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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胸骨长度估算中国北方成年人

身高的回归方程

胡佩儒 赵志远
:锦州医学院解剖教研室 ;

关链词 胸骨 < 身高估算 < 回归方程

内 容 提 要

调查了中国北方 9 具:男  ∀
、

女  = ; 汉族成年人尸体身高
、

胸骨全长
、

胸骨柄长和胸骨休

长的均值
,

并计算了胸骨的长度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

除男性胸骨全长高度相关外
,

其余皆为中

度相关
。

由胸骨全长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式
,

较由脚骨柄长和胸骨体长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

式
,

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和较低的标准估计误差
。

由胸骨体长推算也较由胸骨柄长推算为佳
。

前 言

用回归方程推算身高
,

始于 >? 7≅ Α3Β : 9 ! ! ;
,

我国用骨的长度对身高的估计
,

最早于

 ! ! 年由 1Χ ?Δ ?Β Α3Β 对华北地区中国男性的研究
,  ! # ! 年又有王永豪等对西南地区中园

男性的研究
。

不过这都是用四肢长骨长度来推算身高
。

至于 由胸骨来估计身高
,

据所聋

到的文献只有 Ε Φ ΓΗΙΧ 于  9 !ϑ 年用过推骨和胸骨估计身高
。

关于国人的材料
,

只有最近

郑靖中等: ! 9 ∀ ;对西安市青年学生胸骨长与身长的关系的活体测量的报道
。

关于用干澡

胸骨长推算身高的回归尚未见报道
。

由胸骨长度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
,

对研究古人类学和

现代人类学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

特别是对法医工作者
,

则更有实用价值
。

鉴于不同年

代
、

种族
、

地区
、

性别或年龄的材料
,

其回归系数各不相同 :ΑΧ ?Φ 7≅Χ
,  !∀ ;

,

故将我们听

收集的中国北方汉族成年人尸体
,

计算了由胸骨长度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
,

为我国人类学

提供资料
,

为法医工作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数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主要是在北京
、

沈阳
、

锦州等地收集的 9 具 :男  ∀
、

女  = ;尸体
,

量取平卧身高
。

取下胸骨进行煮沸
、

修整
、

干燥后进行测量
。

用直角规根据吴汝康等: ! 9 ϑ ;编著的 《人本

测量方法》测量了胸骨全长
、

胸骨柄和胸骨体的长度
。

分别计算男
、

女的身高
、

胸骨全长
,

胸骨柄长和胸骨体长的均值
,

并计算出相关系数
,

然后又将男女合计的胸骨全长
、

胸骨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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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胸骨体长的均值求出与身高之间的相关系数
。

检验相关度的显著性
。

另外
,

以胸骨全长
、

柄长
、

体长为变数
,

分别求出估算尸体 身高的回归方程式
。

回归方程式是依据郭祖超等: ! = ;编著的 《医用数理统计方法》 中最小二乘方法算
,

计算公式 夕 Κ ΛΜ Ν 。士 Α 8
· 二 。≅Β

。

夕 为尸体身高的估计值 < Λ 为回归系数 < Μ 为变

< 7

为常数 :截距 ;< 18
· Μ 为实际测得的 Ο 值离从

二
推算而得的 夕值的标准估计误

出数差

结 果

测量 9 具尸体的身高及其胸骨的全长
、

柄长和体长的长度
,

其均值如表  所示
。

表  9 具尸体身高及脚骨各部长度的均值和标准差
5

:单位 Π 厘米;

项项 目目 性 另“

⋯⋯
均值 士标准误误 标 准 差差

:::::::戈士∀无;;; :Α;;;

尸尸体身高高 男男  寻
5

∗ ∗土  
。

∀ ###
5

ϑ  斗斗

女女女女  斗#
5

∀斗Ν  
5

∀ ∀ ∗∗∗ ∀
。

, ! ∗∗∗

合合合计计  ∀
5

= 士  
5

! = 999  ∗
。

∀ ===

脚脚骨全长长 男男  ϑ
5

= ϑ士 ∗
5

=∀    4
。

= ∗∗∗

女女女女  
5

∀士 ∗
。

 ϑϑϑ ∗
。

## ∗∗∗

合合合计计  =
5

=# 士 ∗
5

# === 4
。

ϑ月

胸胸骨柄长长 男男 ϑ
5

!= Ν ∗
5

 = !!! ∗
。

∀=

女女女女 ϑ
5

= 9士 ∗
5

∗ 9斗斗 ∗
。

= ∗    

合合合计计 ϑ
5

# 土 ∗
5

∗ !### ∗
。

∀  ∀∀∀

胸胸骨体长长 男男 !
5

∀ !土 ∗
5

∀ ∗
。

!!

女女女女 #
5

∗士 ∗
5

 ! ∗
。

!斗斗

合合合计计 9
5

#土 ∗
5

ϑ   /
。

# ϑϑϑ

Θ 男  ∀ , 女  =
∗

由胸骨全长
、

胸骨柄长和胸骨体长为变数分别与身高求出相关系数
,

如表 所示
。

表 脚 5 长度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项项 目目 性 别别 相 关 系 数数

胸胸骨全长长 男男 ≅ Ρ ∗
。

#  ∀ ###

女女女女 , 一 ∗
。

     

合合合 计计 犷 Κ ∗
5

∀ = ∗∗∗

胸胸骨柄 长长 男男 ≅ Ρ ∗
。

乡# 9 !!!

女女女女
护
一 ∗

。

弓 = ∗∗∗

合合合 计计
≅ Ρ ∗

。

#  

胸胸骨体 长长 男男 ≅ Ρ ∗
5

, !!!

女女女女 ≅ Ρ ∗
。

 

合合合 计计 ≅ Ρ ∗
5

9 = ! ∀∀∀

全部相关系数在 ∗
5

∀ =。一 ∗
5

9 =。之间
。 犷 在 ∗5 # 以上为高度相关

,

在 ∗
5

#一 ∗
5

ϑ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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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度相关
。

胸骨全长
、

胸骨柄长和胸骨体长三者之男女合计皆为高度相关
。

而男
、

女分

别计算
,

除男性胸骨全长为高度相关 :
Π Κ ∗

5

#  ∀ # ; 外
,

其余皆为中度相关
。

以胸骨全长
、

胸骨柄长和胸骨体长为变数分别与身高相计算
,

男
、

女及其合计
,

共得出

! 个回归方程
。

其回归方程式如表 = 所示
。

裹 = 由脚 5 长度推算身离的回归方程

性性 别别 方程式 夕Ρ ΛΜ Ν 。士Α扒Μ% ΣΣΣ

男男男 夕 Ρ =
5

, = ∗ 胸骨全长 Ν Μ ∗ #
5

‘∗ 士ϑ
5

ϑ ∀ % ΣΣΣ

女女女 夕 二 ϑ
5

斗 ∗ ∗ 胸骨全长 Ν ! =
5

= , ∗ ∗士 ϑ
5

∗ ∗ % ΣΣΣ

合合 计计 夕二
5

  # ! 胸骨全长 Ν # ϑ
5

∀ # ϑ  士 ∀
5

# # ! ?ΣΣΣ

男男男 夕 Ρ
5

! ∗ 胸骨柄长 Ν  = ∗
5

  ∀ ∗士 ,
5

斗 # ? ΣΣΣ

女女女 夕 Κ  ∗
5

弓牛= 胸骨柄长 Ν  ∗  
5

# ∀ = #土 ϑ
5

∀ ! ? ΣΣΣ

合合 计计 夕Ρ 一ϑ
5

 # ∗∗ 胸骨柄长 Ν ! ∗
5

 ϑ , 3土 #
5

= = ∀ ∗ ? ΣΣΣ

男男男 夕二 =
5

, ! 胸骨体长 Ν  ∀
5

∀ ϑ # #士 ,
5

咚∀ = 。ΣΣΣ

女女女 夕Κ ϑ
5

!= =, 胸骨体长 Ν  ∗
5

∗ = ϑ  士 ϑ
5

一∀ 。ΣΣΣ

合合 计计 夕Ρ
5

, ∗ 胸骨体长 Ν , ,
5

∀ ϑ ∗∗ 土 ,
5

# # ∗ 。ΣΣΣ

从男
、

女合计的胸骨长度推算身高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表明
,

胸骨全长较胸骨丙

长有较高的精度 :标准估计误差较小
, ∀

5

# # ! Τ #
5

= = ∀ ∗ ;
。

胸骨全长较胸骨体长有较低均

标准估计误差
,

且胸骨体长较胸骨柄长也有较低的标准估计误差
。

即胸骨全长和胸骨沐

长的标准估计误差都较胸骨柄长为低
。

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 灼
, Χ ,
值都在

5

∀ ! ϑ 以上
。

胸骨全长最高为 9
5

#   ,

全部 + 值都 Τ ∗5 ∗∀
,

且男女合计 + 值也都 Τ ∗5 ∗ ∗  
,

非常显著
,

说明胸骨长度与身高之 4可

存在着显著的密切关系
。

回归系教的显, 性检验

项 目 】 性 别 Λ 士几

胸骨全长

男

女

合计

=
5

! = ∗ 士  
。

∗ =

ϑ
5

ϑ ∗ ∗土  
5

# ∗

5

  # !土∗
5

# ∗ =

=
。

! ∀

。

∀  ∗

9
。

#   

> Τ ∗ 。 ∗ ∗∀

> Τ ∗
。

∗ ∀

> Τ ∗
。

∗ ∗  

扣一Υ卜ΥΥ巨卜Υ匕卜ΥΥ

脚骨柄长

男

女

合计

5

! ∗士
5

# ∗ ∀ 9
·

一∗
5

ϑ斗=  士ϑ
5

几

 ϑ
。

 #∗ ∗ 士
5

# = ! =

。

∀ ∀ ! 9
。

∀ ! ϑ

∀
。

 # 9

> Τ ∗
。

∗ ∀

> Τ ∗
。

∗ ∀

>Τ ∗
。

∗ ∗  

胸骨体长

男

女

合计

=
5

∀ !土 4
。

ϑ # #

斗
5

!= =∀ 士  
5

!  =

5

∀ ∗土 ∗
5

9 9 ∗

5

斗9  ∗

。

∀ # 9

#
。

9 # # ∗

>Τ ∗
。

∗ ∀

> Τ ∗
。

∗ ∀

> Τ ∗
。

∗ ∗  

讨 论

本文身高是测量尸体平卧身高
,

较直立测量法 :加+ ?≅ ΧΓςΑ 7
ΒΩ ( 7Ω Ω? Β ,

 !∀  ; 有一

定差距
。

另外尸体身高较活体约长 厘米左右 :& ?4 Ξ Ξ盛
,

 ! ∀ ∗ ;
,

因此本文所测得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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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直立测定法和活体测量都要稍大
。

骨在干燥后较新鲜骨稍短
,

所以本文所侧得的胸骨

数值
,

较新鲜骨稍小
。

所测尸体年龄多数为 ∗ 岁以上老年人
,

且年龄多为估计年龄
,

故未作年龄计算
。

本文所用材料既有男性又有女性
,

我们考虑到男
、

女性差较大
,

在法医鉴定上
,

若性别

尚不能确定时
,

可用男女合计之回归方程来推算身高
。

以胸骨长度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
,

胸骨全长为变数
,

其标准估计误差 :18
·

Μ; 较之

由胸骨柄长和胸骨体长推算身高的 18
,

Μ 为小 :∀
5

# # ! Τ #
5

= = ∀ ∗ 和 ∀5 # # ∗ ;
。

以胸骨体

长为变数较胸骨柄长为变数推算身高的 Α8
,

二 为小 :∀
5

# # ∗ Τ #
5

= = ∀。;
。

由从实际测得的 Ο 值离从 Μ 推算而得的 夕值的标准估计误差来看
,

经过计算所得的

! 个方程
,

在实际应用时
,

如果能区分男女性别
,

当然分别以男或女的方程来求得为好
,

如

果性别分不清时
,

可以男女合计的公式来求得
。

对整个胸骨各部来说
,

以胸骨全长长度为变数
,

由公式代出的估计身高较为接近实

际
,

也就是标准估计误差最低
。

其次是以胸骨体长亦较胸骨柄长为佳
。

在使用回归方

程时
,

Ψ− 8Ω 和 & ≅?Δ 3≅ : ! ∀ = ; 主张由所得不同公式之平均值求出
。

但经过 & ≅3 ΧΧ?
≅ 和

.4 ?Α ?≅ : ! ∀ 9 ; 证实
,

使用求得的回归公式以选择标准估计误差最低的公式计算为佳
。

根据 1Χ ?Φ 7≅ Χ : ! ∀ ; 指出
,

估计身高的回归方程式
,

其结果乃是一个概数
,

与每个真

实的个体实测身高还有一定差距
。

由于本文的年龄为估计年龄
,

多为 ∗ 岁以上 ∗ 年代

Π日社会成长的老年人
,

故年代和年龄都未做计算
。

本文计算了不同性别的胸骨长度
,

两性

间有明显的差异
,

其标准估计误差男女也有一定差别
,

经过计算男皆大于女
,

胸骨全长为

ϑ
5

ϑ 9 Ζ ϑ
5

∗ ∗
,

胸骨柄长 为 ∀
5

ϑ # Ζ ϑ
5

9 !
,

胸骨体长为 ∀
5

ϑ 9 = Ζ ϑ
5

 9 。

由本文的胸骨与四肢骨推算身高相对比
,

王永豪等 :  ! # ! ; 的四肢骨长与身高的相关

系数在 ∗
5

#  ! 一 ∗
5

9 ϑ ! 之间
,

而本文的胸骨长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

除胸骨全长和胸骨体长的

男女合计分别为 ∗
5

9 = ∗ 和 ∗
5

9 = ! ∀ 外
,

其余乃在
5

∗ ∀ = ∗一 ∗
5

#  ∀ # 之间
,

大部小于四肢骨长

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

本文 由胸骨计算的标准估计误差在 ϑ
5

 9 一#
5

= = ∀ ∗ 之间
,

远远大于

王永豪等 : ! # ! ;由四肢骨计算的在 =
5

9 一 ϑ
5

ϑ∗ 之间和 1Χ 。
·

?Β Α3Β : ! ! ; 由四肢骨计算的

在  
5

9 ∗  一
5

9 ! ∗ = 之间
。

将本文胸骨全长与身高的相关系数同郑靖中等: ! 9 ∀; 活体测量的胸骨长与身 长的相

关系数相对比
,

本文相关系数男性为 ∗5 #  ∀#
,

女性为 ∗5    
,

皆高于郑靖中等: ! 9 ∀ ;各不

同年龄组的相关系数
,

其男性最高为 ∗5 ∀ = = 9< 最低为 ∗5 = 9 ϑ# ,

女性最高为 ∗
5

= ϑ 9
,

最低为

∗
5

 = # = 。

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
,

本文男性胸骨全长为 ϑ5 ϑ 9
,

女性为 七 ∗ ∗ ,

皆较低

于郑靖中等: ! 9 ∀; 对西安市青年学生活体测量的各不同年龄的胸骨长的推算
,

其男性最

低为 ϑ5 #∗ < 最高为 ∀5 ∀
,

女性最低为 ϑ
5

9 < 最高为 ∀
5

= ϑ 。 本文之干燥胸骨全长较郑靖中

等: ! 9∀; 的活体测量胸骨长推算身高
,

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和较低的标准估计误差
。

: ! ∀ 年 4 月 ∀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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