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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指骨长度推算身高的研究

朱 芳 武
5广西中医学院解剖教研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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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作者对近年在华南地区收集的
,
已知生前身高的汉族成年男性骨骼的中指骨近节

、

中节进

行了测量
。
用直线回归方程

、

多元回归方程对从中指骨长度推算身高进行了研究
。

并用 89 例

国人骨骼标本对这些推算身高的方法作了检验
。

结果表明
,

中指骨与四肢大型长骨
,
以及从中

指骨长度推算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与多元回归方程
,

对推算身高的价值都是相同的
。

利用残存的骨骼推算身高
,

是法医学
、

人类学及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

因而早已为

有关方面的学者所重视
,

并作了许多研究工作
。

但是
,

近百年来大量的工作都着眼于不同

种族
、

地区
、

年代
、

性别和年龄的四肢大型长骨与身高关系的研究
,

对其他骨骼与身高的关

系的研究报告不多
。

虽然我国古代医学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出版的古典医籍 《黄帝

内经
·

素向》中记述了中指中节 5即同身寸 6 与人体各部长度的比例
。

但 :+ ;< = 和 −( => 1

5  8 6在研究了四肢骨骼长度与身高的关系以后
,

否定了从四肢小型长骨推算身高的可

能
。

为此
,

本文的目的是进一步判明指骨长度与身高的关系
,

进而确立从指骨长度推算身

高的方法
,

为国人体质人类学积累资料
,

为法医学工作者
、

人类学工作者及考古学工作者

提供一种推算身高的方法
。

一
、

材 料 及 方 法

本文所用的整副骨骼标本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于华南地区收集的 ? 副汉族成年

男性尸骸
。

尸骸出土时 已经土埋一年至二年
。

出土后每一副骨骼单独处理
,

统一编号
,

分

别存放
。

只选用有生前身高记录的形态正常
、

结构完整的中指骨
。

用直脚规
‘

5精度为 ≅

9
2

98 Α Α 6 分别测量左右中指的近节及中节指骨的指骨底最近侧点至指骨小头最远侧点的

距离
。

二
、

结 果

从测得的中指近节
、

中节指骨长度及身高分别计算出相应的均数
、

标准差
、

标准误及

变异系数 5见表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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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指骨与肢骨
、

股骨长度的均值
、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 5单位 ≅ 毫米 6

项项 目目 例 数数 均值 士标准误误 标 准 差差 变异系数数
5555555牙土−云666 5−Β 666 5Χ 0 666

右右中指近节指骨骨 9 444 书8
2

∀ 士9
2

仑仑仑 斗
2

Δ ΕΕΕ左左中指近节指骨骨 9斗斗 4 8
2

9 土9
2 。

9    4
2

Δ ?ΕΕΕ

两两侧中指近节指骨平均
一

长长 9 444 48
2

?土9
2

999
。

9 斗
2

Δ 9ΕΕΕ

右右中指中节指骨骨 !   !
2

∀  土9
。

!!!
2

9 !!! 8
2

! 8ΕΕΕ

左左中指中节指骨骨 ! ∀∀∀ !
2

∀ 土 9
2

   
2

Δ ΔΔΔ Δ
2

9 4ΕΕΕ

两两侧中指中节指骨平均长长 ? 888 !
2

∀  土 9
2

   
2

? 8
2

Δ ?ΕΕΕ
2

Δ

两两侧中指近节指骨平均长长 ? 888 ? ∀
2

? 4土 9
2

斗999 ∀
2

斗ΔΔΔ 4
2

Δ  ΕΕΕ
十十十十十十十

两两侧中指中节指骨平均长长长长长长

脓脓 骨骨 ??? ∀ 9 8
2

8 8士 1
。

斗999 1亏
2

! 999 8
2

? ΕΕΕ

股股 骨骨 ??? 斗 9
2

∀  土
。

9
2

? 999 8
2

∀ ΕΕΕ

表 中指骨长度与身高的相关系数

项 目

右中指近节指骨长度

左中指近节指骨长度

两侧中指近节指骨平均长度

右中指中节指骨长度

左中指中节指骨长度

两侧中指中节指骨平均长度

相关系数

Φ ,

Γ 9
2

8  

Φ ≅

‘ 9
2

Δ 9

Φ ,

二 9
2

8 !

介 二 9
2

8 8

Φ :

二 9
2

8 8

Φ 。军 9
。

8  

显著性检验

Η Ι 9
2

9 9 9 8

) Ι 9
2

9 9 98

) Ι 9
2

9 9 9 8

) Ι 9
2

9 9 9 8

) Ι 9
2

9 99 8

Η Ι 9
。

9 9 9弓

中指近节指骨平均长度
十

中指中节指骨平均长度

Φ ≅

二 9
2

Δ 9 ) Ι 9
2

9 9 98

中指近
、

中节指骨平均长度
Φ > Γ 9

。

Δ ) Ι 9
2

9

中指近节
、

中节指骨长度与身高的相关系数见表
。

各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

各相关系数均属高度显著性
。

各相关系数之间虽不尽相同
,

但这种差别经统计学处理表明均无显著意义
。

中指骨的长度与身高的关系经回归分析得到直线回归方程及多元回 归 方程 共 ! 个

5见表 ∀ 6
。

从表 ∀ 可见
,

在各回归方程中
,

5 6 式的标准估计误差 − ,
2 二

ϑ 42 8
,

为最小 7

53. 6式的标准估计误差 : ,
2 二

ϑ 4
2

 ! ,

为最大
。

总之
,

各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相差不

大
。

其中
,

应特别指出
,

53 116 式是以中指近节
、

中节指骨长度均数之和为变数 5/6
,

多元

回归方程 53 111 6 式是分别以中指近节指骨长度均数 5朴6
、

中节指骨长度均数 5
二
刀 为变

数
。

但这两个回归方程的标准估计误差并未比其他直线回归方程小
。

表 ∀ 所列的各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及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已得出

5见表 4 6
。

从表 4 可见
,

本文所得的 ! 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 5习 除多元回归方程 53 Α 6的回

归系数 5Κ,

6的 Η Ι 。
2

9 以及回归系数 5瓦6 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为 92 98 Λ Η Λ 92 9 以外
,

其余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均为 Η Ι 9
2

99 ”
。

这表明本组材料的中指骨长度与身高的

回归方程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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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2

推算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及多元回归方程 5单位 ≅ 厘米 6

项 目 回 归 方 程
标准估计误差

5:
/

一6

888Δ?∀ !
Μ
特
Μ,月竹Μ仔

Μ“合

右中指近节指骨

左中指近节指骨

两侧中指近节指骨

右中指中节指骨

左中指中节指骨

两侧中指中节指骨

两侧中指近节指骨
Ν

两侧中指中节指骨

中指近
、

中节指骨

5.6 夕二 8  
2

∀ Ν
2

8  二

5//6 夕二 8 8
2

8 Ν
2

Δ 二

5.//6 夕Γ  
2

∀ Ν
2

8 , 分

513 6 夕二 9 8
2

  Ν
2

8Δ 二

53 6 夕二 9?
2

Δ Ν
2

 二

53 /6 夕Γ ΟΠ(
2

? Ν
2

丁,
4

2

? ∀

53 116 夕二 8 ?
2

Ν
2

9 二
4

。

丁!

53 /116 夕二 Δ ?
2

 ∀ Ν
2

∀ , ,
Ν 一 ∀ 8九 4

。

Δ Δ

表 4 各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救的显普性检验

回归方程

51 6 式

5 6 式

5/116 式

5.0 6 式

50 6 式

50 16 式

53 1/6 式

53 1116 式

回归系数 5Κ6士标准误 5:户 显著性检验

2

8  土 9
2

2

Δ 土 9
2

∀∀抖Δ
。

88 士 9
2

2

肠士 9
2

2

 土 9
2

人 人,且,且

! ∀#土 ∃

∀ ∃ ∀士 ∃
。

% & 二 ∀ ! ∋土 ∃ ( ∀

%
&

二 ∀ ∋ )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为了解各回归方程的使用价值
,

本文用 )∃ 例已知生前身高的国人骸骨的中指骨对回

归方程 / 0 1一 / 20 3 1 进行检验 /见表 ) 1
。

从表 , 可见
,

/− 1一 / 45 −− 1 式的估计误差无大差

别
,

估计误差在 士 ∋ 厘米以内者为 )∃ 多左右
,

在 士 ) 厘米以内者为
‘

6∃ 多左右
。

为了比较中指骨与四肢大型长骨的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的使用价值
,

本文用 )∃ 例已

知生前身高的国人骸骨的脓骨左右平均最大长及股骨左右平均生理长
,

由王永豪 / ∀7 # 7 1

表 8 用 8。例国人指骨对本文各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

推算身高距实际身高的误差 /厘米 1

一土#

翻 例 数 9 :
’

)7∋(∋∋;7;∃#!∋6叫∋∋∋∋∋∋污!

999 一一

000 <
=

>>>二 !!!
=

日‘‘
切切

—
日日‘沙沙 — ‘‘

例例 数数
‘

::: 例 数数 :::::
平均误差

∀(∀∃(∀∃∀!∀∃6∀∃,了口、!,‘吮少;
∀夕、左心少

?孟口≅<≅ΑΒ,‘左‘。≅ “,‘,‘,Χ
‘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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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回归方程推算出相应的身高
,

与这 89 副骨骼的中指近节指骨左右平均长
、

中节指

骨左右平均长由本文提出的回归方程 5Α 6 式及 531 6 式推算出的身高进 行 比 较 5见

表 Δ 6
。

表 Δ 表明
,

从中指骨近节及中节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所推算的身高距实际身高的误

差以及平均误差并未比从脓骨
、

股骨推算的大
。

表 Δ 用 :。例国人骨骼标本对从中指骨与从脸骨
、

股骨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的对比检验

推推算身高距实际身高的误差5厘米666

ΘΘΘ一士 ∀∀∀ 一土 888 一士??? Ι 一 ? 或Λ ??? 平均误差差

例例 数数 ΕΕΕ 例 数数 ΕΕΕ 例 数数 ΕΕΕ 例 数数 ΕΕΕΕΕ

888 8 999    !!! 1111 999 ∀
。

4 !!!

呼 1999 999 1∀∀∀ ΔΔΔΔΔ ∀
。

 999

??? 8 444 1888 ∀ 999 呼呼呼 1 ∀
。

∀ ∀∀∀

888 8999 1 444 888 199999 ΔΔΔ ∀
。

?

三
、

讨 论

2

关于从中指骨推算身高的价值

郭祖超 5  Δ 8 6 指出
,

对于大小相差悬殊的均数
,

应采用变异系数 5Χ3 6 来比较其变

异程度
。

从表 可见
,

本组材料四肢长骨的变异程度基本是一致的
。

并且
,

本组材料的中

指近节及中节指骨长度与身高的相关系数以及相应的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结果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

对比检验的结果亦表明
,

从中指骨推算身高的误差并不大于从

四肢大型长骨推算身高的误差
。

因此
,

作者认为从中指骨推算身高的价值与四肢大型长

骨是相同的
。

2

关于中指骨的多元回归方程对推算身高的价值

在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中
,

本文除了建立直线回归方程以外
,

还建立了以中指骨近节

左右平均长 5/1 6 及中节左右平均长 5
二
6 为变数的多元回归方程 531 116 式

。

此外
,

还建

立了以中指骨近节左右平均长与中节左右平均长之和 5幻 为变数的回归方程 53 116 式
。

试图以此提高推算身高的准确性
。

但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

采用了复合因素以后
,

相关系

数
Φ ,
和

, 。
有了一定的提高

,

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

这种变化均无显著意义
。

从表 ∀ 可

见
,

采用复合因素的回归方程 53 Α 6 式及 53 ; 6 式的标准估计误差与回归方程 516 一

53 16 式相比
,

并未减少
。

从实际对 89 例已知身高的国人骨骼标本的检验结果表明
,

回归

方程 50 ; 16 式及 50 ; 6 式推算身高的误差并未比直线回归方程 5.6一50. 6 式小
。

因此
,

作者建议
,

在从中指骨推算身高时
,

采用从中指骨近节或中节推算身高的直线回归方程即

可
。

∀
2

关于中指骨的侧差

人体存在的不对称性在中指骨近节
、

中节平均长度上也表现出来5见表 6
,

均为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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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长于左侧
。

本文建立的从指骨长度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分别采用中指近
、

中节指骨的

左
、

右侧及左右平均长度的均数为变数
。

中指近
、

中节指骨的左
、

右侧长度均数之间及其

与左右侧平均长度均数之间的差异经数理统计学处理表明均无显著愈义 5Η Λ 9
2

9 , 6
。

因

此
,

无论以中指近节或中节指骨的右侧或左侧或左右侧平均长度均数推算身高的结果都

是一样可信的
。

因受材料所限
,

未能进行性别
、

种族
、

民族
、

地区和年龄差异的对比
。

本文作者对冯家骏副教授给予的指导表示深切的谢意
。

5  ! 年  月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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