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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水牛头骨腔孔形态结构

金　巍，金升藻，王家乡，吕福斌

（长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荆州４３４０２５）

摘　要：在我国，水牛是现代农村重要的役使动物和肉食来源之一，因此科学家对水牛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

水牛的解剖研究又是水牛研究中的基础。本研究旨在对江汉水牛头骨腔孔进行解剖结构观察，为水牛的其它深入

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以江汉水牛为实验动物，观察了水牛头骨各个骨孔的形状、位置和骨孔所对应的神经、血管及

其它组织的分布，并采用测量法对各个骨孔的直径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水牛头骨上１３个骨孔，且在这些骨孔

内都有对应的血管、神经分布；各个骨孔的直径如下：眶上孔６．７４ｍｍ，眶下孔６．６４ｍｍ，枕骨大孔４５．４２ｍｍ，颞翼

眶圆孔５．３３ｍｍ，腭下孔７．８５ｍｍ，翼卵圆孔１０．７３ｍｍ，颞关节后孔４．４７ｍｍ，颈静脉孔９．８７ｍｍ，舌下神经孔

９．０５ｍｍ，颞管孔１４．４６ｍｍ，下颌孔６．２８ｍｍ，颏孔４．２１ｍｍ，筛孔３．３７ｍｍ。本研究结果对江汉水牛的骨孔及其

所对应血管、神经和组织的集中归纳，为江汉水牛解剖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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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牛（犅狌犫犪犾狌狊），也叫印度水牛，是一种大的偶

蹄动物，驯养的水牛在亚洲和美洲非常普遍。在亚

洲，水牛主要用来作为劳动力；在欧洲的意大利、罗

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它被用做奶牛或食用牛。今天在

印度、尼泊尔、不丹和泰国还有野生水牛，澳大利亚

北部也有野生的水牛。在东南亚野生水牛的来历却

不是很清楚，它们可能是由已被驯养的水牛的后代，

也可能是本地野生水牛的后代，或是两者的交配产

物。水牛作为现代农村重要的役使动物和肉食重要

来源之一，各国科学家对水牛的肉质、饲养和品种改

良开展了大量研究［１３］，但关于水牛头骨腔孔形态结

构的研究却未见报道。因此本文通过对江汉水牛头

骨腔孔形态结构的研究，为掌握江汉水牛头骨腔孔

形态结构的特征提供最新数据，也为江汉水牛的科

研工作以及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江汉水牛头骨，整套的手术器械，游标卡尺，脱

脂棉和毛巾等。

１．２　试验药物

甲醛分析纯，天津市东丽区天大化学试剂厂生

产；氢氧化钠分析纯，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生

产，漂白粉等药物。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标本的制作　　采用虫蚀法制作骨骼标本。

即用鞘翅目昆虫—皮
!

幼虫嗜食肉类的习性来清除

骨骼上附着的肌肉［３５］。

１．３．２　脱脂　　将骨骼放在阳光下晒干，取干燥骨

浸在汽油里脱脂７～１０ｄ。

１．３．３　漂白　　用４％过氧化氢（双氧水）或漂白

粉作为漂白剂。将脱脂的骨骼浸入４％过氧化氢

（双氧水）或漂白粉中漂５～６ｄ，等骨骼洁白时取出，

标号进行形态结构研究。

１．３．４　测量数据　　采用游标卡尺测量水牛头骨

上各骨孔的大小［７９］。

１．３．５　骨孔照相　　数码相机对水牛头骨各主要

骨孔进行拍照。

２　结　果

２．１　骨孔的形状和位置

枕骨部，枕骨大孔（图１）位于两枕骨髁之间为不

规则圆形，直径约为４５．４２ｍｍ，侧缘与鼓泡之间短而

狭长的裂缝是岩枕裂，岩枕裂的后部是颈静脉孔（图

１）。在枕骨与颞骨连接处，两侧是乳突孔（图１），直径

约为９．８７ｍｍ。颈静脉突与枕骨髁之间是髁腹侧窝，

窝内有两个小管，其中位于前内侧的是舌下神经管

（图２），直径约为９．０５ｍｍ；后上方的是髁管（图２）。

颞骨部，下颌窝后方关节后突的后方有一关节

后孔，是为颞管外口（图３），直径大约为１４．４６ｍｍ。

鼓泡外侧、颈静脉基部前方喝乳突的腹侧之间有一

孔是茎乳突孔（图３）。蝶骨部，蝶骨眶翼基部下后

方有翼卵圆孔（图３），直径大约为１０．７３ｍｍ，眶面

中央为视神经管口（图３）；颞翼中央偏后方的孔是

颞眶圆孔（图１２），直径约为５．３３ｍｍ。

额骨部，眼眶后缘横切面后方约１ｃｍ处有眶上

孔（图４），直径约为６．７４ｍｍ；眶窝面后上方有１～２

个泪孔［１］（图５、６）。

腭骨，第五臼齿平面的腭面上，距齿槽约２ｃｍ

处有腭前孔（图７），直径约为７．８５ｍｍ。腭骨翼腭

窝前上方内侧，有大的椭圆形蝶腭孔；蝶腭孔下方有

一较小的腭后孔（图８）。

上颌骨，在第一臼齿前缘上方４～５ｃｍ处，有眶

下孔（图９），直径约为６．６４ｍｍ。

下颌骨，在下颌之上方内侧４～５ｃｍ处，有下颌

孔（图１０），直径约为６．２８ｍｍ。在下颌体前方外侧的

颏部２～３ｃｍ处有颏孔（图１１），直径约为４．２１ｍｍ。

在筛骨上有较小的筛孔（图１２），直径大约为３．３７

ｍｍ。各骨孔直径数据归纳见表１。

２．２　头部神经和血管

头部神经、血管从哪些孔进出对制作头部神经

标本和动物脑神经外科十分重要；颅腔壁上的孔主

要供脑神经和血管进出，有的孔可供数条脑神经进

出［１］。有些组织与头骨上的窝有联系。舌下神经孔

内有舌下神经通出；颈静脉孔内有舌咽神经、迷走神

经、副神经通出；岩鼓裂供鼓索神经（面神经的分支）

通出；茎乳突孔是面神经管的外口，内有面神经通

出；颞孔是血管进出的孔；卵圆孔内有三叉神经的下

颌神经通出；眶圆孔内有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外展

神经及三叉神经的上颌神经、眼神经通出；视神经孔

内有视神经通入［１０，１３］；视神经沟内容纳视神经交

叉；筛孔内有筛神经（为眼神经之鼻睫神经的分支，

穿过筛孔至颅腔再到鼻腔）和血管通入；筛板孔内有

嗅神经通过；蝶腭孔内有鼻后神经（上颌神经的分

支，分布于鼻腔黏膜）和血管经过入鼻腔；腭后孔、腭

前孔（之间为腭管）内有腭大神经（上颌神经的分支，

６４４１



　１０期 金　巍等：江汉水牛头骨腔孔形态结构

　　　

图１　头骨腹面（后）乳突孔

犉犻犵．１　犛犲犵犿犲狀狋犪犾狏犲狀狋犲狉狅犳

犛犽狌犾犾（犪犫狅狉犪犾）

　　

图２　枕骨大孔

犉犻犵．２　犉狅狉犪犿犲狀犿犪犵狀狌犿

　　

图３　头骨腹面翼卵圆孔

犉犻犵．３　犛犲犵犿犲狀狋犪犾狏犲狀狋犲狉狅犳

犛犽狌犾犾（犪狀狋犲狉犻狅狉）

　　　

图４　头骨背面眶上孔

犉犻犵．４　犛犲犵犿犲狀狋犪犾犱狅狉狊狌犿狅犳

狊犽狌犾犾狊狌狆狉犪狅狉犫犻狋犪犾犳狅狉犪犿犲狀

　　

图５　头骨侧面眶窝的泪孔

犉犻犵．５　犔犪狋犲狉犪犾狅犳狊犽狌犾犾犺狅犾犲

狋犲犪狉狊

　　

图６　头骨侧面（前）

犉犻犵．６　犔犪狋犲狉犪犾狅犳狊犽狌犾犾（犪狀狋犲狉犻狅狉）

　　　

图７　腭前孔

犉犻犵．７　犜犺犲犺狅犾犲狌狀犱犲狉

　　

图８　腭后孔

犉犻犵．８　犅犲犺犻狀犱犺狅犾犲狆犪犾犪狋犲

　　

图９　腭前

犉犻犵．９　犃犺犲犪犱狆犪犾犪狋犲

　　　

图１０　下颌内面下颌孔

犉犻犵．１０　犐狀狋犲狉狀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狅犳

狊狌犫犿犪狓犻犾犾犪犿犪狀犱犻犫狌犾犪狉犳狅狉犪犿犲狀

　　

图１１　下颌外面颏孔

犉犻犵．１１　犈狓狋犲狉狀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狅犳

狊狌犫犿犪狓犻犾犾犪犿犲狀狋犪犾犳狅狉犪犿犲狀

　　

图１２　头骨筛蝶面筛孔

犉犻犵．１２　犅狌狋狋犲狉犳犾狔狊狌狉犳犪犮犲狅犳

狊犽狌犾犾狊犻犲狏犲犮狉犻犫狉犻犳狅狉犿犳狅狉犪犿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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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硬腭）和血管通过；下斜肌窝为眼球下斜肌之

起点；泪囊窝容纳泪腺，鼻泪管从鼻泪管入口延伸至

鼻腔；眶下孔是眶下管的外口，内有眶下神经及眶下

血管通出；眶上孔是眶上管的外口，内有眶上动脉和

静脉进出。

表１　水牛头骨各骨孔直径大小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狅犳狋犺犲犫狅狀犲犺狅犾犲狑犻狋犺犅狌犳犳犪犾狅狊犽狌犾犾 ｍｍ／视野

标号Ｌａｂｅ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平均值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

眶上孔

Ｓｕｐｒａｏｒｂｉｔａｌｆｏｒａｍｅｎ
６．２６ ７．３４ ６．６８ ６．８８ ６．５４ ６．７６ ６．７４

眶下孔

Ｉｎｆｒａｏｒｂｉｔａｌｆｏｒａｍｅｎ
６．０８ ７．１２ ６．５４ ６．６４ ７．０８ ６．４２ ６．６４

颞关节后孔

Ｔｅｍｐｌｅｓｊｏｉｎｔｄｅｕｔｅｒｏｓｔｏｍａ
４．５２ ４．３２ ４．０２ ４．６８ ４．８２ ４．４６ ４．４７

枕骨大孔

Ｆｏｒａｍｅｎｍａｇｎｕｍ
４３．７２ ４６．９８ ４５．５８ ４５．９８ ４５．２４ ４５．０４ ４５．４２

颈静脉孔

Ｊｕｇｕｌａｒｆｏｒａｍｅｎ
９．７８ １０．０６ ９．９８ ９．８２ ９．７４ ９．８８ ９．８７

颞眶圆孔

Ａｌａ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ｓｏｒｂｉｔａｌｈｏｌｅ
４．６２ ５．７２ ５．２４ ５．５８ ５．４４ ５．３８ ５．３３

腭前孔

Ｔｈｅｈｏｌｅｕｎｄｅｒｐａｌａｔｅ
７．２８ ８．３２ ８．０６ ７．６８ ７．９８ ７．８２ ７．８５

舌下神经孔

Ｆｏｒａｍｅｎｈｙｐｏｇｌｏｓｓｉ
８．７２ ９．８８ ９．３２ ８．９２ ８．８６ ８．６４ ９．０５

颞管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ｏｒｅｓ
１３．５８ １４．８４ １４．５６ １４．６４ １４．５８ １４．５６ １４．４６

翼卵圆孔

Ｗｉｎｇｆｏｒａｍｅｎｏｖａｌｅ
１０．２４ １１．３６ １０．７６ １０．８４ １０．５６ １０．６４ １０．７３

下颌孔

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ｆｏｒａｍｅｎ
６．３１ ６．２５ ６．２２ ６．１３ ６．５１ ６．２２ ６．２８

颏孔

Ｍｅｎｔａｌｆｏｒａｍｅｎ
４．２６ ４．２２ ４．１３ ４．５７ ３．９８ ４．１０ ４．２１

筛孔

Ｃｒｉｂｒｉｆｏｒｍｆｏｒａｍｉｎａ
３．１２ ３．５６ ３．４１ ３．３７ ３．０６ ３．７５ ３．３７

３　讨　论

动物头部骨骼构造比较复杂，骨孔形态各异，多

为不规则形，而且研究者对头骨骨孔的大小进行测

量研究的报道较少，且关于头骨的形态结构多数是

对相对较稳定的性状进行研究［１０１８］。本试验用统计

学方法测量了６头成年江汉水牛头骨各骨孔长轴

（即最大直径），运用平均数求得头骨骨孔数据（表

１），有些头骨骨孔与孙裕光等研究比较接近
［８］。可

见江汉水牛与四川水牛骨孔差异不大。

教材与参考书中对头骨骨孔的描述并不集中，

这给读者识别和参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作为重要

专业基础课的家畜解剖学，教学中弄清头骨标本上

的骨孔及其与神经、血管的关系，对制作头部神经标

本和动物脑神经外科十分重要。本研究由于标本量

的局限性，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仍需要进一步

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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