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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族颅骨某些角度的测量
‘,

王 汝信 鲍明新
3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4 3山东省聊城卫生学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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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1

本文对青岛地区出土的 已知性别成人领骨

的测量
,

并按测量结果进行了分型
。

∃
1

讨论了颅骨某些角的性别差异
。

提 要

6 斗例 3男  ∀ ,
女 , 4 进行了十六项角度

1

将所测结果与湖南资料进行了比较
,

发现多无差异
,
可能与同为汉族有关

。

关于国人颅骨角度的研究不多
,

结合性别的研究更少
。

对角度的测量方法
,

有人 3丁

士海
,

 ! 2 4 提出对不涉及法兰克福平面 37) 4 的角度可用直接测量计算法
。

为积累和

补缺国人资料
,

验证上述测量法
,

并为人类学
、

解剖学和法医学等研究提供数据
,

特进行本

研究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材料选 自青岛地区出土
、

已知性别3据墓碑记载4
、

较完整的成人颅骨 6# 个 3男  ∀
,

女  ∀  4
−

测量方法 8 按照 《人体骨骼测量方法》 3吴汝康等
,

 ! 9 ∀ 4 及《骨骼人类学纲要》 3贾

兰坡
,

 ! ∀斗4 所载
,

我们进行了十六个角的测量
。

其中与 7) 平面有关 的角有
8 前囱角

3:一;乙 7) 4
、

额侧面角 3< 一: 乙7) 4
、

中面角 3
=一 ∀ ∀匕7) 4

、

总面角 3
=
一>,匕7) 4 和

齿槽面角 3??一>, 乙 7) 4
。

测量前先用 ≅ − /?− = 氏定颅器将颅骨固定在 7) 平面上
,

然

后用附着式量角器安装在直脚规上
,

对准各角的两个测点进行直接测量
,

其余十一个角
,

即颧上领角 3ΑΒ= 一
?? 艺?? 一

Α < 4
、

额角 3< 一 : 乙:一−> 4
、

鼻颧角 3Χ<
。一 = 乙 =一Χ,= −4

、

上面三

角即 0 − : Δ 面三角 3
=
一 ;Ε乙 ; Ε

一 >, 、

; Ε一Φ ,

乙 Φ ,一 = 、

Φ,

一
= 匕=

一; Ε
4

、

枕骨曲角 3一/乙

/一−4
、

枕倾角 3:一/乙 /一 4
、

上枕倾角 3 一/匕 /一 =4
、

下枕倾角 3
。
一/‘ /一=4 和全枕倾角

3
=
一

。艺。一4 按测量计算法3丁士海
,  ! 2 4进行

,

即用直脚规3个别项 目用弯脚规 4直接测
、声∃一量各角三个 , 。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

用余弦定理

3
‘ , 。角

一
一 ,

左邻边
∃
十右邻边

∃

一对边
Γ Η 右邻边 Η 右邻边

 4 本文指导8 沂水医专解剖教研室丁士海副教授和青岛医学院解剖教研室谭允西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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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角度
。

具体进行时
,

我们将全部颅骨测量后
,

用可输人数学公式的计算器 3如国产

大连 Ι ?一∀ 型或广州 26  型计算器 4 一次集中求出各角
。

上述各角测点的骨质 如 有 破

坏
,

则有关角弃而不用
。

二
、

结 果 与 讨论

3一 4 颅骨各角测量及性别差异检验

测量结果及性别差异检验详见表  。

表  烦骨角度的测Δ 及性别差异检验 〔单位 8 度4

角角 度度 性别别 例数数 平均值值 标准误误 标准差差 最小值值 最大值值 性别差异异
检检检检检检检检检检验3Δ值444

齿齿槽面角角 男男  6 ϑϑϑ 了!
1

ϑ !!!

Κ8 ΛΛΛ 8Κ555
9 ∃

。

∀ 666 ! ϑ
1

∀ 666 #
1

斗!!!

333, , 一 Φ , 乙7) 444 女女  6 999 ϑ ∀
1

9 ∀ ∀
。

6 666 2!
1

6 66666

总总 面 角角 男男  6 ϑϑϑ 吕#
。

∀ ∃∃∃

Κ85555
。

2〕〕 ϑ
。

6 666 ! 9
1

6 666
1

∃ !!!

333
=
一 Φ , 乙7 ) 444 女

,,

 6 ϑϑϑ 召
。

6 ∀∀∀∀∀ ∃
。

9333 ϑ ∀
。

6 666 !  
1

∀ 66666

前前 卤 角角 男男 巧  
1

∀ !!!

Κ8ΚΚΚΚ
∃

。

ϑ 888  ∃ ϑ
1

6 666  # 6
1

6 666  
1

222

333: 一; 艺 7 ) 444 女女  ∀ ΜΜΜ  
1

 ∀∀∀∀∀ ∃
。

2
‘‘

 ∃
。

6666  !
1

∀ 66666

中中 面 角角 男男
Λ贾ΚΚΚ

9 9
1

6 666

Κ8〕〕
。

 333 2 6
。

6 666  6 6
1

6 666 #
1

999

333
=
一

8 ?乙 7) 444 女女女 2 #
。

# 22222 ∃
。

#333 ϑ !
。

∀ 666 ! ∃
1

∀ 66666

额额侧面角角 男男 巧三三 ϑ 2
。

# ∃∃∃

Κ85ΛΛΛ 58Λ555
9 ϑ

。

∀ 666 ! ∃
1

6 666 ϑ
1

 ∀∀∀

333= 一 : 艺 7) 444 女女  ∀ 333 2  
。

! 9999999 ϑ ∃
。

6 666 ! ∀
。

6 66666

上上面三 角 ΒΒΒ 男男  6 ∃∃∃ 9 ∀
。

# ∃∃∃ 6
1

222 子
·

!∃∃∃ # 2
。

6 ### ϑ
1

∀ ∀∀∀
。

2 666

333Φ ,一 = 乙。一 ; Ε

444 去
111

 「 ϑϑϑ Ν 9 ϑ
1

6
1

∀
1

斗斗斗 ∀ !
1

# ∀∀∀ ϑ ϑ
1

ϑ !!!!!
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Ο

上上面三角 ΜΜΜ 男男  6 ϑϑϑ ϑ  
。

2 !!!

Κ85
书

。

」」 9
。

∃ ! ϑ
。

!!! ∃
1

6 !!!

333;
Ε一 Φ , 匕> ,一=

444 女女  6 ϑϑϑ ϑ 6
。

2      
。

333 9 ∃
。

∃ ϑ ϑ
。

! #####

上上面三角      男男  6 ϑϑϑ # ∃
1

9 !!!

Κ8Λ 85555
呼

。

# 999 # 2
。

! 999  
1

2 999

333
= 一; Ε乙; Ε 一Φ ,

444 女女  6 ϑϑϑ #  
1

! ∀∀∀∀∀∀∀ ∀
。

∃∃∃ # 2
1

# ϑϑϑϑϑ

颇颇上领角角 男男
ΛΚΚΚΚ

 ∃ ϑ
1

! 222

Κ85555 5 85555
  

。

ϑ 666  # ∃
。

! ϑϑϑ ∃
1

∃ ∀∀∀

333
Α < 一

?乙 8 ?一
Α
< 444 女女女  ∃ !

。

9 #######    
。

  #  
。

∃ ϑϑϑϑϑ

额额 角角 男男 巧 ϑ 2
。

2 999 6
1

!!!

5 88555
9 ∀

。

ϑ 666 !∃
。

ϑ 斗斗 2
1

 

333< 一: 乙 : 一
− Φ 444 女女  ∀ 666 2

1

∃ Μ
。

ϑϑϑϑϑ 9斗
。

666 ! !
。

∃∃∃∃∃∃

鼻鼻 倾 角角 男男 巧乏乏  # ∀
。

9 ∀∀∀

Κ85555 5 85555
  !

。

! !!!  9ϑ
。

222
1

∀ 999

333Χ<
−

一
= 匕 = 一Χ< −

444 女女 巧333  # ϑ
。

2 ∃∃∃∃∃∃∃  ϑ
。

# ∃∃∃  9∃
1

6      

枕枕 倾 角角 男男 巧 ϑ ϑ
1

! ∀∀∀ 6
1

∃ 999
。

 之之 ϑ 6
。

 999 2∀
1

2  
1

2

333:一 /乙 /一 444 女女  ∀ 666 ϑ 2
1

9 ∀∀∀ 6
。

∃ 222
。

乏乏 ϑ  
。

∀ 666 2ϑ
。

2∀∀∀∀∀

全全枕倾角角 男男 巧 ! 2
。

6666

Κ85 5 85ΛΛΛ
2 ϑ

。

∃ ###   9
。

∃∀∀∀ ∃
1

月666

333
=
一

。

艺。
一 444 女女  ∀ ΜΜΜ ! 9

。

ϑ 2222222 2 9
。

∃ ∀∀∀  6ϑ
。

#66666

枕枕骨曲角角 男男 巧   呼
。

∀    6
。

月999 ∀
·

九九  6  
。

∃ 666  ∃!
。

6 666 9
1

2    

333一 /艺/一
。
444 女女  ∀ 666   !

。

6 !!! 6
。

斗!!! ∀
。

! 999  6 ϑ
。

6 !!!  !
。

上上枕倾角角 男男 巧 26
。

! 6
1

∃ 999

58 5555
ϑ ∃

。

9 ∀∀∀ 2 2
。

∃
1

! 222

333 一/乙 /一 =
444 女女  ∀ 666 2∃

。

6 !!! 6
1

∃ !!!!! ϑ 6
。

9 999 !  
1

ϑ !!!!!

下下枕倾角角 男男 巧 888  
。

6 999

名书书 58 5555
 ϑ

。

∀    #ϑ
。

666 #
1

 !!!

333
− 一 /乙/一 =

444 女女  ∀ 333
。

2∃∃∃∃∃∃∃ 巧
。

2 ∃∃∃ .Π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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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
8

 
1

枕骨曲角
、

下枕倾角和上枕倾角具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3
, 值分别为 9

1

2  、 #
1

 !
、

∃
1

! 2 4
,

男性均小于女性
。

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
,

我们认为主要由于男性枕外隆凸一

般较女性者发育良好
,

致使枕外隆凸点 3/4 后移所致
。

测量结果正与枕骨外形性别特征

的论述 3吴汝康等
,  !9 究 陈世贤

,

 ! 2。4 相符
。

∃
1

额侧面角和额角
,

具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3
,
值分别为 ϑ

1

 ∀
、

2
1

 4
,

女性均大于

男性
。

这一差异的原因
,

我们认为主要由于女性额鳞前部陡直
,

且眉弓间发育较弱
,

致使

额缝 点 3< 4向前
,

眉间点 3: 4 后移所致 5反之
,

男性较小
。

本结果 也与额骨和眉弓间性别

差异的论述3吴汝康等
,

 ! 9∀ 5 陈世贤
,

 ! 2 6 4 是吻合的 5 也和关于额 曲女性一般大于男性

3因为女性额矢高大
,

额弦相对小4的论述3Θ −−
,

 ! # ! 4是一致的
。

1

中面角和总面角
,

男性均大于女性 5 上面三角的鼻根点之角 3>, 一
=
一 ;Ε4 和鼻颧

角
,

女性均大于男性
。

这些角均具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3
Δ 值 Ρ 4

。

根据测量结果
,

结

合形态观察分析
,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可能与男性鼻根点 3=4 相对前移有关
。

以前有关于

鼻根点在男性凹陷较女性者深的论述 3陈世贤
,

 ! 264
,

我们认为是相对的
,

其主要原因是

由于眉弓间突出于鼻根上所致
。

#
1

齿槽面角
,

男性大于女性
,

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3
Δ
值 Σ #

1

#! 4
,

这是否由于男性鼻

棘下点 3?? 4 相对较突出有关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3二 4 总面角
、

齿槽面角及中面角的分型

据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资料所载标准将面角分为五型 3详见表 ∃ 4
。

表 ∃ 烦骨角度的分型

面面 角类型型 性别别 总 面 角角 齿槽面角角 中 面 角角

例例例例数数 出现率率 性差差 例数数 出现率率 性差差 例数数 出 现 率率 性差差

333333333肠444 3
, 值44444 3Τ 444 3

Δ
值44444 3Τ 444 3

Δ
值444

超超突颁型型 男男 6
1

! 土6
1

! 5

555
9

1

∀ #土∃
1

!!! ∃
1

∀丁丁丁丁丁

333
Η 一 9 !

1

!
“

444 女女女女女女  ϑ
1

! ∃士
1

ϑ

突突 领 型型 男男

888
斗

1

9 ϑ士 ∃
1

6 ###  
1

    

5888
# 

1

 ∃土斗
1

ϑ 999  
1

ϑ ∃∃∃

555
6

1

ϑ ϑ 士6
1

ϑϑϑϑ 6
。

9 222

333ϑ 6
1

6一 ϑ !
,

!
“

444 女女女 2
1

斗 士 ∃
1

9 2222222 ∀ ∃
1

2 士 #
1

2∀∀∀∀∀∀∀  
1

ϑ∀土 
1

∃

中中 领 型型 男男

8888
#9

1

ϑ 土 #
1

2∃∃∃ ∃
1

2    

5888
∃ !

1

!  士 #
1

#  
1

丁∃∃∃

8888
1

6 2 Υ 斗
1

 6
1

∀ ∀∀∀

3332 6
1

6一 2 #
1

!
。

444 女女女 9 ∀
1

# ∃十 #
1

9 6666666  !
1

2  士
1

2ϑϑϑϑϑϑϑ ∃ !
1

2 ∃士#
1

∃ 22222

平平 领 型型 男男

8888
# 9

1

ϑ 士 #
1

2 ∃∃∃
1

∃ 666

8888
 2

1

9 !士
1

ϑϑϑϑ  
。

! 999

4555
9 #

1

9  士斗
1

 !!! 6
1

9

3332 ∀
1

6一 ! ∃
,

!
。

444 女女女 ∃ 9
1

 ϑ士 #
1

∃ ∀∀∀∀∀∀∀ !
1

# #士 ∃
1

2####### 9 ∀
1

# 土呼
1

∀∀∀∀∀

超超平颇型型 男男    6
1

! #土 6
1

! ##### ###
1

ϑ斗土  
1

2 ∃∃∃  
1

∀斗Υ  
1

6 22222

333!
1

6一
Η “

444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从表 ∃ 可见
,

青岛地区颅骨总面角与中面角以中领型及平颇型为主
,

齿槽面角以突领

型及中领型为主
。

除总面角的中领型与平领型有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外
,

齿槽面角的超

突领型及平领型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

其余皆无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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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 4 本文与湖南资料的比较

本文与湖南男性颅骨角度 3张怀蹈等
,  ! 9 ∀ 4的比较见表

,

与湖南男性颅骨面型 3张

怀瑙等
,  ! 9 ∀ 4的比较见表 #−

角 度

表 育岛地区与湖南男性颅1 角度比较
ς

3单位 8 度4

青 岛 地 区 Ο 湖 南 Ο 地区差异3
Δ 值4

=Μ工、∃,‘了,‘ 
日

斗, 
!

⋯
日

汁,‘∀#∃∃

!

% & 土∋
!

(夕

!

∋∋ 土∋
!

&丁

∋
。

( )

‘∗户二+∗‘曰月份,,

总 面 角

中 面 角

齿槽面角

鼻 颧 角

颇上领角

!

了− . ∋
!

/ 0
!

1 ∃土∋
!

( 1

%1
!

− ) 士∋
!

( %

丁1
!

) 0 土∋
!

斗&

∃斗%
!

( ) 土∋
!

% &

∃& /
!

− 1 土∋
!

) ∃

,
!‘#+少只#+2,工了

∃0 %
!

) % 土∋
!

∃& 1
!

− / . ∋
!

3 湖南组标准误是根据原文中标准差由本文推算获得
。

从表 ( 可以看出
,

本文结果除与湖南男性颅骨的中面角及齿槽面角有非常显著的地

区差异外
,

余无差异
。

表 0 , 岛地区与湖南男性烦骨面型分布比较

面面角类型型 地区区 总面角 4
∀ 一5 6乙78 999 齿槽面角 4 二一:6 艺78 999 中面角 4∀ 一 ;; 乙78 999

例例例例新新 出现现 出现率 4 < 999 地区区 例数数 出现现 出现率4< 999 地区区 例数数 出现现 出现率 4< 999 地区区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差异异异 数数数 差异异异 数数数 差异异

4444444444444
=
值 999999999 4

= 值999999999 4
=
值 999

超超突领型型 湖南南 >

?≅≅≅
∃∃∃ ∋

!

− (土 ∋
!

− ((((( >

???? ???
/

!

∋ % 十&
。

− ∃∃∃ ∋
!

0 ∋∋∋∋∋∋∋∋∋∋∋

444
Α
一) −

!

−
。

999 青岛岛岛岛岛岛岛岛 )
!

% 0 土&
!

( −−−−−−−−−−−−−

突突 颇 型型 湖南南 ,

???? ???
(

!

( 1土 ∃
!

− ∃∃∃ ∋
!

0 111 >

?≅≅≅ ????
% 弓

!

∋ & 士%
!

(斗斗 ∃
!

/∋∋∋ >

???? ΒΒΒ
∃

!

∋ ∃土 ∃
!

∋ ∃∃∃∃∃

444 1 ∋
!

∋一1 −
!

−
“

999 青岛岛岛岛 月
!

) 1士 &
!

∋ 000000000 斗∃
!

∃& 士0
!

1 ))))))))) ∋
!

1 1土 ∋
!

1 11111

中中 颇 型型 湖南南 ?

???? ????
% ∃

!

) /士 %
!

( ∋∋∋ ∋
!

) −−− ∃

???? ?>>>
& &

!

− − 土(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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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0 可见
,

除中面角的中领型及超平领型具有非常显著的地区差异外
,

余皆无差

异
。

看来无论是角度和面型分布
,

青岛地区与湖南基本无地区差异
,

可能与同为汉族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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