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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颅骨颈动脉管外 口及其周围某些

结构的形态观察与测7

郑 孙 谦
8武汉体育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9

关锥词 颅骨 : 颈动脉管 : 形态

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国人颅骨 0 !! 例
,

“ 个颈动脉管外口形状大小进行了观察与测量
。

结果表明 ;

颈动脉管外口形状不一
。

可区分为圆形
、

卵圆形和南瓜子仁形三种
,

其中以圆形者为数最多
。

颈动脉管外 口长宽径和距颈静脉窝及锥体尖端之间距离两侧不等
,

并具有地区性差异
。

鼓小

管下口 在个别颅骨缺如
。

颈静脉窝之大小深浅不一
,

其中以右侧较大而深者为最多
。

一
、

前
< 二卜 =

日

关于人类颅骨的孔
、

窦
、

管
、

沟
、

裂的形状大小及其周围的某些结构的变异
,

多数已有

专题研究报道
。

至于颈动脉管外 口的形态观察和测量
,

鼓小管下口的 出现率及颈静脉窝

的形态
,

迄今在国内尚未见到专题报道
。

因此
,

我们为了开展国人骨骼人类学的研究
,

丰

富国人体质调查资料
,

对本题进行了研究
。

现将观察和测量结果提出报告
,

以供人类学和

人体解剖学工作者参考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研究材料系采用我们实验室在湖北省武汉地区收集的颅骨 8下称 > 组9 ?5 个和

吉林省长春地区收集的颅骨8下称 ≅ 组 9 6? 个
,

共计 0!! 个完整的成人颅骨 8未分性别9
,

须动脉管夕未日
’

潇
0

 

圆形
 

卵 圆形 压 南 瓜子 仁形

图 颈动脉管外口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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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病态或变形
。

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五项
;

8一9颈动脉管外口 的形状观察
。

8二 9颈动脉

管外 口 的长径与宽径8长径为从外口 的前缘中点至后缘中点之距离
,

宽径为测取外口两侧

缘间最宽处的距离9
。

8三 9 颈动脉管外 口距颈静脉窝 8为从外口后缘中点至静脉窝前缘

中点9 与锥体尖端之间距离 8为从外口内侧缘至锥体前内侧部粗糙面中点 9
。

测量工具是

精密度为 4
 

0 毫米的游标卡尺
,

将测量所得数值进行统计学处理
。

8四9对国人不同地区

所收集颅骨的颈动脉管外 口各径作比较
。

8五 9对鼓小管下 口的出现率及颈静脉窝的形态

进行观察
。

三
、

观察与测量结果及讨论

0
 

颈动脉管外 口的形状

颈动脉管外口 8
2 Α ,Β 7Χ Β 2 ,Δ 7, Β Ε 2 , 2 Ε 2 +Φ # 2 Β ( Γ # +9 位于颗骨锥体底面的后外侧部

。

根据
0!! 个成人颅骨的 “个颈动脉管外口 的形状可区分为三种

; 圆形
、

卵圆形及南瓜子仁形

8图 0 9
。

其左
、

右侧的出现率及百分率均不相同
,

见表 0 。

表 0 国人颐动脉管外口 的形状出现率和百分率比较

俞
Η

巡
圆 形

乡日 圆 形

Ι 右 侧 ϑ 左 侧 】两侧相 Κ Κ 两侧

Ι

—
Κ

一
Κ Κ 百分率 ,

0
<坐些巴Κ粤粤ϑ望塑0

Λ

ϑ止竺空
一
Κ二壁匕Κ

—
ϑ
一

Λ

至塑鳌

Κ一竺一Κ二当匕Κ一竺一卜坚生
一

卜里二
一

Κ止竺一ϑ一兰一
卜里一ϑ上兰< ϑ一二兰一卜二竺一Κ< 二二一Κ止生匕阵竺一
Κ Μ Ι “4

·

! ϑ , Κ ’Ν
·

Μ Ι ’! Κ ”
,

Μ Κ 0 4

百分率

0 一5 

南瓜子仁形

从上表可以看出 ; 颈动脉管外 口 的形状以圆形为最多
、

卵圆形次之
,

它并非象某些教

科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全是圆孔
。

同时
,

颈动脉管外 口的形状和大小与一般颅形之间的关

系不甚明显
。

 

颈动脉管外口的长径与宽径

长径 最大值左
、

右侧为 6 毫米 : 最小值为 ? 毫米 : 平均值右侧为 Ο 4! 毫米
,

左侧为

Ο
 

4 Ν 毫米 : 标准差右侧为 4
 

Μ 5Μ 毫米
,

左侧为 4
 

6 0Ν 毫米 :标准误右侧为 4
 

4 ΟΜ 毫米
,

左侧为

(
·

4 Μ 0 毫米
。

宽径 最大值左
、

右侧为 00 毫米 : 最小值右侧为 Ν 毫米
,

左侧为 ? 毫米 : 平均值右侧

为 Μ 5 5 毫米
,

左侧为 6
 

4Ο 毫米 :标准差右侧为 0
 

0 !0 毫米
,

左侧为 0
 

0 Ν! 毫米 :标准误右侧

为 (
·

4 5 6 毫米
,

左侧为 4
 

0 4 4 毫米 8表 9
(

!
 

颈动脉管外口距颐静脉窝与锥体尖端之间距离

距离颐静脉窝 最大值右侧为 Μ 毫米
,
左侧为 Ν 毫米 :最小值左

、

右侧相等
,

为 4 Ν 毫

米 : 平均值右侧为 0
 

!0 毫米
,

左侧为 0
 

“ 毫米 : 标准差右侧为 4
 

6 5 Ν 毫米
,

左侧为 4 5 6 ?
<

毫米 : 标准误右侧为 4
 

4 Μ 6 毫米
,

左侧为 4 4 6Ν 毫米
。

其原因是由于颈动脉管外 口与颈静
脉窝之间的晴厚薄或岩小窝大小有关

。

距离锥体尖端 最大值右侧为 05 毫米
,

左侧为 06 毫米 : 最小值右侧为 6 毫米
,

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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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Μ 毫米 : 平均值右侧为 0!
 

Ν! 毫米
,

左侧为 0?
 

4Ν 毫米 : 标准差右侧为
 

4Ν 4 毫米
,

左侧

为
 

0 Μ 毫米 :标准误右侧为 4
 

0 Μ 6 毫米
,

左侧为 4
 

0 66 毫米8表 9
。

这与颗骨锥体尖端长

短有关
,

同时也说明人颅骨的两侧是不完全对称的
。

表 国人预动脉管外口长宽径与距颈静脉窝及锥体尖端之间距离测7 统计 80 ! ! 例9

8单位 ; 毫米9

测测最项 目目 总例数数 侧 别别 最大值值 最小值值 平均值值 标准差差 标准误误

长长 径径 0! !!! 右右 666 ??? Ο
 

4!!! 4
 

Μ 5ΜΜΜ 4
 

4 ΟΜΜΜ

左左左左左 666 ??? Ο
 

4 ΝΝΝ 4
 

6 0ΝΝΝ 4
 

4 Μ 000

宽宽 径径径 右右 0 000 ΝΝΝ Μ
 

5 555 0
 

0 ! 000 4
 

4 5 666

左左左左左 0000 ??? 6
 

4 ΟΟΟ 0
 

0 Ν !!! 4
。

04 444

距距离颈静脉窝窝窝 右右 ΜΜΜ 4
 

ΝΝΝ 0
 

! 000 4
 

6 5 ΝΝΝ 4
 

4 Μ 666

、、、、

左左 ΝΝΝ 4
 

ΝΝΝ 0
 

Ο ΟΟΟ 4
 

5 6 ??? 4
 

4 6 ΝΝΝ

距距离锥体尖端端端 右右 0555 666 0!
 

Ν !!!
 

4 Ν 444 4
 

0Μ 666

左左左左左 666 ΜΜΜ 斗
 

4 ΝΝΝ
 

0 Μ 4
 

06 666

?
,

国人不同地区颈动脉管外口长宽径与颈静脉窝及锥体尖端间距离比较

根据对湖北武汉地区收集 ?5 例和吉林长春地区收集 6? 例左
、

右侧颈动脉管外口长

宽径与颈静脉窝及锥体尖端之间距离测量结果 8表 ! 9
,

经 7
值检验

,

发现存有地区性差

异
,

如长春组左侧颈动脉管外 口长径大于武汉组
, 7值

 

0Ο Π 0
 

5 6 , Α Θ 4
 

4匀长春组左侧

颈动脉管外 口宽径大于武汉组
, 7 值

 

4 Π 0
,

5 6 , Α Θ 4
 

4 Ν: 颈动脉管外 口距离颈静脉窝武

汉组右侧大于长春组
, 7值 !

 

!5 Π
 

Ο
, Α Θ 4

 

4 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

颈动脉管外 口长宽径长春组左侧要大于武汉组 :同时也说明颈内

动脉口 径要略大于武汉组
。

此外
,

颈动脉管外口与颈静脉窝之间的岭或岩小窝形态一般

武汉组右侧大于长春组
。

Ν
 

对鼓小管下 口的出现率与颈静脉窝的形态观察
’ 「

鼓小管下口 8
2声Β7Χ Β2 +Ε Ρ, Β+(

Β #2 Ε
 

73 Σ Α 2Ε +#+ 9 是位于颈动脉管外 口 与颈静脉窝之间的

岩小窝底部的一小孔
,

有舌咽神经鼓室支及咽升动脉的鼓室支通过
。

∃Τ日Υ (ς
,

ς
 

&
 

认为
“

颈静脉窝与颈动脉管外口之间的晴上
,

有时有一刚可辨认的岩小窝
,

其底有鼓小 管下

口 ”。 我们参照其上的论述就其 0 !! 例颅骨的鼓小管下口 进行了观察
,

结果发现左
、

右侧

出现率为 0 例
,

占 50
 

Μ务 : 右侧不存在者为 ? 例
,

占 4 !多 : 左侧不存在者为 Μ 例
,

占

4
 

Ν多
。

以上说明鼓小管下口 绝大部分存在
,

但在个别颅骨缺如
。

<

颈静脉窝 8Ρ( ΦΦ 2 +ΧΩ Χ 2Β +Φ 9 位于颈动脉管外口 的后侧
,

为一深窝8内容纳颈静脉上球 9,

是构成颈静脉孔的前界及外侧界
。

关于颈静脉窝之大小
、

深浅
,

据观察结果是
;
右侧较大

而深者为 00 Ν 例
,

占 6Ο
 

Ν 务
,

较小者为 06 例
,

占 0!
 

Ν务 :左侧较大而深者为 ? 例
,

占 06 务
,

·

较小者为 045 例
, ‘

占 6 Ξ
。

左右侧大小相等者为 巧 例
,

占 00
‘

!务 : 不等者为 0 06 例
,

占

6 6
 

Μ外
。

由此可见
,

颅骨颈静脉窝大小左右侧绝大部分是不相等的
,

且右侧大于左侧为多
。

究其原因
,

我们认为这与颈内静脉起始处颈静脉上球位于右侧颈静脉窝内比左侧为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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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国人不同地区颈动脉管外口长宽径与距颈静脉窝及锥体尖端之间距离比较

8单位 ; 毫来9

芬牛甲甲一赢万一一一下藻尸一, 一
ΗΗ

、

Η
<

<

< 一

一 Κ 8武终地区 9 >组
Ψ Ψ Ψ Ψ

Κ 帐春地区9 ≅ 组

ΨΗ
Η Η

Η 数 一一一万一一一不 < 一< 一「一一万一一一丁一一一 一一一丁一一一下一一一「一, 芍下

Η , 苗
Η Η

值 0 0 易 岳 率 0 坛 Ι 坛 0 例 备 备 ϑ 平 0 坛 坛
、 门火 Ζ月民

、Η Λ
 

由
,

哪 , 阵
一

尸  
,

夏 】 二之 之孟
尸

 
,

价 甘 一Β  
。

七  乙孟  之孟
 

Η 一 Ψ
、、

Η 例数 大 ,=、 羽 侄 惬 0 0 大 ,= 、
羽 堰 月仁

<型困业
一

兰竖二达Κ一Κ兰Κ兰Κ兰Κ立Κ二Κ二Κ兰Κ兰Κ上Κ立Κ兰
Κ竺址一二0 ϑ

一一

生卜二
一

Κ二竺Κ兰里竺ϑ
 

竺里
‘

ϑ 卜生Κ二< Κ二竺Κ竺竺Κ生竺三
右

Κ里一一兰Κ Κ止二Κ二一Κ三
二兰Κ二兰ϑ竺卫兰Κ Κ二兰卜三< Κ兰竺Κ三

二卫竺ϑ缨,
二

距离颈静脉窝 Ι ? 0 4
 

Ν 00
 

56 00
 

? 4Μ 04
 

40 0 0 Μ 0 4
 

Ν 0 0
 

Ν 04
 

Μ Ο? 04
 

。犯
侧 Κ

—
Κ Κ

—
Κ

—
Κ

—
Κ

—
Κ

—
Ι Κ

—
Κ

—
Ι

—
Κ

—
Κ

—Κ 距离锥体尖端 】 0 0艺 】 5 】0!
·

5 】0
·

6 0 】4
·

Ν 5 】 Κ 05 0 吕 Κ0!
·

0 0
·

6 .[
·

斗!

—
Κ

—
Κ ?5 Ι

—
Κ

—
Κ

—
Κ

—
Κ

—
Κ 6呼 Ι

—
Κ

—
Κ

—
Κ

—
 

—卜兰一二0 Κ Κ止
一

Κ止‘Κ宜二兰Κ生兰Κ卫二里ϑ Κ竺
一

Κ二川二二Κ竺竺Κ兰竺
左

卜兰一一止0 Κ Κ二匕卜兰Κ竺土Κ上二竺Κ竺竺Κ 卜生卜兰ϑ兰竺Κ
二卫竺Κ卫

二三竺
, Ι 距离颈静脉窝 Ι 0 ? 0 4

 

Ν Κ0
 

5 Κ0
 

4Ν Κ4
 

0 Μ Κ 0 Ν 0 4
·

Ν 0 0
·

Μ ! 】0
 

4 Ο 4 04
·

0 0Ο

洲 Κ

—
0 Κ

—
Ι

—
Κ

—
+

—
Κ

—
Κ Κ

—
Κ

—
Ι

—
Κ

—
ϑ

一0 距离锥休尖端 Κ Κ
’5

Κ“ Κ’?
·

! Ν Κ’
·

5 , Κ”
·

Μ ? Κ Κ ‘5 Ι Μ Ι’!
·

6 6 Κ
·

5 5 Ι4
·

Ν‘

有关
,

致使右侧颈静脉窝也随之宽广
,

但与此相反的左侧也可见到
。

四
、

小 结

本文作者就在湖北武汉地区和吉林长春地区收集的完整颅骨 0 !,! 例
,

对 Ο Ο 个颈动

脉管外口及其周围某些结构进行了观察与测量
,

得出了以下结果 ;

0
 

颈动脉管外口的形状可分为三种
;

8玲圆形
、

8 9卵圆形
、

8! 9南瓜子仁形
。

其中以

圆形者为数最多
,

占 Ν4 ! 多
。

但并非象某些教科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全是圆形
。

,

·
 

颈动脉管外口长径
;
最大值左右侧相等

,

为 6 毫米 : 最小值为 斗毫米 : 平均值右侧

为 Ο
 

4! 毫米
,

左侧为 Ο
 

4 , 毫米
。

宽径
;
最大值左右侧相等为

‘

0 0 毫米 : 最小值右侧为 , 毫

米
,

左侧为 ? 毫米 :平均值右侧为 Μ
 

55 毫米
,

左侧为 6 4Ο 毫米
。

!
 

从两个不同地区所收集到的两组颅骨的颈动脉管外口作比较
,

有差异性
。

如长春

组左侧颈动脉管外 口长径大于武汉组
, 7 值

 

0Ο
、

Π 0
 

5 6
,

Α Θ 4
 

4 Ν: 长春组左侧颈动脉管
气

外 口宽径大于武汉组
, 7值

 

4 Π 0
‘

5 6 , Α Θ 4
 

4 Ν: 颈动脉管外口距离颈静脉窝
,

武汉组右

侧要大子长春组
, ; 值 !

 

!5 Π
 

Ο
, Α Θ 4 Γ 矛 ”

“ ”

?
 

鼓小管下 口 两
、

侧同时出现为 0 例
,

占 50
 

Μ拓
。

但在个别颅骨缺如
。

右侧不存在

为 ? 例
,

占 4 ! 外 :左侧不存在为 Μ 例
,

占 4
 

Ν外
。

Ν
 

颈静脉窝之大小深浅不一
。

两侧大小相等者为巧例
,

占 00
 

! 务 : 不等者为 0 0 6 例
,

古 66
 

Μ务 :其中以右侧较大而深者为最多
,

约为 0 0Ν 例
,

占 6Ο
 

, 外
。

’

8 56 年 ? 月 Μ 日收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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