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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5 ;

、 : <
、 = <

、
二 5 = < 四种皮纹密度进行了初步分析与研究

,

结果表明
,

四种皮纹密

度有明显的年龄差异
,

其性别差异随年龄增大而明显
,

左右手羞异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弱
。

四种

皮纹密度与七项测量性特征呈不同程度与性质的相关
。

· >

二
’

甘 、 、

一
、

(1? 舀

迄今为止
,

尚未见有正常人皮纹密度的研究材料
。

近年来
,

偶见有国外学者提到皮纹

密度这个名词
,

但未见有专题的研究报告
。

皮纹密度是指单位距离或面积内通过的皮纹
宁

数
。

皮纹密度 7≅
∃ Α Β ,=6 ) Χ ≅ ∃ Δ Ε 5 = ) Φ 16 Γ Η,∃ Β

9 的单位是皮脊数 Ι厘米或皮脊 数 Ι平 方 厘

米
。

这种相对的定量概念的引人或使用
,

可能有利于皮纹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
。

本文对

四个不同年龄组的青少年作了掌部皮纹密度的观察与分析
,

对皮纹密度的性 别
、

左右手差

异及年龄差异
,

皮纹密度与一些身体测量性特征的相关性作了统计学分析与判断
。

二
、

观察的对象与方法

7一9 观 察 对 象

第一组为江西医学院 ϑ∀ 级大学生
,

共  !! 人7男女各 ∀! 人 9
,

皆生长于江西
,

年龄从

 ϑ 岁到 岁 : 第立组为北京市的中学生
,

共 ∀ϑ 人7男女各 人 9
,

年龄为  Κ 岁 : 第三组
为北京市三年级的小学生

,

共 Λ 人7男 Κ∀ 人
,

女 Μ 人 9
,

年龄为
二  ! 岁 : 第四组为北京市一

年级的小学生
,

共 ΝΝ 人
,

年龄为 Μ 岁
。

以上各组学生均经开学体检并被确定为无慢性疾

病或遗传性疾病
,

也无中度以上近视者
,

以上被检查者均属汉族
。

7二 9 观察项 目与方法

对第一组被试者进行了皮纹学与其它七项测量性特征的检查
,

对其它三组只进行了

现在的工作单位 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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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纹学检查
。

 
2

七项测 = 性体征的检查

手长、手宽
、

皮褶厚度
、

头长
、

头宽
、

身高
、

肩宽的测量
,

其中
,

后四项的测量均照《人体

测量方法》所规定的方法进行 7昊汝康等
,  ϑ Ν 9

。

皮褶厚度的测定参照必人体测量手册》

7邵象清
,  ϑ , 9进行

,

选用右上臂脓三头肌腹侧点
,

用皮褶厚度计7英国产9测量
。

手长与

手宽的测量方法
,

因具体情况而较常规方法稍有不同
Ο

Ο

令被测者在印取皮纹时
,

双手手指

自然伸直
、

散开
,

安放于绘图纸上
,

两侧前臂互相平行
、

腕部 自然伸直
,

并且使腕关节与肘

关节在同一高度
。

在直角规二脚的尖端涂上红色的印泥
,

然后将直角规的两脚经过挠
、

尺

茎突点
,

挠
、

尺侧掌骨点垂直地擦皮肤而下
,

在绘图纸上印出四点
,

再过中指指尖点垂直

而下在绘图纸上得到 <5 111 点
,

这样
,

用直尺在纸上量取挠侧茎突点 7
: =69 与尺侧茎突点

7Β= 69 之间连线的中点到 <5 111 点的距离为手长
,

挠侧掌骨点 7Ε Δ
9 与尺侧掌骨点 7Ε

5
9

之间的距离为手宽
。

2

皮纹的印旅与观察项目

令被测者先洗净
、

揩干手
,

然后拓印红色印泥于手掌
、

手指部
,

尔后手指 自然伸直
、

散

开按压于 ‘Λ 开的绘图纸上
,

印完后当即检查
,

皮纹不清者再作重检
。

在绘图纸再
,

用直尺

测两三叉点间的距离
,

再计数二点间的床纹脊数并都作记录备用
。

观察的项目
」

与计算方法
Ο

」

 9
。; 皮纹密度 Ο 指三叉点

5
与 ; 之间的单位距离7厘米9内通过的皮纹条数

,

计

算公式为
Ο 5 ; 皮纹密度 一 5; 二点间皮脊数 Ι5; 二点间的距离

。

’

劝
。< 皮纹密度

Ο 指三叉点 屿
< 点间单位距离 内7厘米 9通过的皮脊数

。

由于 <

点 易伴有 <’ 和 <’’ 点
,

观察时选用距小指掌指关节最近的 < 点
。

原理同前
。

Κ 9 = < 皮纹密度
Ο
指三叉点 < 与掌纹 , 三叉点 1’∃< 单位距离内 7厘米9 通过的皮脊

数
, = 点易出现变异

,

如有两个以上 = 点
,

则选用距 < 点最近者
。

原理同前
。

劝 △5= < 皮纹密度
Ο
指三叉点

5 点与 < 点间的皮脊条数与
, 点和 < 点的皮脊数之

和除以二
,

再除以 △5 =< 的面积
,

所得的值即称为 △5 = < 皮纹密度
。

计算公式为
Ο

5< 二点间
一

皮脊数 十 =< 二点间皮查数
2

△5=< 皮纹密度 一一一> > 一瓦而
一

雨面衷甲一
一

一一
Π 5< 二点间皮脊数 Θ =< 二点间皮脊数

=< 二点间距 Ρ △5= < 的高

其中
, △‘= < 的高是指三叉点

5 到 ‘< 二点所构成直线的距离 7厘米 9) △“=< 的单位

皮纹密度是 Ο 皮脊数Ι平方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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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7一 9 各种皮纹密度的均值及其年龄
、

性别
、

左右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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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皮纹密度

各组 5; 皮纹密度的结果见表 
。

年龄差异
Ο
各组间 5; 皮纹密度的均值有极显著

表 , 各年赞组四项皮纹密度均值

〔单位 Ο 皮纹条数 Ι厘米 : ▲。 , < 皮纹密度 Ο 皮纹条数 Ι平方厘米 9

一一
一ΣΣΣΣ

5 ; 皮纹密度度
5 < 皮纹密度度

= < 皮纹密度度 今‘ =< 皮纹 密度度

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Σ 均均均值值 标准差差 均值值 标准差差 均值值 标准差差 均值值 标准差差

第第第 男男 左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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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 男男 左手手  
。

Κ     
。

    !
。

ϑ !!!  
。

Μ
。

∀ ΝΝΝ  
。

ΛΛΛ
。

ϑ ΜΜΜ !
。

Ν    

组组组组 右手手  Κ
2

Ν ∀∀∀  
。

Μ !!!  !
。

Ν !!!  
。

ϑ  !
。

Κ!!!  
。

Κ ΝΝΝ Κ
。

! ∀∀∀ !
。

Ν ΜΜΜ

女女女女 左手手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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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Κ
。

    !
。

Κ

右右右右手手  Ν
。

Κ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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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Μ ΚΚΚ  !
。

Κ  
。

Κ Κ
。

 ΛΛΛ !
。

Κ ϑϑϑ

第第第 男男 左手手  ∀
2

∀∀∀
。

  斗
。

ϑϑϑ
。

Μ ΛΛΛ  
2

  
2

∀    Ν
。

 !
。

Λ

组组组组 右手手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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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Μ ΛΛΛ 1咚
2

ΚΚ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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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Κ
。

 ϑϑ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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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ΚΚΚ Ν
。

Κ !
。

Ν ΚΚ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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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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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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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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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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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ΜΜΜ

右右右右手手  ,
2

Ν  
。

Μ  Κ
。

Ν
。

ϑ !!!  
。

Κ     
。

Μ ΚΚΚ Ν
2

! ∀∀∀ !
。

Μ    

第第第 左 手手  Μ
2

 ΛΛΛ
。

! ΛΛΛ  Λ
。

∀ΜΜΜ Κ
。

Κ ΜΜΜ  Κ
。

ΚΚΚ 1
,

, 111 Ν
。

ϑ ΛΛΛ !
。

ϑ    

四四四 右 手手  ϑ
。

Λ Κ
2

∀ΜΜΜ  ∀
。

∀    Ν
。

 !!!  Ν
。

ϑ
。

Μ ΛΛΛ ,
2

   1
。

! ΝΝΝ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差异
。

第一组的 5; 皮纹密度均值大于第二组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

第三组的 5; 皮纹密

度均值大于第二组的 5; 皮脊密度均值
,

第四组的 5; 皮纹密度均值大于第三组 的 5; 皮

纹密度均值
。

性别差异
Ο
在第一组

,

女性左右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极显著地大于男性

左右手相应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7见表 19 : 在第二组
,

女性左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极显

著地大于男性左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 在第三组
,

男性右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极显

著地大于女性右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

左右手差异 : 在第二
、

三组
,

男性右手的 5; 皮

纹密度均值极显著地大于左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在第四组
,

右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显著地大于左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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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皮纹密度

各组 5< 皮纹密度的结果见表 1 。年龄差异 :各组间 =< 密度均值都有极显著差异
, 5 <

皮纹密度均值的大小顺序同前
。

性别差异 : 在第一组
,

女性左右手的 5< 皮纹密度均值

极显著地大于男性左右手的
5 < 皮纹密度均值 : 在第二组

,

女性左手的
5 < 皮纹密度均值

显著地大于男性左手的
5 < 皮纹密度均值

。

左右手差异
Ο
各组均未见左右手

5 < 皮纹密

度的显著差异
。

Κ
2

=< 皮纹密度

各组 =< 皮纹密度的结果见表  。 年龄差异 Ο 各组间 =< 皮纹密度均值都有极显著

差异
,

各组 =< 皮纹密度均值大小顺序同前
。

性别差异 Ο 在第一组
,

女性左右手的 =< 皮

纹密度均值都大于男性左右手 =< 皮纹密度均值 : 在第三组
,

男性的左右手 =< 皮纹密度

均值都大于女性的左右手 , < 皮纹密度均值
。

左右手差异 Ο 在第二组
,

男性右手的 , < 皮

纹密度均值显著大于左手的 =< 皮纹密度均值 : 女性右手 =< 皮纹密度均值显著地大于

左手的 =< 皮纹密度
。

Ν
2

八5 = < 皮纹密度

各组 △5= < 皮纹密度的结果见表 1。 年龄差异
Ο
各组间 △5 =< 皮纹密度均值都有极

显著差异
,

各组均值的大小顺序同前
。

性别差异
Ο 第一组

,

女性左右手的 △ 5 =< 皮纹密

度均值皆极显著地大于男性左右手的 △5 =< 皮纹密度均值 : 在第二组
,

女性左手的 △5 =<

皮纹密度均值显著地大于男性左手的 △5 =< 皮纹密度均值
。

左右手差异
Ο △ 5=< 皮纹密

度在四个组均末见有显著的左右手差异
。

’ 、

综上所述可见
,

四组皮纹密度的年龄差异是很明显的
,

年龄越大
,

皮纹密度越小
,

这可

能主要归因于在一定年限内手的大小随年龄增大而增大
,

而皮脊数并不改变
。

但是
,

第二

组的皮纹密度均值却反比第一组的皮纹密度均值显著小
,

这可能是地区差异所致
。

据报

道
,

皮脊数与此人群
一

当地的降雨量与海拔高度有关 7助
Β 5 ,  ϑ , 9, 且国内亦有资料表明

,

南方汉族的 5; 皮纹脊数比北方汉族 5; 皮纹脊数多 7张海国
,  ϑ ϑ 9

,

而北方汉族的个

体一般比南方汉族的个体大
,

这样
,

第一组 7南昌地区的人群9的皮纹密度大于第二组 7北

京地区的人群 9的皮纹密度是可能的
。

皮纹密度的性别差异也较显著
。

在第一组样本
,

女性的各项皮纹密度均值都大于男

性相应的皮纹密度均值
,

这可能的原因是女性的三叉点间距较小 7陈扬雷
,  ϑ Κ 9

,

或女性

的手较小 7何光篇等
,  Λ Λ 9

。

本文分析表明
,

男性的手显著地大于女性的手
。

一般而言
,

男女性的 卜; 皮脊数无显著差异 7张海国等
,  ϑ : 昊立甫等

,  ϑΝ 9
,

但也偶见男性 5;

皮脊数大于女性 5; 皮脊数的报道 7陈扬雷
,  ϑ Κ 9

。

在本文
,

女性的 5; 皮脊数大于男

性的 5; 皮脊数
。

上述男女性 5; 皮脊数的不同结果的原 因尚难阐明
。

皮纹密度的性别

差异在生长期随年龄增大而明显
,

且左右手皮纹密度大小变化不平行
,

男女性皮纹密度

大小变化不同步
,

即在第二组女性的皮纹密度大于男性 的皮纹密度
,

主要表现在左手
,

在

第三组
,

男性的皮纹密度大于女性的皮纹密度
,

主要表现在右手
,

这是否说明男女性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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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等速生长的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皮纹密度的左右手差异
,

男性左右手皮纹密度差异较显著
,

而女性左右手皮纹密度差

异不显著
。

左右手的皮纹密度差异主要地表现为 5; 与 =< 皮纹密度的左右手差异
,

而

乙 5 =< 皮纹密度在任何组都没有左右手的显著差异
。

前者隐含了 5; 或 =< 间距的信息
,

这提示男性手长与手宽的生长速度左右不同步
,

或者男性左右手的皮脊数相近但走向不

同或不对称
,

这些有待定论
。

7二9 各种皮纹密度与七项测量性体征相关和回归分析

 
2

5 ; 皮纹密度与七项测 = 性体征的相关与回归 7见表 9

从表 可见
,

5; 皮纹密度与手长
、

手宽
、

头长
、

身高
、

肩宽
、

皮褶厚度显著相关
,

而其中

表 四种皮纹密度与七项测皿性体征的相关

ΤΤΤ 卜Τ Τ
一 Π Π Π 一

=
项体征征 手 长长 手 宽宽 头 长长 头 宽宽 身 高高 肩宽宽 皮褶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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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Υ !
2

! ΩΩΩ

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
密密密 左左 相关系数数 一 !

。

Ν ΛΛΛ 一 !
。

∀ ΜΜΜ 一 !
。

∀ ΜΜΜ 一 !
。

Κ!!! 一 !
。

∀ ΜΜΜ 一 !
2

斗ΛΛΛ !
。

Λ ΚΚΚ

度度度 手手 系数检验验 Υ !
2

!    Υ !
2

!    Υ !
。

!    Υ !
。

!    Υ !
。

!    Υ !
。

!    Υ !
。

!    

555 <<< 右右 相关系数数 一 !
。

Κ !!! 一 !
,

∀ ΚΚΚ 一 !
。

Κ ΜΜΜ 一 !
。

 ΜΜΜ 一 !
。

斗 一 !
。

Κ !
。

Ν ϑϑϑ

皮皮皮 手手 系数检验验 7 !
。

!    Υ !
2

!    Υ !
。

!    ς !
。

!∀∀∀ Υ !
2

!   Υ !
。

!    Υ !
2

!    

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
密密密 左左 相关系数数 一 !

。

Ν !!! Υ !
2

∀ 一 !
。

Κ ΜΜΜ 一 !
2

,, 一 !
。

Ν 一 !
。

Κ !
。

斗ΜΜΜ

度度度 手手 系数检验验 Υ !
。

!    Υ !
2

!    Υ !
2

!    Υ !
2

! ∀∀∀ Υ !
2

!    Υ !
。

!    Υ !
2

!    

=== <<< 右右 相关系数数 一 !
2

∀ ΚΚΚ 一 !
。

∀    一 !
2

Κ ,, 一 !
。

 ΝΝΝ Β∃ )
。

∀ !!! 一 !
。

Ν今今 !
。

Κ ∀∀∀

皮皮皮 手手 系数检验验 Υ !
。

!    Υ !
。

!    Υ !
2

!    ς !
2

! ∀∀∀ Υ !
2

!    Υ !
2

!    Υ !
。

!    

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
密密密 左左 相关系数数 一 !

2

Ν ∀∀∀ 一 !
。

Ν !!! 一 !
2

Κ ∀∀∀ 一 !
2

 !!! 一 Ξ
。

斗 一 !
。

Κ ,, !
。

ϑϑϑ

度度度 手手 系数检验验 Υ !
。

!    Υ !
2

!    Υ !
2

!    ς !
2

! ,, Υ !
。

!    Υ !
。

!    Υ !
。

!    

### 5 = <<< 右右 相关系数数 一 !
。

∀ ϑϑϑ 一 !
。

Λ 一 !
。

斗ΝΝΝ 一 !
。

ΜΜΜ 一 !
2

Λ !!! 一 !
。

∀ ΛΛΛ !
。

斗ΛΛΛ

皮皮皮 手手 系数检验验 Υ !
。

!    Υ !
。

!    Υ !
2

!    Υ !
。

! ∀∀∀ Υ !
。

!    Υ !
2

!    Υ !
2

!    

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纹
密密密 左左 相关系数数 一 !

。

Λ ∀∀∀ 一 !
。

Λ 一 !
。

Ν 一 !
。

Κ ∀∀∀ 一 !
。

Λ ΜΜΜ 一 !
。

∀ ΜΜΜ !
。

∀    

度度度 手手 系数检验验 Υ !
2

!    Υ !
。

!    Υ !
2

!    Υ !
2

!    Υ !
2

!    Υ !
2

!    Υ !
。

!    

与皮褶厚度呈正相关
,

与前五项呈负相关
。

右手
5 ; 皮纹密度与头宽无显著相关

。

5; 皮

纹密度与上述各项相关指标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左手 5; 皮纹密度与相关的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1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
2

1 Ρ 左手长7厘米9 Θ Κ∀
2

! Μ: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2

Κ Ρ 左手宽7厘米9 Θ 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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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一 一  
2

∀ Ρ 头长7厘米 9 十 Ν Ν
2

Λ :

Ν 9 5;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厘米9 一 一 !
2

 Μ Ρ 身高7厘米 9 Θ ΝΝ Μ !:
、

∀
95 ;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厘米 9一 一 。

2

Ν∀ Ρ 肩宽7厘米9 十
2

Κ
2

ϑ∀ :
>

Λ 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

2

ϑ∀ Ρ 皮褶厚度 7毫米 9 Θ  Κ
2

!Λ :

Μ 9 5;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2

Κ Μ Ρ 头宽 7厘米9 十 ΚΜ
2

!Λ :

右手
5; 皮纹密度与六项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1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一 一  
2

∀ Ρ 右手长 7厘米 9 Θ Κ
2

Μϑ :

9 5;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厘米 9 ‘ 一
2

Μϑ Ρ 右手宽 7厘米 9 Θ Κ
2

Λ :

Κ 9 5;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2

ΝΝ Ρ 头长7厘米9 十 Ν
2

Κ Ν :

≅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
2

乃 Ρ 身高 7厘米9 Θ 朽
2

Μ! :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 一
2

)
2

∀ϑ Ρ 肩宽 7厘米9 Θ ΚΜ
2

Λ :

Λ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
2

ϑ Ρ 皮褶厚度 7毫米9 Θ  Κ
2

ΝΝ

2

5 < 皮纹密度与七项测 = 性体征的相关与回归分析7见表 9

从表 可见
,

5< 皮纹密度与手长
、

手宽
、

头长
、

头宽
、

身高
、

肩宽
、

皮褶厚度显著或极

显著相关
。

其中
, 5 < 皮纹密度与前六项体征呈负相关

,

与皮褶厚度呈正相关
。 5 <

弓

皮纹

密度与上述各项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左手
。< 皮纹密度与上述各项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Ο

 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Κ

2

Ν Ρ 左手宽7厘米9 Θ Ν
2

 Λ:

Ψ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2 1 Ρ 身高 7厘米9 十 Ν
2

:

Κ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
2

ϑ Ρ 皮褶厚度 7厘米 9 十   
2

:

Ν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 一 。
2

Ν , Ρ 肩宽7厘米9 Θ Κ 
2

  :

, 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1

2

∀ Ν Ρ 头宽7厘米9 Θ Κ Μ
2

ϑ :

Λ 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一 1

2

Ν Ρ 头长7厘米 9 Θ Ν  
2

ϑ :

Μ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2

Ν Ρ 左手长7厘米9 Θ ΚΜ
2

Μ

右手 5< 皮纹密度与上述各项相关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7与头宽无显著

相关 9Ο
‘

1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2

Μ Ρ 右手宽7厘米 9 Θ Κϑ
2

Κϑ :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
2

ϑΚ Ρ 皮褶厚度 7厘米 9 Θ  !
2

Ζ :

Κ 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
2

ΝΝ Ρ 右手长7厘米9 Θ Κ 
2

Λ  :

Ν 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Ν

2

) ) Ρ 肩宽7厘米9 Θ ϑ
2

ϑ Ν :

劝 5<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2

Κ∀ Ρ 头长7厘米9 Θ Κϑ
2

Ν :

Λ9 5<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
2

 Μ Ρ 身高7厘米 9 Θ Ν 
2

”

Κ
2

=< 皮纹密度与七项渊= 性体征相关与回归7见表 9

从表 可见
,

=< 皮纹密度与手长
、

手宽
、

头长
、

身高
、

肩宽
、

皮褶厚度显著相关或极显

著相关
,

左右手 =< 皮纹密度与头宽均不相关
。

=< 皮纹密度与相关的测量性体征的回归

方程如下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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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 =< 皮纹密度与相关的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9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

2

” Ρ 左手长7厘米 9十 Μ
2

ΜΛ :

9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
2

Ν Ρ 左手宽 7厘米 9 Ρ Κ
2

Μ! :

Κ9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
2

Μ∀ 3 头长7厘米9 Θ Λ
2

 :

Ν 9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
2

 ! Ρ 身高7厘米 9 Θ
2

ϑ Κ :

∀9 =<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厘米 9 一 一 )
2

Κ! Ρ 肩宽7厘米9 Θ Ν
2

Ν !:

Λ 9 =< 皮纹密度咬条数 Ι厘米9 Τ !
2

邓 浓 皮褶厚度7毫米 9Θ  Ν

右手 =< 皮纹密度与相关的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19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 9 Τ 一 1
2

!ϑ Ρ 右手长7厘米 9十 ΚΚ
2

ϑ ϑ :

9
= < 皮纹密度7条数 [厘米9 Τ 一  

2

ϑϑ Ρ 右手宽7厘米 9 十
2

ΝΛ :

Κ 9
=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

2

 Κ Ρ 身高 7厘米 9 Θ Κ∀
2

Μ :

Ν 9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

2

ϑ Ρ 头长7厘米 9 Θ ϑ
2

ϑ :

∀ 9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一 !
2

ΚΛ Ρ 肩宽 7厘米 9十 Μ
2

ϑ :

Λ9
=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厘米9 Τ !

2

” Ρ 皮褶厚度7毫米9 Θ  
2

Μ 

Ν
2

△5= < 皮纹密度与七项测= 性体征的相关与回归分析7见表 9

从表 可见
,

左右手 △5= < 皮纹密度与手长
、

手宽
、

头长
、

头宽
、

身高
、

肩宽
、

皮褶厚度

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
,

与前六项体征呈负相关
,

与皮褶厚度呈正相关
。

其一元线性 回归

方程如下 Ο

左手 △5 =< 皮纹密度与上述各项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1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9 Τ 一 !
2

“ Ρ 左手长7厘米9 Θ  Λ
2

Μ Κ :

9 △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9 一 一 1

2

∀ Ρ 左手宽7厘米 9 Θ  ∀ 2 Κ :

Κ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9 Τ 一 !
2

Λ Ρ 头长7厘米9 十  ∀  :

钓 △歌<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9 一 一 !
2

! Ρ 身高 7厘米 9 十  
2

究

匀 △ 5 =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9 一 一 !
2

∀ 火 肩宽7厘米 9 Θ  Ν
2

 :

Λ9 △ 5 =<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平方厘米9 Τ !2 Κ! 3 皮褶厚度7毫米 9 Θ Κ2  

右手 △ 5 =< 皮纹密度与上述各项相关的测量性体征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Ο

1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9 Τ 一 ∴
2

Λ! Ρ 右手长7厘米 9 十  
2

ϑ Ν :

9 △
5 =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 9 Τ 一 1

2

ϑ Ρ 右手宽7厘米 9 十  ∀
2

ΝΛ :

Κ 9 △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9 一 一 )

2

!ϑ Ρ 身高7厘米 9 Θ  Μ
2

:

Ν 9 △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 9 一 一 )

2

Ν Ρ 肩宽7厘米9 十  Κ
2

Λ :

约 △5= <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平方厘米 9 Τ )
2

Λ Ρ 皮褶厚度 7毫米 9 Θ Ν2 ! :

Λ 9 △5= < 皮纹密度7条数 Ι平方厘米 9 一 一 !
2

∀Κ Ρ 头长7厘米9 Θ  Ν
2

ΝΛ :

Μ 9 △5= < 皮纹密度 7条数 Ι平方厘米 9 一 一 !
2

∀ Ρ 头宽7厘米9 Θ  
2

ϑΝ

综上所述
,

除头宽这项指标外
,

皮纹密度与七项测量性特征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
。

尽管各种皮纹密度无显著性左右手差异
,

但是
,

这种“不显著差异
”

是否可能酿成相关分析

时的左右不对称现象呢 ] 左右手 =< 皮纹密度是矢状轴方向上的性状
,

而头宽这一指标是

冠状轴方向上的性状
,

这是否可能成为削弱它们相关的因素 ] 同时
,

统计学检验中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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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二类错误发生的可能性亦难排除
。

这些都可能是造成上述不相关现象的主要原因
。

人体遗传学研究表明
,

头长
、

头宽
、

身高
、

肩宽的大小主要地受控 于 遗 传 7吴呈
,

 Μ 9
,

因此推测
,

皮纹密度与这些指标的相关可能是较固定的
,

皮褶厚度与营养等环境 因

素密切相关
,

皮纹密度是否会随皮褶厚度的改变而改变尚不明确
。

皮脊数是终身不变的
,

而手的大小在一定范围内7生长发育期9是不断地增长的
,

亦就

是说
,

三又点间距是不断增长的
,

所以
,

皮纹密度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

因此
,

皮纹密度不

具备其它皮纹指标的稳定性
,

这种不稳定性可望在研究人体生长发育
、

人群地区和种族差

异等方面得到应用
。

同时
,

皮纹密度也可能成为法医学进行年龄
、

性别等个体鉴定方面的

一个参数
。

应该指出
,

在国内外皮纹学的资料中
,

偶见有皮脊宽度的研究报道 7邵华信
,  ϑ Ν 9

。

皮脊宽度定义为二条皮沟中心间的距离
。

皮脊宽度的意义雷 同或近似于皮纹密度
,

但是

二者相比较
,

前者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Ο

19 直接测定皮褶宽度时
,

皮脊宽度以微

米为单位
,

尽管用测微尺测量
,

但难于控制测量误差
,

且工作量大 : 9 间接计算皮脊宽度

时
,

皮脊宽度的值实际上包括皮沟宽度的值
,

而我们讨论皮脊宽度时
,

皮脊宽度的含义不

应包括皮沟宽度
,

且皮沟亦可能存在年龄与性别的差异
,

这样
,

皮脊宽度的概念就不十分

确切了
。

同时
,

我们认为皮纹密度亦有不足之处
,

这主要的是 5< 与 =< 皮脊计数的不稳定

性
。

5< 皮脊计数与 =< 皮脊计数的不稳定性的共同原 因有
Ο
一是两三叉点间距大

,

易出

现计数误差 : 二是个体
5 < 与 =< 两三叉点间的皮脊走向差异大

,

造成皮脊计数的可比性

差
。

此外
,

=< 皮脊计数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还当考虑屈纹或掌褶在 =< 两三叉点间通过
,

由此造成的皮脊计数差异性
。

本文皮脊计数时
,

如印文不十分清晰
,

则计数二遍以上
,

取

重复的结果
。

在 5 ;
、 5 <

、

=<
、

△5= < 四种皮纹密度中
,

以
5 ; 皮纹密度

、

△5= < 皮纹密度的年龄 差

异
、

性别差异最为显著
,

从不同密度与七项测量性体征的相关与回归分析看
,

相关的显著

性与相关的项 目之多也首推 5; 皮纹密度
、

△5= < 皮纹密度为好
。

其中
,

5;
·

皮纹密度的

计数与观察更为简便和可靠
,

可作为皮纹密度的最佳指标
。

四
、

结 论

本文对 5;
、

5<
、

=<
、

△5= < 四种皮纹密度及其年龄
、

性别
、

左右手差异以及和七项测

量性体征的相关与回归作了分析与研 究
。

这 四种皮纹密度均有明显的年龄差异
,

其性别

差异随年龄增大而明显
,

其左右手差异随年龄增大而减弱
。

四种皮纹密度与七项测量性

体征均存在不同程度与性质的相关
,

其中首推 △ 5 =< 皮纹密度的相关性为显著
。

皮纹密

度的这些特征可望在研究人体生长发育
、

法医个人鉴定
、

人类学等方面发挥作用
。

本文是在吴汝康
、

吴新智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
。

在本研究过程中
,

得到了

江西医学院学生工作处
、

江西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组
、

江西医学院八五级全体同学
、

北京市

西城区教育局
、

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
、

北京市二里沟中心小学的大力支持
,

得到了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计算机室庄文露
、

郑芳同志的帮助
,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

7 ϑ 年 Κ 月 Λ 日收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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