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 ∀ 年

第 期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 ∋ (
份) ∗ ) ) +。人 , − +∃ #

. ) /
0

& )
。

1

 ! ∀

华南地区男性成年人由长骨长度推算

身长的回归方程

莫 世 泰
2广西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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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从近年来收集的华南地区汉族成年男性 56 具已知生前身长的骨骼材料
,

算出从各长骨推

算身长的常数 2
。

3 及回归系数 2的
,

并算出长骨长度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2
,
3 数值在 。

0

5 7 一

6
0

 ∀ 之间
,

表明相关度较为密切
,

在此基础上算出 6 个由各长骨的估计身长的回归方程
。

并

采用校正值 8 。
0

7 毫米 9 2年龄一 ∀ 6 3
,
校正因年龄所造成的身长误差

。

从脓骨
、

膊骨及脓骨加

挠骨
、

股骨加胫骨的长度推算身长最为理想
。

本文所得的回归方程
,

适用于华南人
。

从长骨推算身长的研究早为世界各国法医学家和人类学家所重视
,

有的还建立了回

归方程
。

在国外
, ! ! 年法国人类学家 ∗

0

:;∋ )< => +? 8
提出尸体身长较活体身高长 厘米的

重要论据
,

并注意到中年以后的变化 4 !   年英国人类学家皮尔逊 2≅
0

Α?; >Β )∋ 3
,

在长骨

长度推算身长的研究中
,

首先引用了回归方程
。

此外
,

%> )Χ Χ? >
和 Δ/ ?Β ?> 用 白种人

、

黑种

人的材料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
。

斯蒂文森2   3利用华北人的材料
、

王永豪2  Ε  3利用 Φ6 具西南人的材料作过这方

面的研究
。

据纪新从美国《科学文摘》2  ! 一 / ,

月号3翻译的美国学者博伊斯
·

伦斯伯格的人

类学论文中
,

所得出北方寒带人臂
、

腿和躯干比热带人短
,

南方人四肢长
,

北极人四肢较短

的规律
。

我国南北气候差异甚大
,

这种体质差异事实上是存在的
,

因此本文研究华南地区

的长骨长度推算身长的回归方程
,

以求更适于在华南地区的应用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研究的材料包括在广西地区收集的已知生前身高的华南人 2包括广西
、

广东
、

湖

南籍 3的男性汉族成年骨骼 56 具
,

用测骨盘测得左右脓
、

挠
、

尺
、

股
、

胫
、

排骨的最大长度
。

应用相关与回归的计算方法及公式
,

求得回归系数
,

并计算各长骨的左右侧平均长度与身

高的相关系数
,

同时还求出以脓骨与挠
、

尺骨相加的总长度及股骨与胫
、

胖骨相加的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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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各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

并检验相关系数相关度的显著性
,

以比较从长骨推算身长的各

回归方程的应用价值
。

并将主要的演算公式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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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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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么 9 Η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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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 一 兰盗兰二
时

刀 一

; Ι 歹一 Κ牙

Η,

为身高的估计值 4 Κ 为回归系数 4

9 为变数 4 ; 为常数2即当
9 Ι 。时的 夕值 3

∋ 为例数 4 凡
0 8

为回归标准差
。

二
、

结 果

0

左右侧长骨长度均数
、

标准差及各长骨左右侧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测验2Χ 测验 3

结果见表
。

表 左右侧长骨长度均数
、

标准差及各长骨左右侧均数住异的显若性测验
, , 5 。 2单位 8 厘米 3

项 目 均数 2牙3 标准差 2, 3 Α 值

∀ 6
0

Φ 6

∀ 6
0

Ε ! 6

7 ∀

Ε  

。

5 Α Ο 6
0

6右左脓骨

Α Ο 6
0

6

一
左挠 右骨

5
0

∀ Ε 7

5
0

∀7 !

。

∀ Φ

。

∀ ∀

Α Ο 6
0

5左右尺骨

Φ ∀
。

6 5

Φ
。

 Ε 6

。

∀

。

Ε

ΑΟ 6
0

6 ,
左右股骨

∀ Φ
0

! Φ

∀ Φ
。

7  

 

!斗

Α Ο 6
0

6 5
右左排骨

∀ 5
。

Φ 5 6

∀ 5
0

5 6 6

0

∀ Φ

。

∀

6
0

7 5 Α Ο 6
0

5左右胫骨

左右脓骨
、

挠骨长度均数差异较显著
,

而左右尺骨
、

股骨
、

胫骨
、

排骨均数差异不显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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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澜得的身高及各长骨的最大长的均数
、

标准理
、

标准误和相关系数

结果见表
。

表 身高与长骨最大长均数
、

标准差
、

标准误和相关系数 刀 Ι 6 6 2单位 8 厘米3

项 目 均数 2Θ 3 标准误 2Β 牙3 标准差 2, 3 相关系数 2>3

Ρ 骨

Σ
∀ 6

·

, ! “
·

‘“ 

⋯
‘

·

‘ 

⋯
。

·

! , 7

挠 骨 6
。

! ∀ ! 6
0

5 7 !

尺 骨 5
。

∀ Ε 6
。

 了

股 骨 Φ ∀
0

6 6
0

! 7

月Τ卜 骨 ∀ Φ
。

Ε 7 6
。

7 ∀ !斗 6
。

 ∀

∀∀∀ 5
0

5 ΦΦΦ 6
。

!
0

!

脓脓 ϑ 挠骨骨 弓Φ
。

6 !!! 6
0

Φ Φ ∀
0

6    6
0

 6

脓脓 ϑ 尺骨骨 , 5
0

 555 6
0

∀ ! 777
0

Ε 6
0

5 6    

股股 十排骨骨 Ε Ε
。

Ε ΕΕΕ 6
0

7 ∀ !!! 伟
0

Φ夕夕 6
0

5 7

股股 十胫骨骨 Ε !
0

7 ΦΦΦ 6
。

5 !    斗
0

6
0

Ε  555

上表各长骨的相关系数在 6
0

5 7一 6
0

 ∀ 之间
,

表示长骨长度与身高为正相关
,

而且相

关较为密切
。

∀
0

从长骨长度推算身高回归方程的常数 2。3
,

各长骨的回归系数 2Κ3 士标准误 2,Κ 3 及

各长骨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测验

结果见表 ∀ 。

表 ∀ 常数
、

回归系数及各长骨回归系数的显普性测验

脓脓 骨骨

挠挠 骨骨

尺尺 骨骨

ΤΤΤ没 骨骨

ΥΥΥΤΤ卜
,

丹丹

ςςς怪 骨骨

右士 ,石

Φ Ε
。

∀
0

Ε 土 6
0

∀  !

∀
0

7 士 6
0

盯 !

∀
0

Φ ϑ 6
0

  

0

7
一

卜6
0

 !

∀
0

6 Ε ϑ 6
0

∀ ΕΕ

∀
0

6 土 6
0

弓∀

0

Ε Φ 十 6
0

∀

0

Ε ∀ ϑ 6
。

斗7  

 
0

∀ 7 Α Ο 6
0

6 6

7
。

! Α Ο 6
0

6 6

∀
。

Φ Α Ο 6
0

6 6

7 ∀
0

! 6 Ε
0

5 Ε Α Ο 6
0

6 6

Ε
0

 Ε Α Ο 6
0

6 6

。

! Α Ο 6
0

6 6

脓 ϑ 挠骨 Ε
0

5 Α Ο 6
0

6 6

脓 十尺骨

股 ϑ 滕骨

Α Ο 6
。

6 6

0

∀ 士 6
0

∀∀ Ε Φ
。

7 ΑΟ 6
。

6 6

股 十胫骨
0

∀ 6 Φ士 6
0

Φ Α Ο 6
0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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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长骨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测验
,

表明
君
值均在 ∀ 以上

,

按自由度查得 Ω Ο 6
0

6 6 ,

相关非常显著
,

说明长骨与身高有 密切关系
。

Φ
0

从各长骨长度推算尸体身长的回归方程

估计身长 2Η/ 3 一
。 ϑ Κ9 土凡

, 二

2单位
8
厘米 3

Η ,

Ι ΦΕ
0

ϑ ∀
0

Ε 脓骨长 士 5
0

!

夕,
Ξ ! Φ

0

Ε , ϑ ∀
0

7 挠骨长 士 Φ
0

Φ 7

Η/ 一 !
·

! 弓 ϑ ∀0 斗尺骨长 士 Φ0 Φ5

夕8

Ξ 7 ∀
0

! 6 ϑ
0

7 股骨长 士 Φ
0

Ε

夕8

一 5
0

Ε  ϑ ∀
0

6 川卜骨长 士
0

6

夕,
Ι 5 Φ

0

∀ ϑ ∀
0

6 胫骨长 士 Φ
0

5  

夕,
Ξ 7 Ε

0

斗 ϑ
0

Ε斗 2脓骨长 ϑ 挠骨长3 士
0

∀

Η ,
Ι 7∀

0

Ε
·

ϑ
0

Ε ∀ 2脓骨长十尺骨长3 士 Φ
0

夕,

Ξ 5 5
0

6 ∀ ϑ
0

∀ 2股骨长 ϑ 川卜骨长 3士 Φ
0

6 Φ

夕,

一 , 5
0

5 5 ϑ
0

∀ 6 Φ 2股骨长 ϑ 胫骨长 3士
0

 5

三
、

讨 论

2/3 本文测量了脓
、

挠
、

尺
、

股
、

胫
、

胖骨2各 66 例3的最大长
,

并作了左右各长骨的均

数差异显著性测验2Χ 测验 3
,

见表
。

其中左右脓骨
、

挠骨长度均数差异较为显著 4而左右

尺
、

股
、

胫
、

胖骨均数差异不显著
。

因此
,

本文以左右各长骨2各 66 例3最大长的平均值和

脓骨与挠骨
、

尺骨相加的总长度及股骨与胫
、

排骨相加的总长度的平均值为变数
,

作为估

计身长的回归计算
。

这样左右各长骨在功能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误差是甚小的
。

2 3 从各长骨相关系数来 看
,

胖骨 2
, Ι 60  ∀ 3

、

脓 骨 2
, Ι 60 ! ∀ 7 3

、

胫 骨 2
4

一

6
0

Ε Ε ! 3
、

脓骨加挠骨 2
, Ι 6

0

 6 3
、

股骨加胫骨 2
, Ι 6

0

Ε  5 3 与身高的关系最为密切
。

在

所得的十个回归方程中
,

以滕骨和脓骨加挠骨
,

股骨加胫骨长度为变数所得的回归标准差

2,
, , 二 0

6 Ο
0

 53 为最小
。

而从实际测得身长 2Η 值 3与各长骨长度2变数
9
值3从各公式

代出的估计身长 2Η
,

值3 的误差大小来看
,

其中以脓骨长估计标准误差
0

5一 Φ 厘米
,

股骨

长的标准估计误差 6
0

!一∀
0

! 厘米
,

脓骨加挠骨长标准估计误差 一 ∀
0

斗厘米
,

股骨加胫骨

长标准估计误差 一斗厘米
,

因此
,

以脓骨加挠骨长
、

股骨加胫骨长
、

股骨长
、

脓骨长为变

数
,

推算身长较为理想
。

2∀3 使用这些回归方程时
,

要注意年龄的变化关系
,

% >) ΧΧ?
> 和 Ψ/ ?Β ?> 2  5 3 提 出

过
,

在其研究的所有群组中
,

从成年开始每过 6 年
,

身高降低
0

厘米2即每年平均 6
0

7 毫

米3
。

本文认为从 ∀ 岁开始
,

每增加一年
,

身高降低 6
0

7 毫米是合理的
,

因此要用校正值

来校正年龄变化所造成的误差
。

校正值
8 60 7 毫米 9 2年龄一 ∀ 6 3

。

一
2Φ 3 华南人与华北人2据 , Χ? =? ∋ Β) ∋ ,   3 长骨推算身高回归直线比较

,

2见 图 一 Φ 3

显出华南人四肢较华北人四肢为长的趋势
。

故本文所得出的回归方程
,

应用于华南人长

骨复原身长更接近于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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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ΒΒ +) ∋ 1+∋ ? Β ) Θ Χ [ ? Β Χ ; Χ < > ? ; ∋ ]二
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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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挠骨长与身长的回归线2厘米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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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股骨长与身长的回归线2厘米 3
’

[ ? > ? ∴ > ? Β Β +) ∋ /+∋ ? Β ) Θ Χ[
? Β‘; Χ” > ? ; ∋ ] ‘[ ? /? ∋ ∴ Χ [ ) Θ Θ? − < Χ

2
? , ∋

3

图 Φ 胫骨长与身长的回归线2厘米 3
/ [

? > ? ∴ > ? Β Β +) ∋ 1+∋ ? Β ) Θ Χ [
? Β‘;‘< > ? ; ∋ ] ‘[ ? 1? ∋ ∴ ‘[ ) Χ Χ +Κ +; 2

∃ ,∋
3

说明 8 Π

一 华北组2据 , Χ? = ? ∋ Β ) 。

3

—
华南组

本文承冯家骏
、

吴新智副教授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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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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