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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外隆凸点的定位 

张 银 运 

伸 国科学皖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彬 ·一 

枕外隆凸点 (Inion)是人类头骨 上的常用测点；无论是 对人类头骨化石作鉴定，或 

是对现代人类头骨作测量，多先要定出该测点在枕骨上的确切位置。但枕外隆凸点的定义 

却有好几个。Broca在 l875年把枕外隆凸点定位在最上项线在正中矢状面上的交点。这 

样的定位法至 l985年还被 Tobias所引用 (Kennedy，l99l J。Weidenreich (1943)在研 

究北京猿人头骨时把枕外隆凸点定位在枕骨圆枕上。目前，该测点最流行的定义是：上项 

线与正中矢状面相交之点 (吴 汝康等 ，l984；P0rHⅡcxHAHAeBnn，1978)。在实际操作 

中对此一定义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这三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已演 

变成三个定义或三种定位法 。一是把枕外隆凸点定义为连接左右两侧上项线最高点的切线 

的中点；R．Martin早在 l9l4年就提出此种定义 (Weidenreich，l940)。二是把枕外隆 凸 

点定位在 线结节 (Linear tubercle) 的 中心；Rightmire就 是这样定位 的 (Rightmire， 

l984)。吴新智在研究大荔人头骨化石时发现该头骨的枕骨圆枕的下缘 在最近中部形成一 

个在圆枕下方的 三角形 ，认为 两侧上项线与正 中矢状线的相交点似应定在此三角的尖端 

处 (吴新智，l989) 显然，按此定位法，枕外隆凸点即位于线结节的朝下的尖端处；这 

就是第 三种定位 法 。 

枕外隆凸点的定义不一，直接影响到与该测点有关的许多鉴别性状的正确判断，也影 

响到测量数据的可 比性。 

本研究将对枕外隆凸点的几种定义加以评估，为精确地把握化石人类的鉴别性状提供 

参考依据。 

由于上述的 Broca氏定义和 Weidenreich氏的定位法适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特指的 

研究范围．故本文只着重讨论 R．Matin氏提议的定义，Rightmire氏所使用的定义和吴 

新智提议的定义 为便于论述，由这三个定义所定位的枕外隆凸点将被称为 il、j2和 j3 

头骨上的测点的选定．虽然是人为的，但至少要具备其合理性和适用性才能被学界所 

普遍采纳。就枕外隆凸点而言，其功能主要在于配合其它测点用来表达枕平面与项平面的 

比例、枕骨曲角的大小、枕平面矢向突度和项平面矢向突度等等性状。若以此功能来衡量 

选择 i．或 i2或 j 的台理程度，则难分伯仲。因而，我们可着重讨论它们的适用性 测点 

的适用性至少表现在 两方面：一是其位置的选定有客观的标准而不受或很小受操作者的主 

观因素的影响；二是测点的位置虽有一定的变异范围但不能变动太大。其实，这两个方面 

的表现都体现在与该测点有关的某项测量值的变异程度上。试以 1一i测量值为例。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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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较为单一的某人群的该项测量值变异程度太大，其原因可能是人字点 (I)和枕外隆凸 

点 (j)的位置选定太困难 ，测量者无客观标准可依而凭主观来判断；由于这种判断很难 

准确以至同一标本经多次测量各次结果会相差悬殊。另一原 因可能是人字点和枕外隆凸点 

的位置本身在该人群中有很大的变异，因而在该人群中此项测量值 自然有很大 的变异范 

围。当然，这种适用性是相对而言的。 

为比较 j。、j 和 i 的适用性，测量了现代印第安人 (男，女 )、阿留申人 (男、女)、 

华北人 (男)和 南人 (男)头骨的 I—i，、J—j 和 卜 j1值。这些头骨皆为正常发育的成 

年头骨，之所以选取人字点来配合，是因为人字点确定起来最为容易 (有印加骨的例数除 

外)，布受测量者的主观因素影 响。如果这些测量值有受人字点本身位置变动的影 响的 

话，则同一人群中的这三种测量值所受的这种影响都会是同等的．因而这三种测量值之间 

的比较基本上可看出枕外隆凸点的相对适用性。I—i测量值的变异程度以极差值来表示。 

表 I列出 卜一i测量值的变异程度 。 

表 1 卜一i铡■值的变异程度 

l— l J 1-- i2 J—  

例散 极 差 例散 楹 差 例数 楹 盖 

34 5 16 3 35．2 印第安人 【辱1 53 53 53 

(43 0— 77 5 【149+『一 85 4) (52 2— 87 41 

24 2 28 5 28 5 印第安八
【盘1 55 55 55 

(48 9— 73 t 【5I I一 79 6) (54 2— 82 7 

22 3 2 5 24 6 
阿留 申人 ‘男) 53 53 5 

{50 0—72．3】 ‘54 5—78 o) (56O一80 6) 

37 3 38．9 40．5 
阿留 申人 [女) 53 53 53 

【48．5～ 85 8) [5t 3— 90 2) (Sa 2— 93 7 

36 2 38 7 38 6 华 北 人
【男) tlt tlI 

(5I 2— 87 41 (54 8—93 5 (57 I一 95．7 

0 3 35 4 35 7 华 北 人 r女) 89 89 90 

[52 7— 83 0) (52 5— 87 91 【53 9— 89．6) 

由表 l可看 出，在每一人 群中，皆以 1一i．测量项 目的极差值为最小。在某些人群 

中，I—i2测量项 目的极差值稍大于 J— 测量项 目的，而在另一些人群中 l—j 测量项 目的 

极差值却稍大 I— 测量项 目的，但这些差别总的来看不是很大．这些极差值提示，在适 

用性上 i。较优于 i2和 j 换言之，相对于 i2和 i3而言．i，的定位受操作者主观因素的影 

响可能较小或其本身位置的变动可能较小 

根据作者的经验 在现代人头骨中，有相当数量的标本发育有喙状的枕外隆凸 这类 

喙状的枕外隆凸的基底部即相 当于线结节 的位置．此时，如把枕外隆凸点定位在 j 的位 

置则较定 垃在 i，或 的位置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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