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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汉族 副成人干燥锁骨的测量 其中男性 副
,

女性 副
,

研

究了中国汉族锁骨性别判定的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
,

用单一指标进行锁骨的性别判定
,

准确率

很低 本文作者提出了锁骨表面积指数
、

锁骨截面积指数
,

并以此作为锁骨性别判定的依据

性别判别率最高可分别为 和 本文提出的方法是骨骼性别判定中一种新的简

单而准确的方法

锁骨在骨骼的个体识别方面
,

具有重要 意义 在已发表的文献中
,

国人锁骨方面的研

究报告较多 这些报告多数是对锁骨进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
,

主要内容是对男女锁骨进行

测量及比较 石世庆等
,

〕 郭志坤等
,

徐兴军等
,

 席焕久等
,

张

剑等
,

 刘学景
,

 尽管这些报告也注意到了锁骨的性别差异及左右侧差异
,

但报告的内容在锁骨的个体识别方面应用价值不大

在锁骨个体识别有应用价值的研究中
,

彭书琳等 提出了锁骨推断身高的方

法
。

吴新智等
,

张继宗等
、

提出了锁骨判定年龄的方法 国人锁

骨的性别判定
,

目前尚未见到有实用价值的文献报告

国外有些文献谈到了锁骨判定性别的方法 这些报告的主要内容尽管也是进行锁骨的

测量
,

但报告中提出了利用锁骨测量值进行性别判定的具体方法
,

。  
、

 ! 例如 将锁骨最大长和锁骨中

部周长的两项测量值中
,

将女性的最大值和男性的最小值
,

作为判定性别的判别点
,

大于

女性最大值的定为男性
,

小于男性最小值的定为女性 由于锁骨测量值的全距
,

男女之间

重叠较大
,

用这种方法进行锁骨的性别判定
,

准确率不高 本文作者参考了国内外学者关

于锁骨的研究报告
,

对中国人汉族锁骨性别判定的方法
,

进行了初步研究
,

提出了锁骨判

定性别的新方法 现将锁骨性别判定的初步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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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与方法

材料

本研究所用的标本
,

均系公安部第二研究所法医室收藏的
,

已知生前确切性别的汉族

成年人干燥锁骨
,

共 副
,

其中男性 副
,

女性 副 所用标本的年龄范围为 一

岁 标本来 自江西
、

云南
、

贵州
、

广西
、

安徽
、

山东
、

河北
、

青海
、

吉林等九省区

方法

应用国内通用的方法对锁骨进行测量 吴汝康等
,

邵象清
,

 
。

测量项 目

有 锁骨最大长
、

曲度高
、

肩峰曲度高
、

锁骨干弦长
,

锁骨中部高
、

骨干中部矢状

径
,

骨干中部周长等七项

通过锁骨测量值的 比较
,

找出锁骨测量中性别差异较大的项 目
,

同时考虑实际工作中

的应用需要
,

选择测量项目
,

构成锁骨性别判定的指数
,

提出锁骨判定性别的方法
。

二
、

结 果 与 讨论

锁骨的测量

通过锁骨的测量
,

可以对锁骨的性别差异
、

左右侧差异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本文所

用标本的锁骨测量值的性别差异
、

左右侧差异及各测量项目的两性重叠率见表

表 锁骨的测
,

性别差异
,

左右差异及性别盆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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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见
,

锁骨最大长无论男女均左侧大于右侧
.
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对锁骨进行

人类学研究所报告的结果基本一致
.
本文所用标本中

,

男性锁骨最大长有 68 % 是左侧大

于右侧
,

有 26 % 是右侧大于左侧
,

有 6% 是左右侧相等
.
这一比例与群体中左利手的频

率分布较为接近 (Ste w ar t
,

1 9 7
9)

,

两者间关系有待研究
.
其余测量项目左右侧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在锁骨测量项 目的性别差异方面
,

以锁骨最大长两性差异最明显
,

两性重叠率最低
,

其余测量项目
,

虽统计学检验表明性别差异 明显
,

但两性重叠率较高
, ·

在性别判定的应用

方面意义不大
.
因此

,

对锁骨进行性别判定
,

需要寻找新的方法
.

2
.
锁骨指数的构成

由于锁骨单项测量指标重叠率高
,

进行性别判定准确率低
.
为了提高锁骨性别判定的

准确率
,

本文作者设计了锁骨表面积和截面积两个指数
,

用来进行锁骨的性别判定
.

从锁骨的测量数据看
,

所有的测量项目的均值
,

全部是男性大于女性
,

因此用乘积的

方法构成指数
,

可以加大男女之间测量值的差异
,

提高性别判定的准确率
.

锁骨最大长
、

锁骨中部周长
,

两项测量指标的性别重叠率较低
,

两项测量值之积近似

地表现了锁骨的表面积
.
因此

,

锁骨表面积指数表达如下:

锁骨表面积指数 二 锁骨最大长
x 锁骨中部周长
100

左
、

右锁骨表面积指数的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见表 2.

表 2 锁骨表面积指数的均数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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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骨位于肩部体表
,

外力直接作用下
,

易折断破损
,

考虑地实际工作中对锁骨残片进

行性别判定的需要
,

选用锁骨中部高及中部矢状径两项指标构成了锁骨截面积指数
.
锁骨

截面积指数表达如下
:

锁骨截面积指数 一

鲤
口

塑喳琪翼丝因丝I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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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骨截面积指数的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见表 3
.

表 3 锁骨截面积指数的均数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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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从表 2
、

表 3可见
,

锁骨表面积指数及截面积指数
,

无疑增大了锁骨数据上的性别差

异
,

为提高锁骨性别判定的准确率打下了基础
.

3
.
锁骨的性别判定

锁骨表面积及截面积指数使男性
、

女性的数据均值差异增大
,

使男女数据分布最高频

率的峰值明显分开
.
这一点在截面积指数表现得更为明显

.
锁骨骨干中部高及锁骨骨干矢

状径两个单项测量值性别重叠率高
,

无法用于性别判定
,

但构成截面积指数后
,

则两性重

叠率大为下降
,

完全可 以进行性别判定
.
左右锁骨表面积及截面积指数的性别差异的频率

分布见图 1一4
.

图 1 锁骨表面积指数的性别差异频率分布(左)

T he se x distri bution ofIC A

(I ndex of C lavieularA rea
,

L )

图 2 锁骨表面积指数的性别差异频率分布(右)

T he sc x distribu tion of IC A

(Index of C lavieul ar A rea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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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锁骨截面积指数的性别差异频率分布(左)

T he义X d istri b U tio n o f IC C S

(In d ex o f C la vieu la r C ro ss S eetio n
,

L )

图 4 锁骨截面积指数的性别差异频率分布(右)

T he sc X distri bution ofIC C S

(Index ofC lavieular C rossseetion
,

R )

根据锁骨的表面积指数及截面积指数
,

通过下式可以求出锁骨表面积指数及截面积指

数的性别判别值
.

判别值(D
.
v. )~

(X 男 一 S ) + (X 女 一 S )

2

式中 D
·

v 为锁骨指数的性别判别值
·

X
,

、

X
女 分别表示锁骨指数的男性均值和女性

均值
.
5 则表示锁骨指数的标准差

.
锁骨指数即指锁骨表面积指数和截面积指数

.

用锁骨进行性别判定时
,

先求出锁骨指数
.
表面积指数

、

截面积指数均可
.
如果求得

的锁骨指数大于性别判别值 D
.
v
.,
则锁骨为男性

.
反之

,

锁骨为女性
.
锁骨表面积指数

与截面积指数的性别判别值及性别判别率如下 (见表 4)
.

表 4 锁骨表面积指数
、

截面积指数的性别判别值及判别率

D ISC rim ina.tvolue a.d dicrim inat
一

r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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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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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d l C C S ( % )

R i g h 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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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判别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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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判别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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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判别值)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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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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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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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C 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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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
.
125

90 68

7, j 7

4

{

.

: :

8 8
.
8 9

8 4
.
2 3

由表 4 可见锁骨表而积
、

锁骨截面积指数判定性别效果很好
.
使用锁骨表面积指数最

高性别判别率可达 90
.
68 %

,

使用锁骨截面积指数最高性别判别率可达 84
.
23 %

。

使用锁

骨表面积及截面积指数进行骨骼的性别鉴定
,

方法简便易行
,

结果准确率较高
,

在法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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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考古学
、

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中
,

具有实用价值
.

本文插图的绘制过程中得到方芳同志的帮助
,

特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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