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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领面部解剖标志的立体摄影测量

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矫形学教研室 高 翰 李国珍 王 存

中 国 科 学 院 力 学 研 究 所 冯祖绳 祁德 清 姚智英

〔提要 〕 研制用于口腔颇面部立体摄影测量的基本设备
,

用此设备对 例正常人领面部解剖标志

进行了测量
,

获得领面部各标志点的三维数据
。

目的在于找出面部比例的 谐调关系
,

有利于对 形态改

变的诊断与识别
,

在牙齿缺失后
,

易于恢复原有的面形轮廓
,

故立体摄影测量可作为口腔医学方面的精

密测量方法之一
。

摄影测量是在可见光范围内
,

通过记录
、

测量和解释像片图像
,

从而获得物体可靠信息

的一门学科
。

早在 年
,

从简单基础的立体照像求获得面部测量
,

并在

临床应用
。

以后的学者用此技术继续研究了许

多临床面部测量的形态
。

年
,

对面

部生长进行了连续绘图测量
,

年又 对青

春期面部生长发育的迹象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

近年来
,

由于计算技术的发展
,

和在医疗
、

科

研上对三维图形的要求
,

近景解析立体摄影测

量这一分支学科
,

已在国外医学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
。

本文用立体摄影测量方法对 例正 常人

领面部解剖标志进行了测量
。

其 目的在于找出

面部比例的谐调关系
,

有利于牙齿缺失后的修

复治疗
。

用直线性变换程序
,

则直接由坐标仪坐标求得

物体各点的空间坐标
、 、

和对精 度的估

计
。

其基本公式如下

—

一

。 。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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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一
、

实验部分 自行设制一精度为 。 毫

米的坐标板
,

板上装有若干个已知空间坐标的

控制点
,

控制点的位置可随不同体积的被测物

而改变
,

一般要求均匀分布于被测物的周围
。

被测物的空间坐标以坐标板为基淮
,

用两台普

通照像机
,

从不同角度拍摄被测物体
,

获得的

立体像对
,

在 自动坐标记录仪上测量相点
,

把

坐标仪坐标转换为相片坐标
,

再由相片坐标计

算出被测 物 的 空间坐标
。

然后输入计算机
,

、

是坐标仪坐标
。

、 、

是被测点的空间坐标
。

一
、
是转换系数

。

计算过程分 两步 进行
。

首先计算出 一
, 等转换系数

,

然后再求出空 间坐标
、 、

。

精度和分辨率实验

在人头模型领面部解剖标志点上
,

用卡尺

测量三次取平均值
,

与摄影测量的测得值比较
,

相差在 毫米以内
。

为了进一步确定摄影测量

的分辨率
,

再在此坐标板上置约 毫米 的圆

柱
,

柱面上放一伍分硬币
,

将摄影测量值与用

精度为 。 毫米测长仪的测得值比较
,

可知

上述摄影测量方法的分辨率达 毫米
,

因此
,

能满足领面部和 口腔内的测量要求
。

二
、

临床测量方法

一 测量对象 选择身体健康
,

颜面发

育谐调
,

牙列完整
,

测量标 志清楚 的正 常人

例 表
,

二 标志点的确定

眼外角点 上
、

下眼睑 外侧角之点
。



表 受检者年龄性别分布 然闭合于正中矜位
,

进行摄影
。

年龄 岁

月恤,了,以下

一

一
以上

结 果

例正常人领面部解剖标 志测 量 数据与

分析结果如表

表 领面部标志点 轴测量结果 毫米

距离宽度 均数 标准差 标准误

眼内角点 上
、

下眼睑内侧 角之 点
。

鼻翼点 鼻翼最向外突出之点
。

‘ 口角点 口裂的左
、

右终点
。

发际点 发际与正中矢状面相交之点
。

鼻根点 鼻额缝与正中 矢状 面相交之

点
’

‘

鼻底点 鼻底 最终 点
,

居鼻 中 隔 下

端
。

忍 颊点 颇部中央最低点
。

鼻尖点 鼻尖最向前突出点
。

唇红点 上唇中央突出点
。

三 领面部标志点的宽度
、

长度
、

高度分

别以 轴
、

轴和 轴表示

轴 两眼外角宽 左
、

右侧眼外角点

间的直线距离 两眼内角宽 左
、

右侧眼内

角点间的直线距离 鼻宽 左
、

右侧鼻翼点

间的直线距离 口裂宽 左
、

右侧 口角点间

的直线距离
。

轴 发际至鼻根的长度代表面 上部
,

是由发际点至鼻根点间的直线距离 , 鼻根

至奔底的长度代表面中部
,

是鼻根点至鼻底点

间的直线距离 鼻底至颊点的 长度 代表面

下部
,

是鼻底至颊点间的直线 距离 , 两侧

眼外角至 口角长度的均数
。

轴 以鼻尖为原 点测定
。

鼻高 鼻

根点至鼻尖点间的直线距离
,

鼻深 鼻尖

点至鼻底点间的直线距离 上 唇突度 鼻

尖点至唇红点间的直线距离 鼻尖 至须点

闻的直线距离
。

四 方法 被测者测前以圆 珠笔蘸 墨汁

在面部定点
,

然后端坐于立体坐标系前
,

头部

直立
,

眼乎视前方与地面乎行
,

上
、

下牙列 自

两眼外角宽

两眼内角宽

奔 宽

口裂宽

。 。

‘

。

。

表 领面部标志点 轴测量结果 毫米

距离长度 均 数 标准差 标准误

发际至弃根

鼻根至真底

鼻底至烦点

两侧眼外角至口角均数

。

。

。

。

农 领面部标志点 轴测量结果 毫米

距离高度 均 数 标准差 标准误

鼻高

鼻深

上唇突度

鼻尖至须点
。

,

。

。

例面中部和面下部距离回归方程

图

日 孔例面中部和面下部欲点图



讨 论

一
、

立体摄影测量是无接触的三维测量
,

可测出物体各点空间坐标的长
、

宽
、

高
、

而颇

面部解剖标志的研究
,

是对领面部的生长发育

规律
,

某些形态改变的诊断
、

识别
,

错猎畸形

的矫治
,

以及牙齿缺失后
,

软
、

硬组织的改变
,

对恢复原有的面部轮廓
,

有着重 要的 生理 意

义
,

故立体摄影测量可作为 口腔医学方面的精

密测量方法之一
。

二
、

测量的结果
,

鼻宽度均 数为 毫米

表
, 口裂宽度的均数为 毫米

,

此二宽度

为全 口义齿修复时选择前牙的参考
。

根据我院

对牙列模型的测量
,

左
、

右侧尖牙长轴间的距

离
,

约相当于鼻的宽度
,

因为它不是两尖牙远

中侧之间的距离
,

且前部牙齿的排列呈弧形
,

因此
,

选择前牙时
,

应在鼻宽 度数 上加

毫米
。

而左
、

右 口裂间的距离即左
、

右两尖牙

远中侧之间的距离
,

此数不需另加
。

两眼外角

和两眼内角的宽度
,

是研究 口腔领面部生长发

育方面的参考
。

三
、

全 口牙齿缺失后
,

面下部垂直长度发

生改变
, 口腔颇面部周围软

、

硬组织相应变化
,

若以全 口义齿恢复合适的面下部垂直长度
,

重

建牙齿的咬矜关系后
,

则咀嚼
、

美观
、

发音
、

软
、

硬组织和颖下领关节的健康等方面
,

都能

得到生理的恢复
。

国内外学者对面部垂直长度

的研究很多
。

氏等认为正确的 面部垂

直长度可分为三等分
,

即发际至鼻根
,

鼻根至

鼻底
,

鼻底至颊点
。

氏发现两瞳孔连线

所形成的假想平面与口裂间的距离
,

常与鼻底

至领点的距离相等
。

由表 的结果表明面部三

等分的均数
,

面上部为 毫米
,

面中部为

毫米
,

面下部为 毫米
,

且无男
、

女性别差

异
,

结果说明
,

面部垂直长度是相谐调的
,

而

不是相等的
。

四
、

眼外角至 口裂与鼻底至领点的距离
,

呈正相关关系
,

其相关系数 为
。

五
、

, 轴可代表面部的深度
,

但对标志点

的确定
,

应进一步研究
。

六
、

本文对 例正常人领面 部解 剖标志

进行了立体摄影测量
,

仅作为测量方法的探索
,

尚需继续进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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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聘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博士为名誉教授

年 了月 日
,

我校举行了隆重的授予 瀚 博士名誉教授仪式
,

会议由秘静德副校长主持
,

曲绵域

校长致词
,

李肇特教授作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

到会师生近百名
,

其中包括外单位的著名教授 名
。

“ 施 博士因与 博士一起
,

首创杂交瘤技术以产生单克隆抗体
,

导致免疫学技术及

理论的新发展
,

而于 年共获诺贝尔医学奖金
。

博士现为西德 研究所免疫生物学所长
。

在 教授接受聘请后
,

作了题为
“

分子免疫学新进展
”

的报告 , 介绍 了应用基因转型系小鼠
,

在基因水

平上
,

研究免疫球蛋白产生机理
。

教授还与我校领导进行了座谈
,

赞赏我校的学科发展规划
,

表示愿意与我校合作
,

共同培养人材
,

并与微生物及免疫学教研组全体在校同志进行了座谈
,

详细了解了科研工作
。

陈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