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 ∀ 年 #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人 ∃ ∋ 丁( )
叮∗ + ∗ , −% 人 . / −%∃

0 1
2

3
0 44

,

5 甩6 ,

∋
∗ 。

 ! ∀ ∀

胸 骨 的 年 龄 变 化

张 继 宗
7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研究室8

关键词 胸骨 9 年龄判定

内 容 摘 要

本文对  : 名已知生前准确年龄的中国汉族成年男性胸骨做了研究
。
样本来自全国九个

省区
,

年龄范围 ”一 , 呼岁
。

研究结果发现
,
胸骨的柄体关节面

、

胸肋关节面和胸骨体背面骨

质
,

随年龄的增加
,

明显地呈规律性变化
。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

,

胸骨判定年龄的方法
,

效果较

好
,

可以用于法医学和人类学实践
。

国人胸骨的研究
,

国内学者做了许多工作 7韩连斗
,

 ! ; , 9 卓汉清
,

 ! ∀ 9 杨玉 田等
,

 ! ∀ 8
。

但对胸骨年龄变化的专门研究
,

所做工作甚少
。

十九世纪末
,

国外学者 曾探讨过

胸骨的测量特征与年龄的关系
,

但所得的结果不能用于年龄判定 7< = 4> ?≅
,

 ∀ ! : 8
。

本文

以中国汉族成年男性胸骨为材料
,

对胸骨的年龄变化进行了初步研究
。

为人类学
、

法医学

等实践
,

提供了胸骨判定年龄的依据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材料来源 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研究室收集的全国九个省区的中国汉族成年男性

的胸骨
。

胸骨已经过处理
,

并有详细的生前资料
。

共有胸骨  : 例
,

年龄范围  ! 一 Α

表  中国汉族男性的脚骨来源及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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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样本的地区和年龄范围见表 2。

方法 对所有的胸骨进行详细的观察
,

找出与年龄变化关系密切的特征
,

进行分级 ,

根据胸骨的分级级数进行统计分析和胸骨的年龄判定
。

在对胸骨的观察时发现
,

胸骨上与年龄变化关系密切的特征有
,

胸肋关节
、

柄体关节
,

以及胸骨体背面骨质
。

同时
,

对柄体关节的溶合钙化和胸骨体骨质吸收出现骨化孔的林
本

,

分别做了统计分析
。

并根据上述三个胸骨特征的分级级数
,

计算了胸骨判定年龄的回

归方程
。

将上述三个胸骨特征的年龄变化综合考虑
,

可以把胸骨的年龄变化分为 ; 级
。

具休

的分级标准如下
Ρ

 
3

胸肋关节缘尚未完全形成
,

前后向观察呈
“ Σ ”

形
。

柄体关节缘微有缺失或刚刚形

成
,

外观光滑
。

胸骨体背面骨质光滑致密
。

Ο
3

胸肋关节缘 已形成
,

柄体关节缘开始出观小的突起
。

胸骨休背面骨质同 Τ。

/
3

胸肋关节缘上下端形成尖锐的突起
,

柄体关节缘突起明显增多
。

胸骨体背面骨

质同 Τ1

Υ
3

胸肋关节缘突起增多
。

柄体关节面有蜂窝状改变
,

关节缘增厚
,

开始有外翻板
向

。

胸骨体背面下端开始出现骨质疏松
。

0
3

胸肋关节缘开始出现小的缺损
。

柄体关节缘唇状向下翻卷
,

偏离关节面
。

胸骨体

背面骨质同 ΤΣ 。

Σ Τ
3

胸肋关节缘多处破损
,

呈锯齿状
。

柄体关节缘外翻并破损呈串珠状
。

胸骨体背

面骨质全部呈蜂窝状改变
。

二
、

结果与统计分析

 
3

脚骨柄体溶合钙化与骨化孔

胸骨柄体关节溶合钙化
,

和胸骨体上由于骨质吸收而出现的骨化孔 7一般 在胸骨体时

腹侧面和背侧面的同一部位开始凹陷
,

然后两侧的凹陷贯通
,

形成骨化孔
,

可 出现胸骨体

的任一部位 8
,

可以出现在任何年龄组
,

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

在本文观察的  : 例标本 中
,

柄体关节溶合钙化的 出现率为  Α
3

并
,

胸骨体骨化孔的出现率为 Θ
3

Θ多
,

结 果 见表
。

表 各年麟组柄体关节溶合钙化和骨化孔出现的级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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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见
,

胸骨柄体关节的溶合钙化
,

和胸骨体上骨化孔的 出现与年龄无关
。

3 不同年龄组中脚骨特征的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加
,

胸骨的某些特征呈规律性变化
,

其表现为胸骨分级级数的增加
,

结

果见表 Θ 。

表 Θ 胸骨分级在不同年龄组中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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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分级的平均年龄及 !# 沁 的置信区间

胸骨各分级的平均年龄及 !# 并 的置信区间见表 Α 。

表 Α 胸骨分级的平均年龄及 ”呢 的置店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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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年龄判定的回归方程

如果把胸骨的上述三个特征分别考虑
,

将每个特征所属的分级级数同生前年龄一起

输人 电子计算机
,

进行 回归分析
,

则得 到胸骨判定年龄的回归方程如下
Ρ

夕一  #
3

: _ Θ
3

# − Ρ

十 2
3

− Ρ

_ :
3

∀ − 。

− Ρ

—
胸骨胸肋关节面分级级数

。

− ⎯

—
胸骨柄体关节面分级级数

。

− Θ

—
胸骨体背面骨质分级级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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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 ) 一 :3 !  ,

剩余标准差 . 一 3 #  。 回归显著性检验 Η α

:3 :  
,

比国外学者这方面的工作效果好 7∃Ξ / % 6
,

 ! ; # 8
。

随着年龄的增加
,

骨骼的有机成分减少
,

无机成分增加
,

表现为钙化明显
,

骨质疏松
,

以及在关节面或关节缘出现破损或形成骨性突起等形态上的改变
。

这种变化使得骨骼的

年龄判定成为可能
。

胸骨关节面较多
,

年龄的变化较为明显
。

通过本文工作可以看出
,

随

着年龄的变化
,

胸骨的表面特征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

尽管如此
,

但通过胸骨的表面特

征的改变判定年龄的研究
,

仍只是做了一点初步工作
。

本文结果仅为胸骨的年龄变化研

究提供线索
,

为今后对不同性别
,

不同种群的胸骨的年龄变化的研究提供参考
。

三
、

结 论

 
3

柄体关节的溶合钙化和胸骨体上骨化孔的出现与年龄无关
。

本文提出的胸骨判定

年龄的方法
,

适用于柄体关节没有溶合钙化的个体
。

3

胸骨的胸肋关节面
、

柄体关节面和胸骨体背面骨质
,

随着年龄的增加呈规律性变

化
。

这三个特征是胸骨判定年龄的较为理想的指标
。

Θ
3

本文提出的胸骨判定年龄的回归方程式
,

复相关系数达。
3

!  ,

剩余标准差仅为
3

#  ,

可以在人类学及法医学实践中应用
,

但从胸骨分级的年龄分布来看
,

胸骨的年龄判断在
# : 岁以前

,

效果更好
。

72 , # ; 年  月  ; 日收稿8

参 考 文 献

卓汉清
,  ! ∀

。

国人脚骨厚度侧≅
。

中国解剖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

第  ;  页
。

杨玉 田等
,  ! ∀

。

国人脚骨的侧≅
。

解剖学报
,  Θ 7 8Ρ  丹 页

。

韩连斗等
,  , ; #

。

国人脚骨的测≅
。

解剖学通报
,
〔Θ8 Ρ Θ 页

。

∃ Ξ?2% 6 ,
,

·

&
· ,  ! ; #

·

& ? % ? ( / Χ Γ [ ≅% Β Γ ( / Ρ & ? % 4Γ Ε2( % Γ Ι % 1 Ε Ξ % − Χ Γ Δ Χ > % 1 Γ 4≅ Ξ / % Χ Ξ ( Β % / % Γ ≅ Ξ
·

Ν
·

Ψ 1 Β 1 Γ ·

人Ε1
Δ

· ,

7Θ 8Ρ 一Α Θ
3

< = 4> 五≅ ,

&
3 ,  # ! :

·

& ? 。 ‘≅ 1 Β Γ ( / Χ Ξ Χ Γ 4Γ Δ % − 1 Ε Ξ % − ,

?
Ρ
4> ? ≅ Χ Γ Δ Χ > % 3

Ν
3

注。Χ ≅
3 ,

Α
Ρ

# 一 # Θ #
·



 Α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 , β < β & β ) 5 Τ∋ ∃ & Τ∗ ∋ ∗ Ψ Φ Ο Τ∋ β . β 5∃ + β .& β ) ∋ Μ 5

⎯ ? Χ Γ > Ν4Κ 1 Γ >

7Τ
Γ ‘≅4多( ≅ % 1 Ε Ψ 口Β 巴Γ Ξ

4‘ 了Ι 4亡肘
亡‘

,

5 4月4Ξ≅ Β 6 1

χ Η ( 占24Ι Ξ亡Ι “ Β
4≅夕

,

δ 亡了ε Ν 行> 8

φ % 6 = 1 Β Δ Ξ .≅% Β Γ ( / Ρ ∃ > % Δ % ≅% Β / 4Γ Χ ≅41 Γ

. ( / / Χ Β 6

& ?% ΞΧ / Η2% Ξ Ι 1 Γ Ξ 4Ξ ≅% Δ 1 Ε  : Φ?4Γ % Ξ% / Χ 2% Ξ ≅% Β Γ Χ 1 Ε γ Γ 1 = Γ Χ > % 7 !一 Α 8
, ∗Π Ξ% Β 0 Χ ≅41 Γ Ξ

= % Β % / Χ Δ % Χ ≅ ≅? Β % % % ? Χ Β Χ % ≅% ΒΞ 1 Ε Ξ≅% Β Γ ( Γ 2

7ΨΧ Ι 4%Ξ Χ Β ≅4% ( 2Χ Β 4Ξ 1 Ε / Χ Γ ( ΠΒ 4(/ 一 1 Β ς ( Ξ Ρ Β% Β Γ 4
,

Ψ Χ % 4%。

Χ Β ≅4% ( 2Χ Β 4Ξ 1 Ε 4Γ % 4Ξ( Β Χ % % 1 Γ Ξ≅ Χ 2% Ξ ,

. 1 Π Ξ≅Χ Γ ≅4Χ 1 Ε Ι 1 Β Η( Ξ Ξ ≅% Β Γ 4 Δ 1 ΒΞ Χ 24Ξ 8
3

δ Χ Ξ %Δ 1 Γ Β? % % ? Χ Γ > % Ξ

4Γ ≅? % Ξ% Χ Β % Χ Ξ , ≅?% Ξ ≅%Β Γ Χ = % Β % Ξ %ς Χ Β Χ ≅% Δ 4Γ ≅1 Ξ4− Η?Χ Ξ %Ξ 7Τ一0 28
3

Η? ΧΞ %  Ψ Χ Ι 4% Ξ Χ Β ≅4% ( 2Χ Β 4 Ξ 4Γ Ι 4Ξ22Β Χ % Ι 1Ξ ≅Χ 2%Ξ  # Γ 1 ≅ Ι 1 / Η2%≅%
, Χ ΞΞ( / % Δ Σ 一? Χ ς %

3

5 Χ Β > 1

Χ Β ≅4% ( 2Χ Β4Ξ 1Ε / Χ Γ ( Π Β 4( /
一 % 1 Β Η(Ξ  # Γ 1 ≅ Ι 1 / ς 2%≅%

3

Ψ Χ % 4%Ξ Δ 1 Β ΞΧ 24Ξ 1 Ε % 1 Β Η( Ξ Ξ≅% Β Γ 4  # Ξ/ 11 ≅24

7/ % Χ Γ Χ > %  !一 #8
3

Η? Χ Ξ %   5 Χ Β > 1 Χ Β≅4% ( 2Χ Β 4Ξ 1 Ε 4Γ % 4Ξ( Β Χ % % 1 Ξ≅Χ 2% Ξ  # % 1 / ς 2% ≅%
3

∃ Ε%= ς Β 1 % %Ξ Ξ%Ξ Ι Χ Γ

Π % Ξ% % Γ 1 Γ ≅?% / Χ Β > 1 Χ Β ≅4Ι ( 2Χ Β 4Ξ 1 Ε / Χ Γ ( Π Β 4( / 一 1 Β ς ( Ξ
3

ΨΧ % 4% Ξ Δ 1 Β Ξ Χ η # 1 Ε % 1 Β Η( Ξ Ξ≅% Β Γ 4  #

≅?%
Ξ Χ / % Χ Ξ ς ? Χ Ξ% 2 7/ % Χ Γ Χ > % ⎯弓一 ∀8

3

Η? Χ Ξ%    ∃ Ε%= ς Β 1 % % ΞΞ% Ξ Ι Χ Γ Π% Ξ % %Γ 1 Γ ≅? % / Χ Β > 1 Χ Β ≅4Ι ( 2Χ Β 4Ξ 1 Ε 4Γ Ι 4Ξ( Β Χ % % 1 ΞΩ

ΒΧ 2%Ξ
3

& ? % ΗΒ 1 Ι % ΞΞ% Ξ Π %% 1 ΒΓ % / 1 Β % Χ Γ Δ ΒΓ 1 Β % / Χ Β γ % Δ 1 Γ ≅? % / Χ Β > 1 Χ Β ≅4Ι ( 2Χ Β 4Ξ 1 Ε Γ 2 Χ Γ ( Π Β 4( / Ω

Ι 1 Β ς ( Ξ
·

Ψ Χ Ι 4% Ξ Δ 1 Β Ξ Χ 24Ξ 1 Ε % 1 Β ς 3 Ρ 、 Ξ≅% Β Γ 4  # ≅? % ΞΧ / % Χ Ξ ς ? Χ Ξ% 2 7/ %Χ Γ Χ > % Θ:一Θ Α 8
3

Η? Χ Ξ % ΤΣ & ? % Η Β 1 % % ΞΞ % Ξ Π % % 1 / % / 1 Β % Χ Γ Δ ΒΓ 1 Β % / Χ Β γ % Δ 1 Γ ≅? % / Χ Β > 1 Χ Β≅4% ( 2Χ Β 49

1 Ε 4Γ % 4Ξ( Β Χ % % 1 Ξ≅Χ 2%Ξ
3

5 Χ Β > 1 Χ Β≅4% ( 2Χ Β 4Ξ 1 Ε / Χ Γ ( Π Β 4( / 一 1 Β Η( Ξ Π% Ι 1 ΒΓ %Ξ ≅?4Ι γ % 厂
3

. ( ΠΞ ≅Χ Γ ≅4Χ

Ι 1 Β ς ( Ξ Ξ≅% Β Γ 4 Δ 1 Β ΞΧ 24Ξ Δ % % Β % Χ Ξ% Ξ Ξ24> ? ≅26 4Γ Δ % Γ Ξ4≅6 7ΒΓ
% Χ Γ Χ > % Θ ,一 Α : 8

3

Η ? Χ Ξ% Σ & ? % Β% Χ Β% Ξ 1 / 1 Π Β % Χ γ Χ > % Ξ 1 Γ ≅? % / Χ Β > 1 Χ Β≅4% 一42Χ Β 4Ξ 1 Ε 4Γ Ι 4Ξ( ΒΧ % Ι 1 Ξ ≅Χ 2% Ξ
3

β % Ξ≅Β 1 ς ?6 1 Ε / Χ Β> 1 Χ Β ≅4% ( 2Χ Β 4Ξ 1 Ε / Χ Γ ( Π Β 4( / 一 1 Β ς ( Ξ % Χ Γ Π% Ξ % %Γ Χ Γ Δ ≅?% Β % Χ Β % Χ Ε%= Π Β % Χγ Χ > % Ξ

: Γ ≅ ? % / Χ Β > 4Γ
·

Ψ Χ % 4%Ξ Δ 1 ΒΞ Χ 24Ξ 1 Ε Ι 1 Β Η( Ξ Ξ≅% Β Γ 4  # ≅?% Ξ Χ / % Χ Ξ Η? Χ Ξ% ΤΣ 7/ % Χ以 Χ > % Α多一#Θ 8
3

Η? Χ Ξ% Σ 2 & ?% / Χ Β> 1 Χ Β≅ 4% ( 2Χ Β 4Ξ 1 Ε 4Γ % 4Ξ( Β Χ % Ι 1 Ξ≅ Χ2% Ξ Π% %

1/
%Ξ Ξ Χ = 一?ΧΗ% Δ

3

& ?%

Π Β % Χ γ Χ > % Ξ Π% % 1 / % / 1 Β% Χ Γ Δ / 1 Β % / Χ Β γ % Δ 1 Γ ≅? % / Χ Β > 1 Χ Β ≅4Ι ( 2Χ Β 4Ξ 1 Ε / Χ Γ ( Π Β4Δ / 弋 1 Β Η(Ξ
3

. ( ΠΩ

Ξ≅Χ Γ ≅4Χ 1 Ε Ι 1 Β ς ( Ξ Ξ≅% Β Γ 4 Δ 1 Β ΞΧ 24Ξ Π % % 1 / % Ξ ΞΗ1 Γ
>6 叮ΒΓ

%Χ Γ Χ > % 苏;一 Α 8
3

. ≅Χ ≅4Ξ≅4% Χ 2 Χ Γ Χ 26 Ξ4Ξ Β % 0 % Χ 2% Δ ≅? Χ ≅ Β? % Ε%Χ ≅( Β % Ξ Ι ? 1 Ξ% Γ ≅ 1 Δ % 24Γ % Χ ≅% ≅? % ς ?Χ Ξ %Ξ Χ Β % 0 Χ 24Δ

Η Β %Δ 4% ≅1 Β Ξ 1 Ε Χ > %
3

& ? 4Ξ Ξ≅( 726 ? Χ Ξ Ρ 24 1 = Γ ≅? Χ ≅ ≅? % % ? Χ Β Χ % ≅Ι ΒΞ 1 Ε Ξ≅ % Β Γ ( / % Χ Γ ς Β 1 0 4Δ % Χ Γ Χ Ι Ω

% ( ΒΧ ≅% % Ξ≅4/ Χ ≅41 Γ 1 Ε Φ ?4Γ % Ξ% / Χ 2% = 4≅? Χ > % Ξς Χ Γ 1 Ε  !一 Α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