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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接受科学出版社“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枟系统解剖学枠的编写任务后 ，考虑了如何更好地适应 21世纪医
学人才培养 ，编出适用性强 、有特色的教材 。
教材内容强调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体现思想性 、科学性 、先进性 、启发性和适用性 。按临床医

学 5年制要求 ，以覆盖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知识点选编内容 。
编写格式与体例有所突破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学习的目的及意义 ，学习解剖与临床的密切关

系 ，在每章或节的开头以常见病为【引子】 ；【学习目标】明确各章或节学生要掌握和了解的基本内容 ，放在章或
节的开头 ；对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内容以【临床联系】放在书中出现处 ，解剖学与临床密切结合 ，以便更好地理
解 、掌握和应用 ；每章或节之后的【相关进展】简要介绍有关的进展 ，以增加新知识 ，启迪创新思维 ，学习兴趣 ；
在每章或节之后附有【复习思考题】 ，方便复习思考 。部分内容根据教学要求 ，用较小字号进行阐述 。解剖学
是形态学科 ，重视了图的表达效果 ，全书以线条图为主 ，附有若干幅精美逼真的铸型标本 。
在枟系统解剖学枠即将出版之际 ，我谨向全体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曾明辉教授承担了书中

插图绘制 ，付出辛勤的劳动 ；兰美兵老师协助主编对部分内容的定稿工作 ；枟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枠编辑部主任
黄美贤编辑 、董宁编辑做了大量技术和编务工作 ，在此以并致以衷心感谢 ！
尽管我们努力了 ，但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解剖学同仁及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为今后修订提供依

据 ，使本教材日臻完善 。

徐达传
２０１２年 ３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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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１畅 掌握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和基本术语 。
２畅 了解系统解剖学在医学中的地位 ；人

体的器官和系统 ；学习系统解剖学的基本观点
和方法 。

一一一一 、系统解剖学在医学规划
教材中的定位

　 　教材建设 ，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与对象 。 按“十
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教材建设的要求 ，临床
医学专业五年制教材 ，定位为“执业医师”应具备的
知识 。列入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校教育阶段与
人人人人体体体体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human anatomy 有关的教材共有 ３部 ，
即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 systematic anatomy 、局局局局部部部部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
regional anatomy 和断断断断层层层层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 sectional anato唱
my 。既然有 ３ 部教材的设置 ，就应有不同的学习
内容和区分 ，当然三者之间也有必要的重叠和联
系 。为了削减冗繁 ，留尽清瘦 ，系统解剖学教材中 ，
要求学习的内容是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形态结

构知识 ，为学习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 ，奠
定必要的大体形态学基础 。

二二二二 、系统解剖学在医学中的地位
系统解剖学 ，是按人体器官功能系统阐述形态结

构的科学 ，是医学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医学
研究的对象是人 ，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有了为治病
救人学习知识的愿望 ，先要学习掌握人体的正常形态
结构 ，为学习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打基础 ，为
进一步学习针对疾病预防 、诊断 、治疗及康复的技能
打基础 ，逐渐成长为医德高尚 、技术精湛 、救死扶伤的
医师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临床医学有高度分工的
趋势 ，在综合型医师的基础上 ，不断衍生分化为专
科型医师 。这些后续的专科化发展内容 ，尚不属执
业医师学校教育阶段的学习内容 ，但目前所学习的
系统解剖学 ，仍是这些后续发展研究的必须基础 。
由于研究角度 、方法和目的的不同 ，结合临床学科

发展需要的成为临临临临床床床床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clinical anatomy ；密切
联系外科手术的成为外外外外科科科科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 surgical anato唱
my ；专门配合显微外科的成为显显显显微微微微外外外外科科科科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mi唱
crosurgical anatomy ；运用 X 线技术研究人体结构
的称为XXXX线解剖学X唱ray anatomy 。

三三三三 、解剖学发展概况
人体解剖学 ，早期仅见于原始人类生活生产中

同疾病作斗争的零星记述 。随着医学的发展 ，解剖
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

国外的人体解剖学有较早记载的是 Hippocrates
（公元前 ４６０ ～ ３７７ 年） ，已在头骨部分有正确的描
述 。中世纪 ，由于受宗教统治影响 ，禁止解剖人体 ，
只能以动物解剖所得结果移用于人体 ，故该阶段的
解剖学记述错误较多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１５ ～ １６
世纪） ，宗教统治被摧毁 ，科学艺术得到蓬勃的发展 ，
出现了 Leonardo da Vinci的人体解剖图谱 ，描绘精
细正确 ，堪称伟大的科学和艺术的时代巨著 。 Vesa唱
lius （１５１４ ～ １５６４年）曾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 ，亲自
从事人的尸体解剖 ，出版了枟人体构造枠这部解剖学
巨著 ，纠正了许多以动物解剖代替人体的错误观点 ，
奠定了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基础 。 Darwin （１８０９ ～
１８８２）的枟物种起源枠提出了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理论 ，
为探索人体形态结构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 。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１９到 ２０世纪 ，通过传教士和
医士带入我国的许多西方解剖学译著 ，为我国现代
解剖学的形成和发展 ，起到过良好的促进作用 。

“温故而知新” 。我国早在公元前 ５００年的枟黄
帝内经枠中就有人体解剖学的相关记载 ：“若夫八尺
之士 ，皮肉在此 ，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 ，其死可解剖
而视之 。其脏之坚脆 ，腑之大小 ，谷之多少 ，脉之长
短 ，血之清浊 … …皆有大数 。”名医华佗 （１４５ ～ ２００
年）的高超医术 ，说明他是熟悉解剖学的外科专家 ；
宋慈所著枟洗冤录枠（约 １２４７ 年） 已绘制了精美的
检骨图像 ；王清任撰著枟医林改错枠的殷实内容 ，是
亲自解剖尸体的观察结果 。近百余年来 ，随着西方
医学传入我国 ，介绍了大量国外的解剖学成就 ，对
我国人体解剖学向现代化发展 ，起到过很好的作
用 。在发展现代解剖学工作中 ，我国有一批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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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作出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 ，如 ：马文昭
（１８８６ ～ １９６５ 年）的枟磷脂类对组织的作用枠 ，张鋆
（１８９０ ～ １９７７ 年）创办了枟解剖学报枠和枟解剖学通
报枠 ，臧玉淦 （１９０１ ～ １９６４年）在神经解剖学上有杰
出的成就 。在现阶段 ，我国解剖学界在 ：古人类学 、
医学人类学 、胚胎生物学 、组织化学 、免疫组织化
学 、分子细胞学 、神经生物学 、中国人体质调查 、临
床解剖学 、显微外科解剖学 、组织工程学 、解剖生物
力学 、影像解剖学 、运动解剖学 、数字人和数字解剖
学等领域 ，均取得新的建树 。

四四四四 、人体的器官系统和分部
人体由许多器官构成 。这些器官按其功能的特

点 ，分别组合为不同的系统 。组成人体的系统有 ：运
动系统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 、脉
管系统 、感觉器官 、感觉器系统 、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
统 。上述的消化 、呼吸 、泌尿 、生殖系统又可综合称为
内脏学 。各个系统及组成系统的各个器官 ，有其特定
的功能 ，但他们之间 ，在神经系统和体液的调节下 ，相
互联系 ，密切配合 ，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人体 。系统
解剖学将按人体各个系统阐述其形态结构 。

局部解剖学是按照人体的局部 ，可分为 ：头部 、
颈部 、胸部 、腹部 、盆部与会阴 、上肢 、下肢和脊柱
区 。阐述各个局部器官的形态结构 ，但其侧重点是
研究不同层次间的相互位置 、毗邻和联属等关系 ，
更接近外科手术有关的基础知识 。

五五五五 、人体解剖学标准姿势和基本术语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正确描述人体器官的形
态结构 ，有科学性很强的统一标准和术语 。首先要
求掌握的有 ：解剖学姿势 、方位术语 、轴和面的概念 。

（一） 解剖学姿势
描述人体任何结构时 ，都应以标准的姿势为依

据 ，称之为解解解解剖剖剖剖学学学学姿姿姿姿势势势势 。解剖学姿势以“立正”姿势
为基础 ，在手和足两处有所修正 ，即手掌向前和两
足并立 、足尖朝前 。即使被观察的标本 、模型 、尸体
是仰卧位 、俯卧位 、横位或倒置 ，或者只是标本的一
部分 ，都应依照标准姿势进行描述（绪图 １） 。

（二） 人体的轴和面
1畅 轴 　是叙述关节运动时常用的术语 ，可在解

剖学姿势条件下 ，作出相互垂直的 ３个轴（绪图 ２） 。
垂垂垂垂直直直直轴轴轴轴 ：为上下方向并与地平面垂直的轴 。
矢矢矢矢状状状状轴轴轴轴 ：为前后方向并与地平面平行的轴 。
冠冠冠冠状状状状轴轴轴轴 ：或称额额额额状状状状轴轴轴轴 ，为左右方向与地平面平

行的轴 。
2畅 面 　 人体或其任何一个局部 ，均可在解剖

学姿势条件下 ，作互相垂直的 ３个切面 。
矢矢矢矢状状状状面面面面 ：为按前后方向将人体纵行切开的剖

面 。通过人体正中的矢状面称为正正正正中中中中矢矢矢矢状状状状面面面面 ，将人
体分为左右相等的两半 。

绪图 １ 　解剖学姿势及人体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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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冠冠冠状状状状面面面面 ：或称额额额额状状状状面面面面 ，为按左右方向将人体纵
行切开的剖面 。这种切面是将人体分为前后两部 。

水水水水平平平平面面面面 ：或称横横横横切切切切面面面面 ，为按水平方向将人体横
行切开的剖面 。

在描述器官的切面时 ，则以器官的长轴为准 ，
与其长轴平行的切面称纵纵纵纵切切切切面面面面 ，与长轴垂直的切面
称横横横横切切切切面面面面 。

绪图 ２ 　人体的轴和面示意图

（三） 方位术语

以解剖学姿势为标准 ，规定了标准的方位术
语 ，用以描述人体结构的相互关系 。这些名词通常
都是相应成对的术语 。常用的有 ：

上上上上superior 和下下下下 inferior 是描述部位高低的术
语 。按照解剖学姿势 ，头在上足在下 ，故头侧为上 ，
远离头侧的为下 。如眼位于鼻的上方 ，而口则位于
鼻的下方 。

前前前前anterior （或腹腹腹腹侧侧侧侧ventral）和后后后后posterior （或
背背背背侧侧侧侧dorsal） 。 凡距身体腹侧面近者为前 ，距背侧
面近者为后 。

内内内内侧侧侧侧medial和外外外外侧侧侧侧 lateral 是描述各部位与正
中面相对距离的位置关系术语 ，如眼位于鼻的外
侧 ，而在耳的内侧 。

内内内内internal和外外外外external是描述空腔器官相互
位置关系的术语 。 近内腔者为内 ，远离内腔者为
外 。内 、外与内侧 、外侧两者是有区别的 ，初学者一
定要加以注意 。

浅浅浅浅superficial和深深深深profundus 是描述与皮肤表面
相对距离关系的术语 ，距皮肤近者为浅 ，远者为深 。

　 　另外 ，在四肢 ，上又称为近近近近侧侧侧侧proximal ，指距肢体
的根部较近 ；下称为远远远远侧侧侧侧distal ，指距肢体的根部较
远 。由于前臂内侧有尺骨 、外侧有桡骨 ，小腿内侧有
胫骨 、外侧有腓骨 ；故上肢的内侧与尺尺尺尺侧侧侧侧ulnar 相当 ，
外侧与桡桡桡桡侧侧侧侧 radial 相当 ；下肢的内侧与胫胫胫胫侧侧侧侧 tibial 相
当 ，外侧与腓腓腓腓侧侧侧侧fibular相当 。还有左左左左left和右右右右right 。
六六六六 、人体器官的变异 、异常与畸形
根据中国人体质调查资料 ，通常把统计学上占

优势的结构 ，称之为正正正正常常常常normal 。有些人某些器官
的形态 、构造 、位置及大小可能与正常形态不完全
相同 ，但与正常值比较接近 ，相差并不显著 ，又不影
响其正常生理功能者 ，称之为变变变变异异异异 variation 。 若超
出一般变异范围 ，统计学上出现率极低甚至影响其
正常生理功能者 ，则称之为异异异异常常常常 abnormal 或畸畸畸畸形形形形
malformation 。

七七七七 、解剖学的学习方法
学习科学技术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 ，也必

须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 。 这里介绍的是一些学习
人体解剖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

学习解剖学的主要的观点是 ：①进化发展的观
点 ；② 形态与功能相互联系的观点 ；③ 局部与整体
统一的观点 ；④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 。人类是亿万
年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 ，人类的形态结构形成后 ，
仍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也深刻
地影响人体形态的发展和变化 。人为万物之灵 ，人
体精巧的结构与其灵巧的功能相一致 。 人体虽由
不同器官和系统组成的 ，但在神经系统和体液的调
节下 ，互相协调 ，互相联系 。 人体解剖学是形态科
学 ，百闻不如一见 ，学习时要特别重视实物标本 、模
型 、图表 、电化教具和联系活体等实践性手段以加
深印象 。

学习解剖学的方法中 ，需要记忆的名词很多 ，
也是学习形态科学的重要特点 。 其实解剖学命名
有很强的科学规律性 ，通常是由名词与形状 、大小 、
作用 、方位等形容词组合而成的 。 如果不求甚解 、
囫囵吞枣 ，死背一长串枯燥乏味的名词 ，容易混淆 ，
难于记忆 ；只有顾名思义 ，理解体会 ，每个名词都有
生动鲜明的个性 ，还可以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便于
牢固记忆 。因此 ，在理解基础上加强记忆是学好解
剖学重要方法之一 。

（徐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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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运 动 系 统

　 　运运运运动动动动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包括骨 、骨连结和骨骼肌 ３部分 ，约占
成人体重的 ７０ ％ ，具有运动 、保护 、支持等作用 。骨借
骨连结形成骨骼 ，构成人体支架 ，可支持体重 ，保护内
脏 ，并赋予人体基本形态 。如颅可保护脑 ，胸廓可保

护心 、肺 ，骨盆保护膀胱 、子宫等器官 。骨骼肌附着于
骨面 ，在运动过程中 ，骨骼肌是运动的动力器官 ，在神
经系统的支配下 ，牵引骨骼产生运动 。所以 ，骨骼肌是
运动的主动部分 ，而骨和骨连结是运动的被动部分 。

【引子】

患者 ，男性 ，７０岁 ，在家中滑倒 ，右手先着
地 ，致右腕关节上方有明显肿胀 、疼痛 ，桡骨下
端压痛明显 ，有纵向叩击痛 ，手指做握拳动作
时疼痛加重 ，腕关节功能丧失 ，手部侧面可见
“餐叉”样畸形 ，X 线片显示桡骨下端有移位 ，
诊断结果 ：桡骨下端骨折 。

【学习目标】

一 、掌握
１畅 骨的形态 、分类和构造 。
２畅 椎骨的一般形态 、各部椎骨的特征性结构 。
３畅 骶骨 、肋骨 、胸骨的结构 。
４畅 脑颅骨与面颅骨的组成 ，各颅骨分部

与结构 。
５畅 颅底内面 、外面 ，颅的侧面 、正面观 ，

眶 、鼻腔结构及鼻旁窦 。
６畅 肩胛骨 、肱骨 、桡骨 、尺骨的形态与结构 。
７畅 髋骨 、股骨 、胫骨的形态与结构 。
８畅 重要的骨性标志及意义 。
二 、了解
１畅 骨的化学成分及物理特性 。
２畅 骨的发生与发育 。
３畅 脊柱的形态和生理弯曲 。
４畅 锁骨 、腕骨 、掌骨 、指骨的形态与结构 。
５畅 髌骨 、跗骨 、跖骨 、趾骨的形态与结构 。

第一节 　概 　 　述

骨骨骨骨bone主要由骨组织构成 ，有较丰富的血管 、
淋巴管及神经分布 ，每块骨是一个活的器官 。 在活
体 ，骨也有自身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过程 ，并有
修复和再生的能力 。

一一一一 、骨 的 分 类
成人有 ２０６块骨（图 １唱１） 。骨按部位可分为颅

骨 、躯干骨和附肢骨 ，前两者统称为中轴骨 。 按形
态 ，骨可分 ４类（图 １唱２） 。

1畅 长骨 long bone 　 分布于四肢 ，呈长管状 ，
分一体两端 。 中部为体体体体 ，又称骨骨骨骨干干干干 diaphysis ，其内
有髓髓髓髓腔腔腔腔 medullary cavity ，髓腔容纳骨髓 。 体的表
面有斜向穿入骨内的孔 ，称滋滋滋滋养养养养孔孔孔孔 ，是血管出入
的通道 。 两端膨大称为骺骺骺骺 epiphysis ，表面有光滑
的关关关关节节节节面面面面articular surface ，被关节软骨覆盖 。 骨干
与骺相邻的部分称干干干干骺骺骺骺端端端端metaphysic ，其内部在幼
年时有一片软骨 ，称骺骺骺骺软软软软骨骨骨骨 epiphysial cartilage 。
成年后 ，骺软骨骨化形成骺线 ，使骨干与骺融合
为一体 。

2畅 短骨 short bone 　为立方体形 ，成群分布于
承受压力较大而运动较复杂的部位 ，如腕部的腕骨
和踝部的跗骨 。

3畅 扁骨 flat bone 　呈板状 ，如颅盖骨 、胸骨和肋
骨 ，主要参与构成颅腔 、胸腔和盆腔等 ，以保护腔内
器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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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 　全身骨骼

图 １唱２ 　骨的分类

　 　 4畅 不规则骨 irregular bone 　 除长骨 、短骨和
扁骨外 ，其余形状不规则的骨 ，如椎骨 。 有些不规
则骨内有含气的空腔 ，称含含含含气气气气骨骨骨骨 pneumatic bone ，
如上颌骨 、蝶骨等 。

此外 ，在某些肌腱内的颗粒状骨 ，称籽籽籽籽骨骨骨骨 sesa唱
moid bone ，体积小 ，在运动中可减少摩擦和改变肌
牵引方向的作用 。每人都有的籽骨是髌骨 。

二二二二 、骨的构造与功能
骨由骨质 、骨膜 、骨髓和神经 、血管等构成

（图 １唱３） 。
1畅 骨质 sclerotin 　 由骨组织构成 ，分骨骨骨骨密密密密质质质质

compact bone和骨骨骨骨松松松松质质质质 spongy bone 。 前者致密 、
耐压 ，分布于骨的表面 ；后者呈海绵状 ，由骨骨骨骨小小小小梁梁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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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abeculae相互交织而成 ，配布于骨内部 。 骨小梁
的排列方向与骨所承受的压力和张力一致 ，能承受
较大的重量 。

2畅 骨膜 periosteum 　除关节面外 ，骨的表面都
覆有骨膜 。骨膜以纤维结缔组织为主构成 ，内含丰
富的神经和血管 ，对骨有营养 、生长 、再生 、感觉等
重要作用 。骨膜分为内外两层 ，外层致密 ，以胶原
纤维束为主 ，固着于骨面 ；内层疏松 ，内含成骨细胞
和破骨细胞 ，前者能产生新的骨质 ，而后者能破坏
骨质 ，在幼年期非常活跃 ，参与骨的生长 。 发生骨
损伤时 ，骨膜还参与骨的修复愈合 。因此在修复骨
损伤时 ，应注意保护骨膜 ，避免出现骨坏死 。 衬覆
于骨髓腔内面和松质间隙内的骨骨骨骨内内内内膜膜膜膜 endosteum ，
是菲薄的结缔组织膜 ，也含有成骨细胞和破骨细
胞 ，具有造骨和破骨的功能 。

图 １唱３ 　长骨的构造

3畅 骨髓 bone marrow 　 充填骨髓腔和骨松质
间隙内 。在胎儿和幼儿期 ，全部骨髓呈红色 ，称红红红红
骨髓red bone marrow ，有造血功能 ，能产生红细胞
和某些白细胞 。约在 ５岁以后 ，长骨骨髓腔内的红
骨髓逐渐转化为脂肪组织 ，呈黄色 ，称黄黄黄黄骨骨骨骨髓髓髓髓
yellow bone marrow ，失去造血功能 。 但在长骨的
骺端 、短骨 、扁骨和不规则骨的骨松质内 ，终生都有
红骨髓存在 。

4畅 骨的血管 、淋巴管和神经 　
血血血血管管管管 ：长骨的动脉包括滋养动脉 、干骺端动脉 、

骺动脉与骨膜动脉 。滋养动脉是长骨的主要血供来
源 ，有 １ ～ ２支 ，经骨干的滋养孔进入骨髓腔 ，分为升
支和降支达到骨的两端 ，沿途发出分支 ，分布于骨密
质的内层 、骨髓和干骺端 ，并与干骺端动脉及骺动脉
的分支吻合 。干骺端动脉和骺动脉均发自邻近血
管 ，分别从骺软骨的近侧和远侧穿入骨质 。上述各
动脉均有静脉伴行 ，汇入该骨附近的静脉 。

短骨 、扁骨和不规则骨的动脉均来自骨膜动脉
或滋养动脉 。

淋淋淋淋巴巴巴巴管管管管 ：骨膜内有丰富的淋巴管 ，但骨是否存
在淋巴管 ，尚有争议 。

神神神神经经经经 ：骨的神经伴滋养血管进入骨内 ，其中内
脏运动纤维分布到血管壁 ；躯体感觉纤维则分布于
骨膜 、骨内膜 、骨小梁及关节软骨深面 。 骨膜的神
经丰富 ，并对张力或撕扯的刺激较为敏感 ，故骨脓
肿和骨折常引起剧痛 。

【临床联系】

因骨膜对骨有营养 、再生 、感觉等功能 ，临
床骨折手术时 ，应尽可能保持骨膜的完整 ，以
利于骨折的愈合 。骨膜血供丰富 ，临床上常设
计切取带血管的骨膜瓣移植 ，修复骨折所致的
骨不连 ，促进骨折愈合 。

三三三三 、骨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
骨质主要由有机质和无机质组成 ，有机质主要

是骨胶原纤维束和黏多糖蛋白等 ，做成骨的支架 ，
赋予骨的弹性和韧性 ；而无机质主要是以碱性磷酸
钙为主的钙盐类 ，使骨挺硬坚实 。这两种成分的比
例 ，有明显的年龄差异 。幼儿的骨有机质和无机质
约各占一半 ，故弹性较大 ，硬度较小 、较柔软 ，但易
变形 ，在外力作用下不易骨折或折而不断 ，出现青
枝状骨折 ；成年人的骨有机质和无机质的比例约为
３ ∶ ７ ，具有很大的硬度和一定的弹性 ，较坚韧 。 老
年人的骨 ，无机质所占比例更大 ，故脆性较大而易
发生骨折 。

四四四四 、骨的发生和发育
骨发生于中胚层的间充质 ，可分为膜化骨与软骨化骨 。

有的骨由膜化骨与软骨化骨两部分组成 ，则称复合骨 。
1畅 膜化骨 　在将来成骨处的间充质膜内有些细胞

分化为成骨细胞 ，成骨细胞产生骨纤维和基质 ，基质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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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出现钙沉积 ，构成骨质 。以骨化中心向外做放射状增
生 ，形成海绵状骨质 。新生骨质周围的间充质膜即成为
骨膜 。膜下的成骨细胞不断产生骨质 ，使骨加厚 ；骨化点
边缘不断产生骨质 ，使骨加宽 。同时 ，破骨细胞将已形成
的骨质破坏吸收 ，成骨细胞再将其改造和重建 ，最终使骨
的外形和内部结构以达到成体时的形态 。

2畅 软骨化骨 　 间充质内先形成初具骨体形状的软
骨雏形 ，软骨外周的间充质形成软骨膜 ，膜下的一些细胞
分化为成骨细胞 。在软骨体中份的周围产生的骨质 ，称
骨骨骨骨领领领领 ，其周围的软骨膜发育成为骨膜 。 在骨领不断生成
的同时 ，有血管侵入软骨体 ，间充质也随之而入 ，形成红
骨髓 。红骨髓的间充质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与破骨细
胞 ，开始造骨 。中心被破骨细胞吸收而形成骨髓腔 。 外
周的骨膜不断造骨 ，使骨加粗 ，骨髓腔内不断破骨 、吸收
和重建 ，使骨髓腔不断加大 。 骺软骨也不断增长 、骨化 ，
使骨长长 。 发育到一定年龄 ，骺软骨停止增长 ，也被骨
化 ，而形成界于骨干与骺之间的骺骺骺骺线线线线epiphysial line 。 形
成关节面的软骨 ，保留为关节软骨 ，终生不骨化 。

第二节 　中 　轴 　骨

中轴骨包括躯干骨和颅 。

一一一一 、躯 　干 　骨
躯干骨位于人体躯干部 ，共 ５１ 块 ，包括 ２４ 块

椎骨 、１２对肋 ，１块胸骨 ，１块骶骨和 １块尾骨 。

（一） 椎骨
1畅 椎骨的一般形态（图 １唱４ ，图 １唱５） 　 椎椎椎椎骨骨骨骨由

前方的椎体和后方的椎弓组成 。 椎椎椎椎体体体体 vertebral
body 呈短圆柱形 ，不同部位的椎体形态稍有差别 。
椎体表面的骨密质较薄 ，内部充满骨松质 ，椎体的
上下两面粗糙 ，借椎间盘与邻近椎骨相接 。 椎椎椎椎弓弓弓弓
vertebral arch位于椎体后方 ，是一片呈弓形的骨
板 。椎弓与椎体共同围成椎椎椎椎孔孔孔孔 vertebral foramen ，
各椎骨的椎孔连接起来 ，构成椎椎椎椎管管管管 vertebral canal ，
容纳脊髓 。椎弓与椎体连接的部分较窄 ，称椎椎椎椎弓弓弓弓根根根根
pedicle of vertebral arch 。其上 、下缘各有一凹陷 ，
分别称椎椎椎椎上上上上切切切切迹迹迹迹和椎椎椎椎下下下下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相邻椎骨的上 、下切
迹 ，共同围成椎椎椎椎间间间间孔孔孔孔 intervertebral foramina ，是脊
神经和血管通过的部位 。 两侧的椎弓根向后内侧
延续为较宽的骨板 ，称椎椎椎椎弓弓弓弓板板板板 lamina of vertebral
arch在正中线会合 。 由椎弓板上发出 ７ 个突起 ：
① 棘棘棘棘突spinous process １ 个 ，向后下方伸出 ，大部
分椎骨的棘突尖端可以在体表摸到 ，是重要的骨性
标志 ；② 横横横横突突突突 transverse process １ 对 ，向两侧伸出 。
棘突和横突都是肌和韧带的附着处 ；③ 关关关关节突ar唱
ticular process ２ 对 ，包括上上上上关关关关节节节节突突突突和下下下下关关关关节节节节突突突突各 １
对 ，位于椎弓根与椎弓板结合处 ，分别向上 、下方
突起 ，相邻椎骨的上 、下关节突构成关节突关节 。

2畅 各部椎骨的主要特征 　
（１） 颈颈颈颈椎椎椎椎 cervical vertebrae（图 １唱５） ：椎体较

小 ，横断面呈椭圆形 ，椎孔较大 ，呈三角形 。 上 、下
关节突的关节面几呈水平位 。横突有孔 ，称横横横横突突突突孔孔孔孔
t ransverse foramen ，是血管通过的部位 ；棘突较
短 ，第 ２ ～ ６颈椎的棘突末端分叉 。第 ３ ～ ７ 颈椎体
上面侧缘向上突起形成椎椎椎椎体体体体钩钩钩钩 。

图 １唱４ 　胸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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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５ 　颈椎（上面观）

　 　如果椎体钩与上位椎体下缘相接 ，可构成钩钩钩钩椎椎椎椎
关节 ，又称LLLLuuuusssscccchhhhkkkkaaaa关节 。

【临床联系】

如果椎体钩增生肥大 ，可使椎间孔狭窄 ，压
迫脊神经 ，产生疼痛等颈椎病症状 。第 ６ 颈椎
横突末端前部较粗大 ，称颈颈颈颈动动动动脉脉脉脉结结结结节节节节 ，有颈总动
脉行经其前方 。当头部大出血时 ，可将颈总动
脉压迫于此结节 ，进行止血 。

　 　第 １颈椎又名寰寰寰寰椎椎椎椎atlas（图 １唱６） ，呈环形 ，有横
突孔 ，但无椎体 、棘突和关节突 。寰椎由前弓 、后弓
及侧块组成 。前弓较短 ，微向前突 ，后面正中有小
关节面称齿齿齿齿突突突突凹凹凹凹 ，与枢椎的齿突相关节 。 后弓较
长 ，其上面有横行的椎椎椎椎动动动动脉脉脉脉沟沟沟沟 ，有同名动脉通过 。
侧块连接前后两弓 ，位于两侧 ，其上面有椭圆形且
稍凹的关节面 ，与枕髁相关节 ；其下面有圆形且较
平的关节面与枢椎相关节 。

图 １唱６ 　寰椎

　 　第 ２颈椎又名枢枢枢枢椎椎椎椎 axis（图 １唱７） ，在椎体上部
向上伸出指状突起 ，称齿齿齿齿突突突突 ，与寰椎的齿突凹构成
关节 。齿突原是寰椎的椎体 ，在发育过程中脱离寰
椎后与枢椎体融合而形成 。

图 １唱７ 　枢椎（上面观）

　 　第 ７颈椎又名隆隆隆隆椎椎椎椎prominent vertebra（图 １唱８） ，
有横突孔 ，但棘突很长 ，末端不分叉 ，类似于胸
椎 ，低头时于项部易触及 ，是计数椎骨序数的
标志 。

图 １唱８ 　隆椎（上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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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胸胸胸胸椎椎椎椎 thoracic ver tebrae（图 １唱４） ：椎体横断
面呈心形 。在椎体侧面后份 ，接近椎体上缘和下缘
处 ，各有一半圆形关节面 ，称肋肋肋肋凹凹凹凹 ，与肋头相关节 。
横突末端前面 ，有明显的凹陷称横横横横突突突突肋肋肋肋凹凹凹凹 ，与肋结
节相关节 。第 １ 胸椎与第 ９ 以下各胸椎的肋凹不
典型 ，第 １１ 、１２胸椎无明显的横突肋凹 。 关节突关
节的关节面几乎呈冠状位 。棘突较细长 ，向后下方
倾斜 ，呈叠瓦状排列 。

（３） 腰腰腰腰椎椎椎椎 lumbar vertebrae（图 １唱９） ，椎体粗
大 ，横断面略呈肾形 。 椎孔呈三角形 。 上 、下关节
突粗大 ，关节面几乎呈矢状位 。棘突呈板状 ，宽短 ，
几乎水平地伸向后方 ，因而 ，各棘突之间的间隙较
宽 ，临床上可利用此间隙行腰椎穿刺术 。

（４）骶骶骶骶骨骨骨骨sacrum ，sacral bone（图 １唱１０ ，图 １唱１１） ：
幼年时为 ５ 块分离的骶椎 ，成年后愈合形成骶骨 。

其外形呈三角形 ，底向上 ，尖向下 。前面凹陷 ，又称
盆盆盆盆面面面面 ，其上缘中份向前突出 ，称岬岬岬岬promontory ，是骨
盆入口的重要标志 。盆面中部的 ４条横行排列的横
线 ，是 ５块骶椎愈合留下的痕迹 。横线两侧排列有 ４
对骶骶骶骶前前前前孔孔孔孔 。骶骨后面粗糙隆突 ，正中线上有一条隆
起的骨嵴 ，称骶骶骶骶正正正正中中中中嵴嵴嵴嵴 ，是骶椎棘愈合形成 。骶正中
嵴外侧可见 ４对骶骶骶骶后后后后孔孔孔孔 ，骶前 、后孔均与骶管相通 ，
有血管与神经通过 。骶后孔内 、外侧分别有骶骶骶骶中中中中间间间间
嵴和骶骶骶骶外外外外侧侧侧侧嵴嵴嵴嵴 ，分别是关节突和横突愈合形成 。椎
管由骶椎椎孔连接形成 ，上端与椎管相续 ，下端于骶
骨背面下部形成骶骶骶骶管管管管裂裂裂裂孔孔孔孔sacral hiatus ，裂孔两侧有
向下突出的骶骶骶骶角角角角 sacral cornu ，是骶管麻醉时确定骶
管裂孔的标志 。骶骨的侧面上宽下窄 ，上份有粗糙
的耳形的关节面称耳耳耳耳状状状状面面面面 ，与髋骨的耳状面相关节 。
耳状面后方的骨面凹凸不平 ，称骶骶骶骶粗粗粗粗隆隆隆隆 。

图 １唱９ 　腰椎

图 １唱１０ 　骶骨（后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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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１ 　骶骨（前面观）

　 　 （５） 尾尾尾尾骨骨骨骨coccyx ：由 ３ ～ ４块退化的尾椎融合而
成 。上与骶骨相接 ，下端游离为尾骨尖 。

（二） 胸骨
胸骨 sternum（图 １唱１２）位于胸前壁正中 ，为扁

骨 ，前面稍隆起 ，后面微凹 ，自上而下可以分为胸胸胸胸骨骨骨骨
柄manubrium sterni 、胸胸胸胸骨骨骨骨体体体体body of sternum 和剑剑剑剑
突xiphoid process ３ 部分 。 胸骨柄位于胸骨最上
方 ，上宽下窄 ，最上部正中凹陷 ，称颈颈颈颈静静静静脉脉脉脉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jug唱
ular foramen ，两侧为锁锁锁锁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与锁骨的胸骨端相关
节 。锁切迹两侧为第 １肋切迹 ，是与第 １肋相接的

图 １唱１２ 　胸骨（前面观）

部位 。 胸骨柄与胸骨体相接处为胸胸胸胸骨骨骨骨角角角角 sternal
angle ，可在体表扪及的横行隆起 ，其平对第 ２ 肋 ，
是临床计数肋骨序数的重要标志 。胸骨体为长方
形骨板 ，两侧有对称排列的第 ３ ～ ７ 肋肋肋肋切迹 。

（三） 肋
肋 ribs（图 １唱１３）包含位于后部的肋肋肋肋骨骨骨骨与前部

的肋肋肋肋软软软软骨骨骨骨costal car tilage两部分 ，共 １２对 。肋骨的
后端与胸椎构成关节 ，而不同序数肋的前端各有不
同 ，其中第 １ ～ ７ 肋与胸骨直接相接 ，称真真真真肋肋肋肋 ；第
８ ～ １２肋不直接与胸骨相接 ，称假假假假肋肋肋肋 ，其中第 ８ ～ １０
肋的肋软骨前端与上位肋软骨相连 ，形成肋肋肋肋弓弓弓弓cos唱
tal arch ，肋弓在体表可以扪到 ；第 １１ 、１２ 肋的前端
游离于腹壁肌层中 ，称浮浮浮浮肋肋肋肋 。

1畅 肋骨 costal bone 　属扁骨 ，呈长条形 ，可分为
体和前 、后两端 。肋骨前端较宽大 ，接肋软骨 。后端
稍膨大 ，称肋肋肋肋头头头头costal head ，有关节面与胸椎的肋凹相
关节 。肋头外侧部稍稍细 ，称肋肋肋肋颈颈颈颈costal neck 。颈的
外侧部有向后方的隆起 ，称肋肋肋肋结结结结节节节节costal tubercle ，其上
的关节面与相应胸椎的横突肋凹构成关节 。肋肋肋肋体体体体
shaft of rib扁长 ，分为内 、外两面和上 、下两缘 。内面
接近下缘处有肋肋肋肋沟沟沟沟costal groove ，是肋间神经 、血管经
过的部位 。肋体的后份曲度较大 ，称肋肋肋肋角角角角costal angle 。

第第第第 １肋骨 ：分为上 、下面和内 、外缘 ，没有肋角
和肋沟 。在内缘的前份有小的隆起 ，称斜斜斜斜角角角角肌肌肌肌结结结结
节 ，为前斜角肌腱附着处 。 结节的前 、后方分别有
一条横行于肋上面的浅沟 ，分别为锁锁锁锁骨骨骨骨下下下下静静静静脉脉脉脉沟沟沟沟和
锁锁锁锁骨骨骨骨下下下下动动动动脉脉脉脉沟沟沟沟 ，有同名血管走过 。 第 ２ 肋骨为第 １
肋骨与典型肋骨的过渡型 。 第 １１ 、１２ 肋骨无肋结
节 、肋颈及肋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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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３ 　肋骨

2畅 肋软骨 　 位于各肋骨的前端 ，由透明软骨
构成 ，终生不骨化 。

二二二二 、颅
颅颅颅颅skull构成头部的骨性基础 ，由 ２３ 块扁骨和

不规则骨构成（中耳内 ３ 对听小骨未计入 ，前庭蜗
器介绍） 。除下颌骨和舌骨外 ，其余各骨均借缝或
软骨连成一体 ，彼此间不能产生运动 。由各颅骨围
成颅腔 、眼眶 、鼻腔 、口腔等 ，分别容纳脑 、视器及呼
吸道和消化道的起始部分 。

颅的后上部各骨围成颅腔 ，容纳脑 ，称脑脑脑脑颅颅颅颅 。

前下部形成面部支架 ，称面面面面颅颅颅颅 。通常以经过眶上缘
和外耳门上缘的连线为分界线 ，线以上为脑颅 ，线
以下为面颅 。

（一） 脑颅骨
脑颅骨共有 ８块 ，包括不成对的额骨 、筛骨 、蝶

骨 、枕骨和成对的颞骨 、顶骨 。它们共同构成颅腔 ，
颅腔内容纳脑 。

1畅 额骨 frontal bone 　 位于颅的前上份 ，分 ３ 部分
（图 １唱１４） ：参与面颅额部的鳞形扁骨为额额额额鳞鳞鳞鳞 ；参与眼眶
上壁的薄骨板为眶眶眶眶部部部部 ；两侧眶部之间 ，呈马蹄铁形的部
分为鼻鼻鼻鼻部部部部 。 两侧眶部之间的缺口称筛切迹 ，容纳筛骨
筛板 。

图 １唱１４ 　额骨（前面观）

2畅 筛骨 ethmoid bone（图 １唱１５） 　 位于颅腔和左右
眼眶之间 ，参与构成鼻中隔 、鼻腔外侧壁 、眼眶内侧壁和
颅腔底壁 。筛骨在冠状切面上呈“巾”字形 ，可分为 ３ 部
分 ：① 筛筛筛筛板板板板 ，分隔颅腔与鼻腔 ，为水平位的薄骨板 ，板上有
许多小孔称筛孔 ，是嗅神经通过的部位 。 筛板前份向上
突出形成鸡鸡鸡鸡冠冠冠冠 。 ②垂垂垂垂直直直直板板板板 ，从筛板中线向下伸出 ，是菲薄
的矢状位骨板 ，参与构成骨性鼻中隔的前上份 。 ③筛筛筛筛骨
迷路 ，位于垂直板两侧 ，由菲薄的骨片围成许多小腔 ，构
成筛筛筛筛窦窦窦窦 。迷路外侧壁薄弱 ，构成眼眶内侧壁 ，称眶眶眶眶板板板板 。迷
路内侧壁上有两个卷曲的骨片 ，称上上上上鼻鼻鼻鼻甲甲甲甲和中中中中鼻鼻鼻鼻甲甲甲甲 。

图 １唱１５ 　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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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畅 蝶骨 sphenoid bone（图 １唱１６） 　 外形与蝴蝶相
似 ，位于颅底中央 ，分为体 、大翼 、小翼和翼突 ４ 部分 。
① 蝶蝶蝶蝶骨骨骨骨体体体体 ：位于蝶骨中部 ，其内面含有蝶窦 ，蝶窦被骨片
分隔为左右不对称的两半 ，分别向前开口于鼻腔 。 蝶骨
体的上面呈马鞍状 ，称蝶蝶蝶蝶鞍鞍鞍鞍 ，中央部位凹陷为垂垂垂垂体体体体窝窝窝窝 。
② 大大大大翼翼翼翼greater wing ：由蝶骨体的两侧发出 ，向外上方伸
展形成 。分为 ３ 个面 ，即向上凹陷的大脑面 、向前内的
眶面和向外下方的颞面 。在大翼根部有 ３ 个孔 ，由前向
后外方依次为圆圆圆圆孔孔孔孔 、卵卵卵卵圆圆圆圆孔孔孔孔和棘棘棘棘孔孔孔孔 ，有重要的神经或血
管通过 。 ③ 小小小小冀冀冀冀 lesser wing ：从体的前上份向两侧发出 ，

为三角形水平板 。小翼上面构成颅前窝底的后部 ，小翼
后缘参与颅前窝的后界 。 小翼与体的交界处有一管
道 ，称视视视视神神神神经经经经管管管管 optic cana ，连通颅内与眼眶 。 小翼与
大翼间的裂隙为眶眶眶眶上上上上裂裂裂裂 superior orbital fissure 。 ④ 翼翼翼翼
突pterygoid process ：是从体与大翼相接处向下伸出两
片骨板 ，向后敞开成为翼翼翼翼突突突突内内内内侧侧侧侧板板板板和翼翼翼翼突突突突外外外外侧侧侧侧板板板板 ，两
板之间的凹陷部位称翼翼翼翼窝窝窝窝 。 翼突根部有一前后方向
的细管 ，称翼翼翼翼管管管管pterygoid canal ，向前通入翼腭窝 。

4畅 颞骨 temporal bone（图 １唱１７） 　 参与构成颅底和
颅腔的侧壁 。形状不规则 。以外耳门为中心分为 ３部分 ：

图 １唱１６ 　蝶骨

图 １唱１７ 　颞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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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鼓鼓鼓鼓部部部部 tympanic part ：为弯曲的骨片 ，从前 、下 、后
三方围绕外耳道 。

（２） 鳞鳞鳞鳞部部部部squamous part ：位于外耳门前上方 ，呈鳞片
状 。内面有脑回的压迹和脑脑脑脑膜膜膜膜中中中中动动动动脉脉脉脉沟沟沟沟 ；外面光滑 ，前上
份有伸向前的颧颧颧颧突突突突zygomatic process ，与颧骨的颞突构成
颧弓 ，颧突根部下面的深窝即下下下下颌颌颌颌窝窝窝窝 ，窝的前缘特别突
起 ，称关关关关节节节节结结结结节节节节articular tubercle 。

（３） 岩岩岩岩部部部部petrous part ：呈三棱锥形 。 尖端对向蝶骨
体 。前面朝向颅中窝 ，其中央向上隆突称弓弓弓弓状状状状隆隆隆隆起起起起 ，隆起
与颞鳞之间较薄的部分 ，称鼓鼓鼓鼓室室室室盖盖盖盖 ，前面近尖端处有稍凹
陷的三三三三叉叉叉叉神神神神经经经经压压压压迹迹迹迹 。 岩部后面中央部有一较大的孔 ，即
内内内内耳耳耳耳门门门门internal acoustic pore ，通入内耳道 。 下面凹凸不
平 ，中央有颈颈颈颈动动动动脉脉脉脉管管管管外外外外口口口口 ，向前内通入颈颈颈颈动动动动脉脉脉脉管管管管carotid

canal ，开口于岩部尖端处的颈动脉管内口 。外口后方的
深窝是颈颈颈颈静静静静脉脉脉脉窝窝窝窝 。 外口后外侧的细长骨突 ，为茎茎茎茎突突突突 sty唱
loid process 。岩部后份 ，外耳门后方有肥厚的突起 ，称
乳乳乳乳突突突突mastoid process ，其内有许多腔隙称乳突小房 。 茎
突根部与乳突之间的孔为茎茎茎茎乳乳乳乳孔孔孔孔 stylomastoid foramen 。

5畅 枕骨 occipital bone（图 １唱１８） 　位于颅的后下部 ，
属扁骨 。枕骨前下份有明显的大孔 ，称枕枕枕枕骨骨骨骨大大大大孔孔孔孔 foramen
magnum ，是颅腔与椎管相连的通道 。枕骨大孔前方的骨
质称基基基基底底底底部部部部 ，后方的大片骨质称枕枕枕枕鳞鳞鳞鳞 ，两侧为侧部 。 侧部
的下方有椭圆形关节面 ，称枕枕枕枕髁髁髁髁 ，与寰椎的上关节面构成
关节 。

6畅 顶骨 parietal bone 　 为四边形扁骨 ，位颅顶的中
部 ，左右各一 ，外面隆突 ，最突出部位称顶顶顶顶结结结结节节节节 。

图 １唱１８ 　枕骨

（二） 面颅骨
面颅有 １５块骨 。包括成对的上颌骨 、腭骨 、颧

骨 、鼻骨 、泪骨及下鼻甲和不成对的犁骨 、下颌骨和
舌骨 ，分别围成眶 、骨性鼻腔和口腔等面部结构 。

1畅 下颌骨 mandible（图 １唱１９） 　 呈马蹄形 ，分
为前下份的下下下下颌颌颌颌体体体体和后上份的下下下下颌颌颌颌支支支支 ramus of
mandible ，两者相交以下颌骨后下方的下颌角为
界 。下下下下颌颌颌颌角角角角angle of mandible外面粗糙 ，称咬咬咬咬肌肌肌肌粗粗粗粗
隆 ，是咬肌附着的部位 ，相对的内面称翼翼翼翼肌肌肌肌粗粗粗粗隆隆隆隆 ，是
翼内肌附着的部位 。 下下下下颌颌颌颌体体体体为弓形 ，有上 、下两缘
和内 、外两面 。下颌体下缘称下颌底 ，上缘构成牙
槽弓 ，有容纳下颌牙的牙槽 。体前面的正中有凸向
前的颏颏颏颏隆隆隆隆凸凸凸凸 。颏隆凸后方 ，下颌体的内面正中处 ，
有几个小突起 ，称颏颏颏颏棘棘棘棘 。体前外侧面约对第 ２前磨

牙根的下方 ，有颏颏颏颏孔孔孔孔mental foramen 。 下下下下颌颌颌颌支支支支是由
下颌体伸向上后方的方形骨板 ，上端的两个突起 ，
前方的称冠冠冠冠突突突突 ，后方的称髁髁髁髁突突突突 ，两突之间的凹陷称
下下下下颌颌颌颌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髁突的上端膨大为下下下下颌颌颌颌头头头头head of man唱
dible ，与颞骨的下颌窝相关节 。下颌头下方较细处
是下下下下颌颌颌颌颈颈颈颈neck of mandible 。 下颌支内面的中央有
下下下下颌颌颌颌孔孔孔孔mandibular foramen ，穿向下颌骨内 ，称下下下下颌颌颌颌
管 ，与颏孔相通 ，活体有血管和神经走过 。 髁突 、下
颌角和颏隆凸可在体表扪到 。

2畅 舌骨 hyoid bone（图 １唱２０） 　 位于下颌骨的下后
方 ，喉结（甲状软骨）上方 ，呈“U”形 。 其前部称舌舌舌舌骨骨骨骨体体体体 ，
由体向后外伸出的长突为大大大大角角角角 ，向上后伸出短小突起是
小小小小角角角角 。舌骨大角和体在体表扪及 。

3畅 上颌骨 maxilla（图 １唱２１） 　 成对 ，位于颜面部中
央 ，可分为 １体 ４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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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１９ 　下颌骨

图 １唱２０ 　舌骨

　 　 上上上上颌颌颌颌体体体体 ：为上颌骨的主体部分 ，内含上颌窦 ，可分为
前面 、颞下面 、眶面及鼻面 。 前面的上份有眶眶眶眶下下下下孔孔孔孔 ，孔下
方有凹陷的尖尖尖尖牙牙牙牙窝窝窝窝 。颞下面朝向后外侧 。眶面构成眶的
下壁 ，此面有呈矢状位的眶下沟 ，向前下引入眶下管 ，并
与眶下孔相通 。鼻面构成鼻腔外侧壁 ，其前份有纵行的
泪沟 ，而后份有大的上上上上颌颌颌颌窦窦窦窦裂裂裂裂孔孔孔孔 ，通入上颌窦 。

额额额额突突突突 frontal process ：由体的前面向上突出 ，与额骨 、
鼻骨和泪骨相接 。

颧颧颧颧突突突突 ：由体伸向外侧的短突 ，与颧骨相接 。
牙牙牙牙槽槽槽槽突突突突alveolar process ：由体向下伸出的弓形厚突 ，

其下缘有牙槽 ，容纳上颌牙 。
腭腭腭腭突突突突 palatine process ：由体向内侧伸出的水平板状

突 ，于正中线上与对侧的腭突结合 ，组成骨腭的前份 。

4畅 腭骨 palatine bone（图 １唱２２） 　 呈“L”形 ，位于上
颌骨的内侧面 。分为水平板和垂直板两部分 ，左右两块
腭骨的水平板对接 ，组成骨腭的后份 ，向前与上颌骨腭突
相接 ，垂直板构成鼻腔外侧壁的后份 。

图 １唱２１ 　上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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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２２ 　腭骨

　 　 5畅 鼻骨 nasal bone 　 成对的长条形的骨板 ，上窄下
宽 ，构成鼻背的基础 。

6畅 泪骨 lacrimal bone 　 成对的薄而呈方形的小骨
板 ，位于眼眶内侧壁的前部 。

7畅 下鼻甲 inferior nasal concha 　 为薄而卷曲的骨
片 ，附着于上颌体和腭骨垂直板的内面 ，位于鼻腔的外
侧壁 。

8畅 颧骨 zygomatic bone 　 位于眶的外下方 ，面中部
外侧 ，呈菱形 ，构成面颊部的骨性突起 。

9畅 犁骨 vomer 　为斜方形薄骨板 ，构成鼻中隔的后
下部 。

（三） 颅的整体观
除舌骨和下颌骨外 ，颅的各骨都借结缔组织牢固地

结合成一个整体 ，彼此间不能活动 。整颅的形态特征 ，对

临床应用非常重要 。 现从不同角度来观察颅的形态
结构 。

1畅 颅的顶面观 　 呈卵圆形 ，前窄后宽 ，光滑隆
凸 。额骨与两侧顶骨连接处是冠冠冠冠状状状状缝缝缝缝 coronal su唱
ture 。两侧顶骨连接处是矢矢矢矢状状状状缝缝缝缝 sagit tal suture ，两
侧顶骨与枕骨连接处是人人人人字字字字缝缝缝缝 lambdoid suture 。
矢状缝后份两侧常各有一位置不恒定的小孔 ，称顶顶顶顶
孔 ，有血管通过 。 约在顶骨中央的最隆凸处 ，称顶顶顶顶
结节 。

2畅 颅的后面观 　 可见人字缝和枕鳞 。 枕鳞中
央最突出的部分是枕枕枕枕外外外外隆隆隆隆凸凸凸凸external occipital pro唱
tuberance 。由隆凸向两侧 ，有呈弓形的骨嵴称上上上上项项项项
线 ，是项部肌肉附着的部位 。

3畅 颅的内面观（图 １唱２３） 　颅盖内面凹陷 ，内表
面凹凸不平 ，有许多与脑的沟回相对应的压迹与骨
嵴 。沿正中线上有一条浅沟为上上上上矢矢矢矢状状状状窦窦窦窦沟沟沟沟 ，在沟的
两侧有许多颗粒小凹 。颅内面两侧有呈树枝状的
沟 ，是脑膜中动脉及其分支的压迹 。颅底内面高低
不平 ，呈现三级阶梯状的窝 。前部最高 ，后部最低 ，
分别称为颅前 、中 、后窝 。各窝内有很多孔和裂 ，它
们大都与颅底外面相通 ，是血管 、神经等的通道 。

（１） 颅颅颅颅前前前前窝窝窝窝 anterior cranial fossa ：最浅 ，由额
骨眶部 、筛骨筛板和蝶骨小翼对接形成 。 窝底的正
中线上 ，由前至后 ，有额额额额嵴嵴嵴嵴 、盲盲盲盲孔孔孔孔 、鸡鸡鸡鸡冠冠冠冠等 。 筛筛筛筛板板板板上
有筛筛筛筛孔孔孔孔通鼻腔 。

图 １唱２３ 　颅底内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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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颅颅颅颅中中中中窝窝窝窝middle cranial fossa ：较颅前窝深 ，
由蝶骨体 、大翼 、颞骨岩部等构成 。 窝底中央相对
狭窄 ，由蝶骨体构成 ，体上面的窝为垂垂垂垂体体体体窝窝窝窝hypoph唱
ysial fossa ，窝的前外侧有成对的视视视视神神神神经经经经管管管管 ，通入眼
眶 ，两视神经之间有交叉前沟相连 ，交叉前沟与垂
体窝之间的隆起称鞍鞍鞍鞍结结结结节节节节 。视神经管口的外侧有
突向后方的前前前前床床床床突突突突 。垂体窝后方的横行骨隆起称
鞍鞍鞍鞍背背背背 。鞍背的两侧角向上突起称后后后后床床床床突突突突 。 垂体窝
和鞍背等统称为蝶蝶蝶蝶鞍鞍鞍鞍 ，其两侧有浅沟为颈颈颈颈动动动动脉脉脉脉沟沟沟沟 。
沟的前外侧有眶眶眶眶上上上上裂裂裂裂 ，通眼眶 ，后端有破破破破裂裂裂裂孔孔孔孔 fora唱
men lacerum ，通颅底 。 在蝶鞍两侧 ，蝶骨大翼上 ，
由前内向后外方 ，依次排列有 ３ 对孔 ，分别是圆圆圆圆孔孔孔孔
foramen rotundum 、卵卵卵卵圆圆圆圆孔孔孔孔 foramen ovale 和棘棘棘棘孔孔孔孔
foramen spinosum ，其中圆孔向前通翼腭窝 ，卵圆
孔和棘孔通颅底 。 自棘孔起有向后上方行走的脑脑脑脑
膜中动脉沟 。颞骨岩部明显隆起处为弓弓弓弓状状状状隆隆隆隆起起起起 ，其
与颞鳞之间的薄骨板为鼓鼓鼓鼓室室室室盖盖盖盖 ，是中耳鼓室的上
壁 。在岩部尖端有一浅窝 ，称三三三三叉叉叉叉神神神神经经经经压压压压迹迹迹迹 。

【临床联系】

因颅底部 ，特别是颅前窝骨质菲薄 ，在受到
冲击时容易发生骨折 ，而颅前窝下邻眼眶和鼻
腔 ，颅前窝骨折可导致颅内的脑脊液外渗 ，形成
脑脊液鼻漏 ，或因渗入眼眶而造成“熊猫眼” 。

　 　 （３） 颅颅颅颅后后后后窝窝窝窝posterior cranial fossa ：位置最低 ，
主要由枕骨和颞骨岩部后面围成 。 窝的中央为枕枕枕枕
骨大孔 。孔前上方的光滑斜面称斜斜斜斜坡坡坡坡clivus ；大孔
的前外侧有舌舌舌舌下下下下神神神神经经经经管管管管内内内内口口口口 。 孔向后为光滑隆起
的枕内嵴 ，再向后上延续为十字形的隆起 ，称枕枕枕枕内内内内
隆凸 internal occipital protuberance 。 由枕内隆凸
向上的浅沟 ，延伸为上矢状窦沟 ；向两侧续于横横横横窦窦窦窦
沟 ，再继转向前下内改称乙乙乙乙状状状状窦窦窦窦沟沟沟沟 ，其末端与颈颈颈颈静静静静
脉孔相连 。颈静脉孔上方 ，颞骨岩部后面中央有开
口向前内的内内内内耳耳耳耳门门门门 ，为内耳道的开口 。

4畅 颅底外面观 （图 １唱２４） 　 颅底外面高低不
平 ，有许多孔洞与其他部位相通 ，多为血管与神经
经过处 。颅底前部包括牙牙牙牙槽槽槽槽弓弓弓弓和骨骨骨骨腭腭腭腭 ，而后者由上
颌骨腭突与腭骨水平板构成 。正中有腭腭腭腭中中中中缝缝缝缝 ，其前
端有切牙孔 ，通入切切切切牙牙牙牙管管管管 。在骨腭近后缘两侧有腭腭腭腭
大孔 。骨腭以上有后孔 ，被鼻中隔后缘（犁骨）分成
左右两半 。在鼻后孔的两侧壁 ，有向下方垂直的翼翼翼翼
突内侧板和翼翼翼翼突突突突外外外外侧侧侧侧板板板板 。 在翼突外侧板根部后外
方 ，有前方较大的卵卵卵卵圆圆圆圆孔孔孔孔和后方较小的棘棘棘棘孔孔孔孔 。 颅底
后部中央有枕枕枕枕骨骨骨骨大大大大孔孔孔孔 ，孔前方为枕骨基底部 ，它与
蝶骨体直接结合 ；孔的两侧为枕枕枕枕髁髁髁髁 ，是椭圆形关节
面 。髁的前外侧上方有舌舌舌舌下下下下神神神神经经经经管管管管外外外外口口口口 ；枕髁的后
方有不恒定的髁髁髁髁管管管管的开口 。 在枕髁外侧有一不规
则的孔 ，称颈颈颈颈静静静静脉脉脉脉孔孔孔孔 。 其前方有一圆形的孔 ，称颈颈颈颈
动脉管外口 ，向前内侧通颈动脉管 ，终于破裂孔外

图 １唱２４ 　颅底外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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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的颈动脉管内口 。在颈静脉孔的后外侧 ，有一
细长的茎茎茎茎突突突突 ，茎突根部后方有茎茎茎茎乳乳乳乳孔孔孔孔 。在颧弓根部
后方有一窝 ，称下下下下颌颌颌颌窝窝窝窝mandibular fossa ，与下颌头
相关节 。窝的前缘隆起 ，称关关关关节节节节结结结结节节节节 。在枕骨基底
部和颞骨岩部会合处 ，围成不规则的破破破破裂裂裂裂孔孔孔孔 ，生活
时为软骨所封闭 。

5畅 颅的侧面观（图 １唱２５） 　 可见额骨 ，蝶骨 ，
顶骨 ，颞骨及枕骨及颧骨 ，上 、下颌骨等 。 侧面最

突出部位为颧颧颧颧弓弓弓弓 ，同颞骨的颧突与颧骨的颞突对
接形成 。 颧弓后方有外外外外耳耳耳耳门门门门 ，外耳门后方为乳乳乳乳
突 ，是重要的标志 。 颧弓将颅侧面分为上方的颞颞颞颞
窝和下方的颞颞颞颞下下下下窝窝窝窝 infratemporal fossa 。 颞窝内侧
壁的前下部有呈“H”形的骨缝 ，由额骨 、顶骨 、颞
骨 、蝶骨大翼共同构成 ，称翼翼翼翼点点点点pterion 。 翼点处较
薄弱 ，深面有脑膜中动脉前支通过 ，故临床上较
为重要 。

图 １唱２５ 　颅侧面观

　 　颧弓平面以下 、上颌骨体和颧骨后方的不规则
间隙称颞颞颞颞下下下下窝窝窝窝 。 窝内主要有咀嚼肌等 。 窝的前壁
为上颌骨体的颞下面 ，内侧壁为翼突外侧板 ，外侧
壁为下颌支 ，下壁与后壁空缺 。此窝向上借卵圆孔
和棘孔与颅中窝相通 ，向前经眶下裂通眶 ，向内侧
借上颌骨与蝶骨翼突之间的翼翼翼翼上上上上颌颌颌颌裂裂裂裂通翼翼翼翼腭腭腭腭窝窝窝窝 。

翼翼翼翼腭腭腭腭窝窝窝窝pterygopalatine fossa（图 １唱２６） ：为上颌
体 、蝶骨翼突与腭骨之间的狭窄间隙 ，深藏于颞下
窝深面 ，是许多神经血管经过的重要通道 。此窝有
６个不同方向的通道与其他部位相通 ，向外侧借翼
上颌裂通颞下窝 ，向前借眶下裂通眼眶 ，向内侧借
蝶腭孔通鼻腔 ，向后借圆孔通颅中窝 ，借翼管通颅
底外面 ，向下借腭大管 ，继经腭大孔通口腔 。

6畅 颅的前面观（图 １唱２７） 　 此面由额骨和面颅
骨共同构成 ，包括额区 、眶 、骨性鼻腔和骨性口腔等
结构 。

（１） 额额额额区区区区 ：为眶以上的部分 ，由额额额额鳞鳞鳞鳞组成 ，其下
界为眼眶上缘 。 眶上缘向上有与之相平行的弓形

图 １唱２６ 　翼腭窝

隆起 ，称眉眉眉眉弓弓弓弓 ，其深面有额窦 。 左右眉弓之间的平
坦部 ，称眉眉眉眉间间间间 。眉弓与眉间都是重要的体表标志 。

（２） 眶眶眶眶orbit（图 １唱２８） ：四棱锥体形深腔 ，底（眶
口）朝向前外 ，尖朝向后内 。 眶内容纳眼球及附属
结构 。可分上 、下 、内侧 、外侧 ４个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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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２７ 　颅前面观

图 １唱２８ 　眼眶

底底底底 ：即眶口 ，略呈四边形 。眶上缘中 、内 １／３ 交
界处有眶上孔或眶上切迹 。眶下缘中份下方可见
眶下孔 。

尖尖尖尖 ：朝向后内 ，以视神经管与颅中窝相通 。
上上上上壁壁壁壁 ：由额骨眶部与蝶骨小翼构成 ，上邻颅前

窝 。顶的前外侧份有一深窝 ，称泪泪泪泪腺腺腺腺窝窝窝窝 ，容纳泪腺 。
内内内内侧侧侧侧壁壁壁壁 ：最薄 ，由前向后依次为上颌骨额突 、泪

骨 、筛骨眶板和蝶骨体 ，与筛窦和鼻腔相邻 。 其前
下份有一个长圆形窝 ，容纳泪囊 ，称泪泪泪泪囊囊囊囊窝窝窝窝 ，此窝向
下经鼻鼻鼻鼻泪泪泪泪管管管管nasolacrimal canal与鼻腔相通 。

下下下下壁壁壁壁 ：主要由上颌骨构成 ，壁的下方有上颌窦 。
在下壁和外侧壁交界处的后份 ，有眶眶眶眶下下下下裂裂裂裂 inferior
orbital fissure向后通入颞下窝和翼腭窝 ，眶下裂
中份有分叉向前方的眶下沟 ，沟的前端导入眶眶眶眶下下下下
管 ，最终开口于眶眶眶眶下下下下孔孔孔孔infraorbital foramen 。

外外外外侧侧侧侧壁壁壁壁 ：较厚 ，由颧骨和蝶骨构成 。 在外侧壁
与上壁交界处的后份 ，有眶眶眶眶上上上上裂裂裂裂向后通入颅中窝 。

（３） 鼻鼻鼻鼻腔腔腔腔（图 １唱２９） ：分为左右两半 ，以鼻中隔
隔开 ，骨性鼻中隔由位于后下部的犁骨和位于前上
部的筛骨垂直板对接形成 。鼻腔底为骨腭 ，在腭正
中缝前端有切牙管 ，通口腔 。顶壁主要由筛骨筛板
构成 ，有筛孔与颅前窝相通 。 外侧壁结构较复杂 ，
由上而下有 ３ 个骨片向下弯曲 ，依次为上上上上鼻鼻鼻鼻甲甲甲甲 、中中中中
鼻甲和下下下下鼻鼻鼻鼻甲甲甲甲 ；每个鼻甲下方都有相应的空间 ，分
别称上上上上鼻鼻鼻鼻道道道道 superior nasal meatus 、中中中中鼻鼻鼻鼻道道道道 middle
meatus和下下下下鼻鼻鼻鼻道道道道 inferior nasal meatus 。 上鼻甲后
上方与蝶骨之间的小间隙 ，称蝶蝶蝶蝶筛筛筛筛隐隐隐隐窝窝窝窝 。 在中鼻甲
后方有蝶腭孔 ，向外侧通向翼腭窝 。鼻腔前方的开
口称梨梨梨梨状状状状孔孔孔孔 ，通外界 ；后方的开口称鼻鼻鼻鼻后后后后孔孔孔孔 ，通咽 。

图 １唱２９ 　鼻腔外侧壁

（４ ） 鼻鼻鼻鼻旁旁旁旁窦窦窦窦 paranasal sinuses （图 １唱３０ ，图
１唱３１） ：在上颌骨 、额骨 、蝶骨及筛骨内都有含气的
骨腔 ，位于鼻腔周围 ，并开口于鼻腔 ，故称鼻鼻鼻鼻旁旁旁旁窦窦窦窦 。

额额额额窦窦窦窦 frontal sinus ：位于眉弓深面 ，左右各一 ，
窦口向后下 ，开口于中鼻道前部 。

筛筛筛筛窦窦窦窦ethmoidal sinus ：位于筛骨迷路内 ，是所
有筛小房的总称 。根据其所在位置 ，可分为前 、中 、
后 ３群 ，其中前 、中群开口于中鼻道 ，后群开口于上
鼻道 。

蝶蝶蝶蝶窦窦窦窦sphenoidal sinus ：位于蝶骨体内 ，被骨板
分隔成左右不对称的两腔 ，向前开口于蝶筛隐窝 。

上上上上颌颌颌颌窦窦窦窦 maxillary sinus ：最大 ，位于上颌骨体
内 。窦顶为眶的下壁 ；底为上颌骨的牙槽突 ；其前
壁的凹陷处称尖尖尖尖牙牙牙牙窝窝窝窝 ，骨质最薄 ；内侧壁即鼻腔外
侧壁 ，有窦的开口通入中鼻道 。 窦口高于窦底 ，直
立位时不易引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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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３０ 　鼻旁窦开口

　

图 １唱３１ 　颅冠状切（通过筛骨前部）

　 　 （（（（５） 口腔 ：骨性口腔由上颌骨 、腭骨和下颌骨
围成 。 口腔顶壁即骨腭 ，由上颌骨腭突和腭骨水
平板构成 。 前壁与外侧壁由上 、下颌骨的牙槽突
及牙围成 。 口腔向后通咽 。 底缺空 ，由软组织
封闭 。

（四） 新生儿颅的特征

胎儿时期脑颅比面颅大得多 。新生儿面颅是脑颅的
１／８ ，而成人面颅却为脑颅的 １／４ 。其原因是脑及感觉器
官发育早 ，而咀嚼器官和呼吸器官 ，尤其是鼻旁窦和上 、

下颌骨发育较慢 。从颅顶观察时 ，头部呈五角形 。

新生儿颅有许多骨尚未发育完全 ，颅顶各骨之
间的缝尚未形成 ，仍由结缔组织膜连接 ，这些交接
处的间隙 ，称颅颅颅颅卤卤卤卤 ，其中位于两侧顶骨与额骨之间
的颅卤最大 ，呈菱形 ，称前前前前卤卤卤卤（额额额额卤卤卤卤） 。 两侧顶骨与
枕骨的相接处 ，有呈三角形的后后后后卤卤卤卤（枕枕枕枕囱囱囱囱） 。 另外 ，
顶骨前下角与蝶骨大翼相接处有蝶蝶蝶蝶卤卤卤卤 ，顶骨后下角
与枕鳞相接处有乳乳乳乳突突突突卤卤卤卤 。前卤在生后 １ ～ ２ 岁时闭
合 ，其余各卤都在出生后不久闭合（图 １唱３２） 。

图 １唱３２ 　新生儿颅

第三节 　附 　肢 　骨

附附附附肢肢肢肢骨骨骨骨包括上肢骨和下肢骨两部分 ，而上 、下肢

骨又分别由与躯干相连的肢带骨与自由肢骨构成 。
上 、下肢骨的排列与数目基本相同 ，但由于人类上 、
下肢的分工 ，使上肢骨相对轻巧 ，适合于从事灵活的
工作 ，而下肢骨相对粗大 ，适合于负重和行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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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上 　肢 　骨

（一） 上肢带骨
1畅 锁骨 clavicle（图 １唱３３） 　 呈“ ～ ”形弯曲 ，位

于胸廓前上方 。 内侧端粗大称胸胸胸胸骨骨骨骨端端端端 ，有关节面
与胸骨柄的锁切迹构成关节 。 外侧端扁平称肩肩肩肩
峰端 ，有小关节面与肩胛骨的肩峰相关节 。 锁骨
内侧２／３凸向前 ，外侧 １／３ 凸向后 ，上面光滑 ，下
面粗糙 ，是肌肉附着部位 。 锁骨支撑肩胛骨 ，使
肩胛骨与胸廓保持一定距离 ，以保证上肢的灵活
运动 。 锁骨全长可在体表扪到 ，其骨折多发生在
中外 １／３ 交界处 。

图 １唱３３ 　锁骨

2畅 肩胛骨 scapula（图 １唱３４） 　 呈三角形 ，紧贴
于胸廓的后外侧上部 ，可分为 ２ 面 、３ 缘和 ３ 个角 。
腹侧面又称肋肋肋肋面面面面 ，为一大而浅的窝 ，称肩肩肩肩胛胛胛胛下下下下窝窝窝窝
subscapular fossa 。背侧面横行的骨嵴 ，称肩肩肩肩胛胛胛胛冈冈冈冈
spine of scapula 。其外侧端向外侧伸展扩大 ，称肩肩肩肩
峰acromion ，与锁骨外侧端相接 。 肩胛冈上 、下方
的浅窝 ，分别称冈冈冈冈上上上上窝窝窝窝 supraspinous fossa和冈冈冈冈下下下下

窝 infraspinous fossa ，其内容纳肌肉 。 上上上上缘缘缘缘短而
薄 ，外侧份有凹陷称肩肩肩肩胛胛胛胛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更外侧有指状突起
称喙喙喙喙突突突突coracoid process 。 内内内内侧侧侧侧缘缘缘缘薄而锐利 ，与脊柱
相对 ，又称脊脊脊脊柱柱柱柱缘缘缘缘 。 外外外外侧侧侧侧缘缘缘缘肥厚 ，因邻近腋窝 ，又称
腋腋腋腋缘缘缘缘 。上上上上角角角角为上缘与脊柱缘相交处 ，平对第 ２ 肋
骨 。下下下下角角角角为脊柱缘与腋缘会合处 ，平对第 ７ 肋或第
７肋间隙 ，可作为计数肋的标志 。 外外外外侧侧侧侧角角角角为腋缘与
上缘会合处 ，肥厚 ，有朝外侧的梨形关节面 ，称关关关关节节节节
盂glenoid cavity ，与肱骨头构成关节 。 关节盂的上
下方各有一小的粗糙隆起 ，分别称盂盂盂盂上上上上结结结结节节节节和盂盂盂盂下下下下
结节 。肩胛冈 、肩峰 、肩胛骨下角 、内侧缘及喙突都
可在体表扪到 。

（二） 自由上肢骨
1畅 肱骨 humerus（图 １唱３５） 　 是位于臂部的长

骨 ，分为一体两端 。 上端有半球形的肱肱肱肱骨骨骨骨头头头头 head
of humerus ，朝向后内上方 ，表面为光滑面 ，与肩胛
骨的关节盂相关节 。肱骨头周围有呈环状的浅沟 ，
称解解解解剖剖剖剖颈颈颈颈 anatomical neck 。 肱骨头外侧和前方各
有一隆起 ，分别为大大大大结结结结节节节节greater tubercle和小小小小结结结结节节节节
lesser tubercle 。两者之间有结结结结节节节节间间间间沟沟沟沟 。 大小结节
向下延续形成骨嵴 ，分别称大大大大结结结结节节节节嵴嵴嵴嵴和小小小小结结结结节节节节嵴嵴嵴嵴 。
肱骨上端与体交界处稍细 ，为外外外外科科科科颈颈颈颈surgical neck ，
此处较易发生骨折 。

肱骨体上端呈圆柱形 ，下端呈三棱柱形 。 体中
部的外侧面有粗糙的呈“V”形的骨面 ，称三三三三角角角角肌肌肌肌粗粗粗粗
隆deltoid tuberosity ，是三角肌附着的部位 。 体后
面中部 ，有一自内上斜向外下行走的浅沟 ，称桡桡桡桡神神神神
经沟sulcus for radial nerve ，有桡神经沿此沟走行 ，
因此 ，肱骨中部骨折时可能伤及此神经 。

图 １唱３４ 　肩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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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３５ 　肱骨

　 　下端前后较扁 ，最内侧与最外侧的突起分别称
内内内内上上上上髁髁髁髁medial epicondyle 与外外外外上上上上髁髁髁髁 lateral epicon唱
dyle 。内上髁向外 ，有一明显的深凹 ，称尺尺尺尺神神神神经经经经沟沟沟沟 ，
活体有尺神经走过 。尺神经沟往外侧 ，是呈滑车状
的肱肱肱肱骨骨骨骨滑滑滑滑车车车车 t rochlea of humerus ，与尺骨滑车切迹
构成关节 。 肱骨滑车后面上方有一深窝 ，称鹰鹰鹰鹰嘴嘴嘴嘴
窝 ，而前面上方有一浅窝 ，称冠冠冠冠突突突突窝窝窝窝 。 肱骨滑车向
外侧是圆形的肱肱肱肱骨骨骨骨小小小小头头头头capitulum of humerus ，与
桡骨相关节 ，肱骨小头前上部的小凹 ，称桡桡桡桡窝窝窝窝 。 肱
骨下端与体交界处 ，相当于肱骨内 、外上髁的稍上
方 ，骨质较薄弱 ，小儿易发生肱骨髁上骨折 。 肱骨
大结节 ，肱骨内 、外上髁都可在体表扪到 。

【临床联系】

肱骨髁上骨折 ：多因间接暴力引起 ，骨折如
无移位 ，多有肘部疼痛 ，肿胀 ，局部有压痛 ，肘关
节活动功能障碍 。有移位骨折时 ，局部疼痛 、肿
胀较明显 ，出现异常活动 ，可听见骨擦音 。伸直
型骨折肘部常呈半伸位 ，肘后突起 ，呈靴形肘畸
形 ，在肘前可摸到突出的骨折近端 。有血管损伤
（受压或刺激）的患者 ，手部皮肤颜色会变苍白或
变暗 ，温度变凉 ，皮肤感觉减退 ，手指或手腕部活
动障碍 。最早出现且最主要的症状是被动伸指
时引起剧痛 ，这时应及时拍 X线片以确诊 。

2畅 桡骨 radius（图 １唱３６） 　 位前臂外侧 ，属长
骨 ，分为一体两端 。 上端膨大称桡桡桡桡骨骨骨骨头头头头head of ra唱
dius 。头上面有关节凹与肱骨小头构成关节 ；头周
围有环状关节面与尺骨桡切迹相关节 ；头下方缩
细 ，称桡桡桡桡骨骨骨骨颈颈颈颈neck of radius 。颈下份的后内侧有粗
糙突起的桡桡桡桡骨骨骨骨粗粗粗粗隆隆隆隆 radial tuberosity ，是肱二头肌附
着部位 。桡骨体内侧缘有薄锐的骨间缘 ，与尺骨相
对 。下端前面略凹 ，后面微凸 ，外侧向下突出 ，称桡桡桡桡
骨茎突 。下端的内侧面有关节面 ，称尺尺尺尺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与尺
骨头相关节 。下端的下面有腕腕腕腕关关关关节节节节面面面面 ，与腕骨相关
节 。桡骨茎突和桡骨头都可在体表扪到 。

3畅 尺骨 ulna（图 １唱３６） 　位于前臂内侧 ，属长骨 ，
分为一体两端 。上端有一向前的深凹 ，称滑滑滑滑车车车车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trochlear notch ，与肱骨滑车构成关节 。滑车切迹后
上方的突起称鹰鹰鹰鹰嘴嘴嘴嘴olecranon ，前下方的突起称冠冠冠冠突突突突
coronoid process ，分别在屈和伸肘关节时进入肱骨
的鹰嘴窝和冠突窝 。冠突外侧面有凹陷的关节面称
桡桡桡桡切切切切迹迹迹迹 ，与桡骨头相关节 ；冠突下方的粗糙骨面 ，称
尺尺尺尺骨骨骨骨粗粗粗粗隆隆隆隆ulnar tuberosity ，是肱肌附着部位 。尺骨体
外侧缘锐利 ，称骨骨骨骨间间间间缘缘缘缘 ，与桡骨相对 。下端为尺尺尺尺骨骨骨骨头头头头
head of ulna ，其前 、外 、后三面有环状关节面与桡骨
的尺切迹相关节 。头后内侧部的向下突起 ，称尺尺尺尺骨骨骨骨
茎突styloid process 。尺骨鹰嘴 、尺骨后缘 、尺骨头和
茎突 ，均为体表骨性标志 。

4畅 手骨（图 １唱３７） 　包括腕骨 、掌骨和指骨 。
（（（（１） 腕骨carpal bones ：共有 ８块 ，均为短骨 ，排

成两列 ，近侧列由桡侧向尺侧依次为 ：手手手手舟舟舟舟骨骨骨骨
scaphoid bone 、月月月月骨骨骨骨 lunate bone 、三三三三角角角角骨骨骨骨 t riquetral
bone和豌豌豌豌豆豆豆豆骨骨骨骨pisiform bone ；远侧列依次为 ：大大大大多多多多
角骨 t rapezium bone 、小小小小多多多多角角角角骨骨骨骨 t rapezoid bone 、头头头头
状骨capitate bone 和钩钩钩钩骨骨骨骨 hamate bone 。 ８ 块腕骨
并不是排列在一个平面上 、而是构成一个掌面凹陷
的腕腕腕腕骨骨骨骨沟沟沟沟 。各骨的相邻面之间都有关节面 ，彼此形
成腕骨间关节 。

（（（（２） 掌骨metacarpal bones ：共 ５ 块 ，属长骨 。
由桡侧向尺侧 ，分别称为第 １ ～ ５ 掌骨 。 掌骨的近
侧端为底底底底 ，接腕骨 ；远侧端为头头头头 ，与指骨相关节 。 头
与底之间的部分为体体体体 。

（（（（３） 指骨 phalanges of fingers ：属长骨 ，共 １４
块 。其中拇指有 ２节指骨 ，其余各指均有 ３ 节 。 根
据所在位置 ，由近侧向远侧 ，依次为近近近近节节节节指指指指骨骨骨骨 、中中中中节节节节
指骨和远远远远节节节节指指指指骨骨骨骨 。各指骨的近侧端为指指指指骨骨骨骨底底底底 ，中间
为指指指指骨骨骨骨体体体体 ，远侧端为指指指指骨骨骨骨滑滑滑滑车车车车 ；远节指骨的远侧端
掌面粗糙 ，称远远远远节节节节指指指指骨骨骨骨粗粗粗粗隆隆隆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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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３６ 　桡骨与尺骨

图 １唱３７ 　手骨

二二二二 、下 　肢 　骨

（一） 下肢带骨
髋髋髋髋骨骨骨骨hip bone由髂骨 、耻骨和坐骨组成 ，幼年时

期为 ３块分离的骨 ，彼此间以软骨连结 ，１６岁左右完

全融合 ，形成一个整体 ，髋臼即为 ３块骨的愈合部位
（图 １唱３８ ，图 １唱３９） 。 髋髋髋髋臼臼臼臼acetabulum 是髋骨外侧部
的深窝 ，与股骨头构成髋关节 。窝内有呈半月形的
关节面称月月月月状状状状面面面面lunate surface ，窝的中央凹陷没有关
节面的部分 ，称髋髋髋髋臼臼臼臼窝窝窝窝 。 髋臼下缘的缺口称髋髋髋髋
臼切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