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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随着生命科学及其实验技术的飞速发展 ，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对医学实验教
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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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教学体系的改革力度 ，这对培养适应 ２１世纪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高素质医
学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 ，分层次 、多模块 、相互衔接的实
验教学体系 ，与理论教学既联系又相对独立 ，实现基础与前沿 、经典与现代的有
机结合是我们编写本系列教材的初衷 。依照此要求编写的医学基础课实验系
列教材 ，其基本理念是面向学生未来 ，立足创新能力教育 ，体现科学本质 ，突出
科学探索 ，反映当代科学成果 。设计思路突出“整合”和“探究”两大特点 。力图
从实际应用性出发构建具有自身特点的实验教学内容 ，进而通过实验结果的分
析与思辨 ，期望在医学基础课实验教学体系和方法上有所继承与突破 。
本系列实验教材由长期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编写而成 ，他们来自

齐齐哈尔医学院 、大连医科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牡丹江医学
院 、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 、厦门大学医学院 、陕西中医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吉林
医药学院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北华大
学等 ，力求做到体系创新 、理念创新及编写精美 。
本系列实验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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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实验报告融入到实验教材中 。系列教
材共七本 ，包括枟人体解剖学实验枠 、枟医学微形态学实验枠 、枟医学机能实验学枠 、
枟医学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实验枠 、枟医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实验枠 、枟医学物理
学实验枠和枟医学化学实验枠 。
本系列教材读者对象以本科 、专科临床医学专业为主 ，兼顾预防 、口腔 、影

像 、检验 、护理 、药学 、精神医学等专业需求 ，涵盖医学生基础医学全部的实验教
学内容 。
由于水平和时间的限制 ，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和同行专家提出

宝贵意见 。

李 　涛 　 张淑丽
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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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体解剖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形态学科 ，其实践性很强 ，对学生动手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 。
人体解剖学实验教学是医学生验证基础理论 、牢固基本知识 、培养基本技能的主要途径和基本
手段 。为实现“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 、能力强 、素质高 、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培
养目标 ，我们特编写了枟人体解剖学实验枠教学教材 ，旨在加强医学生实践能力 、科学作风和创新
精神的培养 。

本书的编写注重吸收国内外解剖学实验教学的经验 ，同时参考兄弟院校的经验和方法 ，以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为切入点 ，在强化知识更新的同时注重内容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
作者结合多年来对人体解剖学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的思考和教学实践 ，在积极反映系统解剖学 、
局部解剖学和断面解剖与影像解剖学学科发展动态的基础上 ，强调知识的综合运用与创新 ，不
仅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使基础理论知识紧紧围绕临床应用 ，而且将各学科知识的横向联合运用
纳入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环节 ，成为学生设计创新实验的重要环节 。

本教材将实验内容分为 ３个部分 ：①基本实验 ；②综合性实验 ；③创新性（设计性）实验 。涵
盖系统解剖学 、局部解剖学和断面解剖与影像解剖学实验教学内容 ，可满足不同专业学生按照
各自专业特点和培养要求进行必修和选修学习 。另外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特别增加了实验报
告（填图）内容 ，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加强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 。

（１） 基本实验 ：以教师讲授为主 ，重点介绍标本的观察要点 、方位及观察方法 ，加强学生对基
本理论知识的掌握和了解 。

（２） 综合性实验 ：由教师引导学生综合运用系统解剖学 、局部解剖学和断面解剖与影像解剖
学知识分析临床实际问题 ，提高学生系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

（３） 创新性（设计性）实验 ：以学生设计创新为主 ，由教师对学生提出的设计方案进行点评和
总结 。主要培养学生应用系统解剖学 、局部解剖学和断面解剖与影像解剖学知识设计解剖标本
观察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方案 ，并将部分方案在标本和实验动物身上付诸实施 ，在启发学生具
备活跃创新意识的基础上注重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培养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本书难免有不当之处 ，恳请广大师生不吝赐教 ，在此深表谢意 。

高 　 音
２０１０年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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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基 本 实 验

第一部分 　 系统解剖学

第一章 　 绪 　 　 论

一 、系统解剖学实验内容与意义
系统解剖学实验教学在学生理解系统解剖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注重学生观察能力和

动手能力的培养 ，通过本次实验课使学生掌握系统解剖学中定义的解剖学标准姿势和常用术
语 ，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为了能正确地描述人体各系统 、器官的形态和位置 ，必须规定
统一的解剖学标准姿势以及人体方位和切面的术语 ，这些知识在学习解剖学之前应首先掌握 。

1畅 解剖学标准姿势和分部 　为了便于正确地描述人体各部结构的位置关系 ，解剖学中定义
了各种术语 ，这些术语均以“解剖学标准姿势”为基础 。学生之间可互相示范解剖学标准姿势 ：
人体直立 ，两眼向前平视 ，上肢下垂于身体两侧 ，手掌朝前 ，两足尖向前并拢 。

人体分为头颈部 、上肢部 、下肢部 、胸部 、腹部 、会阴 、脊柱区等部位 ，每一部位又被分为若干
区域 。

2畅 人体的轴和面 　以解剖学标准姿势为基准 ，规定有以下轴 、面 ，轴和面可以通过墙角 、书
角 、桌角 、纸箱角等观察学习 。

（１） 轴 ：共有 ３条 。 ①垂直轴 ：与身体长轴平行 ，垂直于地平面 。 ②矢状轴 ：前后平伸并与地
平面平行 。 ③额状轴 ：左右平伸并与地平面平行 。以上三轴互相垂直 。

（２） 面 ：共有 ３个 。 ①矢状面 ：通过身体或器官的矢状轴所作的与地平面相垂直的切面 ，将
人体或器官分为左右两半 。通过正中线所作的矢状面 ，称正中矢状面 。 ② 额状面 ：通过身体或
器官的额状轴所作的与地平面相垂直的平面 ，将人体或器官分为前后两半 。额状面与矢状面垂
直 。 ③水平面 ：是将人体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切面 ，并垂直于正中矢状面和额状面 。通过器官横
径所作的与纵切面垂直的切面 ，也叫横切面 。

3畅 方位术语 　按照解剖学标准姿势 ，规定了一些相对的方位术语 ，依此可正确地描述各结
构的相互位置关系 。这些名词都是相应成对的 ，学生可以相互比较并结合模型加强认识 。

（１） 上 、下 ：是描述部位高低的关系 ，近头侧者为上 ，远离头侧者为下 。
（２） 前 、后 ：凡近腹面者为前 ，也叫腹侧 ；近背面者为后 ，也叫背侧 。
（３） 内 、外 ：适用于空腔器官 ，近内腔者为内 ，远离内腔者为外 。
（４） 内侧 、外侧 ：描述各种部位与正中线（面）相对距离的位置关系 。近正中线者为内侧 ，远

离正中线者为外侧 。前臂的内侧和外侧又叫尺侧和桡侧 ，小腿的内侧和外侧又叫胫侧和腓侧 。
（５） 浅 、深 ：是指与皮肤表面的相对距离 ，近皮肤者为浅 ，远者为深 。
（６） 近侧 、远侧 ：是表示四肢的空间关系 ，凡连接躯干的一端为近侧 ，远离者为远侧 。此外 ，

手的掌面称掌侧 ，足的底面称跖侧 。



4畅 人体系统概观
（１） 运动系统 ：包括骨 、骨连结 、肌肉 ，主要有支持体重 、保护脏器 、完成运动等功能 。
（２） 消化系统 ：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 ，主要完成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
（３） 呼吸系统 ：包括呼吸道和肺等 ，主要进行气体交换 。
（４） 泌尿系统 ：包括泌尿道和肾等 ，主要排除体内溶于水的代谢废物 。
（５） 生殖系统 ：分为男 、女性生殖系统 ，均包括生殖器官和输送管道 ，主要产生生殖细胞 ，完

成繁殖后代功能 ，并产生性激素 ，维持第二性特征 。
（６） 循环系统 ：包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 ，主要功能是物质运输 ，兼有免疫功能 。
（７） 感觉器 ：包括体内和体外的感受器 ，主要是视器和前庭蜗器 ，完成机体对体内 、外环境变

化刺激的反应 。
（８） 神经系统 ：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 ，是人体的高级中枢 ，指挥人体各系统协

调配合 ，完成各项功能 。
（９） 内分泌系统 ：包括内分泌腺和内分泌组织 ，主要有垂体 、甲状腺 、甲状旁腺 、性腺 、胰岛

等 ，与神经系统联合完成对机体的调节 。

二 、实 验 方 法
采取小组分组轮流学习方法 ，结合模型及挂图观察 、触摸经福尔马林固定的教学标本 ，从标

本的形态 、位置 、毗邻 、构造 、血管及神经等方面观察 。

三 、注 意 事 项
（１） 形态与功能相联系 ，一定的形态是为功能服务的 ，而功能的变化又能影响该器官形态结

构的变化 。
（２） 局部与整体统一 ，注意各系统在整体中的地位 、与其他部位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即从整

体的角度来理解局部 ，借以更好的认识局部 。
（３） 进化发展的观点 ，人类是由动物长期进化发展而来的 ，从古猿到人的长期进化过程中 ，

前后肢功能逐渐分化 ，现代人类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在人体形态上有时会出现一些变异或
畸形 。

（４） 理论联系实际 ，把课堂讲述知识和书本知识与尸体标本和活体观察以及必要的临床联
系起来 ，以帮助记忆和加深立体印象 。

（５） 实验准备充分 ，实验前认真复习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 ，熟悉将要进行的实验内容的重
点 、难点 ，以便在实验时收到良好的效果 。

（６） 重视解剖观察 ，珍惜 、爱护标本 ；不怕脏 ，不怕累 ，不怕异味刺激 ；勤动手 ，善观察 ，多动
脑 ；注意团结协作 ，加强讨论总结 。

（７） 实验课结束后 ，将实验材料整理干净 ，妥善保存标本 ，避免其干燥而影响观察 ；清洁实验
台面 ，打扫实验室卫生 。

（姚立杰）

·2· 人体解剖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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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 动 系 统

第一节 　骨 　 　学

实验一 　中 轴 骨 骼

　 　 【实验目的】
掌握 ：椎骨的名称 、位置 、排列及各部椎骨的主要结构 。
熟悉 ：骶骨和胸骨的主要结构 ，中轴骨的重要体表标志 。
了解 ：肋骨的形态 、结构 。
【实验材料】
1畅 标本 　新鲜股骨标本 ：煅烧骨 ，脱钙骨 。躯干骨 ：分离的椎骨标本 ，完整的脊柱标本 ，第

１ 、２ 、７ 、１１ 、１２对肋骨 ，胸廓标本 。
2畅 模型 　完整的脊柱模型一套 。
3畅 挂图 　全身骨骼前面观 ，脊柱全貌 ，各部椎骨的形态 ，骶骨和尾骨 。
【实验内容】 　中轴骨骼包括椎骨 、胸骨和肋 。 ２４块椎骨 、１块骶骨和 １块尾骨借骨连结构

成脊柱 。胸椎与 １２对肋相连接 ，肋前端连胸骨 ，形成骨性胸廓 。骶骨 、尾骨和两侧髋骨及其骨
连结构成骨盆 。

1畅 椎骨的一般形态
（１） 一般形态（图 ２唱１唱１ 、图 ２唱１唱２）
１） 椎体 ：表面的骨密质较薄 ，内部充满骨松质 。后面微凹陷 ，与椎弓共同围成椎孔 。
２） 椎弓 ：呈弓形 ，紧连椎体的缩窄部分是椎弓根 。椎弓根上 、下缘有椎上切迹和椎下切迹 。

椎弓板上有 ７个突起 ：棘突 １个 ，横突 ２个 ，上关节突 ２个 ，下关节突 ２个 。

图 ２唱１唱１ 　胸椎上面观

　 　

图 ２唱１唱２ 　胸椎侧面观

（２） 颈椎
１） 颈椎一般特征 ：椎体小 ，椎孔大 。横突根部有横突孔 ，棘突短且末端分叉 ，关节突关节面



近水平位 ，横突末端有前 、后结节 。
２） 寰椎 ：无椎体 ，无棘突 ，无关节突 ，由前弓 、后弓和两个侧块构成 。前弓后面正中有齿突

凹 ，侧块有上 、下关节面及横突孔 ，位于前弓中央内侧的凹陷为齿突凹 ，位于前弓中央外侧的为
前结节 ，后弓中部后突的为后结节 ，后弓上面有横行的椎动脉沟 ，侧块上的上 、下分别为上关节
凹和下关节面 ，侧块上有横突孔 。

３） 枢椎 ：由椎体向上伸出一齿突 ，与寰椎的齿突凹相关节 。
４） 隆椎 ：棘突长 ，末端不分叉 。
（３） 胸椎 ：胸椎一般特征 ：椎体呈心形 ，在椎体的后外侧上 、下缘各有一半圆形肋凹 ，横突末

端前面有横突肋凹 ，棘突细长向后下方倾斜 ，彼此遮盖成叠瓦状 ，关节突关节面呈冠状位 。
（４） 腰椎 ：腰椎一般特征 ：椎体大 ，椎弓发达 ，棘突宽短呈板状 ，水平伸向后 ，关节突关节面呈

矢状位 。
（５） 骶骨 ：由 ５个骶椎愈合而成 ，近似倒置的三角形 。底向上 ，尖向前下 ，底的前缘中份向前

突 ，称为岬 。骶骨前面光滑微凹 ，有 ４对骶前孔 。背面隆凸粗糙 ，有 ４对骶后孔 。由骶椎椎孔连
接成骶管 。骶管向下开口于骶骨背面下部的骶管裂孔 ，裂孔两侧向下的突起称骶角 。

（６） 尾骨 ：由 ３ ～ ４块退化的尾椎融合而成 。
2畅 胸骨 　胸骨由胸骨柄 、胸骨体和剑突构成 ，胸骨柄上缘中份称颈静脉切迹 ，上缘两侧有锁

切迹 。柄和体连接处形成微向前凸的角 ，称胸骨角 ，两侧连接第 ２肋软骨 。
3畅 肋
（１）肋由肋骨和肋软骨构成 ，共 １２对 ：上 ７对肋骨的前端借助软骨连于胸骨 ，称真肋 ；第 ８ ～

１０对肋骨的前端借助软骨连于上位软骨 ，称假肋 ；第 １１ 、１２对肋前端游离 ，称浮肋 。
（２） 肋骨 ：可分为体和前 、后两端 。后端膨大称肋头 ，与胸椎体上的肋凹相关节 。肋头后外

方有肋结节 ，其上有关节面 ，与横突肋凹相关节 。肋体分上 、下缘和内 、外面 。内面下缘处一浅
沟称肋沟 ，体的后方急转处称肋角 ，肋骨前端接肋软骨 。

（３） 肋软骨 ：肋软骨连于肋骨前端 。 １ ～ ７对肋软骨连于胸骨 ，８ ～ １０对肋软骨形成肋弓 ，１１ 、
１２对肋软骨前端游离于腹壁肌层间 。

【注意事项】
（１） 煅烧骨为经过燃烧的骨 ，质地十分松脆 ，不能用力捏拿 ，以免损坏 。
（２） 人体全身骨架为穿制而成的骨骼标本 ，注意不要在骨与骨的连接处暴力扭转 ，以免造成

断裂 。
【思考题】
（１） 为什么老年人易发生骨折而小儿不易骨折 ？
（２） 骶前孔和骶后孔通入什么部位 ？内有什么结构通过 ？骶管裂孔是怎样形成的 ？有何临

床意义 ？

实验二 　颅 　 　骨

【实验目的】
掌握 ：颅的组成 、分布 ，脑颅的组成 ，面颅的组成 ；颅底内面观三个颅窝的境界和重要结构 ；

翼点的位置及临床意义 。
熟悉 ：下颌骨的形态结构 ；颅顶面观 、颅后面观 、颅盖内面观 、颅底外面观的重要结构 ；颞窝 、

颞下窝 、翼腭窝的位置 ；眶的构成 、形态及孔裂 ；骨性鼻腔的构成 、鼻旁窦的位置和开口部位 。
了解 ：新生儿颅的特征及生后变化 ，颅的重要体表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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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
1畅 标本 　完整的全颅骨标本 ，新生儿颅标本 。分离的脑颅骨 ８块 ，面颅骨 １５块 。经颅腔的

水平切面标本 ，经颅正中矢状切面标本 。
2畅 模型 　颅的放大模型 。
3畅 挂图 　颅前面观 ，新生儿颅上面观 ，新生儿颅侧面观 。
【实验内容】
1畅 分离颅骨标本
（１） 额骨 ：能辨认出组成额骨的三部分 ，额鳞 、眶部和鼻部 。
（２） 枕骨 ：能辨认出组成枕骨的三部分 ，基底部 、枕鳞部和侧部 。
（３） 筛骨 ：能辨认出筛骨水平板 、鸡冠 、筛骨垂直板 、筛骨迷路 、筛窦 、上鼻甲及中鼻甲 。
（４） 蝶骨 ：能辨认出组成蝶骨的四部分 ，蝶骨体 、蝶骨大翼 、蝶骨小翼 、蝶骨翼突 。蝶骨体为

中间部的立方形骨块 ，其内部含有蝶窦 。
（５） 颞骨 ：能辨认出组成颞骨的三部分 ，鳞部 、岩部和鼓部 。
（６） 下颌骨 ：分为下颌体和下颌支 。在下颌体上观察其上缘的牙槽弓和牙槽 、外面正中凸向

前的颏隆凸 、前外侧面的颏孔 、里面正中的 ２个颏棘 、颏棘下外方椭圆形的二腹肌窝构成下颌骨
体下缘的下颌底 。在下颌支上观察前方的冠突 、后方的髁突及两突之间的下颌切迹 。辨认髁突
上端的下颌头 、下颌颈 ，下颌支后缘与下颌底相交处为下颌角 ，下颌支内面中央的下颌孔 ，孔的
前缘有伸向后上的下颌小舌 。

（７） 舌骨 ：观察舌骨中间部的舌骨体 、体向后外延伸的长突舌骨大角及向上的短突舌骨
小角 。

（８） 腭骨 ：能辨认出腭骨水平板和腭骨垂直板 。
（９） 上颌骨 ：能辨认出额突 、颧突 、牙槽突 、腭突及其内部的上颌窦 。
2畅 颅的整体观
（１） 先在整体颅上辨认出 ２３块脑颅骨及其各自所在的位置 。
（２） 颅的顶面观
１） 颅盖外面观 ：呈穹隆形 ，前窄后宽 ，由额鳞大部分 、顶骨及枕鳞小部分借缝连接组成 。观

察两侧顶骨前缘与额骨之间的冠状缝 、两侧顶骨之间的矢状缝 、两侧顶骨后缘与枕骨结合处的
人字缝 。在额鳞前外份有平缓突出的额结节 ，颞线的一部分 ，矢状缝后段两侧有顶孔 。

２） 颅盖内面观 ：冠状缝 、矢状缝和人字缝清晰可见 。观察沿矢状缝走行的上矢状窦沟 ，前端
起于额嵴 ，沟两侧有许多颗粒小凹 。此外 ，还可见到浅的凹陷和枝杈状的沟 ，分别是脑回和脑膜
动脉的压迹 。

图 ２唱２唱１ 　颅的侧面观

（３） 颅的侧面观（图 ２唱２唱１） ：颧弓为突出于
颅侧面由颧骨的颞突和颞骨的颧突构成的骨

弓 。颅的侧面分为颧弓平面以上的颞窝和以下
的颞下窝 。观察颧弓根部内下方的颞下窝和关
节结节 ，颧弓根部后方为外耳门 ，外耳门后下方
的骨性突起为乳突 。

１） 颞窝 ：首先观察颞线 ，其前端起自额骨的
颧突 ，弯行经过冠状缝达顶骨侧面后份 ，继而转
向前下 ，止于乳突前方 ，颞线即颞窝的前 、上 、后
界 。观察额 、顶 、颞 、蝶四骨交汇处呈“H”形 ，距
颧弓中点上方约两横指的翼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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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颞下窝 ：前界为上颌骨体 ，外侧界为下颌支 ，内侧界为翼突外侧板 ，下界与后界空缺 。颞
下窝内侧壁在上颌骨体与蝶骨翼突外侧板间的裂隙称为翼上颌裂 。

３） 翼腭窝 ：将颧弓和下颌骨去掉后观察翼腭窝 。首先辨认构成此窝的骨 ，前方为上颌骨体 ，
后方为蝶骨翼突 ，内侧为腭骨垂直板 。在颅的正中矢状切面 ，去掉鼻腔外侧壁的标本上可见到
在三骨之间的不规则的狭窄间隙即翼腭窝 ，此窝的外侧壁即翼上颌裂 。用探针来观察翼腭窝的
交通 ：向前经眶下裂通眶腔 ，向后上借圆孔通颅中窝 ，在内侧借蝶腭孔通鼻腔 ，借翼突根部的翼
管向后通颅底外面 ，向外经翼上颌裂通颞下窝 ，向下移行为翼腭管 ，经翼腭管下端位于骨腭后外
侧的腭大孔通口腔 。

（４） 颅的前面观 ：此面主要由额骨和面颅骨组成 。面部中央有骨性鼻腔的口 ，称为梨状孔 。
其外上方为眶 ，下方是上 、下颌骨构成的骨性口腔支架 。眶上缘的隆起为眉弓 ，其内侧上方深面
有额窦 。眉弓上外侧的隆起是额结节 ，两眉弓之间的平坦区域是眉间 。前面观的重要结构是
眶 、骨性鼻腔和骨性口腔 。

１） 眶 ：眶是底朝前下外方 、尖向后内上方的四面锥体形腔 ，上邻颅前窝 ，内侧为鼻腔 ，下为上
颌窦 ，外侧为颞窝 。眶内容纳眼球及眼副器等结构 。先辨认出眶尖 、眶底和眶的四个壁 。 ① 眶
尖 ：向后内上方 ，视神经管位于眶尖处 。 ②眶底 ：呈钝角的四边形 ，有上 、下 、内 、外四个缘 。眶上
缘由额骨构成 ，其内 、中 １／３交界处有眶上孔 ，或称眶上切迹 。 ③ 眶上壁 ：是分隔颅前窝与眶的
薄层骨板 ，自前向后为额骨眶部和蝶骨小翼 。壁的前外侧部近眶底外上角有泪腺窝 ，容纳泪腺 ；
上壁的前内侧部近眶底内上角有滑车凸 ，有上斜肌腱从此处绕过 。 ④ 眶下壁 ：主要由上颌骨体
的上面构成 。下壁和外侧壁交界处有一由内上斜行走向外下的裂隙称为眶下裂 。眶下裂前方
中部有一呈矢状位走行的浅沟为眶下沟 ，沟的前端通入上颌骨内的管道为眶下管 ，管的前端在
眶下缘中点下方约 １cm处开口即眶下孔 。 ⑤ 眶内侧壁 ：近于矢状位 ，左右眶内侧壁相互平行 。
其前下份一椭圆形窝为泪囊窝 ，向下延续为鼻泪管 ，通至下鼻道 。内侧壁后部为筛骨眶板 ，骨质
菲薄 ，分隔眶与筛窦 。 ⑥ 眶外侧壁 ：斜向后内 ，根据骨缝可见到前方为颧骨 ，后方为蝶骨大翼 。
其后部与上壁交界处有一由外上斜向内下的裂隙为眶上裂 ，向后通颅中窝 。

图 ２唱２唱２ 　骨性鼻腔外侧壁

２） 骨性鼻腔 ：在正面观首先见到由上颌
骨和鼻骨围成的梨状孔 。在梨状孔的内部两
侧能见到部分露出的中鼻甲和下鼻甲 ，在梨
状孔的中部能见到犁骨和部分露出的筛骨垂

直板 。 ①保留鼻中隔的矢状切面标本 ：观察
骨性鼻中隔的构成 。位于前上方的为筛骨垂
直板 ，位于后下方的为犁骨 。鼻中隔也是两
侧鼻腔的内侧壁 。 ②去掉鼻中隔的矢状切面
标本（图 ２唱２唱２） ：观察鼻腔外侧壁 、上壁和底
壁 。外侧壁自上到下有三个扁薄的骨片即
上 、中 、下鼻甲 ，均向下弯曲 ，垂入鼻腔 。各鼻

甲下方的空间称为上 、中 、下鼻道 。上鼻甲后端与蝶骨体之间的狭小空间为蝶筛隐窝 。中鼻甲
后方有蝶腭孔 。中鼻道后方有上颌窦口 ，前方有半月裂孔 ，两口之间为筛骨钩突 。上壁主要由
筛骨筛板构成 。下壁是骨腭的上面 ，前端有由后上通向前下的管道为切牙管 。最后观察上壁前
上方额骨内的空腔即额窦 ，上鼻甲后方蝶骨体内的空腔即蝶窦 。 ③去掉鼻中隔及部分鼻甲的矢
状切面标本 ：在上鼻道能见到后筛窦的开口 。在中鼻道辨认前 、中筛窦的开口 。在下鼻道观察
前端的鼻泪管开口 。在颅的前面去掉泪骨可见到部分位于泪骨后面的筛窦 ，在颅的冠状切面即
与眶前部垂直平面上观察位于颅前窝中下部 、两眶之间 、鼻腔外上方的筛窦及眶下方 、鼻腔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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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上颌窦 。 ④骨性鼻腔后面观 ：中部为犁骨分隔的一对鼻后孔 。
３） 骨性口腔 ：观察由上 、下颌骨的牙槽弓构成的前壁和侧壁 。

图 ２唱２唱３ 　颅底外面观

（５） 颅底外面观（图 ２唱２唱３） ：前界为上颌
骨的牙槽弓 ，两侧界为颧弓和乳突 ，后界为
枕骨和上项线 ，上项线是从枕外隆凸至颞骨
乳突的骨性隆起 。

首先观察颅底外面前部由上颌骨腭突

和腭骨水平板构成的骨腭 ，两骨以中偏后 、
横行的骨缝为界 ，前方为上颌骨的腭突 ，后
方为腭骨水平板 。骨腭正中线前端的孔是
切牙管的开口即切牙孔 ，骨腭后外侧份有一
对腭大孔 。骨腭的后缘构成鼻后孔的下界 ，
两侧鼻后孔中部是犁骨 ，在鼻后孔的外侧可
见到翼突内 、外侧板 。再找到乳突 ，两侧乳
突中间可见一较大的孔即枕骨大孔 。枕骨
大孔位于颅底外面后部中央 ，孔的前外侧
左 、右各有一呈椭圆形的光滑突起 ，即枕髁 。
枕髁后方有一窝 ，窝底有一孔即髁孔 。枕髁
前外侧偏上有一孔为舌下神经管外口 。枕髁前 、中 １／３交界处外侧有一窝为颈静脉窝 ，窝底有
一不规则的孔为颈静脉孔 ，孔的外侧有一细长的骨性突出为茎突 ，茎突的后外方即乳突 ，两突之
间可见到一孔为茎乳孔 。在颈静脉孔前方有一圆形孔是颈动脉管外口 ，拿探针由此口可通向一
由后外向前内斜行的骨性管道 ，位于颞骨岩部前半部分即颈动脉管 ，管的前端开口为颈动脉管
内口 ，紧邻颈动脉管内口的前内侧有一孔 ，由颞骨岩部尖端 、蝶骨大翼和枕骨基底部共同围成 ，
此孔即破裂孔 。在破裂孔处 ，翼突内侧板根部有翼管的开口 ，用探针经此孔进入翼管 ，向前通翼
腭窝 。在破裂孔的外侧 ，可见到前 、后两个孔 ，居于前内侧的是卵圆孔 ，位于后外侧的是棘孔 。
棘孔的外侧有一大而浅的窝为下颌窝 ，是颞下颌关节的关节窝 ，窝的前缘隆起为关节结节 ，窝的
后界为颞骨鼓部 。另外 ，在颞骨与枕骨相接处常可见一孔 ，为乳突孔 ，向颅内通乙状窦沟 ，有乳
突导静脉通过 。

图 ２唱２唱４ 　颅底内面观

（６） 颅底内面观（图 ２唱２唱４） ：先辨认自
前向后依次降低的三个窝 ，颅前窝 、颅中
窝和颅后窝 。

１） 颅前窝 ：其位置最高 ，窝正中有一
向上突起的骨性隆起为鸡冠 。鸡冠两侧
有 １５ ～ ２０个小孔称筛孔 ，孔外侧即眶上
壁 ，由额骨眶部构成 。筛孔所在的位置即
构成鼻腔顶的筛骨水平板 。在颅前窝两
侧可见到明显的脑回压迹 。

２） 颅中窝 ：较颅前窝低 。首先观察
它与颅前窝及颅后窝的界线 。颅前 、中窝
分界线为蝶骨小翼后缘和交叉前沟前缘 。
颅中 、后窝分界线为颞骨岩部上缘和蝶骨
鞍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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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颅中窝内部结构 ，窝中部一接近方形的骨性隆起称为蝶鞍 。蝶鞍上面中部的凹陷即垂
体窝 。在垂体窝的前方有一横行的骨性突起为鞍结节 。鞍结节前方有一横位的浅沟 ，即交叉前
沟 。沟的两侧通向位于眶尖部的视神经管 。在视神经管的外侧有左 、右各一的薄锐的骨性突出
即蝶骨小翼 。在蝶骨小翼的下方可见到眶上裂 。蝶骨小翼后缘的内侧向后膨大突出 ，称前床
突 。垂体窝后方高耸的四方形骨板为鞍背 ，其两端略向上突出 ，即后床突 。再观察垂体窝两侧 ，
各有一紧靠垂体窝呈矢状位的浅沟 ，为颈动脉沟 ，沿沟向后可见到颞骨岩部尖端的颈动脉管内
口 ，颈动脉管内口的前下方紧邻破裂孔 。在眶上裂内侧端 ，蝶骨大翼根部起始处 ，位于蝶鞍两
侧 ，可见到由前内向后外排列的三个孔 ，分别是圆孔 、卵圆孔和棘孔 。从棘孔向颅侧壁有树枝状
的沟延伸 ，其中有一位于前部的浅沟一直延伸到翼点的内面 ，此处可为压迹 ，也可是骨管 。再向
后观察颞骨岩部 ，前面中份有一隆起为弓状隆起 ，此隆起与颞骨鳞部之间的骨板即鼓室盖 ，颞骨
岩部近尖端处有一微凹的浅沟为三叉神经压迹 。

３） 颅后窝 ：首先可见其位置最低 ，在窝中央的大孔即枕骨大孔 。在枕骨大孔前方有一斜行
的骨面为斜坡 ，在枕骨大孔后方正中有一呈矢状位的骨嵴为枕内嵴 ，向后上延续为一骨性突出
即枕内隆凸 ，隆凸两侧近似冠状位的浅沟为横窦沟 ，延续到颞骨乳突内面 ，最终通向枕骨大孔两
侧的两个较大裂孔的沟为乙状窦沟 ，乙状窦沟末端的孔为颈静脉孔 。在枕骨大孔前外侧部可看
到一对小孔为舌下神经管内口 。再观察颞骨岩部 ，后面近中部有一小孔为内耳门 。在内耳门的
后下方可见到一裂隙为前庭水管外口 。沿枕骨基底部侧缘与岩部前端后缘处有一浅沟 ，为岩下
沟 ，岩部上缘有一浅沟 ，从前内走向后外 ，为岩上沟 。

（７） 颅后面观 ：可见到一非常明显的骨性突起 ，居于后面中部为枕外隆凸 。枕外隆凸向两侧
延续到乳突有一弧形隆起为上项线 。观察枕外隆凸上方的骨缝 ，位于顶骨与枕骨之间为人字
缝 。在人字缝上方可见到部分矢状位走行 ，位于两顶骨之间的矢状缝 。

3畅 新生儿颅的整体观 　 首先观察前下部的面颅与后上部的脑颅 ，二者相比较可见面颅
所占比例较小 ，眶间距较宽 。 眉弓上方的额结节和顶骨中部的顶结节很突出 ，使颅顶近似
五角形 。在颅盖各骨之间为结缔组织 ，可见矢状缝前端呈菱形的前囟及矢状缝后端呈三角
形的后囟 。

【注意事项】
（１） 观察全颅时 ，应用手掌托住观察 。整颅标本的眶内侧壁非常薄脆 ，严禁用手指伸入眶内

捏拿此处 。
（２） 颅的正中矢状切标本在鼻腔外侧壁处十分脆薄 ，应注意勿损坏 。
（３） 泪骨 、鼻骨 、犁骨和舌骨非常小且薄弱 ，注意勿损坏或丢失 。
【思考题】
（１） 解释小儿颅内高压易误诊的原因 。
（２） 翼腭窝内部有炎症感染时 ，病变可向哪些部位扩散 ？

实验三 　附 肢 骨 骼

【实验目的】
掌握 ：四肢骨的名称 、位置 、排列及主要结构 。肩胛骨 、肱骨 、尺骨 、桡骨 、髋骨 、股骨 、胫骨和

腓骨的主要结构 。
熟悉 ：上 、下肢骨的重要体表标志 ，肩胛冈 、肩胛下角 、肩峰 、肱骨大结节 、肱骨小结节 、肱骨

内上髁 、肱骨外上髁 、桡骨头 、尺骨鹰嘴 、桡骨茎突 、尺骨茎突 、豌豆骨 、髂前上棘 、髂前下棘 、内
踝 、外踝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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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手骨和足骨的组成 、形态 、构造 。
【实验材料】
1畅 标本 　新鲜股骨标本 ：煅烧骨 ，脱钙骨 ；锁骨 、肩胛骨 、肱骨 、桡骨 、尺骨 、髋骨 、股骨 、胫骨 、

腓骨 ；完整骨盆标本 ；完整手骨标本 ；完整足骨标本 。
2畅 挂图 　锁骨和肩胛骨 ，桡骨和尺骨 ，髋骨 ，足骨 。
【实验内容】
1畅 上肢骨
（１） 锁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辨认出锁骨所在的位置 ：横架于胸廓前上方 ，左 、右各一 。

然后拿起一根锁骨 ，观察它的形态特点 ：其上面光滑 ，下面粗糙 ；两端之中有一端圆钝 ，另一端扁
平 ，其中圆钝端是它的内侧端即胸骨端 ，而扁平端则是它的外侧端即肩峰端 。观察锁骨的全长 ，
呈倒 S形 ，它的内侧 ２／３是凸向前的 ，外侧 １／３是凸向后的 ，这样就可以辨认出手中所持锁骨位
于身体哪一侧 。

（２） 肩胛骨 ：观察肩胛骨在全身骨骼标本上所居位置 ：贴伏于胸廓的后外侧 ，左 、右各一 。之
后 ，拿起一个肩胛骨 ，观察其形态为一近似三角形扁骨 。既然是三角形 ，它就有 ３个角 、３个边 。
又因为是典型的扁骨 ，所以就有 ２个面 。先来观察它的 ２个面 ，将会发现一个面有一大的浅窝 ，
这个面是前面 ，窝即肩胛下窝 ；另一个面为后面 ，被一横位的骨嵴肩胛冈分成上 、下 ２个窝 ，上方
的是冈上窝 ，下方的是冈下窝 。肩胛冈的外端游离 ，形成一个上下略扁的突起结构为肩峰 ，肩峰
居于肩胛骨的外上方 。再观察肩胛骨的 ３个角 ，有一个角较肥厚 ，末端为较浅的梨形光滑面 ，这
个角为外侧角 ，也称关节盂 ，在关节盂的上 、下方各有一粗糙突起的结节 ，即盂上结节和盂下结
节 。认识了肩胛骨的前 、后面和外侧角 ，手中所持的肩胛骨居于身体哪一侧已能分辨出来 。定
位后 ，观察其另外两角 ，即上角和下角 。在全身骨骼标本上 ，上角约平第 ２肋 ，下角约平第 ７肋 。
最后观察肩胛骨的 ３个边 ，即肩胛骨的 ３个缘 。上缘薄而短 ，其近外侧角处有一向前弯曲的指状
突起 ，为喙突 ，在喙突根部的内侧有一凹陷 ，为肩胛切迹 ；外侧缘厚 ，因朝向腋窝 ，也称腋缘 ；内侧
缘薄锐 ，因邻近脊柱 ，也称脊柱缘 。

（３） 肱骨 ：辨认肱骨在全身骨骼标本上所处位置 ：位于臂部 ，左 、右各一 。然后 ，手持一个肱
骨观察其形态（图 ２唱３唱１ 、图 ２唱３唱２）为典型的长骨 ，分为一体两端 。先观察两端 ，一端有半球形的
光滑面 ，为上端 ；另一端为下端 。上端的半球形光滑面为肱骨头 ，朝向内侧并稍向后方 。这样 ，
就能区分手中所持的肱骨居于身体的哪一侧 。在肱骨头的周围有环形缩窄部 ，称为解剖颈 。肱
骨头的外侧和前方各有一粗糙隆起 ，外侧的是大结节 ，前方的是小结节 。两结节之间的凹陷为
结节间沟 。大 、小结节向下延伸出的骨嵴为大结节嵴和小结节嵴 。肱骨上端与体交界处稍细 ，
为外科颈 。再观察下端 ，前面有两个光滑面 ，内侧的呈滑车状 ，为肱骨滑车 ；外侧的是半球形 ，为
肱骨小头 。在滑车的上方有一凹窝 ，为冠突窝 ；在肱骨小头上方也有一凹窝 ，为桡窝 。观察下端
的后面 ，会看到在肱骨滑车的上方有一稍大的凹窝 ，为鹰嘴窝 。在下端的两侧各有一个突起 ，内
侧的是内上髁 ，外侧的是外上髁 。在内上髁的后下方有一浅沟 ，为尺神经沟 。最后观察肱骨体 ，
体上部呈圆柱形 ，下部呈三棱柱形 。体中部的外侧有粗糙的隆起 ，为三角肌粗隆 ，粗隆后方有由
内上斜向外下的浅沟 ，为桡神经沟 。体中部的内侧面有向上开口的滋养孔 。

（４） 桡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辨认桡骨所居位置 ：前臂二骨中位于外侧者 ，左 、右各
一 。然后 ，手持一个桡骨 ，观察其形态 ，为长骨 ，分一体两端 。先观察两端 ，一端稍膨大 ，呈扁圆
柱形 ，为上端 ；另一端为下端 。上端的膨大为桡骨头 ，头上面的凹陷为关节凹 。头周围环状光
滑面称环状关节面 。下端也膨大 ，但较扁 ，且前凹后凸 ，有一凹陷的光滑面为尺切迹 ，居于内
侧 。另外 ，下端有一显著的突出 ，为桡骨茎突 ，居外侧 。下端的下面有一光滑的面 ，为腕关节
面 。最后观察体 ，体的上端与桡骨头相接处缩细 ，为桡骨颈 。颈的下方内侧有朝向前内侧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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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为桡骨粗隆 。整个桡骨体呈三棱柱形 ，内侧缘锐薄 ，为骨间缘 。体前面中部稍上方有向下
开口的滋养孔 。

图 ２唱３唱１ 　肱骨前面观

　 　 　

图 ２唱３唱２ 　肱骨后面观

（５） 尺骨 ：首先辨认在全身骨骼标本上尺骨所居位置 ：前臂二骨中位于内侧者 ，左 、右各一 。
然后 ，手持一尺骨 ，观察其形态为长骨 ，分一体两端 。先观察两端 ，一端较粗大 ，上有深的凹陷 ，
为上端 ；另一端为下端 。上端的深陷为滑车切迹 ，位居上端前面 。切迹的前下和后上各有一突
起 ，前方较小的是冠突 ，后方较大的是鹰嘴 。冠突外侧面有一小光滑面 ，为桡切迹 。冠突的前下
方的粗糙隆起为尺骨粗隆 。再观察下端 ，下端较小 ，为尺骨头 ，其前 、外 、后有光滑的环状关节
面 。下端还有一小的突出 ，为尺骨茎突 ，位于下端后内侧 ，呈锥状 。最后观察体 ，尺骨体上段较
粗 、下段较细 ，外侧缘锐利为骨间缘 。体中部稍上的前面有向下开口的滋养孔 。

（６） 腕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观察 ８块腕骨所在位置 ：手部近侧 ，８块腕骨排成近侧 、远
侧 ２列 ，每列 ４块 。

１） 手舟骨 ：位于近侧列桡侧数第 １块 。手舟骨细长 ，两个光滑的关节面为其上 、下两面 ，上
面凸 ，下面凹 ，掌侧略粗糙 ，背侧较光滑 。

２） 月骨 ：位于近侧列桡侧数第 ２块 。月骨侧面观呈半月形 ，掌侧呈较宽的四方形 ，背侧尖
窄 ，上面凸隆 ，下面凹陷 。

３） 三角骨 ：位于近侧列桡侧数第 ３块 。三角骨呈锥形 ，内侧粗糙 ，下面凸凹不平 ，掌侧有卵
圆形关节面 。

４） 豌豆骨 ：位于近侧列桡侧数第 ４ 块 。豌豆骨是腕骨中最小的 ，掌面粗糙而凸隆 ，背面
光滑 。

５） 大多角骨 ：位于远侧列桡侧数第 １ 块 。大多角骨上面凹陷 ，下面呈鞍状 ，前面有嵴状
隆起 。

６） 小多角骨 ：位于远侧列桡侧数第 ２块 。小多角骨近似楔形 ，从侧方看略似“靴子”形 ，“靴
子”底朝向背面 ，“靴子”尖朝向前 。

７） 头状骨 ：位于远侧列桡侧数第 ３块 。头状骨的头部呈球形膨大 ，居上方 ，下面被 ２条微嵴
分成 ３个关节面 。 ３个关节面呈矢状位 ，呈内 、中 、外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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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钩骨 ：位于远侧列桡侧数第 ４块 。钩骨呈楔形 ，下面被一道微嵴分为两部 ，内 、外 ２个呈
矢状位的关节面 。掌面上部有一明显的突出即“钩” 。

（７） 掌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辨认掌骨所居位置 ：手中部 ，共 ５块 。观察掌骨形态为长
骨 ，分一体两端 。先观察两端 ，一端膨隆 ，呈圆形光滑的关节面 ，此端为远侧端 ，亦称掌骨头 。另
一端上有凹陷的光滑关节面 ，为近侧端 ，亦称掌骨底 。其中 ，呈鞍状掌骨底的为第 １掌骨 。其余
４块中以第 ３掌骨为最长 ，第 ２掌骨次之 ，第 ４掌骨比第 ２掌骨略短 ，第 ５掌骨最短 。最后观察
体 ，掌面略凹 ，背面平 ，横断面呈三角形 ，前缘将掌面分为前内侧面和前外侧面 。每个掌骨体内
侧面或外侧面的中 １／３处可见一个明显的滋养孔 。

（８） 指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辨认指骨所居位置 ：手部远侧 ，共 １４块 。观察指骨形态为
长骨 ，分一体两端 。先看两端 ，一端呈滑车状光滑关节面为近侧端 ，即指骨滑车 ，末节指骨近侧
端掌面粗糙 ，形成远节指骨粗隆 。另一端则为远侧端 ，呈微凹的光滑关节面 ，即指骨底 。而远节
指骨底加宽 ，有 ２个侧结节 ，其间有一倒置的“V”形嵴 。最后观察指骨体 ，掌面微凹 ，背面平 。

2畅 下肢骨
（１） 髋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观察髋骨所居位置 ：身体中部 ，构成骨盆的前 、外侧壁 。然

后 ，手拿一块髋骨 ，观察其形态特点 ：为一不规则骨 ，上部扁阔 ，中部窄厚 ，有一深窝 ，下部有一较
大的孔 。髋骨中部的深窝为髋臼 ，居外侧 ，扁阔上部内面有一外形近似耳状的粗糙面 ，居后方 。
髋骨是由髂骨 、坐骨和耻骨三块独立的骨长合而成 。 １６岁以前 ，三骨仅借软骨彼此结合 ，三骨会
合于髋臼 。 １６岁左右 ，软骨结合处开始骨化 ，使三骨逐渐融合为一体 。分别来观察这三个组成
部分 。

１） 髂骨 ：可分为髂骨体和髂骨翼两部分 。体构成髋臼后上方的近 ２／５ ，髂骨翼是从体向后
外扩展的扇形骨板 。髂骨翼的上缘厚 ，称髂嵴 。髂嵴的前端突出为髂前上棘 ，其下方的另一突
起为髂前下棘 ，两棘之间为一凹陷 。在髂前上棘的上后方 ５ ～ ７cm处 ，髂嵴的外唇有向外的突
起 ，为髂结节 。髂嵴的后端亦有两个突起 。上方的为髂后上棘 ，下方的为髂后下棘 。两棘之间
有一较小的凹陷 。髂骨翼内面一大而浅的凹陷为髂窝 。髂窝的下界为一由后上走向前下的圆
钝骨嵴 ，为弓状线 。翼后下方粗糙的 、外形似耳状的粗糙面为耳状面 。耳状面后上方凹凸不平
的结构为髂粗隆 。髂骨翼外面亦即臀面 。

２） 坐骨 ：是髋骨的后下部 ，分为坐骨体和坐骨支两部分 。坐骨体上份较肥厚 ，构成髋臼的后
下 ２／５稍多 ，体下份呈三棱柱形 ，后缘有一三角形的突起 ，为坐骨棘 。坐骨棘与其上方的髂骨翼
之间有一大的凹陷 ，为坐骨大切迹 ；坐骨棘下方有一小的凹陷 ，为坐骨小切迹 。坐骨体下端向
前 、上 、内延伸为较细的结构即坐骨支 。坐骨体 、坐骨支移行处的后部是一肥厚而粗糙的隆起 ，
为坐骨结节 。

３） 耻骨 ：是髋骨的前下部分 ，亦分为耻骨体和耻骨支 。耻骨体构成髋臼前下 １／５ ，与髂骨结
合 ，在弓状线的前 、下 、外方有一隆起 ，为髂耻隆起 。体从髂耻隆起处向前内伸出的结构即耻骨
上支 ，其末端急转向下 ，为耻骨下支 。耻骨上 、下支移行处内侧的椭圆形粗糙面即耻骨联合面 。
耻骨上支上面有一锐利的骨嵴为耻骨梳 ，向后上与弓状线相移行 ，向前下末端形成一突出 ，为耻
骨结节 。耻骨结节到中线处的粗糙隆起为耻骨嵴 。

最后观察 ：髋骨下份的大孔为闭孔 ，由耻骨与坐骨围成 。髋臼内有一近于半环形的光滑面 ，
为月状面 ，粗糙的中部为髋臼窝 ，髋臼缘下份缺如 ，即髋臼切迹 。

（２） 股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观察股骨的位置 ：位于大腿部（图 ２唱３唱３ 、图 ２唱３唱４） ，长度约
为身高的 １／４ ，属于长骨 ，分一体两端 。手拿一根股骨 ，会发现其一端有明显突起的球形结构 ，下
方缩细 ，这一端为上端 ，球形的结构为股骨头 ，朝向内上方 。再看骨的中部 ，股骨体并不直 ，呈略
弓状 ，弓形突出向前 。股骨上端的股骨头较光滑 ，头中央有一小窝 ，为股骨头凹 。头下方缩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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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为股骨颈 ，长约 ５cm ，颈上有多个供血管通过的孔 。颈与体大致成 １２０° ～ １３０°的夹角 ，颈与
体交界处有两个隆起 ，一个位于外上方 ，为大转子 ；另一个位于后内侧 ，为小转子 。在两个转子
之间 ，在股骨前面 、后面均有斜行走向的突出结构相连 ，前方较低矮的为转子间线 ，后方高耸的
为转子间嵴 。下端膨大形成两个隆起 ，分别居内 、外侧 ，称为内侧髁和外侧髁 。两髁在前 、下 、后
均连成光滑面 ，其中前面为髌面 。在内侧髁的内侧面和外侧髁的外侧面均有一小的突出 ，分别
为内上髁和外上髁 。在内上髁的上方又有一小突起 ，为收肌结节 。最后观察股骨体 ，略弓向前 ，
上段呈圆柱形 ，中段呈三棱柱形 ，下段前后略扁 。骨表面光滑 ，体的后面有一条纵行的骨嵴 ，为
粗线 。粗线向上展开 ，形成内 、外两个粗糙线 ，分别为耻骨肌线和臀肌粗隆 。粗线中点两侧有向
下开口的滋养孔 。粗线下部向两侧有延续的骨性突出 ，分居内 、外侧 ，为内侧唇和外侧唇 。

图 ２唱３唱３ 　股骨前面观

　 　 　 　

图 ２唱３唱４ 　股骨后面观

（３） 髌骨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辨认髌骨的位置 ：股骨下端前面 。观察髌骨 ，一面粗糙 ，另
一面光滑 。粗糙面为前面 ，光滑面为后面 。后面被一纵嵴分为两部分 。髌骨周缘有一侧较尖 ，
为其下缘 ，下缘也称髌尖 ，对应的上缘较宽 。

（４） 胫骨（图 ２唱３唱５ 、图 ２唱３唱６） ：首先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观察胫骨所居位置 ：位于小腿 ，两骨中
位于内侧者 。观察其形态为长骨 ，分一体两端 。先来看两端 ：一端明显膨大 ，为其上端 ，另一端
为下端 。上端与体交界处有一矢状位的明显隆起 ，为胫骨粗隆 ，居前部 。胫骨上端的上面有两
个微凹的关节面 ，分居内 、外侧 ，分别为内侧髁和外侧髁 。两髁之间有一矢状位走行的隆起 ，为
髁间隆起 。在外侧髁的后下方有一小而平坦的光滑面 ，为腓关节面 。两髁的前下方为胫骨粗
隆 。再观察下端 ，稍膨大 ，内侧有一向下的突出 ，为内踝 。下端的外侧面有一沟形凹陷 ，为腓切
迹 。下端的下面和内踝的外面均为光滑的关节面 。最后观察体 ，呈三棱柱状 ，三个棱即三个缘 ，
分居前面 、内侧和外侧 ，外侧缘也称骨间缘 。由三缘之间形成了内 、外 、后三个面 。体后面上部
有一由外上斜向内下的粗糙线 ，为比目鱼肌线 ，此线下方有向上开口的滋养孔 。

（５） 腓骨（图 ２唱３唱５ 、图 ２唱３唱６） ：首先辨认腓骨在全身骨骼标本上的位置 ：小腿两骨居外侧者 。
观察其形态为长骨 ，分一体两端 。然后 ，手持一根腓骨 ，观察其膨大的两端 ，其中一端有一凹窝 ，
此窝为外踝窝 ，这一端为下端 ，外踝窝的位置在下端的内后方 。上端稍膨大 ，为腓骨头 。头的内
上方有光滑的关节面 。头的下方缩细为腓骨颈 。下端亦膨大 ，外侧明显突出为外踝 。外踝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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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较光滑 。最后观察体 ，细长 ，内侧缘明显突出 ，称骨间缘 。体内侧近中点处有向上开口的滋
养孔 。

图 ２唱３唱５ 　小腿骨前面观

　 　 　 　 　

图 ２唱３唱６ 　小腿骨后面观

（６） 跗骨 ：首先观察跗骨在全身骨骼标本上的位置 ：足部近侧 ，共七块 。观察其形态为短骨 ，
排成前 、中 、后三列 。

１） 距骨 ：位于后列上方 。可分头 、颈 、体三部分 。头为向前下方的突出 ，前端圆隆 ，头后方为
稍细的颈 ，颈后部大部分是距骨体 。体的上部为滑车 ，滑车内侧面为一半月形关节面 ，外侧面为
一三角形关节面 。体的中间凹陷 ，两边突出 ，形成鞍形 ，前宽后窄 。体的下部有与跟骨相关节的
前 、中跟关节面及由后内斜向前外的距骨沟 。

２） 跟骨 ：位于后列下方 ，跟骨为最大的跗骨 ，呈不规则的长方形 ，前部窄小 ，后部宽大 ，向下
移行于跟骨结节 。在跟骨的内侧有一隆起 ，为载距突 ，跟骨的上面有三个关节面 ，后关节面最
大 ，中关节面位于载距突上 ，有时与前关节面相连 。

３） 足舟骨 ：位于足中部内侧份 ，足舟骨的后面凹陷 ，前面有左 、中 、右三个大小不同的关节
面 ，内侧缘有一向下垂的突起 ，为舟骨粗隆 。

４） 楔骨 ：共三块 ，位于前列内侧 ，由内向外分别为内侧 、中间 、外侧楔骨 。内侧楔骨最大 ，外
侧楔骨次之 ，中间楔骨最小 。内 、外侧楔骨的宽面朝上 ，窄面朝下 ；中间楔骨的宽面朝下 ，窄面
朝上 。

５） 骰骨 ：位于前列外侧 。骰骨下面有一沟 ，后面的突起为骰骨粗隆 ，位于跟骨平面以下 。
（７） 跖骨 ：首先确认跖骨在全身骨骼标本上的位置 ：足中部 ，共五块 ，由内向外依次为第 １到

第 ５跖骨 。观察其形态为长骨 ，有一体两端 。第 １跖骨最短 ，第 ５跖骨最长 ，第 ２ 、３跖骨长度近
似 。第 １ 、５跖骨有一端膨大非常明显为近侧端 ，即底 ，第 ５跖骨底形成的向外后方的突出 ，为第
５跖骨粗隆 。第 ２ ～ ４跖骨的近侧端有一居外侧斜行的沟 ，此端为底 ，跖骨的另一端为头 ，略膨
大 ，第 １跖骨头特别向前突出 。

（８） 趾骨 ：首先辨认趾骨在全身骨骼标本上的位置 ：足远侧部 ，共 １４块 。观察趾骨形态为长
骨 ，分一体两端 ，近端膨大略大于远端膨大 ，近端即底 。近 、中节趾骨远端为滑车 ，远节趾骨远端
膨大为粗隆 。第 ５趾的中 、远节趾骨常融合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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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腕骨 、跗骨短小 ，容易丢失或损坏 ，应注意爱护及妥善保管 。
【思考题】 　试述肱骨的形态特点及易发生骨折的部位 。这些部位骨折可能损伤哪些血管

和神经 ？

第二节 　关 　节 　学

实验四 　中轴骨连结

　 　 【实验目的】
掌握 ：椎间盘的形态结构 ，前纵韧带 、后纵韧带 、黄韧带的位置和功能 ；椎弓间的连结概况 ；

肋与胸骨和胸椎的连结 ；胸廓的构成 、胸廓上口和胸廓下口的形态及围成 ；颞下颌关节的组成 、
结构特点及运动 。

熟悉 ：脊柱的整体观 ，脊柱的生理性弯曲及运动 ；骨性胸廓的整体观和运动及其年龄变化和
性别差异 。

了解 ：颅骨直接连结的名称 、形态 、结构 。
【实验材料】
1畅 标本 　整体骨架 ；矢状切面的部分椎骨间连结标本 ；寰枢关节标本 ；幼儿及成年完整颅

骨 ；颞下颌关节标本 ；肋椎连结标本 ；胸锁及胸肋关节标本 。
2畅 模型 　头部直接连接及颞下颌关节模型 。
3畅 挂图 　寰枕及寰枢关节后面观 ，胸廓前面观 。
【实验内容】
1畅 躯干骨连结
（１） 脊柱 ：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辨认组成脊柱的 ７块颈椎 、１２块胸椎 、５块腰椎 、１块骶骨及 １

块尾骨 。首先从一段脊柱标本的矢状切面（图 ２唱４唱１）及经椎间盘的水平切面（图 ２唱４唱２）上观察 。

图 ２唱４唱１ 　脊柱矢状切面观

　 　 　

图 ２唱４唱２ 　椎间盘上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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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椎骨间的连结 ：首先观察位于椎体之间的椎间盘 ，椎体前方的前纵韧带 ，椎体后方的后纵
韧带 。

椎间盘 ：连接相邻两个椎体的纤维软骨盘 ，由中心部分胶冻状富有弹性的髓核和周边部分
多层按同心圆排列的纤维软骨环两部分构成 。

前纵韧带 ：位于椎体前面 ，宽而坚韧 ，与椎体和椎间盘牢固连接 ，是人体最长的韧带 。
后纵韧带 ：位于椎体后面 ，窄而坚韧 ，与椎间盘纤维环及椎体上 、下缘紧密连接 ，而与椎体结

合较为疏松 ，略短于前纵韧带 。
２） 椎弓间的连结
黄韧带 ：位于椎管后外侧 ，呈黄色 ，在相邻两椎弓板之间协助围成椎管 ，在后正中线处留有

小裂隙 。
棘间韧带 ：连接相邻两棘突之间的短韧带 ，向前与黄韧带 ，向后与棘上韧带相移行 。
棘上韧带 ：是连接胸 、腰 、骶椎各棘突尖的纵行长韧带 ，其前方与棘间韧带融合 。在颈部 ，从

第 ２颈椎至第 ７颈椎棘突尖向后扩展成三角形板状的弹性膜 ，为项韧带 。项韧带向上附于枕外
隆凸和枕外嵴 ，向下在第 ７颈椎棘突外续于棘上韧带 。

横突间韧带 ：连接于相邻椎骨横突之间 ，常呈圆索状 。
关节突关节 ：由邻位椎骨的上 、下关节突构成 ，关节面有透明软骨覆盖 ，关节囊附于关节面

周缘 ，多属平面关节 。每个椎骨的左 、右关节突关节属于联合关节 。
３） 脊柱的整体观 ：在完整的脊柱标本上观察 。
前面观 ：椎体由上向下依次加大 ，自骶骨耳状面以下突然变小 。椎间盘在中胸部最薄 ，颈部

较厚 ，腰部最厚 。
侧面观 ：有四个生理弯曲 。颈段和腰段呈凸向前的颈曲和腰曲 ，胸段和骶段呈凸向后的胸

曲和骶曲 。
后面观 ：各椎骨棘突并不是都在后正中线上 ，因为各椎棘突都可能稍有偏斜 。同时 ，正常的

脊柱轻度侧屈也是存在的 。在一纵列棘突的两侧是两条纵沟 ，为脊椎沟 。此沟在颈部最浅 ，在
胸部最深 ，在腰部介于两者之间 。惯用右手的人 ，脊柱胸段上部略向右侧凸曲 ，下部则代偿性地
凸向左 ，反之亦然 。

观察椎管和椎间孔 ：椎管几乎贯穿脊柱全长 ，由全部椎骨的椎孔串连而成 ，在颈部和腰部较
为宽大 。椎管上方经枕骨大孔通颅腔 ，下端终于骶管裂孔 ，两侧通向 ２４对椎间孔和各 ４对骶前 、
后孔 ；后方两侧黄韧带之间有小裂隙 。椎间孔是椎管与外界相通的孔道 ，实际上是管 。孔的前
界是邻位椎体之间的椎间盘和紧邻椎间盘的部分椎体 ；上界和下界是上位椎骨的椎下切迹和下
位椎骨的椎上切迹 ；后界是相邻两椎骨关节突关节 。

图 ２唱４唱３ 　肋椎关节水平切面上面观

（２） 胸廓 ：在全身骨骼标本上辨认组成胸
廓的 １２块胸椎 、１２对肋骨和 １块胸骨 。

１） 首先在一段胸椎与肋骨相连接的标本
及打开肋头关节 、肋横突关节的关节腔标本上
观察（图 ２唱４唱３） 。

肋头关节 ：由肋头的上 、下关节面与相应的
上位胸椎体的下肋凹 、下位胸椎体的上肋凹及
其间的椎间盘构成 。第 １及第 １０ ～ １２ 肋头仅
有 １个关节面 ，故仅与相应的胸椎相关节 。肋
头的关节囊附于关节面周围 ，并由囊前方的韧
带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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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横突关节 ：由肋结节关节面与胸椎横突肋凹连接构成 。关节囊附于关节面周围 。关节周
围有韧带加强 。

２） 在胸骨与两侧肋软骨相连接及其一侧为冠状切面标本上观察 。
胸肋关节 ：为肋软骨与胸骨间的连结 。第 １肋软骨与胸骨间为软骨结合 ，第 ２ ～ ７肋软骨与

胸骨的肋切迹构成滑膜关节 ，关节囊附着于关节面周缘 ，囊的前 、后面有韧带加强 。
３） 胸廓整体观 ：在完整的骨性胸廓标本上观察 ：胸廓有上 、下两口及相互延续的前 、后和两侧

壁 。上口较小 ，肾形 ，由第 １胸椎 、第 １对肋及胸骨柄上缘围成 。下口宽阔 ，由第 １２胸椎 、第 １２对
肋 、第 １１对肋 、两侧肋弓和剑突围成 。两侧肋弓在前正中线相接 ，形成向下开放的胸骨下角 ，角内
夹有剑突 。胸廓前壁最短 ，由胸骨 、上 １０对肋软骨及肋骨前端构成 ；后壁较长 ，由脊柱胸段及肋角
内侧的肋骨部分构成 ；外侧壁最长 ，由肋骨构成 ，突向两侧 。相邻两肋之间的空隙为肋间隙 。

图 ２唱４唱４ 　颞下颌关节

2畅 颅骨的连结
（１） 在完整的颅骨上观察缝 ：冠状缝 、矢

状缝 、人字缝和蝶顶缝等 。
（２） 在颅底内面观察由软骨骨化形成的

骨性结合 ：蝶枕软骨结合 、蝶岩结合 、岩枕
结合 。

（３） 颞下颌关节 ：在头部侧面暴露颞下
颌关节标本上观察（图 ２唱４唱４） ：颞下颌关节由
下颌骨的下颌头与颞骨的下颌窝和关节结

节构成 。其关节面表面覆盖有纤维软骨 。关
节囊上方附于下颌窝及关节结节周缘 ，关节
结节完全在关节囊内 ，下方附于下颌颈 。囊

外有外侧韧带加强 ，此韧带由颧弓到下颌头和下颌颈 。关节囊内有纤维软骨构成的关节盘 。关
节盘前部凹向上 ，后部凹向下 ，其周缘融合于关节囊 ，将关节腔分成上 、下两部分 。

【注意事项】 　应爱护教具 ，结合本课的教具标本 ，具体介绍其使用 、保管方法 。
【思考题】 　根据连接椎骨各结构的特点 ，分析为什么髓核易突出 ？易向哪个方向突出 ？突

出后患者产生临床症状的解剖学基础是什么 ？

实验五 　附肢骨连结

【实验目的】
掌握 ：肩关节 、肘关节 、桡腕关节 、髋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的组成 、结构 、特点及运动 。
熟悉 ：腕掌关节 、掌指关节和指间关节的组成 、结构 、特点及运动 。
了解 ：胸锁关节 、肩锁关节的组成 、结构 、特点 。
【实验材料】
1畅 标本 　整体骨架 ；肩关节整体标本 ，肩关节矢状切标本 ；肘关节整体标本 ；手关节冠状标

本 ；上肢骨连结完整标本 ；骨盆标本 ；髋关节整体标本 ；膝关节整体标本 ，膝关节矢状切标本 ；足
关节整体标本 ，足关节水平切标本 ；下肢骨连结完整标本 。

2畅 挂图 　肩关节前面观 ，手关节掌面观 ，骨盆 。
【实验内容】
1畅 上肢骨连结
（１） 胸锁关节 ：在锁骨与胸骨相连接及其冠状切面的标本上观察（图 ２唱５唱１） ：胸锁关节由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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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唱５唱１ 　胸肋关节和胸锁关节

骨的胸骨端和胸骨柄的锁切迹及第一肋软

骨构成 。关节囊强韧 ，其前 、后及上方均有韧
带加强 ，第一肋和锁骨之间也有韧带相连 。
关节内有纤维软骨构成的关节盘 。关节盘
的下份与第一肋软骨 、关节盘的上份与锁骨
关节面的上缘结合特别紧密 。关节盘将关
节腔分为上外和内下两部分 。

胸锁关节绕矢状轴使锁骨外侧端升降 ；
绕垂直轴使锁骨外侧端向前 、后移动 ；经冠
状轴能做轻微的旋转运动 。

（２）肩锁关节 ：在锁骨与肩胛骨连结标本上观察 ：肩锁关节由肩峰和锁骨肩峰端的关节面构
成 ，关节囊的上 、下都有韧带加强 。

（３） 喙肩韧带 ：在肩胛骨本身连结的标本上观察 ：为连于喙突与肩峰之间的韧带 。
（４） 肩关节 ：在肩部与臂部相连接 、暴露肩关节腔的标本上观察 ：肩关节由肱骨头和肩胛骨

的关节盂构成 。关节囊薄而松弛 ，上方在盂的周缘附着 ，向下附于肱骨解剖颈 ，其内侧份的附着
处低达外科颈 。关节囊的上壁有喙肱韧带加强 ，上壁 、前壁 、后壁还有腱纤维编入以加强囊壁 ，
下壁无类似的韧带和腱纤维加强 ，最薄弱 。关节腔内可见到关节盂的周缘附有纤维软骨构成的
盂唇 ，肱二头肌长头腱起自盂上结节 ，向外经结节间沟突出关节囊外 ，肌腱表面有滑膜包裹 。

（５） 肘关节 ：在臂部与前臂部相连接 ，暴露肘关节的标本上观察（图 ２唱５唱２） ：肘关节是由肱骨
下端和桡 、尺骨上端构成的复关节 。肘关节有三个组成部分 ：由肱骨小头与桡骨关节凹构成的
肱桡关节 ；由肱骨滑车与尺骨滑车切迹构成的肱尺关节 ；由桡骨头环状关节面与尺骨桡切迹构
成的桡尺近侧关节 。

图 ２唱５唱２ 　肘关节的构成

关节囊的上端分别附着于冠突窝 、桡窝和鹰嘴窝的上缘 ，下端附于尺骨滑车切迹关节面的
边缘和桡骨环状韧带 。囊的前 、后壁薄而松弛 ，后壁最为薄弱 。两侧有韧带加强 ：内侧为尺侧副
韧带 ，呈扇形 ，自肱骨内上髁张至尺骨冠突和鹰嘴 ；外侧为桡侧副韧带 ，自肱骨外上髁张至桡骨
环状韧带 。桡骨环状韧带附于尺骨桡切迹的前 、后缘 ，与切迹共同围成上口大 、下口小的骨纤维
环 ，容纳桡骨头 。当前臂处于伸位时 ，臂和前臂并不在同一矢状面内 ，而是前臂下端偏向外侧 ，
与臂形成约 １６３°向外开放的角度 ，为提携角 。

（６） 前臂骨间膜 ：在尺 、桡骨相连接的标本上观察 ：位于尺 、桡骨相对骨间缘的坚韧的纤维
膜 ，纤维的方向从桡骨斜向下内达尺骨 。当前臂处于旋前或旋后位时 ，骨间膜松弛 ；前臂处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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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前位时 ，骨间膜最紧张 。
（７） 桡尺远侧关节 ：在尺 、桡骨相连结的标本上观察 ：在下端由尺骨头的环状关节面与桡骨

的尺切迹构成的桡尺远侧关节 。自桡骨尺切迹下缘至尺骨茎突根的外侧有个三角形关节盘相
连 。关节盘与尺切迹共同形成关节窝 ，容纳尺骨头 。

桡尺远侧关节与桡尺近侧关节为联合关节 ，使桡骨围绕自桡骨头中心至附于尺骨茎突根部
的三角形关节盘尖的纵轴做旋转运动 。运动时 ，桡骨头在原位旋转 ，桡骨下端则连同手围绕尺
骨头旋转 。

（８） 桡腕关节（即腕关节） ：在前臂与手相连接 、暴露腕关节的标本上观察 ：由桡骨下端的关
节面和尺骨头下方的三角形关节盘下面作为关节窝 ，以手舟骨 、月骨和三角骨的上面作为关节
头形成的腕关节 。关节囊松弛 ，囊外各面都有韧带加强 。

（９） 腕骨间关节 ：在手的冠状切 、暴露腕骨间关节的标本上观察 ：关节位于各腕骨毗邻面之
间 。同列腕骨间关节内有腕骨间韧带 ，动度甚微 ；近侧列腕骨与远侧列腕骨之间关节为腕中关
节 ，动度稍大 。豌豆骨位于三角骨掌面 ，形成一个单独的关节 。各腕骨间关节腔多彼此相连 ，但
不与腕关节的关节腔相通 。腕骨间关节常伴随桡腕关节一起运动 。

（１０） 腕掌关节 ：在手冠状切 、暴露腕掌关节的标本上观察 ：腕掌关节由远侧列腕骨与五个掌
骨底构成 。主要观察拇指腕掌关节 ，拇指腕掌关节由大多角骨和第一掌骨底构成 ，是典型的鞍
状关节 。关节囊松弛 ，可做屈 、伸 、展 、收 、环转及对掌运动 。第一掌骨与其余掌骨并未处于同一
平面 ，而是位于它们的前方 ，并且向掌侧旋转近 ９０° ，致使拇指的指甲朝向外侧 ，外侧缘朝向前
方 。在此基础上 ，第一掌骨向内侧的运动为屈 ，向外侧为伸 ，向后为收 ，向前为展 。当第一掌骨
的屈伴有外展并稍旋内时 ，可使拇指远节的掌面与其他四指远节的掌面接触 ，即为对掌运动 。

内侧四个腕掌关节运动范围都小 ，其中小指的腕掌关节具有稍大范围的活动 ，示指的腕掌
关节几乎不动 。

（１１） 掌骨间关节 ：在手的冠状切标本上观察 ：第 ２ ～ ５掌骨底之间的平面关节 、关节腔与腕
掌关节腔相通 。

（１２） 掌指关节 ：在暴露掌指关节的手的冠状切标本上观察 ：五个由近节指骨底与掌骨头构
成的掌指关节 。掌骨头远侧面呈球形 ，其形态近似球窝关节 ，掌骨间掌侧面较平 。关节囊薄而
松弛 ，其前 、后均有韧带加强 。前面为掌侧韧带 ，较坚韧 ，含有纤维软骨板 ，囊两侧有侧副韧带 ，
从掌骨头两侧延向下附于指骨底两侧 ，此韧带在屈指时紧张 ，伸指时松弛 。当指处于伸位时 ，掌
指关节可做屈 、伸 、收 、展及环转运动 ，旋转运动因受韧带限制 ，幅度甚微 。

（１３） 指骨间关节 ：在手的冠状切 、暴露指骨间关节的标本上观察 ：由相邻两节指骨的底与滑
车构成 。除拇指外 ，各指均有近侧和远侧两个手指间关节 。关节囊松弛 ，两侧有韧带加强 。

2畅 下肢骨连结
（１） 骶髂关节 ：在一完整的骨盆及其连结标本上观察 ：骶髂关节位于骨盆后壁两侧 ，由骶骨

耳状面和髂骨耳状面构成 。关节面凸凹不平 ，彼此结合很紧密 。关节囊紧张 ，附于关节面周缘 。
囊前 、后均有韧带加强 ，分别为骶髂前 、后韧带 。在后方 ，还有连于相对的骶骨粗隆 、髂骨粗隆之
间的骶髂骨间韧带 。骶髂关节结构牢固 ，活动性极小 。

（２） 韧带 ：在一完整的骨盆及其连结标本上观察 ：
１） 髂腰韧带 ：由第五腰椎横突横行放散至髂嵴后上部 ，强韧肥厚 ，可防止腰椎向下脱位 。
２） 骶结节韧带 ：起自骶 、尾骨侧缘 ，呈扇形 ，集中附于坐骨结节内侧缘 。此韧带位于骨盆

后方 。
３） 骶棘韧带 ：位于骶结节韧带的前方 ，起自骶 、尾骨侧缘 ，呈三角形 ，止于坐骨棘 。
４） 闭孔膜 ：位于骨盆前方两侧 ，封闭闭孔的膜性结构 。膜上部有一管道 ，由膜与闭孔沟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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