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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 ，医学实验教学在整个医学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此 ，提

高医学实验教学的质量将有助于提高医学教育整体水平 。 改革传统的以教研室为单位的教学实验室

模式 ，整合完善现代医学实验室功能和管理是提高医学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 传统医学实验教

学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验证理论知识 、增加感性认识 ，但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因而实验难度

不高 ，实验条件比较简单 。随着现代生命科学及其各种实验技术的飞速发展 ，必将对现代医学实验教

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大量先进医学实验进入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将成为必然的趋势 ，要全面推进现代医

学实验教学的发展 ，必须加大对实验项目 、实验条件 、实验教学体系改革力度 ，这对培养适应 ２１ 世纪

医学卫生事业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国内很多医科院校对传统医学教学实验

建设模式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 ，积累了不少经验 ，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

围绕跨世纪医学生的培养目标 ，转变旧的传统观念 ，打破现行课程框架 ，重新构建新型基础医学

实验教学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现代高等医药院校实验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科学思维 、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 ，充分认识并落实

实验教学在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的地位 ，形成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统筹协调的理念和氛围 。

要从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出发 ，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 ，分层次 、多模块 、相互衔接的科学实验教学体

系 ，使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既有机结合又相对独立 。 要把学生从二级学科狭隘的“项目”实验教学提

高到基于一级学科平台的“方法”实验教学 ，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 。要实现以上目标 ，除了

对实验室进行整合外 ，其核心内容就是实验教学教材 。 为了能够编写出一套适合中西部地区高等医

药院校医学教育现状的实验教学教材 ，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 ，枟高等医药院校基础医学实验教

学系列教材枠编委会以重庆医科大学为主体 ，协同全国 ２６ 所高等医药院校相关专业的专家教授共同

编写了这套实验教学系列教材 。全套共十本 ，包括枟人体大体形态学实验枠 、枟人体显微形态学实验枠 、

枟人体机能学实验枠 、枟病原生物学实验枠 、枟免疫学实验枠 、枟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枠 、枟医用化学实

验枠 、枟医学物理学实验枠 、枟法医学实验枠和枟核医学实验枠 。

本系列实验教材的编写理念是将实验教学按照建设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要求的实验教学模式 ，

借鉴国外同类实验教材的编写模式 ，力求做到体系创新 、理念创新及编写精美 。内容上将基础医学实验

教学按照基础医学实验体系进行重组和有机融合 ，按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逻辑和规律 ，将实验内容分为

基本实验操作及常用仪器使用 、经典验证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等板块进行编写 。

本系列教材编写对象以本科 、专科临床医学专业为主 ，兼顾预防 、基础 、口腔 、麻醉 、影像 、药学 、检

验 、护理 、法医 、生物医学工程 、卫生管理 、医学信息等专业需求 ，涵盖全部医学生的基础医学实验教

学 。各层次学生可按照本专业培养特点和要求 ，通过对不同板块的必选实验项目和自选实验项目相

结合修选实验课程学分 。

由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模式尚存在地区和校际间的差异 ，加上我们的认识深度和编写水平有限 ，

本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可能存在偏颇之处 ，请广大医学教育专家谅解 ，欢迎同行们提出宝贵意见 。

枟高等医药院校基础医学实验教学系列教材枠编委会

２００８年 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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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解剖学作为一门形态学科 ，实验教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遵循高等

医学教育“注重素质 ，整体优化 ，面向临床”的培养目标 ，强调对学生基础理论 、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以及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我们特编写了枟人体大体形态学

实验枠一书 ，以用于医学生本科实验教学 。

本书的编写具有明确的教材定位 ，注重知识的更新 ，反映学科的动态 ，注重

吸收国内外解剖学教学的经验 ，注重与临床的联系 ，避免了局部解剖学与系统

解剖学知识的重复 ，体现了教材的思想性 、科学性 、启发性 、先进性和实用性 。

全书共分为上 、下两篇 ，分别涵盖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实验教学内容 。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 ，除了运用传统的插图外 ，还特别增加了部分线条图 ，以增

加教材的趣味性 ，帮助学生加深对人体结构的理解 ，使其不仅知其然 ，而且知其

所以然 ，即所谓“know what and know why” ，并以此作为范例 ，拓展学生的思维

空间 。这些线条图一部分取材于编者长期的教学实践的积累 ；另一部分则来自

于 Grant’ s Method O f A natomy 。图中卡通形象由重庆医科大学王高武老师精

心设计 。

本书的编委长期从事解剖学一线教学 ，来自全国 ８所医学院校 。编委们丰

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是本书的编写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 。

我们衷心希望本教材能够满足医学教育改革和医学生培养目标的需要 。目前 ，

公开发行的实验教材并不多见 ，因此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 ，以资参考的书籍相对

较少 ，加之编者水平有限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同道及医学生不吝赐教 ，以

使本教材日臻完善 。

本书在内容编排上 ，采用所谓“菜单式”编写原则 ，因此适用广 ，各类本科医

学生可根据不同培养目标 ，适当选用 。

孙善全 　张绍祥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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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统解剖学的定义和地位

人体大体形态学包括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
学 。系统解剖学是按人体的功能系统 ，研究人体
正常器官形态结构的科学 。

系统解剖学与其他医学相关学科关系密切 ，

只有正确认识人体的形态结构 ，才能正确地认识
并理解人体的生理功能 ，才能对异常的病理过程
做出判断 ，以便对疾病实施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

系统解剖学不仅是医学基础课程的基础 ，而且也
是临床医学课程的基础 。系统解剖学作为一门形
态学科 ，其实验教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

通过实验教学 ，不仅可以获得人体的大体形态结
构的知识 ，从中还可以掌握形态学的描述方法 ，并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知识的获
得和能力的提高 ，将为今后的学习和临床工作奠
定基础 。

二 、人体形态学（解剖学）的分科

人体形态学包括大体形态学 、组织学 、细胞
学 、分子形态学和胚胎学 ，大体形态学又可分为系
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 。

系统解剖学 （systematic anatomy ）是按人体
功能系统（如运动系统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神经
系统等） ，阐述人体器官形态结构的科学 。

局部解剖学 （topographic anatomy ；regional
anatomy）是按人体某一局部（如头部 、颈部 、胸部 、

腹部 、上肢 、下肢等 ）描述局部的层次 、组成结构 、

相互位置关系及临床联系的科学 。系统解剖学和
局部解剖学主要依赖于肉眼观察 ，故又称巨视解
剖学 。

微视解剖学则是借助显微镜观察研究人体的
微细结构 。包括组织学 、细胞学和胚胎学 ，此外还
有研究分子结构的分子形态学 。

由于研究方法和目的不同 ，人体解剖学又分
出若干门类 。如从外科应用角度出发 ，研究人体
形态结构的外科解剖学或应用解剖学 ；应用 X 线
研究人体结构的 X 线解剖学 ；应用 CT 或 MR 成
像技术研究人体各局部或器官断面形态结构的断
层解剖学 ；此外还有为提高体育运动效率为目的
的运动解剖学以及研究个体生长发育 、年龄变化

的年龄解剖学等等 。

三 、人体系统的划分

构成人体最基本的形态功能单位是细胞 ，由
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组织 。 人体有上皮组织 、结
缔组织 、肌组织和神经组织等四种基本组织 。 不
同组织组合成具有一定形态的结构称器官 ，如心 、

肝等 。功能相同的器官组合起来构成系统 。人体
有运动系统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泌尿系统 、生殖
系统 、脉管系统 、感觉系统 、神经系统和内分泌
系统 。

四 、解剖学姿势和常用术语

为了准确描述人体各部 、各器官的位置关系 ，

便于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 ，必须使用国际通用的
统一标准和描述术语 。

（一）人体标准解剖学姿势

　 　 人体标准解剖学姿势是身体直立 ，两眼平视
正前方 ，上肢在躯干两侧自然下垂 ，手掌向前 ，两
下肢并拢 ，足尖向前 。当描述人体任何结构时 ，不
管标本 、模型或处于何种体位的病人均必须依照
标准姿势进行描述 。

（二）人体的轴和面

　 　为了准确地描述和理解人体在标准解剖学姿
势下关节运动及整体或局部的形态结构的位置关
系 ，特设定了三种互相垂直的轴及与之对应的三
个面（绪图 １） 。

1畅 轴
（１）垂直轴 （vertical axis ） ：由头端至尾端与

地面垂直的轴 。

（２）矢状轴 （sagittal axis ） ：为前后走向并与
地面平行的轴 。

（３）冠状轴（coronal axis） ：又称额状轴 ，为左
右走向并与地面平行的轴 。

2畅 面
（１）水平面（horizontal plane） ：与地面平行的

平面 ，将人体分为上 、下两段 。

（２）矢状面（sagittal plane） ：过矢状轴并与水
平面相互垂直的平面 。其中通过人体正中的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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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正中矢状面 ，将人体分为左 、右相等的两半 。

（３） 冠状轴 （coronal plane ） ：又称额状面
（frontal plane） ，过冠状轴并与水平面垂直的平
面 。此面可将人体分成前 、后两部 。

绪图 １ 　人体的轴和面

（三）方位术语

　 　 在标准的解剖学姿势下 ，描述各器官或结构
的方位及相互关系 ，常使用一些统一的方位术语 。

上（superior）和下（inferior） ，常用于描述器官
或结构距颅顶或足底的相对位置关系 。 在比较解
剖学中 ，也可用颅侧 （cranial ）和尾侧 （caudal ）表
示 。在四肢又可根据距肢体根部的远近称近侧
（proximal）和远侧（distal） 。

前（anterior）或腹侧（ventral）与后（posterior）或
背侧（dorsal） ，用于描述距身体的前面和后面的相
对距离 ，距腹侧面近者为前 ，距背侧面近者为后 。

内侧（medial）和外侧（lateral） ，是描述器官或
结构的位置与人体正中矢状面相对的距离的术
语 。近正中矢状面者为内侧 ，远离者为外侧 。 前
臂的内侧又称尺侧 （ulnar） ，外侧又称桡侧 （ra唱
dial） ；小腿的内侧又称胫侧 （tibial） ，外侧又称腓
侧（fibular） 。

内（internal）和外 （external ）用于描述与空腔
脏器或体腔的相对位置关系 ，位于内腔者为内 ，在
内腔之外者为外 。

浅（superficial）和深 （profundal） ，是用于描述

与人体表面相对距离的术语 。离体表近者为浅 ，

离体表远者为深 。 左 （lef t ）和右 （right ） 、垂直
（vertical） 、水平 （horizontal）和中央 （central）等术
语 ，则与一般概念相同 。

上述方位术语都是相对而言的 ，如鼻在眼下
方 ，但又位于嘴的上方 。

五 、学习系统解剖学的基本观点

为了全面地 、系统地掌握人体各部的形态结
构特点 ，在学习系统解剖学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
学习和运用以下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人体结构 。

1畅 形态与功能相结合的观点 　 人体各器官
都有其特定的功能 ，器官的形态结构是功能的物
质基础 。反之 ，器官的功能也影响着器官的形态 。

如消化系统的胃具有接纳食物并对其进行初步消
化的功能 。与之相适应的是胃具有膨大的外形 ，

其壁内拥有发达的平滑肌层和丰富的腺体 。这些
结构特点有利于胃接纳食物并对其进行机械和化
学消化 。不仅如此 ，在胃的出口处还有着强大的
幽门括约肌 ，在神经唱体液调节下 ，控制着食糜的
排空 ，有利于消化 ，并防止小肠内容物的返流 。 将
器官的形态和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学习 ，可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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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形态的理解 。

2畅 进化发展的观点 　 人类由古猿长期进化
而来 ，因此人体的形态结构仍保留着与脊椎动物
相类似的某些特点 。上肢和下肢本属于结构与功
能相似的所谓同源器官 ，但经过长期的演绎 ，却形
成了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有着明显差异的器官 ，究
其原因 ，是由于长期进化的结果 。 而个别个体出
现双子宫 、超数椎骨等异常情况 ，则是一种返祖现
象 。应用进化的观点来学习人体解剖学 ，可以正
确 、全面地认识人体 。

3畅 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观点 　 人体是由众
多器官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可是为了学习
方便起见 ，必须分别按功能系统来进行学习 。 因
此应该注意各器官与器官之间 ，各系统与系统之
间的关联 ，从整体角度认识器官形态 ，防止片面
地 、孤立地认识器官 。

4畅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等辩证唯物主
义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学习人体解剖学的一
项重要原则 。在学习人体解剖学的过程中 ，必须
重视将书本知识与标本和模型的观察结合起来 ，

将解剖学知识与临床应用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
能牢固地掌握解剖学知识 ，学好解剖学 。

六 、学习系统解剖学的记忆
方法（探讨）

　 　由于人体解剖结构复杂 ，名词繁多 ，因此对初
学者记忆常常是一个难题 。学习记忆涉及众多的
解剖结构和复杂的生理过程 ，记忆方法是一门科
学 。因此 ，笔者不便妄谈所谓“记忆方法” ，以下仅
是对解剖学学习记忆的一些体会 。

1畅 理解记忆 　 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加
深对人体结构认识的过程 ，也是一个强化记忆的
过程 。只有对理解了的东西 ，才能产生良好的记
忆效果 。在理解的过程中 ，除自觉应用上述几个
基本观点观察 、分析人体结构外 ，尚可以应用一些
物理的 、化学的规律来帮助认识人体 。 人体是一
个有机体 ，一切物理的 ，化学的规律都适用于人
体 。比如眼球的转动 ，就涉及六块眼外肌收缩力
的分解与合成 ，以及轮轴原理 。 上直肌能使眼球
转向上 、内 ，是因为上直肌的收缩力可分解为一个
向上的分力和一个向内的分力 ，分别沿眼球的水
平轴和垂直轴产生一个不同的力矩 ，作用于眼球
使之产生转动 ，其运动的合成决定着眼球转动的
方向 。而当动眼神经损失后 ，眼球的转动方向 ，则
是由上斜肌和外直肌收缩力的合成所决定的 。 肌
收缩的力学分析对于运动系统的学习 ，骨折移位
的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外 ，流体力学 ，帕斯卡
定律 ，虹吸现象等经典的物理原理都可以应用于
解剖学的学习之中 。

2畅 类比和（或）联想记忆 　 解剖学作为一门
形态学科 ，类比和（或）联想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 。

比如肩胛骨就像一个去掉一只角的三角形 ，对一
侧肺的描述方法与半个圆锥的描述方法相类似 。

有人将肝的外形描述为楔形 ，楔入右肺与右肾之
间 ，导致了右肺比左肺粗 、短 ，右肾比左肾位置要
低的结局 。如果将手背贴靠于黑板之上 ，肛管内
景的相关结构 （如肛柱 、肛瓣 、肛窦 、齿状线）就可
以联想出来 （绪图 ２ ） ；而中耳的三个部分 （咽鼓
管 、鼓室 、乳突）可以与电吹风的风管 、机身和手柄
相类比（绪图 ３） 。 骨的物理性质 ，与其化学成分
和骨小梁的排列有关 ，骨小梁的排列有如中国式

绪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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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图 ３

绪图 ４

的房屋建筑 ，有“立柱”和“横梁” ，分别对抗垂直的
重力和水平的张力 （绪图 ４ ） 。 Grant 将网膜囊比
喻成一个横置的暖水袋 ，这无疑可加深对网膜囊
结构特点的理解 。有作者将执笔时笔所处的方位
比喻为前交叉韧带的方位 ，可以省却许多烦琐的
文字描述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在学习中可根据
自己的体验 ，加以总结 。

3畅 综合分析记忆法 　在学习过程中应用综合
分析的方法 ，可以加深记忆 。 比如记住鼻 旁窦开
口的位置 ，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４对鼻
旁窦 ，蝶窦 、筛窦（后 、中 、前三组） 、额窦和上颌窦大
致沿着由后向前的顺序依次排列 ，通过观察可以发
现 ，其开口位置大致沿着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如
蝶窦开口于蝶筛隐窝 ，其位置最高 ；后筛窦开口于
上鼻道 ，位置次之 ；其余者均开口于中鼻道 ，位置最
低 。由此可以发现鼻旁窦的解剖位置与其开口的
位置相关 ，即鼻旁窦的位置越偏后 ，其开口位置就
越高 。掌握这一规律 ，将有助于记忆 。对于鼻旁窦
的开口位置 ，还可以用排除法加以记忆 ：在所有的
鼻旁窦中 ，除蝶窦开口于蝶筛隐窝 ，后筛窦开口于
上鼻道外 ，其余者均开口于中鼻道 。

4畅 其他方法的应用 　 其他方法是指运用表

格等形式归纳相关的解剖学知识 。内耳的结构较
为复杂 ，如运用绪表 １ ，则可将该章节的主要解剖
结构及相互关系概括出来 。

绪表 1 　内耳结构
骨迷路 前庭 半规管 耳蜗

膜迷路 椭圆囊 、球囊 膜半规管 蜗管

感受器 椭圆囊斑 、球囊斑 壶腹嵴 螺旋器

功 　 能 与平衡有关 与听觉有关

椎骨间的连接涉及的解剖结构较多 ，如连接
椎体的结构有前纵韧带 、后纵韧带和椎间盘 ，而连
接椎弓的直接连接则有棘间韧带 、棘上韧带和黄
韧带 。如将其编成口诀 ，则为“前纵后纵椎间盘 ，

棘上棘间黄韧带” ，记忆起来则较为方便 。

学习记忆是一门科学 ，记忆有规律可循 ，加强
对记忆规律的学习与探讨 ，并自觉加以运用 ，无疑
对记忆有极大的帮助 。 同时 ，应该认识到遗忘是
一种自然规律 ，“不善于遗忘 ，就不善于记忆” 。对
于所学的知识 ，适时地进行必要的复习 ，对于建立
牢固的记忆是十分必要的 。

（孙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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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系统由骨 、骨连结和骨骼肌组成 。全身各骨借骨连结相连形成骨骼 ，构成人体的支架 。骨骼
肌附着于骨 ，收缩时以关节为支点牵引骨改变位置而产生运动 。运动系统对人体起支持 、保护和运动

作用 。

第一节 　 骨学与关节学总论

【目的要求】

（一）掌握内容

　 　 （１）骨的分类 ，骨的构造 。

（２）关节的基本结构和辅助结构 。

（二）了解内容

　 　 （１ ） 骨的表面形态 。 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
性质 。

（２）骨连结的分类 。

（３）关节的运动及分类 。

【观察内容】

一 、骨 　 　学

（一）骨的分类

　 　 成人有 ２０６ 块骨 （图 １唱１） ，根据其部位的不
同可分为颅骨 、躯干骨和四肢骨三部分 。 按形态
可分为 ４类 ：

1畅 长骨 long bone 　 呈长管状 ，分一体两端 。

体又称骨干 ，其内腔称骨髓腔 ，容纳骨髓（图 １唱２） 。

两端膨大称骺 ，上有光滑的关节面 。 骨干与骺相
邻的部位称干骺端 ，幼年时骨干与骺之间有骺软
骨 ，成年后骺软骨骨化 ，骨干与骺融为一体 ，其间
遗留一骺线 。

2畅 短骨 short bone 　 形似立方形 ，如腕骨和
跗骨 。

3畅 扁骨 flat bone 　呈板状 ，如颅盖骨 。

4畅 不规则骨 irregular bone 　 形态不规则 ，如
椎骨 。有些不规则骨内有腔洞 ，称含气骨 ，如上
颌骨 。

（二）骨的构造

　 　 1畅 骨膜 periosteum（图 １唱２） 　 观察剥离了部
分骨膜的骨标本 。骨的表面除了关节软骨覆盖的
部分外 ，其余部分均为骨膜所包裹 。 骨膜由纤维
结缔组织构成 ，薄而坚韧 ，与骨紧密相贴 。

2畅 骨质 　取长骨 、短骨 、扁骨剖面进行观察 。

在长骨的纵剖面上 ，其骨表面为一层坚硬而致密
的骨密质 compact bone ，其两端有海绵状的骨松
质 spongy bone 。骨松质由许多骨小梁交错而成 ，

骨小梁的排列与骨的物理性质有关 。 骨小梁的
排列方向与承载体重的压力和张力方向一致 （图
１唱３） 。

在颅盖骨的剖面上 ，见扁骨的内 、外表层均为
骨密质 ，分别称内板和外板 。 两板之间有一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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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松质名板障 diploe 。内板较外板薄而脆 。

短骨主要为骨松质所构成 ，仅在表面覆有一
层骨密质 。

3畅 骨髓 bone marrow 　取新鲜的猪长骨剖面
标本 ，见骨髓位于骨松质腔隙和骨髓腔内 。 骨髓
有红骨髓和黄骨髓之分（图 １唱２） 。

4畅 骺软骨 epiphysial cartilage 　 取小儿长骨
的剖面标本观察 ，骺与体之间的软骨板名骺软骨 。

（三）骨的化学成分和理化性质

　 　 1畅 取脱钙骨 　观察经过稀盐酸处理而除去其
中无机物的骨标本 。此脱钙之骨仍能保持骨的原
状 ，但非常柔软而具有很大的弹性 ，易将其扭曲 。

2畅 取煅烧骨 　 观察已用火焚烧而除去其中
有机物的骨标本 。 此煅烧之骨仍能保持骨的外
形 ，坚硬但有极大的脆性 ，稍碰即碎 。

图 １唱１ 　全身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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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２ 　长骨的构造

　 　

二 、骨 　连 　结

（一）关节的基本结构

　 　关节的基本结构包括关节面 、关节囊和关
节腔 。

1畅 关节面 articular surface（图 １唱４） 　 取四肢
关节标本观察 ，关节面即构成关节各相关骨的接
触面 ，被有关节软骨 。

2畅 关节囊 articular capsule（图 １唱４） 　 关节囊
为附着于关节面周围由结缔组织膜构成的囊状结
构 ，封闭关节腔 。 可分为外层的纤维膜和内层的
滑膜 。滑膜能产生滑液 。

3畅 关节腔 articular cavity （图 １唱４ ） 　 取四肢
关节标本观察 ，可见关节腔是由关节囊滑膜和关
节面共同围成的密闭腔隙 ，腔内有少量滑液 。

（二）关节的辅助结构

　 　 关节的辅助结构包括韧带 、关节盘 、关节唇 、

滑膜襞 、滑膜囊等 。

图 １唱３ 　骨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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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４ 　关节的构造

　 　 1畅 韧带 ligament（图 １唱４） 　 取膝关节标本观
察 ，可见韧带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 ，坚韧 ，连于相
邻两骨之间 。位于关节囊外的称囊外韧带 ，如膝
关节的腓侧副韧带 ；位于关节囊内的称囊内韧带 ，

如膝关节内的交叉韧带 。

2畅 关节盘 articular disc （图 １唱４） 　 取膝关节
标本观察 ，可见关节盘位于相邻两关节面之间 ，关
节盘的周缘附于关节囊 ，将关节腔分为上下两部 。

关节盘使两关节面更为适应 ，增加关节的稳固性
和运动的多样性 。

3畅 关节唇 articular labrum 　 取肩关节标本
观察 ，关节唇是附于关节窝周缘的纤维软骨环 ，可
加深关节窝 ，增大关节面 ，增加关节的稳固性 。

复习思考题
１畅 简述骨的构造 。

２畅 何为长骨 ，在长骨剖面标本上可见到哪些
结构 ？

３畅 试述关节的基本结构和辅助结构 。

（薛 　黔）

第二节 　躯干骨及其连结

【目的要求】

（一）掌握内容

　 　 （１）椎骨的一般形态和各部椎骨的特征 。

（２）肋的形态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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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胸骨的形态结构 。

（４）脊柱的组成分部和功能 。

（５）胸廓的组成 、形态和功能 。

（６） 重要的骨性标志 ：第 ７ 颈椎棘突 、胸骨
角 、肋弓 、剑突 。

（二）了解内容

　 　 腰椎棘突 、胸骨颈静脉切迹 、骶管裂孔 。

【观察内容】

躯干骨包括椎骨 、肋和胸骨 ，借骨连结组成脊
柱和胸廓 。

一 、脊 　 　柱

脊柱位于背部正中 ，由 ２４ 块椎骨 、１ 块骶骨
和 １块尾骨借韧带 、椎间盘和椎间关节连结而成 。

（一）椎骨 vertebrae
　 　 1畅 椎骨的一般形态 　 按图 １唱５在骨箱中找出
胸椎 。以胸椎为代表 ，观察椎骨的一般形态 。 椎
骨由前方短圆柱形的椎体 vertebral body 和后方
的椎弓 vertebral arch组成 。 椎体后面稍凹 ，与椎
弓围成椎孔 vertebral foramen ，所有椎骨的椎孔相
连则构成椎管 vertebral canal ，其中容纳脊髓 。 椎
弓与椎体相接的部分较细为椎弓根 pedicle of ver唱
tebral arch ，其上 、下方各有一切迹称椎上切迹和
椎下切迹 ，相邻的椎上 、下切迹围成椎间孔 inter唱
vertebral foramina ，孔内有脊神经和血管通过 。

椎弓的后部称椎弓板 lamina of vertebral arch ，椎
弓板上发出 ７个突起 ：棘突 spinous process 即在椎
弓正中线向后的突起 ，向两侧突出的称 横突
transverse process ，椎弓向上 、下各发出一对突起 ，

分别称上关节突和下关节突 ，关节突上各有一小
关节面 。

图 １唱５ 　胸椎

　 　 2畅 各部椎骨的主要特征
（１ ） 胸椎 thoracic vertebrae （图 １唱５ ） ：共 １２

个 ，由于胸椎两侧与肋骨相接 ，故大多数椎体两侧
的上 、下各有一小关节面 ，分别称上肋凹和下肋
凹 ，上位胸椎的下肋凹与下位胸椎的上肋凹共同
合成一个全肋凹而与肋头连结 。 第 ９ 、１０ 胸椎椎
体两侧只有上肋凹 ，而无下肋凹 。 第 １１ 、１２ 胸椎
椎体各有一全肋凹 。胸椎横突末端有与肋结节连
结的横突肋凹 ，仅第 １１ 、１２ 胸椎的横突无此凹 。

胸椎棘突细长并向后下方倾斜 ，呈叠瓦状排列 。

上 、下关节突关节面略呈额状位 。

（２）颈椎 cervical vertebrae（图 １唱６） ：共 ７ 个 ，

颈椎的特点是横突根部有横突孔 transverse fora唱

men ，其中有椎动脉和椎静脉通过 。除外第 １ 、７颈
椎 ，其余颈椎棘突末端分叉 。 横突的末端前后各
有一结节 ，第 ６ 颈椎横突末端前方的结节特别隆
起 ，称颈动脉结节 ，颈总动脉经其前方 。 第 ７ 颈
椎 ，又称隆椎 prominent vertebra（图 １唱７） ，其棘突
特别长 ，稍低头时 ，很容易在颈后正中线上看到或
摸到 ，常作为计数椎骨序数的标志 。 此外 ，颈椎
上 、下关节突关节面大致呈水平位 。

第 １颈椎又称寰椎 atlas（图 １唱８） ，呈环形 ，无
椎体 、棘突和关节突 ，由前弓 、后弓和两个侧块构
成 。侧块上 、下方分别有上 、下关节面 ，上关节面
较大而微凹 ，与枕髁形成寰枕关节 ，下关节面平坦
与枢椎上关节面相关节 。 此外 ，前弓的正中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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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关节面称齿突凹 。

第 ２颈椎又称枢椎 axis（图 １唱９） ，其椎体上方
伸出一个突起称齿突 ，其前后各有一个关节面 。

前关节面与环椎前弓后面相接 ，后关节面与韧带
相接 。

图 １唱６ 　颈椎上面

　 　

图 １唱７ 　第七颈椎

图 １唱８ 　寰椎

图 １唱９ 　枢椎

　 　 （３） 腰椎 lumbar vertebrae（图 １唱１０）共 ５ 个 ，

在全部椎骨中椎体最大 ，椎弓发达 ，椎孔较大近似
三角形 。棘突宽大 ，呈矢状位后伸 ，末端圆钝 ，且

棘突间隙较宽 ，临床上于此处进行腰椎穿刺 。 上 、

下关节突关节面大致呈矢状位 。

（４）骶骨 sacrum或 sacral bone（图 １唱１１ ） ：成
人骶骨由 ５ 块骶椎融合而成 。 略呈三角形 ，骶骨
底位于上方 ，中部前缘突出称岬 promontory ，女性
骶骨岬是产科测量骨盆入口大小的重要标志之
一 。两侧面上方有耳状面 ，与髋骨的耳状面相对
应 ，形成骶髂关节 。骶骨前面光滑而凹陷 ，可见明
显的四对骶前孔 。后面中线处有棘突融合而成的
骶正中嵴 ，骶正中嵴两侧有与骶前孔和骶管相通
的四对骶后孔 。骶正中嵴下方有形状不整齐的骶
管裂孔 sacral hiatus ，裂孔向上通骶管 ，此孔两侧
有明显的骶角 sacral cornu ，临床以骶角为标志进
行骶管麻醉 。骶骨尖向下与尾骨相连 。

（５）尾骨 coccyx ：由 ３ ～ ４ 块退化的尾椎 （图
１唱１１）融合而成 ，上接骶骨 ，下端游离为尾骨尖 。

（二）椎骨间的连结

　 　可分为椎体间的连结和椎弓间的连结 。

1畅 椎体间的连结 　 相邻各椎体之间借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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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前纵韧带和后纵韧带相连结 。

图 １唱１０ 　腰椎

　 　 （１）椎间盘 intervertebral disc ：是连接上下椎
体相对面的纤维软骨板 ，其厚度因部位而异 ，腰部
的椎间盘最厚 ，颈部次之 ，中胸部最薄 。 全部椎间
盘的总厚度约占脊柱长度的 １／４ ，成人有 ２３ 个椎
间盘 。椎间盘 （图 １唱１２）由居中央的髓核 nucleus
pulposus和外围的纤维环 anulus fibrosus 构成 。

髓核位于盘的中心稍偏后 ，是柔软富有弹性的胶
状物质 ；纤维环是围绕髓核的多层纤维软骨环 ，坚
韧而有弹性 。

（２）前纵韧带 an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

为紧贴于椎体 、椎间盘前面的纵行的长韧带 （图
１唱１３） ，上起自枕骨大孔前缘 ，下达第 １ 、２骶椎体 。

（３）后纵韧带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

位于椎管内椎体后面 （图 １唱１３） ，窄而坚韧 。 起自
枢椎并与覆盖枢椎椎体的覆膜相续 ，向下达骶骨 。

2畅 椎弓间的连结 　 包括椎弓板之间和棘突 、

横突之间的连结（图 １唱１３） 。

（１）棘上韧带 supraspinal ligament ：附着在各
椎骨棘突尖端 ，向前与棘间韧带相融合 。

（２）棘间韧带 interspinal ligament ：位于相邻
棘突之间 。

（３）黄韧带 ligamenta flava ：连接邻位的椎弓
板间的韧带 ，又称弓间韧带 ，由黄色的弹力纤维构
成 ，呈膜状坚韧而富有弹性 ，与椎弓板共同围成椎
管的后壁 。

（４） 横突间韧带 intertransverse ligament ：位
于相邻的两横突之间 。

（５）关节突关节 zygapophyseal joint ：由相邻
椎骨的上 、下关节突构成 ，关节面曲度很小 ，属微
动关节 ，仅能作微小运动 。

3畅 脊柱与颅骨的连结
（１）寰枕关节 atlantooccipital joint ：由寰椎的

上关节面与枕骨髁构成（图 １唱１４） ，属联合关节 ，能
使头部作前俯 、后仰和侧屈运动 。

（２） 寰枢关节 atlantoaxial joint ：由寰椎前弓
后方的齿突凹与枢椎齿突 、寰椎两侧的下关节面
与枢椎的上关节面构成 （图 １唱１４） ，可使头部作旋
转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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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１ 　骶骨和尾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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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２ 　椎间盘

图 １唱１３ 　椎骨间的连结

（三）脊柱的整体观及其运动

　 　 利用骨架标本并结合活体观察 。

1畅 脊柱的整体观
（１）脊柱前面观 （图 １唱１５） ：可见椎体从第 ２

颈椎向下逐渐增大 ，直至第 ２骶椎 ，这与承受重力
不断增加有关 。 骶骨耳状面以下 ，因承重经髋关
节传到下肢 ，椎体不再负重而体积逐渐减小 。

（２）脊柱后面观 ：可见所有棘突均位于人体
的后正中线上 ；将头低下 ，在颈部扪摸棘突 ，其中
最突出的一个为第 ７ 颈椎棘突 ；在骨架左右髂嵴
最高点之间作一条连线 ，可见连线正好通过第 ４

腰椎棘突 ；将粉笔之一端紧握于手中 ，用力从侧面
打击笔的另一端 ，见粉笔折断在活动段与固定段

交界处 。脊柱的活动度以颈 、腰段为大 ，而胸 、腰
部较小 ，从上述粉笔折断实验可看出脊柱的颈胸 、

胸腰及腰骶段交界处是三个薄弱区 。

（３）脊柱后面观 ：侧面观察脊柱 （图 １唱１５）有
四个生理性弯曲 ，即凸向前的颈曲和腰曲 ；凸向后
的胸曲和骶曲 。 胸曲和骶曲在胚胎时期已形成 ，

颈曲和腰曲是在生后获得的 。 弯曲赋予脊柱弹
性 ，对步行或跳跃中所产生的震动起缓冲作用 ，并
有利于维持身体的平衡 。

2畅 脊柱的运动
结合自身体会脊柱的运动 ，沿冠状轴完成屈

伸运动 ；沿矢状轴完成侧屈运动 ；沿垂直轴完成旋
转运动 ；以及作环转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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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４ 　寰枕关节 、寰枢关节

二 、胸 　 　廓

胸廓（图 １唱１６）由胸椎 、肋和胸骨连接而成 。

（一）参与胸廓组成的骨

　 　 1畅 胸椎（略） 。

2畅 胸骨 sternum（图 １唱１７） 　 位于胸前正中 ，

全部可从体表摸到 ，从上向下由胸骨柄 manubri唱
um sterni 、胸骨体 body of sternum和剑突 xiphoid
process组成 。胸骨柄上部宽厚而下部窄薄 ，上缘
有 ３个凹陷 ，中部的称颈静脉切迹 jugular notch ，

两外侧的与锁骨相关节 ，称锁切迹 。 柄体相连处
稍向前突 ，称胸骨角 sternal angle ，其两侧与第 ２

肋相连接 ，是计数肋骨的重要标志 ，向后平对第 ４

胸椎体下缘（可在骨架上做连线和结合活体触摸
观察） 。胸骨体为长方形扁骨 ，外侧缘有第 ２ ～ ７

肋软骨压成的肋切迹 。剑突窄而薄 ，末端游离 。

3畅 肋 ribs 　 包括肋骨 costal bone 和肋软骨
costal cartilage两部分 ，左右各 １２ 条 ，肋软骨由透
明软骨构成 ，终身不骨化 。肋（图 １唱１８）可分为前 、

后两端和一体 。 后端稍膨大称肋头 costal head ，

与胸椎椎体肋凹相关节 ，肋头外侧稍细部称肋颈
costal neck ，再转向前方为肋体 shaft of rib ，颈体
交界处的后外侧有突出的肋结节 costal tubercle ，

其上的关节面与胸椎横突肋凹相关节 。 肋体内面
近下缘处有一浅沟称肋沟 costal groove ，肋间神经
与肋间后动脉行于其中 。肋体的后份急转处称肋
角 costal angle 。

第 １ 肋骨 （图 １唱１８）形状稍异 ，扁而宽短 ，分
上 、下两面 ，内 、外两缘 。 只有一个关节面与第 １

胸椎连接 ，肋体上面内缘中部有一结节 ，称前斜角
肌结节 ，它的前后分别有锁骨下静脉和锁骨下动
脉经过的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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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５ 　脊柱

图 １唱１６ 　胸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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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７ 　胸骨

（二）胸廓的连结

　 　 1畅 胸肋关节 sternocostal joint 　由第 ２ ～ ７ 肋
借软骨在前端与胸骨相应的肋切迹构成 （图
１唱１９） 。第 １肋与胸骨柄之间借软骨形成胸肋结
合 。第 ８ ～ １０肋软骨前端逐个与其上一条肋软骨
相连而形成肋弓 。

2畅 肋椎关节 costovertebral joint 　 包括两个
部分（图 １唱２０） ，即肋头与相应的胸椎体上的肋凹
形成的肋头关节 joint of costal head ；肋结节与相
应的胸椎横突肋凹形成的肋横突关节 costotrans唱
verse joint 。

（三）胸廓的整体观

　 　 呈扁圆锥形 ，上窄下宽 ，前后径小于横径 （图
１唱１６） 。胸廓上口由第 １胸椎体 、第 １ 肋和胸骨柄
上缘共同围成 ，倾向前下 ，为颈部与胸部的通道 。

胸廓下口大而不规整 ，由第 １２ 胸椎 、第 １２ 对肋 、

第 １１对肋前端 、两侧肋弓和胸骨剑突围成 。两侧
肋弓在中线上所夹之角称为胸骨下角 。

图 １唱１８ 　肋

　 　上部肋骨近于水平 、下部肋骨斜向前下 ，相邻
两肋之间的间隙称肋间隙 ，共 １１ 对 。 由于 １唱７ 肋
与胸骨直接连结 ，故又称真肋 。 第 ８ ～ １０ 肋软骨
前端形成肋弓 ，不直接与胸骨连结 ，称为假肋 ；第
１１ ～ １２肋骨前端游离 ，称为浮肋 。

附 ：

１畅 脊柱的常见变异和畸形

（１）椎骨数的变化 ：一般为各部椎骨的

相互移行处的变异 ，如第 ６腰椎与 ４个骶椎 ，

形成骶椎腰化 ；４个腰椎与 ６个骶椎 ，形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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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骶化 。而椎骨总数很少变化 。

（２）半椎体和椎体融合 ：椎体只发育一

半 ，缺如的一半受上 、下位椎骨的挤压而使

半椎体成楔形 。根据半椎体的位置 ，可出现

脊柱侧凸 、前凸或后凸 。相邻椎体间骨化愈

合为椎体融合 。

（３）脊柱裂 ：胚胎时期软骨骨化中心或

骨化中心缺乏 ，使两侧椎板不融合而形成脊

柱裂 。以第 １ 、２骶椎和第 ５腰椎为多见 。脊

柱裂可为一条窄缝 ，也可较宽 。

２畅 钩椎关节 　第 ３ ～ ７ 颈椎体上面侧缘

有向上的突起 ，称椎体钩 uncus corporis ver唱
tebrae ，其与上位椎体下面的两侧唇缘相接 ，

形成钩椎关节 ，又称 Luschka关节 。

３畅 脊柱的运动损伤 　 脊柱运动主要通

过颈部和腰部进行 ，故也多见于这两个部

位 。当脊柱运动时 ，椎间盘通过变形以增大

运动的幅度 。如向前弯腰时 ，椎间盘前份受

压变薄 ，后份增厚 。腰伸直时 ，又恢复原状 。

随着椎间盘的变形髓核也向增厚侧稍有移

动 。当脊柱在负重情况下猛烈旋转体位 、过

度劳损或猝然弯腰时 ，均可能引起纤维环破

裂 ，髓核突出 ，称为椎间盘脱出症 。 椎间盘

的纤维环后份最薄 ，故髓核多向后侧或后外

侧脱出 ，突入椎管或椎间孔 ，压迫脊髓或脊

神经而出现相应的症状 。 由于腰部椎间盘

最厚 ，活动度大 ，故腰椎髓核脱出较多见 。

　 　 ４畅“鸡胸”和“桶状胸” 　 “鸡胸”是指佝

偻病儿童因缺乏钙盐而骨组织疏松 ，易变形 ，

导致胸廓前后径增大 ，胸骨明显突出 。 在患

有慢性支气管炎 、肺气肿和哮喘病的老年人 ，

因长期咳嗽 ，使胸廓各径线增大 ，造成胸廓前

后径与左右径几乎相等而成“桶状胸” 。

图 １唱１９ 　胸肋关节和胸锁关节

图 １唱２０ 　肋椎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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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１畅 脊柱的组成及其连结 ，其整体观有何特点 ？

２畅 椎骨的一般形态结构及各段椎骨的主要特征 。

３畅 胸廓的组成及组成胸廓各骨的主要结构 。

４畅 胸廓的结构与呼吸运动有何关系 ？

５畅 在自己身上确定以下骨性标志 ：C６ 、C７ 、T４ 、

L５ 棘突 ，颈动脉结节 ，骶正中嵴 ，尾骨尖 、胸骨颈静脉
切迹 ，胸骨角 ，剑突 ，第 ２肋 ，肋弓 ，第 １１ 、１２肋软骨 。

（臧贵勇）

第三节 　颅骨及其连结

【目的要求】

（一）掌握内容

　 　 （１）颅的组成 、分部和功能 。

（２）颅底内 、外面的主要结构 。

（３）眶 、骨性鼻腔的位置及结构 。

（４）鼻旁窦的位置 、开口及临床意义 。

（５）新生儿颅的特征及生后变化 。

（６）颞下颌关节的组成及运动 。

（７）颅骨的骨性标志 ：眉弓 、眶上缘 、颧弓 、枕
外窿突凸 、乳突 、下颌角 、顶结节和舌骨 。

（二）了解内容

　 　 分离颅骨的名称和位置 。

【观察内容】

观察整体颅骨标本 ，可见颅骨由 ２３ 块颅骨组
成（中耳 ３ 对听小骨未计入 ） 。 除下颌骨和舌骨
外 ，各颅骨相互连成一个整体 ，对脑和感觉器官起
保护和支持作用 。以眶上缘和外耳门上缘的连线
为界 ，把颅骨分为后上部的脑颅和前下部的面颅 。

脑颅骨 ８块 ，为不成对的额骨 、蝶骨 、筛骨和
枕骨 ；成对的顶骨和颞骨 。

面颅骨 １５块 ，它们是不成对的下颌骨 、犁骨和舌
骨 ；成对的上颌骨 、腭骨 、鼻骨 、颧骨 、下鼻甲和泪骨 。

对照图从标本上确认各颅骨所在的位置及大
体形态 。重点学习下颌骨 、舌骨及颅的整体观 。

下颌骨 mandible（图 １唱２１）取下颌骨观察 ，见
下颌骨可分为中部的下颌体和两侧的下颌支 ，二
者相交处为下颌角 angle of mandible 。 下颌体下
缘称下颌底 ，上缘为牙槽弓 ，体的前面有一对颏孔

mental foramen ，体的后面正中有颏棘 ，后下部有
一三角形浅窝 ，称下颌下腺凹 。 下颌支向上有两
个突起 ，前方尖锐称冠突 ，后方宽大称髁突 。髁突
又分为上端膨大的下颌头 head of mandible 及其
下缩细的下颌颈 neck of mandible 。 下颌支内面
中央有一开口向后上方的下颌孔 mandibular fo唱
ramen ，此孔有下牙槽血管和神经出入 ，下颌管通
颏孔 。

舌骨 hyoid bone（图 １唱２１）位于下颌骨下后方 ，

呈铁蹄形 ，中部为舌骨体 ，自体向后伸出一对大
角 ，体和大角结合处向上伸出一对小角 。

一 、颅的整体观

整颅在临床上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可分为颅
盖 、颅底 、侧面和前面 。

（一）颅盖

　 　脑颅的顶部称颅盖（图 １唱２２） ，有呈工字形的三
条缝 。前方的称冠状缝 coronal suture ，位于额骨与顶
骨之间 ；位于正中两顶骨之间的称矢状缝 sagittal su唱
ture ；后方顶骨与枕骨之间的称人字缝 lambdoid su唱
ture 。颅盖内面正中线处有上矢状窦沟 ，沟两侧有许
多颗粒小凹 ，在矢状缝中后部两侧经常有顶孔 。

（二）颅底

　 　颅底分为颅底外面和颅底内面 。

1畅 颅底内面观 　 颅底内面由前向后分为 ３

个窝（图 １唱２３） ：

（１）颅前窝 anterior cranial fossa ：其正中有一
向上的突起称鸡冠 ，其两侧的水平板为筛板 ，上有
许多通鼻腔的小孔称筛孔 。

（２）颅中窝 middle cranial fossa ：其中央蝶骨
体上方为蝶鞍 ，正中凹陷有一容纳垂体的垂体窝
hypophysial fossa ，此窝前方有横行的交叉前沟 ，

此沟向两侧通向视神经管 ，管口外侧有突向后方
的前床突 。垂体窝前方圆形隆起为鞍背 。 鞍背二
侧角处的突起称后床突 。 垂体窝和鞍背统称蝶
鞍 ，其二侧浅沟称颈动脉沟 ，沟向前延伸达眶上
裂 ，向后接破裂孔 foramen lacerum ，孔的后外侧壁
有颈动脉管内口 。蝶鞍两侧由前向后依次有圆孔
foramen rotundum 、卵圆孔 foramen ovale 和棘孔
foramen spinosum 。脑膜中动脉沟自棘孔向外上
方走行 。在蝶骨体后外颞骨岩部中央的隆起为弓
状隆起 ，隆起与颞鳞之间的薄壁为鼓室盖 ，岩部尖
端处有三叉神经压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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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２１ 　下颌骨与舌骨

图 １唱２２ 　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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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２３ 　颅底内面观

　 　 （３）颅后窝 posterior cranial fossa ：位置最低 ，

中央有枕骨大孔 foramen magnum ，孔前方的斜面
称斜坡 clivus 。窝后枕外隆凸相对处有枕内隆凸
internal occipital protuberance ，此凸向外侧有横窦
沟 ，此沟至颞骨则弯向下前呈 S形称乙状窦沟 ，再
经颈静脉孔 jugular foramen出颅 。颈静脉孔与枕
骨大孔之间有舌下神经管内口 。 颅后窝的前外
侧 ，与外耳道方向一致处有内耳门 internal canal ，
通内耳道 。

2畅 颅底外面观 　 借两条横线可将颅底分为
前 、中 、后三区（图 １唱２４） 。前横线在两侧下颌窝的
前缘 ，后横线在两侧乳突的前缘 。

（１）前区
１）骨腭位于最前部 ，当颅底朝上时 ，此骨高

出于其他结构 ，由上颌骨腭突和腭骨水平板构成 。

周缘有牙槽骨及上列牙 ，其前部正中的孔称切牙
孔 ，后部两侧的孔称腭大孔 ，向上通翼腭窝 。

２）骨腭后方的有蝶骨的翼突 ，由内侧板和外
侧板组成 。在翼突根部上方有翼管通翼腭窝 。

３）鼻后孔位于骨腭上 ，以鼻中隔为界 ，左右
各一 。

４）位于颧弓与外侧板之间是颞下窝 ，其向上
通颞窝 ，经眶下裂通眶 ；向内经翼上颌裂通翼
腭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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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２４ 　颅底外面观

　 　 （２） 中间区 ：位于前 、后横线之间 ，正中部分
为枕骨基底部 ，前横线刚好经过卵圆孔或破裂孔 。

后横线则经过茎乳孔 、颈静脉孔的后缘及舌下神
经管外口 。 茎乳孔前有一尖锐的 茎突 styloid
process 。中间区外侧部以蝶骨棘为中心 ，其前有
棘孔 ；后有颈动脉管外口 ，向内延续为颈动脉管
carotid canal ；内侧有经水平位的肌咽管沟 ，向后
可达鼓室 ；外侧为下颌窝 mandibular fossa ，其前
方的突起称关节结节 articular tubercle 。

（３）后区 ：有枕骨大孔 、枕髁 ，外侧为乳突 ，在

后部正中为枕外隆凸 external occipital protuber唱
ance及两侧横向的上项线 。

（三）颅的侧面观

　 　颅的侧面（图 １唱２５）中部有外耳门 ，向内通外耳
道 ，自外耳门向前有一骨梁 ，称颧弓 ，外耳门后方向
下的突起 ，称乳突 mastoid process 。颧弓之上大而
浅的凹陷为颞窝 ，颞窝的周界有清晰的颞线 ，窝内
额骨 、顶骨 、颞骨和蝶骨大翼四骨相交于翼点 pteri唱
on ，此点实际是一个区域 ，常呈 H 形 ，此处骨质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