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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汉族男性髓骨推断身高的研究

花 锋 张继宗 田雪梅 孙建军
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室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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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以中国汉族男性镜骨推断身高的方法 研究样本来自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室

近年收集的 对已知确切身高的汉族成年男性完整干操坡骨 依据人体测量学方法
,

共侧

量了 项指标 相关分析表明
,

所侧指标与身高的相关系数的统计学检验均有非常显著的意

义 进而建立了镜骨推断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及多元回归方程 并用 对国人砚骨对各方程

进行了盲测 结果表明
,

确骨推算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与多元回归方程所得结果与实际身高相

近 效果较好 并且敌骨推算身高的一元回归方程与多元回归方程的实用价值基本相同

前
一、一

口

破骨对于法医学
、

人类学及考古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其做了广泛研

究
,

但多 集 中在 性别 判 定及 年龄 推断 方面 陈 世贤
,

皮永 浩等
,

,

 ! 而用其推断身高则研究甚少且不完整 彭书琳等
,

国外文献

则尚未见此方面报告 为此本文以中国汉族男性舰骨为研究对象
,

建立了运用敌骨推断身

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和多元回归方程 为个体识别提供了新的方法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 本文采用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室收集的已知确切身高的健康成年汉族男性

干燥骸骨 对 各对髓骨左
、

右齐全
,

无明显缺损 年龄在 一 岁之间 标本来 自

贵州 对
、

江西 对
、

山东 对
、

安徽 对
、

云南 对
、

河北 对
、

广西 对
、

青海 对
、

吉林 对

方法 依据人体测量学定义 吴汝康等
,

邵象清
,

运用直脚规及弯脚

规 精确度 对靛骨最大长
、

靛骨最大宽
、

骼骨高
、

骼骨宽
、

坐骨长
、

耻骨长
、

闭孔长
、

闭孔宽
、

髓臼最大径
、

最大坐耻径
、

最小骼宽
、

耳状面最大长等 项指标进行

了测量 然后将数据输人 计算机
,

并运用 一

—科学与工程工具库

收稿 日期 一 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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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各指标的均值
、

标准误
、

标准差
、

变异系数及各指标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并对各相关

系数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再求出各项 目与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及多元回归方程 最后用

对标本对所得方程进行盲测

二
、

计 算 结 果

中国汉族男性左
、

右般骨各测量值的均数
、

标准误
、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结果见表

本文作者对硫骨与身高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学分析 骸骨各测量值与身高的相关系数及

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表 可见各相关系数虽不尽相同
,

但显著性检验均属高度显著性

经计算机处理求得 个髓骨与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及 个 元回归方程 见表

对于各回归方程盲侧的结果见表

从表 可见
,

各方程推算身高与实际身高的误差多集中于 一 士 厘米
,

并且以骼骨

高及 元回归方程盲测的准确率为最高
,

闭孔长
、

闭孔宽的最差

表 各测遥值的均数
、

标准误
、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 单位 毫米

, , ,  
山

 

二
项 目 均如标准误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左位骨最大长

右位骨最大长

左位骨最大宽

右位骨最大宽

左 骼 骨 高

右 骼 骨 高

左 骼 骨 宽

右 骼 骨 宽

左 坐 骨 长

右 坐 骨 长

左 耻 骨 长

右 耻 骨 长

左 闭 孔 长

右 闭 孔 长

左 闭 孔 宽

右 闭 孔 宽

左位臼最大径

右妓臼最大径

左最大坐耻径

右最大坐耻径

左 最 小 骼 宽

右 最 小 铭 宽

左耳状面最大径

右耳状面最大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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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

7
.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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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被骨测且值与身高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T一tes t o f c o e m eie . t o f e o rr e la tio . 阮tw eeo t卜e . e as
. r e m eu ts

a . d s ta t
u
比

项 目

左镜骨最大长

右位骨最大长

左位骨最大宽

右镜骨最大宽

左 骼 骨 高

右 姑 骨 高

左 骼 骨 宽

右 骼 骨 宽

左 坐 骨 长

右 坐 骨 长

左 耻 骨 长

右 耻 骨 长

左 闭 孔 长

右 闭 孔 长

左 闭 孔 宽

右 闭 孔 宽

左翻臼最大径

右位臼最大径

左最大坐耻径

右最大坐耻径

左 最 小 铭 宽

右 最 小 骼 宽

左耳状面最大径

右耳状面最大径

左 12 元回归方程

右 12 元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R )

0
.
69

0
.
69

0
.
51

0
.
54

0
.
63

0. 64

0
,

6 2

0

.

6 0

0

.

5 2

0

.

5 3

0

.

5 1

0

.

5 3

0

.

3 0

0

.

2 5

0

.

1 7

0

.

2 2

0

.

4 3

0

.

3 8

0

.

5 2

0

.

5 3

0

.

4 6

0

.

5 0

0

.

3 4

0

.

3 4

0

.

4 6

0

.

4
4

显著性检验

P > 0
.
(X) 05

P > 0. 加05

P > 0
.
(X) 05

P > 0. (X) 05

P > 0. 0005

P > 0. (X) 05

P > 0. (X) 05

P > 0. 加05

P > 0. (X) 05

P > 0. (X) 05

P > 0
.
加05

P > 0. (X) 05

P > 0. (X) 05

P > 0
.
加05

P > 0. 00 0 5

P > 0. (X) 05

P > 0. 加05

P > 0. 00 05

P > 0
.
(X) 05

P > 0. (X) 0 5

P > 0. 00 05

P > 0. 加05
,

P
>

0.
(X)

0 5

P
>

0. 加0 5

P > 0
.
0 1

P > 0
.
0 1

表 3 推算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及多元回归方程 弹位
: 厘米)

R e甲ess io. fo rm ulae fo r esti口atio . o f statU re o . C 址n ese m ale o s C o x ae (恤)

项 目

1
.
碗骨最大长

2
.
砚骨最大宽

3
.
骼 骨 高

4
.
铭 骨 宽

5
.
坐 骨 长

6
.
耻 骨 长

7
.
闭 孔 长

8
.
闭 孔 宽

9
.
位臼最大径

10
.
最大坐耻径

11
.
最 小 铭 宽

12
.
耳状面最大径

12 元回归方程

左

Y 二 6 7 9 1 + 4
.
6 6 x

Y = 1 12
.
3 7 + 3

.
2 3 x

Y = 8 2
.
9 2 + 6

.
2 9 x

Y = 9 3
.
9 6 + 4

.
6 0 x

Y = 1 0 7
.
0 2 + 7

.
10 x

Y = 1 13
.
4 6 + 6

.
0 7 x

Y = 13 6 3 0 + 5
.
59 x

Y = 15 3
.
58 + 3

.
3 4 x

Y 二 1 17
.
17 + 8

.
2 0 x

Y 二 10 1
.
3 2 + 5

.
36 x

Y 二 12 0
.
7 3 + 5

.
9 8 x

Y = 13 6
.
9 6 + 4 沼7 x

Y = 5 8
.
4 7 + 2

.
1 9 x -

+ 0
.
4 5 x 2 + l

.
16 x ,

+ 0 名s x 一 + 0
.
7 9

x ,

+ 0

.

2 0
x ‘+ l

.
8 3

x 7

一 1
.
4 l x . + l

.
3 5 x ,

一 0
.
19 x 一。 + 0

.
8 7

x 一

+ 0
.
3 6

x 一2

右

Y = 6 8
.
4 2十 4

.
6 4 x

Y 二 10 8
.
9 7 + 3

.
4 4 x

Y = 8 3
.
4 6 + 6

.
2 8x

Y 二 9 6
.
2 9 + 4

.
4 5 x

Y = 10 4
.
90
十 7

一

3 5

x

Y
=

1 0 8

.

4 3
+

6

.

6 6

x

Y
二 14 3

.
2 0 十 4

.
2 lX

Y 二 14 8
.
8 1 + 4

.
7 5 x

Y = 12 5
.
10 + 6

.
7 6 x

Y 二 9 9
.
9 3 + 5

.
4 9 x

Y 二 1 16
.
3 5 + 6

.
6 3 、

Y = 1 3 6
.
9 1 + 4

.
8 2

x

Y = 5 8
.
7 8 + l

.
7 9

x -

+ 0
.
5 6

x 2 + 2
.
0 6

x ,

一0
.
0 7 x 一+ 1

.

6 7
x ,

一 0
.
6 0 x 。一 0

·

8 0

x 7

+
0

.

9 5

x .
+

l

.

2 1

x ,

+ 0
.
9 8

x l o + l

.

4 5
x 一

一 0
.
4 6 x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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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回归方程盲测结果

T he bllod te. t of reRr姗lo
. fo m

ulaefo r.tature留ti m atlou (恤)

推推算身高与实际身高的误差 (厘米)))

OOO一 士 333 土 3一 士 555 士 5一 土 777 > + 7 o r < 一 777

例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7 56
.
777 11 36

.
777 2 6 666

1118 6000 11 36
.
777 1 3

.
333

1115 5000 7 23
.
444 4 13

.
333

1115 5000 8 26
.
777 4 13

.
333

2220 66
.
777 4 13

.
333 3 1000

1119 63
.
333 5 16

.
777 4 13

.
333

1115 5000 11 36
.
777 2 6

.
777

1115 4000 10 33
.
333 3 1000

1116 53
.
333 飞 2000 5 16 777

1116 53
.
333 6 2000 4 13

.
444

1110 33
.
444 4 13

.
333 12 4000

1111 36
.
777 5 16

.
666 11 36

.
777

1110 33
.
333 11 36

.
777 6 2000

1110 33
.
333 11 36

.
777 6 2000

999 3000 9 3000 5 16 777

999 3000 10 33
.
444 4 13

.
333

1115 5000 7 23
.
333 3 1000

1115 5000 8 26
.
777 2 6

.
666

1111 36 777 11 36
.
777 3 1000

1111 36
.
777 10 33

.
333 4 13

.
333

1113 43
.
333 8 26

.
777 1 3

.
333

1113 43
.
333 9 3000 2 6

.
777

1112 4000 9 3000 3 1000

1111 36
.
777 9 3000 4 13

.
333

2220 石6
.
777 4 13

.
333 2 6

.
777

1119 63
.
444 4 13

.
333 3 1000

三
、

讨 论

1.由于标本来源范围广
,

因此表 1 中所反映的各测量值具有普遍意义
.
国内学者在此

方面 的研究也反 映 出同样结果
.
(中国解剖学会体质调查委员会

,

1 9 9 〕 皮永浩等
,

19 86 )

.

此外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在 4
,

55
% 一9

.
54 % 之间

,

差别较大
,

这与标本来源于不同

地区
,

个体差异较大有关
.

2
.
由于法医检案中经常发现散在的单侧骨骼

,

故本文对髓骨左
、

右两侧分别建立了推

算身高的回归方程
。

3

.

从表 2 看出
,

各指标与身高的相关系数介于 0
.
17 一 0

.
69 之间

.
显著性检验

,

除左闭

孔宽 P < 0. 005 以外
,

其余 P 值均小于 0. 0 005
.
说明各相关系数均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舰

骨各指标与身高有正相关关系
.

4. 对直线回归方程的检验中
,

实际身高与推算身高的误差在 O一 士 3 厘米内的为 30 %



·

1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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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7%
.
最准确 的为骼骨高 (“

.
7% )

.
相应 的与人体垂直方向相一致的测量值

,

如
:

艘骨最大长
、

坐骨长
,

准确率均在 50 % 以上
.
而其他指标较差

.
说明用髓骨垂直方向的

指标推算身高更准确
,

且左
、

右并无明显差别
.

5
.
对于多元回归方程

,

从表 2 中可见
,

其相关系数比直线回归方程有所下降
,

但显著

性检验仍有显著意义 (P < 0
.
01 )
.
而表 4 中反映出其推算身高的准确率并无明显改变

。

因

此作者认为貌骨与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及多元回归方程在推算身高方面实用价值基本相

同
,

但应用直线回归方程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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