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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原腹地现代人骨的诸多特征。
第二部分介绍了考古发掘中古人人骨的形态、骨病的形态和发病率。
为了推进对体质人类学的深入研究，第三部分介绍了13个性别、年龄鉴定参照标准表，10个人体骨骼
测量仪图片，27个人体骨骼图解。
    本书可供人类学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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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内经·灵枢经·骨度篇》的研讨——300例常人体表测量与骨度篇所述的比较　　三、讨论　
　1.古人之高度问题　　晋皇甫谧称：针经为9卷，素问也是9卷，都居内经。
所以灵柩经可称针经即谓针灸之用书。
因此，其中所载之“八尺之士”与“人身七尺五寸”可能与以中指同身寸作为测量人身长度的单位有
关。
从王亚威、莫楚屏及本文测量的两组学生的身长分别为7尺9寸7分和7尺9寸1分9厘足以证明。
只知古人身高的相对长而不知其同身寸之量度是不能了解古人实际的高度的。
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汉代的一尺约合现在的23厘米”。
若按人长8尺计算则为184厘米，按7尺5寸计算折合172?5厘米。
“西晋一尺正值现在24厘米”。
按8尺折合则高192厘米；按7尺5寸折为190厘米。
另外，丹波元简所著的《灵枢识》记载：“如经水篇岐伯日‘八尺之士’、周礼考工记亦日‘人长八
尺乃指伟人（高身材之人）之度而言，皆古黍尺数也、黍尺一尺得今曲尺八寸，志云：‘长七尺五寸
者上古适中之人也。
’《合注素问灵枢》张诖：“长七尺五寸者、上古适中之人也。
”综上所述可推测古人与今人相比，高低差别不大。
不过以上尺寸都不是灵枢经所著时代的尺寸长度。
　　2.关于头部和躯干的度重　　本文以中指同身寸测量结果除了前发际到后发际、项发以下至背骨
而外，其他各段与灵枢经所载是符合的。
缺盆以下至髑骨于、髑骨于以下至天枢两段虽有悬殊，我们认为与测量剑突时的定点不同有关。
如针灸大成记述：“直寸取穴依中行心蔽骨下至脐共折八寸、人无蔽骨者取歧骨下至脐心共折九寸取
之。
”本文测量上述两段采取了歧肯定点，所以前段可能约少1寸，后项多1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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