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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 分 裂颧 骨 的 观 察

李 应 义

8宁夏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9

关键词 颧骨

内 容 提 要

观察了 : ,, 个成人颅骨
,

不完全二分颧骨的出现率最高
,

完全二分颧骨次之
,

三分颧骨最

少
。

不完全二分颧骨各缝的出现率不同
,

其中以后水平缝多见
,

前水平缝次之
,
全水平缝更

少
。

本文还对该骨出现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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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刚 吕

颧骨颊面
,

有时出现一
、

二缝合
,

而分该骨为二
、

三部者
,

则谓之二分颧骨 8< =74 > ?≅Α 26 >

ΒΑ+ ? Χ≅Α6 > 9 或三分颧骨 8< =7 4 > ? ≅Α2 6 > ≅Χ ΑΔ ? Χ≅Α6 > 9
。

此种异常
,

河北新医大编写的 88人体

解剖学》8 ! Ε Ε9及张岩所著《人体系统解剖学》8 ! #  9等教科书中
,

仅提到它的出现率
,

未

见作详细描述
。

而专题报道中国人这方面的资料者不多
。

国内有丁士海81Φ 19
、

李年珍

等8 ! # 夕9及宫少青等8 ! Γ , 9先后作过研究
。

国外有日本人中野
、

铃木及小金井等8转引自

西成甫
,  ! Ε 9作了这方面的研究

。

但未见有关西北地区的文献
。

本文研究 目的为西北地

区人体质调查积累点滴资料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利用银川地区收集的 : ,, 例 ,, 侧成人颅骨8未分性别9对颧骨的分部特征进行了全

面调查
。 在方法上

,

主要是根据年龄进行观察
,

按照颧骨骨上未愈合缝的特征
,

将颧骨的

变异分为两大类
。 凡系颧骨 内

、

外面未愈合缝完整的
,

命名为二分颧骨 Η 凡颧骨内面的骨

缝愈合
,

而外面的骨缝部分愈合
、

部分残留的
,

日不完全二分颧骨 Η在颧骨颊面有时 出现二

缝合者
,

日三分颧骨
。

不完全二分颧骨骨缝
,

由于存在的位置不同
,

区分为后水平缝
、

前水

平缝和全水平缝三种
。

依上述各项标准
,

把每一侧颧骨分部状况分别予以记录
。

最后经

过统计学处理探讨其在年龄和侧别之间的差异
。

出现率以颅数为计算单位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颧骨的分部8二分或三分颧骨9为一种变异状态
,

它和骨化中心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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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9 二 分 颧 骨

有不完全二分颧骨和完全二分颧骨之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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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二分倾骨

819 不完全二分颧骨出现率见表 1。

表  不完全二分硕骨出现率8按颅骨数计算9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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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以看出
,

不完全二分颧骨的出现率
,

在侧别间
,

单侧略高于双侧
。

但单侧左
、

右相接近
。

8: 9 不完全二分颧骨所显示的各种缝
,

同样既有双侧对称的
,

也有单侧不对称的
,

这

些缝仅只存在于颧骨外面
,

一

其内面却无痕迹可见
。

在 : ,, 个人颅中可见出现三种不同的

水平缝
,

出现率各有不同 8见表 : 9
Λ

衰 : 不完全二分茸骨各缝的出现率8按颅骨数计算9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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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平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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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水平缝 Λ 从表 : 可以看出
,

其出现率最高
。

后水平缝其所以存在
,

根据作者观

察结果与文献报道很可能是由于二分颧骨在胚胎发育时期愈合较晚
,

乃至为终生保留部

分
。

Π
5

前水平缝
Λ
从表 : 可以看出出现率比较低

,

笔者认为可能是二分颧骨较先发育的

部分
,

所以显示 出现率较低
。

%
5

全水平缝
Λ
从表 : 可见

,

出现率最低
,

而且仅限于单左侧
。

此种缝从观察和判断

其结果来看
,

很可能是终生保留下来
,

且显示出隐约可见二分颧骨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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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二分颧骨

有双侧对称的
,

也有单侧不对称的 8见表 9
。

表 完全二分衡骨的出现率8按颅骨数计算9Φ

例例 数数 双 侧侧 单 侧侧 双侧 十单侧侧

左左左 Μ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 Μ 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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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见完全二分颧骨的出现率较低
,

双侧稍高于单侧
,

但单侧左右经过
6
测验差

异不显著 86 Κ 。
5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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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人类二分颧骨的类型 & =+Τ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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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二分颧骨 Π Α1? ≅Τ Χ ? 1

Π
5

单侧二分颧骨 Ω Σ Α1? ≅ Τ Χ ? 1

4Υ ≅Ρ Τ < =7 4 > ? ≅Α2 6 玄Σ Β ΑΔ? Χ ≅ Α6 >

< =7 4 > ? ≅Α2 6 > Β ΑΔ? Χ ≅Α6 >

< =7 4 > ? ≅Α2 6 > Β ΑΔ? Χ ≅Α6 >

8二9 三 分 颧 骨

三分颧骨更少见
,

作者在 : ,, 例 钓 , 侧颅骨中仅发现右侧 : 例
,

占  
5

, 士 ,
5

#外
,

其分

裂形式除有水平缝外
,

还发现有垂直缝8见图 9
。

图 三分颧骨 < =7 4 > ? ≅Α2 6 > ≅Χ Α+ ? Χ ≅ Α6 >

综上所述
,

可见颧骨于胚胎发育初期是有 : 个或 个骨化点
,

但不久即合并为一个
。

如果 : 个或 个骨化中心点失去愈合
,

则分别形成二分颧骨和三分颧骨
。

8: ! # 年 ,月 ,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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