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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多元逐步回归对女性鼻外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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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 例沈阳地区汉族女性  年龄范围为 !(一!∋ 岁 #
,

头面部正
、

侧位 ) 线片上德鼻

外形与颅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

在 ∗ 线片上所测得的数据
,

在计算机上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
,

得出推定沈阳地 区汉族女性  !( 一 !∋ 岁 # 鼻宽和鼻尖点的回归方程
。

其回归误差在

+, , 以内的占 ( (
−

∃∃ . 和 ( !
−

& /.
。

目日 青

面貌复原
,

是应用可塑性物质在颅骨表面重建与死者生前面貌相似的塑像
,

以达到个

人识别的 目的  吴新智等译
, !∋ ∃∃#

。

其中
,

鼻外形的复原是一个重要内容  孙尔玉等
,

!∋∋ !#
。

鼻外形不仅具有种族特征
,

而且具有性别差异
,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一定

的变形
。

小 川  !∋ 0 ∀ #
、

酒井  !∋ ( ∀ #
、

市 川  !∋ ∃& #
、

甚暗  !∋ ∃1#
、

2 3 4 56 7 87  !∋ ∃0 ,

!∋ 9∋ # 及 : 2 4 75 ;  !∋ 9 (# 等研究表明
,

鼻高和鼻长与颅骨 的形态结构相关密切
,

但鼻宽

和鼻部的软组织厚度却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

为获得本地 区汉族女性  !( 一 !∋ 岁# 鼻外形的一些基础数据
,

本文就鼻外形及其与

颅骨的相互关系
,

应用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
,

试图使国人的面貌复原更加

客观
、

准确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

本 研 究所 用材料为沈 阳地区汉族女性  !( 一 !∋ 岁 #
,

头面部五官端正
,

即无任何残

疾或畸形的头面部正
、

侧位 ) 线片
,

共 &∋ 例
。

收稿日期 < !∋ ∋ !一∀卜1∀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 自治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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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91: ; 线片的摄制条件

被检者体位 < 使被检者俯卧于 ; 线管球的中心轴垂直于水平的台面上
,

使头部的法

兰克福平面垂直
、

并使两侧外耳门上点的连线平行于台面
,

拍照正位 ; 线片 = 再使头部

转成侧位
,

并使头部的正中矢状面 9以眉间点
、

枕外隆凸点及颊下点处于 同一水平面为

准 : 平行于台面
,

拍照侧位 ; 线片
。

拍照时
,

使被检者平静呼吸
、

自然表情
,

并于鼻尖

和两侧鼻翼的最突出点各贴附直径为 1> > 的金属粒一个
。

摄影装置 < 采用菲利蒲 ∀ ?4 # ≅ 光机
,

≅ 线管球的焦点至台面为 ? ?Α >
,

头部的

中心平 面至胶片的距离为 ?Α >
,

管电压为 ? Β /
,

管电流为 7 ? ? > #
,

自动曝光 时间为

? > Χ ,

放大倍率为 ?
2

? ∀
。

9: ; 线片上的测量项 目的设定

根据野村 9  8 :
、

甚暗 9  8 : 及 自定的测量方法
,

设定 了以下 ; 线片上的测量项

目<

正位片上的测量项 目 9图 1: <
颅最大宽

、

额最小宽
、

颧骨间宽
、

下领角间宽
、

全颅

高
、

全面高
、

鼻宽 9鼻翼点 9金属粒 : 之间的直线距离:
。

Δ

⋯

子 从 Ε
一Φ1 2

1

【

叮

峪一一—

一

Γ 2

县 2

一一一Η

—
一一一六

一一 ΙΙΙ

图 正位片上的测量项目

% ϑ Κ > Κ 5 Χ Λ ΜΝ Ο Π ΝΘΚ > Χ 0 Ο Θϑ Κ

∗0 Χ ΘΕΕ 5 Ο ΘΚ ΜΝ0 Μ Μ5 ΡΝ0 Π Μ 5 ∗ϑ

图

% ϑ Κ

侧位片上的测量项目

> Κ 5 ΧΛ ΜΝΟ Π ΝΘΚ > Χ 0 Ο Θϑ Κ

−5 ΘΚ Μ5 1 ΜΚ Ρ Ν0 Π Μ5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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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位片上的测量项目 9图 : <

1: 基准点和线的设定
Ο

9
Ο 5 ΧΝ0 Ο : < 鼻根点 < ∀ ∀ 9

ΧΛ Σ ΧΤ ΝΟ 5 1Κ : <
鼻棘下点

。

通过
Ο 与 ∀ ∀

引一条直线
,

做为 Υ

5 Ο Χ 95
Ο ΘΚ ΜΝ 0 = Ο 5 Χ5 1ΧΤ ΝΟ Κ

:< 鼻棘最前点
。

由
5 Ο Χ 向 Υ 轴引一垂线

,

做为 ≅ 轴
。

≅ 轴与 Υ 轴的交点为 5 Ο Χ
,)

Τ Μ Ο 9Τ Μ 0 Ο 5 Χ 5 1Κ:< 鼻尖点

由 Τ Μ Ο
分别向 ;

、

Υ 轴引垂线
,

与 ;
、

Υ 轴的交点分别为 ∗Μ
Ο
和 Τ ΜΟ’’

。

: 测量点的设定
<

ΜϑΝ <
鼻骨尖点

,

即鼻骨缝的最下点
。 ΜϑΝ’< 由

ΜϑΝ 点向 Υ 轴引垂线
,

与 Υ 轴的交点
。

5< ΟΕΕ Μϑ Ν伺 的中点
。 5
性由

5
点引 Υ 轴的垂线

,

与鼻骨前缘的交点
。

> Κ< 颊下点
。

> Κ性 由 > Κ 点向 Υ 轴引垂线
,

与 Υ 轴的交点
。

∗< 外耳门上缘的中点
。

Τ 性由 Τ 点向 Υ 轴引垂线
,

与 Υ 轴的交点
。

!: 测量项 目

因变量项 目<

自变量项 目<

≅ 。<
为 Τ Μ Ο 一Τ Μ Ο “

之距
。

Υ 。<
为 Τ Μ Ο 一Τ Μ Ο ‘

之距
。

二
Μϑ Ν仁二

5 Ο Χ
仁

5一5 仁
Μ ϑ卜 Μ ϑ Ν二

5 Ο
ΧΕΕ

5 Ο Χ
仁 Ο 一 11 ∃

5 一 5

? ?

Ο 一 Μ ϑ Ν ,

石二不又尹
;

1。。
,

坚州
、 ? ?

,

∗一∗
, Ο 一

Μ ϑ Ν一 Μϑ Ν
下一尸

ς
一下丁: ;

Μ Ο 1一 Μ Ο 1

≅ ? ?
Ο 一 刀 1 Κ Ο 一 5 Ο Χ

9ΜϑΝ一Μ ϑ Ν乍95一 5
:

9!: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正位片上的测量项 目
,

以鼻翼间宽为因变量
,

以其余 Ω 项 9颅最大宽
、

额最小宽
、

颧

骨 间宽
、

下领角间宽
、

全颅高及全面高: 为 自变量
,

进行回归分析
。

侧位片上的测量项

目
,

以 Τ ΜΟ 一Τ Μ Ο 和 Τ Μ

ΟΕΕ Τ Μ Ο “

为因变量
,

以其余 项 9见侧位片上的测量项 目: 为 自变

量
,

进行回归分析
。

二
、

结 果

9一: 关于推定鼻宽的结果

推定鼻宽的测Θ 值

表 各项测Θ 的平均值 9单位 < > > :

% ϑ Κ 5 Ξ Κ Μ5 Π Κ Ξ 5 1Λ Κ 0 Δ Κ 5 Κ ϑ > Κ 5 ΧΛ Μ ΝΟ Π ΝΘΚ > 9Ψ Ο ΝΘ<> > :

项 目

八,

Θ−
7气
曰

⋯
Ζ又27‘ ,!

∀

颅最大宽

 ∀ 额最小宽

#∀ 颧骨间宽
∀

下领角间宽

∃∀ 全颅高

%
∀

全面高

鼻宽 &鼻翼间宽∋

&( ) ∗ + ∋

&+ , − .+ / + ∗ 0 , 1 . , 2 3 0 ∗ , 4 )5 ∋

&+ .1 .+ / + 60 7 1 ) , 2 3 0 ∗ , 4 )5 ∋

&3 . 8 9: 7 + , ) .∗ 3 0 ∗ , 4 )5 ∋

&3 .: 7 1 . , 2 3 0 ∗ , 4 )5 ∋

& ) 7 ) , 2 ; 0, 1 ., 25 ∗ .: 5 ) ∋

&+ 7 0<5 7 27 : .∗ ,2 6, ∗ ., 2 5 ∗ .: 5 )∋

& 1 , = , 2 3 0 ∗ , 4 ) 5 ∋

! >
∀

? ≅

? ≅
∀

≅ ∃

!# Α
∀

? !

> >
∀

! !

 !?
∀

> >

!  
∀

 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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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定奥宽的回归方程

9: Ω 个变量的回归方程

Υ [  
2

 ?构
2

≅ −
∴9:

2

? Ζ ≅ 厂?
2

? ! ≅ 犷)
2

).≅ 犷?
2

0 1≅ Χ
均

2

≅ Ω 士
2

∀

( [ ?
2

! Ω ] 二 1
2

? ! & [ 7  

9: 7 个变量的回归方程

Υ [ !
2

8 8均
2

!≅ −一?
2

)Ω ≅ 犷)
2

)−≅ .

均
2

11≅ Ω 士
2

7 Ω

( [ ?
2

! ∀ ] [ 1
2

∀ ∀ & [ 7  

!
2

推定精度

表 回归方程的推定精度

% ϑΚ Τ ΜΚ Κ ΝΧΝ0 Ο )Δ ΜΚ Π 比Χ ΧΝΞ Κ Κ⊥ Λ 5 柱0Ο Χ

差的绝对值

# Σ Χ 0 1Ψ ΘΚ Ξ 5 −Ψ Κ 0 ΔΡ ΝΔ_ 贻Μ Κ Ο ΚΚ

例数 9百分数:

& 0 9Τ Κ Μ ΚΚ Ο Θ5 Π Κ :

) 一
2

)Ο 1 >

2

一 2 0> >

2

1 > > 以上

1

1 1

9∀ !
2

? Ω:

9 7
,

7 :

9
2

7 ∀:

9二: 关于推定鼻尖的结果

2

推定异尖的测 2 值

表 ! 各项测 2 的平均值 9单位 < 毫米:

——
一

%鱼母鱼6旦Μ草Π 尽6鱼−Λ 弓 ⎯￡Κ 5 ‘巨少 Κ鱼ΧΛ ΜΝΤ Π 丝,坦
Φ 9Ψ 旦红< 坦坦:

Φ Φ项 目91ΘΚ > : ≅ .

因变量 ∗Μ Ο 一 ∗ Μ Ο 1,

9; 。: 8
2

∀ ?
2

!7

9Ρ印
。Ο Ρ Κ Ο Θ Ξ5 ΜΝ 5 Σ 1Κ: ∗ΘΟ 一 Τ Μ Ο

全Υ
。: ?

2

Ζ Ω ?
2

 8

2

ΟΕΕ
Μ ϑΝ

,
?

2

∀ !
2

Ζ?

2

ΟΕΕ
Ο Χ ,

7 7
2

 7
2

Ω

!
2

5一 5 ,
2

? 7 Ω

7
2

ΜϑΝΕΕ Μ ϑΝ
,

!
2

! ?
2

  

∀
2

5Ο
ΧΕΕ

5 Ο Χ , 7
2

∀ ?
2

 Ω

】卜∗ Ζ 7
2

∀∀ Ω
2

Ζ7

自变量

9ΝΟ Ρ Κ ∗Κ Ο Ρ Κ Ο Θ Ξ5 ΜΝ5 Σ 1Κ:

Ο一 > Κ’
5 一 5 ,

ΜϑΝ一 Μ ϑΝ
’

Ο 一 Μ ϑΝ ,

Ο 一 5 Ο Χ ,

Ο 一 5 Ο Χ 尸

Ο 一 > Κ ,

? Ω
2

 ! ∀
2

88

≅ ? ? Ω Ζ 8 7 ∀
2

 Ζ

;
?? 7 7

2

8 ? Ω
2

! 8

Ω2叭民从

≅ ? ? 7
2

 Ω
2

Ω∀

丛上二些叮
、

00
Ο 一 5 Ο α

Ζ
2

! Ζ
2

? !

9Μϑ卜Μ ϑ Ν乍 95 一5
今

2

 ?
一

8

?2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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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定鼻尖的回归方程

9: 个变量的回归方程

; 。[ 7
2

Ω  粗
2

 ! ; ,

均
2

ΧΠ ; 厂7
2

0! ; 厂 Χ
2

3 1; 打0
2

1Χ; Χ

份
,

0 Ω ; ‘0
2

∀ Ω; Ζ

均
2

11; ΧΕΕ
2

Ζ ; Π

一
2

8 Ζ≅ 10
∴

2

! Ω≅ −一∴1
2

8 ! ≅ 士
2

! 9( [ )
2

Ω 8 ] [
2

∀ & “ 7  :

Υ 0 [ ! ?
2

均
2

!7 ≅ − ∴ 1
2

! 1≅ 犷
2

Ζ 8 ≅ 厂 !
2

 1≅ 7

均
2

Ζ ≅ ∀

均
2

? 7 ≅ ‘)
2

! 8≅ Ζ
均

2

? Ζ ≅ ΧΕΕ )
2

∀≅ Π

一
2

≅ 一。
∴

,

∀  ≅ 一1
∴9:

2

! Ω ≅ β 士
2

 ! 9( [ )
2

∀ Ζ ] [ 1
2

7 & [ 7  :

9: ! 个变量的回归方程

≅ 0 [ Ω
2

Ω 一 1
2

7 ?≅ !

均
2

Ω ≅ 厂?
2

 ≅ −一士
2

Ω

( [ )
2

7 8 ] [ ?
2

7 ∀ & [ 7  

Υ 0 [
2

 7均
2

? 7 ≅ Ω

均
2

)!≅ .

均
2

∀ ∀≅ 一1士
2

8  

( [ ?
2

7 ! ] [ !
2

7 & [ 7  

!
2

推定精度

表 7 回归方程的推定精度

% ϑΚ Τ ΜΚ Κ ΝΧΝ0 Ο 0Δ ΜΚ Π ΜΚ Χ ΧΝΞ Κ Κ ⊥ Λ 5 ΘΝ 0 Ο Χ

差的绝对值

# Σ Χ0 1Λ ΘΚ Ξ 5 1Λ Κ 0 ΔΡ ΝΔ1 七Μ ΚΟ Κ Κ

≅ 0 Υ 0

& 0
2

9Τ Κ Μ ΚΚ Ο Θ5Π Κ:

、2α
苦
、

2
苦

?
工αΘ)α+Ψ

? 一
2

0 > >

2

一 2 0 > >

97 7
2

Ω 9!
2

2

1> > 以上

∀9∀
2

? :

?9 ? 7 1:

7 9 8
2

∀ Ζ: 9 7 ∀ :

三
、

讨 论

2

决定鼻外形的物质因素< 决定鼻外形的因素很多
,

包括骨
、

软骨
、

肌肉和皮肤
,

以

及皮下组织
。

其中
,

鼻骨是形成鼻外形 的主要支柱
。

其次
,

已经证明
,

软骨 的形状及大

小
,

尤其是侧面的鼻软骨和鼻中隔软骨
,

由于与颅骨密切相连
,

故与颅骨的相关性也很大

9, 5Σ ΜΝ Κ1 Κ ,

 8  :
。

所以
,

鼻外形完全可以根据颅骨得以复原
。

本研究也完全证实了这一

点
。

2α 性别和年龄与鼻外形的关系 < 许多研究表明
,

鼻外形与性别和年龄有密切关系 9小

川晴昭
,

 Ω ?= 市川和义
,

 8 7:
。

因此
,

本文只研究了女性鼻外形的特点 = Ζ 一  岁
,

是一个非常小的年龄范围
,

可以认为是一个年龄组
。

故本研究所得数据
,

只适用于该年龄

范围内的女性材料
。

!
2

回归方程的推定精度 < 面貌复原的传统方法
,

多是根据尸体头面部软组织厚度的平

均值
,

在颅骨表面贴附软塑泥
,

以求尽可能接近原貌的复原
。

虽然生体面貌各不相同
,

但

尸体的面貌却大多相似
,

加之采用平均值进行面貌复原
,

故复原后的结果往往缺乏个性
。

为此
, 2

本研究采用了回归方法
,

试图使推定结果更加准确
,

更加可靠
。

回代结果表明
,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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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的推定值与实测值之差的绝对值χ 3> > 的 占 ΖΖ
2

∀∀ δ = 鼻尖的推定值与实测值之差的绝

对值χ 3> > 的占 Ζ
2

7! δ
。

可见
,

本研究所获得回归方程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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