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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 !; 例生育年龄非妊娠女工的骼结节间径
、

骼前上棘间径
、

大转子间径及坐骨结节

间径为自变量估计因变量中骨盆横径
,

求出多元回归方程 < 夕=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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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Β < : : 以骸耻外径和骨盆倾斜度为自变量估计因变量中骨盆矢径 :其回归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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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方程进行方差分析
,

其 3 值分别为 Χ
0

。“ 和 >
0

!;
,

均具高

度显著性
,

可以应用于临床对中骨盆径的估计以取代 ∗ 线测量法
。

难产会给产妇和胎儿造成严重后果
,

甚至危及母子生命
。

难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产

道狭窄或畸形
。

产前应尽可能对产道作出准确判断以便对产道可能狭窄的产妇尽早作出

剖腹产的安排
,

避免不必要的试产
,

确保母子平安
。

但小骨盆人 口平面及中骨盆平面各径

均无法直接进行测量
,

在临床产科医生是根据骨盆外测量推算骨盆人口平面的矢径和横

径
,

但中骨盆径除 ∗ 线测量外尚无可靠方法能较为准确的测得或推算8邓三才
,

> Χ : 邹

仲等
,

> Α : 苏应宽等
, Β : 郑玉璋等

,
; ≅ :柯应夔

,
≅ ≅

,
; 5 : 凌萝达等

,
> Α 9

。

为

在产前较为准确的对中骨盆径作出判断并且避免孕妇及胎儿遭受 ∗ 射线辐射
,

作者进行

通过骨盆外测量估计中骨盆径的多元回归分析
,

报告如下
。

方 法 与 对 象

0

方法
<
按产科常规测量各受测者骨盆的主要径线

<
骼结节间径

、

骼前上棘间径
、

坐

Δ 本文承蒙重庆医科大学王永豪教授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副研究员审阅
,
特致谢意

。



Α!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一
一一一一Ε 一

一
骨结节间径

、

大转子间径及骸耻外径
,

以作者设计制作的骨盆倾斜度测量仪测量骨盆倾斜

度 :每例拍摄骨盆轴位与直立侧位 ∗ 线片各一张
,

以几何法对 1 线片中骨盆横径与矢径进

行测量8颜小琼
, , , : 6Φ Γ #

Η Φ2 Ι#
ϑ

0

“ 。
0

,

Β ; 9: 分别计算骨盆外测量各横径与 ∗

线片中骨盆横径
、

骸耻外径及骨盆倾斜度与 ∗ 线片中骨盆矢径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推算根

据外测量估计中骨盆径的直线8一元9回归方程 : 将骨盆外测量各横径作为自变量推算因

变量中骨盆横径并以骸耻外径和骨盆倾斜度作自变量推算因变量中骨盆矢径
,

分别求出

其多元回归方程 :对回归方程进行方差分析检验
。

!
,

观测对象为庐州天然气化工厂和庐州长江挖掘机厂的 !; 名 女 工
,

其年 龄 均 在

!5 一 Χ5 岁间
,

未孕
,

受测者均身体健康
,

发育正常
,

未见畸形
。

结 果 与 结 论

骨盆测量结果如表
, 1 线测量结果列于表 ! 。

表 !; 例女工六项骨盆测盆的结果 8厘米或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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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例女工 1 线片中骨盆横径及矢径测2 结果 3厘米 4

项 目 5 均 数 最小值至最大值 标 准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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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外测量各横径与中骨盆横径之间以及骸耻外径与中骨盆矢径之间的相关系数
7
均大于 尸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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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具 高度显著

性
。

骨盆倾斜度与中骨盆矢径之间的相关系数
7 小于 ;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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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界值
,

不具显著意义
。

∗
∀

根据骨盆外测量结果推算中骨盆径的一元 回归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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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程中回归系数的 2 值均大于 尸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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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高度显著性
,

以上各项活体测量与中骨盆径间存在直线回归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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骼前上棘间径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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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转子间径 十 50 Β Β 5 > 坐骨结节间径 : 多元回归方程二为< 中骨

盆矢径 8夕9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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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Χ ; Α ∗ 骨盆倾斜度
。

方差分析如下
<

方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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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表

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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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多元 回归方程具高度显著性
,

故可得出如下结论 <

! ; 例活体测量骼结节间径
、

骼前上棘间径
、

大转子间径及坐骨结节间径与中骨盆横

径之间以及骸耻外径与中骨盆矢径之间高度相关
,

并存直线回归关系
,

回归系数均具高度

显著性
,

但骨盆倾斜度与中骨盆矢径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

以骼结节间径
、

骼前上棘间径
、

大转子间径及坐骨结节间径作自变量推算因变量中骨

盆横径和以髓耻外径与骨盆倾斜度作自变量推算因变量 中骨盆矢径的多元 回归方程具高

度显著性
,

应用于临床可较为准确地估计孕妇的中骨盆径
,

从而可取代 ∗ 线测量法
,

使孕

妇及胎儿免受 ∗ 线辐射
,

并可 因产前对产道作出准确判断而确保母子平安
,

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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