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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体解剖学是是一门形态科学，是学习其他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的重要基础课，

学好人体解剖学实验课至关重要。《人体解剖学实训指导》是按照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的要求，为服务于高职教育培养“技能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宗旨而编写的。

本书先易后难，确保基础知识的有效教学，注重基本技能的培训，增加学生在实际工

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采取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自己动手观察实物标本，辅以模

型、挂图和电化教学等各种教学手段，并结合活体观察等形式加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达

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深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

全书包括四篇 24 章，每次实验包括实验目的、实验材料、注意事项、实验内容和思考

题 5 个内容。实验目的介绍实验的目的与实验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要求; 实验材料指需准备

的标本、模型和挂图等; 注意事项提出实验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实验内容指实验详细内容

和具体操作步骤、方法的描述; 思考题能帮助学生巩固本实验所学知识的习题。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位同道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限于时间和条件，

本书中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同仁、老师和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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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运动系统

实验一·骨学总论、


躯干骨

【实验目的】

( 1) 掌握

躯干骨的组成; 椎骨的一般形态和各部椎骨的特征; 胸骨的结构和分布; 肋骨的一般形态、

结构; 胸骨角的组成、意义; 重要的骨性标志: 第 7颈椎棘突、胸骨角、剑突、骶岬、骶角。

( 2) 熟悉

骨的形态、分类和构造; 骨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 第 1 肋骨的特征。

【实验材料】

( 1) 长骨干纵切面标本( 示骨的构造) ; 煅烧骨和脱钙骨瓶装标本。

( 2) 完整骨架标本; 胸骨、肋骨、骶骨和游离椎骨及串连椎骨标本或模型。

【注意事项】

( 1) 第一次学人体解剖实验课时，可带学生熟悉实验室环境，减轻学生心理压力。

( 2) 介绍实验室规则，在标本观察中要爱护标本。标本和模型不能带出实验室、不能

恐吓同学，不能在上面写字。

( 3) 观察骨膜时，应用镊子将骨膜轻轻夹起，以免夹损或撕脱骨膜。

( 4) 躯干骨的重要骨性标志需在活体上触摸。

【实验内容】

一、总论

1．骨的形态与分类

正常成人共有 206 块骨，约占体重的 1 /5，按其在体内的部位可分为躯干骨、颅骨和四

肢骨。按其形态可分为:

( 1) 长骨

呈长管状，多分布于四肢，可分一体两端。体又称骨干，位于中部，细长，内有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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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容纳骨髓。两端膨大称骺，有光滑的关节面，面上附有一层关节软骨。骨干与骨骺相

邻的部位称干骺端．

( 2) 短骨

形似立方体，多成群分布于连结牢固且较灵活的部位，如腕骨和跗骨。

( 3) 扁骨

呈板状，主要构成体腔的壁，如颅盖骨、胸骨等。

( 4) 不规则骨

形态不规则，如椎骨、上颌骨。

2．骨的构造

取一湿的长骨标本，可见在骨的外表覆有一层纤维膜，即为骨膜。再取一长骨纵剖标

本观察，在骨干中央有一空腔称骨髓腔，其周围及两端骺外层的骨质质地致密称骨密质，

长骨骺内部的骨质结构疏松，呈海绵状为骨松质。观察小儿肱骨的上端，可见到有不显影

的带状部分称骺软骨，与成人肱骨对照，可见在成人肱骨的上端有一均匀一致的白线条称

骺线。

3．骨的理化特性

成人骨质的化学成分主要由有机质和无机质组成。一生中骨的无机质和有机质的比例

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年幼者骨的有机质和无机质约各占一半，故弹性大、硬度小、

易变形，在外力作用下不易骨折或折而不断; 成年人的骨有机质和无机质的比例最为合

适，约为 3 7，具有很大硬度和一定弹性，也较坚韧; 老年人的骨无机质比例更大，脆性较

大易发生骨折。在实训教学时，可让学生观看瓶装煅烧骨和脱钙骨标本。

二、躯干骨

躯干骨共 51 块，包括 24 块椎骨、1 块骶骨、一块尾骨、1 块胸骨和 12 对肋骨。先在整

体骨骼标本上找出躯干骨，再观察分离躯干骨标本。

1．椎骨
( 1) 椎骨的一般形态

取胸椎标本观察。椎骨为不规则骨，一般由椎体和椎弓两部分组成。椎体在椎骨前

份，呈短圆柱状，椎弓为椎体后方呈弓形的骨板，椎体与椎弓围成椎孔。所有椎骨的椎孔

相连形成椎管，容纳脊髓。椎弓分椎弓根和椎弓板。椎弓根的上、下缘各有一切迹，分别

称椎上、下切迹，相邻椎骨的上、下切迹共同围成椎间孔，内有脊神经和血管通过。椎弓

上伸出 7 个突起: 向两侧伸出的一对横突，向上伸出的一对上关节突，向下伸出的一对下

关节突，向后伸出单一的棘突。

( 2) 各部椎骨的特点

①颈椎: 有 7 个，其中第 1、2、7 颈椎形态特殊。

一般颈椎的特点: 椎体较小，椎孔相对较大，呈三角形。横突根部有一孔称横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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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椎动脉、静脉通过。第 2 ～ 6 颈椎的棘突较短，末端分叉。上、下关节突的关节面基本

呈水平位。成年人第 3 ～ 7 颈椎椎体上面两侧多有向上的突起称椎体钩。

第 1 颈椎又名寰椎，呈环形，无椎体、棘突和关节突，由前弓、后弓和两个侧块构成。

侧块上、下有关节面分别与枕髁和第 2 颈椎相关节，前弓的后面有齿突凹，与枢椎的齿突

相关节。

第 2 颈椎又名枢椎，在椎体上方伸出一指状突起称齿突，与寰椎的齿突凹相关节。

第 7 颈椎又名隆椎，棘突特别长，末端不分又，易在体表扪及，常作为记数椎骨序数

的骨性标志。

②胸椎: 12 个，椎体从上向下逐渐增大; 横断面呈心形，椎孔呈圆形; 棘突细长向后

下方倾斜，呈叠瓦状排列; 椎体侧后部的上、下缘与横突末端的前面有关节面，分别称上

肋凹、下肋凹和横突肋凹。关节突关节面几乎成冠状位。

③腰椎: 5 个，椎体粗大，横断面呈肾形; 椎弓发达，椎孔较大呈三角形; 上、下关节

突粗大，关节面基本呈矢状位; 棘突宽大呈板状，几乎水平后伸，末端圆钝，且棘突间隙较

宽，临床上利用此间隙进行腰椎穿刺术。

2．骶骨

成人骶骨由 5 块骶椎融合而成，呈倒三角形。分骶骨底、侧部、骶骨尖、盆面和背侧

面。底向上，中部前缘隆凸，称岬。中部有 4 条横线，是椎体融合的痕迹。横线两端有 4

对骶前孔。背面隆凸粗糙，有 4 对骶后孔。骶前、后孔均与骶管相通，有骶神经前后支通

过。骶管上连椎管，下端的开口称骶管裂孔，裂孔两侧有向下突出的骶角，骶管麻醉常以

此作为标志。骶骨的两侧的上份有耳状面与髂骨的耳状面构成骶髂关节。

3．尾骨

尾骨由 4 ～ 5 块退化的尾椎融合而成。上接骶骨，下端游离为尾骨尖。

4．胸骨

胸骨属扁骨，上宽下窄，位于胸前壁正中。前面微凸，后面微凹，自上而下由胸骨柄、

胸骨体和剑突组成。胸骨柄上部宽厚，下部窄薄，上缘有 3 个凹陷，中间的称颈静脉切迹，

外侧的称锁切迹，与锁骨相关节; 柄的两侧有 1 对肋骨切迹，与第一肋骨相连接。柄与体

相连处稍向前突称胸骨角，是确定第 2 肋骨的重要标志。胸骨体外侧缘有 6 对肋骨切迹，

分别与第 2 ～ 7 肋骨软骨相关节。剑突薄而窄，形状变化较大，上连胸骨体，下端游离。

5．肋骨

肋骨有 12 对，属扁骨。由肋骨和肋软骨两部分组成。现只观察肋骨。除第 1 肋骨外，

其余各肋骨形态大致相同。呈细长弓状，分为中部的体和前、后两端。前端稍宽，与肋软

骨相接。后端膨大，称肋骨头，有关节面与胸椎肋凹相关节。肋骨头外侧的狭细部分称肋

骨颈，肋骨颈外侧的粗糙突起，称肋骨结节，有关节面与相应胸椎的横突肋骨凹相关节。

肋骨体分内、外两面及上、下两缘。在内面近下缘处有一浅沟称肋骨沟，有肋间神经、血

管经过。肋骨体后份的急转角称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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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名词解释: 胸骨角、骶角。

2．骨按其形态可分哪几类? 若按其部位又可分哪几类?

3．试述颈椎、胸椎、腰椎的主要区别。

4．填图

4 人体解剖学实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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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上肢骨

【实验目的】

( 1) 掌握上肢骨的数目、名称、位置及主要骨性标志。

( 2) 掌握肩胛骨、锁骨、肱骨、桡骨及尺骨的形态、位置和主要结构。

( 3) 熟悉手骨的名称、分布和形态结构。

【实验材料】

完整骨骼标本; 全套离体上肢骨标本; 盒装串连手骨标本。

【注意事项】

( 1) 观察时，首先要按实验内容的描述，把骨标本放在解剖学位置。

( 2) 上课之前先对照完整骨架观察，熟悉各骨在整体中的位置。

( 3) 爱护好标本，不要拿长骨做其他工具使用。

【实验内容】

上肢骨共 64 块，包括上肢带骨和自由上肢骨。

1．上肢带骨
( 1) 锁骨

呈“～”形弯曲，位于胸廓前上部两侧。分一体两端，体的上面光滑，下面粗糙，内侧
2 /3 凸向前，呈三棱棒形，外侧 1 /3 凸向后，呈扁平形，锁骨的外、中 1 /3 交界处较细，易

骨折; 内侧端粗大称胸骨端，与胸骨柄相关节; 外侧端扁平称肩峰端，与肩峰相关节。锁

骨对固定上肢，支撑肩胛骨，便于上肢灵活运动起重要作用。

( 2) 肩胛骨

为三角形扁骨，贴于胸廓的后外侧上份，介于第 2 ～ 7 肋骨之间。分为两面、三缘和三

角。前面为一大而浅的窝称肩胛下窝; 后面上方有一横位的骨嵴称肩胛冈，冈的外侧端较

平宽称肩峰，为肩部最高点，冈的上、下各有一窝，分别称冈上窝和冈下窝。内侧缘薄而

锐利，外侧缘肥厚，上缘短而薄，近外侧有一小切迹称肩胛切迹，有肩胛上神经通过，自切

迹外侧向前伸出一曲指状突起称喙突，有肌附着。上角在内上方，平对第 2 肋骨; 下角为

内、外侧缘会合处，对应第 7 肋骨，体表易于摸到; 外侧角膨大，有一微凹朝外的关节面称

关节盂，与肱骨头相关节，关节盂的上、下分别有盂上结节和盂下结节，有肌肉附着。

6 人体解剖学实训指导



2．自由上肢骨
( 1) 肱骨

是典型长骨，位于上臂，分一体及上、下两端。上端有朝向内后上方呈半球形的肱骨

头，肱骨头周围的环状浅沟称解剖颈，肱骨头外侧的隆起称大结节，前面的隆起称小结节，

两结节向下延伸的骨嵴，分别称大结节嵴和小结节嵴，两嵴间的纵沟称结节间沟。上端与

肱骨体交界处称外科颈，因此处易骨折而得名。

肱骨体上端呈圆形，下端呈三棱柱形。体中部外侧有较大的粗糙面称三角肌粗隆，在

粗隆的后内侧有一螺旋状浅沟称桡神经沟，桡神经沿沟通过，因此，肱骨中段骨折易损伤

此神经; 体内侧近中点处有滋养孔，有血管、神经通过。

肱骨下端较扁，外侧部前面有半球状的肱骨小头，内侧部有滑车状的肱骨滑车，滑车

前面上方有一窝称冠突窝，肱骨小头前面上方有一浅窝称桡窝，滑车的后上方有一大窝称

鹰嘴窝。下端的两侧各有一突起，分别称内上髁和外上髁，二者在体表均易摸到，内上髁

后面有尺神经沟，有尺神经通过。

( 2) 桡骨

位于前臂的外侧，分一体两端。上端稍膨大称桡骨头，头上面有关节凹，与肱骨小头

形成肱桡关节。头的周围为环状关节面，与尺骨桡切迹形成桡尺近侧关节。头下方稍细，

称桡骨颈。颈的内下侧有突起的桡骨粗隆。桡骨下端粗大，外侧有一向下的锥形突起，称

桡骨茎突。下端的内侧面有关节面，称尺切迹。下面有腕关节面与腕骨形成桡腕关节。

( 3) 尺骨

位于前臂的内侧，分一体两端。上端粗大，下端细小，体为三棱柱状，上端的前面有

一半月形凹陷称滑车切迹。切迹的上、下方各有一突起，上方的突起称鹰嘴，下方的突起

为冠突。冠突的外侧面有桡切迹，与桡骨头相关节。下端为尺骨头，其后内侧向下的突起

称尺骨茎突。

( 4) 手骨

观察串连的手骨标本，手骨分为腕骨、掌骨和指骨。

①腕骨: 共 8 块，属短骨，它们排列成远侧、近侧两列，每列 4 块。由桡侧向尺侧，近

侧列依次为手舟骨、月骨、三角骨和豌豆骨; 远侧列为大多角骨、小多角骨、头状骨和钩

骨。手舟骨、月骨和三角骨近端共同形成一椭圆形的关节面，与桡骨的腕关节面及尺骨下

端的关节盘构成桡腕关节。所有腕骨在掌面形成一凹陷的腕骨沟。

②掌骨: 5 块，由桡侧向尺侧，依次称第 1 ～ 5 掌骨。掌骨分一体及两端，近侧端为掌

骨底，远侧端为掌骨头，底与头之间部分为掌骨体。

③指骨: 共 14 节，除拇指仅有 2 节外，其余 4 指均为 3 节，由近端向远端依次为近节

指骨、中节指骨和远节指骨。指骨的近端称底，中间部为体，远端为滑车。远节指骨末端

的掌面粗糙，称指骨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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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名词解释: 鹰嘴、外科颈。

2．上肢骨观察完毕后，在自己身体上摸认下列各骨性标志: 锁骨、肩胛冈、肩胛骨下

角、肩峰、鹰嘴、肱骨内上髁、肱骨外上髁、尺骨头、尺骨茎突、豌豆骨和掌骨等。

3．填图

( 王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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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下肢骨

【实验目的】

( 1) 掌握下肢骨的名称、数目和位置及重要骨性标志。

( 2) 掌握髋骨、股骨、胫骨、腓骨的形态和主要结构。

( 3) 熟悉足骨名称、位置和排列。

【实验材料】

完整骨骼标本; 全套离体下肢骨标本; 串连足骨标本。

【注意事项】

与上肢骨注意事项相同。

【实验内容】

下肢骨共 62 块，包括下肢带骨和自由下肢骨。

1．下肢带骨

髋骨: 是不规则骨，幼年时的髋骨由髂骨、耻骨和坐骨借软骨连接而成( 可在小儿髋骨

标本上观察) ，15 岁左右软骨骨化，三骨融合成一骨。在融合部的外侧面有一深窝，称髋

臼。坐、耻骨之间围成闭孔。

( 1) 髂骨

构成髋骨的后上部，分为髂骨体和髂骨翼。翼的上缘肥厚，称髂嵴。髂嵴的前、中 1 /

3 交界处向外侧突出称髂结节，为一重要的骨性标志，临床常在此进行骨髓穿刺抽取红骨

髓检查其造血功能。两侧的髂嵴的最高点连线，约平第 4 腰椎棘突，是临床确定椎骨序数

的方法之一。髂嵴前端为髂前上棘，后端为髂后上棘。在髂前、后上棘的下方各有一突

起，分别为髂前下棘和髂后下棘。髂骨的内面光滑凹陷，称髂窝。髂窝的下界有圆钝的骨

嵴，称弓状线，窝的后部骨面粗糙不平，有一耳状关节面，称耳状面，与骶骨的耳状面相关

节。

( 2) 坐骨

构成髋骨的后下部，分坐骨体和坐骨支。体后缘有一尖锐的突起，称坐骨棘，棘下方

为坐骨小切迹。坐骨棘与髂后下棘之间为坐骨大切迹。坐骨体下后部延伸为较细的坐骨

支，其末端与耻骨下支结合。体与支移行处的后部是肥厚而粗糙的坐骨结节，为坐骨的最

低点，体表可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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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耻骨

构成髋骨的前下部，分为体和上、下支。耻骨体和髂骨体结合处骨面粗糙隆起，称髂

耻隆起。自体向前内延伸出耻骨上支，其末端急转向下，成为耻骨下支。耻骨上支的上缘

锐薄，称耻骨梳。耻骨梳向前终于耻骨结节。耻骨上下支相互移行处内侧的椭圆形粗糙

面，称耻骨联合面。

2．自由下肢骨
( 1) 股骨

位于大腿部，是人体最长最结实的长骨，长度约为身高的 1 /4，可分为一体两端。

上端有球形的股骨头，头的外下方较细部分为股骨颈，体与颈交界处有两个隆起，上

外侧为大转子( 同学们用手掌贴在股上部的外侧，并旋转下肢，可以感受到大转子在手掌

下转动) ，下内侧的较小为小转子。大、小转子之间，在后方有隆起的转子间嵴，在前面以

转子间线相连。股骨体后面有纵行的骨嵴，称粗线，此线上端分叉，向外上延伸为臀肌粗

隆。下端有两个向下后的膨大，分别称内侧髁和外侧髁。两髁之间的深窝称髁间窝，两髁

侧面最突起处，分别为内上髁和外上髁。两髁的关节面在前面合成一个髌骨面。

( 2) 髌骨

是人体内最大的籽骨，位于膝关节前方，略呈三角形，底朝上，尖朝下，前面粗糙，后

面光滑有关节面，与股骨髌骨面相关节，髌骨可在体表摸到，当外伤骨折手术取出之后，

并不太影响膝关节的功能。

( 3) 胫骨

是三棱形粗大的长骨，位于小腿内侧，对支持体重起重要作用，分一体两端。上端膨

大，向两侧突出，形成内侧髁和外侧髁。两髁之间有向上的隆起称髁间隆起，为前后交叉

韧带的附着处。外侧髁的后下方有一小关节面称腓关节面，与腓骨头相关节。上端与体移

行处的前面有粗糙的隆起称胫骨粗隆，它是股四头肌腱的附着处。胫骨体呈三棱形，前缘

锐利，体表可以触到。下端稍膨大，内侧有一向下的突起称内踝，是重要的体表标志; 下

面有关节面与距骨相关节; 外侧有一关节面称腓切迹，与腓骨相接。

( 4) 腓骨

细长，位于小腿的后外侧，不承受体重，可分一体和两端。上端膨大称腓骨头，与胫

骨相关节，头下方变细称腓骨颈。体较细，内侧有骨间缘。下端膨大称外踝，较内踝低，

内侧有关节面参与形成距小腿关节。

( 5) 足骨

观察串连的足骨标本，可分为跗骨、跖骨及趾骨。

①跗骨: 共 7 块，属于短骨，排成前、中、后三列，后列有距骨，距骨上面有前宽后窄

的距骨滑车与胫、腓骨形成关节，距骨下方为跟骨; 跟骨后部粗糙隆起称跟骨结节。中列

为足舟骨。位于距骨前方偏内侧，前列由内侧向外侧，依次为内侧楔骨、中间楔骨、外侧

楔骨和骰骨，三块楔骨位于足舟骨之前，骰骨位于前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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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跖骨: 共 5 块，属于长骨，由内侧向外侧依次为第 1 ～ 5 跖骨。其后端为底，中间为

体，前端为头。第 5 跖骨底特别粗大且向外后突出称第 5 跖骨粗隆。

③趾骨: 有 14 节，除 趾仅两节外，其余各趾为 3 节。趾骨的形态和命名方法与指骨

相同。

【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弓状线。

2．下肢骨观察完毕后，在身体上摸认下列骨性标志: 髂嵴、髂前上棘、髂后上棘、坐骨

结节、耻骨结节、股骨大转子、股骨内侧髁、股骨外侧髁、髌骨、胫骨内侧髁、胫骨外侧髁、

胫骨粗隆、内踝、外踝、跟骨结节。

3．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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