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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应用 : % 一 ; 型数字图像处理仪测定了  ; 名维吾尔族青年手的掌侧投影面积
。

各指掌

侧投影面积的平均值
,
以中指最大 7 ,

3

; 平方厘米 8
,

食指 7 
3

< ; 平方厘米 8及环指 7 
3

 =

平方厘米8次之
,

拇指再次 7 ;
3

  平方厘米 8
,
小指最小 7

3

= 平方厘米8
。

全手掌侧投影总面

积平均  > =
3

< 平方厘米
。

指掌侧投影总面积平均 =
3

= < 平方厘米
,

占全手掌侧投影总面积的

?!
3

=< ≅
。

手掌投影面积平均 ,
3

! 平方厘米
,
占全手掌侧投影总面积的 >

3

” ≅
。

按照 . Α ∃ Β

Χ ∃ Δ , 。 Δ

7 < 8公式
,

根据身高和体重
,

计算出体表面积的估计值
,
进而求得全手掌侧投影面积

占身体表面积的  
3

! !∀ ≅
。

经计算机处理
,

求得手长
、

手宽
、

身高
、

体重与手面积的相关系数
,

并

建立了由手长和手宽推算手掌侧投影面积的多元回归方程
。

关于亚成年与成年之间
,

手面积差异的研究
,

目前 尚未见文献记录
。

为了了解亚成年

与成年之间手各部的投影面积有无差异
,

差异有多大
,

并且提供维吾尔族的资料
,

作者用

Ε %
一 ; 型数字图像处理仪

,

对  ; 名维吾尔族青年手掌侧投影面积进行了侧定
。

此项资

料不仅在体质人类学中有一定意义
,

而且可供临床医师在临床实践中使用
。

材 料 和 方 法

测量对象为  ∀ 一;> 岁之间发育正常的维吾尔族在校学生
,

共  ; 人 7男 = 人
,

女 =Φ

人8
。

用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监制的身高侧量仪和人体秤
,

测量被测者直立姿势的身

体高度和裸体时身体的重量
。

用游标卡尺
,

按照《人体测量手册》7邵象清
,  ∀ , 8 介绍的

测量方法
,

直接测量被测者的手长
、

手宽及第 /一 1 指掌侧长
。

手长是从腕关节远侧腕横

纹中点
,

至中指指尖点 7Γ
Η
川8 的直线距离

。

手宽是 自挠侧掌骨点 7Ι ϑ8 至尺侧掌骨点

7Ι 58 的直线距离
。

各指掌侧长是自各指指尖点 7ΓΗ Κ一Χ 8 至各指近节指骨的掌侧弯曲

肤纹中点的直线距离
。

用 Λ ∗ : Η
相机

,  Μ ;
3

∀ Ν ∀ > Ι Ι 镜头
,  ;! 胶卷

,

拍摄两手掌侧面照

片
。
拍照时

,

在特制的照像平台上
,

距台面  ! 厘米置一 > 毫米厚的玻璃板
,

被侧者两手平

放在玻璃板上
,

用四盏摄影专用反光灯
,

从四方照明
,

以消除阴影
。

在被测者手旁
,

置一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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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厘米黑色纸卡
,

两手摆平
,

手指分开
,

定距拍照
。

底片冲印成照片
,

经光密密度分析仪输

人 : % 一 ; 型数字图像处理仪
,

计算出相应的面积和手周长
。

其中  ; 例将照片输人 : %
一 ;

型数字图像处理仪
,

将底片输人 # )/ Ο Π一Ι 图像分析系统
,

分别计算相应的面积
,

结果

完全相同
。

说明小型 : % 一 ; 型数字图像处理仪与大型图像分析系统计算面积的功能相

同
。

手周长是以腕关节远侧腕横纹为界
。

结 果 与 讨 论

将 男性分为  ∀ 一;; 岁与 ;; 一 ;> 岁两组 9 女性分为  ∀ 一 ;! 岁与 ;! 一 ;> 岁两组
,

分

别计算两组间手各项测量值平均数的差异
,

以研究亚成年与成年之间
,

手各部面积有无

差异
。

,

结果表明
,

男
、

女性亚成年与成年之间
,

手各部面积均无显著差异
。

故认为  ∀ 一 ;> 岁

青年手的资料
,

可代表成年人的数据
。

本组同时测定了左
、

右手的各项数据
,

经比较
,

左
、

右手高度相关
,

无差异
。

故只取左

手数据
,

作统计分析
。

由于亚成年与成年之间
,

各测量值无差异
,

故而合并分析
。

 
3

手的各径

手各径的均值
,

男
、

女性之间差异非常显著
,

左
、

右侧间无显著差异 7表 Κ8
。

表  手的各径 7单位 Μ 厘米8

手的各径 性别 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Θ 变异范围 0 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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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中
,

男
、

女均以中指最长
,

环指次之
,

食指长于拇指
,

小指最小
。

此结果与王衡等

4 5 6 7 8 测量维吾尔族青年的结果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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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各径在男
、

女性间的差值 7厘米 8
Μ
拇指 !

3

∀ 9 食指 !
3

>  9 中指 !3 =  9 环指 !
·

= !

小指 !
3

> > 9 手长  
3

? > 9 手宽 !
3

< < 9 掌长 !
3

∀ ? 9 手周长 ∀
·

∀ = 。

;3 手的各部掌侧投影面积

手各部掌侧投影面积的均值
,

男
、

女性间差异非常显著
,

左
、

右侧间无显著差异7表

; 8
。

表 ; 手的各部掌侧投影面积 7单位 Μ 平方厘米8

各部面积 性 别 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范围 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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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维吾尔族
、

汉族手的各部掌侧投影面积对比 4单位 Ι 平方厘米 8

男 女

手的各部投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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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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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掌侧投影面积的均值
,

以中指最大
,

食指及环指次之
,

拇指再次
,

小指最小
。

此结

果 与吴晋宝等 7 ∀ = 8 测量汉族青年的结果不同
。

手掌投影面积大于手指掌侧投影总面

积
。

此结果与吴晋宝所测结果一致 7表 8
。

男
、

女性间手各部掌侧投影面积的差值7平方厘米 8
Μ
拇指  

3

∀? 9 食指  
3

?= 9 中指

;
3

; 9 环指  
3

= < 9 小指  
3

 ; 9 手指 ∀
3

9 手掌  <
3

>
!

3 身高
、

体重及体表面积估计值

男
、

女性间身高
、

体重差异非常显著
。

按照 Π Α∃ Χ ∃ Δ Π ∗ Δ
7 < 8 公式计算体表面积估计值

。

身体表面积7平方米 8 Β !3 ! != Κ − 身高7厘米 8 十 !3 !  ; ∀ − 体重 7公斤 8 一 !
3

 , ;

体表面积估计值
,

男
、

女性之间亦有非常显著差异7表 ? 8
。

表 ? 身高
、

体重及体表面积估计位

项 目 性别 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范围 性别差异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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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手掌侧投影面积在全身体表面积中所占的百分比

计算方法
Μ

全王皇皿全戮迹邂 火
 !!

体表 面积估计值

结果 Μ 男子占  
3

! = 土 ! 3!  ; 多
,

女子 占 !
3

∀ 士 !
3

! ! <多
,

男
、

女合并计算
,

占  
3

! !∀ 士

。
3

!! < 多
。

此结果与吴晋宝等 7 ∀ = 8 所测汉族青年的资料相比较
,

无显著差异 7Ξ Ψ

勺
·

! > 8
。

根据本文测得的结果
,

作者认为临床上用手掌法计算烧伤面积时
,

以并拢手指后的掌

面面积
,

定为全身体表面积的  界 7沈克非
,  = 8

,

对维吾尔族成年伤员是适合的
。

表 > 手各部在全手掌侧投影面积中所占的百分比

手掌侧各部
男

7=  例8
女

7= ;例8
合计

7 ; 例8
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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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手各部占全手掌侧投影面积的百分比

手掌投影面积约占全手掌侧投影面积的 =! 务
,

女性小于男性 9手指掌侧投影总面积

约占全手投影面积的 ?! 多
,

女性大于男性 7表 > 8
。

本文测得的结果
,

与吴晋宝等 7 ∀ = 8 所测汉族青年的结果一致 7Ξ Ψ 。
3

! > 8
。

=
3

由手长
、

手宽推算手掌侧投影面积的回归方程

Κ8 相关系数
Μ 经计算机处理数据

,

求得手长
、

手宽
、

身高
、

体重与手掌侧投影面积的

相关系数 7表 = 8
。

表 ‘ 有关变Α 的相关系数

7

、关变、

8——
Ζ

一 一
‘ 值

手长与手面 积 Θ
“

·

? ? ,

Θ
”

·

= < ∀ <

Θ
手宽与手面积 [

“
·

绳 ∀=
Θ

”
·

; >

Θ
“

·

< ∴

身高与青面积 [
”

·

; ‘

[
。

·

<

[
”

·

= > >

体重与手面积 Θ
“

·

; ! >
】

“
·

今; ∀<
Θ

查相关系数
ϑ 界值表

,

当 Γ ] Β = ! 时
, ϑ ∗

3

。9

Β
、

!
3

; ! 9 当 Γ ] Β  ; ! 时
, ϑ ∗

3

。9

一 !
3

; ! ,

由此看出
,

男性手长
、

手宽与手面积相关显著
,

女性手长
、

体重
、

身高与手面积相关显著
,

男
、

女合并统计
,

各变量的相关都很显著
。

; 8 回归方程
Μ 为便于估计手掌侧投影面积

,

将手长 7
−
户

、

手宽 7
− ⊥

8
、

身 高 7
−
8

、

体重 7− 。

8 与手掌侧投影面积 7_ 8 的数据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运算
,

以达到用若干有关

的变量推算手掌侧投影面积的 目的
。

以 ⎯2
3

。9 7> ‘。 α 3 α 9 8 Β
3

? 分别筛选男
、

女性各变量
,

得回归方程 Μ

宁
, 一 ; ?

3

> ! > = β
3

> < ? − Μ

β >
3

? < 9 ; − ;

复相关系数 ) Β !
3

? > ,

剩余标准差 Π 一  ;
3

 , , ⎯ 一
3

= , , Ξ Σ !
3

! ;

宁
女 一 ; ;

3

> ! > , β
3

< ; ΠΠ − Κ

复相关系数 ) 一 !
3

= < ∀ <
,

剩余标准差 Π 一 =
3

< ; , ⎯ 一 >  
3

; > ! > , Ξ Σ !
3

!  

男
、

女混合
,

以 ⎯! ! 7 ,
3

, ;!

一
Μ

8 Β
3

;! 筛选变量

得回归方程 Μ

仑Β < <
3

= ! = β Π
3

 ? = ; − Μ
β   

3

! , ΦΠ − Μ

复相关系数 ) 一 !
3

∀ ! ? = ,

剩余标准差 Π 一  !
3

! , > , ⎯ 一  ;!
3

 , ! < , Ξ Σ !
3

!  

7注
Μ
长度单位为厘米

,

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8

经上述回归方程计算的手掌侧投影面积的估计值
,

与手掌侧投影面积的实测值接近
,

说明以上回归方程是可靠的
,

有实用价值
。

小 结

 
3

用 : % 一 ; 型数字图像处理仪测定了  ; 名维吾尔族学生的手掌侧投影面积
。

各

指掌侧投影面积的平均值
Μ
拇指  ;

3

  平方厘米
,

食指  
3

<; 平方厘米
,

中指  >
3

; 平方厘



期 鲁若迅等 Μ 新疆维吾尔族手掌侧投影面积测定

米
,

环指  
3

 = 平方厘米
,

小指
3

= 平方厘米
。

全手掌侧投影总面积平均为  >=
3

< 平方

厘米
,

指掌侧投影总面积平均为 =
3

=< 平方厘米
,

手掌投影面积平均为
3

! 平方厘米
。

以

上各值与吴晋宝等 7 ∀ = 8 所测汉族青年的资料比较
,

有非常显著差异
。

;
3

根据 .Α ∃Χ ∃ ΔΠ ∗ Δ
7 <8 公式计算的体表面积估计值

,

求得手掌侧投影面积占全身

体表面积的均值为  
3

! !∀ 务
。

手指掌侧投影面积 占全手掌侧投影总面积的 ?!
3

= <并
,

手掌

投影面积 占全手掌侧投影总面积的 >
3

多
。

以上结果与吴晋宝等 7 ∀ = 8所测汉族青年

的资料相比较
,

无显著差异
。

根据上述结果
,

可得出如下结论
Μ
手各部投影面积的绝对值

,

维
、

汉之间有非常显著

的族间差异
,

而手掌侧投影面积占全身体表 面积的比值
,

以及手各部占全手掌侧投影面积

的比值
,

维
、

汉之间无族间差异
。

表明维
、

汉之间手的大小有差异
,

但手 占体表面积的百分

比和手各部的比例无差异
。

3

研究了亚成年与成年之间手的各部面积的差异
,

结果显示亚成年 与成年之间无显

著差异
。

?
3

用逐步回归方法
,

建立了由手长
、

手宽推算手掌侧投影面积的多元回归方程
。

因手

面积的测定比较复杂
,

还需特殊设备
,

此方程可用手长
、

手宽的测得值
,

推算 出手掌侧投影

面积
,

简便可靠
,

有实用价值
。

本文由我院计算机室王槐鸿协助完成数据的统计处理工作
,

古丽娜
、

陈爽协助测量文
子的体重

、

身高
·

,

谨致谢意
。

7 ! 年  月 ;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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