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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骨测量与 & 线头影测量方法的

比较研究

曾 祥 龙
3北京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院 , 北京 4 5

刘 武
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5

关镇词 颅骨测量 6 & 线头影测量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传统的颅骨测量法与 口腔医学上使用的 / 线头影测量法在测量标志点的选取定位

及测量结果的差异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
。

测量标志点重叠对比显示颅骨测量中的大多数标志

点在 / 线片上可以较为准确地定位
。

方差分析表明两种测量方法测量结果差异不显著 37 8

。
%

9 5
。

本文就如何准确地在 / 线片上确定标志点以及测量数据的放大误差问题进行了讨论并

提出了将放大率划分为三个等级计算 / 线头影片测量值的标准
。

作者认为采用 / 线头影测量

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

颅骨侧量与 & 线头影测量是研究颅面部骨骼及软组织特征的两种主要方法
。

百余年

来体质人类学家主要采用颅骨测量方法来研究颅骨的群体及个体特征
。

这种方法借助测

量仪器直接在颅骨标本上测量以获得所需的数据
。 & 线头影测量是一种间接的影像测

量方法
。

该方法利用 & 线投照设备
,

将头部固定于一定位置从正侧两个方位摄片
,

然后对

/ 线头影片进行测量分析
。
/ 线头影测量已有 : 余年的历史 3;< #= > ? )≅Α

,

! Β 5
,

是口 腔

医学研究颅面部骨骼及软组织形态结构
、

生长发育及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
。

这种方法需要

一定的设备
,

成本较高
。

但却有其优点 Χ 既可用于离体颅骨
,

也可用于活体
,

并且与颅骨测

量相比简易省时
,

易于掌握使用
。

此外
,

近年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已波及 & 线头影测量
。

目

前国内已可采用计算机图形分析系统测量分析 & 线头影片并进行数据处理
、

面形模板图

绘制3曾祥龙等
, ! 4 Β 6傅民魁

, ! 4  5
。

计算机技术的引进大大提高了 & 线头影测量的准

确性和自动化程度
。

本文 目的就是比较这两种方法在测量标志点和测量项 目上的异同之处 6 分析两种方

法测量结果的差异程度并探讨 & 线头影测量在人类学研究上的应用前景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人类学测量标志点和测量项目的选取依据吴汝康等3 ! 4  5召人体测量方法》和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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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首先采用传统的颅骨测量方法完成对 Β 具标本的人类学测量
。

然后分别定位拍摄这

Β 个标本的正位和侧位 & 线片
,

将 & 线片描图并在描图上确定并标 出各测量标志点
,

用直

尺和量角器在描图上进行测量
。

以上每项测量重复两次
,

取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

由于

& 线拍片存在放大因素
,

所有 & 线头影测量的线性测量结果均按有关放大率予以校正
。

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
,

以分析比较两种方法所得结果是否

存在差异
。

结 果

%

测Α 标志点

表 列 出了两种方法确定的颅骨测量标志点在 & 线描图上的重叠吻合情况
。 “

完全吻

合
”

指两张描图的对应标志点相距 。一
%

# Δ Δ 6 “

基本吻合
”

指两张描图的对应标志点相

距
%

一 Β
%

# Δ Δ 6 “

较难确定
”

指两者相距超过 Β Δ Δ
,

提示 & 线头影测量标志点的 确 定

有一定的难度和误差 6 “

无法确定
”

指 & 线头影测量法在头颅正位和侧位片上都无法确定

的颅骨测量标志点
。

表 二种方法测Α 标志点孟皿吻合情况

吻吻合情况况 测 量 标 志 点点 百分 比比

完完全吻合合 鼻根点 3≅5 耳门上点 3−
。
5 颅底点 3?

=

5 眶下点 3
。 <

5 鼻棘下点 39 9 5 上齿槽点点 : Ε
%

Β ΦΦΦ

33333
Γ> 5 下齿槽点 3Η> 5 频下点 3Ι

≅
5 颊前点 3− Ι 5 下领角点 3! 5 颖额颧点 3ϑΔ Α

55555

眶眶眶额颧点 3ϑ Δ #5 额点 3
Κ Λ5 辞突外点 3Μ >∃ 5 眉间点 3Ι 5 额中点 3Δ 5 前自点点点

33333? 5 颅顶点 3
2
5 颅后点 3

# − 5 枕外隆突点 3Η5 人字点 3∃5 星点 3
= Χ Α5 大孔前缘缘缘

点点点 3
) ≅ ? =

5 耳点 3
=

Ν%5 鼻尖点 3
< ΟΗ5 上齿槽前点 3−

<

5 下齿槽前点 3Η> =
5 颁后点点点

33333Ι
)
5 咏突尖点 3

# <
5 口点 3 5 上齿槽后缘点 3

= ∃2

5 额颧点 3ϑΑ5 颅侧点 3
) Ν

55555

乳乳乳突点 3Δ
。
5 颊孔点3Δ ∃5 上齿槽外点 3

) ‘Δ 5 上齿槽内点 3
。≅ Δ 55555

基基本吻合合 鼻棘点 3≅Γ 5 愕后点 3Γ
Α
=5 大孔后缘点 3#5 眶上缘 眶下缘 眶内缘点 3>5 眶眶 :

%

Β ΦΦΦ

外外外缘点 3
。Μ

5 梨状孔外缘 颧颁点 3Κ Δ 55555

较较难确定定 领额点 3Δ ϑ5 泪点 3∃
=
5 颧骨点 3Η

Ν
5 散突内点 3

) > Δ 555 Ε
%

ΒΦΦΦ

无无 法确定定 冠状缝点 3
) #

5 冠颧点 3
ΓΑ 5 蝶点 3

Γ− Ο 5 颖点 3Π 5 颜下点 3ΗΑ 555 !
%

ΦΦΦ

表 ∃ 显示
,

本文研究确定的 99 个标志点中
,

有  : 个 3占 4Β
%

: 多5 在两种方法重合一

致
,

即在 & 线片上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这些标志点 6 有 ! 个标志点3占 :
%

 务5由于 & 线片

上影像重叠
,

在正位片或者侧位片上较难确定或者完全不能得到反映
。

Θ
%

测Α 结果

表 Θ 列出了颅骨测量法和 & 线头影侧量法对 Β 例颅骨标本的测量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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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Θ 颅骨测Α 结果

颅骨测量法

3单位 Χ 毫米
, 度 5

& 线头影测量法

测 量 项 目

∋ # : Β ∋ 4 ∋ # ∃ # ∋ # : Β ∋ 4 ∋ #

! 
%

:

!今
。

9

Β :
%

!
。

!

Β !
。

Ε

Θ 4
。

Ε

Ε
。

4

! Ε
。

Θ

Β Β
。

Θ

Ε
。

Θ

4 4
。

Θ

Β :
。

!

4 !
%

Β :
。

Ε

Θ Θ
。

Β

! Ε
。

Θ

! Θ
。

Β

Β Β
。

Ε

Β 4
。

,

Ε
。

∃

4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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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长 2 3
一 4 5 6

颅底长 2
 一 7  8 9

6

枕大孔长 2
7  8 9 一 。

6

面底长 2 5
: 一 7  8 9

6

颅宽 2
7 ; 一 7 ;

6

面宽 2
< =一 < =6

上面宽 2 >? + 一 >? +
6

中面宽 2
<
?

一 < ? 6

颅高 2 8
一
8 9

6

颅高 2
≅ 一 8 9

6

耳上颅高 2 5
4 一 ≅

6

两眶内宽 2 >? 4 一 > ? 4
6

两眶宽 2
7 7 一 7 Α

6

眶宽 2 ? >
一 7 Α 6

Β%
∀

Χ

ΒΧ
∀

Χ

Δ Χ
。

Ε

Β
。

Χ

Δ Β
。

∃

Ε −
∀

Χ

∃ Χ
。

∃

Β Χ
。

−

Δ %
∀

Χ

Δ −
。

∃

Ε Ε
∀

∃

Β Φ
∀

∃

Β Φ
∀

∃

%
∀

Δ

%
,

%

前目匡间宽 2 ? >
一
? >6

吕匡高 左

右

上面 高 2
 一 5 :

6

上面高 2
 一 Γ Η 6

一

上齿槽突高 2 
Γ 一

Ι: 6

鼻宽

鼻高 2
 一  Γ

6

额倾角 . 2
 一 ?

一
ϑΚ 6

额倾角 2 3
一
?

一
ϑ Κ 6

额角 2 ?
一 3 一 4 5 6

前因角 . 2 3
一
8
一
ϑ Κ 6

前因角 2
 一

8
一
ϑΚ 6

总面角 2
 一Ι : 一ϑ Κ 6

中面角 . 2
 一  Γ 一ϑΚ 6

中面角 2
 一 Χ Χ 一ϑ Κ 6

鼻粱侧角 2
 一 : Λ Μ

一
ϑ Κ 6

齿槽面角 . 2
 Γ 一 5 : 一ϑΚ 6

齿槽面角 2 Χ Χ 一5 : 一ϑΚ 6

鼻骨角 2
: Λ Μ

一  一 5 :
6

鼻根点角 2 8
9 一  一 5 :

6

上齿槽角 2 8
9 一 5 : 一  

6

颅底角 2
 一 8 9 一 5 :

6

枕角 2
一。二ϑΚ 6

人字点
一

枕外隆凸点角 2∗
一
Μ
一
ϑΚ 6

大孔后缘点
一

枕外隆凸点角 2 4ΝΝ 卜ϑ Κ 6

下颁裸间宽

嚎突间宽

下颇角间宽

− %
∀

Χ

Β Β
。

Ε

Δ %
。

Ε

Β0
∀

Χ

Δ −
。

Χ

Ε Β
。

−

∃ Δ
。

Ε

Β Χ
。

Χ

Δ 0
∀

∃

Δ Β
。

∃

Β
。

Χ

Β Χ
。

Ε

Β Φ
。

Ε

% Δ
。

∃

% %
。

Ε

0
。

Χ

Δ %
。

−

Δ斗
。

−

Φ −
。

Χ

−∃
。

Χ

Β
。

Χ

Ε Χ
。

Ε

0 ∃
。

∃

%
。

∃

左右

0 −
。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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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Χ

−Δ
。

∃

− Ε
。

∃

% Φ
。

∃

今Β
。

Χ

− %
。

Χ

Β ∃
∀

Χ

− Φ
。

∃

Φ %
。

Χ

Φ%
∀

Χ

缺失
%

∀

Χ

Ε ,
∀

Ε

Χ ∃
。

Ε

− Β
。

Χ

−
∀

Χ

− ∃
。

∃

Χ ∃
。

,

% Β
。

Χ

− %
。

∃

−%
。

Χ

− Δ
。

∃

0 Δ
。

缺失
∗今

。

%

Ε Χ
。

∃

Χ∃
。

∃

Χ ∃
。

Χ

− Ε
。

Φ

Β Β
。

Δ Δ
。

Δ

Β 0
∀

咯

Δ Φ
。

Δ

Ε Β
。

0

∃ Χ
。

Β

Β Χ
。

Φ

Δ ,
。

∃

Δ −
。

Φ

−
。

Β

Β 0
。

Ε

Β Φ
。

∗

% Ε
。

Δ

% Δ
。

Φ

0
。

Δ

Δ Χ
。

∗

Δ Χ
。

0

Φ 0
。

Β

Φ −
。

Φ

Β
。

Ε

Ε Χ
∀

∃

Χ Β
。

%

Β∃
。

∃

− Ε
。

∃

− %
。

∃

% Χ
。

Χ

Χ
。

Χ

一,咤(∗,,曰 Θ
∀ ∀

⋯
口臼#仆口,舟‘丹了孟!工月矛了,‘孟!

,山,山
∃
∃∃, !工,片( 甘曰,Σ#  弓(工,哎(Τ!

∀∀∀ ∀∀∀∀∀∀ ∀∀

⋯⋯
 连

∀七(Υ八“‘!月,,。口‘沙∃4 ∗了Θ!∃∃了翔了,&,翻&,&‘!月了,,‘弓#!4丹#”诬
∀

咤沙#ςΘ洲八科月矛

− Χ
。

∃

− Β
∀

Χ

。

Χ

0 Χ
。

Φ

翻门∀

Φ Β
。

∃

Φ
。

Β

0 %
。

Δ

0 −
。

∃

% Φ
。

Φ

Ε Ε
。

Χ

Β %
。

∃

0 Χ
。

Χ

。

Ε

Β Δ
∀

Χ

Β Β
。

∃

Φ
。

Δ

%
。

Φ

Ε Δ
。

∃

∃ Δ
∀

Χ

ΧΔ
。

Χ

∃ Β
。

−

− Φ
。

∃

Β −
。

Χ

Ε Ε
。

∃

Β Δ
。

∃

0 0
。

Χ

∃
。

−

Β %
。

Φ

Β −
。

∗

Ε Χ
。

∃

∃ Χ
。

∃

Χ Ε
。

∃

∃ −
。

∃

− Φ
。

%

Β Β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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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Θ

颅骨测量法 & 线头影测量法

视> 量 项 目

∋ # : Β ∋ # ∃# ∋ # : Β ∋

Σ Σ 6 :
%

: Τ
百‘,神‘月才产
4%%

⋯
,山>、ΥΥ%二Θ!∋,自‘马舟&斑几,山月&,%‘∀

∃
, ∀

∀ ∀

⋯
 Θ%

∀1户#壳,一0>、,&门&丹,,Θ ! 一、矛Ε
尸,

⋯⋯
,‘Η,,山,‘臼矛八吕

Θ矛
Δ
∀、月,ΕΕ

Σ# 1,曰Ε,∃
、产吮」

∀∀

⋯⋯
∃∃产
(,月(0 Θ” 月,目矛,&肉‘Θ之飞飞((.颊孔间宽

下领体长

下颁联合高

下领体高 .

下颁体高 Κ

下颁体厚

下领体厚

下颁枝高

2频孔处 6 左

右

2一二臼齿间6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

Ε

%
。

Ε

%
。

Ε

Φ Φ
∀

Χ

Φ%
。

∃

斗Δ
。

Χ

%
。

Χ

Δ ∃
。

∃

Ε −
。

−

Δ Ε
。

∃

Δ
。

Ε

%
。

Χ

Φ
。

Ε

Φ
,

Ε

0 Ε
。

Χ

0 %
∀

Χ

% Ε
。

Ε

呼∗
。

−

Δ 0
。

Χ

Δ 0
。

Χ

%
。

∃

‘Δ
。

夕

下颁枝最大宽 左

右

下领枝最小宽 左

右

下领角

Ε Β
。

Δ

Δ ∃
。

Χ

Δ 0
。

∗

%
。

∃

注 Ω 0Δ 号标本无下 领骨
。

讨 论

∀

关于测+ 标志点

颅骨测量和 Ξ 线头影测量作为研究颅骨特征的两种主要方法有许多共同之处
,

尤其

是两种方法都以法兰克福平面作为测量的标准平面
,

这样为对比两种方法确定的测量标

志点的吻合程度提供 了可能
。

然而
,

由于 Υ 线头影测量主要用于研究领骨和牙拾的形态发育特点借以诊断有关部

位的发育畸形并加以防治
,

其测量标志点的选取和测量方法与颅骨测量都有许多不同
。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时
,

必须完全按照马丁方法定位测量
,

以确保测量数据

的可靠性
。

由于 Ξ 线片上的影像重叠给某些标志点的定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

同时由于少数标

志点的定义在两种方法略有差异
,

对它们在 Ξ 线片上的确定要加以讨论
。

上齿槽前点 2 Ι
: 6 Ω 在颅骨测量中这一点定义为上 中门齿齿槽间隔最向前突出点

。

在

Υ 线头影测量中 Ι: 点称为上齿槽缘点
,

定位在齿槽隔最下点
,

相当于颅骨测量的上齿槽

点 2 ΨΗ 6
。

所以在 Υ 线头影测量中应当严格区别这两点的使用
。

在 Υ 线片上
,

这两点都易

于确定并与颅骨定位吻合良好
。

鼻棘点 2  Γ 6 Ω 颅骨测量中鼻棘点定义为梨状孔下缘左右两半最低点的切线与正中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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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面的交点
。

在 & 线头影测量不使用鼻棘点而只使用位于鼻前棘尖端的前鼻棘点3
= ≅Γ 5

。

在正位片上鼻棘点易于确定而前鼻棘点不易确定 6 反之在侧位片上前鼻棘点较易确定而

鼻棘点不易确定
。

由于涉及鼻棘点的项 目大多在侧位片上测量并且不能以前鼻棘 点 代

替
,

作者在比较了颅骨标本和 & 线片后提 出按以下方法在侧位片上确定鼻棘点
。

3∃5 连接前后鼻棘点形成愕平面
。

后鼻棘点相当于颅骨测量的愕后点 3
ΓΑ =

5 的 位

置
。

3Θ 5 连接鼻根点 3
≅
5与鼻棘下点 3ΓΓ 5 与愕平面相交于 (’ 点

。

3Β 5 取 (’ 点至前鼻棘点的中点为 ≅Γ
‘

点
。

3 5 连接 ≅Γ
,

点与
≅
点

,

从 ≅ Γ’ 点向上沿 ≅Γ
, 一 ≅
点连线 ς Δ Δ 处确定为 ≅Γ 点

。

本文的 & 线头影测量部分均用此方法确定 ≅Γ 点
。

结果表明
,

无论从描图重叠还是从

侧量结果上看
,

这种方法确定的鼻棘点与直接在颅骨上确定和测量的结果十分接近
。

大孔后缘点3。5Χ 在侧位片上枕骨大孔后缘由于与颅底其他结构重叠
,

致使这一点较

难确定
,

本文作者经过反复对比 & 线头影片和颅骨标本
,

发现在侧位片上 & 线头影测量的

颅底点 3?
=
5 稍后的颅底最低处确定大孔后缘点一般与该点的实际位置较为接近

。

眼眶部在正位 & 线片上的影像较为混乱
,

作者在比较了颅骨标本与 & 线片后发现
,

眶

上部最明显的 & 线阻射白线并不是眶上缘
,

而是眶上壁与颅骨的重叠骨质最厚处
,

直正的

眶上缘在白线的稍下方
, & 线呈中度阻射

。

眶下缘影像因鼻旁窦的重叠不易辨认
,

但可以

用投照时所用的定位眶针作为指示
。

眶外缘为颧额突
,

眶内缘为鼻骨
,

界限较为清楚
。

梨状孔外缘的确定也有一定误差
。

梨状孔外侧的 & 线阻射白线并不在 & 线片上孔的

外缘
。

孔外缘的骨质较薄
,

在白线稍内侧
,

呈中度阻射
。

颧领点 3
Κ Δ 5

Χ 在颅骨标本上可以直接在颧上领缝最低处确定此点
。

在正位 & 线片

上一般可沿上齿槽向上向外
,

在上颇颧突的最低点稍外确定此点
。

由于后颅部
、

下领枝以

及乳突与面部的影像相互重叠
,

颧领点的确定有一定的难度和误 差
。

总之
,

对上述几个标志点在 & 线片上的确定要仔细
、

慎重
,

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
。

Θ
%

关于测Α 结果

表 Θ 结果显示
,

本文 9Β 个测量项 目中
,

有 9 个可以在 & 线头影片上测量并且两种方

法测量数据也非常接近
。

为检验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
,

本文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

表 Θ 数据进行了处理
,

结果如表 Β 所示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组间差异不显著37 8
%

9 5
。

因此可以认为颅骨测量和 & 线头

影测量两种方法在测量结果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

表 Β 方差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组间变异

组内变异

误差

总变异

Ω

里竺竺 ⋯
Ξ 兰二

一

⋯
一

一Τ一二二 Ξ

‘。
·

,

Τ
‘。

·

, Ψ

⋯
Θ

·

Θ 4

Τ
8 。

·

,

巧 6 Θ , ,
·

”。

Τ
, , , “

·

, :

Τ Σ
!:

一 Τ
’
一 Τ Σ

Χ , , Β , Ε
·

。。
Σ Σ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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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

有些项目在 & 线头影片上还无法测量
。

其原因或者由于在正位和侧

位 / 线片上无法得到反映
,

例如下领体厚
,

枕骨大孔宽
、

颅周长
、

颅横弧等 6 或者是因为所

涉及的标志点不能准确定位
,

例如额骨最大宽
、

颅骨最小宽等
。

这说明与颅骨测量相比
,

& 线头影侧量的使用还受到一定的限制
,

并不能完全代替颅骨测量
。

Β
%

关于 & 线头影测盘的放大率

由于 & 线投照为点光源
,

摄片时 & 线不可能达到完全平行
,

同时由于颅骨与胶片间又

有距离存在
,

因而拍得的 & 线头影像必然产生一定的放大
。

对于同一头颅定位 & 线摄片

系统
,

放大率是固定不变的
,

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出来
Χ

∴ [
‘

、
‘ ,

。 。 、
< 一 飞

—
一 】入 Ζ Ρ Ρ 鞠

] Ρ 一 > ∴

其 中 [ 为 & 线球管焦点至胶片距离
, > 在侧位片上为头部正中矢状面至胶片距离

,

在

正位片上为左右耳针通过耳门上点的平面至胶片的距离
, < 为放大率

。

本文所使用的头

颅定位 / 线摄片系统
, [ Ω ΚΓ#

%

# Δ Δ
,

> Ω ΚΓ
%

# Δ Δ
,

放大率
< 一 Θ

%

多 3图 Θ 5
。

是 目前

国际上通用的标准 & 线摄片放大率
。

图 ς / 线头颅摄片示意图

/
%

/ 线球管 ⊥
%

头颅定位仪 ;% / 线胶片盒 [% 球管主胶片盒距 >
%

中心平面主胶片盒距

由于放大率的存在
,

所有从 / 线片上得到的线性测量值都应按以下公式进行转换
Χ

实际值 Ω
& 线头影测量值

_ 放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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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由于侧位 & 线片上测量标志点大多位于正 中矢状面上
,

或者左右侧同一标志点相对

于正中矢状面基本对称重合
,

侧位 & 线片上的线性量值使用
%

多的放大率校正是毫无

问题的
。

然而
,

在正位 & 线片上情况就复杂一些
。

在正位片上
,

由左右耳针确定的通过

耳门上点与胶片平行的平面上的放大率也是
%

Φ
,

但是正位 & 线片上的许多测量标志

点都在此平面之前
,

离胶片的距离小
,

若所有线性测量值都按
%

多 的放大率进行转换
,

必然造成一些测量结果的误差
。

故此
, 一

正位 / 线头影片上的线性测量值应按各标志点至

胶片的实际距离来确定各 自的放大率
,

但在实际工作 中对每一测量项目分别计算放大率

显然是不可能的
。

本文作者经过反复对比 & 线头影测量和实际颅骨测量结果发现
,

根据各

测量标志点在颅骨上的位置及距离
,

将放大率分为若干个档次
,

基本上可以较为客观地反

映出实际放大误差
。

据此
,

本文作者提出在标准放大率为
%

多的条件下
,

欠线头影片上

线性测量值的放大率可以分为 +
%

多
、

4
%

多 和  
%

并三个等级
。

实际应用时
,

可依据表

 标准进行数据转换
。

表  / 线头影片放大率

片片 位位 测 量 项 目目 放大率率

侧侧位位 颅长 颅底长 枕骨大孔长 面底长 颅高 耳上颅高 上面高 鼻高 上齿槽突高高
·

∃ΦΦΦ
下下下领体长 下领体高 下领联合高 下领枝高 下颇枝最大宽 下领枝最小宽宽宽

正正位位 颅宽 下颁辞间宽 咏突间宽 下颇角间宽宽
%

ΦΦΦ

正正位位 面宽宽 4
%

ΦΦΦ

正正位位 上面宽 中面宽 鼻宽 两眶内宽 两眶宽 眶宽 前眶间宽 眶高 上齿槽突高高  
%

ΦΦΦ
颇颇颇孔间宽 下颇体高 下颁联合高高高

例如
,

在 & 线头影片上测量得颅长为 ς 4
%

# Δ Δ
,

面宽为 Β4
%

4 Δ Δ
,

眶高为 Β9
%

:Δ Δ
,

分

别按
%

多
、

4
%

多
、

 
%

务 的放大率代人公式
,

得出实际值各为 Φ
%

Θ Δ Δ
,

Θ4
%

9 Δ Δ 和

Β 
%

Θ Δ Δ
。

本文 / 线头影测量线性数据结果均按此标准进行校正
,

结果较为满意
。

 
%

& 线头影测 Α 在人类学研究上的应用前景

多年来
,

体质人类学家主要通过对颅骨标本的直接形态观察和测量分析来探讨人类

进化
、

种族差异
、

群体及个体差异等
。

其中包括对现代人颅骨特征的研究
。

这种方法直接

从颅骨标本上获取信息
,

在以往的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不可否认
,

在未来的人类学

研究中
,

这种传统的研究手段仍将发挥主导作用
。

但是
,

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具有较熟练

的操作技能方可获得较为准确的测量数据 6 进行颅骨形态观察则要求具有丰富的经验
。

这样使得初学者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
。

此外
,

近年颅骨标本来源 日益减少
,

使得进行大样

本的群体测量研究愈发困难
。

因此建立一种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颅骨测量
,

可以在活体

上进行的 & 线头影测量方法对于今后的人类学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

/ 线头影测量曾用于古代颅骨标本的研究 3Η≅ Ι ) < 2= ∃ 。 。
% ,

! Ε Θ 6 曾祥龙等
, ! 4 Β 6

Γ) > > ) ≅ , ! 4  6 三浦不二夫等
, ! 4 4 5

,

但更多地使用于活体人群
。

本文结果表明颅骨测

量的大多数测量标志点可以较为准确地在 / 线头影片上确定
,

并且 & 线头影测量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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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颅骨测量结果差异并不显著
,

整个操作过程与颅骨测量相比较为简易省时
,

尤其一些

角度测量不必专门绘制轮廓图
。

所 以在颅骨标本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

采用 & 线头影

测量法不 失为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

另外
,

通过对活体头面部的 & 线测量分析
,

可以得到有

关颅面形态的年龄及性别差异
、

颅面软组织与硬组织骨牙的关系
、

颅面发育畸形与疾病等

方面的信息
,

为体质人类学提供更为广泛的研究内容
。

近年来
,

国内外 已开始进行三维 & 线头影测量与 & 线头影片的图象分析研究并已取

得了部分进展 3∗ <# Μ Δ 。 ,

。 =∃
% ,

! ! 5
。

这些技术的最终目的在于将 & 线摄取的三维头

颅影像直接输人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
,

由计算机自动完成标志点的确定
、

测量计算以及数

据处理等工作
。

所以本文作者认为
,

& 线头影测量方法在现阶段可以作为传统颅骨测量

法的一种补充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
,

在未来的人类学研究中则有着 良好的应用前景
。

3 ! ! 年 Β 月 Θ Θ 日收稿5

参 考 文 献

吴汝康
、

吴新智
、

张振标
, ! 4今

。

人体测量方法
。

科学 出版社
,

北京
。

邵象清
, ! 4 9

。

人体测量手册
。

上海辞书 出版社
,

上海
。

傅民魁
, , 4 4

。
/ 线头影测量

,

黄金芳主编
《口腔正畸学

》 , Ε! 一!9 页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 北京

。

傅民魁
, , 4 峪

。

正常特颅面结构的 电子计算机头影测量研究
。

华西 口腔医学杂志
, ΘΧ ”一 Β

。

曾祥龙等
, ! 4 Β

。

计算机自动绘图系统在 / 线头影测量分析的应用
。

中华 口腔科杂志
, 4Χ Θ Β 一 Θ Β :

。

曾祥龙
、

黄金芳
、

林久祥
, , 4Β

。

宝鸡
、

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的错殆畸形
。

人 矢学学报
, ΘΧ Β9 Θ一 Β , 4

。

三浦不二夫等
, ! 4 4

。

八沙 一 礴 , 尹 芥方 刃齿科人类学的研究
。
口病志 , 9Χ 弘 一9 : !

。

; < # = > ? ) ≅ Α , ;
%

+ !Β
%

( ≅ )⎯ & 一< = Λ Α) )
Ο ≅ Ηα Ν ) = ≅

> ΗΑΓ = 77∃ΗΜ = ΑΗ# ≅ Α # # < ΑΟ # > # ≅ Α Η) Γ
%

( 凡窟∃‘ β < Α人# >
%

Χ  9
%

Ζ≅ Ι ) < 2 = ∃∃
, ;

%

) Α = ∃, ! Ε Θ
%

0 ) Μ Ν ∃
= < )

Ο
= ≅ Ι ) Γ Η≅ Α Ο

)
Δ # < 7Ο # ∃# Ι Λ # ϑ Α Ο) Γ Π Ν ∃∃ Η≅ 0⎯ )

> ΗΓΟ Δ ) ≅
%

( Μ Α=
%

β > # ”
%

0 Μ = ” >
%

Β Χ
9 Β!一9 9  

%

χ # Λ) <Γ , ,
%

δ
% , ! 4 4

%

+ = ≅ > ?# # Π # ϑ β < Α Ο # > # ≅ Α Η) Γ
%

Θ Ε一 Θ 9!
%

ε ) = < ; # #

交 χ
) >

%

7 “? ∃Η
Γ人) < Ζ≅ ) # ⊥ Ο Η) = Ι # %

0 )
> > # ≅ , ,

%

7
% ,

! 4  
%

( Μ ) 7Ο = ∃#
Δ

) Α <
ΗΜ

ΓΑ Ν > Λ #
ϑ , # Δ

= ≅ # 一; <
ΗΑΗΓΟ

%

δ Ν < %

Υ
%

β < Κ Ο # > , : Χ
Β Β一Β Θ

%

∗
< # ) Δ ) ,

χ
%

⊥
%

) 多 = ∃
。 ! !

%

( ? Η7∃= ≅ = < ) ) − Ο
= ∃# Δ

) Α< Κ ) Γ Α ) < ) # < =
> Η

# Ι < =7ΟΛ Α ) ) Ο ≅ Ηα Ν )
%

( 从
%

Υ
%

β <Κ人# >
%

! 4 Χ
: 4一

Ε 9
%



 期 曾祥龙等 Χ 颅骨测量与 / 线头影测量方法的比较研究

人 ⊥ β χ7( , Ζ0β ∋ β φ ⊥ , ( ∋ Ζβ χ δ ∗ , ε ( ∋ [ , β δ ∋ ∗ γ δ ∋ β γ , (
·

7 + Ζ⊥ ⊥ δ 7+ ( .β χ δ ∗ , ε

ς ) ≅ Ι & Η= ≅ Ι ∃# ≅ Ι

〔0Μ 人
#

η 0 Α #、 = Κ # ∃#窟苏 ; )

万Η , 了 χ
# > ΗΜ = ∃ Ρ耐

。 ) < Γ ΗΚ夕5

之曲 % %

. ΗΝ ι Ν

3Ζ
≅ , <Η Χ Ν , 。 # ϑ ∀ ) < , 亡 ?< = Κ亡 − = ∃) # ”Θ ! 夕 = ≅ > 7= ∃) # = ≅ Κ人< # 户

。∃# Ι Λ
,

( Μ = > ) # Η
=

0 Η# ΗΜ =
5

ϕ ) Λ ⎯ # < > Γ ⊥ < = ≅ Η# Δ )Α <Λ Χ , #) ≅ ΑΙ ) ≅ # Ι < =7ΟΗ) ) )7Ο=∃# Δ ) Α< Λ 6 7ΟΛ ΓΗ) = ∃ = ≅ ΑΟ < # 7# ∃# Ι ΛΧ

0 Α# Δ = Α# ∃# Ι Λ

( ?Γ Α< = ) Α

⊥ <= ≅ Η# Δ ) Α< Λ = ≅ > < #) ≅ ΑΙ ) ≅ # Ι <= 7ΟΗ) ) ) 7Ο= ∃# Δ ) Α< Λ ⎯ ) <) ) = <<正> # ≅ ΑΟ < ) ) Γ Π Ν ∃∃Γ Α# > )Α) < Δ Η≅ )

99 Ζ≅ )= Γ Ν <) Δ ) ≅ Α − # Η≅ ΑΓ = ≅ > > # 9Β ΗΑ)Δ Γ # ϑ Δ ) = ΓΝ < ) Δ ) ≅ ΑΓ <) Γ− ) ) ΑΗ2 ) ∃Λ Η≅ ΑΟΗΓ − = 7) <
%

∗ Ο) # 2 ) < Ξ

∃= − − Η≅ Ι ) # Δ 7= < ΗΓ# ≅ # ϑ ΑΟ ) Δ ) = ΓΝ < ) Δ ) ≅ Α 7# Η≅ ΑΓ Γ Ο # ⎯ Γ ΑΟ= Α
·

Δ # ΓΑ 34Β
%

:Φ 5 # ϑ ΑΟ) 7# Η≅ ΑΓ Η≅ Μ <= Ξ

≅ Η# Δ )Α< Λ Μ = ≅ ? ) >改 ) <Δ Η≅ )> # ≅ ) ) 7Ο= ∃# Δ ) Α< Η) < # )≅ ΑΙ ) ≅ # Ι <= Δ Γ − < ) ) ΗΓ )∃Λ
%

∗ ⎯ # 一⎯ = Λ = ≅ = ∃ΛΓ ΗΓ # ϑ

2 = < Η= ≅ ) ) Η≅ > ΗΜ = Α) Γ ΑΟ =
,

Α ΑΟ ) < ) = <) ≅ # Γ ΗΙ ≅ ΗϑΗ) = ≅ Α > Ηϑϑ) < ) ≅ ) ) Γ ?) Α⎯ ) ) ≅ <Ο ) Δ ) = Γ Ν <) Δ ) ≅ Α < ) ΓΝ Η<Γ # ?
Ξ

Α = Η≅ ) > ?Λ ΑΟ) Α⎯ # Δ ) ΑΟ # > Γ 37 8
%

95
%

; ) ) = Ν Γ ) ΑΟ) > ) ϑΗ≅ ΗΑΗ# ≅ Γ # ϑ Γ# Δ ) Δ )= ΓΝ < )Δ ) ≅ Α − # Η≅ ΑΓ = <)

> Ηϑϑ) < ) ≅ Α Η≅ ΑΟ) Α⎯ # <≅ )ΑΟ # > Γ , ΑΟ) = Ν沈Ο # <Γ − < # − # Γ) Γ# Δ ) Δ ) = ΓΝ < ) Δ ) ≅ Α − # Η≅ ΑΓ ΓΟ# Ν ∃> ? ) = > > ) >

= ≅ > Γ # Δ ) ) / − ) < Η) ≅ ) ) > Δ )ΑΟ # > Γ = < ) 7< # 7# Γ) > Α# > ) Α) < Δ Η≅ ) Γ# Δ ) − # Η≅ ΑΓ ⎯ Ο Η) Ο = <) > ΗϑϑΗ) Ν ∃Α Α #

∃# ) = Α) ?) Μ = Ν Γ) # ϑ ΑΟ) # 2 ) < ∃=77Η≅ Ι # ϑ ΗΔ = Ι )Γ Η≅ < # ) ≅ ΑΙ ) ≅ # Ι < = Δ Γ
%

∗ Ο) 7< ) Γ) ≅ Α ΓΑΝ > Λ > ΗΓ ) # 2 ) <) >

Α Ο = Α = ) ) # < > Η≅ Ι Α# ΑΟ ) 7# ΓΗΑΗ# ≅ Γ = ≅ > > ΗΓΑ= ≅ Μ )Γ # ϑ 7 # Η≅ ΑΓ # ≅ ΓΠ Ν ∃∃
, Α∃Η ) = Δ 7∃ΗϑΗ) = ΑΗ# ≅ <= Α) Γ ) = ≅ ?)

> Η2 Η> ) > Η≅ Α# Γ) 2 ) < = ∃ ∃) 2 ) ∃Γ
,

⎯ ΟΗ) Ο ) = ≅ ? = ΓΗ) = ∃∃Λ < ) ϑ∃) ) Α = ) ΑΝ = ∃ = Δ 7∃ΗϑΗ) = Α Η# ≅ ) < < # < Γ
%

9 ΑΟ) = Ν Ξ

ΑΟ # <Γ 7 <# 7# # )> ΑΟ= Α Ν ≅ > ) < ΑΟ) ) # ≅ > ΗΑΗ# ≅ # ϑ ΓΑ= ≅ > = < > = Δ 7∃ΗϑΗΜ = ΑΗ# ≅ < = Α) # ϑ
%

Φ
, ΑΟ) <= Α) Γ Μ = ≅ ?己

> Η2 Η> ) > Η≅ Α#
%

Φ
,

4
%

Φ = ≅ >  
‘

Φ Α# < ) ) ΑΗϑΛ ΑΟ ) ∃Η≅ ) = < Δ ) = ΓΝ <) Δ ) ≅ Α > = Α= # ϑ < # ) ≅ ΑΙ ) ≅ # Ι < = Ξ

7ΟΗ) ) )7Ο = ∃# Δ ) Α< Λ
%

∗ Ο) = Ν ΑΟ # <Γ ?) ∃Η) 2 ) ΑΟ= Α < # ) ≅ ΑΙ ) ≅ # Ι < = 7ΟΗ) Μ )7Ο= ∃# Δ ) Α< Λ ) = ≅ ?) Ν Γ) > Η≅ ΑΟ)

< )Γ )= < ) Ο # ϑ 7ΟΛ ΓΗ) = ∃ = ≅ ΑΟ< # 7# ∃# Ι Λ = ≅ > Ο= Γ Ι # # > − < # Γ7) Μ Α Η≅ ΑΟ) ϑΝ <Ν < )
·

,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