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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提 共

本文报告了太原地区男
、

女组现代人头骨测量性状的基本统计量和非测量性状的出现情

况
,

记述和讨论了它们的两侧差异和性别差异情况
,

建立了以多个项目测量值鉴定华北人头骨

性别的判别函数
。

现代人头骨组的测量性状和非测量性状的统计资料
,

对于研究各个人群的时代变化

和地理变异及其亲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

根据头骨特征进行的个体鉴别
,

包括人种的
、

性

别的
、

年龄的鉴别和个体认定
,

在古人类学研究和法医学应用上同样有着重要价值
。

本文

通过一组头骨的研究力图为上述群体研究和个体鉴别作出贡献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研究的材料取 自解放初期由山西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从太原郊区收 集 的 现 代 人 骨

骼
,

未附籍贯
、

性别和年龄的记载
。

从 当时交通和人员流动情况考虑
,

可以认为绝大多数

应是当地人
。

性别根据整副骨骼 (主要是骨盆
、

坐骨和耻骨) 的形态特征确定
。

由于其准

确率可达 95 外 以上 (吴汝康等
, 19 8 4; 邵象清

, 1 98 5 )
,

本批材料分为成年男性组和成年

女性组
。

男 69 例和女 31 例作了测量和观察
,

另外男 n 例和女 斗例仅作了观察
。

非测量项 目与本文前一作者(王令红
, 1 9 8 8 )使用的相同

。

测量性状多为以前我国同

类研究中常 用的项 目
。

另外
,

耀动口了 H o w ell
s (19 7 3 ) 设计的一系列

“ra d ius ”。 测量这

些项目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仪器
,

姑且译名为旋转式三脚平行规 (COo
r d ina te oali Pe

r -

r a di o m e te r
)
。

它的固定脚和活动脚各连有一个顶点向内的圆锥体
,

它们可塞于外耳道
,

使

整个仪器可以连接两外耳道的横线为轴心旋转
。

二脚之间的竖尺可测得某测点到横轴的

距离
。

本研究中姑且把这些项 目名称翻译为
“

某点至外耳道矢高
”。 确切定义是某测点到

连接两外耳道中与头骨正中矢状面平行的最大圆的圆心的横轴的距离
。

这些矢高的测点

若不在正中矢状面上
,

均用左侧的测点
。

二
、

结 果

太原男
、

女头骨组各测量项 目的平均数
、

标准差和例数列于表 1 ,

非测量项 目的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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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原男女组测 t 性状的基本统计t 和性别差异显著性检验 (单位 : 毫米或度)

男 女 显著性检验

项 目 马 丁 号

里竺
.

{型笠}星里
-

颅长

颅底长

枕骨大孔长

颅宽

最小额宽

最大额宽

冠颜点间宽

耳点间宽

星点间宽

乳突点间宽

颅最小宽

枕骨大孔宽

b : 一 b 颅高

b a 一 , 颅高

耳上颅高

颅周长

颅横弧

颅矢状弧

额矢状弧

顶矢状弧

枕矢状弧

额矢状弦

顶矢状弦

枕矢状弦

面底长

上面宽

内侧两眶宽
n 至上项矢高

中眶间宽

倾宽

中部面宽

颇上颁高

全面高
n 一
Pr 上面高

n 一‘d 上面高

后眶间宽

眶间宽

鼻梁至上项矢高

前眶间宽

奥梁至上项矢高

1

5

7

8

9

lO

10 b

l 1

l2

l3

l4

l6

l7

18

2 l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O

3 l

4 0

4 3

斗3 (1)

16 6
.

9 7

9 1
。

7 4

3 3
。

6 9

1 3 4
。

8 7

姿 7
.

4 1

1 0 9
。

9 1

1 0 7
.

5 4

1 1 6
.

2 9

1 0 2
。

9 2

9 9
。

7 6

6 8
.

0 9

2 8
。

0 2

1 2 9
。

3 6

13 1
。

2 3

1 13
.

0 3

4 9 0
。

9 7

3 0 8
。

9 0

3 5 7
。

4 5

1 2 2
。

2 9

1 2 2
。

4 5

1 1 2
。

2 9

1 0 6
。

6 2

1 0 7
。

6 5

9 5
。

1 0

9 0
。

7 8

9 7
。

2 6

9 0
。

2 1

12
一

8 7

6 9
。

3 2

12 2
。

5 0

9 1
。

6 7

3 1
。

6斗

1 15
。

3 9

6 7
。

5 3

6 9
。

9 1

2 2
。

7 9

2 0
。

0 6

7
。

8 3

16
。

5 3

5
。

0 1

3 9
。

2 1

3 9
。

9 7

6
。

0 4

3
。

3 7

l
。

4 2

6
。

1 3

3
。

8 1

5
。

7 7

6
。

7 8

3
。

9 8

4
。

6 0

片
⋯i::{⋯艺
l

“ ’ ‘ J

】
十十

十叶

杆十++++十什+++++++++++十

12 8
。

12

11 6
.

17

11 1
。

57

11 1
.

30

9 6
.

4 8

9 6
.

8 牛

10 3
.

15

9乡
.

4 3

14
.

8 8

7 4
。

0 4

13 1
。

9 9

9 7
。

9 2

3 3
.

2 6

12 6
.

8 3

7 3
。

5 3

7 5
。

8 2

2 3
。

6 5

2 0
。

15

7
。

5 5

1 6
。

8 6

4
。

2 8

4 1
。

8 0

4 2
.

4 6

6
。

5 2

3
。

5 9

2
。

5 1

4
。

5 1

4
。

6 6

3
。

9 7

10
。

4 8

9
。

7 5

13
。

6 5

7
。

4 1

9
。

0 7

8
。

2 1

2
。

0 3

斗
。

5 7

3
。

8 9

l
。

9 9

5
。

2 9

5
。

22

4
、

6 1

7
。

斗3

3
。

9 1

4
。

, 4

3
。

5 1

2
。

9 9

2
。

2 5

4
。

3 0

2
。

2 1

l
。

2 7

5
。

2 7

6
。

0 1

5
。

9 7

4
。

0 2

3
。

0 8

2762

斗+

IQ了6,j
J,八甘z通月七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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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了4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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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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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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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6
.

碑8

6
。

2 4

l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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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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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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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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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续)表一l

男 女 显著性检验

项 目 马 丁 号

d
一 e k 眶宽

眶高

5 1 :

}
左

! 右
, :

! 左

l 右

54

55

57

n�4nU
‘

兮08改
.,、�n。n

�匆了O夕OJ�料亡J门艺no户

ttt 值值

n曰t孟勺�,、�.

斗‘U‘U乙U6
�6

+ +

什++++什++什

6.6.

+ +

++什

+++++

6
。

18

7
。

4 9

6
。

0 9

6
。

3 1

5
。

8 1

4
.

94

5
。

9 0

2
。

8 6

0
。

3 3

2
。

33

2
。

0 0

2
。

0 3

1.111
1.111
山I .
Q
�111
山.1nUC�,j,j

,j件jfj,J
r
j内‘�,‘,J
闷
j
,j曳、JI

7 7

,孟一j改
‘�钾了zt矛

黑n曰nU

月,QJ八11,‘401、J11夕
.

⋯
t人‘.孟八引�八曰�

RI
‘.1‘1...孟留二n曰门曰nUCl]Q
�nU几U,工,j,、�,一、,j,J,j

rjfj,j,‘,jfj

鼻宽

鼻高

具骨最小宽

鼻骨最小高

上齿槽弓长

上齿槽弓宽

鳄长

片宽

胯深
下至外耳道矢高
刀至外耳道矢高

“ 至外耳道矢高

Pr 至外耳道矢高

d 至外耳道矢高
z 。
至外耳道矢高

‘)

王m a 至外耳道矢高
2 〕

。 k 至外耳道矢高
二 m a 至外耳道矢高

3 )

。 a
至外耳道矢高

咭 )

鼻颧角

颧上颁角

总面角

奥面兔

齿槽面角

额侧面角

前因角

奥粱侧面角

枕角

枕骨曲角

角角角

7 5

3 3

3 3( 4 )
l n

。

5 8

。

0 9

上面三角

什++

++++林++
1立夕卜U八11一笼目J

仔目口钾nU2
.

⋯
一勺,妇
J峥d
.

下领像间宽

咏突间宽

下领角间宽

颊孔间宽

下颁体长

倾裸长
, )

下领联合高

7 2 (
:
) ! p r

1 b a

6 亏

6 5( l)

6 6

6 7

6 8

6 8 ( 1 )

6 9⋯{⋯⋯⋯⋯⋯::::5
。

1 1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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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

马马 丁 号号 男男 女女 显著性检验验

平平平均数数 标准差差 例 数数 平均数数 标准差差 例 数数 t 值值 显著性性

下下领联合弧弧 69 (l))) 左左 3 9
。

6 777 4
。

1 111 5 555 3 ,
。

1000 3
。

7 777 2999 4
。

9 888 + 十十

颊颊孔间弧弧 6 9 (2 ))) 右右 5 3
。

7 444 3
。

9 000 5555 52
。

1555 2
。

, 888 3 000 2
。

0 000 +++

颊颊孔处下颁体高高 6 9 (3 ))) 左左 3 2
。

5 000 2
。

7 444 5333 2 9
.

1999 2
.

6 999 3 000 5
。

3 222 + +++

MMM
: , :

处下领体高高 7 000 右右 3 3
。

1000 2
。

8 333 5333 2 9
。

8 111 2
。

8 555 3 000 5
。

0 888 + +++

颊颊孔处下领体厚厚 7 0盆盆 左左 2 9
。

4 999 2
。

3 999 5OOO 2 5
。

7 666 1
。

8 777 2999 7
。

2 111 + 十十

MMM
: , :

处下颁体厚厚 7 laaa 右右 2 9
。

7 666 2
。

3 666 4999 2 6
。

0 666 2
。

2 666 2 ,, 6
。

8 000 干干干

下下领枝高高 7 999 左左 12
。

4 666 l
。

5 333 5444 1 1
。

3000 1
。

3 999 3 000 3
。

4 444 十十十

下下领头高高高 右右 12
。

4 777 l
。

3 666 5444 11
。

6 666 l
。

5888 3 000 2
。

4 777 +++

下下领枝最小宽宽宽 左左 15
。

5 444 l
。

5333 5000 1 5
。

0 888 l
。

9 999 2999 l
。

1 555
.
. . .

...

下下领角角角 右右 15
。

6 555 1
。

6 444 乡lll 14
。

9 888 2
。

0 999 2 999 l
。

5 999
. ..
. 电电

下下领切迹宽宽宽 左左 6 4
。

3 555 5
。

5 555 5333 56
.

0 000 5
。

1222 2 888 6
。

6 111 干十十

下下领切迹深深深 右右 6 3
。

8 111 6
。

2 333 5555 5 5
。

9 111 5
。

8 666 2 666 5
。

4 333 + +++

顺顺孔高高高 左左 5 7
。

3 999 7
。

2 111 , 333 4 8
。

6 111 5
。

2 000 3 000 ,
。

8 666 + 十十

右右右右右 5 6
。

7 111 7
。

3 222 5555 4 8
。

9666 5
。

8 111 2 888 4
。

8 777 十千千

左左左左左 3 3
。

6 999 2
。

7 777 5444 3 1
。

3888 2
。

1777 2 999 3
.

8 999 + 十十

右右右右右 3 3
。

6 444 3
。

1777 5555 3 1
。

0 444 2
。

2 555 2 999 3
。

9 222 + 十十

左左左左左 12 2
.

4 333 8
。

4 000 5333 12 5
。

7 333 5
.

9 555 3 000 l
。

9 000
. . . ...

右右右右右 1 2 2
。

4 ,, 8
。

3 111 5555 12 5
。

5 333 6
。

2 222 3 000 1
。

7 888
.. . .

...

左左左左左 3 3
。

9 555 3
。

1000 5333 3 1
。

3 444 2
。

6 777 3 000 3
。

8 777 」咋咋

右右右右右 3 4
。

5 888 3
。

3 333 5亏亏 3 2
。

2 ,, 2
。

8 999 2 888 3
。

0999 」门门

左左左左左 14
。

7 888 2
。

0 111 5333 12
。

6 222 1
。

5 111 3 OOO 5
。

1 222 」咋咋

右右右右右 1 4
。

8 555 2
。

5 111 5555 12
.

6 333 !
。

5 222 2 888 4
。

2 999 于斗斗

1111111114
。

9 999 1
。

5 333 5 444 13
。

1333 1
。

6 666 3 000 5
。

1 888 斗+++

1111111114
。

9 333 1
。

6 222 5 444 13
。

5 333 1
。

3 888 3 000 3
。

9 999 斗斗斗

l )
2 0

—
z y g o o r b it a le

,

即眶缘与额领缝的交点
。 2 ) fm a

—
F r o n t o m a l a r e

3 )
z o a

—
Z y g o zn a x 玉11a r e a o t o r io r ,

即颧领缝与咬肌附着最前缘的交点
。

上第一日齿部齿槽最前点
。

匀 颊前点至两下领睬突最后点连线的投影距离
。

: n t e r , o r ,

即额颧缝最前点
。

4 )m
a

—
M o la r a lv e o lu s ,

即

和出现率列于表 2 。

非测量性状的系统资料在我国还太少
,

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有待于更

多头骨组的统计资料的积累
。

以下是侧量项目进一步研究的结果
。 {

1
.

左右侧经异
厂

J

太原头骨的眶部和下领骨一部分测量项目数据在左
、

右侧分别取得
。

成对数据 t 检

验可以显示其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
。

最近有人提出这种检验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反

映两个总体本身的情况
,

还应从两个整体的相关性中分析成对数据
t
检验的结果

。

当它

们呈正相关并回归关系显著时
,

均值差异反映了总体本身的差异 ; 相关系数较小
,

甚至子
负相关时

,

即使平均数没有显著差异
,

也不能轻易否认整体的差异(钱在中
, 1 9 8 7 )

。

经脸

表明
,

人体左右两侧相应的测量值之间呈现很大的正相关
,

两侧的平均 数差异能反映作为

两个总体的两侧的差异情况
。

从成对数据 t 检验的结果 (表 3) 可知
: ¹ 男女两组的 m f一 e k 眶宽在右侧均非常显著

地 大于左侧 ;男性组眶高右侧显著地大于左侧 ; 男女两组的 d 一 e k 眶宽
、

女性组的眶高右



表 2 太原男女组非侧t 性状的频数和出现率 (% )

男 (例数 8 0 ) } 女 (例数 3 5 ) 男 (例数 8 0 )

项 目 ,一一万一一一 }一
万一一 ,

—
⋯竺1竺⋯竺⋯竺前自骨 ! 0 } o } 0 { U

项 目

频 数 } 百分数

一
,

一一
l

一
冠状缝小骨

人字点小骨

人字缝小骨

顶间骨

星点小骨

枕乳缝间骨

额中缝

眶上切迹或孔

额切迹或孔

滑车上切迹或孔

眶上神经孔

眶上神经沟

滑车棘

筛前孔上位

筛后孔缺如

二分视神经管

脑膜眼眶孔

眶下缝

副眶下孔

上颁圆 枕

二分颐骨

颧横缝痕迹

颧面孔缺如

外耳道骨肿

胡施克孔

鼓板边缘孔

乳突孔上位

乳突孔缺如

额颈连接式冀区

冀上骨

顶切迹骨

I4

4

3 5

4

5
、
3

、4 工)

4 、
3
、 5

9

4 、

3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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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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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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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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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项线

枕横缝残存

枕外隆突区导孔

二分枕裸关节面

辞前结节

第三辞 (骨面型 )

第三裸 (骨突型 )

解前沟

辞管闭锁

僻窝骨桥

裸中间管

旁裸突

二分舌下神经管

颈静脉孔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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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圆孔不全

棘孔开放

岩孔

维萨 里孔

翼棘孔

颜颊孔

胳圆枕

愕中骨

副愕小孔

内侧聘管

外侧胯管

下额回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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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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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领舌骨沟骨桥
3 〕

摇椅式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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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0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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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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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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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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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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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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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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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l) 三个数字分别为该性状仅左侧 存在
、

仅右侧存在和两侧存在的样品数
,

其余同
。

z) 女性例数为 3 七

3 ) 男性例数为 6 1 ,

女性例数为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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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太旅男女组左右侧差异显若性检验 (单位 : 毫米或度 )

项 目

男
i

,

女

(右侧
一

左
侧) 均数

显著性 例 数 (右侧
一

左
侧) 均数

值 ! 显着性

魔少,‘一、少On,j,J工了
�
U产0nll,4月,户匕
J份

.

⋯⋯
. .孟n�
‘, , .通,1nCU

m f一 e k 眼宽
d 一ek 眶宽

眶高

颊孔处下颜体高

M
: , 2

处下领体高

颊孔处下颊体厚

M川 处下颁体厚

下领枝高

下额头高

下颇枝最小宽

下领角

下颇切迹宽

下领切迹深

颊孔高

0
。

6 6

0
。

2 2

0
。

2 0

0
。

6 0

0
。

3 3

一 0
。

0 7

0
。

17

一 O
。

3 9

一 0
。

6 4

‘ 0
。

0 3

0
。

0 0

0
。

7 0

0
。

1 9

0
。

0 3

4
。

9 9

l
。

7 7

2
。

0 7

3
。

55

l
。

8 1

0
。

7 0

l
。

2 3

1
。

5 1

2
.

16

0
。

19

0
。

0 0

2
。

3 9

0
。

8 9

0
。

19

叫. . . . . . . . . . .
口
. . .

咔+

。
.

8 :
}

+

寸十

2 9

2 9

2 9

3 0

2 9

3 0

2 9

2 6

2 8

2 9

3 0

2 8

2 8

3 0

D
。

2 1

0
。

0 9

0
。

62

0
。

3 0

0
。

36

一 0
。

10

一 0
。

17

O
。

14

一 0
。

34

一 0
。

20

0
。

6 1

一 0
。

0 1

0
。

4 0

0
。

4 0

1
。

2 3

0
。

7 7

2
。

3 2

0
。

0 5

l
。

9 9

数一
丹,吸声0
.1.月了,jo沙内j
,、J兮,、�,j.j,j66

�

61、J
月峥一,
‘兮七J11一�j11一少亡亏矛哎一

侧的平均数也比左侧相应数值为大
,

尽管差别未达到显著性程度
。 º 男女两组颊孔处下

领体高在右侧非常显著地大于左侧
。 » 男女两组的下领切迹宽右侧显著地大于左侧

。 ¼

男性组下领头高
,

与以上情况相反
,

右侧显著地小于左侧
。 ½ 其余项目两侧无显著差异

。

2
.

性别差异

各测量项 目平均数的男女组间差异显著性水平以成组数据 t 检验法确定
。

总共 109

项中
,

21 项无显著差异
,

巧 项为显著差异
,

其余 73 项为非常显著差异( 表 1)
。

差异一般

表现为男性具有较大的线性尺寸
。
但有三项为女性非常显著地比男性大

,

这三项是鼻梁

至 m f一m f 眶间宽矢高
、

鼻颧角和额侧面角
。

它们反映了女性鼻梁相对于眶内缘的高度

较大 (鼻梁至 d 一d 眶间宽矢高也是女性更大
,

虽然差异不显著 )
、

上面部水平方向扁平度较

大
、

额鳞下部比较陡直
。

3
.

性别鉴定

在性别差异显著性的
t
检验中

,

颅骨和下领骨两部分分别以颅底长和 M
,

.

刁

处下领体

高的 t 值为最大
。

即是说
,

若使用一个测量值鉴定性别
,

此二性状最有效
。

以男性组和

女性组该项平均数的中值作为判别点
,

鉴定本组样品的性别
,

颅底长的准确率为 83
.

。多
,

MJ J 处下领体高的准确率为 83
.

6多
。

后一项 目的性别差异比西安组〔党汝霖等
, 19 8 5 ) 同

项目更显著些
,

鉴定性别的准确率比西安组的另外几项 (见上文 ,

图 l一8) 似乎更大些
。

但

这样的准确率在实用上仍然嫌低
。

本研究试图使用多变量 (多测量项目)的判别分析方法
,

以提高性别鉴定的准确率
。

使

用的项 目应该是性别差异显著性检验
t
值最大的一些项 目

。

但在本组材料的分析中
,

为

避免成为单纯的尺寸大小上的评判
,

也考虑了女性组平均数大于男性组的三项
。

此三项

部分地反映了颅骨形态上的性别差异
, t 值比其它几项虽小一些

,

但仍达到非常显著的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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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

z ~ a i X x ,

+ a : X x Z

-I- ⋯⋯ + a , X x 户 + b

”
为待测样品的判别函数值 ; . : , a 二 ,

⋯⋯
, a , 为参加判别的各个项目的判别系数 ;

b 为常数项 ; x : , x Z ,

⋯⋯
, : ,

为待测样品的各项测量值
。

z ) 0

z

< 0

判为男性

判为女性

使用颅骨 11 项
、

下领骨 5 项共 16 项测量性状
,

建立判别函数
,

并以已知性别的所有

样品检验之
,

正确判别的样品为 92
.

4务
。

参加判别的项 目减少到 8 项
,

正判率为 92
.

5务
,

并不比用更多项 目时的低
。

微小的差别是因项 目减少而使可判的样品略微增多所造成
。

以后如需鉴定头骨的性别
,

只要能测得这 8 个项 目
,

便可获得同样可靠程度的结果
。

判别

函数为

z 一 0
.

3 0 5 斗 x 颅底长 + 0
.

0 6 23 x 颅周长 + 0
.

10 5 口X 颧宽

一 0
.

8 97 o x 鼻梁至 m f一 m f 矢高一 0
.

19 6 6 x 额侧面角

+ 。
.

157 o x 下领联合高 + 0
.

2 5 0 0 x 左 Ml
,
2

处下领体高

+ 0
.

0 2 2 8 x 左下领枝高一 6 7
.

8 0 4 7

仅使用颅骨(不含下领骨)的同样 11 项
,

或减少两项剩下的 9 项
,

甚至再减去两项剩

下 7 项
,

均得到 89
.

5另 的正判率
。

使用 7 个项 目的判别函数为
z ~ 0

.

2 一8斗 x 颅底长 + 0
.

06 1 8 x 颅周长 + o
.

0 30 8 x 颧宽

一 0
.

7 8 5l X 鼻梁至 m f一 m f 矢高十 0
.

4 13 3 X 鼻高一 0
.

0 2 , 8

x 鼻颧角一 0
.

15 0 8 x 额侧面角一57
.

9斗0 8

仅使用下领骨的同样 5 项
,

正判率为 8 9
.

5并
。

减少两项后
,

正判率为 89 .7 多
。

这一提

高也是因为增加了得到正确鉴定的样品
。

使用三个项目的判别函数为

z ~ o
.

2 2 6 7 x 下领裸间宽 + 0
.

6 8 3 5 x 左 M
:

.

:

处下颇体高

+ 0
.

3 6 8 8 x 左下领切迹深一 5Q
.

3 7 3 1

以上判别函数中
,

线性测量项目单位为毫米
。

角度项 目单位为度
。

三
、

结 论 与 讨 论

1
.

太原男性组
、

女性组各 109 项测量性状和 “ 项非侧量性状的基本统计量为我国居

民的群体研究和个体鉴别积累了新的资料
。

2
.

太原地区头骨眶部和下领骨部分测量项 目左右不对称可能与较多人更频繁地使用

右侧咀嚼的习惯有关
。

由于右侧咀嚼肌比左侧更发达
,

此侧颊孔处下颇体比另一侧高
,

裸

突至嚎突的跨度比另一侧宽
,

可增加肌肉的附着面
。

咀嚼肌另一端对颧弓的拉力使眼眶

加宽
。

这种咀嚼习惯在男性可能更加明显
,

表现在右侧眶高也显著地大于左侧
,

以及右侧

下领头高显著地小于左侧以缩短咀嚼力传导的距离
。

3
.

根据观察特征鉴定头骨(包括下领骨 )的性别
,

以前认为准确率可达 90 务
。 但是

,

实际经验表明这种估计有些偏高
。

根据有些人类学家的统计
,

其准确率为 7 7沁 (邵象清
,

1 9 8 5 )
。

结合侧量性状的评判
,

性别鉴定可取得更理想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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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涉及到的测量性状中
,

用单个项目判断性别
,

最高可达 8 3
.

6务 的准确率
,

这在

实用上仍嫌不足
。

使用多个项目的判别分析是较有效的方法
,

在国外已有广泛的研究和

应用 (U yt te r s o ha ut
,

1 9 8 6 )
。

包括下领骨在内的头骨 8 项测量值的线性组合鉴定性别的

准确率为 92
.

5多 ; 颅骨(不含下领骨)的 7 项测量值
、

下颇骨的 3 项测量值分别得到 8 9
.

5务

和 89
.

7多 的准确率
。

这里说的准确率指的是与根据全身骨骼
,

主要是骨盆
、

坐骨和耻骨
,

确定的性别的吻合率
。

后一准确率可达 95 多 以上
。

如果在掌握标准上没问题的话
,

可以

认为性别确定在统计学上是可信的
。

本研究得到的性别判别公式依据的样品虽来源于一

个较小的地区
,

但是
,

考虑到华北地区人种上的同一性 (王令红
, 19 8 6 )

,

它们对现代华北

人的头骨应该是适用的
。

本文的计算用 B A SI C 语言编码的程序在 IB M
一P C X T 微机上完成

。

(1 9 5 5 年 1 月 2 9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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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 a e t

T he b a s ie sta ristie s of 10 9 m et ric a l tr a it s a n d t he in e id e n c es of 63 n o n
一 et ric a l tr a its 玉n

b ot h m a le a n d fe m a le sk u lls fr o m T a iyU
a n ,

Sha n x i a re r e p o rte d in th e p r e se n t p a p e r
.

T he

in c id e n e e s o f th e se n o n

一ct r ic a l tr a its m a y 悦 o f 也e fo r a fu r th e r c o m Pa r a tiv e st
ud y

.

T 五e

sid e d iffe r e n c e s a n d the se x u a l d iffe r e n c e s of thes e m et r ie a l tr a its ha v e be
en re v e a le d b丫 rhe r-

re sts
.

O n the a v e ra g e
, the o rb ita l b re a d th

, th e he ig h t o f ma
n d ib u la r bo d y a t fo ra m e n m

en ta le

a n d th e br e a d th o f m a n d ibu la r n ot e h o n r ig h t sid e a re s ig n ific a n tly o r v e ry s ig n ific a n t ly

la r g e r th a n th e e o r re sPo n d in g m e a su r e m e n ts o n le ft s id e in b o th m a le a n d fe m a le g r o u P
.

In

m a le g r o u p a lo n e , rh e o r b ita l h eig h t o n rig ht 15 la rg e r a n d th e h e ig h t o f c a p u t rn a n d ib u la r

。n r ig h t 15 sm a lle r th a n o n left
.

T h e se s id e d iffe r e n e es p r o ba b ly a re r e la ted w ith th e r ig ht

d o m in e n e e in m a stic a tio n
.

T h e se x u a l d iffe r e n e e s in T a iyu a n se r ie s a r e g e n e ra lly r e fle e te d

in a la r g e r siz e o f rn a le s k u lls
.

B e sid e s , th e a v er a g es o f th e su bte n s e rn f一m f
, th e n a s o 一

m a la r

a n g le a n d th e p r o file a n g le o f fr o n ta l b o n e in m a le g r o u p a r e s ta tistie a lly v e r y sig n ifie a n tly

sm a lle r th a n th e c o r r e sPo n d in g v a lu e s in fem
a le

.

U s in g 8 rn e tr ic a l tr a its in sk u lls w ith m a n -

d ib le s
, t h e d is e r im in a n t a n a lysis le a d s to 92

.

5% c a se s o f s e x u a l d ia g n o se s in a c e o r d a n e e w i:h

t h o se b a se d o n th e m o r p h o lo g y o f p o stc r a n ia l b o n e s
.

T h e d ise r im in a n t a n a ly se s u sin g a fe w

tr a its in sk u lls w ith o u t m
a n d ible s o r in m a n d ib le s a lo n e a s th e ir ite m s Pr o d u e e a PPr o x im a te l丫

90% a c e u r a c y
.

T h e s e d is c r im in a n t fu n e tio n s h a v e be e n fo r m u la te d
,

w hic h c a n be a p p lie d in

t he r a n g e o f m o d e r n N o rth e r n C hin e se s k u ll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