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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駐線立鵬撮影法二依ノレ肺臓所見ノ研究

第1報 序 盤

金澤讐科大難大里内科敏室（主任大里教授）

助手 田 中 淳 之
    研レ膨珈 TCTna，ea

 （昭和16年8，月30日受附 特別掲載）

内 容 抄 録

 我敢室二於テ昭和ユ3年以降，胸部「レントゲンj立髄

旧識像ノ研究二戸事シ，今日迄凡ソ400名ノ経験ヲ得，

圭トシテ肺結核症例二就キテ台臨ヲ行ヒ，之等所見ノ

概括ヲ各篇二分チテ記載スルニ先立チ，余等ノ本研究

着手ノ動機ヲ述べ，先進諸家ノ業績ヲ紹介シ，立膿撮

影法ノ臨床的懸用慣値二就キテ，呉ノー般大勢ヲ窺

ヒ，余等ノ用ヒタル立膿撮影法三二立鰹爲眞観察方

法，：更二所見記載ノ要領等二關シ，以下逐i欠述ベント

スル臨床的癒用二際シ，呉ノ反復記載ノ煩雑ヲ避クル

爲，拉ニ一括シテ記述ヲ行ヒタ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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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膿撮影法ノ沿革

立匿埋樋二關スルー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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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家二重リ唱ヘラルル撮影並二観察方法二

就テ

立膿撮影法ノ臨床的鷹用二就テ

第6章 余等ノ用ヒタル撮影檬馬前二翻察方法

 第1項蛙声爲眞撮影方法

 第2項 立膿爲眞観察様式

 第3項  所見盗見察1一其ノ雲斗載

第7章 結 群

 文 献

第1章 緒

 今やR線診断ハ現代讐學ノ領域，殊二内科臨

床上諸方面二重要ナル補助診断法トシテ確固不

抜ノ地歩ヲ占メ，臨床讐學ノ日常がR線診断ノ

恩恵二浴シ，之二負フ所ハ恰モ草木ノ成長ト太

陽トノ關係ニアルト言フモ過言二非ラザル可

シ．從ツテR線診断學二關スル研究ハ各分野ヲ

問ハズ極メテ精細二，且，多撒ノ知見業績獲表

セラレ墨ゲテ数フルニ逗無キ程，其ノ進歩下達

ハ瞠目ス可キモノアリ．サレバ斯ルR線學ノ獲

達隆盛ハ，之迄ノ輩純雫面撮影爲眞齪察ノミニ

言

止マルヲ許サズ．

 一般二吾人ノ観ル肺臓所見ハ胸部ノ凡ユル断

面二手ケル所見ノ平面綜合像ナレバ，之が各陰

影ヲ正確二護影判断スルニ當リテハ，種：々ノ方

向ヨリノ撮影並二透覗ヲ必要トスル場合アリ，

或ハ叉之ヲ行フモ往々ニシテ困難ナル事，或ハ

不可能二講論無クセラル・事モ稀ナラズ，此ノ

不便ヲ除ク爲＝，R線診干満領域ニー劃期ヲ來

セル断面撮影ノ出現ヲ見タリ．

 断面撮：：影法ハ玉921年：Bocage（9）ノ創案二端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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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ス．帥チ氏が管球ト「フイルム」ノ移動二依リ

テ目的ノ肺臓断面ノ撮影ヲ行ヒ得ルトノ卓見ヲ

公表シテ以來多数ノ研究者，特二ziedses des

：Plantes（97），：Bartel｛nk（8）， Vallebona（93）等ノ詳細

ナル研究ヲ経，漸次改良ヲ加ヘラレ，1935年

Grossmann（43）及ビChaou1（27）（2s）（29×30）ハ之ヲ

臨床上男用セラル可キー一ge置ヲ作製シ，之ヲ

Tomographト名付ケタリ．其後此ノ方面二二

スル研究報告ハ極メテ多シ．

 以上述ペタル深部撮影ハ普通雫面撮影ノ及バ

ザル所ヲ補充シ，目的病竈ノ深部ヲ確認セシメ，

且，之ノミヲ詳細二観察シ得ル長所ヲ有シ，臨

床診断早上眞＝刮目二便ス可キモノアリ．然レ

共営，本法ニモ不便ヲ感ズル黒駁勘ナカラズ，帥

チ共ノ1ハ，装置ノ彪大川シテ，且高債ナル黙

二在リ．之が爲種々簡易装置ヲ考案セル者アル

モ，少ナク共現今二野テハ，一般臨床上二遍ク

利用セラル・状態ニハ達シ居ラズ．其ノ2二響

町ト算ス可キハ，獲タル映像が朦朧トナルコト

ナリトス．叉断面撮影ト言フモ，之ハ軍二其ノ

縦断面タルニ止マリ，更メテ横噺面二於ケル工

面撮影ヲ行ハザル限り，個々病攣ノ位置覚關係

ハ之ヲ窺知スルヲ得ズ．帥チ深部撮影二於テ

ハ，目的観察部位ノ帯電，其他トノ筆写ヲ詳細

二瞭然タラシメントスル場合＝不便アリ．

 余ハ室洞ノ研究中（98）（99×100×101）（102×103）普通平

面撮影爲眞観察＝於テ不便ヲ感ズル窯勘ナカ

ラズ，断面撮影ハ上述ノ如ク室洞所見ヲ明ラ

＼カ＝スル上＝於テ見極メテ有意義ノ方法ナル

モ，以上述ペタル短所有り．爲二余ハ立禮撮

影法（Stereographie）＝依り得タル立早撮影像

（Stereogramm）二於ケル党弊的観察ヲ施シ，肺

臓所見ヲ立罷的二禁門シ，主トシテ病竈相互間

ノ關係ヲ明ラカニセント企テタリ．

 立禮撮影法ハ後述セラル・ガ如ク，可成リニ

古キ歴史ヲ有ス．從ツテ其ノ基礎的研究ハ精細

ニナサレ，之が臨床的磨用モ諸家二依リテ企劃

セラレ，殊二外科的領域方面二於ケル本法使用

バー桴ｽ々隆盛ヲ極メ，報告比較的多数二上
ノレ．

 本法が普通準面爲眞観察丁寧レ，此ノ使用＝・

依り所見更正明確ヲ加へ，或ハ鑑別二，或ハ叉

治療方針ノ決定二貢獄スル所大ナル事ハ，馬腹

臨床的玲琴ノ維験ヲ有スル諸家二依リ齊シク推

賞セラル・所ナルモ，其ノ観察所見ノ詳細ヲ極

メ，以テ立艦撮影法二依ル所見ノ特徴ヲ記載

シ，進ンデ胸部二於ケル臨床的鷹用二際シ，用

ヒテ三値アル可キ所ヲ具盟的二解読シタルモノ

ニ就キテハ余ノ寡聞未ダ之ヲ知ラズ，内科臨床

方面二於ケル本法ノ日用ハ概シテ抽象的二止

り，極メテ寂蓼ノ感有り．

 余ハ昭和13年，本法二依ル胸部所見ノ襯察ユ

着手シ，其ノー般概要ハ既二昭和15年，第18回

日本結核病學會二戸テ稜表シ，其後爾現在二至

ル迄凡ソ400名ノ種々ナル胸部疾患二就キテ槍

索ヲ進メ，大凡ソ所見ノ大要ヲ得ル＝至りタレ

バ，順ヲ追ヒテ早耳二分チ之ヲ記載シ，諸家ノ

叱正ヲ仰ガムトス．

第2章 立膿撮影法ノ沿革

 立艦撮影法＝1就キテ最初二着目皿ルハ1896

年，Wienノ物理學者EMach（70）ナリトス．

彼ハR線寓眞ハ光線ノ移動二三リテ立脚鏡野

像トナシ得ル事ヲ喝破シ，次・fデEder und

Valenta（41）， Czermak（21）， Joubert und：Bertin

（60），等ノR州立艦像二關スル研究アリ．

 人三二於ケルR線立艦像ノ研究ハ，猫逸二於
               ぴ
テL evy－Dorn㈹ヲ以テ噛矢ト爲シ，氏ハ1897

年，：Kongres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iir

Chirurgie二於テ之が供覧ヲ行ヒ，叉同年Marie

und Ribaut（67）ハ，，，Stereoskopie in ihrer An－

wendung auf Radiographie“ナル系統的研究ヲ

行ヒ，之ヲ公ニセルモ）．th當時バー般二之二三ズ

ル關心ヲ鉄キタル歌態ナリキ．サレド其後立禮

観察二依リテ身禮ノ猫特ナル表現ヲ獲ル事二興

味ヲ惹カル・二及ビ，該研究ハ各方面二於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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々ナル領域二亘リ考究槍討セラレ，四二本法獲

達ノ過程が莇シ初メタリ．

 ：K．Bartholdy（10）ハ1902年，自家考案二依ル

立盟観察ノ簡易方法ヲ記載シ，1910年，Albers一一

Sch6nberg（6）ハ先天性股關節脱臼二立時撮影ヲ

鷹用シ，之二依リ詳細ヲ極メ得ルニ至レリ．E．G．

：Beck（14）ハ肺結核二本法ノ懸子ヲ試ミ，各陰影

ノ相互的聯帯明白ナルヲ記載シ，又次ノ利黙ヲ

學ゲタリ．師チ，①他ノ方法＝依り診噺疑問＝

付切ラレタル肺浸潤例ノ早期診断，②疾病ノ損

大聖ビ室洞形成ヲ明確二野メ得，⑱結核性病攣

町尽ノ活動性町中停止性ヲ門別シ，④氣管支像

陰影ヲ遙カニヨク吟味シ得．ト言ヒ，之ヲ肺結

核診蜥上二推賞スル所アリタリ。

 19i1年， Comas und Pr16（19）ハ眼科領域二二

テ異物ノ位置診断二本法ヲ慮用シ，叉W．Ca－

1dwe】1（23）ハ泌尿器系統二巴ケル使用経験ヲ獲表

シ，1912年，］・T．Case（24）ハ浩化器系統二二キ

テ立禮撮影ヲ用ヒ，其ノ手技二丁キテ三明ヲ與

へ，更二二ノ学用観察例ノ簡軍ナル記載ヲ施

シ，本領域二二ケル本法使用ノ意義二巴キテ槍

討ヲ加へ，1915年，Th． Christen（22）ハ異物ノ深

部測定二三スル籔學的解説ヲ行ヒ，：Brauneck

（x一））ハ本法ノ臨床的下用ハ只二異物存在位置ヲ

知り得ルノミナラズ，骨盤，脊柱，手掌及ビ足

骨等＝於ケル其等局所所見ヲ更二明確二知ル有

力ナル補助診断法ナリトシ，叉境界不明瞭ナル

陰影，例之肺膿瘍，肺壌疽，或ハ畷膿瘍等ノ位

置決定，更二甲骨ノ鑛大歌態ヲモ知り得ルニ可

能ナリト読キ，1916年，Drliner（35）ハ立禮撮影

並二観察方法，三二位置決定等；二就キテ詳細ナ

ル数等的解読ヲ試ミ，1923年，工Chania（20）ハ

立盤撮影観察二就キ主トシテ数學的解説ヲナ

シ，本法ハ屡々大動脈瘤ト縦隔餐腫瘍ノ鑑別＝

有力ナル事アリ，叉肺臓二於テハ肺膿瘍，或ハ

氣管支隅一性室洞ノ外科的手術ヲ必要トスル場

合，其ノ位置ノ決定ニハStereogrammetrieア

リ，叉骨折，脱臼二用ヒテ利用領値多キヲ述

べ，1925年，：B・ Archangelski（o）ハR6ntgenstereo－

pelvegraph F R6ntgenstereometerヲ使用シテ骨

盤，及ビ胎見ノ正確ナル測定ヲ企圖シ，1927年，

P・Stumpf（79）ハ自己ノStereobinoke1二依ル観

察方法並二其ノ原理ヲ干網シ，M．：Borchardt（16）

ハ外科的領域ヨリ立禮撮影二就キテ記載ヲ：施

シ，1928年，W． Alberti（1）ハ：Bucky－Potter－

Blendeヲ使用スル一階撮影ノ簡易方法二就キ

テ述べ，叉，R． Holltnann（44）下立禮撮影法ノ長

所トシテ，①濃厚ナ・ル陰影ノ肋膜叉ハ肺臓内二

存在スルカ疑問アル場合二，之凶刃覗二依リ或

程度マデ確鴬野ル事アルモ之＝依り伺不確實ナ

ル場合，況や普通撮影爲眞観察二於テ不可能ノ

時二當リ，立禮撮影ノ鷹用ハ，其ノ陰影ノ深サ，

形1伏，肺及ビ肺門部二封スル關係ヲ正確二半メ

シメ，②浸潤二野テハ肺内二於ケル正確ナル位

置ヲ知り，且周圏トノ下衆モ一己ニセラレ，③

輪歌陰影ノ室洞ナルカ否カノ鑑別二半スル事多

ク，④人工氣胸施行中二十ケル癒着ノ部位決定

二封シ三値多キ事等ヲ學ゲ，本法ノ臨床的特用

ヲ推賞セリ．

 1929年，P． Stumpf（so）ハ立町撮影法ノ手技＝

：就キテ詳細ナル記述ヲ行ヒ，更二胸部，溝化器，

泌尿器，骨系統等二於ケル本法使用ノ綜読ヲ行

ヒ，最：十二臨床鷹用債値大ナリト結論ヲ下シ，

G．Lieberme｛ster（65）モ内科臨床上二本法ノ鷹用

ヲ推賞スル所アリ，之同封シL．Drtiner（37）ノ

論述有リ．A・Schoop（81）ハ約300例ノ立罷撮影

ノ経験ヨリ．常二本法ハ明確ナル像ヲ與ヘル事

二依リ，吾人ノ其ノ病準歌態位置等ヲ確立スル

ニ當リ，極メテ重要ナル補助診断法ナリト言

ヒ，H．：Bold｛ngh（7）ハ之迄ノ立燈撮影装置が複：

雑，且高野ナル爲，其ノ使用範園ノ限定セラル

、ヲ読キ，特二外・禾斗的：撮影二適スルー装置ヲ1考案

シ，本装置一転債ニシテ，且簡易，而モ使用等

値ノ減少スル事ナシト述べ，A． Hasselwander

㈹ハ四四撮影法二關スル詳細ナル物理學的考

案ヲ記載シ，之二就キテ同氏（4c・）トC．：Beyerlen

（18）トノ聞二論戦アリ．叉W．Alberti（2）ハTele－

Chiasmo－R6Dtgenstereoskopieト題スル論述ヲ行

ヒ，之二四シ同氏（3）ト，一：L．Drtiner（39×40）トノ

論議行ハレ，更二：L，Drttner（36）（38）トC・：Beyer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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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ノ間ニハ立艦撮影二項スル活濃ナル質疑

ノ唱酬ヲ見タリ．

 1930年，Ratig（77）ハ自己考案ノ凹凹撮影i装置

ヲ作製シテ之ヲ用ヒ，1931年，M． Cohn（25）ハ

，，Atlas der R6ntgenstereoskopie“，並＝，W．：Barth

（26）ト共二，”Lehrbuch der R6ntgenstereoskopie“

ナル著書ヲ公ニシ，立禮撮影＝關シテ大イニ寄

與スル所アリ，1937年，Hasselwander（47）ハ立艦

撮影法二就キテ詳細ナル記述ヲナシ，W． Tesc－

hendorf（86）ハ本法ノ頭蓋，肺臓，腎疾患等二於

ケル臨床的鷹用ヲ護表シ，肺臓領域，殊二肺結

核二階スル本法ノ使用ハ興味アリト言ヒ，之二

依リ其ノ病型，開門，増殖型，滲出型等ヲ識別

シ，且肺臓内二於ケル病攣進行三態ヲ明ラカニ

認メ，特二室洞ノ診断，並二之が他トノ鑑別ニ

ハ下山テ有力ナリト述べ，其他骨系統二野ケル

本法憲用便値二就キテモ推賞スル所アリタリ．

 以上ハ泰西二於ケル主ナル報告ナリトス．之

等二相似タル業績獲表町其他多数認メラル・

モ，之等ヲ絡テ記述スルモ差シテ興味アル事ニ

ハ非ズ．叉余ノ目的トセザル事：ナレバ，翻ツテ

本邦二於ケル立罷撮：影二關スル諸家ノ見解，並

二其ノ業績二酉キー瞥ヲ與へ，以テ泰西二四ケ

ル夫トノ比較ヲ試ムルモ，彊チ徒爾ニハ非ラザ

ル可シ．

 宮原氏（71）ハ昭和2年（1927），立二四眞観察

二二ル時ハ，三層的二肺ノ内部状態ヲ観察シ得

ルヲ以テ模範的ノ撮影法ナリト推賞シタルモ，

所見ノ具農的記載二就キテハ何等之二燭レズ．

 昭和3年（1928），杉下（82）氏モ立禮撮影法二

就キテ記載スル所アリ，又同年，堀田㈹氏ノ

護表二選ス．

昭和4年（1929），前田氏（73）ハ人艘氣下枝二丁

ケル蠕動運動ヲR線學的＝詳細ナル研究ヲ行

ヒ，此ノ研究中，丁丁撮影ヲ使用セル事ヲ護表

シ，瀧内氏く92）ハR線立野鴇翼撮影，並二四覗

法＝：就キテ極圏テ精細ナル理論的概読ヲ試ミ，

板津（57）氏モ叉本法ノ理論的解説ヲ行ヒ，昭和

5年（1930），村松曳72》氏ハStumpf氏立盟爲眞

双限鏡ヲ用ヒテ観察ヲ施シ，本双限鏡ハ極メテ

簡便ニシテ安野ナルモ，同町ハ從來用ヒラレタ

ル高償複雑ナルX線立脚爲眞観察装置ト何等遜

色ナク，完全ナル立罷像ヲ観察シ得ルモノニシ

テ，同器ハ臨床平家ガ，R線立艦爲眞観察二際

シ，日常使用スルニ最：モ便利ナル双眼鏡ナル事

ヲ推賞シ，堀田氏ハ自己考案ノ立罷鏡ヲ㈹（52）

〈5’ 3）作製シ，之＝就キテ立髄観察ノ原理ヲ精細

二述べ，本甲其ヲ用ヒテ臨床的鷹用ヲ試ミ（50），

腰薦轡型痛ヲ主訴トセル102例二四キテR線立

禮鷹司像ヲ以テ観察セル所二依レバ，其ノ成

績，誠二見ル可キモノアリ，叉幌内異物部位四

隅（51）上二本法ノ有意義ナル所以ヲ読キ，外科

的治療二於テ其ノ手術前＝用ヒテ慣値多キヲ述

べ，板津㈹氏ハ前田㈹氏ノ業績護表内容中＝・・，

R線立醗爲眞＝關シテ誤謬アリトナシ，立干爲

眞ノ原理ヲ論ジテ大イニ反駁ヲ行ヒ，之二i封シ

前田氏ノ町尽㈹，更二之二野スル板津氏ノ討

論（5s）アリテ，割球岡三ノ原理二就キ爾者ノ眞

摯ナル質疑特写断岸ヲ呈セリ．

 昭和7年（1932，），和田野（94）ハ，本法ノ外科

的領域二於ケル鷹用経験ヨリ，之ヲ臨床的二推

賞シ，昭和8年（1933），操崎氏（64）ノR下潮寓

眞ノ簡易撮影法二戸スル記述アリ．多々良k87）

（88）氏モ立髄爲眞ノ原理二物キテ述べ，從來ノ

立艦撮影法二丁テハ，第1及ビ第2撮影間二時

闇的相異アル爲，四隅蓮動シツ・アル場合ニ

ハ，第2ノ撮影二等リ，既二物燈各部ノ位置二

攣化ヲ來ス爲，認識不能二陥ルヲ遺憾トシ，氏

ハ此ノ時間的相異ヲ除ク爲，R線管球2個ヲ用

ヒテ，同時二作門川シメテ観察スル方法ヲ考案

シ，種々槍索ノ結果十分臨床的鷹用下値アル事

ヲ認メ，堀田㈲氏ハ立艦轡型槻察ニョ’y・テ揮

丸部位ヲ測定，更二摘出法ヲ行フ爲，本法ヲ外

科的二慮用シ，自己ノ経験ヨリ考察ヲ進メ推賞

スル所アリ．

 昭和9年（1934），野村（75）氏ハR下立艦爲眞

ノー般理論二：就キテ述べ，昭和10年（1935），武

尾（s9）氏同様ナル記載ヲ：施シ，昭和11年（1936），

鈴木（83）氏ハ歯科領域＝於テ，本法ノ鷹用ヲ試

ミ之二依リ個々ノ解剖學的關係ヲ明ラカ＝ス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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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共lt，其ノ立禮的構造ヨリ，手術ノ適否，手

術方法決定ノ標準トナシ，叉手術申二遭遇スル

不慮ノ障碍ヲ可及的僅少ナラシムル職等ノ長所

ヲ學ゲ，本領域二於ケル本法ノ使用ヲ大イニ推

賞シ．昭和12年（1937），土谷氏（go）ハ立禮覗機

能二就キテノ實験結果ヲ褒表シ，亦堀田働氏

ノ本法二關スル記載アリ．

 昭和13年（1938），山原（95x96）氏脚立禮計測ヲ

産科學四二鷹栖ヲ試ミ，自家考案ノR6ntgen一一

stereometrie ill］ll置ヲ使用シテ詳細ナル研究ヲ行

ヒ，出羽（91）氏ハ立博学ナシニ立艦内シ得ル事

ヲ解読シ，緒方㈹氏ハ耳鼻咽喉科領域ゴ於ケル

下階ナルR線立撃爲眞撮影法トシテ：LangeDbeck

／Objel〈tdrehungsverfahrenヲ基礎トシテ考案

セル器其ヲ用ヒデ聴器，蛇二鼻腔「レ」線興醒爲

眞撮影ヲ行ヒタリ．

 以上諸家ノ報告ヲ通覧スレパ，1896年四丁立

憲撮：影法～、，其ノ原理二就キテハ，多鐵諸家昌

依リ物理数學的ノ誰明行ハレ，叉之二件ヒ，臨

床的慮用モ勘ナカラズ試ミラレタルモ，近時梢

々衰退ノ感有リ．惟フニ，手技ノ複雑ナルト，

齪察ノ困難ナル先入感ノ爲ナラン．

 又東西二三ケルR冊立艦撮影法ノ獲達ハ，上

述ノ如ク，其ノ相隔ル事凡ソ30年，本邦静於ケ

ル研究モー時梢々隆盛ナリシトハ言へ，極メテ

一部ノ人々＝ノミ槍討セラレ，甚ダ寂蓼ノ井深

ク，特二立撃撮影法ノ臨床的憲用，別シテ胸部

二三ケル本法ノ使用見地ダ揺整ノ時期ニアルが

如ク察セラル。

第3章 立干篇藁轟蘭スルー般理論1

 立禮撮影法ノ原理二就キテハ既二階章二於テ

記載セノLが如ク，多藪ノ學者二野リテ多年二子

リ詳細ナル基礎的研究行ハレタリ．サレバ其ノ

物理数學的讃明ハ，上述諸大家二三リ，本章二

於テハ只順序トシテ簡輩ナルー般理論ノミヲ記

載スルニ止メン．立艘爲眞ノ原理ハ爾眼輩覗ヲ

巧二舶用セルモノナリ．’吾人が深サノ判断，換

言スレバ，立艘的覗贅ニハ硯差，即チ左右爾眼

ノ位置ノ相異二依ル網膜像ノー程度ノ差異ヲ縄

斜脚必要トスルモノニシテ，注視鮎，及ビ爾眼

ノ結合黙ノ各3黙ヲ含ムHoropterkreisノ上ニ

アル黙ノ網膜像口封鷹鮎二結ブモ，此ノ圓内二

塁レバ，交叉性複像ヲ，圓外二在レバ同名性複

像ヲ生ジ，能ク距離ノ遠近，即チ深サヲ認識シ

得ルモノナリ．故二嚴密二言ヘバ1個ノ立禮ヲ

注覗スル時ト難モ，其ノ爾眼二映ズル聖明総テ

樹慮黙二結ブモノニハ非ズ，一部ハ必ズ不封鷹

鐵二結像ス．加フルニ物禮ノ形状＝依り黒眼ノ

網膜像ハ同一ナラズ，其ノー側バーBR ＝，他側

ハ他眼ニノミ映ジ，爾眼ノ合一スル時初メテ観

察物禮ノ三門ヲ同時二認メ，此ノ2種ノ映像が

大騒二於テ統一セラレ，立禮的二観察シ得ル＝

至ルモノナレバ，若シ吾人が或物艦ヲ右眼ノミ

ニテ平声ル像ト，左眼ノミニテ視タル像トヲ作

り，之等爾像ヲ夫々該當スル眼二野ズル如クニ

装置セバ，爾像ノ差異ハ爾眼軍覗二郎リ立禮感

ヲ得ラル・モノナリ．斯ノ如キー定ノ親差ヲ有

スル左右爾像ヲ作ランニハ，吾入ノ瞳孔申心等

距離ヲ有スル2窯二於テ，同一物腿ヲ2回撮影

セバ可ナリ．此ノ2枚ノ爲眞ヲ合シテ立町爲眞

ト育フナリ．

第4・章 藷家二認り唱へうル・撮影，並島観察寛法島就テ

t立野爲眞撮影法二2式アリ，一ハ管球移動撮

影法ニシテ，他ハ管下原位撮影法ナリ．前者ハ

更二亦水李移動及ビ孤歌移動二画別セラル．立

罷像ヲ得ルニ要スルX線管球移動距離バー一rw二

瞳孔中心距離トセラル．然レ共，管球移動距離

ハ焦黙乾板距離，及ビ被槍燈ノ厚サニ依リ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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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スルモノナレバ，Marie und Ribaut（67）ハ幾何

學的数式周壁リテ定メタル管球移動表ヲ獲表セ

リ．其ノ方式ハ，

4－DG）1≡湖底騰
 Imbert（56）ハ管球移動ノ實験ヨリ公式ヲ求メ

之ヲ實用＝供セント試ミ，Dioc16s（32）ハ之ヲ遠

隔立志華甲撮影二鷹用シ管球移動距離ヲ被弾盟

ノ厚サトシ，焦黙乾：板距離ヲ被検艦ノ厚サノ8

倍トナシ，叉時二是等ノ牛距離トナスモ可ナリ

ト附言セリ．叉K：urtz und：Bridge（63）一管球移

動ハ7・5吋（焦鮎乾板距離i45吋），ト記載ス． K

Bartholdy（10）ハ自家考案＝依ル甚平観察ノ簡易

方法ヲ企テ，之＝依りテ観察ヲ進メ，B． Archa－

ngelski（5）ハR6ntgestereopelvegraphトR6ntgens－

tereometerヲ用ヒテ計測ヲ行ヒ， P． Stumpf（79）

脚立艦観察ノ簡易化ヲ圖リ，Stereobinokelヲ考

案シ，之ヲ用ヒテ立聞豫ヲ観察シ，W． Alberti

（1）ハBucky－Potter一：B】endeヲ使用スル立禮撮影

ノ簡易法二就キテ述べ，更二氏ハHandspiege1一一

stereoskoPヲ以テ翻察ヲ櫨セリ．Rati g（77）．亦自

己考案ノ撮影装置ヲ用ヒテ立艦撮影ヲ進メ，本

邦＝於テハ，基礎的研究ノ詳細ナルモノr板津

σ7）氏アリ，氏二依レバ地畔爲眞ノ左右聖像ヲ

立髄鏡二配置シ得ル次第ハ128種アリ，EPチ1

乾板ノ膜面ヲ前ニシ，上下左右ヲ換ヘル4種ノ

配置アリ，裏面ヲ前ニシテ同ジク4種，貸馬配

置ニモ8種アリ，印チ64種：ノ配置トナリ，而シ

テ更二子乾板ノ位置ヲ交換スレバ64種ノ配置ト

ナリ合計128種：トナル．然レ共，之等ノ配置ニ

テ立罷像ヲ結ブ者ハ唯8種ニシテ4組ノ眞性立

盟像（軍純眞軍立膿像，罵倒像，並二戸1生立髄

鏡面像，同調像）ナリト．而シテ氏ノ撮影法ハ

焦野物禮聞距離ヲ30cm以上，焦買占乾板距離ヲ

40～70cmトシ二三移動距離5．5～6．5cmトナシ

テ三門像ノ鮮明ヲ得タリト記載セリ．

 昭和5年，堀田（52）氏ハ立艦観察二用フル立

四鏡ヲ考案シ，其ノ原理二就キテ詳述スル所ア

リ．村松（72）氏ハStumpf氏＝ヨルStereobinokel

ヲ用ヒテ立罷爲眞観察ヲ行U，同立盟双限鏡ハ

極メテ簡便，安慣ナルモ，同門下物來用ヒラレ

タル高野複雑ナルR賢立髄撮影爲眞観察装置ト

何等選ブ南無キ完全ナル立聞像ヲ観察シウルヲ

以テ日常臨床上二使用便ナリト椎賞シ，昭和8

年，多々良（88）氏ハ從來ノ回避撮影法二於テハ

第1，及ビ第2撮影間＝時間的相異アル爲物

鎧ノ可動シツ・アル場合＝於テハ，第2撮影時

二於テ既二物艦各部ノ位置二攣化ヲ來ス事ヨ

リ，認識不能二陥ル恐レ有ルヲ以テ，氏ハ此

ノ時闇的相異ヲ除カントシ，R線管球ヲ2個用

ヒ，之ヲ同時二作動セシメテ撮影スル方法ヲ考

案シ，種々槍索ノ結果，十分臨床上鷹用卸値ア

ル事ヲ町田，昭和13年，緒方㈹氏ハ耳鼻咽喉

科領域二於ケル簡軍ナルX線立罷爲眞撮影注ト

シテLangenbeck， Objektdrehungsverfahrenヲ

基礎トシテ考案セノし器其ヲ用ヒテ男帯，並二鼻

腔「レ」線立盟爲眞撮影ヲ行ヒタリ．以上四丁一

部二於ケル諸家ノ立町爲眞撮影法，並二二ノ観

察法ヲ紹介シタルモ，些細ノ黒占二亘リテハ，殆

ド総テー致：セル者無ク，要之，6～7cmノ瞳孔

申心距離ノ陶砂移動ヲ行ヒ，其ノ珊珊二野ヶル

2枚ノ撮影爲眞ヲ観察シ，立下馬ヲ獲ル原理＝：

基キ，其ノ場合二依リテ，撮影距離，管球移動

基底，齪察二用フル立胃鏡等ヲ適宜考慮シ，立

華像ヲ得ルモノ多数ナルが如ク察セラル．

第5章立髄撮影法ノ臨床的鷹用昌就テ’

 1915年，：Brauneck（15）ハ立艦撮影ノ臨床的慮

用ハ只二異物存在位置ヲ知ルノミナラズ，骨

盤，脊柱，手掌及ビ足骨等二於ケル共等局所所

見ヲ更二明確二知ル有力ナル補助診断法ナリト

言ヒ，亦，境界不明瞭ナル陰影ノ位置決定，更

二病攣機大歌態ヲモ知ル＝L可能ナリト記載シ，

1929年，A． SchooP（81）ハ約300例ノ立艦撮影経

験ヲ有スルヲ述べ，常二明白ナル立罷像ヲ得，

1 98 ］



胸部R線立盟撮影二依ル肺臓所見ノ研究 3479

之ヨリ病的攣化ノ歌態，位置等ヲ究明シ得ルモ

ノニシテ，本法ハ重要ナル補助診断法ナリト言

下シ，P． Stumpf（80）ハ胸部，消化器，泌尿器，

骨系統＝於ケル経験ヨリ本法ノ臨床的二二債値

大ナルヲ認メ，玉931年，M． Cohn（25）ハ”Atlas

der R6ntgenstereoskopie‘‘トシテ野物「フイルム」

供覧ヲ行ヒ，之等ノ中ニハ，脊柱，腎臓，溝化器，

頭蓋，骨盤，四肢等二於ケル，主トシテ外科的

疾患ノ自家経験例ヲ示シ，叉二三ノ肺臓爲眞モ

挿入セリ．臨床的賞用経験ヲ有スル諸家ノ記載

ハ，大凡ソ上述ノ如キ程度二止マリ，多クハ抽

象的ナルモノ多キモ，之等報告ヲ臨床各科二等

チテ観察ヲ進メン．

 先ヅ，外科臨床方面＝於テハ1910年，Albers－

Sch6nberg（6）ハ先天性股關蔀脱臼二立髄撮：影法

ヲ用ヒテ効果ヲ學ゲ，1927年，M．：Borhardt（16）

モ，本法ノ外科的鷹用二四キテ述べ，1929年，

H．：Boldingh 〈7）ハ自家考案二成ル立罷撮影装置

ヲ以テ外科的鷹用二推賞シ，本邦二野テハ多年

此ノ方面ノ研究二野事シ，昭和3年一昭和13年

二亘り再三其ノ業績ヲ附表セル堀田氏（50）〈51）〈54）

（5”））ノ記載アリ．氏ハ腰薦＝部疹痛ヲ主訴トセル

102例ノ患者二就キテ本法ヲ鷹用シタルニ，其

ノ成績注目ス可キモノアリ，三二氏ハ弾丸部位

測定法並二摘出法トシテ，門形爲眞法ヲ簡軍容

易ナラシムル方法ヲ考案シ，之ヲ用フル時ハ弾

丸部位測定ハ最モ確實，且容易ナリト云ヒ，更

工髄位，記號二關スルー定ノ規格ヲ定メテ之ヲ

實行スル事ノ必要1・其ノ利便ヲ提唱シ，立髄観

察ヲシテ誤ラシ謹聴キニ三ノ事項二就キテ警告

ヲ獲シ，職傷者69名二二キ128回ノ弾丸摘出術

ヲ施行シテ三指頭大ヨリ嬰粟粒大迄ノ一片295

個ヲ摘出シ，満足ナル結果ヲ得タルニ鑑ミ，軍

讐ノ立場ヨリシテ本法が外科的領域二巴スル所

ハ極メテ大ナリト設：キ，昭和7年（1932），和田

（94）氏モi裏面二丁ノ重要：ナル所以ヲ説キ，立艦

撮影法ノ臨床的鷹用債値下ナルS鑑ミ，特二外

科的領域二二テハR線装置ノ存スル二三レモ三

二艦撮影ノ準備アル如クアリタシト大イニ強調

セリ．

 産科學的方面二於テハ1925年，：B．Archangelski

（5）ハR6ntgenstereopelvegraph 1・R6ntgenstereo－

meterヲ使用シテ骨盤，及ビ三晃ノ正確ナル測

定ヲ二二シ，昭和13年（1938）山原（96）氏ハ立艦

計測ノ臨床上實用ノ挙易化ヲ計うントシ，種：

’々ナル工夫考案ノ末，簡軍ナルR6ntgenstereo－

metrie装置ノ試作二成功シ，之ヲ産科學的二鷹

用シ，骨盤並二胎見ノ計測ヲ行ヒテ，分娩ノ豫

後弓定二二四ントシタル詳細ナル論述ヲ写糊シ

タリ．昭和15年（1940），白壁（84）氏ハR線管球

平行移動二丁ル2回ノ撮影像ヨリ，胎見身長ヲ

測定シ，從來ノ箪純撮影法二階シ實用慣値更二

見ル可キモノアルヲ記載セリ．

 二化器系統二二テハ1912年」．T． Case（24）ガ

立禮撮影ヲ磨用シ，彼ハ其ノ手技ヲ町明セル

後，鷹用例二就キテ簡輩ナル記載ヲ施シ，本領

域二二ケル本法使用ノ意義ヲ述べ，1911年W，

Caldwell（23＞ハ泌尿器系統二本法ヲ引用シタル経

験ヲ蓼t表シ，Cornas u1］d Pri6（19）ノ、H艮禾斗領域＝

於テ異物ノ位置診断上二本法ヲ学用シテ控地ヲ

開拓シ，本邦二於テ緒方（7c’）氏ハ昭和13年（1938）

聴器，並二鼻腔二立禮撮影法ヲ用ヒテ，本法ノ

臨床的二二ニー色彩ヲ與へ，鈴木（83）氏ハ昭和

11年（1936）歯科領域二本法ノ憲用ヲ試ミ，薗牙

残根，埋伏歯，轄位歯，智歯ノ莇出歌態，歯牙

破折，顎骨骨折，歯牙並二下顎等ノ完全或ハ不

完全脱臼，歯根嚢腫，濾胞性歯牙嚢腫，職郷腫，

唾石ノ位置，異物ノ位置決定等ノ場合ハ勿論，

其他痩孔ノ走行歌況，及起根部ヲ知り，顎骨疾

患ノ病竈範園，顎骨下歯牙トノ關係等ヲ知ル＝

最：モ的確ナリト言ヒ，其他頭部ノ如キ各骨子ノ

相錯雑セルモノ＝於テハ其ノ各線影ヲ分離シ

テ，個々ノ解剖二二係ヲ明ラカニスルト共二，

其ノ立禮的構造ヲ明覗シ得ル三二依リ，手術ノ

適否，手術方法ノ決定基準トモナリ，亦，手術

室二於テ，之が像ヲ観察シツ・刀ヲ加フル事

ハ，手術申ノ不慮ノ障碍ヲ可及的僅少ナラシム

ルモノ＝シテ，特二異物摘出術二二シテノ参考

トシテハ不可歓ノモノナリトシ，大イニ推賞ス

ル所アリタ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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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ハ胸部以外S於ケル臨床的濫用二際シテ

ノ主ナル諸家ノ見解二就キテ述べタリ。肺臓疾

患：F於ケル本法ノ使用二就キテハ1910年，E．G．

：Beck（14）ハ肺結核二二ケル繧験ヨリ，本法ノ下

用ハ各陰影ヲ二二凹凹ナラシメ，回診噺決定＝

極メテ有意義ナル事ヲ記載シ，J． Chania（20）ハ

1923年，本法ノ胸部疾患二三ケル慮用ハ，鑑別

診断上極メテ重要ナルモノニシテ，之：・ヨリ屡

k診断明白ニセラル・事ヨリ臨床的二推賞シ，

宮原（71）氏モ昭和2年（1927），胸部疾患二本法

ノ野際ヲ賞讃セルモ二三的解説ハ行ハズ．1928

年R・Hollmann（44）ハ，立禮撮影ノ使用二依り，

病竈位置ヲ決定シ，叉陰影相互ノ關係ヲ殊ノ外

明ラカニ認メ，叉室洞ノ鑑別二極メテ有力ナリ

ト述べ，1937年，W． Teschendorf（86）ハ特二肺

結核二興味多シトシ，本法ノ慮用二依り，増殖，

滲出等ノ凹型ヲ明ラカニシ，肺臓内二於ケル病

攣進行状態ヲ明細ニシ，特ユ室洞ノ診断並二鑑

別ニハ最：モ有意義ナリト記載セリ．

 以上記載ノ外，立野撮影ヲ使用シテ位置決定

ヲ行フモノニ，G． Martin（1915）（as）， L． DrUner

（1915）（34），外科臨床診em ＝＝R．：Fieba ch（1922）

（42），歯科領域二野ケルH：．Richter（1926）（78），

腹1部臓器二丁スルエTugendreich（1927）（85），

産科學方面ヨリMartius（1921一一一1922）（69）， Dytoff

（1929）（3】），胸部立髄像二關スルA．：K6hler（19

05～1906）（62），立野撮影計測二：L・DrUne「（19

05－1906）（33），内科臨床上＝推賞スルG．：Lie－

bermeister（1929）（65），等ノ報告アリ．

 以上諸家ノ業績ヲ通覧スルニ，本法ノ臨床的

鷹用か外科的疾患ヲ以テ共ノ嗜矢ト爲ス．立撃

撮影が骨格ノ構成構造ヲ明ラカ＝シ，爲二骨

折，脱臼等二其ノ知見ヲ深メ，更二異物存在部

位ヲ観察判断シ，進ンデ治療方針ヲ樹テントス

ルハ自然ノ理ナル町シ．

 反之，胸部疾患，殊二肺結核二於ケル本法ノ

必用ハ＝甚ダ微々タルモノニシテ，叉記載セラル

・モノモ極メテ表面的二止マリ詳細ヲ穿テルモ

ノニ接セズ．元來胸部立禮撮影ハ特二困難ナリ

1・セラル．其ノ原因トシテM．Cohn und W．

Balth（26）ハ呼吸蓮動ノ存在スル事，叉心臓二二

血管ノ呼吸ト無關係二規則的蓮動ヲ行フ事ヲ以

テ，其ノ理由トシテ學ゲタリ．之上述ノ如ク胸

部立罐撮影法ノ臨床的鷹用ガ，他ノ特二骨系統

二於ケルモノト比較シテ，其ノ進歩ノ障碍トナ

レルモノニ非ズヤト推察ス．

第6章 余ノ用ヒタル撮影檬式無二観察方濫

    第1項立罷爲眞撮影方法
 胸部R四丁眞讃影ノ最：モ必要ナル條件トシテ

ハ優秀ナル爲眞ヲ得ルニアリ．況や，立燈下観

察二依リ門内ノ微細ナル攣化ヲ識別シ，更二之

等相互ノ關係ノ詳細ヲ究メントスル上二於テハ

以上ノ條件，必須ナル事論ヲ二三ズ．

 立鯉撮影＝於ケル管下「フイルム」間距離ハ，

上述ノ如ク各人二依リテ必ズシモー致セズ，之

パ目的撮影部位，立艦鏡ノ種類，使用スルR線装

置ノ性能，使用「フイルム」等ニヨリ適三二考慮

セラル可キモZ．ト思惟シ，余ハ鮮明ナル胸部R

線像ヲ得ル二二，管球「フイルム」聞距離ヲ2m

トシ，「フイルム」ハEastman製ヲ使用シ，装

置ハ島津製Specia】1）olex號ヲ用フ．

 立艦爲眞撮影二最：モ必要ナル四球移動基底ノ

決定ハMarie und Ribant（67）二從ヒ，其ノ方式

ヨリ算出セリ．帥チ，

li・＝＝一響嘱直孫騰

 ヨリ計算シ得タル数値ノ1／2ヲ以テ管球移動基

底ト爲セリ．例之，胸部16cmノ矢駄径ヲ有ス

 患者二於テハ，

  d－200一二16）一46EPコ7Y2・・23・m

 ナレバ，管球移動距離ハ23cmトシ，申心ヨ

リ左方へ115cm移動シ，左回第1撮影ヲ絡リ，

次二右方へ23cm水平移動ヲ行ヒテ右側第；2撮：

影ヲ行フナリ．然シ管球ノ軸ハ常二「フイルム」

ノ中心二向フ如クセリ，叉撮影ハ背腹矢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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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ヘリ．初メ腹背矢歌方向二丁ケル撮影モ試

ミタルモ背十型歌方向が観察二四リ心臓附近ノ

襯察二多少有利ナルヲ知りタルヲ以テ專ラ此ノ

方向ヲ用ヒタリ．

 撮影時二於ケル患者ノ四位ハ一二注意ヲ要

ス．余丁立位トシ，姿勢ハ普通撮影ト同様＝シ

テ肩脚骨，其他ノR線讃影上妨害トナル可キ物

ヲ出來得ル限り除クニ努メ，前記2回ノ撮影ノ

終ル迄，患者二此ノ姿勢ヲ不動ナラシメ，同一

姿勢二於ケル2枚ノR早早ヲ得タリ．

 以上ノ姿勢ユ撮影中，狂ヒヲ生恥シメザル

爲，撮影前豫メ患者二撮：影ノ順序ヲ説明シ，殊

更二不自由ナル姿勢ヲトラザル檬注意シ，叉，

呼吸ヲ出戸得ル限り安静二行ハシメ，合圖ト共

二不動ノ姿勢ヲ保持セシメ術者中ノ1名田撮影

ノ絡了スルマデ之が監覗ヲナセリ．以上ノ歌態

が完全二得プル・要訣トシテハ撮影ノ迅速二在

リ，之が警手ク同型ノ：Filmkassette 2個二「フ

イルム」ヲ準備シ，撮影時間ノ可及的短縮ヲ圖

リタリ．以上ニヨリ熟練ヲ得レバ，2回ノ撮影

ヲ終ル＝，患者ヲシテ不動ノ位置ヲ爆撃シムル

時間ハ僅々1分間内外ヲ以テ足ル．

 撮影ヲ絡リタル「フイルム」ノ現像ハ之ヲ同時

二行ヒ，襯今時二便ナラシムル爲，現像程度ヲ

：大凡ソ同一ナル檬心掛ケタリ．斯クシテ得タル

R置戸眞ヲ立艦鏡ヲ以テ翻察スル時ハ，胸部二

半テハ大平i満足ス可キ，鮮明ナル立撃像ヲ得ル

モノナリ。

    第2項 立野爲眞観察様式

 余等ノ用ヒタル立燈隅隅観察装置ハSiemens

肚製ニシテ直接「フイルム」二就キテナシ得ルモ

ノナリ．著者ハ観察墓ヲ4枚ノ反射鏡ヲ有スル

立禮鏡ヲ備へ，立禮鏡ハ左右各々大及ビ小反射

鏡2枚宛ヨリナル．観察墓ニカケタル左右爾像

ヲ，以上反射鏡ヲ以テ調節シ，其ノ反射二依り
              ．立引像ヲ結バシメタリ．

 哨艦窮眞ノ配置ハ，何レモ裏面ヲ検者ノ眼二

向ケシメ，左側像ヲ左側二，右側像ヲ右側旧識

キテ，槻察スレバ，検i査ノ左眼ニハ左側像ヲ，

右眼ニハ右側像ヲ映ジ，而シテ此ノ場合，爾爲

眞ハ裏面ナレバ，患者ノ背部ヨリ観察シタル立

禮像ヲ得プル・モノナリ．

 観察時二當リテ二者ハ，立時鏡ノ中央二顔面

ヲ正シク前方二向ケ，上二，記載セル4枚ノ反

射鏡ヲ以テ，写像ヲ合致セシメ，得タル立禮像

ヲ入念二槻察セリ．此ノ場合注意スベキハ爾像

ヲ正確二合致セシムル事ニシテ，’尚暫時之ヲ凝

覗セバ，更二鮮明ナル立罷像ヲ得ラル．

 以上余ノ用ヒタル胸部立盟爲眞撮影法，並

二之が観察二丁シテノ諸注意二：就キ蓮；ベタル

ガ，鮮明ナル立艘像ヲ得ル條件トシテハ，①優

秀ナルR線三門ヲ得ル事，②2回ノ撮影ヲ終ル

迄，患者ノ禮位ヲー定二保ツ事，③撮影距離，

並二二球移動基底ノ即下ヲ充分考慮ス可キ事，

④槻四二當リテ槍査ハ正シク前方二二ヲ位置シ

爾眼ヲ以テ特等二齪察スル事，⑤2枚ノ像ヲ反

射鏡ヲ以テ正確二合一セシムル事，⑥暫時合一・

像ヲ野営スル事，⑦熟練ヲ重ネル事．

 門門ヘラレ，畢寛熟練ヲ必要レスルモ，本法

ノ二野無キ時：考ヘシヨリハ，遙カニ種々ノ黙

二階テ簡易ナルヲ知レル事ヲ附言ス．

   第5填 所見観察ト，其ノ記載

 門門像ノ観察二當リテハ，先ヅ個々ノ陰影ヲ

入念二認識シ，下等陰影相五ノ關係，存在位置，

病憂進行1二四，陰影ノ鑑別等二就キテ斜日注意

ヲ佛ヒ詳細二記載ス．

 記載ハ，槍者ノ眼二映ジタル像ヲ實感其ノ

儘，記入スルヲ原則トシ，種々ナル成語，i警語

ヲ避ケタルモノ多ク，從ツテ是，普通早面爲眞

＝於ケル記載法トハ幾分其ノ趣ヲ異ニシ，多少

原始的，俗事ノ感無キニシモアラザル所以ナ

リ．

 却読．余ハ立艦撮影二二り，得タル干葉ノ左

右二三ヲ雫面的二観察スル時ハ，左右ニヨリ其

ノ所見ノ極熱テ異ナル場合ヲ屡々経験ス．サレ

バ，普通爲眞撮影時二於テモ，管球ト患者位置

＝就キテハ，特二門門ノ注意ヲ必要トス可キヲ

教ヘラ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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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結 鯵fi冊

  余ハ昭和13年以降，胸部立腿寓話st “二從事

シ，今日両両ソ400名ノ経験ヲ得，主トシテ肺

結核症例二就キテ観察ヲ行ヒ，之等所見ノ概括

ヲ各篇二別チテ記載スル＝先立チ，余ノ此ノ研

究着手ノ動機ヲ述べ，先進諸家ノ業績ヲ通覧

シ，立禮撮影法．ノ臨床的癒用傾君門就キテ共ノ

ー般大勢ヲ窺ヒ，余ノ用ヒタル立町撮影法，並

二立醗爲眞観察方．法，更二所見記載ノ要領等二

子シ，以下逐次述ベラル・臨床的三塁二野シ，

其ノ反復記載ノ煩雑ヲ遜クル爲，照慮ノ伏線

トシテ鼓ニー括シテ記述ヲ行ピタリ．從ツテ

以後ノ臨床的研究．ノ各ff ＝＝ハ諸家ノ業績，余ノ

方法，並二本篇記載ノ文獣等二面シテ一面ヲ

省略シ，只管其ノ症例群二於ケル立禮爲眞観察

所見ヨリノ槍討ノミニ：就キテ記載ス可キモノ

トス．

 恩師大里教授ヨリハ終始御懇篤ナル御指導ト，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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