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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7 6 例 一! 岁中国汉族人胫骨中段横断面的矢状径
、

横径
、

髓腔矢
、

横径及骨密

质前
、

内
、

外缘
,

内
、

外
、

后面厚度等 项指标进行了侧量分析
。

结果表明
,

胫骨中段矢状径
、

横

径及骨密质相对厚度在 一 9 岁年龄阶段与年龄具有高度正相关性
。

髓腔平均直径在 一 7:

岁年龄阶段亦呈规律性变化
。

在分尸案件
、

火灾
、

爆炸
、

飞机失事和交通事故 中
,

均涉及死者的身源鉴别问题
。

由于

胫骨远离躯干和头颅
,

又有髓
、

膝关节相隔
,

在上述案件和事故中往往容易被肢解或分离
,

当仅发现小腿的残骨时
,

却不能以现有资料和方法准确地判断年龄
,

给侦察破案和事故处

理带来许多困难
。

如何从胫骨的某一局部
,

总结与年龄变化的关系
,

已成为身源鉴别的重

要研究内容
。

许多年来
,

法医学
、

人类学和考古学家都在寻求以下肢骨判断年龄的方法
,

并做了许

多有意义的工作
。

陈世贤3 ! 6 4的法医骨学中介绍了国外用胫骨中段哈佛氏管直径判断

年龄的方法
。 ∗ ; # < − = # >

3 ! 6 4
、

∗ ;# < − = # > 等3 ! 6 9 4
、

? ≅ Α =Β> Β 3 ! : 5 4 介绍了从胫骨

骨单位判断死者年龄
。

朱芳武3 ! 6 9 4仿照国外 Χ ) ≅∃ )Δ 法对 9: 例 中国人股骨的骨单位

数
、

骨间板数
、

非哈佛氏管数以及外环骨板的平均相对厚度进行了观测统计
,

并建立了推

算年龄的回归方程
。

郑靖中
、

庞天赐3 ! 6 6 4
、

刘武等3 ! 6 ! 4分别对胫骨
、

下肢长骨的性别

判断作了分析研究
。

汤谷初3 ! 6 5 4对我国法医学书籍中引用国外胫骨哈佛氏管直径数据

判断中国汉族人年龄的可靠性
,

作了研究探讨
,

结果提示国外数据不符合汉族人的实际

情况
。

为了探讨从胫骨某一局部判断年龄的新方法
,

总结本民族的数据和规律特点
,

本文

对 7 6 例资料齐全的中国汉族人左侧胫骨材料
,

从中段横断面确定 项指标进行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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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一
、

材 料 与 方法

3一 4 材 料

本实验共收集左侧胫骨 9 例
。

其中 67 例由于断面呈椭圆形和不规则形
、

年龄等资

料不全以及来源于不同条件的陈旧骨等原因而未采用
。

所用 7 6 例均具有准确的年龄
、

性别
、

民族
、

身高
、

职业
、

籍贯等资料
,

断面符合解剖学所述的三棱形要求
。

其年龄分布为

∃一! 岁
,

男性 ∃” 例
,

女性 5! 例
。

区域分布为湖南
、

广西等八省区
。

职业为农民 6 例
’

学生 96 例
,

家庭妇女 95 例
,

工人 例
,

干部 7 例
,

军人 例
,

无业流动人员 7Φ 例
,

婴幼儿

7 7例
。

来源于法医尸体剖验
、

医院外科截肢手术和医学院校新收有资料记载的实验标本
。

所有胫骨均为发育正常
,

无畸形和病变者
。

登记编号后取材用乙醇分别固定于玻璃瓶内

保存
。

材料的年龄
、

性别和区域分布见表 ∃ 。

表 7 6 例材料的年龄
、

性别和区城分布

年龄组3岁4 例数3男 女4 Γ 湖南 广西 江西 四川 Γ 广东 山东 ∃ 浙江 贵州

只冲毕洲井
Φ 岁以下

Φ 一

一 ,

Φ一7

7 一7 :

7 Φ一9

9 一9 :

9 Φ一斗

 一  :

 Φ一 :

: 一 : :

: Φ一 Φ

Φ 一 Φ :

Φ Φ一 5

5 岁以上

总计

7 3 9 5 4

7 3 7 6 4

7 3 7 6 4

7 3 7 6 4
7 3 5 9 4
7 3∃斗 Φ 4

7
‘

3 5 9 4

7 3 ! 4
7 35 : 4

35 9 4

3Φ : 4

5 3 Φ 4

Φ 3 7 4

Φ 37  4

Φ 3 7 4
7 6 3 9 ! 5 ! 4

3二 4 方 法

%

年龄分组

将实验材料依序每隔 , 岁分为一个年龄组
,

共分 : 组
。 Φ岁以下为第一年龄组

, Φ
%

一
%

!岁为第二年龄组
,

以下类推
。

但最后一组为 5
%

一! 岁
,

称 5 岁以上年龄组 3参见

表 4
#

7
%

标本制作及测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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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为左侧
“

胫骨中段
” 。

制作时以胫骨长 3邵象清
, ! 6 : 4 ∃ Ι 7 处为中点

,

通过此点

与胫骨纵轴作一垂直线
,

称
“

胫骨 中线
” ,

在此线上
、

下各一厘米处将胫骨横行截断
,

截面必

须与中线平行并要求平整
,

所得 7 厘米长的
“

胫骨中段
”即本文所测量的标本

。

测量时
,

按胫骨在人体的正常解剖位置和结构
,

用游标卡尺3上海产
,

一 7 < <
,

读

数为
%

7 < < 4 在 同样光源下
,

以同一测量标准分别测量下列指标 Ε 3∃4 矢状径 3最大径 4
,

从前缘前极至后面后极的水平直线距离 8 3ϑ4 横径3冠状径 4
,

从外缘外极至内缘内极的水

平直线距离 8 39 4髓腔矢径
,

从髓腔前壁至髓腔后壁的水平直线距离 8 3 4髓腔横径
,

从髓腔

下
%

Κ1Λ
一一一一

拍一

% %%%%%%%%%%%%%%

∃

Γ
—

7

后

‘一一叶一 Μ

%

一
% 闷

图 观」量 项指标示意图

∗ ; ) = ) ; ) < Ν Η Β) Ο ΒΝ Π ≅ Ν < # Θ = Α ≅ 2 ) Δ # Θ

Η ) > Η Ν ≅ Π ) Η =

外壁至髓腔内壁的水平直线距离 8 3, 4骨密质前

缘厚度
,

从前缘前极至髓腔前壁的厚度 8 3Φ4骨

密质内缘厚度
,

从内缘内极至髓腔内壁的厚度 8

35 4骨密质外缘厚度
,

从外缘外极至髓腔外壁的

厚度 8 36 4骨密质内侧面厚度
,

从前缘至内缘中

部骨密质最薄处的厚度 8 3! 4 骨密质外侧面厚

度
,

从前缘至外缘中部骨密质最薄处的 厚 度 8

3 4骨密质后面厚度
,

从内缘至外缘 中部骨密

质最薄处的厚度 3以上名称系作者参考河北医

学院3 ! 5 5 4人体解剖学等著作有关胫骨的外形

结构而命名 4
。

9
%

统计方法

将每例材料 项测量指标的原始数 据 按

年龄组归纳为  项综合指标
,

分别统计其均数

和标准差
。  项综合指标是

Ε
矢状径 以  !

表示 ∀
, # 横径 以  ∃ 表示 ∀

, % 髓腔平均直径
,

以髓腔矢
、

横径数相加除 & 而得 以 ∋ (表示 ∀
, ) 骨密质相对厚度

,

以骨密质三缘三面

, 一 ∗+ 项 ∀的厚度累计数除 , 而得 以 ∋ − 表示 ∀
。

然后将每例材料的 − 项综合数据输人

!. / 微型计算机
,

进行相关及回归分析等统计处理
。

二
、

结 果

&∗0 例胫骨中段横断面各年龄组矢状径
、

横径
、

髓腔平均直径和骨密质相对厚度的均

数及标准 差见表 & 。

一 ∀ 矢状径与年龄的关系

表 &可见
, ∗一(+ 岁年龄阶段

,

胫骨矢状径随年龄增大而呈规律性变化
,

为正相关
。

经散点图分析 图 & ∀
,

在该年龄阶段随年龄增大而矢状径数值增大
。 (∗ 岁以上年龄组则

未见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 ∗一(+ 岁年龄阶段相关分析结果为

1 2 +
3

4 + + 5 6 7 +
3

+ + + ∗∀
。

直线回归方程为 仑一 4
3

,& 8 & 9 ∗
3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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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7 6 例胫骨中段横断面各年龄阶段  项综合指标的均数和标准差

年龄组
3岁4

矢状径 横径 髓腔平均直径 骨密质相对厚度
年龄3岁4 又 Γ :

%

? 1 又 Κ 0
%

? Γ 又 Ρ =
Σ

? Γ 又 ∃

碑日Μ

Η,
州‘Λ月司且 !互∀#!,∃%,
了,几舟,月才门了&∋、%(!

‘

∋)!,
工!,)户,、∀%,,‘

⋯⋯
诊

⋯
∀%∀∗∀材#∗∀∗∀∗‘∋+
‘∋%,−∀%八∗,‘∀%,−

!,∀”,二.,,二,翻乙/∗0!
!呀++全!,!)∗二∀%

⋯⋯
,山!一1透暇!吮!吮!2、%3

。

4 & 5 3 &

6
。

4 +

7
。

65

∋8
。

+ 3

9
。

3 &

4
。

+ 4

3
。

7 7

−
。

呼−

−
。

&6

5 3 4

∋
。

∋4

−
。

7 6

5
。

5 8

3 9 +

3
。

3 3

+
。

6 &

−
。

∋9

∋
。

64

5
。

+ ∋

+ & 9

8
。

∋3

8
。

7 6

8
。

7 8

8
。

4 +

8
。

3 &

8
。

& 4

5
。

6 &

5
。

6 ∋

∋&”3879+5村+∋7∋&7时44∋3绍∋∋∋3∋5∋∋∋8∋8∋5∋∋∋∋∋&∋∋∋&巧

544∋3638丸巧34”39+7∋&∋+4&4&
侣二∋∋
3
舟布%∋且,曰,
二

3
,‘,山,山∀%+
二

34569∋巧339∋6∋9∋63叭364986∋63+3∋3333333∋3∋35幻33333+

3 4
。

∋∋

5 ∋ 9

∋
。

7 5

3
。

5 ∋

5
。

& &

5 + &

3
。

& 9

3
。

4 ∋

3 & 3

5
。

∋ 4

∋
。

∋ 5

3
。

3 +

3
。

45

−
。

8 7

−
。

76

3
。

+ 7

‘,声,叮‘!,‘,‘#:−、!月!,翻);八∗/!1<口,山++碑户心冉嘴#

⋯⋯
∀矛七∀∗工、%门了∃几%内)#洲,矛

,二∋二,‘,‘,‘,田,臼,#,‘,‘

月嘴%亡!∀−了胜‘

峪孔,
!,

⋯
#料‘人∗%&/了,山,臼,气乙乙

曰,∀%曰、%∀弓一+宝%∀甘)∗)矛
%∗之一∋三‘∗通,)八)碑龙%。&+−=‘、曰>#1

⋯⋯
自‘#)口,!∀丹,曰凡3一目了月,∃%,!/∗,三,‘几‘凡乙之!−甘1

‘!,21七!了∀‘∗

& 岁以下

&一 ∋+

∋ ∋一 ∋9

∋ &一 3 +

3 ∋一 3 ,

3 &一 5 +

5 ∋一 5 9

5 &一 8 +

8 ∋一 8 9

峪&一 , +

9 ∋一 , 9

, &一 & +

& ∋一 & 9

& &一 6+

”岁以上 4 5
。

+ +

?二 ≅ 横径与年龄的关系

表 3 石丁见
, ∋一 5+ 岁年龄阶段

,

胫骨横径随年龄增加而有规律地增大
,

散点图分析 ? 图

5 ≅
,

该年龄阶段随年龄增加而横径数值增大
。

5∋ 岁以上年龄组则不甚规则
。 ∋一5+ 岁年

龄阶段相关系数为
( 一 + 9 9 5 8 ? Α Β + + + + 3 ≅

,

直线回归方程为 宁一 ∋3
,

9 3 朽 十 − & ∋ &9 Χ 。

5+
5;

矢 吓
权 肠

状 幼
3+

径 ∋9

径 】&

‘用 价 ≅ ∋+ 卜
? Δ 伯 ≅∋+

石

+

∋ + 3+ , ) 钧 ‘+ 的

年 赞 −岁≅

图 3 矢状径与年龄的关系

+

功 3+ 5+ 初 9+ ‘) 乍) 自;

年 钟 ?岁≅

图 5 横径与年龄的关系
Ε Φ Γ ( Γ −Η Ι ϑ < ∀ Κ Γ Ι Λ Γ Γ ∀ Ι Φ Γ Η Μ Γ Η ∀ . Ε Φ Γ ( Γ −Η ( ϑ < ∀ Κ Γ ΙΛ Γ Γ ∀ Ι五Γ Η Μ Γ Η ∀ . Ι Φ Γ

Ν Η Μ ϑ Ι Ι Η − . ϑ Η Δ Γ Ι Γ ( Ν Ι ( Η ∀ Ν Ο Γ ( Ν Γ . ϑ Η Δ Γ ΙΓ (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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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4 髓腔平均直径与年龄的关系

表 7 可见
,

在 一 7: 岁年龄阶段
,

髓腔平均直径随年龄增大而呈规律性增大
。

散点图

分析 3图  4亦说明在该年龄阶段具有正相关
。

7Φ 岁以上年龄组虽有增大的趋势
,

但不规

则
、
,

未反映明显的规律性
。

将 ∃一 7: 岁年龄组作相关和回归分析
,

结果为 ≅ 一
%

5 Φ , :

3Τ Υ #
%

/ 4
,

仑一
%

 Φ 9 ς
%

 7 9 / 。

3四 4 骨密质相对厚度与年龄的关系

从表 7 和图 : 可见
,

骨密质相对厚度在 一9 岁年龄阶段随年龄增大而呈规律性增

厚
。

9 岁以上年龄组随年龄增长虽有变薄的趋势
,

但尚未反映出规律性
。

经对 一9 岁年

龄组作相关和回归统计处理
,

结果为 ≅ 一
%

: : 3Τ Υ
%

4
,

全一 5
%

  9 , ς ,
%

: ! Φ /
。

扣邵7巧

骨密质相对厚度

加肠加巧

傲脸均平直径

3爪 < 4
3< < 4

犯 : ‘ 5 件Ω

铸 3岁、
7 9  : ‘ 5 %

年 龄 3岁4

图  

∗ ; ) ≅ ) ∃ Ν Η Β # >

髓腔平均直径与年龄的关系

Ξ ) ΗΨ ) ) > Η; ) Ν Π ) Ν > Ο Η; ) Ν 2 ) ≅ Ν Π

Ο ΒΝ < ) Η ) ≅ = # Θ ) Ν 2 ΒΗ Ν =

图 :

∗ ; )

骨密质相对厚度与年龄的关系
≅ ) ∃ Ν Η Β# > Ξ ) ΗΨ ) ) > Η ; ) Ν Π ) Ν > Ο Η ; )

Η; Β) Ζ > ) = = # Θ = Α Ξ = Η Ν > Η ΒΝ ) # < Τ Ν ) Η Ν

3五4 实际案例应用和盲测结果

经对外单位送检的 Φ 例碎尸等案件 的左侧胫骨中段和 7 例随机取样的实验标本
,

用

以上  项回归方程作年龄判断
,

取 斗项方程的综合结果作为判断的年龄
。

经破案及查对

标本台帐资料证实
,

除 Φ 例超过适应范围外
,

其余 7 例判断年龄与实际年龄正负相差 9

岁以内者 6 例 3 岁不差者 Φ 例
,

差 ∃ 岁者 : 例
,

差 7 岁者  例
,

差 9 岁者 9 例 4
,

准确率

为 !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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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 本文通过对 7 6 例中国汉族人左侧胫骨 中段横断面 项指标的测量统计分析
,

总

结出  项指标的均数
、

标准差
、

相关系数
,

并建立了用以判断年龄的  项回归方程
,

经实际

案例应用和盲测检验
,

在 一9 岁年龄阶段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

说明此方法可用于碎尸案

件和事故残尸的年龄判断
,

为胫骨局部的年龄判断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

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

7
%

胫骨中段横断面判断年龄有其理论依据
。

胫骨和其他骨骼一样
,

通过成骨细胞和

破骨细胞的偶联作用
,

在人的一生中具有不断发育变化过程
。

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外形

的增长和增粗
,

而且其内部结构亦随年龄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化
。

从而为借助局部胫骨判

断人体年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

9
%

胫骨中段矢状径和横径在 一9 岁以内
,

具有随年龄增加而规律性增大的特点
。

胫骨发育过程中
,

其 中段横断面的矢状径和横径不断增大
。

成熟期后
,

胫骨和其他骨的发

育均趋于稳定
,

长度和粗细相对恒定
,

其矢状径和横径因而均无明显变化
,

以致难以反映

中年后的年龄特点
。

 
%

髓腔平均直径在 ∃一 7: 岁年龄阶段随年龄增加而呈规律性增大
。

胫骨发育过程中
,

在管径增粗
,

骨密质增厚的同时
,

其髓腔也有规律地增大
。

胫骨发育成熟后
,

髓腔大小

保持相对恒定
。

到老年期
,

由于骨密质逐渐变薄
,

髓腔有增大的趋势
,

但 由于材料例数偏

少
,

尚未能总结出规律性
。

:
%

骨密质相对厚度在 一9 岁年龄阶段随年龄增大而增厚
。

在胫骨增长增粗的同时
,

骨密质不断增厚
,

这些都说明胫骨在发育过程中
,

各个部分的结构是同步发育增长的
。

从现

有老年组材料看
,

随着年龄老化
,

胫骨骨密质有不断变薄的趋势
,

将于今后继续总结探讨
。

Φ
%

值得注意和说明的问题

3∃4 经对 6 例完整的成年人胫骨中部 厘米范围内不同高度的矢状径和横径 进 行

侧量比较
,

结果中点上 : 厘米处矢状径比中点大
%

:一 7 毫米
,

横径大
%

:一
%

: 毫米
。

中

点下 , 厘米处矢状径比中点小
%

:一 7 毫米
,

横径小
%

, 一 毫米
。

而在中段 7 厘米范 围

内
,

其上下数值在标准误差范围以内
。

又经 7 例同一人的左右胫骨中段作测量比较
,

其

结果一致
。

因此提示本方法适应胫骨中段 7 厘米范围内的左右胫骨
。

37 4 本实验所收集的 9 例胫骨材料中
,

中部断面形状属于异形的有 79 例
,

占 5
%

“ 形
。

其中椭圆形  例
,

不规则形 ! 例
。

因这部分材料不符合解剖学所述的三棱圆柱形
,

离体后给

确定正常的解剖位置带来困难
,

也不符合本研究的测量标准
,

因此不能用本方法推断年龄
。

39 4 某些特殊体质
,

如身体过于高大或矮小
,

以及病理改变或畸形等
,

胫骨亦超出正

常值
,

不宜用本方法推断年龄
。

3 4 限于材料来源
,

本文研究仅为中国南方3湖南地区为主 4汉族人左侧胫骨的数据
。

3:4 经对 9 岁以内各组材料作男女性别比较分析
,

结果未见性别方面的显著差异
,

Ε 一 。,

无统计学意义
,

故文中未分别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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