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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镶词 胫骨 : 逐步判别分析

内 容 提 要

西安地区现代成人男女各 甸 例的胫骨
,

进行  项测量
,
用逐步判别分析的方法进行研

究
。

其结果 ; 仅用下段宽判定性别
,

准确性达  < : 而用下段宽
,

下段矢径和滋养孔平面最大

矢径判定性别
,

准确性可达 ”呢
。

并将该结果与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对比
。

人类学工作者用长骨来判定性别
。

孔
%
6= 等 8 ! ∀ > 9 曾用逐步判别分析的方法 研究

用美国人胫骨判定性别
。

本文目的是提供中国人以胫骨鉴定性别的资料
,

供人类学
、

考古

和法医等实际应用参考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西安 出土现代成人男女各 #? 例的胫骨共计 ?? 侧
。

测量项 目
,

共  项
,

见表 3。 测量方法按《人类学教科书》 85
6 ≅ ΑΒ= 6 = Χ 1 6 33Δ ≅ ,

 ! # 9

和《人体测量方法抓昊汝康等
,  ! ∀ > 9的方法进行

。

测得数据用电子计算机进行逐步判别

分析
,

计算出判别函数
。

然后用判别函数对原来的数据进行判别分析
,

计算出正确判别的

例数及其百分数
,

以检验该函数的判别效果 8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编
,

 ! ! 9
。

二
、

结 果 和 分 析

8一 9 胫骨测量和性差的方差分析

胫骨各项测值按男女性
,

左右侧分别统计
,

其结果见表  ∗

由表 3 可见胫骨各项测量的方差分析
,

除胫骨扭转角性差不显著外
,

其余各项性差都

非常显著
。

但上述各项男女性差非常显著的测量指标
,

就单项指标而言
,

其分布男女之间往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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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胫骨各项测Α 值及其方差分析 8单位 ; 毫米或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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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
; 二 。

·

。# ,

临界值为 Γ
4

! > , Ι 代表差异显著
。

” 。
·

。3 ,

临界值为 Η
4

! 。, Ι Ι 代表差异非常显著
。

叠区较大
。

例如性差 Φ值最大的下段宽测值分布见表 和图
。

从表 和图可以看出
,

即使是性差最显著的指标
,

其重叠区也是相当大的
。

显然用单

个指标是不可能对性别作出有效判定的
。

为提高判别效果
,

应同时使用多项指标
,

即应用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

使多维空间中的重叠区尽可能缩小
。

但由于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有

相关性
,

没有必要全部采用在单项检验中表现性差显著的指标
。

因为一个指标包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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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胫4 下段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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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胫骨下段宽的两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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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可能也包含在另一个指标中
。

而且同时使用相关性强的指标可导致计算上的困难
,

并

降低判别效果
。

实际计算经验表明
,

指标个数的增加
,

不一定能提高判别效果
,

有时还会



期 郑靖中等 ; 胫骨判定性别的逐步判别分析

增加错判次数
。

因此
,

我们在本研究中采用逐步判别分析法
,

从已有指标中选取适当指标

建立判别方程
,

最后并检验其判别效果
。

8二 9 用胫骨的各项测量指标作判别分析

计算过程中各步计人的指标及其判别能力如表 Γ 所示
。

表 Γ 逐步到别计算过程中各步选取的变Α

步数 该步选取的 Ε 汉指标 9
Φ检验8Ε

, 的 Ω已选入的 Ε ,

判别能力9 Ξ 8指标9

已选人指标全体的判别能力

Ψ Β, Ζ ; 值 Ω相应 的 ς
,

值

回代
判

判别的正

率8< 9

 Ε
Β 、

8左下段宽9 Γ
4

? ∀ > ?
。

>! Η Ω ∀
。

? ∀ ?  
。

?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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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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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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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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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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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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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Ω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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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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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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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Η ∀Γ Γ ∀  Γ Η
。

Γ
。

? ?

表 Γ 的第二栏是服从 Φ 分布的统计量值
,

它反映该步选人变量的判别能力
,

值愈大
,

说明变量 力判别能力愈强
。

显著性水平8Φ
;

9取 ?
4

 、?
4

?# 和 。
4

? 时
,

查 Φ 检验的临界值 8Φ
;

9

表 8分子 自由度 Μ
,

为  ,

分母 自由度 Μ
Λ

约 为 ! #9 其临界值分别约为
4

Η
, Γ4 !> 和 Η

4

! 。

第四栏是 Ψ Β3 ΖΠ 统计量的值
,

它反映在某一步中已经选人的一组变量的判别能力
,

[ Β3 ΖΠ

统计量的值愈小
,

说明该组变量的判别能力愈强
。

为便于查表计算
,

通常将 Ψ Β3ΖΠ 统计

量转变为一个服从 ≅ 分布的变量
,

它的值记在第五栏
。

例如计算到第三步时 已选人的 指

标为 ς , 三, ς 。
和 ς ; , ,

相应的 ς ,

值为 Γ Η
4

Γ 。

显著性水平定为 ?
4

? # 时
,

查 ς
,

分布表8自

由度 为 Γ 9 可得临界值为 4 ∀  # 。

说明这三个指标的判别效果是显著的
。

表 Γ中计算进行到第二步
, Φ

;

的临界值取
4

# 8即显著性水平在 ?
4

 左右 9
,

选人指标

Ε
 Γ ,

Ε , , , Ε 。 ,

得出的特别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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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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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 #

若根据胫骨作性别判断
,

只要将 Γ 项测值代人上面的两个方程求出判别值 ∴ 女 和 ∴ , ,

若 ∴ 女 _ ∴ 。 ,

则判该例为女性
,

反之则为男性
。

将原  ?? 例的测量数据回代到上面的判别方程以检验其判别效果
,

结果列于表 > 。

衷 > 原分类与列别分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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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得出回代判别的效果
;
女性正判率为 “多

,

男性正判率为 ∀∀ 关
,

男女合计平均

正判率为 并
。

此外
,

由表 Γ 还可看出
,

在胫骨测量全部 > 个指标中
, Ε ; Γ

8左下段宽9对性别判定起

的作用最大
,

单用这一指标建立判别方程
,

回代正判率男女合计即达  外
。

指标 ς3
,

8左

滋养孔平面最大矢径9和 ς 3,

8左下段矢径 9对性别判定起辅助作用
,

而且从表 Γ 中Φ 值可

以看出
,

在 ς 。 选人的情况下
, ς 。 的判别作用才能得到发挥

。

还应说明
,

表  中各项测量指标性差显著者
,

左右侧的值虽不相等
,

但相近
,

似无显著

性差
,

故利用电子计算机运算之方便
,

将左右侧的测值都输入进行统计
,

以便选人判定性

别的最优侧
。

虽然得出的判别方程选人左侧下段宽
、

下段矢径和滋养孔平面最大矢径
,

但

在实际应用该方程判定性别时
,

用右侧测值亦可
,

因左右侧无显著差异
。

三
、

讨 论

关于用逐步判别分析研究胫骨判定性别的文献
,

仅见 称%6
= 等 8 ! ∀ > 9 关于美国白种

人 ! 例8男 刊 女 Γ ! 9
,

黑人 ∀? 例8男 > 。
,

女 >? 9 胫骨的研究
,

测量了胫骨长
,

滋养孔高

度的横宽
,

矢径和周径
。

将上述测量数据进行逐步判别分析选人的指标和正判率摘录于

表 # ,

并与本文的结果进行对比
。

表 Π 胫骨逐步判别分析鉴定性别资料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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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率 8< 9
人 种

从表 # 选入的指标对比
,

说明周径
、

横径和矢径在胫骨性别鉴定上起作用较大
。

该结

果支持 β3 6 ∗ Ζ 8 ! ∀ 9 提出的一个长骨的性别二态能用周长比长度做出 较 准 确 的 鉴 定
。

他认 为前者反映肌
一骨骼发育的差异

,

后者反映骨大小的差异
。

各人种选人指标不同
,

说

明有人种差异
。

与正判率对比
,

扮
% ; = 的结果是女性高于男性

,

而本文结果却与其相反
,

为男性高于女性
。

男女平均正判率相比
,

可见黑人最高为 ∀
4

# 外
,

而白人和中国人分别

为
4

#务 和
4

。多
,

相近似
。

本文结果可供用胫骨或仅存有胫骨下段和滋养孔段的破碎胫骨进行 性 别鉴 定 时 应

用 Κ

8 ! ∀ 年 月 ! 日收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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