

二 
·

Χ &  ! & 火砂 法 ∗ Ι Χ
·

;  土 : :
·

; ;

砂 法Ε  
8

Χ ϑ : ϑ & 丫汞 法 ∗ ;  
8

Ι Ι 土: :
8

Χ Χ

砂 法 Ε 9
8

  ? ϑ! 义小米法 一 9 ?
8

Χ  士 : :
·

& :

! !
8

? &

Χ Ι
。

: Χ

! &
。

; ϑ

! !
。

!  

! &
、

; Χ

≅四 Α 颅外测量推算颅容积

十项外测量及三种颅容积测量的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顺序均依次为
5 颅 周长 ≅ Β Ν

 
8

? Ι 9一  
8

? ? & Α
、

颅顶正 中弧 ≅ Β Ν  
8

ϑ 6。ϑ一  
8

ϑ : 9 Α
、

耳上颅高 ≅
Β
一  

8

& & :一 
8

& ϑ ; Α
、

颅高

Ο ≅
Β Ν  

8

& ? 9一 
8

&!  Α
、

颅高 99 ≅
Β 一  

8

& ; &一 
8

& Ι & Α
、

颅后横弧 ≅
Β 一  

8

&: Χ一  
8

& Ι ? Α
、

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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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6
Ε ∴ 8

&

; ! 8一 8
&

; =! 9
、

颅横弧 6
Ε 一 8

&

; 8  一8
&

; ; 9
、

颅前横弧 6
Ε 一 8

&

7 7 =一 8
&

7 ; 8 9
、

颅

宽 6
Ε 一 8

&

Η 一 8
&

Η = = 9
。

根据 Ε 值较大的几项外测量求出的回归方程式见表 =一 7 ,

几项外测量推算颅容积较

为实用的推算图及其使用方法见图 %。

表 = 外测 Λ 推算颅容积6汞法9的多元回归方程式

夕6颅容积 9 一 Ρ
, ∋ Χ

[ Ρ
]
∋

Χ
[ Ρ ∋

,
[ Ρ

∃
1

<

一
夕∴ =

&

= 7 颅高[
&

8 ! ! , 耳上颅高 [
&

Η峪; 8 颅顶正中

弧 [
&

Γ  = Η 颅周长一 ! 8 8 ;
&

= Η Η 8
。

 8 ,

夕∴ 7
&

= , Η ; 耳上颅高 [ !
,

= = 颅顶正中弧 [
&

; ! Η 颅

周长 一  !
·

 8
。

Γ  

表 ∀ 外测Λ 推算颅容积6汞法9的二元回归方程式

夕6颅容积 9 一 Ρ
Χ
1

%
[ Ρ

]
1

Χ
一 。土 ∀⊥

& Χ !

_ ⊥ %

夕一 斗
&

 =! 一颅周长 [ ;
&

Γ 7  Η 颅高 % 一 ! 7 8
&

Η Η  士7 Η
&

; !

夕一 =
&

Η  Η  8 颅周长[ Η
&

;  8 Η 一耳上颅高 一 ! 8  ;
&

Η !士 7 Γ
&

7

夕 ⎯ =
&

Η 8 ! Η 颅周长 [
&

8 Η Η7 ; 颅顶正中弧一
; Γ =

&

7  !士 7  
&

!亩⋯Ζ
”

·

Γ Γ 7
α

! ;
。

8 ;

  
。

8 Γ

! Η
&

8 Γ

Ζ一二匕一
” 

·

;  

Ψ
! ;

·

, 今

Ζ ’Η
·

 !

表 7 外测 Λ 推算颅容积6汞法 9的一元回归方程式

夕 6颅容积 9 一 Ρ 1 一 ‘士 ∀6⊥
&

1
9 Λ Ρ 吕Ρ

夕⎯ 7
&

; , Η 颅周长 一 ! 8 一Η
&

= 7 !士 ; 7
&

碑β ,

夕 一 7
&

; ! Η , Η 颅矢状弧一 ; 斗
&

,  , 土 Γ斗
&

;; 8

夕 一 ! 8
&

7 = , 7 耳上颅高一  ;
&

! 7 土  斗
&

Η Η

夕 一 7
&

  8 ; 一颅高 ς 一 Η ; Η
&

7 土  7
&

峪Γ

夕 ⎯ 一7
&

斗!  ; 颅高 一 Η ! 一 7 ! 7士  Η
&

Η = Η

夕一
!

&

Η 7 ! ; 7 颅长 一 Η
&

 !士  
&

Η ;咚

夕一 Η
&

7 Η Η  颅后横弧一 8 Η=
&

;  土 8 8
&

8 ! Η

8
。

Γ 7

:
。

Γ !

8
。

; ;

ΧΧΧ

;
。

= ;

Η
&

8  

!
。

;Η

!
。

! ;

。

; 7

。

7

。

Η

8
&

Γ Η Η

8
&

= = Η Γ

&

7   

&

Γ = Η

。

 ; !

%
。

8 Γ

8
&

; 8  Η

≅”

5555

≅五 Α 颅容积推算值与实际测量值的比较

为了解颅容积推算值与实际测量值之间的关系
,

我们用多元回归方程式对每颅逐一

进行了回代
,

结果见表 &一 ϑ 。

表 & 颅容积≅汞法 Α推算值与实际测 − 值的比较 ≅ 9 9 : 例
, < .Α

方程式
推算与实测差

又∗ Γ 又

误养
仁Π Α

% . Ο % 9.. ∋ Φ
推算值 2 实测值

Θ 又士Γ又
推算值 3 实测值

Θ 又士 Γ又

0Ρ%)!9,‘∃,+一、一‘∃叹矛一一、曰,尸,,,妇
+
!加了Β0#产、一一一、砂∀、+.‘+工−护之

」

四元

二 二兀

二元 9

二元 :

二元 ;

一元 9

Ι Χ
8

&! 土;
8

! :

? 9
8

: ; ∗ ;
8

!Χ

? 
8

ϑ ! ∗ ;
8

ϑ :

? :
8

Χ ϑ土Ι
·

  

? Ι
。

ϑ! 十 ;
。

ϑ!

!  
。

ϑ 9∗ 斗
。

;  

;
。

?

;
。

!  
8

!

;
。

!

;
。

&  
。

;

;
。

Χ

Ι
。

; 455

9 ϑ !
。

?

:  Ι
。

Χ

9ϑ :
。

Ι

: : ϑ
。

&

9ϑ &
。

;

: 9 !
。

?

? :
8

! &士 ?
8

? ϑ

? ?
。

9 Χ ∗ ?
8

Ι ;

?  
8

ϑ ! ∗ ?
8

& !

? :
8

 ϑ士 ?
8

Ι &

?咚
8

ϑ ?土 ?
8

? ϑ

? &
8

& :土 ?
8

& ?

Ι &
8

9Ι 士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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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6
Ε ∴ 8

&

; ! 8一 8
&

; =! 9
、

颅横弧 6
Ε 一 8

&

; 8  一8
&

; ; 9
、

颅前横弧 6
Ε 一 8

&

7 7 =一 8
&

7 ; 8 9
、

颅

宽 6
Ε 一 8

&

Η 一 8
&

Η = = 9
。

根据 Ε 值较大的几项外测量求出的回归方程式见表 =一 7 ,

几项外测量推算颅容积较

为实用的推算图及其使用方法见图 %。

表 = 外测 Λ 推算颅容积6汞法9的多元回归方程式

夕6颅容积 9 一 Ρ
, ∋ Χ

[ Ρ
]
∋

Χ
[ 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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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Η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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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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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表 ∀ 外测Λ 推算颅容积6汞法9的二元回归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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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 !

_ ⊥ %

夕一 斗
&

 =! 一颅周长 [ ;
&

Γ 7  Η 颅高 % 一 ! 7 8
&

Η Η  士7 Η
&

; !

夕一 =
&

Η  Η  8 颅周长[ Η
&

;  8 Η 一耳上颅高 一 ! 8  ;
&

Η !士 7 Γ
&

7

夕 ⎯ =
&

Η 8 ! Η 颅周长 [
&

8 Η Η7 ; 颅顶正中弧一
; Γ =

&

7  !士 7  
&

!亩⋯Ζ
”

·

Γ Γ 7
α

! ;
。

8 ;

  
。

8 Γ

! Η
&

8 Γ

Ζ一二匕一
” 

·

;  

Ψ
! ;

·

, 今

Ζ ’Η
·

 !

表 7 外测 Λ 推算颅容积6汞法 9的一元回归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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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Α 颅容积推算值与实际测量值的比较

为了解颅容积推算值与实际测量值之间的关系
,

我们用多元回归方程式对每颅逐一

进行了回代
,

结果见表 &一 ϑ 。

表 & 颅容积≅汞法 Α推算值与实际测 − 值的比较 ≅ 9 9 : 例
, < .Α

方程式
推算与实测差

又∗ Γ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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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Ο % 9.. ∋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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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Γ 男女颅容积6汞法9推算值与实际测 Λ 值的比较 6Β %9

男 67 ; 例 9 女 6= Η 例9

&

一 89 8ΣΤ 8?98:Τ
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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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与表 ϑ 显示颅外测量多元回归推算颅容积 与 实 际 测 量 颅 容 积 相 差 ;8 Ι务一

;
8

Χ多
,

也即平均男 ? 一! < .
、

女 朽一 ? < .。 从个例看
,

有的颅骨的测量值与推算值几

乎完全相等
,

误差小于 . < .
。

当然
,

也有个别例相差高达 巧呢
。

三
、

讨 论

≅一 Α 关于几种不同颅容积测量方法的比较

测量结果显示
,

本文提出的用乳胶囊内注汞称重测量法
,

无疑远较其他方法优越
。

因

为在不同时间
、

不同室温条件下
,

两次测量的结果平均重复误差为 :
8

:& 土  
8

9& < .
,

最大不

超过 =< .
。

如同时连续测量
,

一般相差小于 .< .
。

此法较 Υ Μ ς Ω Σ % Σ Ξ ≅ 9Χ   Α 的橡皮球内

注水法为小 ≅ : Χ< .Α
,

与 ∃ = Ψ Σ % =Ξ Ζ Ζ ≅ 9 Χ ! Ι Α 对一个颅测量十次的误差为 9一 &< . 相似
。

如按照他的条件对一个颅测量十次比较
,

本法为  一 : < .
,

也比该法优越
。

本法之所以重

复误差较小的原因是
5

液态介质的体积在常压下是恒定的
,

虽然温度有一定的影响
,

但

可依其恒定的膨胀系数纠正之
。

汞 的比重 比水大  !
∀

# 倍
,

因此囊内的汞 自身的重量足

以克服水膨胀不全的缺点
。 ∃ 以重量换算体积

,

减少了层次和用量器观察的误差
,

因为

精度  %& 的台称相当于体积的 %
∀

∋! ( ) ,

这一精度超过了一般的量器精度
。 ∗ 由于汞的

物理特性
,

即使乳胶囊破裂
,

也不会象水那样与骨亲和
。

另外乳胶囊的使用寿命得以延

长
,

也是汞的特性所致
。

除非破裂处适位于颅骨的孔裂处
,

否则囊外的骨面足以抵抗汞的

重量
。

需要指出的是乳胶囊的厚度会影响到颅容积的测定
,

我们曾先后试制四次
,

开始时

厚度如一般橡皮球
、

且体积如脑大
,

经测试不能充盈至颅底
。

目前的厚度 %
∀

% ∋ , ( ( 较适

当
,

因为从颅底的孔裂处可清晰地看到充满颅腔 +至于垂体窝内充盈程度则难于判断
。

传

统方法之所以误差较大
,

我们认为影响精确度的因素较多
,

如 , 介质的类别
、

性质
、

形

状
、

颗粒的大小及其均匀度
。

注人颅腔和量器的速度
、

高度
、

是否应 申漏斗
。 ∃ 摇动

颅骨和量器的方式和力量
。 ∗ 颅腔与量器的形状差异

。

这些因素主要是由于固态介质

颗粒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
,

因而压力高与低会导致容积的多与少
。

如无严格的标准
,

重复

误差可高达  −% ( ) .贵阳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组 / + 0 1 2 3 4 5 1 .  & !6/ 曾用 7 2 5 89 : 1 ; 9
及

< =; ( 4 0 已测的颅骨
,

再测量时相差 !&一# & ( ) + > ; 9 7 ; 9 8 9 及 ? 4 ( ≅)Α 重测其样本时
,

相差平均为  % ( ) 左右 + Β 0 Χ 2 90 Δ8 8 也用小米测量了 −∋ 个颅骨
,

平均比其水测法多 # Ε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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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 0∗∗ 及 ?∗ ΦΕ ∀∃ ≅ 用种子和 + ∃ ϑ ϑ 用水测量同一样本

,

前者比后者多 Γ8 Β %< + ∃ϑ ϑ 等

6  ! Η 9用不同口径的漏斗测量
,

相差可达 =8 Β %
。

如果严格标准
,

传统方法也可以将重复

误差缩小到 % ∃ Β % 以内
。

例如 Χ Κ Ε ∗ 3αΧ 3≅ 5 ∗ Ε
6  7 9 提出的敲击法渐被大家所采用

。 + ∃ ϑ 己

用水法复查了 − Ε ϑ% 3∃ Α Φ 用种子测量的标准颅
,

相差小于 Η Β %
。

我们对传统法规定的标

准是
Χ
将小米和直径 8

&

Γ一 %Β Β 的细砂用大 口径漏斗
,

徐徐注人平齐枕骨大孔前后缘
,

然

后使大孔口倾斜并水平旋转颅骨 78
。 ,

再注人介质平齐大孔边缘
,

这样共旋转五次
、

注人

六次
,

至最后平齐大孔边缘为止
。

最后按颅内介质量选择 8 8 8Β %
、

乡∃ ∃ Β %
、

! Η 8 Β %
、

8 8

Β % 和 !8 Β % 量筒
,

徐徐注入 <每颅至少测量两次
,

两次之 差小于 8 Β % 时
,

取其均值
。

!

例结果汞法 比砂法平均相差为 7
&

Β %
、

比小米法为
&

7 Β %
。

砂与小米法的平均相差为

;
&

ΗΒ %
。

这些结果说明汞法优于砂法
,

而砂法又优于小米法
。

6二 9 关于颅骨外测量推算颅容积的问题

国内外历来所采用的外测量因素除颅周长外
,

多为直线测量
。

然而哪些因素与颅容

积最相关χ 是否还有更相关的 因素 χ 本项研究结果解答了这一问题
。

根据 Ε 值的大小
,

应该说除颅周长外
,

颅顶正中弧优于通常大家所采用的颅长
、

颅宽
、

颅高和耳上颅高
,

颅后

横弧也优于颅长和颅宽
。

因此
,

按照最优因素搭配起来的多元回归方程式
,

因素6元 9越多

其复合相关系数 . 及相关系数
Ε 也越大 <换句话说

,

测量因素越多其推算值越接近实际溅

量值
。

在测量推算颅容积时
,

应尽量采用多因素测量
。

本文首次提出的颅外测量推算颅

容积图更具有较为实用的意义
。

由于回归方程来源于男女颅骨
,

因此
,

推算图适用于男女

颅容积的推算
,

这里不存在性别差异问题
。

6三 9 关于新的方法还值得注意的问题

作为颅容积测量的一种新方法
,

其精确度和测量速度
,

我们认为均优于以往其他方

法
。

然而汞蒸气对人体是否安全
,

我们曾做过实验
,

请青岛市卫生防疫站进行过测量
,

结

果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汞蒸气最高容许浓度 ∃
&

∃ %Β 5 Ν Β 的标准
。

即室温为 ! ℃
,

位于地下

室一间门窗密闭长 Η
&

7 Β
、

宽 !
&

Γ Β
、

高 Β 的实验室内
,

地面中央放置直径为 ΗΥ Β 的塑

料盆
,

其中放人 ! ΗΑ 5 汞
,

汞与空气的接触面积约 Γ 8。。Β
]。 ,

&

Η 小时后距汞源 %Β 处抽取

空气样本 8 分钟
,

测验结果为 ∃
&

8 8 ;Β 5 Ν Β
。

然后门窗大开
,

并距汞源 ]Β 处开一落地

电扇
,

8 分钟后在同样距离处取样 8 分钟
,

测验结果为 8
&

8 ∃ 8  Β 5 Ν Β
。

因此
,

我们认为只

要注意安全防护措施
,

用汞测量颅容积
,

对研究人员的健康不会有影响
。

我们累积测量近

!8 天
,

均无任何不适感觉
。

由于每颅注入汞量达 ! 8 Α 5 ,

我们体会在密闭橱或密闭箱内难

以操作
,

故无需密闭操作
。

在用汞测量阶段得到王玉江
、

徐会起
、

尤洪 山和阎克同志的帮助
,

特此致谢
。

6  ‘, 年 月 ! Η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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