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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学生中从膝部长骨干髓融合推

算身高与年龄的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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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根据西安市 9 : 9 名学生的活体测量和 ∀ : 例的 ; 线拍片观察
,

得出了应用膝部 长

骨的干髓融合程度及某些线性度量推算身高与年龄的三十个回归方程和相应的误差
,

同时
,

对

得出的方程进行了讨论
2

判断死者的身高与年龄问题
,

一直为法医学家和人类学家所重视
。

英国人类学家∗< =>
?

≅)Α 首先引用了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
。

王永豪 6 Β 7
,

陈世贤 6  Χ 7
,

郭井元 6  Χ7
,

邵

象清61  
+

9 7和莫世泰6  ∀ 7等都提供了不少用尸骨推算男性身高的一元或多元的回归方

程
。

但是
,

应用活体膝部长骨的于髓融合程度和某些线性度量
,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6了

士最
,

 7
·

推算男
、

女两性的身高与年龄
,

尚未查到文献根据
。

本文在 9 :9 例活体测

量和 ∀: 例不线片观察的基础上
,

应用电子计算机得出三十个应用膝部长骨的干髓融合

程度和某些线性度量推算男
、

女身高与年龄的回归方程并列出了应用范围和误差
,

帮助法

医从死者残肢推测年龄与身高
,

给法医及人类学工作者等提供推算身高与年龄的一种方

法
。

对 象 与 方 法

选择西安市出生长大的各大学和部分中小学的汉族学生
,

男性 Χ 一9 9 岁
,

女性 一

9 岁
,

发育与营养正常百体检确认身体健康
。

根据活体测量的资料和 Δ 线片观察
,

按照数量化理论 6董文泉
, Β 7

,

对一些定性

指标进行数量化处理
,

把 Δ 线片表现完全融合的定为 9, 未全融合的定为
,

未融合的定

为 Χ ,

然后输人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

得出相应的回归方程和误差
。

为了解各回归方程 的使用价值
,

本文还对回归方程进行了检验
。

把用于检验的每例

已知的数据分别代入相应的回归方程
,

算出每一例的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

再求出它们的

7 该文是在张怀蹈教授和党汝霖副教授指导下完成的
。



∀ 期 席焕久 Ε 西安市学生中从膝部长骨干髓融合推算身高与年龄的回归方程 9 : !

均值
。

’

应用时
,

只要拍摄几张膝关节前后位的Δ 线片
,

经过读片确定融合等级
,

然后代人相

应的方程中
,

或把测得的部分肢体的长度直接代人相应的方程
,

即可推算出身高与年龄
。

结 果

推算身高与年龄的回归方程见表
, 9 。

表 1 由 ΦΓ
、

% 气 ‘ 触合程度
、

径骨点垂距 6% =7
、

足高 6Φ句
、

大腿长 6+Α 7
、

小砚长 6≅ 4 7 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

性性 别别 例 数数 回 归 方 程程 相关系数数 绝对误差差 相对误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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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9 中可以看出

Ε

2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

由胫骨点垂距推算身高时
,

其估计值与实际值比较接近
。

因

而
,

用胫骨点垂距推算身高不仅方便
,

而且较为准确
,

女性尤其如此
。

9
2

由 Μ≅ 的融合程度推算年龄时
,

估计值接近实际值
。

所以
,

用 Μ≅ 的融合程度推算男
、

女两性年龄较好
,

且男性比较准确
。

∀
2

从得出的回归方程来看
,

无论推算身高还是年龄
,

也不管男性还是女性
,

用逐步回

归方程推算得出的估计值比较接近实际值
。

这说明
,

用逐步回归方法优于一元线性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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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9 由 ΦΓ
、

% 。 、

Μ2 触合程度
、

身高 6∋ 7 坐高 6≅ Π 7 推算年龄的回归方程

‘‘

性 别别 例 数数 回 归 方 程程 相关系数数 绝对误差差 相对误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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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一年龄的估计值 冷一身高的估计值

表
、

9 中的各相关系数都做了显著性检验
,

其显著性水平皆为 Τ 《 。
·

ΧΧ Ε 绝对误差 , 实际值一估计值

相对误差一去嚷罐毕
Λ
示逐步回归方程

Φ玉一股骨下端 % ≅一胫骨上端 Μ≅ 一胖骨上端

讨 论

2

骨的干骼融合时间受多种因素影响
,

地区因素就是其中之一 6# ΑΟ <> ≅<Α
,

:  8 席

焕久
,  ϑ 7

。

因为本文材料来自西安市
,

故回归方程亦适于西安市
,

其性别与年龄也只

限于表上规定的范围
。

是否适于其它地区
,

因未找到可比材料
,

尚不能做出结论
。

9
2

用胫骨点垂距 6%Γ 7 推算身高之所以比较理想是因为它 6%Γ 7 与身高之间的相 关 系

数较大
,

密切程度较高
,

因而得出的估计值比较接近实际值
。

∀
2

Μ≅ 的融合程度与年龄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
,

密切程度较高
,

因而能较好地反映男性

和女性的年龄情况
。

ϑ
2

逐步回归方程是从多个自变量中筛选出来的
,

被选人方程的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有

较大的作用
,

因而
,

建立的是
“

最优
邵
的回归方程 8此外

,

多个自变量共同影响因变量
,

其结

果当然比较理想
。

不仅如此
,

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可以充分运用观察材料所提供的信息
,

综合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

发现其中的规律
,

因而具有更多的优点
。

此外
,

本文用膝部长骨的干髓融合程度推算身高时
,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

各方程中自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
,

说明尚有其它因素对因变量起更大的作用
,

因不在

本文研究范围内而未被选入回归方程
。

本文承蒙昊恩惠教授
、

昊新智
、

胡琳
、

龚惠心副教授的指导与帮助
,

王一公讲师协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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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

林奇
、

贺建广等同志帮助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

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
。

6 ! , 年 月 Γ 夕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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