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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脓骨滑车上孔的调查

杨 玉 田 李 应 义
4西安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5 4宁夏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5

关镇词 滑车上孔 6 种族特征 6 性别差异

内 容 提 要

本文应用 789 9:; 方法
,

对在西安地区坟墓中收集的 < ! 副4男 !< < ,

女 3 !5 中国成人脓骨

滑车上孔的出现率
、

形状
、

数 目和径线进行了调查
。

结果表明 = 滑车上孔 出现率为 ; >
,

女

性大于男性
,

其出现率女性与男性之比为 <
%

< 3 = !
。

通过比较得知
,

中国人滑车上孔出现率与

日本人
、

朝鲜人相近
,

较白种人为高
,
而比黑种人低

。

滑车上孔之形状大部分 4?  
%

?< > 5为横

椭圆形 6 在一个脓骨上出现一个滑车上孔者占 3?
%

 ? >
。

本文还对该孔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

讨
。

一
、

月≅ 舀

滑车上孔或隔孔 4Α
Β 产,

·

8 , 厂∋ Χ为 。“,
·

Δ
∋ ,8 Ε 1 ; ∋ ,

·

Α 1产,8 8夕
1 ,

·

9Β ,
·

1了

5 亦称裸一司孔 4∃
; ,1 ,

·

Χ ∋ 。 Φ

ΓΗ ∋Δ Γ Δ∋ ,8 Ε 1; 5 是脓骨下端咏突窝与鹰咀窝之间菲薄隔板上的穿孔
。

关于脓骨滑车上孔

的资料
,

国内外各教科书中一般仅提到有该孔的出现
。

在张岩所著 《人体系统解剖学》一

书中也只对滑车上孔的出现率作了记载
。

而专题报道中国人 这方面的资料者甚少
,

就作

者所知
,

仅有潘铭紫 4Ι8
;

): ;ϑ 9Κ Β ,

! 3 Λ 5 和石世庆 4!3  / 5 先后做过研究
。

然而
,

国外

学者关于滑车上孔的调查专文则频有发表
,

继 −
,Γ :之Μ =

4! 3 < 5
、

+ , ∋ 991 ,
4! 3 ( 5

、

) Μ 8 Ν∋ , =

4!3 ( 5 4转引自潘铭紫
, ! 3 Λ 5

、
− Β 9Μ , 8 ; 9Κ

4转引自石世庆
,

! 3  / 5 和 7
8 1 8 :Α91 ,

4转引

自石世庆
, ! 3  / 5 之后

,

有 日本学者铃木
、

小金井等4转引自西成甫
, ! 3 ? 5 作了这方面的

研究
。

此外
,

7 8,9: ;
4! 3 Λ3 5 等对滑车 卜孔也进行了专门调查和有关该孔资料的收集记

载
。

本文研究之 目的主要是通过脓骨滑车上孔的调查
,

寻找眩骨上的种族差异
,

从而为国

人体质人类学积累点滴资料
,

同时亦为临床骨科提供一定的参考
。

二
、

材 料和 方 法

本文调查所用之材料
,

为在西安地区收集的 < ! 副成人的成套骨骼 4坟墓骨5
。

其性

别是依据全身骨骼的特点确定的
,

计有男性骨骼 ! << 副
,

女性骨骼 3! 副
。

作者是依据吴汝康
、

吴新智所编著之《人体骨骼测量 方法》进行调查的
。

关于滑车上

孔的数 目
、

形状系观察所得
,

该孔之诸径是应用 78,9 :; 人类学仪器进行测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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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本文调查了脓骨滑车上孔的出现率
、

出现数目
、

形状和诸径线等项
,

其结果如下
=

4一 5 滑车上孔之出现率
%

在本文所调查的 (< Ο 个脓骨中
,

发现有滑车上孔者共 (? 例
,

出现率为 !! 关
。

4详青

见表 ! 5
。

女性滑车上孔出现率与男性之比为 <
%

< 3 = 。

表 ! 还列出了其他作者对中国人
、

日本人
、

朝鲜人
、

白人
、

黑人滑车上孔的出现率
,

据此
,

可以认为中国人滑车上孔出现率与

日本人相近
。

还可以看 出
,

脓骨滑车上孔之出现率
,

以黑种人为最高
,

美国白人最低
,

而

表 ! 滑车上孔出现率之比较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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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种人居中
。

换言之
,

即不同种族的人
,

其滑车上孔之出现率具有明显的差异
。

这点与

78,9 :; 的结论一致
,

即不同种族其滑车上孔的出现率不同
。

因此
,

可以认为脓骨滑车上

孔作为人种的特征之一是可以成立的
。

从性别方面来看
,

本文结果之女性滑车上孔出现率 !Ο 多远较男性出现率 ? 务 为大
,

潘铭紫
、

石世庆的报道以及 78,9 :; 记载的中国人滑车上孔出现率
,

皆为女性大于男性
。

因

此
,

可以说中国人滑车上孔的出现率为女性者远较男性为大
。

其他作者报道的 日本人
、

朝

鲜人女性出现率均大于男性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
黄种人之滑车上孔出现率为女性大于

男性
。

从侧别方面来看
,

滑车上孔之出现率男性一般左侧大于右侧
。

唯有 − Β9 Μ,8 ;9 Κ 报道

的瑞典人男性滑车上孔出现率右侧为 Λ
%

外
,

左侧为 (外
,

即右侧大于左侧
。

国内各学者

的调查结果表明
,

中国人女性滑车上孔的 出现率左
、

右侧都是相等的
。

在 出现滑车上孔的 (? 例中成对出现者 !< 对
,

占 Λ!
%

/Ο 多 4男 对
,

占 <Λ 多 6 女 3 对
,

占 ? Λ多5
。

单侧 出现者 < 例
,

占 ( 
%

3 ( 外 4男 ; 例
,

占 (?
%

 多6 女 !< 例
,

占 Λ<
%

!? 多5 6 石

世庆报道的 Λ 例滑车上孔当中
,

成对者 多对
,

占 朽
%

?! 外。
单侧出现者 !3 例

,

占 Λ斗
%

<3 沁6

潘铭紫报道的成对者仅占 <Λ 务
,

而单侧出现者占 ?Λ 多
,

与本文和石世庆的结果相比
,

其

成对出现者比率较小
,

而单侧者比率较大
。

女性与男性滑车上孔出现率之比
,

本文结果与潘铭紫和石世庆的基本一致
,

即均为女

性滑车上孔出现率是男性出现率的三倍
。

4二 5 滑车上孔的形状

在本文所见到的 (? 例滑车上孔中
,

其形状有横椭圆形4长轴与脓骨长轴相垂直 5
、

圆

形
、

纵椭圆形4长轴与脓骨长轴相平行5和多边形四种
。

其中以横椭圆形为最多
,

共 ? 例
,

占 夕 
%

? < 并6 圆形者共五例
,

占 !/% Ο( > 6 多边形有三例
,

占 Ο
%

 务 6 纵椭圆形仅有二例
,

占

(
%

< Ο 沁 4表 < 5
。

表 < 各类滑车上孔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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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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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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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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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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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
“ ”,

! 月些

关于滑车上孔形状的国外资料
,

作者未曾见到
,

故无法与之进行比较
。

潘铭紫的研究

结果指出
,

滑车上孔的形状几乎全为横椭圆形
,

仅有个别为圆形或不规则形
,

且未指 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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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形状滑车上孔的出现例数和百分率
,

故本文不便与其相对照
。

这里仅就石世庆报道沟

资料与本文结果进行比较4表 5
。

衰 滑车上孔形状之比较

出现例数 出现例数

横捅日形

纵椭回形

回 形

>

?  
。

? <

(
%

< Ο

! /
%

Ο (

<<< ??? ? ?
。

! (((

((((( ! !
。

(

另
%

Λ ???

多 边 形

一堡止! 一⋯

—
⋯

—
⋯

—
Θ一一止望生一

合 计 Θ 斗了 Θ ! / / ! Λ Θ !/ /

本文作者的观察结果与石世庆有些不同
,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区国人本

质发育上的差异
。

4三 5 滑车上孔之数 目

在本文发现的 ( ? 例滑车上孔中
,

于一个脓骨上出现一个滑车上孔者
,

共 (Ο 例
,

占

3 ?
%

 ? 务 6 在一个脓骨上有两个滑车上孔者4一个大孔和一个小孔 5 仅一例 4男性左侧 5 占

<
%

! 外
。

作者未见到有三孔者
,

而石世庆发现一例
。

本文结果与石世庆之报道相比
,

在一个脓骨上具有一个滑车上孔者均 占绝大多数4几

乎全部5
,

而于一个脓骨上 出现两个或三个孔者确属罕见
。

此点说明滑车上孔出现数目在

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4表 ( 5
。

表 ( 滑车上孔教目之比较

本本本 文文 石 世 庆庆

出出出现例数数 >>> 出现例数数 >>>

一一 个个 ( ΟΟΟ 3  
。

 ??? 3呼
。

< 吕吕

二二 个个 <
%

! <
。

 ΟΟΟ

三三 个个个个 <
。

 ΟΟΟ

((( ??? ! / /// ΛΛΛ !/ ///

4四 5 滑车上孔之诸径

对该孔之纵径 4与脓骨长轴相平行5 和横径4与脓骨长轴相垂直5进行了测量
,

其结果

为 =
纵径变动在 !一Ο

%

 Λ 毫米之间
。

横径变动在 !一! /% Λ 毫米之间
。

各径线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与潘铭紫报道的该孔横径
—

长轴 4
∋ ;ϑ 8Υ :Α5 和石世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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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宅的报道数值相对 照
,

基本一致 6各学者报道的中国人滑车上孔之最小值和最大值与

高桥等报道的朝鲜人数值相比
,

亦基本一致 4表 Λ 5
。

表 Λ 滑车上孔各径之比较 4单位 = 毫米 5

中 国 人 朝 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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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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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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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一

一

横 径 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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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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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ς % ‘
Θ “ Σ

<
Ρ

‘ς
Θ

‘
!

”

4五 5 滑车上孔出现的原因

国内外各学者对滑车上孔出现的原因
,

看法仍不一致
。

− Β9 Μ ,8 ;9 Κ
4转引自石世庆

, ! 3  。5 根据比较解剖学资料
,

证明滑车上孔在许多哺乳动

物中较为常见
。

在同一属类中
,

不同个体出现滑车上孔的状况也不相同
。

这种个 体之间

的差异
,

本文
、

潘铭紫和石世庆的结果与 − Β9 Μ, 8 ;9
=

的报道均相一致
。

从滑车上孔出现的最小年龄来看
,

潘铭紫4! 3 Λ 5的报道中指出
,

该孔出现的最小年龄

为 ! 岁 6 ) Μ 8Ν ∋, : 4!3 斗
,

转引自潘铭紫
, !3 Λ 5 在其对 日本人的调查中报道该孔 出现的

最小年龄为 3 岁 6 − ,Γ :之Μ8 4! 3 < ,

转引自潘铭紫
,

! 3 Λ 5 报道埃及人滑车上孔出现的最

小年龄为 Λ 岁
,

并提到了美国普韦布洛城的小孩该孔出现之最 ,≅% 年龄为 Λ一 岁 6 ) Μ8Ν ∋, :

4!3 斗5在其报道中还指出
,

于婴儿脓骨上滑车上孔是罕见的
,

而在胎儿脓骨上则未曾发

现有该孔
。

此外
,

7
8 Χ 8: Α91

=

4转引自石世庆
,

!3  / 5还 调查了 ! // 个胎儿的脓骨
,

未发现

一例滑车上孔
。

综上所述
,

尽管各学者报道的滑车上孔出现的最小年龄有所不同 4从婴

儿一 ! 岁5
,

但都说明了该孔是后天形成的
,

而非先天就有
。

吉永4转引 自石世庆
,

!3  。5 调查结果认为
,

滑车上孔的出现是由于运动刺激所形成
。

这个论点也说明了滑车上孔的出现不是先天就有
,

而是后天形成的
。

本文、
潘铭紫

、

石世庆以及其他国外学者的结果都表明
,

滑车上孔的出现率均为女性

大于男性
,

左侧大于右侧
,

这种状况是难以用运动刺激来解释的
。

众听周知
,

通常男性活

动量大于女性
,

右上肢的活动量大于左上肢
。

因此
,

作者认为应当以人类体质发育的不同

来解释该孔的出现较为妥当
。

此外
,

在本文所见到的 (? 例滑车上孔中
,

左右两侧对称 出

现者有 !< 对
,

占一半以上 4Λ!
%

/Ο 肠5
。

这点对滑车上孔的出现是由于体质发育不同4即脓

骨发育状况的不同5为说法是一个可信的补充
。

吉永等还认为
,

坟墓骨出现滑车上孔是由于骨骼长期埋于土中
,

致使界于嚎突窝和鹰

咀窝之间菲薄隔板被腐蚀而穿孔所形成
。

然而
,

作者所遇到的滑车上孔
,

其边缘整齐光

滑
,

孔形绝大多数呈现规则的横椭圆形
、

圆形或纵椭圆形
,

且孔径均有相当大小
,

其中大多

数 4片 沁5 在三至四毫米以上
,

而在三毫米以下者较少 4< 多5
。

如因腐蚀而穿孔
,

其所出

现之孔应是小而数目多
,

且边缘不应光滑整齐
。

故作者认为滑上孔之出现是 由于个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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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的体质发育不同所形成
,

较为可信
。

这点与石世庆的结论是一致的
。

但关于坟墓骨

与解剖所得骨上的滑车上孔是否有别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本文承张怀稻教授指审
,

特此致谢
。

4! 3  ( 年 < 月 < ?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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