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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 3 3 名汉族儿童面部特征的调查

王 晓 明 汤 仕 忠
4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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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南京地区 3 3 名汉族儿童的头面部 7 项指标及有关指数进行了测定
。

小儿面部

容貌有随年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
。

虽然小儿头型与成人一样
,

以短头型4包括过短头型 5为主
,

但面型
、

鼻型与成人有显著区别
,
即面型以超阔面型和阔面型为主

,

中面型少见
,

狭面型更少 6

鼻型也多为阔鼻型
。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

由于地理位置
、

自然环境
、

生活习惯等条件各不

相同
,

因此
,

不同地区的居民
,

其面部容貌特征也不尽相 同
。

这一点无论是通过出土颅骨

或头面活体测量都得以证实
,

但有关儿童面部特征的调查尚不多见
。

现将我们对 33 名

南京地区汉族儿童的调查报告如下
。

一
、

对 象 与 方 法

对象是 0一 7 岁的三所城区托儿所健康儿童
, 3一 ! 岁的二所城区小学校学生

。

调查

对象均 为汉族儿童
,

经初步检查无明显遗传性疾病
、

代谢性疾病的临床表现
,

无明显面部

畸形
。

按性别分为 ! 个年龄组4表 05
。

表 年龄分组和调查人数

年龄4岁5

男4例数5

女4例数 5

月一 0 岁一 !一8一9一 , 一7一3一 :一 一  一 一 ! 成人

合计

3 8 ; 8 8 7 8 ; 8 9 9 :

; 8 ; 9 8 ; 8 7 8 9 7 8

8! 3  3 ! 3 3 7 :

合计

9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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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按《人体测量手册》(邵象清
, ) ∗ + , , 的规定进行

。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
∃

头面部测 − 结果 (表 . ,

.
∃

儿童面部容貌特征

面部容貌主要决定于头颅骨及其附属器官
,

即眼
、

鼻
、

口
、

耳的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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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头颅形状
Α
头颅形状可根据形态观察或用头指数4头宽 −   Β头长 5来分型

。

本

文采用后一种方法
。

根据头指数测定分型法
,

张振标 4 : :5 报告现代中国人的头形基

本上以短头型 4包括过短头型 5 为主
,

无长头型
。

本文短头型 4包括过短头型 5 3; ! 例

43
Χ

;9 多5
,

仅 例 4!
Χ

杨 多5 为头指数位于 37
Χ

 一 : 
Χ

之间的中头型
,

未见头指数小于

37
Χ

 的长头型
,

其结果与张振标报告相符
。

本组 例中头型中男性 例
,

女性  例 6 五岁

前 ; 例
,

五岁后 9 例
。

头指数均值有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的趋势
。

因此
,

可以推测随

年龄增长中头型所占比例将进一步增多
。

! 5 面部形态 6 面部形态根据皮契氏可分为圆形
、

方形
、

长方形
、

卵圆形
、

椭圆形
、

梯形

等十一种类型4转引自邵象清
, : ; 5

。

也可根据面指数4形态面高 −   Β面宽5来分型
。

张

振标 4 : : 5报告阔面型 4面指数小于 :8
Χ

5只见于基诺族
、

布朗族
、

哈尼族
、

白族
、

羌族
、

苗族
、

高 山族
、

鄂伦春族
、

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
,

江苏地区的居民为中面型 4面指数 :9
Χ

 一

: 3
Χ

5
。

儿童面形与成人完全不同
,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

面指数的测量也同样说明这一

点
。

本组表现为面指数小于 3 Χ  的超阔型 7 7 例 43
Χ

 多5
,

其次为阔型4面指数 3 一

: 8
Χ

5  例 4 8 一多5
,

中面型 4面指数 : 9
Χ

 一 : 3
Χ

5 8 8 例 49
Χ

! :多5均见于四岁以后的儿

童
,

狭型4面指数 :: 一!
Χ

5 : 例
,

超换型4面指数 8 以上 5仅 8 例
。

狭型及超狭型见于  

岁以上的年长儿
。

本组 一 8 岁的幼儿面指数均值均小于 : 94; ,
Χ

一 : 
Χ

5
,

婴幼儿绝少见

到中面型
,

因此
,

如发现中面型则属异常
,

对此类小儿应进一步检查以明原因
。

儿童阔面

型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少
,

而中面型及狭面型则相反
。

8 5 额宽
Α 额的宽度随年龄增长而增长

,

额最小宽4均值5新生儿为 7
Χ

;:
、

一岁为 :
Χ

3
、

成人为  
Χ

; 厘米
。

如果根据额顶宽度指数4额最小宽 2   Β面宽 5来表示
,

则 一 ! 岁

南京地区汉族儿童额顶宽度指数皆位于 7; 一 3 之间
,

且女性均值稍大于 男性均值
,

但统

计学处理差异性不明显 4) Δ  Χ  ; 5
。

但就个体而言
,

额顶宽度指数差异较大
,

最小为

;
Χ

! 8 ,

最大为 ; 9
Χ

9  。指数大于 3  者年长儿多见
,

共  例 4 9
Χ

9 多5
,

其女性 47 ; 例 5 多

见男性 499 例 5 6而指数小于 7 者  例
,

女性 4三例 5
,

较男性 4七例 5少
。

因此
,

从本 文结

果来看
,

南京地区汉族女性儿童额部较男性要宽一些
。

9 5 两眼距宽度及与面宽的关系
Α
根据 目测几乎所有儿童眼裂无明显上斜

,

大致呈水

平方向
。

两眼内宽和两眼外宽均值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
,

各年龄组男性均值稍大于女性

均值
,

但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不显著 4) Δ  
Χ

 约
,

与李为明 4 : 9 5报告相一致
。

据我

们所测结果4表 ! 5
,

南京地区汉族儿童两眼内宽
、

两眼外宽均值与重庆地区 4李为明
,

: 9 5

Ε∗童所测结果相接近
。

各年龄组两眼内宽与面宽之比都比较接近
,

两眼内宽约为面宽的

0Β 9 4最大为面宽的  
Χ

8 ,

最小为面宽的  
Χ

! 5
,

无一例达面宽的 0Β 8
。

因此
,

两眼内宽如达

面宽的 0Β 8 或以上
,

则视为两眼内宽距离过宽
。

眼外眺距头顶的垂直距离均小于耳头高
,

但很少超过  毫米以上
。

力 鼻型及鼻宽与口宽
,

两眼内宽的关系
Α
鼻型不仅决定于硬骨部

,

也与软骨部及软

组织密切相关
,

且鼻型的年龄变化也很明显
。

如用鼻指数4鼻宽 2   Β鼻高5来分型
,

汉族

成人鼻型除湖南
、

广东
、

广西
、

福建等省居民为中鼻型4指数为 3  
Χ

 一 :9
Χ

5 外
,

均为狭鼻型

4鼻指数小于 7
Χ

5
,

未见阔鼻型4张振标
,

: : 5
。

本组根据鼻指数测定结果鼻型分类见

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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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例汉族儿童 Χ 型分类情况

组 别 性别 狭 鼻 型

一 4 5
! 4!

·

7 3Φ5

一 4 5
04 

Χ

;Φ5

7 48
Χ

8 8Φ 5

; 4!
Χ

9! Φ5

中 鼻 型 阔 鼻 型

幼儿

40 岁一5

学龄前

48 岁一5

学龄期
43一 ! 岁5

4 8
Χ

7斗Φ 5

!  4! 7
·

7 3Φ 5
9 9 49

·

; Φ 5
9 8 49  

·

;Φ 5

8 43 !
·

3 :Φ 5

; 3 43 ;
Χ

: ;Φ 5

; 3 4; 7
Χ

8 7Φ 5

, 8 43  
Χ

7 3Φ 5

7 ! 4; ;
Χ

9 Φ 5

7 4; :
Χ

 Φ 5
9 84! 8

Χ

: Φ 5

呼;4!
Χ

3 8Φ 5

 ∋))碑护一户工 /‘ 工了月矛0/八“ 。/八)) 

‘∃二,人,人,妇

男女男女女男

从表 1 可见小儿鼻型与成人不同
,

以阔鼻型多见
,

随年龄增长阔鼻型逐渐减少
,

中鼻

型则逐渐增多
。

鼻宽始终小于 口 宽
,

而与两眼内宽距离相接近
,

可等于或略大于
、

小于两眼 内宽距离

(差数很少超过五毫米 ,
。

∋ , 鼻唇沟 (鼻下点至上唇中点 ,长度 2
鼻唇沟长度( 表 . , 成人均值 )

∃

13 厘米 ( 男性

)
∃

4 4 ,

女性 )
∃

1 5 , − 6 ,
∃

5 , 7 8 5
∃

5 ),
,

∃

新生儿均值 5
∃

9 . 厘米 (王晓明
, ) ∗ + ∗ ,

,

为成人的

9∗
∃

∗外
,

一岁达成人的 3∋
∃

5多
,

幼儿为 +3
∃

∗多
,

学龄前儿童约达 ∗5 务
,

学龄儿童达 ∗5
∃

5 多

以上
。

小儿各年龄组鼻唇 沟长度男女无明显差异 ( : ; 5
∃

5 9 ,
。

鼻唇沟过短或过长可能有

染色体异常综合症的存在
。

3 , 口 宽 2 根据 口 唇宽窄成人口形可分 为 窄型 ( 口 宽 15 一19 毫米 ,
、

中型 ( 45 一4 ,

毫米 ,和宽型 ( 95 一 99 毫米 ,
。

但是
,

小儿在发育过程中
,
口宽随年龄增长而增大

,

因此上

述分型标准 (邵象清
, )∗ + , , 不适用于儿童

。

本文试图用 口宽 < )5 5 =面宽指数来衡量 口宽

程度
。

我们认为如指数达 1∋ 多 以上
,

可认为宽口 型
,

指数小于 15 务者
,

为窄 口型
,

位于中

间者则为中等型
。

+ , 唇厚 2
本组测定结果证实唇的厚度年龄变化很明显 (表 . ,

。

据报道
,

红唇厚度与

鼻型有一定的相关 (邵象清
, ) ∗ + 9 ,

,

即薄唇或中等唇常与狭鼻型相关
,

而厚唇与阔鼻型根

关
。

本组红唇厚度与鼻指数大小未见明显相关
,

是否与小儿大多为阔鼻型有关
。

∗ , 耳廓大小和耳位高低 2
耳廓大小随年龄增长而增大

,

一岁以内增长速度最快
,

以

后递增速度逐渐减慢
。

我们测得 1. 例新生儿耳长(均值 , 1
∃

∋9 厘米
,

耳宽 (均值 , .
∃

.9 厘米

(王晓明
, )∗ + ∗ ,

, 3 ∗ 例成人均值则分别为 9
∃

> 厘米和 1
∃

)∗ 厘米
。

一岁左右婴儿耳长 已达

成人的 39 外
,

耳宽达 +1
∃

, 多
。

小儿各年龄组男性耳长
、

耳宽均值稍大于女性均值
,

但经统

计学处理
,

差异性不显著 ?− 值 8 −5 ∃5 式 ≅’,
, : ; 5∃ 5约〕

,

而成人耳长 (均值 , 男性为

∋
∃

) 3 土 5
∃

4 9 (厘米 ,
,

女性为 9
∃

3 4 士5
∃

1 ∗ ( 厘米 ,
,

耳宽(均值,男性为 1
∃

.4 士 5
∃

. ∋ (厘米 ,
,

女

性为 1
∃

). 士 5
∃

.5 (厘米 ,
,

经统计学处理
, −

值分别为 4
∃

9 )∋ + 和 .
∃

. ∗ 5 ) , 7 值均小于 5
∃

5 ) 。

本组测定结果较 ΑΒ
Χ ΔΕ Φ Γ− ( 转引自廖亚平

, )∗ + 3 , 等报告的新生儿耳廓长 < 宽 (均值 ,

14 Η )+ ( 毫米 ,
,

成人为 9∋ < 15 (毫米 ,要稍大些
。

耳廓是由第一鳃弓和第二鳃弓发育

而来
,

开始发生时耳廓在未来颈的上部
,

随着下领骨的发生
,

耳廓逐渐移到头的两侧
,

并升

到平眼的高度
,

因此
,

耳廓的位置有一定高度
。

低耳位常与染色体异常有关
。

我们通过计

算耳头高 =全头高的比值来推测耳位的高低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耳头高 =全头高的比值

虽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

但一岁以内( 包括新生儿 ,的婴儿期
、

幼儿期
、

九岁以前及 ∗一 Ι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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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儿童期其比值无显著差异
,

故上述不同时期的耳头高 Β全头高的比值
,

即耳屏点分别

为头顶至 下 领角 点 的 7 7
Χ

; 3 4士 8
Χ

7 8 5务
, 7 8

Χ

7 ;4士 !
Χ

; 9 5多
、

7
Χ

7 ;4士  
Χ

8  一5务 和 ,
Χ

8

4士 !
Χ

35多处
。

三
、

小 结

不同地区
、

不 同民族的居民其面部容貌特征有所不同
。

由于儿童处于生长发育过程

中
,

其面部容貌有随年龄变化而变北的特点
。

虽然儿童头型与成人一样
,

以短头型4包括

过短头型5为主
,

但面型
、

鼻型与成人有显著区别
,

即面型以超阔面型和阔面型为主 6 鼻型

也多为阔鼻型
。

两眼内宽约为面宽的 0Β 9
,

鼻宽始终小于 口宽而与两眼内宽相接近
。

耳

廓的增长以一岁内最快
。

以耳头高 Β全头高比值推测耳位高低
,

发现耳位有随年龄增长而

下降的趋势
。

4一, ; 年 9 月 ! 斗 日收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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