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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区现代人胫骨的人类学研究

郑 靖 中
:西安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关镇词 胫骨 <人体测量 < 西安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西安地区现代成人径骨 ∗∗ 副:男 !。,

女 !∗ ;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
。

按马丁方法测

量了胫骨全长
、

裸踩长
,

上下段宽
,

上内侧和上外侧关节面的矢径
,

下段矢径
,

滋养孔平面最

大横径和矢径
,

体最小周径和胫骨扭转角
。

计算出胫骨指数
,

长厚指数和胫股指数
。

并对一些

数据进行了种族和地区的对比
。

实用人体测量学 :=> 6? ≅Α >
,

8 ! # ; 指出胫骨的形态变异较多
,

仅次于排骨
。

( Α
山之Β≅

: 98 9; 曾研究过 # ∗ ∗ ∗ 例美国白人胫骨的长度
,

中部周径和胫骨千的形态等
。

5Α ≅Χ % =: 8Δ 8;

曾用人体侧量和 Ε 线片测量方法
,

以骸躁长为指标研究 Δ 个月至 Φ 岁人的胫骨生长
。

杜

韵磺等: 8 9 ∗ ;对昆明地区出土成人胫骨进行过研究
,

但无性别区分
。

张万仁等: 8 9 # ;研究

过长春地区 出土胫骨
。

国外文献关于胫骨进行过研究的项目较少
。

国内研究过的项目较

全面
。

本文目的是按国内专家选定的项目对西安地区 出土的成人胫骨进行人类学研究
,

供

人类
、

考古
、

法医和医疗工作等应用参考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系西安地区 出土
,

根据全身骨骼特点进行过性别鉴定的成人骨骼 ∗。副
,

胫骨

# ∗ ∗ 根:男 ∗ ∗
,

女 ∗ ∗ ;
2

测量项 目共 # 项:见表 3;
。

测量方法按照人类学教科书 :Γ
≅ Α >  Χ ≅ Χ Η =≅ 336 Α ,

8 ! ∀;

和人体骨骼测量方法:昊汝康
、

吴新智
, 8 ! ;的方法进行

。

测量用 Γ≅Α > Χ 人类学测量仪

器
,

数据读到量具刻度的毫米或 ∗
4

! 度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4

睦骨的各项侧值
胫骨的各项线性测值

,

统计结果左右侧差不显著
,

故仅提 供左侧数据
,

而胫骨扭转

角左右侧差非常显著
,

故将两侧数据都提供
,

并按提供的数据探讨其性差
。

其结果详见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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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径骨各项侧> 值:单位 Ι 毫米或度;

侧侧别别 女女 男男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左左左 最小值值最大值值 均值值 标准差差标准误误最小值值 最大值值 均值值 标准差差标准误误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Δ Δ
。

888 #Δ
。

∀∀∀ Δ
。

Δ !!! # 8ΦΦΦ Δ 8 Δ ! #
4

∀∀∀∀∀∀∀∀∀∀∀∀∀∀∀∀∀∀∀左左左 # ∀999 Δ 9!!! Δ #Δ
。

ΔΔΔ #Δ
。

ΦΦΦ Δ
。

Δ # 9 ### Δ 9 Δ Φ #
。

888 9
。

ΔΔΔ #
。

! 888

左左左 # 丁 Δ ∀ ∀∀∀ Δ !
。

∗∗∗ # #
。

ΔΔΔ Δ
。

!!! # ∀!!! Δ ∀!!! Δ ΔΔ
。

999 9
。

ΔΔΔ #
4

! 888

左左左 # ΔΔΔ Δ 丁∗∗∗ 8
。

ΦΦΦ !
。

!!! ∗
。

∀999 ΦΦΦ 9 333 ∀Φ
4

9
。

ΦΦΦ #
。

∗∗∗

左左左 ! 999 丁888 Φ #
。

999 Δ
。

888 ∗
。

! !!! Δ 888 ! 333 Φ !
。

888 Δ
。

999 ∗
。

! ΦΦΦ

左左左 Δ ΔΔΔ ! ∗∗∗ Δ
4

ΔΔΔ Δ
4

∗
。

! Δ ### Φ ∀∀∀ Δ 8
4

∗∗∗ #
。

888 ∗
。

Φ

左左左 # 888 Φ !!! Φ Δ
。

999 Φ
。

ΦΦΦ ∗
4

### Φ ! ### Φ ∀
4

888 #
4

888 ,
。

Φ

左左左 Δ ΔΔΔ ! ∗∗∗ Δ Φ
。

### Φ
。

999 ∗
4

999 # 999 Φ ΔΔΔ Δ ∀
4

ΔΔΔ #
。

ΦΦΦ ∗
。

Δ ΦΦΦ

左左左 # ΦΦΦ Φ 333 # 9
。

!!! Δ
。

888 ∗
。

! !!! # Δ 888 Δ #
4

#
。

888 ∗
。

Φ

左左左 # ∗∗∗ Δ ,, #
。

... #
4

∗
4

Δ ∀∀∀ 3 888 # 999 # Δ
。

### #
4

∀∀∀ ,
。

Δ 999

右右右 # Φ
。

ΦΦΦ ∀
4

999 3
。

∗∗∗ ! 888 9 ∗∗∗ ∀ ∗
4

∀∀∀
。

888 ∗
4

# ∀∀∀

ΦΦΦΦΦ ∀ ∀∀∀
4

999
4

ΦΦΦ ∗
。

8 Δ ##### Φ
。

999 ,
。

999

####### #
。

!!! # #
。

333 9
。

333 3
。

!!! !!! Δ ∀∀∀∀∀∀∀∀∀∀∀∀∀∀∀∀∀∀∀∀∀ 3
。

###Δ 8
。

∗∗∗∗∗∗∗∗∗∗∗∗∗
。

∀
。

888 ,
。

8 888

###################
。

ΔΔΔ ∀
4

∗∗∗∗∗

表 # 径 4 全长
、

跳裸长和生理长的分布

长长 度度 胫骨全长长 裸 蹂 长长 生 理 长长

:::毫米 ;;;;;;;;;;;;;;;;;;;;;;;;;;;;;;;;;;;;;;;;;;;;;;;;;;;;;;;;;;;;;;;;;;;;;;;;;;;;;;;

男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例例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 ∗∗∗ 一:#
4

∗ ;;; .:#
4

∗ ;;; :#
4

∗ ;;; :#
4

∗ ;;; 3:#
4

∗ ;;; :#
4

∗ ;;;
### 丁∗∗∗ ∗∗∗ ∗∗∗ ∗∗∗ Φ :9

4

∗ ;;; ∗∗∗ Δ :
4

∗ ;;;

### 9 ∗∗∗ :#
4

∗ ;;; Δ〔
4

∗ ;;; ∗∗∗ # :Φ
4

∗ ;;; ∗∗∗ Δ :
4

∗ ;;;

### 8 ∗∗∗ Δ :
4

∗ ;;; Φ :9
4

∗ ;;; Φ:!
4

∗ ;;; ∀: Φ
·

2 ;;; Δ:
4

∗ ;;; ∀: Φ
4

∗ ;;;

ΔΔΔ ∗ ∗∗∗ 丁: Φ
·

2 ;;; : #
4

∗ ;;; : #
4

∗ ;;; 9 :
4

∗ ;;; : #
4

∗ ;;; : #
4

∗ ;;;

ΔΔΔ ∗∗∗ ! : ∗
4

∗ ;;; 8 : 9
4

∗ ;;; : #
4

∗ ;;; 丁: Φ
4

∗ ;;; !: ∗
4

∗ ;;; 9 :
4

∗ ;;;

ΔΔΔ # ∗∗∗ 3 , :Δ ∗
4

∗ ;;; 9 :
4

∗ ;;; , 又Δ ∗
4

∗ ;;; 9 :
4

∗ ;;; :Δ #
4

∗ ;;; 9 :
4

∗ ;;;

ΔΔΔ Δ ∗∗∗ :##
4

∗ ;;; : #
4

∗;;; :# #
4

∗ ;;; 9:
4

∗ ;;; :# #
4

∗ ;;; 8 : 9
4

∗ ;;;

ΔΔΔ Φ∗∗∗ Φ :9
4

∗ ;;; 夕: Φ
4

∗;;; , : ∗
4

∗ ;;; #:Φ
4

∗ ;;; !: ∗
4

∗ ;;; #:Φ
4

∗ ;;;

ΔΔΔ ! ∗∗∗ # :Φ
4

∗ ;;; Δ :
4

∗ ;;; :#
4

∗ ;;; #:Φ
4

∗ ;;; 3:#
4

∗ ;;; #:Φ
4

∗ ;;;

ΔΔΔ ∗∗∗ 3:#
4

∗ ;;; : #
4

∗ ;;; :#
4

∗ ;;; :#
4

∗ ;;; #:Φ
4

∗ ;;; ,,,

ΔΔΔ ∀∗∗∗∗∗ # :Φ
4

∗ ;;;;;;;;; 3:#
4

∗ ;;;

ΔΔΔ 9∗∗∗∗∗∗∗∗∗∗∗∗∗∗∗

ΔΔΔ 8 ∗∗∗∗∗∗∗∗∗∗∗∗∗∗∗

合合计计 ! ∗: ∗ ∗
4

∗ ;;; ! ∗: ∗∗
4

∗ ;;; , ∗ : ∗ ∗
4

∗ ;;; !∗ : ∗ ∗
4

∗ ;;; !∗ : ∗ ∗
4

∗ ;;; , ∗: ∗ ∗
4

∗;;;

; 胫骨长度的三项测值 由表 可见胫骨全长 :两裸长;最大
,

骸踩长其次
,

生理长

最小
。

由 > 值判断性差
,

自由度为 !∗
,

查 > 分配表
, > Κ #

4

∗ 差异不显著
,

#
4

∗ Κ > Κ #
4

9

差异显著
, > Λ #

4

9 差异非常显著 :以下分析均用此标准 ;
,

可见三种长度的性差都非常

显著
。

径骨全长的 > 值最大
,

解踩长其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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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Δ 中国人裸裸长和美国白种人径骨长左右侧关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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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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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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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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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

‘

∗

Ν
’“ ,

左Κ 右

Ο
”

Ο
, ‘

’

。, .
’

Ο
:, 9

4

。,

Ν
‘,

’

‘

Ν
’‘

’

9

左一右 ”:, ,
‘

。,
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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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Φ 径骨上段宽的分布

宽宽度:毫米;;; 男男 女女

例例例数:ϑ ;;; 例数:ϑ ;;;

!!! 999 # :礴
·

2 ;;; Δ:
4

∗ ;;;
∗∗∗ ∗∗∗ Δ:

4

∗ ;;;

### Δ :
。

∗ ;;; Δ :
4

∗ ;;;

ΦΦΦ 9:
4

∗ ;;; : #
·

∗ ;;;

∀: Φ
4

∗ ;;; # :Φ
4

∗ ;;;

999 Δ :#
4

∗ ;;; 3:#
4

∗ ;;;

∀∀∀ ∗∗∗ ! : ∗
4

∗ ;;; # :# Φ
4

∗ ;;;

∀∀∀
,,

∀ : Φ
4

∗ ;;; ∀: Φ
4

∗;;;

∀∀∀ ΦΦΦ !:一∗
4

∗ ;;; 9〔
4

∗ ;;;

∀∀∀ #:Φ
4

∗ ;;;

∀∀∀ 99999 Δ :
4

∗ ;;;

999 ∗∗∗∗∗∗∗

合合 计计 ! ∗: ∗ ∗
4

∗ ;;; ! ∗:.Π 2
4

2 ;;;

为了进一步探讨胫骨长度的性差
,

将三种长度的分布列于表 # 。 散踩长为活体测量

胫骨长的方法
,

将其按左 Λ 右
,

左 Κ 右
,

左 Θ 右分类统计列于表 Δ ,

并将其与美国白种人胫

骨长的左右侧关系资料进行对比
。

# ; 胫骨各横
、

矢径和周长 胫骨各横
、

矢径和周长由表 的 > 值判断
,

其性差均非

常显著
。

其中
Ρ
值最大者为下段宽

,

再依次为滋养孔平面最大矢径
,

体最小周径
,

上段宽
,

滋养孔平面最大横径
,

上内侧
,

上外侧关节面矢径和下段矢径
。

将胫骨各横
、

矢径和周长的分布
,

按其长度相接近者合为一表
,

列于表 Φ一 92

胫骨的各项线性测值虽性差都非常显著
,

但结合表 # 、Φ一 9 的分布来看
,

其男女性分

布的重叠范围均很大
。
其中 > 值最大的下段宽男女分布重叠范围占 98 多

,

其中重叠范 围

最小的上段宽也 占 9 多
。

一般说来
,

分布于男女性重叠范围以外的数据
,

用来鉴定性别

较为可靠
,

用重叠范围内的数据来鉴定性别需结合其他特征
。

胫骨的长度
,

横矢径 和周长

等两性重叠范围都很大
,

故单用某一项指标准确鉴定性别是有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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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径4 上内侧和上外侧关节面矢径的分布

长长度:毫米;;; 上内侧关节面矢径径 上外侧关节面矢径径

男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例例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 999 3:#
4

∗ ;;; 3:#
4

∗ ;;; Δ :
4

∗ ;;; Δ :
4

∗ ;;;
ΔΔΔ ∗∗∗ Φ:9

4

∗ ;;; .:#
4

∗ ;;; Δ :
4

∗ ;;; Φ :!
4

∗ ;;;

ΔΔΔ ### Δ :
4

∗ ;;; .:#
4

∗ ;;; 8 : 9
4

∗ ;;; Δ :
·

∗ ;;;
ΔΔΔ ΦΦΦ Δ:#

4

∗ ;;; ∗:# ∗
4

∗ ;;; Δ :#
4

∗ ;;; ∗ :# ∗
4

∗ ;;;

ΔΔΔ 3 , :Δ ∗
4

∗ ;;; : #
4

∗ ;;; Φ :# 9
·

2 ;;; 丁: Φ
4

∗ ;;;

ΔΔΔ 999 9 :
。

∗ ;;; 9 :
4

∗ ;;; ∀: Φ
4

∗ ;;; Φ :# 9
4

∗ ;;;

ΦΦΦ ∗∗∗ : #
4

∗ ;;; 8 : 9
4

∗ ;;; ∗∗∗ ! : ∗
4

∗ ;;;
ΦΦΦ ##### 9 :

4

∗ ;;; .:#
4

∗ ;;; Φ :9
4

∗ ;;;

ΦΦΦ ΦΦΦΦΦ ! : ∗
4

∗ ;;;;;;;
ΦΦΦ 3:#

4

∗ ;;;;;;;

ΦΦΦ 99999999999

!!! ∗∗∗∗∗∗∗∗∗∗∗

合合 计计 ! ∗ : ∗ ∗
4

∗ ;;; ! ∗ : ∗ ∗
4

∗ ;;; ! ∗ : ∗ ∗
4

∗ ;;; ! ∗ : ∗ ∗
4

∗ ;;;

裹 ‘ 径骨滋养孔平面横径
、

矢径和下段矢径的分布

长长度:毫 米;;; 滋养孔平面横径径 滋养孔平面矢径径 下段矢径径

男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例例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333 :#
·

∗ ;;; Φ:9
4

∗ ;;; # :Φ
4

∗ ;;; # :Φ
4

∗ ;;; Δ :
,

∗ ;;; Δ:
4

∗ ;;;

999 8 : 9
4

∗ ;;; :# #
4

∗ ;;; 9 :
4

∗ ;;; Δ :
4

∗ ;;; ∗∗∗ Δ:
4

∗ ;;;

### ∗∗∗ 9 :Δ
4

∗ ;;; Φ:# 9
4

∗ ;;; ∗ :#∗
4

∗ ;;; 9:
4

∗ ;;; ,,, Φ :9
4

∗ ;;;

### ### ∀:Δ Φ
·

∗ ;;; :# #
4

∗ ;;; Φ :# 9
4

∗ ;;; 9 :
4

∗ ;;; 9:
4

∗ ;;; 丁: ΕΦ
4

∗ ;;;

### ΦΦΦ Φ :9
4

∗ ;;; !: ∗
4

∗ ;;; # :# Φ
·

∗ ;;; !: ∗
4

∗ ;;; ∗:# ∗
4

∗ ;;; # :Φ
4

∗ ;;;

### :#
4

∗ ;;; , : ∗
·

∗ ;;; Δ :
·

∗ ;;; :# #
4

∗ ;;; 8:Δ 9
4

∗ ;;; Φ :9
·

∗ ;;;

### 9999999 3:#
4

∗ ;;; ∀: Φ
4

∗ ;;; 8 : 9
·

∗ ;;; #:# Φ
4

∗ ;;;

ΔΔΔ ∗∗∗∗∗∗∗∗∗ : #
4

∗ ;;; 3:#
4

∗ ;;; :# #
4

∗ ;;;

ΔΔΔ ############# Φ :9
·

∗ ;;;

ΔΔΔ 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Φ

ΔΔΔ

ΔΔΔ 999999999999999

ΦΦΦ ∗∗∗∗∗∗∗∗∗∗∗∗∗∗∗

ΦΦΦ ###############

合合计计 ! ∗: ∗ ∗
4

∗ ;;; ! ∗ : ∗ ∗
4

∗;;; ! ∗ : ∗ ∗
·

∗ ;;; ! ∗: ∗ ∗
4

∗ ;;; , 2:一∗ ∗
4

∗ ;;; ! ∗: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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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睦 4 下段宽的分布

宽度:毫米;

男 Ο 女

例数:ϑ ; 例数:ϑ ;

Δ #

Δ Φ

Δ

Δ 9

呼∗

Φ #

呼Φ

Φ

Φ 9

! ∗

! #

合 计

3:#
4

∗ ;

# :Φ
4

∗ ;

! : ∗
·

2 ;
9 :

·

2 ;

# :Φ #
4

∗ ;

:# #
4

∗ ;

# :Φ
4

∗ ;

3:#
4

∗ ;

∗

! : ∗
·

∗ ;

Δ:
4

∗ ;

, : ∗
4

∗ ;
=:

4

∗ ;

夕: Φ
4

∗;
∗:# ∗

4

∗;
=:#

4

∗;

Δ:
4

∗ ;

! ∗ : ∗∗
4

∗ ; ! ∗ : ∗ ∗
4

∗ ;

裹 9 胫骨体最小周径长的分布

长度:毫米;

例数:ϑ ; 例数〔ϑ ;
’

Φ ,
’

Ν
一

:#
·

。;

月吕 ∗

# :Φ
4

∗ ;

3:#
4

∗ ;
Φ :9

·

2 ;
! : ∗

4

∗ ;

Φ :# 9
4

∗ ;
Φ :# 9

4

∗ ;
! : ∗

4

∗ ;

! : ∗
4

∗ ;

Φ :9
4

∗ ;

Φ:9
4

∗ ;

: #
4

∗ ;
Δ :

4

∗ ;
∗ :# ∗

4

∗ ;

Δ :
4

∗ ;

丁: Φ
4

∗ ;

8 : 9
4

∗ ;
# :Φ

4

∗ ;
3:#

·

∗ ;

Φ,了Χ一‘ !,,∀∀‘#。七甘∃∀,亡#‘ 
%
匕矛&产∋哟,(内子了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径骨扭转角 胫骨扭转角的性差
0
值见表 ∀ ,

说明无论左侧还是右侧性差都不显

著
。

但其左右侧差非常显著
, 1
值女性为 /

,

∋ ∀ ,

男性为 /
,

斗2 。 女性左侧平均值为 ∀∋
,

2 土 ∋, 斗

度
,

右侧为 ∃∃
,

∀ 士 2
,

∀ 度
,

男性左侧为 ∀ ∋
,

∀士 3
,

4 度
,

右侧为 ∃∀
,

/ 士 3
,

+ 度
,

两性都是右侧大

于左侧
。
结合胫骨扭转角的分布 ∗ 见表 4 −

,

两性扭转角右侧为 4一 /+ 度者占 4∃ 5
,

左侧为

/一∃6 度者占 4/ 5
。

胫骨扭转角的差异较大
。

∃, 睦骨的各项指数

胫骨指数 一 滋养孔平
面最大横径 ∗ 4 , −

滋养孔平面最大矢径 ∗ 2。−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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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径骨扭转角的分布

扭扭转角:度;;; 左左 右右

男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例例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例数:ϑ ;;;

33333 #:Φ
·

∗ ;;; :#
4

∗ ;;; 3:#
4

∗ ;;; 3:#
4

∗ ;;;

ΔΔΔΔΔ : #
4

∗ ;;; #:Φ
·

∗ ;;; ∗∗∗ 3:#
4

∗ ;;;

Δ :
4

∗ ;;; ! : ∗
4

∗;;; Φ :9
·

∗ ;;; ∗∗∗

88888 Δ :
4

∗ ;;; ! : ∗
4

∗;;; Φ :9
·

2 ;;; Φ :!
4

∗ ;;;

...### Φ:9
4

∗ ;;; ! : ∗
·

∗ ;;; ! : ∗
·

;;; Φ :!
4

∗ ;;;
333 !!! #:# Φ

4

∗ ;;; Δ :
·

∗ ;;; # :#Φ
4

∗ ;;; Δ :
·

∗ ;;;

333 999 : #
4

∗ ;;; ! :Δ ∗
4

∗ ;;; : #
4

∗ ;;; 丁: Φ
4

∗ ;;;

### 333 : #
4

∗ ;;; ∀: Φ
4

∗ ;;; 丁: Φ
4

∗ ;;; ∀: Φ
4

∗ ;;;
### ΦΦΦ Φ:9

·

∗ ;;; ∀:一Φ
4

∗;;; !: ∗
·

∗ ;;; ∀: Φ
·

2 ;;;

### ∀∀∀ :#
4

∗ ;;;;; Δ :
·

2 ;;; : #
4

∗ ;;;

ΔΔΔ ∗∗∗ Δ :
4

∗ ;;;;; # :Φ
·

∗ ;;; ∀: Φ
4

∗ ;;;

ΔΔΔ ΔΔΔΔΔΔΔ 一〔#
4

∗ ;;; # :Φ
4

∗ ;;;

ΔΔΔ ,,,

ΔΔΔ 888888888 3:#
4

∗ ;;;

合合 计计 ! ∗ : ∗ ∗
4

∗ ;;; ! ∗ : ∗ ∗
4

∗ ;;; ! ∗ : ∗ ∗
4

∗ ;;; ! ∗ : ∗ ∗
4

∗ ;;;

表 ∗ 胫骨的各项指数值

侧别

最小值Ν最大值 标准误Ο最小值 Ρ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Ο标准误

性羞

> 值

径骨指数

长厚指数

径股指数

左 Ν! 9
4

9 # 9 #
4

∀ 9 ∀
4

∗ ∗∗

# Φ
4

Φ

均均值值 标准差差

∀∀∀ #
4

Δ ΦΦΦ !
。

!888

### ∗
。

∗∗∗ 3
。

ΔΔΔ

∀∀∀ ∀
4

,, 3
。

9

∗
4

∀ ,

∗
4

! 8
4

Δ 9

!
。

Δ #Δ
。

∗!

∀ Φ
4

Φ

8
。

8 ∗

∀
4

∗8

4

!

4

9 ∗

#
4

! ∀

9
。

Φ! ∗
4

# ∀#
4

8 ! 9
4

! ∀
4

9 Φ 8Δ

∗
。

# #

∗
4

# ∀ ∗
4

9 Δ

,‘通,ΣΤΥ、,几脚」

左左

表 8 胫, 指数分级的分布和资料对比

本 文 杜韵磺等∗ 昆明 −

指 数 男

∗ 西安−

女 男女 男女

侧数∗5 − 侧数 ∗5 − 侧数∗ 5 − 侧数∗ 5 −

超 扁胫型

扁胫型

中胫型

宽怪型

7 一 . 6
。

4

. .
,

+一∋ ∃
。

4

∋ /
,

+一 ∋ 4
,

4

3 +
,

+一 7

9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
,

+ −

+

∋ ∗ ∋
,

+ −

∃ / ∗ ∃ /
,

+ −

3 ∃∗ 3 ∀
,

+ −

:〔+
,

. −

4∗ 6
,

, −

. 6 ∗ ∃丁
,

+ −

∀/ ∋∗ ∋ 2
,

+〕

∃∗ +
,

/ −

6 4 ∗ ∋
,

. −

∃ ∀ ∃∗ ∃2
,

. −

6 2义∋冲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男男女女

侧侧数 ∗5 −−−

∃∃∃ ∗ ∀
,

+ −−−

∀∀∀ ∀∗ ,
,

. −−−

... 2 ∗ ∃ 4
,

+〕〕

∀∀∀ ∃ 4 ∗ ∋ 6
,

, −−−

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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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径股指数分级的分布及资料对比

指指指 数数 本 文 :西 安;;; 张万仁等:长春;;;

男男男男男 女女 男女女 男女女

侧侧侧侧数:ϑ ;;; 侧数:肠;;; 侧数:肠;;; 侧数:ϑ ;;;

短短胫型型 ς 一 9 #
。

888 ∗ ∗: ∗ ∗
4

∗ ;;; ∗∗ : ∗ ∗
4

∗ ;;; # ∗∗ : ∗ ∗
4

∗ ;;; 8 8 :8 8
4

! ;;;

长长胫型型 9Δ
4

∗ 一 ςςς ∗∗∗ ∗∗∗ ∗∗∗ 3:∗
4

, ;;;

合合 计计 ∗ ∗: ∗ ∗
4

∗ ;;; ∗ ∗ : ∗ ∗
4

∗ ;;; # ∗ ∗ : ∗ ∗
4

∗ ;;;;;

表 Δ 径骨长厚指擞分级的分布及资料对比

指指指 数数 本 文 :西 安 ;;; 杜韵磺等:昆明;;;

男男男男男 女女 男女女 男女女

侧侧侧侧数:ϑ ;;; 侧数:ϑ ;;; 侧数:ϑ ;;; 侧数:ϑ ;;;

超超细胫型型 ς 一 ∀
。

888 ∗∗∗ Δ : Δ
4

∗ ;;; Δ :
4

! ;;; Φ Δ:!
4

∀ Δ ;;;

细细胫型型 9
。

∗一# ∗
4

,, ∗ : ∗
4

∗ ;;; !8 :! 8
4

∗ ;;; 8 :! ,
4

, ;;; # 9:Δ !
·

∀Δ ;;;

粗粗胫型型 #
。

∗一# Δ
4

888 Δ 9 :Δ 9
4

∗ ;;; # 9〔# 9
4

∗ ;;; :Δ Δ
4

∗ ;;; Δ Δ 8:Φ !
4

# ∗ ;;;

超超粗胫型型 #Φ
。

∗ 一 ςςς # :#
4

∗ ;;; ∗∗∗ # :
4

∗ ;;; ∗ ∗: Δ
·

Δ Δ ;;;

合合 计计 ∗ ∗ : ∗ ∗
4

∗ ;;; ∗ ∗: ∗ ∗
4

∗ ;;; # ∗ ∗ : ∗ ∗
4

∗ ;;; ∀ , 。: ∗ ∗
4

∗ ∗ ;;;

长厚指数 Θ
体最 小周径 :32 7 ;

散踩长 :37 ;
ς ∗ ∗

胫股指数

龚最着粼
且 “ ∗∗

由表 ∗ 见胫骨指数均值女性大于男性
,

但由 > 值说明性差不显著
。

长厚指数女性小

于男性
,

由 > 值说明性差显著
。
胫股指数两性几乎相等

、

性 差不显著
。

胫骨指数和胫股指数的分级按马丁分级法统计列于表 Χ 和 # 。

长厚指数分级按杜

韵瑛等的分级法统计列于表 Δ 。 并将有关资料列于同表进行对比
。

胫骨指数
,

西安
、

长春和昆明地区资料都是宽胫型最多
,

中胫型其次
,

扁胫型少见
,

超

扁胫型最少见
。

女性宽胫型较男性 多
。

胫股指数西安和长春地区都属短胫型
。

长厚指数

西安细胫型最多
,

而昆明地区粗胫型和超粗胫型之和占 ! 9
4

!Δ 多
,

即粗胫型最多
。

男性粗

胫型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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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本文对西安地区出土的现代人胫骨进行了 # 项测量
,

各项的均值和变异值列于表
。

各项线性测量的性差非常显著
,

但其两性分布重叠范围很大
。

胫骨扭转角的性差不显

著
,

而左右侧差非常显著
,

右侧大于左侧
,

男女两性右侧为 8一Δ∗ 度者 占 8# 务
,

左侧为 Δ一

# Φ 度者占 8 Δ沁
。

径骨各项指效的均值和变异值列于表 ∗ 。 长厚指数性差显著
,

男性大于女性
。

男性

粗胫型较女性多见
。

西安地区细胫型多见
,

昆明地区粗径型多见
。

胫骨指数性差不显著
。

胫股指数两性几乎相等
,

西安和昆明地区都属短胫型
。

:Ω 8 ! 年 Δ 月 呼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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