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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观察 8 9 。个成人颅骨
,

顶间骨出现率为
3

 : ;
,

皆在枕骨上项线上方
,

其中 <
3

8 ; 与

最上项线交叉
。

观察 89 例 <一 ∀! 周龄胎颅的枕鳞上部以两个骨化中心进行膜内化骨的情况
。

本文认为顶间骨的形成是由于枕横裂未融合及异常骨化中心出现所致
,

并提出枕鳞上部与枕

鳞下部之间的融合线位于上项线以上
,
而上项线和最上项线均不应认作是两部融合线的观点

。

顶间骨 ∃9
= 坑 >? ≅∗Α ≅ Β?>Α 2?6 也称顶枕间骨 ∃1 ‘

? Χ Α Δ摄 2ΒΑ6
,

是位于两顶骨之后
,

枕骨

∃除外顶间骨 6其余部分之间的独立骨片
,

一般认为其横径和纵径均应大于 厘米
。

顶间

骨亦见于北京猿人的颅骨
,

被认为是北京猿人与现代人在种系发生上有直接关系的重要

证据之一 ∃贾兰坡
,

 = : 6
。

秘鲁土著民族
一

印加族多有邺骨
,

衡以又称之为印加骨
∃9= /Ε ΔΑ 6 ∃森拎冤等

, , = 6
。

有关人颅顶间骨形状
、

数目
、

位置及出现率的报告所见不
,

多
,

而且 由于顶间骨出现的数目和位置不同
,

对枕骨鳞部上
、

下两部分融合线的看法各异
。

本文观察成人颅骨所出现的顶间骨及不同周龄的胎儿枕鳞骨化过程
,

以论证顶间骨的成

因并积 累国人体质调查资料
。

一
、

人颅顶间骨的观察

∃一 6 顶间骨的确认

Φ≅Β ΓΑ Φ> 1Γ
。

∃  < < 6 将枕骨鳞部以上项线为分界线
,

分为枕鳞上部 ∃又称
“

顶间部
”

/Ε> ?≅ ∗Α ≅Β? >Α2 ∗Α≅
>
6 和枕鳞下部 ∃又称

“枕上部
” .4∗ ≅Α 匹

Δ

币Β>Α 2 Η 叮>6
。

顶间骨应为两完整顶

骨之后
,

位于枕鳞上部
,

纵径及横径均大于 厘米的游离骨片
。

顶间骨应与下述两种游离

骨片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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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间骨

人字缝内横径或纵径之一小于 厘米的游离骨片称为
“

缝间骨
” ,

为头盖骨扩展而形

成的不规则小骨片
,

没有真正的形态学意义∃图版 /
,

>
、

6
。

3

小因门骨

位于后囱部
,

横径和纵径虽均大于 厘米
,

但其骨缝走行 占据于两顶骨后内侧角及枕

骨鳞部尖端
,

实际是后因的异常骨化中心骨化后所形成的独立骨片
,

称作
“

小囱门骨
”

∃金

子丑之助
,

 8 < 6∃图版 /
,

牛6
。6

∃二 6 材 料 及 方法

收集山西地区出土的成人完整干燥颅骨 ∃未分性别 6 > 8 9 9 例
,

依照上述确认标准
,

观

察顶间骨出现的数目
、

形状及位置
。

使用游标卡尺 ∃精密度为 9 毫米6 测量每块顶间骨

的纵径
、

横径
。

另以浸湿的棉线贴附于顶间骨周围的缝线
,

测量棉线两端长度
,

计作顶间

骨的周径
。

∃三 6 观 察 结 果

在 8 9 9 例成人颅骨中
,

共发现 :< 例颅骨存在顶间骨
,

占  : 务
。

每例出现顶间骨的

数 目为 一 ∀ 块不等
,

其中 块者 ∀: 例
,

占
3

∀ 多 7 块者 ! 例
,

占 93 =多 7 ∀ 块者 , 例
,

占

9
3

∀ 多∃图版 /
,

一∀ 6
。

在出现顶间骨的 :< 例颅骨中
,

共计有 8= 块顶间骨
,

其横径
、

纵径
、

周径构成见表
、 、

∀ 。

本文顶间骨的形状大致可综合为 Ι 种类型 ∃图 6
,

其中以三角形居多
,

共 ! 块
,

占

表 8= 块顶间骨横径构成 表 “ 块顶间骨纵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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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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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8= 块顶间骨周径构成 表 : “块顶间骨形状构成

周 径
∃

?Ν 6
例 数 ; 形 状 例 数 ;

!一

9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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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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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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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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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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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多∃表 斗6
1

‘
’

顶间骨的位置皆在两完整顶骨与枕骨其余部分之间
,

属枕鳞上部
,

以居中者为多 ∃表

= 6
。

表 Φ “ 块顶间骨的位盆 表 8 “ 块顶间骨与枕骨最上项线之关系

二石不耳二下
两顶骨之后居中者

Λ
了

Λ
’

甲
偏于右侧者

Κ
之∃,

Λ
”

少
一了

卫竖巡
Π

卜
一
二止Θ

⋯
一Θ竺止

总 计
Λ

3

的 Λ
‘以63∃ 川

位 置 例 数 Λ ;

最上项线以上 <
3

∀

双侧

右侧

左侧

<
3

8 ∃6

9
3

< <

 
3

∀

线叉交
与最上项

顶间骨与枕骨最 上顶线的关系
,

以在此线上方者居多
,

占 <
3

∀ 务 7其余皆与最上项线

交叉
,

占 <
3

8 ;
。

未发现顶间骨的骨缝线与最上项线完全吻合一致走行
,

但全部顶间骨

在枕外隆凸及上项线的 上方∃表 8 6
。

二
、

枕鳞骨化过程的观察

选用 89 个第 < 周至第 招 周不同周龄的胎儿颅骨的枕骨鳞部
,

经剥制
、

浸渍透明后
,

观察骨化中心的发展过程
。

观察 < 周龄的胚胎颅
,

可见枕鳞下部中线两侧各出现 个骨化中心
,

第 ! 周左右向内

发育融合为一体
,

继而向四周在软骨性基质上逐渐骨化
。

枕鳞上部在 ! 周龄胚胎颅标本

上始显示出 个骨化中心
,

分列于电线两侧
,

间距较枕鳞下部骨化中心为大
,

属膜内化骨
,

骨盐沉积速度也较迅速
。

第 9 周时
,

枕鳞上部两侧骨化部分自下而上渐进融合
,

骨化面

积与枕鳞下部大致相等
,

此后骨化进程超过枕鳞下部
。

第 周时
,

枕鳞上
、

下两部的骨化

部分开始融合
, 融合线自外侧角呈水平走行 ∃图版 /

,

=6
。

第 ! 周时枕鳞上部骨化过程趋

于完成
,

而枕鳞下部仅骨化过半并在其已骨化部分内显示 出枕外隆凸
、

上项线
、

枕外峭等

结构∃图版 /
,

8 6
。

三
、

顶间骨的形成

3

枕横裂未融合

枕鳞上部为膜内化骨
,

正常出现两个骨化 中心
,

枕鳞下部为软骨内成骨
。

如某种因素

影响两者融合
,

则枕鳞上
、

下两部的分离
,

形成种种形态未融合的枕横裂 ∃ΡΒ
Φ Φ4 ≅1 1Δ ΔΒ Χ Β>Α 2ΒΦ

>≅ ,2Ε ΦΣ2 ?≅ 。6
,

出现独立的顶间骨∃图
一

/6
。

3

出现异常骨化中心

本文观察正常早期胚胎颅标本
,

枕鳞上部于第 ! 周后出现 个骨化中心
,

在结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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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质上完成骨化
。

但是
,

成人颅所出现的顶间骨的数目和位置
,

提示枕鳞上部有异常骨

化中心出现
,

Φ≅ ΒΓ ΑΦ> 1Γ
Α

报告枕鳞上部的异常骨化中心可多达三对
Η 一对分列在枕鳞上部

的两侧
,

一对在中心
,

第三对在枕鳞上部的上角形成两块独立的
“
前顶间骨

”
∃∗≅

? 一

ΒΕ>
?印

Α Θ

≅Β? >Α 1
。

本文所出现的顶间骨
,

于下述类型可认为是异常骨化中心出现所致
Η

∃26 位于枕

鳞上部居中的单块顶间骨
,

下端接近枕外隆凸 ∃图
一 Ε , ,

/Γ 6 7 ∃ 6 两块独立的前顶间

骨∃图 Τ 一Γ 26 Η ∃∀ 6 两块顶间骨相邻或分列于左右两侧 ∃图 2 一0 22
,

0 222 , /Υ ,

Υ
, Υ 26 7 ∃: 6

全部枕鳞上部形成三块相邻的顶间骨 ∃图
一Υ 226

。

上述四种情况都可能是异常骨化中心

出现并骨化后形成顶间骨
。

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研究认为
Η 顶间骨为哺乳类动物所特

有的一块骨片
,

多数与枕骨融合在一起
,

少数动物 ∃如啮齿类
、

反当类6 的顶间骨则与顶

骨融合 7 而某些低等脊椎动物的顶骨和枕骨之间仍存有许多独立骨片
。

因此
,

我们认为正

常人颅的枕鳞上部由两个骨化中心完成正常的骨化过程
,

出现异常骨化中心 ∃2 一 ∀ 个 6 而

形成顶间骨
。

不能认为正常人颅枕鳞上部有三个或三个以上骨化中心出现
,

应属于不正

常颅骨所出现的异常骨化中心骨化的结果
,

是种系发生的反映
。

四
、

枕鳞上部与下部的融合线

查阅资料
,

关于枕鳞上部与枕鳞下部融合线的位置
,

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Η
一种认为是

最上项线 ∃河北新医大 《人体解剖学》编写组
,  < <6

,

另一种认为是上项线 ∃童致棱
,

 = ∀ 6
。

本文观察成人颅骨所出现的顶间骨中
,

有 <
3

∀ 多位于最上项线以上
, <

3

8 并 与

最上项线交叉
,

未见顶间骨的骨缝与最上项线走行完全一致者
,

全部顶间骨均在上项线以

上
。

而胎颅观察结果表明
,

枕外隆凸及上项线的雏形都位于枕鳞下部
,

属于软骨内化骨
。

枕鳞上
、

下两部间的真正融合线为已融合的枕横裂
,

多呈水平走行
,

与起自枕外隆凸的最

上项线的走行并非一致
,

而不能苟同
。

最上项线是帽状腔膜及枕肌的附着线
,

为一条出生

后才渐趋明显的骨线
。

上项线则为斜方肌和胸锁乳突肌的附着线
,

胚胎第 ! 周时与枕外

隆凸一起显示
。

最上项线与上项线的形成为发育中脑组织压力的增长和颅外肌 肉的牵引

等后天条件所决定∃靳仕信等
,  ! 6

,

均不是枕鳞上
、

下两部实际骨化融合的界线
。

枕鳞

上部与下部的融合线定为上项线以上较为客观
,

为已融合的枕横裂
,

虽然在成人颅上没有

留下特别明显的痕迹
。

∃  ! 年 : 月 <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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