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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香港地区现代中国人头骨测量性状的性别差异情况和香港与太原的男性头骨

的差异情况
。
在此基础上

,

使用判别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各自的判别函数
,

正判率分别 达 到

 !
·

肠 和 8
·

! 呱
。

它们分别适用于华南头骨的性别鉴定和华南与华北男性头骨的区分
。

一
、

材料 和 方 法

香港大学解剖系 9:; 0)<
=>, 博士和她的同事收集了大量的人体骨骼

,

其中已登记在

册的有四百具
。

这些骨骼的性别均为已知
,

其中大部还有死因和死亡年龄的记录
。

本作

者  年 ! 月至 ? 月应邀前去香港测量和观察了一部分头骨
,

根据收集者的叙述
,

这些

骨骼所属个体绝大部分是生前居住在香港的当地中国人
。

这里也可能含有个别由邻近地

区流落至香港的成分
,

但这种情况不会严重影响这批材料属于同一地理居群的性质
。

特

别是在把香港的头骨材料看作为地理上的华南人种一支系的代表时
,

这点更是无可怀疑
。

本篇报告研究的是香港头骨的测量性状
。

总共 ≅ 项中的 Α 项的定义与本作者以

前测量太原头骨所用的一致5王令红等
,  6

。

由于颖骨乳突的大小被认为具有很明显

的性别差异 5∋
) Β #0Χ=

,

 ≅ ! 7 + : Δ < : #Ε ) Φ : 0
1 ,

 Γ Γ Η & : > : Ε : =Ε, # , : 0
1 ,

 Γ 6
,

香港头骨

侧量中增加了左
、

右侧各四个项 目
。

乳突高
、

乳突宽的测量方法与 ∋ ) Β #0 0= 5  夕! 6 的

Ι ϑ ∋ 和 Ι ϑ Κ 相同 7 乳突上部长即 / : 00) ,= 引用的 Λ Λ
‘

5/
: 00) ,= ,

 Γ  6 7乳突下部长即

+ : Δ < : Μ Ε 等采用的 ∀ < Φ# Δ ) 一

Ν ) = Φ# Δ ,) Δ ϑ ,: Ο # Φ # Δ
5+

: Δ< : Μ五 ‘Φ : 0
1

,  Γ Γ 6
。

象往常一样
,

本报告首先提供各测量项目的基本统计数据
。

然后
,

用 Φ 检验的方法度

量香港男组与香港女组的差异性
、

香港男组与太原男组5王令红等
,  6的差异性

。 Φ 检

验的结果还筛选了存在较明显的差异的一部分项 目参加判别分析
。

本报告使用的判别分析方法有两种
,

一种是直接判别分析
,

即参加判别分析的全部项

目5变量 6均参加建立判别函数 7 另一种是逐步判别分析
,

即在参加判别分析的全部项 目

中
,

根据某种准则选择其中一部分参加建立判别函数
。

本文采用的选择变量的准则是使

被判别的组群间的马氏距离 5Ι :Ε :0 :< ) Ε, = ’ Π, = Φ:< Μ #
6 达最大

。

这些判别函数适用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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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地区范围内的性别鉴定或地区类型鉴定
。

二
、

香港头骨的性别差异及其辨别

香港男组和女组各测量项目的平均数
、

标准差
、

例数及性别差异显著性的 Φ 检验结果

列于表 0 。

其中 Λ8 项性别间无显著差异
、  

、

项存在显著差异
、

其余 ! 项为非常显著差

异
。

性别差异一般表现为男性具有较大的线性尺寸
,

而女性组鼻颧角的平均数显著地大

于男性组
、

额侧面角的平均数非常显著地大于男性组
。

女性组下领角比男性组大可能是

由于女性组含有较多老年人头骨的缘故
。

判别分析使用的变量原则上应是类群间差异性最大
,

也即是 Φ 值绝对值最大的项目
,

同时要尽量避免包括相关性特别大的项目
。

因此
,

在优先选择 Φ 值绝对值最大的一些线

性项 目的同时
,

把具有较大差异的几个角度项目也包括进来
,

对判别分析是有益的
。

经过

如此考虑
,

颅底长
、

颧宽
、

; : 一 ; 颅高
、

鼻高
、

颅周长
、

鼻颧角
、

内侧两眶宽
、

额侧面角
、

下领

裸间宽
、

左 Ι
, , Λ

处下颇体高
、

左下领切迹深
、

下领体长和左下颇支高共 ! 项参加逐步判

别分析
。

为使男组与女组样本数大致相当
,

从 ?? 个男性标本中经随机取样程序抽取 允个
,

与女性 !! 个标本一起作为判别分析的样本
。

判别分析在三种情况下进行 Η
1

颅骨和下领骨在一起 7 Λ
1

仅颅骨而无下领骨 7 !
1

仅

下领骨
。

三种情况下的逐步判别分析分别选择 Γ ,
Γ

, ! 个变量
,

正判率分别达到  !
1

多
,

≅
1

≅ 拓和 Α
1

!多5表 Λ 6
。

在太原组男性与女性的判别分析中
,

已经选择了一些项 目5王令红等
,  6

。

把这些

项 目用在香港材料的直接判别分析中
,

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

三种情况下的正判率分别为

 Α
·

Λ Θ
,  Α

1

?多和 !
1

 多5表 Λ 6
。

判别分析产生的判别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Η

Ρ 一 几 火 为 Σ 处 Τ 为 十 ⋯⋯ 十 心 Υ 介 Σ ;

“
为待测样品的判别函数值 7 : Η , 。Λ ,

⋯⋯
, : ,

为参加判别的 户个项目的判别系数 7 ; 海

常数项 7 Τ , ,

朴
,

⋯⋯
,

介 为待测样品的 ς 项侧量值
。

根据判别函数值的判别准则为 Η

Ρ 6 Α 判为男性
Η Ω Α 判为女性

各判别函数的判别系数和常数项列于表 Λ
。

根据这里提供的数据
,

如果属香港组所

代表的居群的现代人头骨能提供满足判别函数的测量值
,

那末
,

它们所属个体的性别是可

推测的
。

这种推测的可靠性如同判别函数的正判率
。

三
、

香港与太原男性头骨的差异及其辨别

香港地区与太原地区 5王令红等
,  6男性头骨的差异情况以

Φ
检验法度量

。

在总

共 Α 项测量项目的平均数的差异显著性 Φ 检验中
,

8 项不显著
,

! 项显著
, ! ≅ 项非常

显著
。

从 Φ 检验的结果中
,

可看出香港头骨具有较长
、

较高和稍宽的脑颅
,

较明显的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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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香港头骨测Φ 项目的基本统计Φ 和差异显着性检验 5单位 Η 毫米或度6

项项 目目

⋯
马丁··

⋯
’港男组组 香港女组组 差异显著性检验

ΞΞΞ

香香香香香香港男
、

女组组 香港
、

太原原

男男男男男男男组组

平平平平均数数 标准差差 例数数 平均数数 标准差差 例数数
Φ 值值 显著性性

Φ
值值 显著性性

颅颅长长 ≅  
1

! Γ
1

Α ≅≅≅ ? ??? ≅
1

888 8
。

8 888 ! !!! Γ
。

? ΓΓΓ Σ ΣΣΣ !
1

 ΓΓΓ 十十十

颅颅底长长 888 Α
。

! 888 !
。

!!! ?!!!  8
。

!
1

, ΓΓΓ !ΛΛΛ ≅
。

? ΑΑΑ Σ ΣΣΣ !
。

8 !!! 斗咔咔

沈沈骨大孔长长 ≅≅≅ !8
。

!!! Λ
。

! ??? ? !!! ! !
。

! ??? Λ
。

!ΛΛΛ ! ΛΛΛ !
。

 Σ 十十
。

? ΓΓΓ Σ ΣΣΣ

颅颅宽宽 !  
。

8 8
1

Α ΛΛΛ ???? ! 8
。

Λ ,
。

ΓΛΛΛ ! !!! ?
。

? Σ 十十 Λ
。

! 十十

最最小额宽宽     Λ
。

! ΓΓΓ ?
。

≅ !!! ? !!!  
。

? !
。

 ΓΓΓ ! !!! !
。

! !!! Σ 十十 Α
。

 ≅≅≅ 十ΣΣΣ

最最大额宽宽 0 ΑΑΑ 8
。

Γ ,, 8
1

Α ? !!!
1

 ΛΛΛ ?
。

8 ! !!! !
。

 ΛΛΛ Σ ΣΣΣ 0
。

! 斗十十

冠冠颗点间宽宽 Α ;;; Α
1

Α ΑΑΑ ≅
。

≅    ? ΛΛΛ Α≅
。

≅ 8
1

Γ!!! ! !!! Α
。

888
1 1 1 111

Α
。

Λ ΓΓΓ 干十十

耳耳点间宽宽 Λ ?
1

Α ΛΛΛ ?
。

! ΑΑΑ ? !!!
1

? 888 8
。

! !!! Γ
。

? ≅≅≅ Σ ΣΣΣ Λ
。

!!! 十卜卜

星星点间宽宽 0ΛΛΛ Α ≅
。

! !!! ?
。

Λ ΑΑΑ ! ??? Α !
。

Α !
。

Γ ΓΓΓ ! 8
。

Λ Σ ΣΣΣ !
。

Γ ΣΣΣΣ

乳乳突点间宽宽 !!! Α Λ
。

? !!! ?
。

? ???  
1

Α ΓΓΓ ?
。

Α ??? ! !!! 8
。

, ΛΛΛ Σ ΣΣΣ 一 ?
。

≅ ??? Σ ΣΣΣ

项项最小宽宽 ??? ≅ ?
。

Γ 888 !
。

    ? ??? Γ  
。

8 ?
。

Α !!! ! !!! Γ
1

8 ≅≅≅ Σ ΣΣΣ 8
。

8 888 Σ 十十

比比骨大孔宽宽 ΓΓΓ Λ  
。

Λ ΑΑΑ 0
。

Γ !!! ? ΛΛΛ Λ ≅
。

!!! 0
。

?    ! ΛΛΛ ?
。

? ΑΑΑ Σ 十十 Α
1

Γ ΛΛΛ 斗十十

===: 一 ; 颅高高 0≅≅≅ ?Α
1

   ?
。

? 888 ? ??? !Λ
。

 !
。

 ΓΓΓ !ΛΛΛ
。

8 ??? Σ ΣΣΣ ≅
。

Λ ≅≅≅ 咔ΣΣΣ

匕匕: 一 Ν 颅高高 ? !
。

Α !!! ?
。

! ΓΓΓ ? ΛΛΛ ! ,
。

Γ!!! !
。

 ΛΛΛ ! ΛΛΛ
。

888 Σ ΣΣΣ
。

≅≅≅ Σ 于于

耳耳上颅高高 Λ 000 Λ Α
1

Α ΛΛΛ ?
。

   ? ??? ?
1

, 000 8
。

Λ ΓΓΓ ! !!! Γ
。

? Σ ΣΣΣ 8
。

Α ΛΛΛ ΣΣΣ

硕硕周长长 Λ !!! 8
1

!
。

Α ??? ? ??? ?  
。

? Λ
1

   ! !!!
。

Α ΛΛΛ Σ ΣΣΣ 一 Α
。

8 斗十十

领领横弧弧 Λ ??? ! Γ
1

 ≅≅≅ Α
。

Α ? ΛΛΛ ! Α ?
1

Γ !!!
。

Γ ≅≅≅ ! !!! Γ
1

Σ ΣΣΣ 一 0
。

≅ ??? 于十十

项项矢状弧弧 Λ 888 ! ≅ !
。

Λ Λ
。

! ΓΓΓ 0咯ΛΛΛ ! Γ Α
1

Γ Λ
。

Λ ! !!! 8
。

! 十ΣΣΣ 0
。

Λ ΑΑΑ 十十十

领领矢状弧弧 Λ ΓΓΓ Λ Γ
1

Γ ΓΓΓ 8
。

! !!! ? ??? Λ Λ
。

ΛΛΛ 8
。

Λ    ! !!! !
1

≅ ??? Σ ΣΣΣ 一
。

! ??? Σ 十十

顶顶矢状弧弧 Λ ≅≅≅ Λ  
。

≅≅≅ ≅
1

Γ!!! ! ΑΑΑ Λ ?
。

≅ ΑΑΑ Γ
。

 ??? ! !!! !
。

8 ??? Σ 十十 0
。

? ΓΓΓ 十咋咋

比比矢状弧弧 Λ Γ
。

!    Γ
。

 ??? Λ ≅≅≅ !
1

Γ
。

! 888 ! !!! Λ
。

? ΑΑΑ ΣΣΣ Α
。

Λ ΑΑΑ 闷咔咔

领领矢状弦弦 Λ    Λ
。

≅ ??? ?
。

Α ? ??? Α
。

 ??? ?
。

Γ夕夕 ! !!! ?
1

Γ    Σ 十十
。

≅ ΛΛΛ Σ 十十

顶顶矢状弦弦 ! ΑΑΑ ?
。

8 ΑΑΑ 8
。

 ΑΑΑ ! ΑΑΑ Α
。

   8
。

Γ !!! ! !!! !
。

≅ ≅
‘‘

Σ ΣΣΣ !
。

! ΑΑΑ 刁斗斗

比比矢伏弦弦 !  
1

ΑΑΑ ?
。

 Λ
、

 Γ
。

ΓΓΓ 8
。

Γ ??? ! !!!
。

 ≅≅≅
1 1 1 1

目目

!
。

≅≅≅ 刁斗斗

面面底长长 ? ΑΑΑ  ≅
,

??? ?
。

≅ ΓΓΓ ? !!!  !
。

 ≅≅≅ !
。

 ΛΛΛ ! ΛΛΛ ?
。

Λ    Σ ΣΣΣ 0
。

! ΓΓΓΓΓ

上上面宽宽 ? !!! Α ?
。

≅    !
。

? !!!   
。

!    !
。

! ! ΛΛΛ ≅
。

!    Σ ΣΣΣ Λ
。

Γ      

内内侧两眶宽宽 ? !50666  ≅
。

? ??? !
。

8 ??? ? ΛΛΛ  Λ
。

Λ !
。

Α ??? ! ΛΛΛ ≅
。

≅ !!! 十ΣΣΣ !
。

Γ ΑΑΑΑΑ

<<<
至上顶矢高高 ? 888 8

。

Γ ΓΓΓ Λ
。

ΓΓΓ ? ??? ?
1

Α ΓΓΓ
。

8 ! ΛΛΛ !
‘
 石石 Σ ΣΣΣ Λ

。

! 88888

中中眶间宽宽 ? ΓΓΓ ≅ !
。

Λ    ?
。

 ≅≅≅ ? ΛΛΛ Γ  
。

? 8
。

8 ΓΓΓ ! ΛΛΛ !
1

??? Σ ΣΣΣ 一 Α
。

 ΑΑΑΑΑ

颧颧宽宽 ? ≅≅≅ ! !
1

! ΓΓΓ ?
。

Λ ! ΓΓΓ Λ ?
。

! ΑΑΑ ?
。

ΓΓΓ ! ΑΑΑ Α
1

! ΓΓΓ 干十十 0
。

ΛΛΛΛΛ

书书部面宽宽 ? Α Α
1

Λ ΑΑΑ 弓
。

ΑΑΑ ? ΛΛΛ  8
。

Α ≅≅≅ ?
。

8    ! ΛΛΛ 8
。

Λ !!! Σ ΣΣΣ Λ
。

 ΛΛΛΛΛ

颊颊上领高高 ?    ! !
1

8 ΓΓΓ !
。

!    ? ΛΛΛ ! !
。

Λ ΑΑΑ Λ
。

≅ ΓΓΓ ! 000 Α
。

8 ???
1
1 口111

Α
。

Γ ΛΛΛΛΛ

全全面高高 ?  ::: Λ
1

ΑΑΑ 8
。

Γ ΓΓΓ ??? 8
1

Α ΑΑΑ
ΨΨΨ Λ ΛΛΛ ?

。

8 !!! 十ΣΣΣ 一 8
。

!      
卜卜 ς Δ

上面高高 弓ΑΑΑ ≅ Α
,

!    !
1

8 ΑΑΑ ? !!! Γ Γ
。

≅ ΛΛΛ ?
。

8 ! ΛΛΛ 8
。

8 !!! Σ 十十 一 8
。

Γ ΑΑΑΑΑ

。。一 =Π 上面高高 , Η

4左左
≅ Λ

1

弓弓 !
。

Γ ??? ? !!! Γ  
。

!!! Λ
。

ΑΑΑ ! ΛΛΛ 8
。

? ΑΑΑ Σ ΣΣΣ 一 8
。

ΛΛΛΛΛ

后后眶间宽宽 一4右右
Λ 8

。

   Λ
。

Λ ≅≅≅ ! ΓΓΓ Λ !
。

! Λ
。

 ??? Λ    ?
。

Α Σ ΣΣΣ ?
1

Λ

瞩瞩间宽宽宽 Λ
。

!
。

 ΓΓΓ 呼ΛΛΛ Λ Α
。

8 888 0
。

ΓΓΓ ! !!! 0
。

 ≅≅≅
1

1 1 1 1
111

!
。

8      

鼻鼻梁至上顶矢高高高
。

? ≅≅≅
。

Γ ? !!! ≅
。

? 888 Λ 1

Α ≅≅≅ ! !!! !
。

?    Σ十十 !
1

 ?????

碗碗眶间宽宽宽 Γ
。

!!! Λ
。

Α ≅≅≅ ? !!! Γ
。

8 Α
。

 ! !!! Α
。

ΛΛΛ
1 1

目1
111

一 Α
。

Α      

奔奔梁至上顶矢高高高 ?
。

! ΛΛΛ
。

≅≅≅ ? ??? !
。

 ΛΛΛ
。

   ! !!!
。

 
1 目目目

Α
。

Λ ?????

。。 Ζ一。> 眶宽宽宽 呼Λ
。

Γ    
。

Γ!!! ?!!! ? Α
。

Γ    Α
。

≅ !!! ! ΛΛΛ Γ
。

ΓΓΓ 咔十十 !
。

88888

??????? !
1

???
。

≅ ΓΓΓ ? ??? ?
。

? ??? 0
。

ΑΑΑ ! !!! Γ
。

≅≅≅ Σ 十十 ?
。

≅ ΓΓΓΓΓ

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
。

Α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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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6

差异显著性检验
Ξ

香港男组 香港女组

项 目 马丁号 香港男
、

女组
香港

、

太原
男组

平均数 标准差 例数 平均数 标准差 例数
Φ
值 显著性

Φ
值 显著性

一
】

一
1

一
口[一一一

,

∴ 一一 1

一
0

一
0

∴
ΣΣΣΣΣ什ΣΣΣΣ一Σ

 乡门了户!
,
∀

#∃勺,工曰了尹%&∋
∋

,(矛!∃户)∗勺乙,‘
月,乙+##,八‘八‘#人,二%∋乙
‘气‘∋−,.∗/

∀∀∀∀∀

⋯⋯
,

⋯
##,‘侧0叮才‘+,∃乙
∀,‘,且,占##!+!+工勺##

一一一一一

1111
!2门才份##工护%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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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眶部
、

鼻部
、

下领联合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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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头骨比香港头骨大的程度超过下领联合高
,

表明太

原头骨具有更明显的下领颊隆凸 Π表 #Θ
。

香港地区与太原地区男性头骨的辨别仍 以直接判别分析和逐步判别分析两种 方 法
、

并仍在颅骨加下颇骨
、

颅骨
、

下领骨为材料的三种情况下进行
。

根据
,
检验的结果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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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颅高
、 < 一∗Δ 上面高

、

左眶高
、

鼻宽
、

前自角
、

上面三角 ;: 角
、

冠突间宽
、

下领联合弧

和左下领角  项测量性状的 Γ 种不同组合5最多  项
,

最少 Λ 项 6构成的判别函数的效果

不一样
。

材料仅存下领骨的情况下
,

效果不明显
,

正判率仅为 ≅Α 并左右 7 而对颅骨 5无论

附有或者不附下领骨 6的判别分析达到 8
1

! 外到
1

8铸 的正判率 5表 ! 6
。

用在判别分析中的样品为太原男性组全部 Γ 个标本
、

与在性别的判别分析中所用的

香港男组同样 8Α 个标本
。

香港男性其余  ? 个标本作
“
盲测

”

检验用
,

即假设它们为地区

类型未知的待测样品
,

用判别分析建立的判别函数鉴定之
,

从而检验判别函数的可靠性
。

“

盲测
”

检验在颅骨材料情况下得到与正判率大抵相 当的正确判断百分数5表 ! 6
。

表 ! 还列出每个判别函数包括的项 目及其判别系数和常数项
。

依照性别辨别一节中

给出的方法可以判断来自这两个地 区的男性头骨到底是其中哪个地区的
。

若判别值
名 夯

Α ,

待测标本是香港头骨 7 否则为太原头骨
。

不是用多个
,

而是用单个测量项 目辨别头骨的地区类型
,

前囱角的效果最好
,

正判率

为 ≅ Λ
1

!多 7其次为眶高和 ;。一 ; 颅高
,

正判率分别为 ≅
、

? 务和 “
1

? 务
。

辨别效果明显低于

使用多项 目的判别分析
。

四
、

讨 论

1

不同地区头骨性别差异的比较

不仅在一个群体或一个人种内
,

而且在几个不同人种的范围内使用同一个判别函数

辨别现代人头骨性别在国外 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5⎯ βΦ Φ # Δ 、ΜΕ : 2 Φ
,

 Γ6
。

这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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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ε

基础自然是性别差异在不同人种表现的项 目及其程度具有类似性
。

中国人头骨的性别差异情况从南部的香港组和北部的太原组5王令红等
,  6的比

较中可见一斑
。

这两组共同的 Α 项性别差异显著性检验中
,

有 Α 项为同样的显著性等

级
,

ΛΑ 项相差一级
,  项相差两级

。

两系列 Φ 值的相关系数高达 Α
1

Λ 5图 6
。 Φ 检验的结

果的对比表明两地头骨的性别差异情况是非常相似的
,

从而很有可能找到共用的判别函

数鉴定它们的性别
。

事实上
,

把用在辨别太原头骨性别的项 目照用于香港头骨性别的判

别分析中
,

也取得与从香港材料本身出发进行的逐步判别分析不相上下的正判率 5表 Λ 6
。

在这里
,

使用的项 目虽相同
,

但是
,

判别系数还是不一样
。

然而
,

这种情况毕竟使我们产生

了信心
,

在我国积累更多的资料
,

以期建立在更大地区内通用的鉴定头骨性别的一组判别

函数
。

Λ
1

头骨的地区类型的判别函数的适用地区

现代中国人头骨的类型还没有研究得十分清楚
。

但是
,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
,

目前可以

认为南部中国人和北部中国人的头骨各自形成一支地区类型 5王令红
,  Γ6

。

因此
,

把辨

别香港抑或太原头骨的判别函数的适用地区扩展至地理上的华南与华北是可 行 的
。

同

时
,

本文达到的正判率可能不会丧失太多
。

9:; 0) <= >, 博士邀请本作者测量和观察香港大学解剖系收集和保存的香港人头骨
。

香

港大学牙医学院牙科资料处理部 李兆麟博士使用计算机计算香港组所有测量项目的基本

统计量
、

进行性别差异显著性的 Φ 检验和性别的判别分析
。

对他们给予的热情帮助
,

在此

表示衷心的感谢
。

本作者在香港的工
1

作是在京港学术交流中心的资助下进行的 5京港学

术交流中心档案编号 ≅ Α Α Ψ ( 6
。

5  8 8 年 Λ 月 Λ Γ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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