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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者ハ金澤醤科大學解剖學敢室二於テ蒐集セル日本

人屍謹40例（625，♀15）二就キ，ソノ頭長幅示数及

ピ頭蓋長幅示数ノ差異ヲ調査セルニ，男性1．69，女性

L17ニシテ，男性二於ケル差異ハ女性二於ケル差異ヨ

リ大，且ツ頭型ノ圓形二近ヅクニ從ヒ爾示激間ノ差異

ハ増大スルコトヲ認メタ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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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緒

 頭長幅示歎ハ，ソノ軟部組織ヲ除去シタル

頭，帥チ，頭蓋二於ケル長幅示敷ト比較スルト

キ，ソノ軟部組織ノ厚サニ從ヒ，異ナレル値ヲ

示スコトハ明カナル事實ナリ．然レドモ，人類

學的研究二際シテハ，頭蓋計測二使用スルニ充

分ナル材料ヲ蒐集シ得ザルコト多ク，從ツテ，

生艦二於ケル頭長幅示数ヨリソノ頭蓋二於ケル

値ヲ定メ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屡々アリ．此塵二

於テ頭二於ケル軟部組織ノ厚サ，及ビ三等ニヨ

リ頭並＝頭蓋長目示数ノ間二如何ナル差異ヲ生

ズベキヤニ關スル研究ハ甚ダ興味深ク，且ツ有

意義ナリト云フヲ得ベシ．

論

 1868年，：Brocaハ先ヅ生艦二於ケル頭長幅示

数が頭蓋二於テモ同一ナリや否やニ就キ疑問ヲ

懐キ・，19艦ノ「バスク族屍盟二就キ之ヲ調査シ，

以ツテ，頭長幅示藪ハ頭蓋長幅示敷ヨリ1．683

大ナルコトヲ認メタリ．而シテ：Brocaバー般二

頭蓋ヲ得ルコトアタハザルモノノ頭蓋長幅示数

ヲ知ランガタメ＝ハ，ソノ頭長幅示数ノ卒均ヨ

リ少クトモ2ヲ減ズベシト云ヘリ．

 叉，Weisbach（1878）ハ，北スラブ族，「ルマ

ニア人，及ビ「マヂヤル二二就キ，ソノ頭並＝

頭蓋ノ長サ及ビ幅ヲ調査シ，頭長及ビ頭幅ハ頭

蓋二於ケル夫等ヨリ大ニシテ，且ツ頭幅ノ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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ハ頭長ノ増加ヨリ大ナルコトヲ認メタリ．而シ

テ氏ハ尚，頭長呈示数ハ頭蓋二於ケルモノヨリ

大ニシテ，弓長幅二二ヨリ頭蓋ノ夫ヲ得ンガ

タメニハ約3ヲ減ズペシトナセリ．之二三シ

Mikluch（トMaclay（1878）ハ頭並二頭蓋i二幅示数

間ニハ差異ナシト論ジタルモ，氏ハ僅二2例ノ

三下ヲ調査セルニ過ギズ．

 1880年，Stiedaハ：BrQcaノ結果ヲ追試シ，帥

チ，20例ノ「エストニア人＝於テソノ頭並二頭

蓋長二二数ノ差異ハ2．06ナルコトヲ三田，叉，

翌1881年Fereハ12例ノ成人屍禮二就キL3ノ差

異ヲ報告セリ．

 ソノ後，：Brocaハ再ビ墜迫叉ハ浮腫等ニヨリ生

ズル屍禮軟部組織ノ弓形ヲ考慮シ，平等ニヨル

誤差ヲ除カンガタメ，ソノ計測前24時間門燈ノ

頭部ヲ動シ，正シキ位置二丁チ，以ツテ之が研

究ヲ行ヒタリ．然ルニ氏ハソノ研究ノ孚バニシ

テ不幸艶レタルモ，ソノ業績ハ1882年Topinard

ニヨリ嚢表セラレ，帥チ，三等ノ原因ニョリテ

ハ爾示二間二本質的差異ヲ生ゼザルモノナリト

セラレタリ．

 省，House（1882）ハ生三二於テソノ頭長井示

藪ヲ計測シ，且ツソノ死後，同一材料ノ頭蓋二

丁テ之ヲ計測シ，以ツテ，長予示数二子テハ

2．21，前後三二於テハ5mm，左右二二於テハ

8mmノ差異ヲ認メタリ．氏ハ叉（1889）爾長幅

下激聞ノ差異ハ年齢，頭ノ大サ及ビ形欺ニヨリ

異ナルコトヲ述べタリ．

 1889年，Weisbachハ503例ノ屍二二就キ，ソ

ノ二二1伏態ニヨリ可良ナルモノ，及ビ不良ナル

モノノ2二分チテ調査セリ．叉，氏ハ爾三幅示

藪聞ノ差異ハ人種ニヨリ異ナルコトヲ示シ，而

シテL5叉ハ2．0ヲ以ツテ最モ適當ナル換算係数

ナリトセリ．

 1890年，Mies一二ノ成績， Broca及ビStieda

ノ結果ヲ綜合シテ，三歎ノ差異ハ短二二於テ直

接増加スルコトヲ示シ，叉，彼自身ノ材料ハ年

齢及ビ性ニヨリ異ナレルコトヲ述べタリ．而シ

テ氏ノ23例ノ成人男性＝於ケル成績ハ爾長幅示

歎聞ノ差1・11，前後径ノ差4・07mm，左右径ノ

差5．37mmナリ．：叉，：Boas（1895）ハ「アメリカ

土人，及ビ「エスキモー人二於テ，爾長幅下数

間ノ差ハ1．4ナリトセリ．

 1905年，Gladstoneハ頭部二二ケル軟部凹凸

ノ厚サヲ調査シ，叉，Czekanowski（1907＞ハ120

例ノ屍禮二就キ同調査ヲ行ヒタリ．然レドモ

Czekanowskiハ直接頭蓋ノ計測ヲ行ハズ，ソノ

軟部組織ノ厚サバ目盛ヲ刻メル刺刀ヲ以ツテ測

定セリ．而シテソノ結果ハ多クノ観察者ノ成績

トハ反封二，前後径ノ厚サバ左右径ノ厚サヨリ

大トナリ，帥チ，前後径二二ケル厚サバ7．3mm，

左右径ノ厚サバ6．9mm，爾二幅示二間ノ差ハ甚

ダ小ニシテ0．5ナリ．

 1910年，頭部二於ケル軟部組織ノ厚サバAn－

ders・1・ニヨiJ・45例ノ屍禮二：就キ…追試サレ，前後

径二於テハ8．68mm，左右径二於テハ10．55mm

ニシテ，左右側二於ケル厚サノ大ナルコトヲ再

ビ確設セリ．N， Duckworthハ1917年，180例

ノ屍艦（♂120，♀ 60）二就キ，爾示歎ノ差2．2，

前後径ノ厚サ7．6mm，左右輕ノ厚サ10．2mmノ

結果ヲ示シ，Czekanowskiノ誤謬ヲ指摘セリ．

 1924年，Todd及ビKuenzelハ25例ノ白人男

性二就キ，ソノ頭部二於ケル軟部組織ヲ調査

シ，前後縄二野テ5」mm，左右径二於テ7．Omln

ヲ報告シ，且ツ晒蕾ニヨル頭蓋ノ縮小トシテ，

前後径二丁テ1．8mm，左右径二於テ2・1mmヲ

三隅，術，屍艦ノ計測値ヨリ生腿二塁ケル値ヲ

得ンガタメニハ，前後径二於テ7．8mln，：左右径

二於テハ5．2mmノ補正ヲ要スト云ヘリ．

 以上ヲ要スルニ，頭蓋三幅示藪ヨリ頭長幅示

撒ヲ得ンガタメニハ：Brocaノ如ク頭蓋骨幅示数

二2ヲ加ヘントスルモノト，又，爾示藪間ノ差

異ハ2ヨリ小ナリトシ，例ヘバMar廿nノ入類例

教科書二二ケルが如ク，僅二1ヲ加ヘントスル

モノトアリ．他方，英二二於テハ，頭蓋ノ平均

三巴ビ幅＝，軟部組織ノ厚サニ相當シテー定ノ

値：ヲカロヘルコトハ普通ノコト＝シテ，：Lee（1901）

及ビParsons（1922）ハコノ方法ヲ用ヒタルモ，

二丁ハ頭部＝於ケル軟部組織ノ厚サバ総べテノ

側二丁テ同様ナリト信ジタルモノノ如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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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M究材料並二巴究方法

 1．研究材料

 材料ハ総ペテ金澤署科大學解剖學教室二戸テ特二本

研究ノタメニ蒐集セル，主トシテ北陸日本入門鰹，男

性25例，女性15例，計40例ニシテ，可及的新鮮ナルモ

ノノミヲ選ビ，幽幽浮腫及ビ頭部ノ攣高等ヲ認メタル

モノハ之ヲ除外セリ．ソノ性的並二年間町内課ハ第1

表ノ如シ．

 2．研究方法

 先ヅ屍盟二就キソノ頭最大長及ビ最大幅ヲ計測シ，

衣デ頭部ノ軟部組織ヲ完全二除去シ，以ツテ頭蓋最大

長及ビ最大幅ヲ計測セリ．而シテ計測ニハMartin／

Tastzirkel（30mm）ヲ用ヒ，長脛ノ軍位ハ総ペテmmヲ

以ツテセリ．

Tabelle 1． M2tterial

eschlecht
M蓋nnlich        I Weib！三ch

AIter

15－19 2 1

20－29 5 5

30－39 4 2

40－49 3 1

50－59 4
を

60－69 4 1

70－79 2 1

80－89 1 2
Summe  l          l

25 15

第3章研 究成 績

  第1節 頭並＝頭蓋二三ケル最大長

 男性二二ケル頭最大長ハ，最：大204，最小175，

平均188．1，頭i蓋最大長ハ，最：大197．5，最小

168，平均182．3 ＝シテ，頭並＝頭蓋二於ケル最：

大長ノ差ハ5．8（最大10，最小3）ナリ．

 叉，女性二於ケル頭最：大長ハ，最大184，最：

小168．5，平均176．8，頭蓋最大長ハ，最大179，

最：小162，ZF均171．4ニシテ，頭並＝頭蓋＝於ケ

ル最大長ノ差ハ5．4（最：大85，最小3）ナリ，

’1’abelle 2．

Grbsste L・瓢nge
@    des

Geschlecht

 AnzahI
@ der
@：Beob－
≠モ?狽浮獅№?

Klopfeg Sch乞dels

Untersch三ed zwischen

jopf－und SchadeU5nge．

Maximum－Min量mum NIitte1
                「

laximum－Mlnimum Mittel Max三mum＿Minimum Mi重te1

M互nnlich 25 204－175   188．1 197．5－168 182．3   10 －3 5．8

Weiblich 15        184．一168．5    176．8 179 －162
17L41 8．5＿3    1

54

 帥チ，頭並二頭蓋二割ケル最大長＝於テハ，

男性ハ女性ヨリ大＝シテ，爾最大長ノ差異二於

テモ，男性ハ女性ヨリ梢々大ナリ（第2表）．

 而シテ，之ヲ欧米人ト比較スルニ，第3表ノ

如ク，日本人男性＝於ケル爾最大長ノ差ハBroca

ノ成績ト相等シク，Anderson（8．68），Duckworth

〈7．6）， Stieda（7．4）， Gladstone（7．25）， Fere（6．4）

ヨリ小ニシテ，Todd und Kuenzel（5．1），Houz6

（5），Weisbach（5），Mies（4．07）ヨリ大ナリ．伺，

Tepinard（65）及ビCzekanowski（7・3）ハ，ソノ

計測法ヲ異ニシ，印チ，目盛ヲ附セル刺針ヲ以

ツテ，軟部組織ノ厚サヲ測定セルモノ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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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lle 3．

Autoren

@          ρ

Gesch－
hecht

An．
嘯≠?h

1加gen一
FBreiten－

hndex
@ des

jopfes

Unterschied
@zwischen
j：opf－und

rc11蕊del＿

@ Index

Unterschied
@zwischen
jOpf－und
rch邑de1＿

ｾge（mm）

Unterschied
@zwischen
jopf－und

@Sch直del＿
b窒?ﾊte（mm）

Duckworth

Nakagawa
Broca

：F6f色

Stieda

Todd und Kuenzel

Mies

Weisbach

Houze （1882）

Houze （1887）

Gladstone

Anderson

， Topinard

Czekanowski

 6

 6

 6

S＋9
6＋9
 8

 6

 6

 6

 6

6＋9
 6

118

25

19

12

20

25

23

202

20

24

27

34

19

64

78

79．9

80

80

81

81

82

85

82

84

2．2

1．69

1．68

130
2．06

1．11

1．50

2．21

1．82

O．31

0．5

7．6

5．8

5．8

6．4

7．4

5．1

4．07

5

5

725
8．68

6．5

7．3

10．2

7．7

7．7

7．5

9．7

7

5．37

7

8

7．40

10．55

5．9

6．9

  第2節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最：大幅

 男性＝於ケル頭最大幅ハ，最大163，最：小139，

雫均150．1，頭蓋最大幅ハ，最大156，最：小132，

雫均142．4ニシテ，頭並二頭蓋二野ケル最大幡

ノ差ハ7。7（最：大11，最：小5）ナリ．

 叉，女性二於ケル頭最大幅ハ，最大153．5，

最小135．5，雫均143．6，頭蓋最：大幅ハ，最：大

工475，最：小13ユ，李均137・3ニシテ，頭並二頭

i蓋二於ケル：最大幅ノ差ハ6．3（最：大9，最：小35）

ナリ．

Tabelle 4．

Grdsste Breite
@    des      ・

Geschlecht

 Anzahl
@ der
@ ：Beob－

≠モ?狽浮獅№?

K：opfes Sch議dels

 Unterschied zwischen

jopf＿und Sch蕊de1＿1）reite

Maximum＿Mipimum Mittel Maximum＿Minimum MitteI Maximum＿Minimu血 Mitte】

Mannlich 25 163 －139 150．1 156 －132 142．4 11－5 7．7

Weiblich 15 153．5－135．5             1 143．6 147．5－131 137．3 9－3．5 6．3

 帥チ，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最：大幅二於テハ，

男性ハ女性ヨリ大ニシテ，爾最大幅ノ差異二於

テモ，男性ハ女性ヨリ梢々大ナリ（第4表）．

 而シテ，日本人男性二二ケル二巴大幅ノ差ハ

：Brocaノ成績ト相等シク， Anderson（10．55），

Duckworth（10．2）， Stieda（9．7）， H：ouze（8．0）ヨ

リ小ニシテ，F6r6（75）， G】adsFone（7．4）， Weis．

bach（7．0），Todd rmd Kuenzel（7．0）， Mies（5．37）

ヨリ：大ナリ（第3表）．

  第3節 頭並＝頭蓋二於ケル長幅示藪

 男性二於ケル霊長幅示敷ハ，最：大87．50，最：小

73．04，李均79．90，頭蓋長幅示撒ハ，最：大86．16，

最小71．90，李均78．21 ＝シテ，頭並二頭蓋長幅

示敷二於ケル差異ハ1．69（最大3．35，最：小0．71）

ナリ．

 叉，女性二於ケル頭長幅示理工，最大87．54，

最小77．12，平均81．27，頭蓋長幅示数ハ，最大

87．04，最小76．61，卒均80．10＝シテ，頭並＝頭

【2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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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蓋長幅示数ノ差異ハ1．17（最大2．37，最：小0．31） ナリ（第5表）．

’rabelle 5．

L琶ngen－Breiten－IIldex
@      des

GeschIecht

Anzahl
@ der
@：Beob．
≠モ?狽浮獅№?

Kopfes Sc11温d¢ls
一

Maximuπト1西inimu皿 Mitte1 M…一M…m・m
撃l・…

M5nnlich 25 87．50－73．04 79．90
86．16＿71．90 178．21          旨

Weiblich 15    1 87．54－77．12 81．27 87胆一766・i 80．10

 Unterschied zwischen

   diesem
Kopf－und Schadel Tndex．

Maximum－Minimum
撃litte1

3．35－O．71

2，37－O，31

1 1．69

1．17

 帥チ，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長幅白白二於テ

ハ，何レモ男性ハ女性ヨリ小ナレドモ，爾示藪：

ノ差異二於テハ男性ハ女性ヨリ大ナリ．

 而シテ，日本人男性二於ケル晒飴籔ノ差異ハ

：Brocaノ成績ト殆ンド相等シク， Houze（2．21，

1．82），Duckworth（2．2）， Stieda（2．06）ヨリ小ニシ

テ，Weisbach（150），：F醗（1．30），Mies（1．11）ヨ

り大ナリ（第3表）．

   第4節 頭並二頭蓋長幅示撒ノ

      差ト頭型トノ關係

 Mfes（1890）ハ頭並二頭霊長幅示数ノ差ト頭型

トノ關係ヲ調査シ，頭長幅示藪ノ増加二從ツテ

爾示敷ノ差ハ漸次増加スルコトヲ示セリ（第6

表）．

Tabelle 6．

．

IAngen一一Breiten－IRdex

   des
   Kopfes

72．0－769

77．0－81．9

8ZO－86．9

87．0－92．9

Mies

Anzahl der

 F且11e

9

39

31

10

Unterschied zwischen
Kopf－und Sch5del－index

    O．46

    1．42

    1．41

    1．59

 余モ亦，日本人二戸キ之ヲ調査セリ．帥チ，

弓長幅示数ニヨリ，第1群（X一一一75．9），第2群

（76．0－80．9）及ビ第3群（81．0－X＞＝分チ（第7

       Tabelle 7．

＼  ＼

@   ＼     Geschlecllt
       、
k萱ngen一’ _ 」8 孚

Breiten－lndex －＼ 1

des Kopfes    ＼＼

X－75．9 4
i

76．0－80．9

W1．0－X

11

P0

， 8Pi7

Summe 25 15

表），白白ノ白及ビ頭蓋二戸キ，ソノ最大長，最

大幅及ビ二幅示数ノ差異ヲ調査セルニ，最大長

ノ差二於テハ，男性7．2，5．7，5．4，女性5．7，4・9

（第8表），最大幅ノ差＝於テハ，男性8・3，7・4，

7．8，女性6．2，6．6（第9表）＝シテ大差ナキモ，

爾示；藪ノ差二三テハ，男性1．57，1．57，1．88，女

性0．94，1．42ニシテ，頭長幅示敏ノ大ナルニ從

ヒ，ソノ差ハ増大セリ（第10表）．

［ as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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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lle 8．

Grosste L琶nge
@    des

Unterschied zwischen
@K：opf－und Schade1－
@     Iange

L5ngen一
FBreiten＿

@ τndex
р?刀FKOP侮s

Gesch．
zecht

AnzahI
@der
e蕊】le

Kopfes Sch証dels

          r

lax．一Min． lMitteI Max．一Min． Mitte1 Max．一Min． Mitte1

X－75．9 s 4 204－188 196．5i 197．5－180．5 1189，3 9 一一6 7．2

76．0－80．9
6

9

11

8

200 一一 184

184 一一 171

190．31 196 一178 1184．6

178．II 179 一166．5 1172．4

10 一一3

8 一4．5

5．7

5．7

81．0－X
6

9

10

7

194－175 h82．3］ 190 一168

179－1685 1 175．21 175．5－162

ユ76・gi

170．31

7 一4

8．5一一一一3

5．4

4．9

rrabelle 9．

G「bsSｫ竃、B「eite   lU・…sch・・d・w・・ch・・
1・巨ngen一

FBreiten＿

@ Index
р??Kopfes

Gesch．
hecht

Anzahl
@der
e巨】1e

Kopfes Sch謡dels

Kopf－und Sch蕊de1＿
@    breite

1 Max．一Min． Mitte1 Max．一Min． Mitte1 Max．一Min． MitteI

X－75．9 3
4   1 153 －139   1

146．1 142 －132 137．8 11－7 8．3

76．0－80．9

δ♀

    611 8           i

P53 －145

P45 －135．5

149．3

P40．6

146－137
P40．5－131

141．9

P34．4

10－5
X－45     【

74
U．2

81．0－X

δ♀ 10

@7

163 －145

P53．5－142

152．6

P47．1

156 －137

P47．5－137

 144．8

p140・5

11－6

X－3．5

7．8

U．6

Tabelle 10．

L・証ngen－Breiten－ln ex
@        des Unteπschied zwischen

@diesem KopfLund
@  Schadel＿lndex

L互ngen－
are五ten＿

@ Index
р??Kopfes

Gesch、
Pecht

Anzah】
@der
e銭11e

Kopfes Sc琶hde18

          l

l…一Mi・黷litt・II M・x・一Mi・・ MitteI Max．一Min． M三ttel

X－75．9
♂ 『       幽    4

c  一   一       一

75．74－73．04 74．37 73．58－71．90 72．80 2．16－0．81 1．57

         1760－80．9

δ♀

   一

P1

W

一 80．32－76．15

@79．89－77．12

78．45

V8．91

79．01－74．49

V8．68－76．61

76．88

V7．97

2．38－0．71

P．92－0．31

1．57

O．94

81．0－X

3♀ 10

@7

87．50－81．57

W7．54－82．02

83．72

W3．96

86．16－80．00

W7．04－79．65

8L84

W2．54

3．35－1．08

Q．37－0．50

1．88

P．42

．

第4章 総

 以上，酉町日本人屍禮40例二就キ，ソノ頭並

二頭蓋凸凹ケル最大長，最大幅及ビ長幅示藪ヲ

調査シ，以ツテ丁丁ノ差異ヲ研究セリ．鼓ニソ

ノ結果ヲ総括スレバ，

括

  1．頭並二頭蓋二一ケル最大長ハ夫々，男性

188．1，182．3，女性176．8，171．4ナリ．自Pチ，頭

並二頭蓋二於ケル差ハ男性5．8，女性5．4ニシテ，

男性ハ女性ヨリ僅二大ナリ．欧米人＝一於テ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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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亜二頭蓋二於ケル長幅示厳ノ差異二就テ as9

爾最大長ノ差ハ最大8．68（Anderson），最：小4・07

（Mies）ニシテ，日本人男性二藍ケル二品：大長ノ

差油Brocaノ成績ト相等シ．

 2．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最大幅傭夫k，男性

150．i，142．4，女性143．6，137．3ナリ． EPチ，頭

並＝頭蓋二於ケル差ハ男性7．7，女性6．3ニシテ，

男性ハ女性ヨリ梢々大ナリ．欧米人＝於テハ，

爾最大幅ノ差ハ最：大1055（Anderson），最小5・37

（Mies）ニシテ，日本入男性二於ケル爾最：大幅ノ

差ハ：Brocaノ成績ト相等シ．

 3．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最大長ノ差及ビ最大

幅ノ差二就テハ，最大長ノ差ハ最：大幅ノ差ヨリ

大堺シテ，欧米人二伸テモTopinard及ビCze－

kanowski以外ハ何レモ之トヨクー致セリ．而シ

テ，ToP｛nard及ビCzeka皿owskiハ，ソノ計測法

ヲ異ニセルモノニシテ，彼等ノ如ク，頭二於ケ

ル最大長及ビ最大幅ノ計測窯ヲ以ツテ，直チニ

頭蓋二於ケル夫等ノ位置ト見徹スハ誤ナリ，

 4．頭並二頭蓋＝於ケル二幅示数ハ夫々，男

性79．90，78．21，女性81．27，80．10ナリ．帥チ，

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差ハ男性L69，女性1．17 ＝

シテ，男性ハ女性ヨリ大ナリ．鰍米人＝於ケル

爾示歎ノ差ハ最大2・21（Houz6），最小1・11（M袷s）

ニシテ，日本人男性二於ケル爾示；数ノ差ハ：Broca

ノ成績ト殆ンド相等シ．

 5．頭並＝頭蓋二於ケル最：大長，最：大幅及ビ

長年示数ノ差ヲ頭型ニヨリ之ヲ比較スレバ，頭

長一聯敷X－75・9ノモノニ於テハ夫々，男性

7．2，8．3，1．57，頭長幅示数76・o－8α9ノモノニ

於テハ夫々，男性5．7，7．4，1．57，女性5．7，6．2，

0．94，頭長幅示数81．o－xノモノ＝於テハ夫々，

男性5．4，7．8，1．88，女性4．9，6．6，1．42ニシテ，

帥チ，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最大長ノ差及ビ最大

幅ノ差一書ンド攣化ナキモ，示数ノ差ハ頭長幅

示数ノ塘大セルニ從ヒ，男女上智二増大セリ，

第5章 結

 余ハ日本人二於ケル頭長幅示藪並二頭蓋長幅

示歎ノ差異ヲ見出サンガタメ，金澤無届大回解

剖學教室ニテ蒐：集セル日本人屍罷40例（625，

♀15）二就キ，之が研究ヲ行ヒ，以ツテ次ノ結

論ヲ得心リ．

 1．日本人二於ケル頭並＝頭蓋最大長ノ差ハ

男性5．8mm，女性5．4mm，最：大幅ノ差ハ男性

7．7mm，女性6．3mmニシテ，何レ’モ男性ハ女

性ヨリ大，且ツ最大幅ノ差樽最大長ノ差ヨリ大

ナリ．

 2．日本入二於ケル頭並二頭蓋長幅示数ノ差

論

ハ男性1．69，女性1．17ニシテ，男性ハ女性ヨリ

大ナリ．省，爾示歎問ノ差ハ頭長幅示激ノ増大

セルニ從ヒ，男女性共二増大セリ．而シテ，ソ

ノ程度ハ男女性二於テ異ナレリ．

 3、頭並二頭蓋二於ケル長霊示歎ノ差ハ人

種，性，年齢及ビ螢謡歌態ニヨリ異ナルモノノ

如シ．

 4．日本人男性二於ケル成績ハBrocaノ結果

ト殆ンド一致セリ．

欄筆二臨ミ御懇篤ナル御指導ト御校閲ノ榮ヲ賜

りタル恩師岡本敢授二封シ満腔ノ謝意ヲ表ス．

文

1） Anderson， J． H．， An investigation as to the

most accurate method of estimating the cubic

capacity of the living head， together with same

remarks on the relative thickness of the cranial

integuments． Jour， Anthrop， lnst． Gr． Brit． and

献

Ire．， Vol． LX， 1910． （cit， bei Stewart）． 2）

Benington， R． C． and Pearson， K．， Cranial

type－contours． Biometrika， Vol． 8， 1911． 3）

Blakernan， J．， Lee， A． and Pearson， K．， A

study of the biometric constants of English brain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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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量gh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external mea－

surements．：Biometrika， VoL 4，1905． 4）Boas，

：F。，Zur Anthropologie der nordamerikanischen

Ind董aner． Zeitschr、 f． EthnoL，13d．27，1895・ 5）

Bmca， P．， Sur des c伽es provenant d’un cri－

metiさre de Ia Cit壱， ant壱rieur au tre重ziさme si6cle・

13ulL Soc． AnthroP．， Paris， II， 1861・ （cit・ bei

Stew・rt）。6）Broca， P．， lnstructions gξnξ・ales

Pour 】es recherches et observations anthropologi－

ques， M6m． Soc． Anthrop． Par量s， II，1865． 7）

Broca， P．， Comparaison des indices c6pha王iques

sur le vivant et sur le sque】ette． Bu11． Soc． An－

throp．， Par量s，2P s6r．， III，1868． 8）Broca， P．，

Sur la classification et la no皿enclature cran三〇10－

giques d，apr壱s les indices c壱phaliques． Revue

d’Anthrop．，1，1872． 9）Czekanowski，」。， Un・

tersuchungen髄ber das Verh蕊】tnis der Kopfmasse

zu den Sch5delmassen． Arch． f． Anthrop．， N． F．，

6，1907， 10）：Duckwort』， W． L． H．，：Notes

on some measurements made on subjects in the

dissecting－foom， Jour． Anat，， vo1． H，1917． 11）

F6r6， Ch．，：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topogra・

phie cranio＿c壱r6brale． Revue d，Anthrop．，2P s6r．，

4，1881．（cit． bei Stewart）． 12）Gild£meister，

」．，Ein Be髭rag zur Kenntniss nordwestdeutscber
     

Schadel fo rmen． Arch． f． Anthrop．， Bd．11，1878．

13）Gladstone， R． J．， A studヌ・f the・e1・皇i・・s

of the brain to the size of the head． Biometrika，

Vo1，4，1905．   14）H：ouz6， E．， Sur】，indice

c壱phalique des Flamands et des Wallons．：BulL

Soc． Anthrop． Bruxelles．，1，1882．（cit． bei Ste－

wart）． 15）Ho“z， E．， Comparaison des indices

cξphalom壱trique et craniom壱trique． Bu11． Soc． An－

throp．：BruxeUes，， V，1887．（c童t． bei Stewart）．

16）H：rdliぞka， AりAnthropometry． Amer．∫our．

Phys． Anthorp．， VoL 2，1919． 17）Hrdli託ka，

A．，Anthropometry・Philadelphia，1920・（cit・bei

Stewart）． 18）HrdliEka， A。， First report of

the anthropometric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Amer．

∫our． Phys． Anthrop．， VoL 21，1936．     19）

Hux豆ey， T． H．， Ueher zwei ex吐reme：Formen

des menschlichen Schadels． Arth． f． Anthrop．，：Bd．

1， 1867． 20） lhering， H．v．， Zur Reform der

CraRiometrie． Ztschr． f． Ethnol．， Bd． 5， 1873．

21） Kollmann， J．， Beitr：ge zu einer Kraniologie

der europliischen V61ker． Arch． f． Anthrop． Bd．

13， 1881・ 22） Kellmann， J．， Die Weicheteile

des Gesichtes und Persistenz der Rassen． Anat．

Anz．， Bd． 15， 1898． 23） Kollmann， J． und

Brichly， W．， Die Persistenz der Rassen und die

Rekonstrulction der 1’hysiologie pr5historischer

SchEdel． Arch． f． Anthrop．， Bd． 25， 1898． 24）

Kupfer und Bessel－Hagen， Der Schlidei lmm－

anuel Kants． Arch． f． Anthrop，， Bd． 13， 1881．

25） Lee， A．， Data for the problem of evolution

in man． VI． A first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human sku］1． Phi］． Trans． Roy． Soc． 1．ondon，

Ser． A． CXCVI， 1901． 26） Martin， R．

1’ehrbuch der Anthropolo9量e。 Jena。1928．   27）

Merkel， F．， Handbuch der topographischen Ana－

tomie， Bd． 1， Braunschweig． 1885／90． 28）

Mies， J．， Ueber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IAnge，

Breite und 1．angen－Breiten－lndex des Kopfes

und SchEdels． Mitt． Anthrop． Ges． Wien， Bd． 20，

1890． 29）Miklucho－Maclay， N． v．， Anthrop－

o］ogische Notizen， gesamrnelt auf einer Reise

in West－Mikronesien und Nord一一Melanesien im

Jahre 1876． Verhand］． Berl． Gesell． f． Anthrop．

EthnoL u。 Urgesch．， Sitz．9． Mtiri，ユ878。（cit． bei

Stewart）． 30） Parsons， F． G．， The cephalic

index ot the British lsles． Man， Vol． 22， 1922．

31） Ranke， J．， Verstandigung tiber ein gemein－

sames craniometrisches Verfahren． Arch． f． An－

throp，， Bd． 15， 1883． 31） Retzius， A．， Ueber

die Schndelforrnen der Nordbewohner （translation

by Dr． F． D． H． Crep）in）． Arch． f． Anat．， Physio；．

u． Wissenschaft． Med．， 1845． 32） Stewart， T．

D．， Anthropometric nomenclature． 1． The cephalic

（Iength－breadth） index． Amer． Jour． Phys． An－

throp．， Vol． 22， 1936． 33） Stieda， L．， Ueber

die Berechnung des Sehtidelindex aus Messungen

an lebenden Menschen． Arch， £ Anthrop．， Bd． 22，

1880． 34）Todd， T． W．， The e ffect of macer－

ation and drying upon the linear dimensions of

the green skull． Jour， Anat．， Vol． 57， 192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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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d， Tl． W叩Cfanial capacity and linear di－

mensions in White and Negro． Amer． Jour． Phys．

Anthrop．， Vol． 6， 1923． 36） Todd， T． W． and

Kuenzel， W．， The thickness of the scalp． Jour．

Anat．， Vol． 58， 1924． 37） Topinard， P．， De

I’indice cephalique sur le crane et sur Ie vivant

d’apres Broca． Revue d’Anthrop，， 2e ser．， V， 1882．

（cit． bei Stewart）． 38） Virche’vvr， R．， Archtt－

olog｛sche Reise nach Livland． Ztschr． £ Ethnol．，

Bd． 9， 1877． 39） Weisbach， A．， LSnge und

Breite des Kopfes und SchSdels． Mitt． Anthrop．

Ges． Wien， Bd． 19， 1889． 40） Wel cker， H．，

Kraniologische Mittheilungen． A［ch． f． Anthrop．

脱．1，1866．41）Welcker， H．， Die Capacitat und

die drei Hauptdruchmesser der Schfidelkapsel bei

den verschiedenen Nationen． Arch． f． Anthrop．，

Bd． 17， 18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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