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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人骨鉴定知识对于古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发展不同的阶段，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以后阶

段，埋葬制度表现了极大的差异。在母亲氏族公氏繁荣阶段，由

于族外群婚和对偶婚的原因，埋葬是同性合葬；到母亲氏族公社

后期，一夫一妻制开始出现，这时一些地区的墓葬中，出现男女

合葬的萌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婚姻形式有了变化，父亲

氏族公社中男女合葬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在奴隶制社会中，

奴隶主的一次葬礼需要杀殉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通常不同的埋

葬制度表现了不同的社会性质，而要确切地知道其埋葬制度，没

有人体骨骼鉴定与人体骨骼测量方法的知识是不行的。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石器和陶器及其他遗迹

和遗物，其中墓葬发现颇多，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性别及死亡年

龄和文化性质的研究是十分密切的。我国新石器文化十分丰富且

分布面积遍及全国，除由主要文化内容来研究各文化之间的关系

以外，应当说关于墓葬主人本身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缺

的。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一些地区发现二次丛葬坑，丛葬坑中的

骨架往往是一堆是属于一个人的，有的却是堆和堆相互混杂，需

要通过鉴定将个体分开。埋在一个丛葬坑中的人骨和创造这种文

化的主人是否是同一个族，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怎样？有没有骨骼

上存在着差异而有不同的族源？是否有战争的俘虏等许多问题，

都需通过对骨骼的研究才能解决或提出质疑。 
商周甚至于战国早期的墓地除大的奴隶主贵族以外，前后及

其周围常发现有大量杀殉坑，有的是身首葬坑不同埋葬，有的则

是整个埋葬，这些死者的族源关系怎样？是一般的奴隶还是战争

的俘掳？其中的性别和年龄比例怎样？通过对墓葬、奠墓坑、祭

祀坑被杀殉人骨的研究，会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具体

内容。 
汉代以后的基葬多为研究结构，一位墓室以埋葬一个人为主。

但也有个别例外的情况。如果人骨架保存后完整，问题比较简单，

有的地区因为酸性土壤或墓葬保存情况不好，则人骨架往往腐蚀

保存的不全，在这种情况下，鉴定人骨就要十分谨慎，不要认为

一个墓穴只有一个墓主人，情况有时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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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人骨鉴定知识对于考古工作的开展有重要意

义 
在田野发掘中经常遇到墓葬或墓地。如果具备人体骨骼的知

识，清理骨架就较顺手，工作也较容易。如剔拨上肢骨的肱骨，

就知道和它相连接的应是尺骨和桡骨左右排列各一块，接该二骨

的则应是 8块小的腕骨，和腕骨相连的是 5块掌骨和每块掌骨相
连的指骨（除第一掌骨为两块外其余四根掌骨每根皆有三节，且

越来越细小）。所以腕骨 8块，掌骨 5块，指骨 14块，共 27块。
有了人体骨骼结构的知识，不仅清理方便且不会将骨骼弄坏，清

理的人骨架是完整的，照像和发表报告的用图和制版也是很美观

的。如果因为清理骨架的人不懂人体骨骼的结构，排列和各部位

的数目，将一些细小的骨骼给清理丢了，对考古工作来说，这是

不允许的。 
按照考古发掘规定，人骨架清理完毕则需给制平面图。如果

骨架完整则绘图后加以图的说明即可，如果骨架不完整或完整而

是二次葬或经过扰乱，则绘图后在图上应标出每根骨骼的编号并

在图旁每个顺序下标出骨骼名称。这样可使读者根据图就可得知

扰乱的程度和缺少什么骨骼。如果不具备人体骨骼的基本知识，

就没办法将骨骼名称标出，也不可能检查人骨架是否完整。 
在墓葬中常用将动物随葬的情况，年代久远肌肉被细菌破坏

而腐烂掉，因震动或动物、自然的扰乱，而将动物骨骼和人骨混

在一起（有的随葬动物在人的旁边），没有人体骨骼的知识就会把

动物骨骼当人骨骼处理。 
对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骨骼进行年龄和性别的鉴定，对

了解当时文化和确定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由于骨骼长期埋在

土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刚清理出的骨架看去尚完整，但经过

剔取、包装和运输，待开包鉴定时，可能当时完整或较完整的和

对鉴定起重要作用部位的骨骼已经破碎，使本来可以取得的数据

和资料化为乌有。根据残破不全的标本很难达到鉴定准确的目的。

一些鉴定表上往往会出现全部资料 1/2的“？”，人体骨骼某一部
位虽有 50—60%的重迭情况，但若考虑其他部位则重迭范围绝对
不会如此之大，造成鉴定不准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鉴定标本不完

整。如果在骨架清理完毕后进行现场鉴定，然后再做室内的核查

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所以考古工作者必需具备人体骨骼学的知

识，以取得准确的数据和正确的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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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人骨的性别鉴定 
不是所有的人体骨骼其两性的差异都很明显，如化石人类骨

骼的两性差异比现代人的要明显，而在现代人骨中，有不少的骨

骼特征处于男女两性变异范围的重迭部分而难于分辨。因此，除

一般鉴定以外，还需藉助人体骨骼测量的方法来确定其性别。另

外未成年的性别鉴定比成年的较为困难。 
在过去的人类学研究中，一直将颅骨作为性别鉴定的主要材

料和依据。许多学者认为，根据颅骨（不包括下颌骨）决定性别，

一般有 80%的标本可以确定，若有下颌骨，可确定性别的标本达
90%，如再有其他骨骼，特别是骨盆，则可以研究性别的标本可
达 95%以上。但是人体骨骼性别鉴定的实际经验表明，颅骨（包
括下颌骨）性别鉴定的准确率往往低于 90%。有些人类学家通过
大量材料的统计和仔细研究，认为颅骨（包括下颌骨）其性别鉴

定的准确率只有 70%。 
近十余年来，对人体骨骼性别鉴定的研究进展较快，许多学

者认为骨盆，尤以其组成髋骨中的坐骨和耻骨的性别差异最为显

著。因此人体骨骼性别的鉴定应以骨盆为主要依据，其次是颅骨

（包括下颌骨）。再次去长骨和其它骨骼。 
一、骨盆性别的鉴定： 
由于生殖的关系，两性差异的特征在骨盆上表现很突出。一

般而言，男性的骨盆粗壮，高而窄，坐骨大切迹窄而深（即角度

较小），耻骨联合高，耻骨弓的角度小，髋臼较大，髂窝较深，翼

板透明，骶骨窄长而弯；女性的骨盆骨面较纤细，浅而宽，坐骨

大切迹宽而浅（即角度较大），耻骨联合较低，耻骨弓的角度较大，

髋臼较小，髋窝浅，翼板厚，骶骨宽短较直。 
以上的这些差异是指成年的和特征明显的，而对于一些特征

属于两性之间的标本其性别的确定，这些特征之外，更重要的是

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和性别特征才能确定。现将骨盆的各项

性别差异列表如下： 
表 1  骨盆的性别差异 

性别标志 项目 
男性 女性 

骨盆整体 粗壮，较重，肌嵴明显 细致较轻，肌嵴不发达 
骨盆入口 呈心形，给径大于横径 呈椭圆形，横径大于纵径 
骨盆出口 狭窄，坐骨棘发达 宽阔，坐骨棘不发达 
骨盆腔 高而窄，呈漏斗形 短而宽，呈矮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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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骨板 厚重，骨而粗糙 较轻薄，骨面较平滑细致 
耻骨结节 圆钝，靠近耻骨联合 锐利，距耻骨联合较远 
耻骨弓 尖角较小，约 70-50，呈

V形 
尖角较大，约 90-110，呈 U
形 

耻骨下行部 平坦 
相当于食指和中指所成 
之角 

锐利 
相当于拇指和食指所成 
之角 

坐骨耻骨支 外翻不明显 显著向外翻 
耻骨联合 高，粗糙 低，光滑 
闭孔 大，较近卵圆形，朝向外

侧方，内角较钝，约

100-110 

较小，近三角形，稍朝向

前方内角较锐，约 70 

髋臼 较大，略大，略向外侧方，

髋臼的横径（A）和由髋
臼前缘到耻骨联合之距

离（B）相  或相近，即
A=B 

较小，略向前方，髋臼的

横径（A）比由髋臼前缘到
耻骨联合之距离（B）小，
即 A<B（1.5-2cm） 

坐骨大切迹 窄而深，夹角约在 70度
以下 

宽而浅，夹角约在 90度左
右 

坐骨结节 间距小 间距大 
髂骨 高而直，髂视较深，翼薄

而透明 
较低，上部略向外张，髂

高浅，翼厚 
耳状关节面 大，或长直 小而或弯曲，倾斜 
骶骨底部（第一骶

椎上关节面） 
大，约占骶骨底部的

2/5-1/2 
小，约占骶骨底部的 1/3 

 
二、颅骨性别的鉴定： 

一般而言，男性的颅骨较大、较重且粗壮、骨面的肌嵴和肌

线发育，眉弓较粗壮发达，前额倾斜，颅顶不很膨隆，颧骨与颧

弓高且突出，乳突和枕外粗隆发达；女性的颅骨较小、较轻且纤

细，骨面较光平，眉弓不发达，额、顶结节明显，故前额显得饱

满和颅顶较膨隆，颧骨低且不突出，乳突较小和枕外粗隆不发育。

关于颅骨各项性别差异列表如下： 
表 2 颅骨的性别差异 

性别标志 项目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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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骨整体 较大而重，骨壁较厚 小而轻，骨壁较薄 
颅腔 较大约 1450ml 较小，约 1300ml 
肌嵴和肌线 较发育 较弱 
额骨 较向后倾斜，凸度较匀 额鳞下部较陡直，额鳞

上部 
突然向合上弯曲 

额结节和顶结节 不显著 较显著 
面骨 较大 较小 
整个面部 较狭长 较宽短 
眉间 显著突出于鼻根上方 不显，较平直 
眉弓 发育强烈 发育较弱 
鼻根点 凹陷深 无凹陷或浅 
鼻后孔 相对较小 相对较大 
眼眶 较低，略呈方形 较高，略呈圆形 
眶上缘 钝厚 锐薄 
梨状孔 高而窄 低而宽 
上齿槽突 较高 较低 
齿弓 宽阔而圆 较狭小略呈尖形 
牙齿 较大 较小 
颧骨 较高而粗壮 较低而纤弱 
颧弓 较粗而外突 较细而平直 
颞骨鼓部 较大 较小 
乳突 较大 较纤细 
乳突上嵴 显著 发育较弱 
茎突 较粗壮 较纤弱 
蝶骨棘 较粗壮 较纤弱 
翼突 粗壮 纤弱 
枕骨髁 粗壮 纤弱 
下颌窝 深而宽 浅而小 
枕外粗隆 粗大 不发达 
枕外嵴 发达 缺乏或微显 
上项线 粗大 不明显 
枕骨大孔 较大 较小 
 
三、下颌骨性别的鉴定： 

下颌骨在性别鉴定上有一定的价值。鉴定的主要部位是颏部、



 7 

下颌角和骨的粗壮程度等。 
表 3  下颌骨的性别差异 

性别标志 项目 
男 女 

下颌骨整体 较大，较厚重，粗糙 较小，较薄轻，纤细 
下颌体和下颌联合 较高 较低 
下颌支 较宽 较窄 
下颌角 较小，小于 120度 较大，大于 125度 
颏部 较方而粗糙 较圆尖而光滑 
关节突（髁突、冠状突） 较大而粗壮 较小而纤弱 
关节突间距 较大 较小 
下颌角间距 较大 较小 
 
四、长骨性别的鉴定： 

长骨，尤其是股骨和胸骨两性的差别也较大。一般男性的长

骨粗壮而重厚，骨表面的嵴和突起及肌肉附着处都较发达，两关

节端的头和骨髁也较大；女性的长骨较纤细而轻，骨面较光滑，

肌肉附着处的嵴和突起都不发育，两关节端的头和骨髁也较小。 
表 4 长骨的性别差异 

性别标志 项目 
男 女 

长骨整体 长而粗重 较短而细轻 
两关节端 较宽大 较狭小 
突起、结节和粗隆 发育 不甚发育 
肌肉附着的痕迹 显著 不明显 
骨干壁的厚度 厚 较薄 
 
五、胸骨性别的鉴定： 

胸骨的两性差异也较大，其各项测量值，男性均大于女性；

特别是胸骨体与胸骨柄的长度比例，更为显著，因此可作为性别

鉴定的依据。 
表 5 胸骨的性别差异表 

性别标志 项目 
男 女 

胸骨体与胸骨柄的长

度比例 
体大于柄的 2 倍，为
2.04:1-2.64:1 

小于 2倍为 
1.40: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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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其他骨骼如锁骨、肩胛骨、脊椎骨（特别是寰椎、枢

椎和第 5腰椎）、肋骨、髌骨和手、足骨，在性别差异上虽有区别，
但需经过测量的数据才能对性别鉴定起参考作用，而一般的鉴定

很难确定某一标本的性别。 
尽管我们介绍了如上的一些人体骨骼性别的特征和方法：但

是骨骼上，尤其是颅骨上各个性状的发展是不平行的，根据其某

些特征可认为该颅代表男性，但据另一些性状，又可认为是女性，

所以在进行性别鉴定时千万不能只据几个少数性状确定其性别，

而要从总的情况着眼作出判断。再者，人体骨骼上所有的性别差

异几乎都是相对的，很难用几个测量数据来确定，另外还要考虑

变异和病态。因此，对人体骨骼性别的鉴定要慎重，而实际工作

经验对于人体骨骼鉴定的准确性是关系很大的。 
 

第四部分 人骨年龄的鉴定 
因为相似或相同年龄特征的骨骼，会出现不同的骨骼年龄；

而同一年龄的骨骼则有不同的年龄特征。目前还没有方法能够准

确地确定骨骼的年龄，只能作出约略的估计。虽然人体骨骼年龄

的鉴定不十分精确，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鉴定所依据的材料是：牙齿的萌出、磨耗，骨化点的出现，

骨骺的愈合程度，颅骨骨缝的愈合和骨骼的其它年龄变化。 
一、牙齿的萌出： 

指牙齿齿冠由颌骨上生长出龈至上、下颌的牙齿咬合接触的

全过程。牙齿的萌出时间以出龈为准。人类的牙齿分乳和恒齿两

组。乳齿共 20个，上下颌各 10个，其齿式为： 
2.1.2；恒齿共 32个，上下颌各 16个，其齿式为：2.1.2.3 
人类的牙齿是按一定的时间、顺序、左右成对的萌出。通常

是下颌的牙齿萌出的时间稍早于上颌骨的同位牙齿；女性牙齿萌

出的时间早于男性。牙齿萌出的次序男女两性基本相同；同一个

体左右两侧牙齿萌出的时间也基本相同。 
婴儿在 5-8 个月时，下颌的乳中门齿开始萌出，到 20-30 个

月时，全部乳齿出齐。到 6岁左右，在第二乳臼齿的后方萌出第
一恒臼齿。以后，恒齿牙孢在牙床内生长，乳齿的牙根则逐渐被

吸收、松动而脱落，而其余的恒齿陆续萌生出龈。这就是我们一

般说的换牙。人的一生只换一次牙，到 14岁左右换牙结束。除第
三臼齿以外，恒齿萌出的时间约需 7年。第三臼齿萌出最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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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 18岁成年期前后方始萌出，因此又被称为智齿。有的智齿迟
到 25-30 岁才萌生，有的下颌两智齿萌出而上颌的则不萌出，也
有少数的第三臼齿终生不出。第三臼齿最早可在 14岁时萌出。男
性下第三臼齿的萌出率为 80%，上第三臼齿则只约占 40%；女性
的萌出率较男性为小。萌出率最高的年龄男性来 26-28 岁，女性
为 22-25岁。30岁以后第三臼齿不萌生的，男性约为 15%，而女
性则高出一倍，为 30%。 
牙齿萌出时期既有种族上的差异，也和营养条件有关。 
表 6  我国儿童乳齿萌出时间表 
牙齿种类 萌出时间（月） 

（据北京医学院） 
萌出时间（月） 
（据四川医学

院） 
乳中门齿 7.5 (6-9) 10.8 
乳侧门齿 9（6.5-10） 12.5 
乳犬齿 18 (16-10) 19.7 
第一乳臼齿 14 (12-18) 17.6 

上 
 
颌 

第二乳臼齿 24 (20-30) 27.1 
乳中门齿 6（5-8） 8.6 
乳侧门齿 7（6-9） 13.5 
乳犬齿 16（14-18） 20.2 
第一乳臼齿 12（10-14） 17.6 

下 
 
 
颌 

第二乳臼齿 20（18-24） 27.0 
表 7 我国儿童恒齿萌出时间表 
牙齿种类 萌出时间（岁） 

男 
萌出时间（岁） 
女 

中门齿 6.5-8 6-9 
侧门齿 7.5-10 7-10 
犬齿 10-13 9.5-12 
第一前臼齿 9-12 9-12 
第二前臼齿 10-13 9.5-12 
第一臼齿 6-7.5 5.5-7.5 

上 
 
 
颌 

第二臼齿 11.5-14 11-14 
中门齿 6-7.5 5-8.5 
侧门齿 6.5-8.5 5.5-9 
犬齿 9.5-12 8.5-11.5 

下 
 
 
颌 第一前臼齿 9.5-12.5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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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前臼齿 10-13 9.5-13 
第一臼齿 6-7 5-7 
第二臼齿 11-13.5 10.5-13 

 
二、牙齿的磨耗： 
牙齿因咀嚼食物而不断地磨耗，年龄愈大则牙齿磨耗程度就

愈重。因此根据牙齿磨耗的程度可作为估计年龄的依据。但牙齿

磨耗程度的深浅和食物的粗糙、软硬有关，因此在鉴定人类牙齿

年龄时要注意到这一点。 
1.下颌门齿的磨耗程度：可分为六级，分别代表不同的年龄： 
0级：门齿切缘釉质未磨耗或略有磨耗 
1级：齿冠切缘釉质磨平 
2级：出现齿质点或线状齿质条纹 
3级：出现较大面积的齿质 
4级：齿冠磨去接近一半，齿质全部暴露 
5级：磨掉的部分超过齿冠的一半以上，齿腔暴露 
表 8  下颌门齿磨耗的年龄变化 
磨耗程度 年龄 
0级 20岁以下 
1级 21-30岁 
2级 31-40岁 
3级 41-50岁 
4级 51-60岁 
5级 60岁以上 
 
2．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的磨耗程度：可分六级： 
1级：齿尖顶部和边缘部分稍有磨耗 
2级：齿尖磨平或咬合面中央凹陷 
3级：齿尖大部分磨掉，暴露出齿质点 
4级：齿质点扩大，互相连成一片 
5级：齿冠部分磨掉，齿质全部暴露 
6级：齿冠全部磨耗，齿腔暴露 
根据上述标准，我国华北地区已知年龄的男性第一、二臼齿磨耗

和年龄变化如下表： 
表 9  华北地区男性第一、二臼齿磨耗和年龄 
磨 耗 第一臼齿 第二臼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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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平 均 年

龄 
（岁） 

有 效 年

龄 
（岁） 

最 高 百

分 率 年

龄 范 围

（岁） 

平 均 年

龄 
（岁） 

有 效 年

龄 范 围

（岁） 

最 高 百

分 率 年

龄 范 围

（岁） 
1 23 22-23 15-20 23 22-24 15-25 
2 27 26-29 21-25 30 29-31 26-35 
3 32 28-36 26-35 38 36-40 36-45 
4 41 39-43 36-55 46 44-48 46-55 
5 53 48-57 56 岁以

上 
60 55-65 60 岁以

上 
* 第一、二臼齿上、下、左、右的差异无明显的规律性 
 
三、颅骨囟及颅缝的愈合： 
1．囟的愈合  
    婴儿由于颅骨尚未发育完全，骨与骨之间的间隙很大。其颅
顶各骨之间的间隙为结缔组织膜所充填，这种结构称为囟。人类

颅骨共有 6个囟，它们是前、后（各一个）、前外侧和后外侧  （各
一对）。前囟又称额囟，位于冠状缝和矢状缝交会处，呈菱形，（长

约 4厘米，宽约 2.5厘米），是所有的囟中最大的一个，在出生后
一岁半至二岁闭合；后囟  又称枕囟，位于矢状缝与人字缝相交
处，较小呈三角形，在出生后两个月闭合；前外侧囟又称蝶囟，

位于左右顶骨和左、右蝶骨大翼结合处，出生后二到三个月闭合；

后外侧囟又称乳突囟，位于左右顶骨和左右颞面乳突相交处；在

出生一岁左右时闭合。根据这些囟的闭合与否可作为鉴定婴儿年

龄的依据之一。 
婴儿的颞骨在出生后两岁半时才开始出现乳突。婴儿的枕骨

在出生时分四部分，即一个鳞部、两个侧部和一个基底部。鳞部

与侧部在 3-5岁时愈合，侧部与基底部在 4-5岁时愈合。 
婴儿的下颌骨分为两半，正中线联合部为结缔组织，至两岁时下

颌骨在正中线处才愈合为一。 
2．颅缝的愈合 
判断某一颅骨是否代表成年个体，可观察颅底缝。在颅底，

蝶骨和枕骨的基底部之间，在成年之前由软骨相连，该缝称为基

底缝，该缝 在 18岁开始愈合，在 20-25岁时愈合，愈合的则代
表成年。 
颅骨的内，外两面都有相应的同一名称的骨缝，颅内缝愈合

的时间稍早于颅外缝。男性颅缝的愈合早于女性。如果颅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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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缝全未开始愈合，则该颅骨通常是在 25岁以下。 
颅缝的愈合先从内面开始，然后向外面愈合，直到颅外的缝完全

愈合为止。但有的颅骨内面的骨缝愈合后，不向颅外延续，或虽

有延续但进度很慢，出现颅外缝不愈合或不完全愈合的现象。颅

外缝延迟愈合或不完全愈合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应根据

颅内缝估计年龄。 
颅外缝的愈合一般最早从前囟处开始，即矢状缝的前段和冠状缝

的中间段，但也有的是从矢状缝顶孔间区的部分和冠状缝颞线以

下部分开始，缝的愈合时间在不同的骨缝上表现不同，不同的人

群也有很大的差别。单凭骨缝估计年龄与实际年龄可相差 6-10
岁。 
表 10  颅内缝的愈合年龄表 
颅缝名称 开始愈合（岁） 完全愈合（岁） 
矢状缝 22 35 
蝶额缝（蝶骨小翼段） 22 64 
蝶额缝（蝶骨大翼段） 22 65 
冠状缝（前囟段） 24 38 
冠状缝（翼区段） 26 41 
人字缝（星点段） 26 42 
枕乳缝（下段） 26 47 
蝶顶缝 29 72 
蝶顶缝（下段） 30 65 
蝶颞缝（上段） 31 67 
蝶枕乳疑（上、中段） 30 64 
顶乳缝 37 81 
鳞缝（后段） 37 81 
鳞缝（前段） 37 81 
表 11  颅外缝的愈合年龄表 
颅缝名称 开始愈合（岁） 完全愈合（岁） 
矢状缝  22 35 
蝶额缝 22 65 
冠状缝 24 41 
人字缝 26 47 
枕乳缝 26 81 
蝶顶缝 29 65 
蝶颞缝 30 67 
顶乳缝 37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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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缝 37 81 
 
四、骨骼骨化点的出现和骨骺的愈合： 
四肢骨骨化点出现的时间自胎龄 6周起直到成年时止。骨骺

愈合的时间自 13岁开始到 25岁完成。四肢骨骨化点的出现和骨
骺愈合的时间和营养条件、健康状况、病理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四肢骨骨化点的出现和骨骺愈合的时间，一般是女性早于男性 1-2
岁。 
表 12  四肢骨骨化点出现与骨骺愈合的时期 

骨化点 出现期 
骨别 

名称 数目 
胎龄

(月) 
出生后 

愈合期（岁） 

锁

骨 
体 
胸骨端 

1 
1 

1.5  
18-20岁 22-25 

体 1  
  突 2 1岁 
肩峰突端 2 11-18岁 
关节盂 有 时

有 1 
11-18岁 

下角 1 11-18岁 

肩 
 
胛 
 
骨 

脊柱缘 1 

2 

11-18岁 

18-24 

 上      头 1 
         大结

节 
1 

 端      小结
节 

1 

 体 1 

出生至 3月 
（出生至 2
月） 

7-9月 
（5-7月） 

2-4月 
（1-3月） 

6 

上 
 
 
 
 
肢 
 
 
 
 
 
骨 

 小头 
下      内上
髁 
端      滑车 

外上

髁 

1 
1 
1 
1 

2 

3-5 月（ 2-4
月） 
6-8岁 
（4-6岁） 
9-11岁 
（7-9岁） 
11-13岁 
 9-11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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桡 
 
骨 

上端（小头） 
体 
下端 

1 
1 
1 

2 5-9岁 
（5-14岁） 
7月-8岁 
（7月-3岁） 

15-18 
（13-14） 

17-20 
尺 
 
骨 

上端（鹰嘴） 
体 
下端（小头） 

1 
1 
1 

2 10-14岁 
（9-12岁） 
7-11岁 
（7-8岁） 

15-19 
（13-14） 

18-20 
（16-20） 

舟骨 1 5-7 岁（ 4-6
岁） 

月骨 1 3-5 岁（ 3-5
岁） 

三角骨 1 2-4 岁（ 1-3
岁） 

豌豆骨 1 8-10 岁（6-8
岁） 

大多角骨 1 5-7 岁（ 4-6
岁） 

小多角骨 1 5-7 岁（ 4-6
岁） 

头状骨 1 2-3 月（ 1-3
月） 

 
腕 
 
 
 
 
骨 

钩骨 1 

 

2-4 月（ 1-3
月） 

 

 
掌 
 
骨 
 

第一   底 
掌骨   体 
 
其余   头  
掌骨   体 

1 
1 
 
1 
1 

 
2 
 
 
2 

1-3岁 
（11月-3岁） 

1-3岁 
（11月-3岁） 

18-20 
 

18-20 

指 
骨 

底 
体 

1 
1 

 
2 

1-3岁 
（11月-3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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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髂骨体 
坐骨体 
耻骨体 
髋臼 
耳状面 
联合面 
骼前下棘 
髂嵴 
坐骨结节 
耻骨结节 
髂骨粗隆 

1 
1 
1 
1 
1 
1 
1 
1 
1 
1 
1 

8 
12 
20 

 
 
 
12-19岁 
12-19岁 
12-19岁 
12-19岁 
12-19岁 
12-19岁 
12-19岁 
12-19岁 

 
14-16 

 
 
 
 

20-25 

股 
骨 

上  头 
大转子 

端  小转子 
体 
下端 

1 
1 
1 
1 
1 

   
17-18 
（14-16） 

 
20以后 

 

髌 
骨 

 1  2-3岁 
20 

胫 
骨 

上端 
体 
下端 

1 
1 
1 

2 出生至 2月 
（出生至 1
月） 
4-6 月（ 4-6
月） 

16-20 
16-20 

腓 
骨 

上端 
体 
下端 

1 
1 
1 

2 3-5 岁（ 2-4
岁） 
10月-2岁 
（8-10月） 

16-20 
16-20 

跟骨 1 
跟骨结节 1 
距骨 1 
舟骨 1 

 

 

第一楔骨 1 

 
6 
 

7-8 
 

6-12岁 
（5-11岁） 
9-11月（8-10
月） 
9-11月（8-10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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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楔骨 
第三楔骨 
骰骨 

1 
1 
1 

9 月） 
9-11月（8-10
月） 
9-11月（8-10
月） 
或出生至 1
月 
（或出生至1
月） 

 第一   底 
  骨   体 
其余   头 
  骨   体 

1 
1 
1 
1 

3 
 

3 

 
 

2-6岁 
（1-5岁） 

18-20 
（17-19） 

18-20 
（17-19） 

 底 
体 

1 
1 3 

2-6岁 
（1-5岁） 

18-20 
（17-19） 

注：表内（  ）内数字为女性时间；髋骨的骨化点表内为 11个，有的参考
书认为是 8个 
 
五、耻骨联合面形态的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耻骨联合面的形态也有变化，是年龄鉴定

的依据之一。根据耻骨联合面鉴定年龄，在 14-30 岁间的标本，
其误差约为±1岁，在 30-50岁间，误差约为±2岁。 
耻骨联合面是耻骨上、下支连续部分的内侧面，即左、右两侧的

耻骨相联接的面。它呈长椭圆形，上下径大，前后径小，可分为

两缘（前缘和后缘或背侧缘和腹侧缘）、两端（上端和下端）、腹

侧斜面和联合面，根据不同的年龄可将耻骨联合的形态分为 12
期。 
第一期：14-17岁（青春前期） 
联合面圆突，以中部最为凸出，整个联合面由嵴和沟组成，嵴的

高度可达 2-3毫米，联合面的周围边缘无界限边缘。 
第二期：18-19岁 
联合面的中部略低平，嵴棱稍圆钝。联合面的周围边缘无明显的

界限边缘。 
第三期：20-23岁 
联合面中部明显变平，嵴更低钝，联合面由中部开始出现背侧缘。 
经四期：24-26岁 
联合面上的嵴仅剩痕迹或消失，背侧缘已形成，腹侧缘正在形成



 17 

中，下端界限开始出现，腹侧面的内下方逐渐形成斜面。 
第五期：27-28岁 
联合面变得平坦。有些个体的联合面中部稍微下凹。背侧缘完全

形成。腹侧缘下段在逐渐形成中。腹侧斜面完全形成，腹侧缘下

段在逐渐形成中。腹侧斜面完全形成并开始扩大。 
第六期：29-30岁 
联合面平坦。腹侧缘上段在逐渐形成。上端界限开始出现，下端

界限进一步明显且显得较尖锐，吴锐角形；至 30岁时，联合面周
缘完全形成。 
第七期：31-34岁 
联合面开始变得下凹。背侧缘向后扩展，使联合面开始趋卵圆形。 
第八期：35-39岁 
联合面轻度下凹。背侧缘开始出现波浪形起伏。一些男性联合面

腹侧斜面段出现中断现象，而使腹侧缘上段缺损。 
第九期：40-44岁 
大部分联合面呈波形起伏，高低水平。背侧缘明显向后扩展，联

合面呈卵圆形。 
第十期：45-50岁 
联合面明显下凹，更加高低不平。背侧缘和腹侧有唇缘形成。腹

侧斜面下缘显得较为突出，似唇形。 
第十一期：51-60岁 
整个耻骨出现骨质疏松现象，疏稀多孔。联合面起伏不平，伴有

散漫的小凹和粟粒样小孔。背侧缘向后扩展显著，如唇形。腹侧

缘则常断裂破损。 
第十二期：61-70岁 
耻骨联合面显示出退缩性变化，出现更多的小凹和小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