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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眶外侧壁的孔和沟的观察

薛 良 华
6临沂医学专科学校人休解剖学教研室7

关键词 眶 8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 8 眶外侧沟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 9: 例 6; <∀ 侧 7中国成人颅骨的脑膜中动脉眶支沟
、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和眶外侧

沟进行了观察
。

主要结果如下 =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的出现率为 , , 8 肠 8 眶外侧沟的出现率

为 <
5

: >
,

其中双侧出现的有 ∀; 例
,

占 !
5

∀ >
。

在人体眶外侧壁后部存在有孔和沟
,

这在一般人体解剖学教科书中均未提及
。

国外

? ≅
ΑΒ Χ 6 ; Δ 7 在其专著中指出

,

在眶上裂外侧端存在一 小骨 孔
—

泪 腺孔 6+ ΑΕ ≅

 Φ
Α ,

Γ) ≅ Α Φ ∃ Β
7

,

容纳脑膜中动脉和泪腺动脉的吻合支
。 ( ) Η,∃

6 < 9
,

转引自蔡兆明等
, ≅ Ι ϑ: 7

、

& ∃ Χ) 等 6 Δ ; 7 和 Κ Ηϑ ) ≅ ∃ Λ Α ≅ 等 6 Δ < 7分别报道了亚洲
、

巴西 6白种人
、

黑种人及混血

人种7及印度成人颅骨的观察结果
。

国内蔡兆明等 6 Δ :7 对福建境内成人颅骨进行了观

察
,

发现在眶外侧壁后部存在有孔和沟
,

即脑膜中动脉眶支孔和眶外侧沟
。

鉴于上述作者

报道结果并非一致
,

为探讨中国人群以及地区间的差异
,

并积累资料
,

特进行本观察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标本选用本室收藏的中国成人颅骨共 ∀9 : 例
,

计 ; <∀ 侧
。

观察项 目如下
=

5

颅中窝内脑膜中动脉眶支沟的存在及人眶位置 8

∀
5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6在颅中窝内和眶外侧壁后部7的出现率 8

9
、

眶外侧沟的存在及其位置特点
。

上述项目全部用肉眼进行观察
、

记录
,

然后统计分析
。

二
、

结 果

6一 7 颅中窝内脑膜中动脉眶支沟和孔的观察

将其中 < 例颅骨作水平切
,

从颅腔内面观察
。

发现两侧均显示脑膜中动脉沟的正常

行程
,

脑膜中动脉眶支沟两侧均 出现 6 !! 务7
,

经眶上裂外侧端延伸人眶
。

其中左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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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右侧 ! 例
,

在沟底距眶上裂外侧端 !
5

Μ一 厘米内有一圆形骨孔
—

脑膜中动脉眶支

孔
,

孔径约 一∀ 毫米
。

脑膜中动脉眶支同时发支经此孔人眶
。

6二 7 眶外侧壁后部的观察

5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

此孔均与颅中窝相通
,

起 自颅中窝内脑膜中动脉眶支沟的沟底
,

开 口于眶外侧壁后

表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的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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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距眶上裂外侧端约 厘米范围内
,

孔径在 !
5

Μ一
5

, 毫米不等
。

该孔多位于蝶骨大翼眶

面
,

少数出现在翼额缝及其附近 6但距

缝的垂直距离在 !5 Μ 厘米内7
。

结 果

见表
、

图 )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双侧均以单孔

出现居多
,

二个孔次之
,

三个孔者最

少
。

左侧共出现 ∀ 例
,

占 Μ;
5

: 外8 右

侧出现 9Μ 例
,
占 Μ <5 ∀务

。

乎均出现

率为 ΜΜ
5

务
。

经统计学处理
,

侧别间

无显著性差异
。

图 , 眶前面观6右 7

# Β Χ ∃ ≅ ) ≅ Α ϑΠ ∃ ∃ Χ ) Γ ΧΘ ∃ ) ≅址 Χ 6
≅  Ι Θ ‘7

峥脑膜中动脉眶支孔 吟眶外侧沟

∀
5

眶外侧沟

眶外侧沟是蝶骨大翼眶面后部的

一纵行骨沟
。

起 自眶上裂外侧端或脑

膜中动脉眶支孔
,

并与颅中窝脑膜中

动脉眶支沟相延续
,

跨经蝶骨大翼
,

终

止在眶下裂后部
。

除少数外
,

该沟大

部分为一浅的完整骨沟
。

在 ;< ∀ 侧眼眶中
,

眶外侧沟共 出现 Δ9 侧
,

占 <
5

: 务
。

其中单沟

出现率为 :
5

多
,

双沟出现率为
5

Μ 务
。

经统计
,

侧别间无差异
。

详见图
、

表 ∀ 。

眶外侧沟双侧均出现的有 ∀; 例 6!
5

∀ 务7 8 仅出现在左侧的有 Μ 例 6:5 ;多78 仅 出现

在右侧的有 ∀! 例 6Δ
5

Μ 外7
。

余者缺如
。

眶外侧沟以单沟起自眶上裂外侧端者左 9Μ 例
,

右 9< 例 8以单沟起自脑膜中动脉眶支

孔者左三例
,

右一例
。

以双沟均起自眶上裂外侧端者右侧出现三例
,

左侧缺如 8 以双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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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其中一沟起自眶上裂外侧端
,

另一沟起自脑膜中动脉眶支孔者压侧一例
,

右侧三例
。

表 ∀ 眶外侧沟的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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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5

存在于眶外侧壁后部的孔和沟
,

本文采用蔡兆明等 6 Δ : 7 的建议
,

分别称之为脑

膜中动脉眶支孔和眶外侧沟
。

∀
5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的出现率比较
,

见表 9 。

表 9 脑膜中动脉眶支孔的出现率

出 现 数

一
赢暴悬

石
厂卜一嘿

二石竺一
一

Κ Η , ) , , Λ Α ≅
6‘ Δ, 7 Ν

“! !

本文 Ν

经统计学处理
,

本文与蔡兆明等 6 Δ : 7研究结果无差异 6∗ Σ 。
5

!Μ 78 而 与 Κ Ηϑ )4

≅∃ Λ Α≅ 等 6 Δ < 7 的结果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表明中国人之间因相同人种故结果近似
。

9
5

眶外侧沟的出现率比较

本文结果与 ( ) Η,∃
6 < 9 ,

转引自蔡兆明等
,

Δ : 7
、

& ∃ Χ) 等 6 Δ ; 7比较具有非常

显著性差异6∗ Τ !
5

! ! Μ7 8而与 Κ Η ϑ) ≅ ∃ Λ Α ≅
等 6 Δ < 7和蔡兆明等 6 Δ :7 比较无明显差异

6∗ Σ !
5

∀ Μ 7
。

本文认为
,

眶外侧沟确实存在人种间差异
,

而中国人间地区差异不明显
。

在眶外侧壁上
,

除单沟外
,

本文和 ΚΗϑ ) ≅
∃Λ Α≅ 等 6 Δ < 7 还见有双沟者

,

但出现率较

低
,

约 占
5

Μ多
。

表 ; 眶外侧沟的出现率

侧侧 数数 出现数数

::: ;;; ∀ ∀∀∀

! !!! ; ΜΜΜ

∀∀∀ ; !!! 9 <<<

∀∀∀ ! !!! 9 <<<

;;; < ∀∀∀ Δ 999

作 者 Ο 侧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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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关脑膜中动脉眶支孔和眶外侧沟的成因及意义

本文同意各位作者的意见和推论
,

不作补充
。

6, , Μ 年 月 9 !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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