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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青海省境内
,

世居在海拔 ; < < <一= < < < 米地区的 > 名 >一 岁健康藏族青少

年学生的手
、

腕部骨骼发育情况
,

对骨化中心出现和骨箭愈合求出了 ∀< ? 出现年龄
,

并对骨龄

与青春期身高突增的关系及与月经初潮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青春发育期是由儿童发育到成人的过渡时期
,

在这个时期 内
,

身体有许多重大的变

化
,

从外观上看最突出的是身高
、

体重的迅速增加及第二性征的出现
,

在女性青少年将有

月经的来潮
。

骨龄是骨骼发育年龄的简称
,

骨龄在儿童和青春期表现出与成熟度有关的

明显变化
,

若以骨龄代替时间年龄
,

则对儿童未来生长估计的可靠性就会增大
。

近年来
,

国内外以青少年手
、

腕部骨骼发育情况作 为研究其生长发育规律的可靠指标

的报道 日益增多
。

就国内部分来说
,

其中有来自农村的报道
,

如山西赵融 8 !  9
、

南京徐

济达8 ! ∀ , 9等
,

有来自城市的报道
,

如南京欧阳壬官8一! ∀ 9
、

上海张国栋 8 ! ∀ 9 以及较早

的顾光宁8 ! ≅ 9
、

张乃恕8 ! ≅ ; 9等的报道
。

这些资料的研究对象都是内地的汉族 青少年
,

而藏族资料尚属空缺
。

每个国家
、

每个民族均应有自己的标准骨龄
。

以便为儿少卫生工作者指导儿少生长

发育
、

为临床工作者在诊断治疗中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

利用骨发育 中特定的骨化中心

的出现或骨髓的愈合来预侧女性 月经初潮年龄
,

对迟来月经初潮者
,

有一定指导意义
。

在

矫形学方面
,

骨龄可为选择最佳的矫形手术实施时机提供可靠依据
。

利用骨龄来预测成

人时的最终身高
,

对文艺
、

体育工作者选材提供科学指导
。

在法医学及人类学方面也有其

应用价值
。

为此
,

我们在  ! > 年 斌月至  < 月对我省藏族青少年骨骼发育情 况进行了研

究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Α

研究对象和方法

 
4

研究对象

分别是世居在 青海省天峻
、

刚察
、4

玉树等地 8海拔 ; < < <一 = < < < 米 9 > 至  岁的健康藏

族青少年学生
,

他们大多数来 自牧区
,

少数居于城镇
。

共取得有效卡片 > 张
,

以岁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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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行分组
,

例如 Α >4 << 岁组是 ≅4 ∀ 一 >4 ∀< 岁 : 国内内地资料多是以 >
4

<< 岁为中间值
,

前

后各差两个月8欧阳壬官
,  ! 9

、

8徐济达
,  ! ∀ 9

,

或一个月8顾光宁
,  ! ≅ 9: 有的是

>
4

< <一>4 !! 岁8赵融
,  !  9: 有的是按岁分组而无具体月份叙述 8张乃恕

,  ! ≅ ; 9: 有的用

实足年龄即拍片年月日减去出生年月日或初潮年月日减去出生年月日 〔张国栋
,  ! 9 :

我们的材料是以 >
4

<< 岁为中间值
,

前后相差六个 月
,

这是因为藏族地区地广人稀取样困

难所致
。

各年龄组调查人数见表  。

表  各年龄组调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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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对调查对象
,

先观察一般健康状况
,

对没有畸形
,

无明显内分泌疾病
,

无影响骨发育疾

病的健康青少年
,

分别按常规测量身高 8精确到厘米 9
、

体重
,

摄取左手正位 Ε 线片 8包括

尺
、

挠骨远端至指尖 9
,

球管与胶片相距 !< 厘米
、

不用滤线器
。

对女生询问月经初潮日期
。

;
4

读片标准及指标

凡在骨化中心区可以看到肯定的粟粒状阴影时
,

即判定为骨化 中心出现 :在骨髓与骨

干之间
,

完全看不到髓软骨板的透光带时
,

即认为已愈合
。

表 结合身高增长的骨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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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手指近节指骨
, 干能端与骨能一样宽

豌豆骨出现

第三手指中节指骨
,

干能端与骨能一样宽

挠骨
、

干筋端与骨筋一样宽

第一掌骨远端内侧 种籽骨的出现

第一手指近节指骨的 骨筋形成能帽

第三手指中节指骨的骨能形成能帽

挠骨的骨能形成能帽

第三手指远节指骨
,

骨髓完全愈合

第三手指近节指骨
, 骨能完全愈合

第三 手指中节指骨
, 骨能完全 愈合

挠骨
、

骨能完全愈合

=
4

读片方法

为避免主观
,

我们严格遵循
“

双盲
”读片原则 : 并应用一对读片者评价骨龄的均数

,

以

减少系统误差 :在一个月内读完所有 Ε 光片
,

以保证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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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全部有效卡片按性别和年龄分别进行各项观案指标的统计学处理

对骨化中心的出现及骨髓愈合情况
,

计算各年龄组分别出现的百分率
,

以超过 ∀< 多

出现率的年龄组
,

作为该指标 出现年龄 85 6Ι Μ67
,

 ! ∀ 9: 对结合身高增长的  项指标

8.
Ν 6 Ο Η ,

 ! > ≅ 9
,

用 ) Η Η Π一5Κ Η Θ 7ΗΡ 累计法原理 8郭祖超
,  ! ≅ 斗9 求得骨化指标的半数出

现或愈合年龄
,

即 − Σ 1。: 月经初潮用寿命表 分析法 8金王焕
,

 ! ; 9 计算平均期望初潮年

龄
。

结 果 与 讨 论

 
4

身高及其增长分期

经检验
,

男女生身高在 !
、

 
、

 ;
、

 >
、

 岁五组差别有显著性 8+ Τ <4 < ∀ 9
,

其余各

组差别无显著性 8+ Υ <
4

<∀ 9
。

分析表 ; ,

可见女生在 !一 Θ 岁为生长加速期
,

 一  ; 岁为生长高峰期
,

 = 岁以后

身高增长明显减慢为生长减速期
。

而男生在   一巧 岁生长速度最快 8包括加速期和高

峰期 9
,

 ≅ 岁以后生长减慢
,

进人减速期
。

表 ; 各年龄组身高均值 8单位 Α 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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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

腕部骨骼发育的一般规律

手
、

腕部骨化中心出现率见表 = 。

由表 = 可见
Α
骨化中心出现顺序

,

男女相同
,

最早为头状骨
、

钩状骨
、

挠骨髓 : 其次为

三角骨
、

月状骨
、

小
、

大多角骨
、

舟状骨和尺骨髓 : 最晚出现的为豌豆骨和第一掌骨远端内

侧的种籽骨 8下称种籽骨9
。

女生比男生提前  一 ; 岁 8+ Τ <
4

< , 9
。

骨髓愈合百分率见表 ∀ 。

分析表 ∀ 可知
,

骨髓愈合有一定的年龄顺序
Α
远排指骨

、

第一掌骨
、

近排指骨
、

中排指

骨和其余掌骨
、

尺骨髓
、

挠骨髓
。

男女顺序相同
,

女生骨髓愈合年龄比男生提前  一 岁

8绝大多数指标 + Τ <
4

<  ,

其余均 + Τ <
4

< ∀ 9
。

由于本次研究对象最大年龄为  岁所限
,

未能计算出女生挠骨
、

男生尺
、

挠二骨的

弓<多愈合年龄
,

有待今后做更进一步研究
。

本文资料与国内顾光宁 8 ! ≅ 9
、

赵融 8 !  9 及国外 ( 6 Θ #Ω 6 Θ
8 ! ≅ 9 等报道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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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年龄组腕部骨化中心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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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括号内数字为女生
。

料相比
,

骨化中心出现的顺序及骨髓愈合的顺序均基本一致
。

因本文年龄组划分法与上

述资料不完全相同
,

不宜详细地对比
,

但也可以看出藏族 青少年骨龄有延迟的倾向
,

而且

骨化中心出现及骨髓愈合的年龄范围较大
。

.
(

骨骼发育与身高生长突增的关系

ϑ ? Ε Κ &
/ , 3 − ∀  经十年纵向跟踪研究

,

发现手
、

腕部骨骼骨化与生长突增有密切关系
,

并提出了十四项指标分为三组
,

分别标志生长加速期
、

高峰期和减速期
。

我们选择其中十

二项骨化指标进行观测
,

也显示 了相同的结果
,

见表 ∀Λ

结合表 . 分析表 ∀ ,

可知 ΜΜ9
一

、 ’

ΜΝ ∋Ν
、

Ο Μ。 Π
、

Θ 一 均是生长加速期的指标 ∃ Ρ 、

Σ Σ , Τ Ε Σ
、

Ο Σ , & Ε Σ
、

Θ & Ε Σ 四项指标是生长高峰期的指标 ∃ Υ Σ . ς 、

Σ Σ . ς 、

Ο Σ ∃ ς
这三项指标

则在生长高峰之后
,

是生长减速期的骨化指标
, Θ ς

在我们这次调查的年龄范围内尚未达

半数愈合
,

说明它出现得更晚
。

上述十二项骨化指标的出现皆有迟于内地汉族青少年的趋向
,

且年龄范围较大 /欧阳

壬官
,

, 3 1 Χ  
、

/徐济达
,

,3 1 Δ  
。

藏族青少年身高增长高峰也迟于上述资料
。

两者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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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年龄组手碗部骨溉愈合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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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手腕部骨化指标的半数出现或愈合年龄 8岁9

半数出现或愈合年 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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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减速期

≅
(

种籽骨出现
、

,一. 手指远节指骨愈合与月经初潮的关系

作者对藏族女青少年月经初潮资料用寿命表分析法 /金王焕
,

, 3 1 .  求出平均期望初

潮年龄为 ,≅
(

ΧΔ 岁
。

结合骨化指标分析
,

种籽骨半数出现年龄 / Η ⎯ 。。

 为 ,Χ
(

00 岁
,

即月经初潮发生在种

籽骨出现之后 Χ
(

ΧΔ 岁
。

本结果比张国栋 / ,31 Χ  报道的上海市资料两者间隔 0
(

1− 岁为大 ∃

而比赵融 / , 3 1 , 
、

欧阳壬官 / , 3 1 Χ  
、

徐济达 / ,3 1 Δ  报道的两者间隔为 Χ
(

−一Χ
(

1 岁则提前约

0
(

Δ 岁
。

初潮年龄处在生长减速期
,

所有女孩在初潮时均有种籽骨出现
。

拇指远节指骨半数愈合年龄在 ,≅
(

,, 岁
,

出现于初潮前 0
(

,≅ 岁
,

可较准确预测初潮
。

第二手指远节及第三手指远节指骨半数愈合年龄分别为 ,≅
(

Χ − 岁及 ,≅
(

≅0 岁
,

分别在

初潮后 0
(

0Χ 岁和 0
(

,Δ 岁
。

以上结果说明初潮和骨骼发育状况关系密切
,

种籽骨出现和第一
、

二
、

三手指远节指

骨愈合都是青春期重要的骨发育指标
。

小 结

,
(

本文报告了 −Χ 1 名世居青海省境 内海拔三千至四千米地区的 −一 ,1 岁健康藏族青

少年学生的手
、

腕部骨骼发育情况及骨龄与青春期身高突增
、

月经初潮的关系
。

Χ
(

藏族青少年骨骼发育特点
Β

藏族 青少年骨骼发育同样符合于国内
、

外文献报道的一般规律
, α

且有以下特点
。

% 骨化中心出现年龄范围较大
,

Δ0 务 出现率有迟于内地汉族的倾向
。

Χ 骨髓愈合年龄范围亦大
,

”多 愈合率较国内外资料均有推迟倾向
。

说明藏族骨

骼发育迟缓
。

.  骨骼发育状况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Β 骨化中心出现女生比男生提前 ,一 . 岁

,

骨髓



期 王酒哲等 Α 青海藏族青少年骨龄与生长发育关系研究  >  

愈合则提前  一 岁
。

= 9 十二项骨化指标结合身高生长速度分为三期
,

生长加速期的骨化指标为 ++&
一

、

+Γ#Γ
、

5 +。

一
、

) _ : 生长高峰期的指标为 1
、

Λ Λ
Α Η 6 Λ

、

5 Λ ; Η 6 Λ
、

) Η 6 Λ : 生长减速期的指

标为 ϑ + ; Κ 、

Λ Λ ; Κ 、

5 Λ ; Κ 、

) Κ ,

∀9 女生月经初潮出现于生长减速期
,

在种籽骨出现后
4

∀ 岁
,

在第一手指远节指骨

愈合后 <
4

 = 岁
。

可预测初潮时间
,

而以后者较准确
。

第二
、

三手指远节指骨半数愈合分

别出现于月经初潮后 <
4

< 岁和 <
4

 ∀ 岁
。

8 ! ∀ ∀ 年 斗月 =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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