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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量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依据国际上近百年形成的比较通用的测量标准，考虑到数值分

类学对测量项目数的要求，根据不同类群形态差异，提出我国兽类学测量标准建议，为测量标准的统一

和规范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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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动物学及阅读文献时，往往会遇到

各种各样量化动物整体或局部特征的术语，如

描述兽类头骨特征常见的颅长、颅全长、颅基

长、基底长等，不同学者对同一量度常给予不同

的定义，使用标准十分混乱，使刚接触本学科的

研究者深感不便；即使对于长期从事该领域研

究的科学家，也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使用各

自的“地方标准”，而很难准确掌握描述的具体

部位，特别是在同域分布的相似种或种下单元

的研究上，测量标准的统一和规范就显得特别

重要。

我们在大量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 +］，

依据国际上近百年形成的比较通用的测量标

准，考虑到数值分类学对测量项目数的要求，根

据不同类群形态差异，提出我国兽类学测量标

准建议。

本文的基本格局是，最基本的术语和标准

定义在第一部分，以后各类群所特有的测量部

分在以后各部分单独列出。由于下颌（齿骨）在

各类群中变化较小，部分类群将不再进行重复

描述，测量标准参考本部分。关于头骨描述的

方位，以头骨背面观为基础，鼻骨方向为前，枕

骨方向为后，上颌以腭骨放置于水平面为准，下

颌方位与上颌咬合为准，底部以齿骨放置于水

平面为准；由于一些细微形态上的差异，请参照

!!!!!!!!!!!!!!!!!!!!!!!!!!!!!!!!!!!!!!!!!!!!!!!!!!!!!!!!!!

图例使用。



图 ! 头骨各部位及测量点名称模式图

"#$% ! &#’()*#+,-. ,+/(,).-*0’( -,1 1(2#,#*#+,3 +2 /(-30’#,$ 4+#,*3 +2 350..
!" 头骨上颌背面观； #" 头骨上颌腹面观； $" 头骨上、下颌侧面观； %" 头骨上颌后面观

!" &’!()*+，%,-!. /)01； #" &’!()*+，#!-!. /)01；

$" &’!()*+ !(% +!(%)#.0，.023 -)%0 /)01； %" &’!()*+，(*$4!. /)01

! 头骨模式图及各部位名称

对于一些表示两个部位间距离的概念，由

于测量时很难掌握实际测量角度，不同人的理

解不一样其测量结果会千差万别。为此，我们

尽可能把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描述为点与点之

间的距离或点到直线的距离，并将每一个测量

点标示在相应的测量模式图中。参照国内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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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 " #］，结合作者实际操作经验，将一些常

用的测量点的定义作一介绍，并附上文献中常

用的英文名称。

!"! 上颌部分

$—$%&’%&()*’)：头 骨 顶 部 最 后 缘 突 出 点

（图 !：(，+，,）。

-—-(.*’)：枕大孔下缘中点（图 !：/，+，,）。

0+1—0+1’&/*1(23：额骨后缘眶后突外缘顶点

（图 !：(，+）。

0)1—0)1’&/*1(23：眼眶前缘与泪管对应位置

（图 !：(，+）。

04—04&5’)：脑颅两侧最外缘顶点（图 !：(）。

6—6&’)1(2 7*,8’*)1：额骨中点，即两额骨眶

后突 0+1 连线与额骨中缝的交点（图 !：(，+）。

9:—9):&(’&/*1(23：眶下孔，即眶下前方两对

称孔（图 !：(）。

;—;(.*’)：额 骨 前 缘 与 鼻 骨 中 缝 的 交 点

（图 !：(）。

;*—;(.’*)13&7(<*22(&3：前颌骨后缘与鼻骨

的交点（图 !：(）。

=—=8*.1>*’)：枕大孔上缘中点（图 !：,）。

=1—=1*’)：乳突外侧最突出点（图 !：/，,）。

?—?&’.1>*’)：两前颌骨最前端中点，在某些

类群中，如野猪，两前颌骨前端分开，则采用两

前颌骨最前端连线之中点（图 !：(，/，+）。

?(—?&’.1>*’) (：门齿中缝与齿槽后缘交点

（图 !：(，/，+）。

?,—?’.1,3)1(23：两上颊齿列最后缘连线与

腭中缝的交点（图 !：/）。

?7—?&37’2(&3：两上颊齿列最缘端连线与

腭中缝的交点（图 @：/）。

?’—?(2(1*)’’&(23：腭骨前缘与腭中缝的交

点（图 !：/）。

A>—A>*)*’)：两鼻骨最前端连线与鼻中缝

或其延长线的交点（图 !：(）。

B—B5).8>3)*’)：基蝶骨前缘与前蝶骨中缝

的交点（图 !：/）。

B8—B48&(’&/*1(23：眶上孔连线与额中缝的

交点（图 @：(）。

B1—B1(8>52*’)：翼间孔前缘与腭中缝的交

点（图 !：/）。

C5—C5D*’)：两颧弓外侧最突出点（图 !：(）。

!"# 下颌部分

E’(—$/’&(2 /’&,3& ’: 1>3 +’),523 8&’+3..：下

颌关节面最后远点（图 @：3）。

E’>—F*D>3.1 8’*)1 ’: 1>3 +’),523 8&’+3..：下

颌关节面上缘顶点（图 @：3）。

E&—E’&’)*’)：下颌冠状突上缘顶点（图 !：

+）。

G’+—G’)*’) +(4,(23：关节突后最后缘远点

（图 !：+）。

G’H—G’)*’) H3)1&(23：角突底部最低点（图

!：+）。

G’2—G’)*’) 2(13&(23：角突最后缘远点（图

!：+）。

9,—9):&(,3)1(23：下颌骨最前端中点，即门

齿中缝外缘齿槽基部（图 !：+）。

I),—J3383.1 8’*)1 ’: 1>3 7(),*/42(& )’1+>：

下颌关节前部凹陷最低点（图 !：+）。

# 头骨基本量度

本节列出各类群形态学研究中的最基本量

度或使用频率较高的量度［!］以供选择，其中

部分量度没有固定或惯常使用的中文或英文名

称，故仅用测量点间的距离进行描述，暂不另行

命名；部分量度不便图中标示，仅做文字描述。

同时，本文对于一些原来使用而本文不推荐继

续使用的量度或描述也在相应位置列出，但以

［ K ］注明。文中有多个中文名称的量度，以第

一个出现（即括号外）的为推荐名称。

!L 颅全长 ?&’:*23 23)D1>M1’1(2 23)D1>：从 ? 点

$ 点的距离（图 @：(，+）。［!］

头骨最大长M颅全长：头骨的最前端（最前

突出部，包括门齿）至最后端的直线距离，即头

骨的最大长度。［ K ］

!(N 颅基底长 B%422 /(.*2(& 23)D1>：从 ?( 至 $
的距离（图 @：/）。

@L 颅基长（枕基长）E’),52’/(.(2 23)D1>：?
至左右枕踝后缘连线的距离（图 @：+）。［!］

OL 基长 -(.(2 23)D1>：? 至 - 的距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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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基本量度示意图

"#$% ! &’(#) *+’(,-+*+./(
!" 头骨上颌背面观；#" 头骨上颌腹面观；$" 头骨上颌侧面观；%" 头骨上颌后面观；&"头骨下颌侧面观

!"’(!)*+,，%-.!/ 0*&1； #"’(!)*+,，#!.!/ 0*&1； $"’(!)*+, !)% ,!)%*#/&，/&23 .*%& 0*&1；

%"’(!)*+,，)+$4!/ 0*&1&； &"5!)%*#/&，/&23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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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底长 %#&’(#) (*+,-.：/# 至 % 的距离

（图 0：!）。

12 短颅长 3.4)- &56(( (*+,-.：/7 到 % 的距

离（图 0：!）。

82 前颌长 /)*74(#)*9/)4&-.’4+：/ 到 /7 的

距离（图 0：!）。

:2 鼻吻长 ;’&<*)4<)#+’67 (*+,-.：/ 到 = 的

距离（图 0：#）。

>2 鼻颅长 ?’@’#+ A)4+-#( (*+,-.：= 到 B 的距

离（图 0：#）。

C2 额骨长 D)*#-*&- A)4+-#( (*+,-.：额骨的最

大长度（图中未示）。

E2 枕鼻长 3.4)- 6FF*) <)#+’67 (*+,-.：G. 到

B 的距离（图 0：#）。

HI2 眶上孔颅长 JFF*) +*6)4<)#+’67 (*+,-.：

3F 到 B 的距离（图 0：#）。

HH2 面 颅 长 K#<’#( (*+,-.：/ 到 3F 的 距 离

（图 0：#）。

H02 短面颅侧长 3.4)- (#-*)#( A#<’#( (*+,-.：

L+- 到 / 的距离（图 0：<）。

H"2 脑颅长 M*+,-. 4A !)#’+<#&*：L<- 到 N 的

距离（图 0：<）。

H12 面颅侧长 M#-*)#( A#<’#( (*+,-.：/ 到 L<-
的距离（图 0：<）。

H82 鼻骨长 D)*#-*&- (*+,-. 4A -.* +#&#(&：鼻骨

最大长度（图 0：#）。［!］

H:2 鼻骨中缝长 =#&#( &6-6)* (*+,-.：鼻骨中

缝长度（图 0：#）。

H>2 鼻骨宽 D)*#&- O’@-. 4A +#&#(：鼻骨的最

大宽度（图 0：#）。［ !］

H>#$ 鼻骨宽 # =#&#(& O’@-. #：两鼻骨前端与

两前颌骨前端接合点间的直线距离（图 0：#）。

H>!$ 鼻骨宽 ! =#&#(& O’@-. !：两鼻骨中部

与两前颌骨后端接合点间的直线距离（图 0：

#）。

H><$ 鼻骨宽 < =#&#(& O’@-. <：两鼻骨中部与

两上颌骨后端接合点间的直线距离（图 0：#）。

H>@$ 鼻骨宽 @ =#&#(& O’@-. @：两鼻骨后部

与额骨汇合点间的直线距离（图 0：#）。

HC2 腭枕长 %#&’4+93-#F.P(’4+：3- 到 % 的距

离（图 0：!）。

HE2 腭底长：3- 至 /# 的距离（图 0：!）。

0I2 腭长 ?*@’#+ F#(#-#( (*+,-.：/ 到 3- 的距

离（图 0：!）。［!］

0I#$ 口盖长 /#(#-#( (*+,-.：/ 到翼间孔最前

端（不包括棘突在内）连线的距离（图 0：!）。

0H2 上齿列长 M*+,-. 4A -44-. )4O：/ 至最后

臼齿槽最后缘点的距离（图 0：!）。

0H#$ 吻咽长 Q*+-#( (*+,-.：/ 到 /@ 的距离

（图 0：!）。

002 前 颌 骨 侧 长 M#-*)#( (*+,-. 4A -.*
F)*7#R’((#：/ 到 =’ 的距离（图 0：<）。

0"2 上颌齿隙长 M*+,-. 4A -.* @’#&-*7#：最后

门齿槽后缘到同侧前臼齿槽最前缘的距离（图

0：<）。［!］

012 上颊齿列基长 M*+,-. 4A -.* <.**5-44-.
)4O：上颌前臼齿槽前缘至同侧最后臼齿槽后缘

的最大长度（图 0：<）。［!］

01#$ 上颊齿列冠长 M*+,-. 4A -.* <.**5-44-.
)4O：上颌前臼齿前缘至最后臼齿后端齿冠的最

大长度（由齿冠咬合面测量）（图 0：<）。

082 上 颌 臼 齿 列 基 长 M*+,-. 4A -.* 74(#)
)4O：第一臼齿槽前缘至最后臼齿槽后缘的最大

长度（由齿列外侧测量，图 0：!）。

08#$ 上颌臼齿列冠长 M*+,-. 4A -.* 74(#)
)4O：第一臼齿冠前缘至最后臼齿冠后缘的最大

长度（由齿冠咬合面测量，图中未示，测量方法

同 01#）。

0:2 上 颌 前 臼 齿 列 基 长 M*+,-. 4A -.*
F)*74(#) )4O：前臼齿槽前缘至最后前臼齿槽后

缘的最大长度（由齿列外侧测量，图 0：!）。

0:#$ 上 颌 前 臼 齿 列 冠 长 M*+,-. 4A -.*
F)*74(#) )4O：前臼齿冠前缘至最后前臼齿冠后

缘的最大长度（由齿冠咬合面测量，图中未示，

测量方法同 01#）。

0>2 上颌臼齿外宽（上腭宽）D)*#-*&- F#(#-#(
!)*#@-.：左右上颊齿列外缘基部间的最大宽度

（图 0：!）。［!］

0C2 眼窝长 D)*#-*&- ’++*) (*+,-. 4A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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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眶最大长度（图 !："）。［!］

!#$ 眼窝高 %&’()’*) +,,’& -’+.-) /0 )-’ /&1+)：
眼窝的最大高度（图 !："）。

23$ 乳突间距4后头宽 %&’()’*) 5(*)/+6 1&’(6)-：

后头两 7) 点之间的距离（图 !：6）。［!］

28$ 枕踝宽 %&’()’*) 1&’(6)- /0 )-’ /""+9+)(:
"/,6;:’*：两枕踝外缘间的最大宽度（图 !：6）。

2!$ 最大颈静脉突宽 %&’()’*) 1&’(6)- /0 )-’
1(*’* /0 )-’ 9(&(/""+9+)(: 9&/"’**’*：两侧颈静脉突

外缘最大宽度（图 !：6）。

22$ 枕大孔宽 %&’()’*) 1&’(6)- /0 )-’ 0/&(5’,
5(.,<5：枕大孔的最大宽度（图 !：6）。

2=$ 枕大孔高 >’+.-) /0 )-’ 0/&(5’, 5(.,<5：

7 到 ? 的距离（图 !：6）。

2@$ 脑颅最大宽 %&’()’*) ,’<&/"&(,+<5 1&’()-
A .&’()’*) 1&’()- /0 )-’ 1&(+,"(*’：脑颅两侧两 B<
点间的距离，即脑颅的最大宽度（图 !：6）。

2C$ 脑颅最小宽 D’(*) 0&/,)(: 1&’(6)- A :’(*)
1&’(6)- /0 *E<:: A :’(*) 1&’(6)- /0 )-’ 0/&’-’(6 (1/&(:
/0 )-’ /&1+)：脑颅前部的最小宽度（图 !：(）。

2F$ 眶 上 孔 距 D’(*) 1&’(6)- 1’)G’’, )-’
*<9&(/&1+)(:’：两 H9 点间的距离（图 !：(）。

2I$ 最大眶间距 %&’()’*) 1&’()- /0 )-’ *E<:: A
.&’()’*) 1&’(6)- ("&/** )-’ /&1+) A .&’()’*) 0&/,)(:
1&’(6)-：两 B") 点间的距离（两眼眶间的最大距离，

图 !：(）。

2#$ 眶间距 D’(*) 1&’(6)- 1’)G’’, )-’ /&1+)*：
左右两 B,) 点间的距离（图 !：(）。［!］

眶间宽：左右眼眶内缘之间的最小距离。

我国目前采用这些量度的定义尚比较含糊，有

些容易引起歧义。汉语中的“宽”通常表示最大

宽度，而在兽类头骨量度中的“眶间宽”却指左

右眼眶之间的最小距离；而表示最小距离的词

往往采用“距离”或简称“距”。为此我们建议将

原量度中的“眶间宽”改为“眶间距”。［ J ］

=3$ 眶下孔距 K/&(5’, +,0&(/&1+)(: 1&’(6)-（:’(*)
6+*)(,"’）：两 L0 点间的距离（图 !：(）。

=8$ 吻宽 %&’()’*) 1&’(6)- /0“*,/<)”：吻部的

最大宽度（图 !：(）。

=!$ 齿隙最窄 D’(*) 1&’(6)- +, )-’ &’.+/, /0

)-’ 6+(*)’5(：吻部齿隙处的最小宽度（图 !：1）。

=2$ 枕颅高 ?(*+/, -’+.-)：点 ? 到脑颅顶点

的距离（图 !："）。

=2(M 枕 颅 高 ( D’(*) -’+.-) /0 )-’ /""+9+)(:
&’.+/,：点 7 到脑颅顶点的距离（图 !："）。

==$ 颧宽 N;./5()+" 1&’(6)-：两 O; 点间的距

离（图 !：1）。［!］

=@$ 听泡长 :’,.)- /0 );59(,+" 1<::(：听泡的

最大长度（不包括副枕突在内，见其他类群量

度）。

=C$ 下颌长 P/)(: :’,.)-：点 L6 到 %/" 距离

（图 !：’）。［!］

=F$ 下颌至关节长 D’,.)- 0&/5 )-’ "/,6;:’：
点 L6 到 Q/( 的距离（图 !：’）。

=I$ 下颌第三臼齿槽最后缘至 %/" 的距离

（图 !：’）。

=#$ 下颌前臼齿槽最前缘 %/" 的距离（图

!：’）。

@3$ 下齿列长 D’,.)- /0 )-’ )//)- &/G：L6 至

最后臼齿槽最后缘的距离（图 !：’）。

@8$ 下颊齿列基长 D’,.)- /0 )-’ "-’’E)//)-
&/G：下颌前臼齿槽最前缘至最后臼齿槽最后缘

的长度（图 !：’）。［!］

@8(M 下颊齿列冠长 D’,.)- /0 )-’ "-’’E)//)-
&/G：下颌前臼齿最前端至最后臼齿最后端齿冠

的最大长度（由齿冠咬和测量，图 !：’）。

@!$ 下 颌 臼 齿 列 基 长 D’,.)- /0 )-’ 5/:(&
&/G：第一臼齿槽最前缘至最后臼齿槽最后缘的

距离（由齿列外侧牙床测量，图 !：’）。

@!(M 下 颌 臼 齿 列 冠 长 D’,.)- /0 )-’ 5/:(&
&/G：第一臼齿冠最前缘至最后臼齿冠最后缘的

最大长度（由齿冠咬和面测量，图 !：’）。

下颌前臼齿列基长 D’,.)- /0 )-’ 9&’5/:(&
&/G：前臼齿槽最前缘至最后前臼齿牙床最后缘

的长度（由齿列外侧测量，图 !：’）。

@2(M 下 颌 前 臼 齿 列 冠 长 D’,.)- /0 )-’
9&’5/:(& &/G：前臼齿冠最前缘至最后前臼齿冠

最后缘的长度（由齿冠咬和面测量，图 !：’）。

@=$ 下 颌 齿 隙 长4齿 虚 位 D’,.)- /0 )-’
6+(*)’5(：第三门齿槽最后缘到前臼齿槽最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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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图 !："）。［!］

##$ 下颌前部宽 %&"’(")( *&"’+(, ’-&.)) (,"
-/&0’(/&" .1 23-2).&)：下颌前部最宽处两突出点

的距离，即两最后门齿槽最后端间的距离（除兔

形目、啮齿目，图中未示）。

#4$ 下 颌 最 窄 56’77")( *&"’+(, .1 (," (8.
,’70") 23 (," &"92.3 .1 (," +2’)("6’：下颌齿隙最窄

处的宽度（图中未示）。

#:$ 下颌后部高 ;*.&’7 ,"29,( .1 (," 0"&(2-’7
&’6/)：<., 到 %.0 的距离（图 !："）。

#=$ 下颌中部高 >2++7" ,"29,( .1 (," 0"&(2-’7
&’6/)：>3+ 到 %.0 的距离（图 !："）。

#?$ 下 颌 全 高 @&’7 ,"29,( .1 (," 0"&(2-’7
&’6/)：<& 至 %.0 的距离（图 !："）。

4A$ 角 突 间 距 B&"’+(, .1 (," (8. ,’70")
*"(8""3 (," 6.)( 7’("&’7 C.23() .1 (," (8. ’397")：下

颌后两 %.7 点间的距离（图中未示）。

4D$ 颌关节突间距 B&"’+(, .1 (," (8. ,’70")
*"(8""3 (," -.3+E7"：两 %.- 点间的距离（图中未

示）。

4!$ 冠 状 突 间 距 B&"’+(, .1 (," (8. ,’70")
*"(8""3 (," -.&.3.2+ C&.-"))：两 <& 点间的距离

（图中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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