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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死者身高推估為法醫人類學中重要研究領域，其所得的資訊可以提供人身鑑

別更多線索，縮小死者身份調查範圍。過往研究中，主要以長骨為研究對象，但

在近年來大災難等事件中，常見碎屍塊與骨骸殘片而缺乏長骨。本研究目的為藉

由易於辨識的第二頸椎結合電腦斷層影像技術進行身高推估公式研究，以期未來

在骨骸殘片遺體推估身高時能有國人合適之推估公式應用。 

本研究採用回溯性研究，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止之臺大醫院影像

醫學部頭頸部電腦斷層資料。研究樣本為 389 人，電腦斷層影像資料由影像處理

評估軟體 RadiAnt DICOM Viewer （64-bit）讀取，量測第二頸椎之齒突頂點至椎

體前端最低點位（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縮寫：DA）、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縮寫：AS）與棘突頂點

至齒突頂點（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縮寫：

DS）之最長長度。在 Intra-rater 與 Inter-rater 重複性試驗在 Cronbach's alpha 檢視

信度下，其 alpha 值皆≧0.9，其測量結果一致性表現佳。 

研究結果共分為全部 389 人組、男性 251 人組、女性 138 人組共三組，每組

皆得到單一特徵點位長度、混合兩種與三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身高推估計算公式

共六組公式，總計 18 組身高推估公式。並以研究樣本 389 人的 15％為驗證

validation 人數，另調閱 59 人（性別分佈為男性 37 人，女性 22 人）頭頸部電腦

斷層影像資料，運用 Paired t test 進行方法效度分析檢定，以檢驗本研究所統計出

身高推論公式方法效度。除女性 138 人組中 DS 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DA 

+ AS 兩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DS + DA 兩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DA +

AS + DS 三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以上四組身高推估公式，其效度檢定結果不

適用外，其餘在不分性別組別與男性組別推估身高皆與原始身高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建立之臺灣人第二頸椎身高推估公式，在法醫實務上不分性別的遺體

或骨骸屍等狀況，最適合採用之推估公式為 A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其效度分析結果最佳。 

關鍵詞：人身鑑別、法醫人類學、法醫影像學、第二頸椎、身高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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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Human body height prediction from residual bones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forensic 

anthropology. It may provide information in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and can apply to 

judicial investigation. In previous studies, researchers focused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ong bones and body height. However, we may obtain only fragments of long 

bones and small bones for body height prediction in mass disaster.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formulas to estimate adult body height of different genders by using computed 

tomography data of human second cervical vertebrae of Taiwanese. The results may 

apply to body height prediction with residual bones of anonymous corpses in forensic 

casework. 

This research wa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ur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6. The sample number of head and neck computed tomography was 389, 

including 251 males and 138 females (age range was 20-80 years old; mean number 

was 51.5 years old). The medial sagittal view images of second vertebrae were 

measured by RadiAnt DICOM Viewer (64-bit) software. The measurements were taken 

at three points and three lengths were obtained: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

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DA);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AS);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DS).  

In this study, 18 human height prediction formulas from second cervical vertebrae 

was established.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in intra-rater and inter-rater repeatability 

showed good consistency, with all the Cronbach’s alpha above 0.9. The paired-t test 

was used for validation analysi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bserved body heights of these subjects and the estimated heights of subjects in both-

gender group and male group. However, in the female group, there were four formulas 

failed for body height prediction.  

In conclusion, we contrasted the formulas of Taiwanese body height from second 

cervical vertebrae by using computed tomography data. We recommend the use of AS 

formula in body height prediction for unknown-gender corpuses in forensic casework. 

Keywords：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Forensic anthropology, Forensic radiology, 

Second cervical vertebrae, Human height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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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前言 

人身鑑定為藉由科學方式，鑑別遺骸種族、性別、死者身份與親

緣關係，在刑事案件與大災難事件中具有重要意義，為法醫工作中重

要的一環。在確定死者身份後，後續調查工作才得以展開。 

在遺體嚴重腐敗、僅存骨骼甚至只有部份骨隨的狀況下，則遺體

特徵無法辨識，DNA 也可能受到裂解而無法進行比對。此時僅存的

遺骸資訊則可以經由法醫人類學的分析，提供更多遺體身份的線索，

並且縮小刑事調查範圍。人類學研究主要共分為兩大部份：（1）包

含語言、民俗、文化、歷史的文化人類學與（2）研究人類緣起、人

類進化、體質特點與環境關係的體質人類學。法醫人類學主要應用體

質人類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解決司法調查中涉及人身鑑別的問題。

其研究對象為骨骼及骨骼碎片，以量測骨骼長度、質量、型態外觀特

徵等方法，分析推估骨骼的種屬、族群、年齡、性別、身高、容貌特

徵(Scheuer, 2002)。 

經由遺骸進行死者身高推估為法醫人類學中的重要研究項目之

一。在各項身高推估的測量標的中，根據過往的文獻研究結果顯示，

其中以長骨和身高的相關性最高(Trotter & Gleser, 1958)，最常使用於

遺骸身高推估。但在各項大災難和刑事案件中，常見到遺骸缺乏完整

性或是長骨破損(Giroux & Wescott, 2008)。尤其在近幾年大災難如飛

行事故、重大爆炸、海嘯、大地震等，可能造成碎屍塊、骨骼殘片等

情形，此時則需要藉由法醫人類學提供足夠的研究資訊以推估遺骸年

齡、性別、身高、種族等資訊，增加人身鑑別之線索並縮小遺體身份

調查的範圍(Abdi O¨ zaslan, M. Yas¸ar I˙s¸canb, I˙nci O¨ zaslanc, Harun 

Tug˘cud, & Koc¸a, 2003)。但在缺乏長骨的狀況下，往往沒有足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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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研究資料支持，難以由其他骨骼殘片進行身高推估與人身鑑別的

類化與個化。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非長骨之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

量測，建立臺灣族群之身高推估公式，以期能對法醫實務與人身鑑別

有所助益。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文獻回顧 

法醫人類學研究方法 

法醫人類學在過往身高研究方式中，其研究方法主要可分為兩大

類型：傳統形態學研究與現代影像技術應用。傳統形態學研究，主要

是根據人體骨骼樣本，直接進行長度與質量測量，並且觀察骨骼外觀

特徵以進行型態比對(張繼宗, 2016)。其優點在於以骨骼直接進行測量

則產生之誤差最低，可得到最精確的骨骼量測數據；然而在實際案件

中，並非所有遺體皆可取得完整骨骼樣本，尤其在研究大量人口、地

方文化民情影響等狀況下，若以傳統形態學研究建立人類學資料庫時

則窒礙難行。 

而近年來由於影像技術革新進步，應用於法醫人類學研究上使研

究方式更為便利。其主要應用方式有運用電腦斷層影像 3D 立體重建

技術測量，與運用 X-ray 影像技術直接以電腦軟體尺規測量骨骼長

度。其優勢在於不須經由解剖或刮除骨骼上剩餘組織便可取得骨骼影

像，有效建立全身之數位化人類學資料紀錄，並且在宗教信仰與當地

文化不接受解剖的狀況下，也能提供法醫病理學上判斷死亡原因與死

亡方式等資訊。而在大災難等案件中，由於大量屍體處理耗時，易在

解剖前開始腐敗，而電腦斷層影像技術平均每小時可處理 4-5 具遺

體，可提供遺體資訊的快速建立，減少因腐敗造成法醫判斷的影響

(Sidler, Jackowski, Dirnhofer, Vock, & Thali, 2007)。並且在實際研究乾

燥骨骼測量與影像技術應用測量結果，兩種方法所得結果間無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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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Sakuma et al., 2010)，可得到符合研究水準之法醫人類學資料。

但相較於傳統研究方式，影像技術應用所需之硬體設備成本較高且需

要人員技術訓練。 

長骨推估身高公式文獻 

1958 年，美國學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與韓戰中士兵遺骸直接量測

長骨以進行身高推估研究，發現長骨與人類遺骸身高間有最高之相關

性。同時研究者也注意到，不同種族遺骸所得到之長骨身高推估公式

不同，無法互相適用(Trotter & Gleser, 1958)。1989 年美國新墨西哥大

學學者 Byers，以 130 名人類學博物館中收藏之具有完整人種、年

齡、性別紀錄人類骨骼遺骸為研究對象，測量 10 根蹠骨最大長度與

身高間相關性。其中有 108 名歐裔美國人（57 名男性，51 名女

性），22 名非裔美國人（13 名男性，9 名女性）。所有研究對象綜合

結果，以第一蹠骨與身高相關性最高（r = 0.79），其線性回歸公式

為 𝑆𝑡𝑎𝑡𝑢𝑟𝑒 = 634 + 16.8 × 第一蹠骨長度 (Byers, Akoshima, & 

Curran, 1989)。並且由於手掌、腳掌骨骼與長骨在解剖學上的相關位

置，美國田納西大學也以 212 名具有身高資料之骨骼遺骸（56 名白種

人男性，48 名白種人女性，53 名黑種人男性，55 名黑種人女性），

研究其 10 根掌骨也得出具有一定相關性之身高推估公式(Meadows & 

Jantz, 1992)。而後持續有人類學研究以長骨作身高推估，且對不同族

群間之差異進行探討，但是由於乾燥骨骼不容易取得，因此在 X-ray

等影像技術發展更進步後，開始應用各種影像功能於人類學研究上。

有日本學者以電腦斷層進行下肢長骨測量與影像重建，在雙側股骨、

脛骨、腓骨之的最大量測長度與骨骼質量同時和身高具有良好相關性

（r = 0.77 − 0.85）。在方法信度上亦表現良好（intraobserver 差異

<1.5％，interobserver 差異<2％），顯示在電腦斷層影像測量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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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高。並且在比較電腦斷層量測結果與直接量測乾燥長骨長度

上，其量測結果差異微小（< 0.2 公分） (Hishmat et al., 2015)。顯示

出影像學技術應用於法醫人類學骨骼量測研究上，為相當可靠之研究

方法。 

非長骨推估身高公式文獻 

長骨被視為是身高推估最具有相關性之量測對象，但是在大災難

與殘破遺體案件中，可能無法尋得長骨作為人身鑑別對象。因此在法

醫人類學上有發展以非長骨推估遺骸身高之必要性。 

2007 年，印度學者以 252 名 12-18 歲北印度 Koli 男性青少年為

量測對象，以人體測量儀直接測量其顱骨與面部 16 個特徵點位長度

與身高間相關性。其結果顯示在顱骨的特徵點長度比面部特徵點位具

有較高的相關性，其中以顱骨水平頭圍具有最高的身高相關性（r =

0.773），鼻腔寬度與身高相關性最低（r = 0.265）(Krishan & Kumar, 

2007)。同時此研究也顯示出，非長骨的量測也具有與身高的明顯相關

性，可能由非長骨的測量建立與身高的相關性。而後在 2011 年以非

四肢骨骼的研究中，印度學者又以 40 名 25-35 歲進行司法解剖的南印

度女性死者為研究對象測量胸骨長度（central suprasternal notch 至

mesoxiphoid junction）與身高間相關性。研究結果得到線性相關公式 

𝑆𝑡𝑎𝑡𝑢𝑟𝑒 = 111.599 + (3.316 × 𝐿𝑒𝑛𝑔𝑡ℎ 𝑜𝑓 𝑡ℎ𝑒 𝑠𝑡𝑒𝑟𝑛𝑢𝑚)，其相關係

數可達到 0.639 ，證明非四肢骨骼可與身高具有相關性，並有助於推

估死者身高(Menezes et al., 2011)。 

在嚴重的火燒屍案件中，相較於四肢骨骼易於嚴重焚毀而無法量

測，研究者發現脊椎則可以在較長時間的焚燒後保持其完整性，因此

具有作為良好量測對象之價值(Nagesh & Pradeep Kumar, 2006)。在脊

椎骨的研究中，Tibbetts 選擇各 100 名男女的美裔黑人族群，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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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頸椎至第五腰椎間不同分段長度與身高間相關性。統計結果得出各

組身高推估公式，其相關係數由 0.18-0.64，顯示出當遺骸脊椎少於正

常數量時，依然可藉由不同分段長度推估遺骸身高(Tibbetts, 1981)。

而在不同族群的脊椎與身高相關性的研究中，另有美裔黑人與白人族

群(Jason & Taylor, 1995)、日本族群(Terazawa et al., 1990)、南印度族

群(Nagesh & Pradeep Kumar, 2006)、土耳其族群(Pelin et al., 2005)在分

段脊椎量測研究中皆得出該族群適用之具有身高相關性推估公式，並

且不同族群間不互相適用(Milani & Panattoni, 2013)。 

脊椎量測雖然具有身高相關性，但在上述研究皆以分段量測多節

脊椎為研究對象，缺乏單一脊椎與身高相關性。日本學者以 216 名

（116 名男性，100 名女性）法醫解剖個案，在解剖前以電腦斷層影

像技術研究第二頸椎與身高相關性，以探討單一脊椎量測是否能推估

身高。其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分性別之身高推估研究上，第二頸椎之齒

突頂點至椎體前端最低點有最佳相關係數（𝐶𝑎𝑑𝑎𝑣𝑎𝑟 𝑠𝑡𝑎𝑡𝑢𝑟𝑒 =

2.86 × 𝐷𝐴 + 52.20, r = 0.762）(Torimitsu et al., 2015)。並且第二頸椎

由於其解剖構造上的特性，其齒突特徵易於在遺骸中辨識並與其他脊

椎做區別，是為良好研究對象。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並無臺灣族群的單一頸椎與身高的相關研究與數據，以

至於無名骨骸殘屍在缺乏長骨與遺骸不完整的狀態下，要進行身高推

估必須借助國外族群的數據來完成，影響人身鑑定在刑事案件的準確

性。而臺灣族群具有多元族群融合之特性。在遺傳基因上，根據林媽

利醫師之人類白血球抗原單倍型研究可發現臺灣族群與北方漢民族親

緣關係較遠，頻率最高之單倍型則與新加坡等東南亞之漢民族相同，

親緣較接近南方沿海漢民族，並且在研究中發現臺灣族群之人類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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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抗原單倍型中還具有 13%原住民基因的單倍型存在(Lin M et al., 

2001)。而在中國人類學研究中發現，當代中國人體質特徵在男性身高

方面，南方沿海漢民族身高平均值落於 166.5 公分以下；北方各省之

漢民族與藏族、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等，身高平均皆超過 167 公

分(張振標, 1988)。由此可見臺灣族群在遺傳上多元特性，可能影響族

群在體質與身高上表現。因此臺灣族群的身高推估公式不能與其他地

區族群互相通用，研究適用於臺灣族群之身高推估公式，建立國人非

長骨與身高推算公式有其必要性，其中，較易完整留存且較易辨識之

第二頸椎與身高之相關性為良好之分析研究目標。 

第二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材料 

本研究採用回溯性研究，並通過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倫

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開始進行（審核案號：201612065RIND），核准

調閱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學資料，准許期間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止。 

本研究受試者選擇標準：許可回朔研究期間內，於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影像資料庫，調閱現有影像資料中平均分

布於 20 至 80 歲之具有身高資料、脊椎與頭頸部型態正常之臺灣成年

人口電腦斷層影像資料，預計挑選男女各約 250 人共統計 500 人。 

調閱結果共取得 461 人之頭頸部電腦斷層影像資料，共排除 72

人符合排除條件之異常個案。排除之 72 人詳細原因如下所述：電子

病歷缺乏身高資料者 38 人；外國籍人士 3 人；骨折、脊椎測彎、骨

質疏鬆與其他影響脊椎與身高之疾病者 31 人。排除原始樣本的 15.6

％，最終研究樣本為 389 人。 

此外，為驗證本研究得出之身高推估公式之 validation，以研究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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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數的 15％為驗證人數，另調閱 59 人之電腦斷層影像資料（其性

別分佈為男性 37 人、女性 22 人），以驗證身高推估公式之方法效

度。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個案樣本身高資料為登載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電子病歷之觀測身高。第二頸椎影像是經由國立臺灣大學影像醫學

部取得完整頭頸部電腦斷層影像資料後，由影像處理評估軟體

RadiAnt DICOM Viewer (64-bit)（Maciej Frankiewicz, Medixant 

Corporation, Poznan City, Poland, www.radiantviewer.com）讀取，選取

第二頸椎正中矢切畫面，再經由軟體內所附尺規，經由放大功能調整

量測肉眼可見第二頸椎之齒突頂點至椎體前端最低點位（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縮寫：DA）、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the anterior-inferior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縮寫：AS）與棘突頂

點至齒突頂點（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縮寫：DS）之最長長度，其測量單位為公分，可量測至公分

小數點下 2 位（圖 1）。 

第三節 資料統計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統計分析軟體為統計分析軟體 Microsoft Office 2016 

Excel 與 IBM SPSS Statistics 22 中的 Reliability analysis、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Paired t test 進行統計

分析。 

1. 方法信度（Reliability） 

由主要測量者藉由 Excel 內建功能隨機取樣挑選 50 名個案頭頸部

電腦斷層影像檔案，以檢驗量測方法的信度。由主要測量者對此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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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個案的電腦斷層影像資料進行第 2 次重複測量，以檢驗主要測量者

的 Intra-rater 信度驗證。 

另請一位醫學系畢業已受過解剖學訓練，了解頭頸部骨骼構造、

特徵點之同學為 Inter-rater，對相同的 50 名個案的電腦斷層影像資料

進行一次測量，並與主要測量者的第一次測量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作

為本研究的 Inter-rater 信度驗證，以檢驗不同測量者間的誤差與一致

性。 

第二位測量者在量測前由主要測量者向其針對以下各點進行說

明：研究目的、如何選取適宜之電腦斷層影像、量測研究個案的第二

頸椎特徵點位的最大長度之方法、RadiAnt DICOM Viewer（64-bit）

軟體操作方式與測量技巧與本研究第二頸椎之各特徵點位定義。完整

說明後，主要測量者檢驗第二位測量者親自量測過程，待確認操作無

誤後再給予 50 位個案電腦斷層影像資料，由第二測量者在未知原測

量值與個案基本資料的情況下獨立測量。量測完畢後，測量數據交由

主要測量者彙整為兩份獨立檔案，運用 SPSS 軟體進行信度分析。 

2. 方法效度（Validation） 

另調閱 59 人（性別分佈為男性 37 人，女性 22 人）頭頸部電腦

斷層影像資料（研究樣本 389 人的 15％），以檢驗本研究所統計出的

不分性別組別身高推估公式方法效度。再由上述男性 37 人做為檢驗

男性組別身高推估公式方法效度樣本，上述女性 22 人做為檢驗女性

組別身高推估公式方法效度樣本，運用 Paired t test 與原始觀測身高進

行統計分析。 

第三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樣本分析 

1. 樣本性別分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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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389 人，性別分佈為：男性 251 人，佔總人數 389 人中

64.5％；女性 138 人，佔總人數 389 人中 35.5％。 

2. 樣本年齡分佈分析 

研究樣本 389 人，男性組別 251 人，女性組別 138 人；男性平均

年齡為 51.8±15.6 歲，女性平均年齡為 51.1±15.7 歲，全部研究個案平

均年齡 51.5±16.6 歲。所有個案年齡自 20 歲至 80 歲，每 10 歲為一組

為分組，20-30 歲組共 43 人（11.1％），31-40 歲組共 67 人（17.2

％），41-50 歲組共 58 人（14.9％），51-60 歲組共 103 人（26.5

％），61-70 歲組共 59 人（15.2％），71-80 歲組共 59 人（15.2％）

（表 1）。 

3. 樣本身高分佈分析 

全部樣本 389 人，其身高分佈自 135 公分至 184.6 公分，男性平

均身高 168.3±6.9 公分，女性平均身高 157.1±6.3 公分，全部樣本平

均身高 164.3±8.6 公分。135 公分至 150 公分共 23 人（5.9％），

150.1 公分至 160 公分共 105 人（27.0％），161 公分至 170 公分共

158 人（40.6％），171 公分至 180 公分共 95 人（24.4％），181 公分

至 184.6 公分共 8 人（2.1％）（圖 2）。樣本身高為極端值且病歷上

無影響身高相關之疾病者總共四名，分別為：女性 135 公分，男性

146.4 公分，男性 149 公分，女性 175.7 公分（圖 3）。全部樣本性別

與身高、量測特徵點位長度結果等描述性分析資料列於表 2 

第二節  方法信度（Reliability）分析 

本研究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2 中的可靠性分析

（reliability analysis）進行分析檢定，採用 Cronbach's alpha 檢視信

度，其可信性度依據統計數據結果，分析數據 alpha 值≧0.9 則測量一

致性佳，0.9＞alpha 值≧0.7 表示一致性可接受，0.7＞alpha 值≧0.5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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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信度低，alpha 值＜0.5 表示該測量不具可信度。 

1. Intra-rater 重複性試驗 

統計所得數據分佈為：第二頸椎之齒突頂點至椎體前端最低點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縮寫：DA）alpha 值為 0.998，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the 

anterior-inferior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縮寫：AS）alpha 值為 0.996，棘突頂點至齒突頂點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縮寫：

DS）alpha 值為 0.998，三種特徵點位長度所得之數據平均 alpha 值為

0.997。根據 Cronbach's alpha 檢視信度，其統計結果 alpha 值≧0.9，

數據測量信度佳（表 3）。 

2. Inter-rater 重複性試驗 

統計所得數據分佈為：第二頸椎之齒突頂點至椎體前端最低點

（縮寫：DA）alpha 值為 0.997，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縮寫：

AS）alpha 值為 0.996，棘突頂點至齒突頂點（縮寫：DS）alpha 值為

0.996，三種特徵點位長度所得之數據平均 alpha 值為 0.996。根據

Cronbach's alpha 檢視信度，其統計結果 alpha 值≧0.9，數據測量信度

佳（表 3）。 

依據方法信度分析結果，本研究使用電腦斷層影像資料，經由

Radit Ant DICOM Viewer （64-bit）軟體讀取後，由軟體內附尺規測

量肉眼所見之第二頸椎特徵點位最長距離，在 Intra-rater 與 Inter-rater

重複性試驗在 Cronbach's alpha 檢視信度下，其 alpha 值皆≧0.9，代表

其測量結果一致性表現佳。因此，本研究所使用之量測方法，不同測

量者使用同一方式測量特徵點位長度，可維持重複性高，產生之量測

誤差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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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高推論公式 

本研究以全部 389 人、男性 251 人、女性 138 人分組，做出單一

特徵點位長度、混合兩種與三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身高推論計算公

式，如下列所示： 

1. 全部 389 人組別： 

（1） 單一特徵點位長度運用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

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4）。 

（2） 混合兩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運用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5）。 

（3） 混合三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運用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6）。 

2. 男性 251 人組別： 

（1） 單一特徵點位長度運用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

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7）。 

（2） 混合兩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運用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8）。 

（3） 混合三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運用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9）。 

3. 女性 138 人組別： 

（1） 單一特徵點位長度運用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

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10）。 

（2） 混合兩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運用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11）。 

（3） 混合三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運用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統計分析導出身高推估公式（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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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方法效度（Validation）分析 

本研究分別採用全部 389 人、男性 251 人、女性 138 人組別，對

單一特徵點位長度、混合兩種與三種特徵點位長度組合所統計分析出

之身高推論公式進行檢定。並以研究樣本 389 人的 15％為驗證

validation 人數，另調閱 59 人（性別分佈為男性 37 人，女性 22 人）

頭頸部電腦斷層影像資料，運用 Paired t test 進行方法效度分析檢定，

以檢驗本研究所統計出身高推論公式方法效度。 

1. 不分性別全部 389 人公式 

以驗證方法效度為目的，本研究另調閱之 59 人樣本進行效度分

析，試算舉例如下：一位男性受試者其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

點）長度為 4.46 公分，代入不分性別組別單一特徵點位公式：

推估身高 = 73.58 + 23.1 × DA（公分），得到 176.6 公分，而其實際

身高為 175.0 公分。分析結果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為 0.6109-1.2909

公分，7 組公式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平均為 0.9572 公分（表

13）。 

以本研究身高推估公式建立之 389 名樣本中隨機抽樣 59 人（男

性 37 人，女性 22 人）進行效度分析，分析結果 Mean difference 絕對

值為 0.0542-1.0305 公分，7 組公式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平均為

0.5525 公分（表 14）。 

2. 男性 251 人組公式 

以驗證方法效度為目的，本研究另調閱之男性 37 人進行效度分

析，分析人數佔所有男性 251 人中研究人數之 14.7%。試算舉例如

下：一位男性受試者其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長度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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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代入男性組別單一特徵點位公式：推估身高（公分）

=92.45+18.7×DA（公分），得到 165.4 公分，而其實際身高為 163.5

公分。分析結果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為 0.0444-0.3321 公分，7 組公

式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平均為 0.1365 公分（表 15）。 

以本研究身高推估公式建立之 251 名男性樣本中隨機抽樣男性 37

人進行效度分析，分析結果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為 0.1216-0.8108

公分，7 組公式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平均為 0.5205 公分（表

16）。 

3. 女性 138 人組公式 

以驗證方法效度為目的，本研究另調閱之女性 22 人進行效度分

析，分析人數佔所有女性 138 人中研究人數之 15.9%。試算舉例如

下：一位女性受試者其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長度為 3.78

公分，代入女性組別單一特徵點位公式：推估身高（公分） =

87.83 + 18.7 × DA（公分），得到 158.5 公分，而其實際身高為 158.0

公分。分析結果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為 1.9258-2.7098 公分，7 組公

式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平均為 2.3757 公分（表 17）。 

以本研究身高推估公式建立之 138 名女性樣本中隨機抽樣女性 22

人進行效度分析，分析結果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為 0.0227-0.8500

公分，7 組公式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平均為 0.4455 公分（表

18）。 

第四章討論 

第一節 研究材料討論 

1. 研究樣本年齡設定與實際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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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樣本族群，年齡設定於 20 至 80 歲，平均年齡

51.53 歲。其年齡分佈呈現接近常態分佈，其中位數 54 歲，男性平均

為 51.76 歲，女性平均 51.10 歲。本研究結果依樣本年齡分佈所獲得

之身高推估公式，適用於年齡分佈 20 至 80 歲族群。 

2. 研究樣本性別與實際分佈 

本研究原計畫目標為男女比 1：1，但實際抽樣結果顯示為男女比

1.82：1。依照目前最新 2015 年臺大醫院門診十大疾病統計資料報表

顯示，男性為 47.3%，女性 52.7%，男性人數低於女性人數，因此抽

樣結果顯示之男女比相較於醫院之性別實際分佈有差距。其抽樣結果

與醫院中母群體有差異的可能原因有：並非所有臺大醫院統計之疾病

中皆有平均分佈之患者接受頭頸部電腦斷層、臺大醫院統計報表中年

齡分組中包含未成年組別、統計年齡分組分劃不同（醫院分組為 15-

24 歲，本研究為 20-30 歲）。 

3. 研究樣本篩選標準 

由臺大醫院現有影像資料庫選取平均分布於 20 至 80 歲有身高資

料，脊椎與頭頸部型態正常之台灣人口電腦斷層影像資料，排除先天

與後天之脊椎損傷或異常的個案。調閱結果共取得 461 人之頭頸部電

腦斷層影像資料，共排除 72 人詳細原因如下所述：電子病歷缺乏身

高資料者 38 人；外國籍人士 3 人；骨折、脊椎測彎、骨質疏鬆與其

他影響脊椎與身高之疾病者 31 人。排除原始樣本的 15.6％，最終研

究樣本為 389 人。與過往第二頸椎研究文獻相比較，本研究樣本取樣

結果符合研究設定之篩選標準與國際間研究設定(Torimitsu et al., 

2015)。 

4. 研究樣本身高原始測量數據 

本研究樣本取樣身高分佈統計結果如圖 1 所示，男性平均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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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6.9 公分，女性平均身高 157.1±6.3 公分，全部樣本平均身高

164.3±8.6 公分。根據衛服部公佈之最新臺灣 19-64 歲成年人口身高分

佈統計，男性平均身高為 168.0±0.7 公分，女性平均身高為 155.9±0.5

公分，全部人口平均身高 161.9±0.6 公分。比較資料顯示，本研究樣

本取樣結果平均身高分佈較臺灣人口身高分佈離散，男性身高平均值

與全國人口統計結果無明顯偏差，而女性與全部抽樣樣本身高平均值

則較衛服部統計結果高。抽樣結果與衛服部統計之母群體有偏差，可

能原因在於本研究之抽樣群體包含 65 歲以上至 80 歲之老年人口，與

衛服部公佈之成年人口身高分佈群體並非完全重合。並且，本研究之

樣本原始身高數據為登載於臺大醫院電子病歷之資料，由於並非本研

究之研究人員親自測量，並且測量人員與登記不一，可能造成測量結

果誤差。 

5. 測量第二頸椎之電腦斷層影像選擇 

本研究為獲得最清晰之第二頸椎影像資料，並且取得大量影像數

據資料庫，因此採用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電腦斷層影像資料。量測影

像標準為以第二頸椎為基準之正中矢切畫面（median sagittal view），

並且有清晰邊界之齒突（dens）、棘突（spinous process）與錐體前端

最低點（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等位置之影像。臺

大醫院之影像資料庫具有病例資料完整、影像清晰、數據資料龐大之

優點，於身高推估公式建立研究，可提供完整身高與影像資料。 

本研究採用電腦斷層影像，而非 X-ray 影像，主要原因在於電腦

斷層在組織的橫斷面表現較 X-ray 優秀，並且可以清晰表現出骨質組

織，能呈現出較為精確的組織邊接與距離。在法醫人類學量測研究上

希望能得到最接近真實骨骼量測數據，因此採用電腦斷層影像作為本

研究量測材料。而在過去日本對於第二頸椎之相關研究中，同樣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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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影像之橫斷正中矢切畫面（median sagittal view），量測其特

徵點位長度(Torimitsu et al., 2015)，並且在量測結果上顯示特徵點位長

度與身高間有良好相關性。 

根據以上因素，本研究採用電腦斷層影像資料，以獲得完整清晰

之第二頸椎正中矢切畫面，量測最準確之特徵點位長度與身高推估公

式統計分析。 

第二節 最適用身高推估公式之選擇 

以效度分析統計結果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為選擇依據，分別

比較全部 389 人不分性別公式、男性 251 人公式、女性 138 人公式。

其檢定結果顯示，在所有組別中，最佳之身高推估公式為男性 251 人

組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

mean difference 0.0444 公分；男性 251 人組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mean 

difference 0.0482 公分次之；男性 251 人組 DA + AS（齒突頂點至錐體

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兩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

公式，mean difference 0.0749 公分為第三適用公式。 

在 389 人不分性別公式中，依檢定結果顯示，最佳之身高推估公

式為 A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

式，mean difference  0.6109 公分；AS + D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

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兩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mean 

difference 0.6669 公分次之；DA + A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兩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mean 

difference 0.7794 公分為不分性別組別中第三適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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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aired t test 檢定方法，推估身高與原始身高呈現顯著差異則為

不適用的身高推估公式。其檢定結果顯示，女性 138 人組中 D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DA + AS（齒突頂

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兩項特徵點位

身高推估公式、DS + DA（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錐體前

端最低點）兩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DA + AS + DS（齒突頂點至

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

點）三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以上四組公式由於檢定結果 p value 

< 0.05，所計算出之推估身高與原始身高呈現顯著差異，因此在身高

推估方法上並不適用。 

第三節  女性身高推估公式不適用原因 

為效度分析另外取樣之 22 名女性樣本中，平均年齡為 58.8 歲，

年齡分佈區間主要在 71-80 歲之間（22 名效度分析女性樣本中佔 36.4

％），相較於本研究身高推估公式建立之女性樣本平均年齡 51.1 歲，

年齡分佈區間主要在 51-60 歲（身高推估公式女性樣本中佔 23.9％）

要年長（表 19）。 

老年人由於脊椎與骨質變化常見駝背與姿勢不良等問題，其中特

別以年長女性由於停經後荷爾蒙變化，容易發生骨質疏鬆症導致姿勢

與身高變化。在骨質疏鬆症的患者上，其身高可減少 3 公分以上。由

於此類原因，可能導致在年長女性族群中，其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

與身高間的相關性降低，並導致在身高推估公式不適用的情形。 

為證明年長女性族群對身高推估造成之影響，本研究將效度分析

另外取樣女性樣本族群中去除老年族群，改以年齡分布區間在 51-60

歲族群之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帶入身高推估公式。以 paired t test 檢

定方法，則所有特徵點位推估身高與原始身高皆呈現無顯著差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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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效度分析統計結果之 mean difference 絕對值為選擇依據，則

女性身高推估公式最佳選擇為：A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單

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mean difference  3.7220 公分；其次為 DA 

+ A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兩項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mean difference 4.2800 公分；第三為

DA（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

mean difference 4.7360 公分（表 20）。 

第四節 與國外相關研究文獻比較 

與日本研究者 Torimitsu 等於 2015 年之相關研究比較，收集 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11 月期間內 216 名司法解剖個案之電腦斷層影像資

料。其研究結果顯示在第二頸椎與身高相關性最高為 DA（齒突頂點

至錐體前端最低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最低為 AS（錐體

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Torimitsu et al., 

2015)（表 21-24）。以本研究中 59 名樣本帶入日本研究之身高推估

公式進行 validation 檢定。其檢定結果顯示，僅有全部不分性別組別

DA（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

mean difference 1.1499；男性組別 A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mean difference 0.5299，以上兩公式在

p-value > 0.05，代表其推估身高與量測原始身高無顯著差異。而日本

研究其他公式包含女性組別所有公式，其推估身高結果皆顯示與臺灣

族群樣本原始身高有顯著差異（表 25、28、30）。 

根據檢定結果與過往研究顯示，不同族群間身高推估公式互不適

用。而本研究依臺灣族群抽樣帶入日本研究身高推估公式檢定結果也

顯示，不同族群間身高推估公式若互相通用，則所得推估身高與原始

身高呈現顯著差異，因此不同族群互不適用。是以，本研究專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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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進行身高推估研究，在法醫人類學與法醫實務上有其必要性。 

第五節 研究限制討論 

1. 活人與屍體身高骨骼量測差異 

本研究以臺大醫院活人之電腦斷層影像資料回顧研究，在骨骼特

徵點位量測上，以電腦斷層影像量測與手動直接以乾燥骨骼進行量測

互相比較，過往研究顯示會有 0.2 公分的量測誤差(Radoinova, 

Tenekedjiev, & Yordanov, 2002)。而在與屍體身高的量測結果上，根據

文獻結果顯示兩者間會有 2.5 公分左右的差距(Maijanen, 2009)。在量

測方式上，活人的身高量測以電子身高儀測量，而臺灣在死者相驗解

剖時量測方式則是以皮尺手動測量，量測工具的差異也會產生身高測

量結果的誤差。並且依據死亡的時間、姿勢、腐敗的狀態，屍體與生

前的身高差距越大。因此在利用活人得出之第二頸椎身高推估公式

時，必須清楚瞭解其身高資料之測量方式與來源、推估身高之特徵點

位量測方式等影響因素，並且考量其運用在屍體上的推算可能導致之

誤差。 

臺灣目前司法解剖相關設施上，尚無電腦斷層設備提供屍體使

用，與國際間法醫研究仍有差距。倘若未來法醫研究環境進步，則應

進一步探討以屍體為個案進行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量測之研究結果與活

人之差異。 

2. 0-20 歲族群未納入研究 

本研究未納入 0-20 歲族群，主要由於其中包含有兒童與青少年族

群，其身高成長速率與 20 歲以上族群不同，並且不同階段測量之身

高差異較大。在推估公式的研究上，若同 20 歲以上成年族群共同分

組進行研究，其統計出之身高推估公式並不準確。因此本研究得出之

身高推估公式，目前適用於 20 歲以上族群，並不能與未成年族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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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用。而 0-20 歲族群之臺灣人口則應依照其身高成長速率不同另行

研究，以得到該族群準確的人類學身高資料。 

第五章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 結論 

法醫人類學在身高的研究上，對於死者人身鑑別有莫大助益。但

不同人種族群的身高推估公式之間有顯著差異，不能互相通用。因此

在提倡我國法醫與鑑識水準的目標，建立本國之人類學身高推估公

式，完善人身鑑別工作，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中可測量之樣本數 389 人，男性 251 人，女性 138 人，統

計得出之推估公式在所有組別中以男性 251 人組 DA（齒突頂點至錐

體前端最低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之效度分析結果最佳，若

在已知遺體身份為男性可能的狀況下，以此公式推估身高最為準確。

但在不分性別的遺體或骨骸屍等狀況，最適合採用之推估公式為 AS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單一特徵點位身高推估公式，在不分

性別組的身高推估效度分析結果最佳。因此，在以人類第二頸椎進行

身高推估時，性別不明的狀況下，應以 A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

頂點）為最佳量測標的，是用來推估遺骸身高的最佳方法。若為男性

遺骸的狀況下，則以 DA（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為最佳量測

標的。 

本研究採用的影像資料皆來自於電腦斷層資料庫，擷取第二頸椎

正中矢狀切面影像後，經由 RadiAnt DICOM Viewer 軟體讀取，並以

軟體內附量尺測量特徵點位長度。因此在應用本研究之公式時，最適

用之量測方法需同樣採用電腦斷層影像資料，再以 RadiAnt DICOM 

Viewer 軟體讀取量測長度，所獲得之結果最佳。若是採用直接測量之

乾燥骨骼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帶入本研究所統計出之身高推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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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於過往研究顯示乾燥骨骼量測與影像技術應用結果最高可相差

2 公釐(Radoinova et al., 2002)，因此本研究電腦斷層影像量測特徵點

位身高推估公式與乾燥骨骼量測特徵點位是否互相適用，仍有帶進一

步研究。 

第二節 展望 

本研究所得之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量測長度，皆是由電腦斷層資料

庫影像，擷取第二頸椎正中矢狀切面影像後，經由 RadiAnt DICOM 

Viewer 軟體讀取，並以軟體內附量尺測量特徵點位長度。但在目前臺

灣法醫學界，仍缺乏應用影像醫學技術方法，與國際間法醫研究仍有

落差。而本研究使用電腦斷層影像技術應用於法醫人類學，由於目前

研究環境與個案限制，缺乏與遺骸實際量測結果直接比較資料，因此

無法斷言在屍體上量測值與活人特徵點位量測值間有無差異，同時也

缺乏臺灣人口的活人身高與屍體身高量測間數據差異之比較。因此，

若要於法醫實務上運用本研究身高推估公式時，有在量測方法上的條

件限制與影響需要考量。期望未來在法醫界若在環境設備上影像技術

進步，本研究身高推估結果與遺骸真實身高一致性能有進一步研究。 

同時，臺灣人口在遺傳上的複雜性，隨著時間進展與新住民人口

的增加，遺傳的特徵可能會產生改變。因此在身高推估公式上，必須

隨著時間變化而不斷研究增加資訊，不能以過去數據套用未來人口。

期望在未來臺灣人口身高資料庫與推估公式仍能持續研究，以符合人

口變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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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 1 第二頸椎實際測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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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樣本身高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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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樣本性別身高箱型圖（Box-and-Whisker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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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樣本全部 389 人（男性 251 人，女性 138 人）年齡分佈人數

表，調閱期間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止 

組別 全部（N=389） 男性（N=251） 女性（N=138） 

年齡區間 人數分佈（％） 人數分佈（％） 人數分佈（％） 

20-30 43（11.1％） 30（12.0％） 13（9.4％） 

31-40 67（17.2％） 37（14.7％） 30（21.7％） 

41-50 58（14.9％） 35（13.9％） 23（16.7％） 

51-60 103（26.5％） 70（27.9％） 33（23.9％） 

61-70 59（15.2％） 41（16.3％） 18（13.0％） 

71-80 59（15.2％） 38（15.1％） 2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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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樣本全部 389 人組、男性 251 人組、女性 138 人組之年齡、

身高、第二頸椎特徵點位描述性統計資料 

 全部（N=389） 男性（N=251） 女性（N=138） 

 平均值

±標準

差 

範圍 平均值±

標準差 

範圍 平均值±

標準差 

範圍 

年齡 

（歲） 

51.5±16

.6 

20-80 51.8±15.

6 

20-80 51.1±15.

7 

20-80 

身高 

（公分） 

164.3±8

.6 

135-

184.6 

168.3±6.

9 

146.4-

184.6 

157.1±6.

3 

135.0-

175.7 

DA 

（公分） 

3.9±0.3 3.15-4.99 4.1±0.3 3.5-4.99 3.7±0.2 3.15-4.20 

AS 

（公分） 

4.8±0.4 3.73-5.97 5.0±0.3 3.75-

5.97 

4.5±0.3 3.73-5.00 

DS 

（公分） 

5.3±4.0 4.35-6.76 5.5±0.4 4.35-

6.76 

5.0±0.3 4.36-5.84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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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方法信度（Reliability）：50 位受試者之重複性試驗結果 

變項 Intra-rater Inter-rater 

DA 0.998 0.997 

AS 0.996 0.996 

DS 0.998 0.996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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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部 389 人不分性別，單一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

（特徵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名稱 不分性別推論身高公式 

DA（公分） 推估身高 = 73.58 + 23.1 × DA（公分） 

AS（公分） 推估身高 = 90.95 + 15.3 × AS（公分） 

DS（公分） 推估身高 = 90.64 + 13.9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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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全部 389 人不分性別，兩項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

（特徵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組合方式 不分性別身高推估公式 

DA + AS（公分） 
推估身高 = 64.15 + 18.9 × DA（公分） + 5.4

× AS（公分） 

AS + DS（公分） 
推估身高 = 78.163 + 8.3 × AS（公分） + 8.7

× DS（公分） 

DS + DA（公分） 
推估身高 = 67.168 + 4.3 × DS（公分） + 19.0

× DA（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AS + D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S + DA：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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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部 389 人不分性別，三項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

（特徵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組合方式 不分性別身高推估公式 

DA + AS + DS 

（公分） 

推估身高 = 62.64 + 17.6 × DA（公分） + 4.2

× AS（公分） + 2.4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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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男性 251 人，單一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特徵點

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名稱 男性身高推估公式 

DA（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92.45 + 18.7 × DA（公分） 

A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120.52 + 9.6 × AS（公分） 

D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120.47 + 8.7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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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男性 251 人，兩項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特徵點

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

組合方式 
男性身高推估公式 

DA + AS

（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85.58 + 17.6 × DA（公分）+ 2.3

× AS（公分） 

AS + DS

（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109.04 + 4.2 × AS（公分） + 7.0

× DS（公分） 

DS + DA

（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89.07 + 17.2 × DA（公分）+ 1.7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AS + D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S + DA：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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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男性 251 人，三項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特徵點

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組

合方式 
男性身高推估公式 

DA + AS + 

D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85.103 + 16.9 × DA（公分） + 1.7

× AS（公分）+ 1.2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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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女性 138 人，單一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特徵

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名稱 女性身高推估公式 

DA（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87.83 + 18.7 × DA（公分） 

A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119.66 + 8.4 × AS（公分） 

D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95.34 + 12.3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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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女性 138 人，兩項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特徵

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

組合方式 
女性身高推估公式 

DA + AS

（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74.41 + 17.4 × DA（公分）+ 4.1

× AS（公分） 

AS + DS

（公分） 

推估長度（公分）

= 91.14 + 1.8 × AS（公分） + 11.5

× DS（公分） 

DS + DA

（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67.79 + 14.3 × DA（公分）+ 7.2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AS + D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S + DA：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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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女性 138 人，三項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推論身高公式（特徵

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組合

方式 
女性身高推估公式 

DA + AS + DS

（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65.731 + 14.2 × DA（公分）

+ 0.9 × AS（公分） + 6.9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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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全部 389 人不分性別公式，為驗證效度另調閱 59 人資料，效度

檢定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0.9522 0.244 

AS -0.6109 0.459 

DS -1.2042 0.189 

DA + AS -0.7794 0.302 

AS + DS -0.6669 0.414 

DS + DA -1.2909 0.099 

DA + AS + DA -1.1960 0.112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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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全部 389 人不分性別公式，389 名個案中抽樣 59 人，效度檢定

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0.8339 0.210 

AS 0.0542 0.951 

DS -0.0915 0.913 

DA + AS -0.6797 0.284 

AS + DS 0.1627 0.835 

DS + DA -1.0305 0.109 

DA + AS + DA -1.0153 0.106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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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男性 251 人性別公式，為驗證效度另調閱 37 人資料，效度檢定

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0.0444 0.962 

AS 0.0482 0.959 

DS 0.1736 0.840 

DA + AS -0.0749 0.935 

AS + DS 0.1280 0.882 

DS + DA 0.1563 0.860 

DA + AS + DA -0.3321 0.711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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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男性 251 人性別公式，251 名個案中抽樣 37 人，效度檢定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0.3054 0.719 

AS 0.7351 0.526 

DS 0.8108 0.436 

DA + AS -0.4135 0.622 

AS + DS 0.5811 0.571 

DS + DA -0.1216 0.884 

DA + AS + DA -0.6757 0.418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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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女性 138 人性別公式，為驗證效度另調閱 22 人資料，效度檢定

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2.1707 0.052 

AS -1.9258 0.140 

DS -2.7098 0.044＊ 

DA + AS -2.2984 0.031＊ 

AS + DS -2.5026 0.056 

DS + DA -2.4740 0.028＊ 

DA + AS + DA -2.5488 0.023＊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p-value＜0.05，推估身高與量測身高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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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女性 138 人性別公式，138 名個案中抽樣 22 人，效度檢定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0.7864 0.416 

AS -0.6409 0.577 

DS -0.1273 0.900 

DA + AS -0.8500 0.378 

AS + DS 0.0227 0.952 

DS + DA -0.2955 0.735 

DA + AS + DA -0.3955 0.653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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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為驗證效度分析另調閱 59 人（男性 37 人，女性 22 人）年齡分

佈人數表 

組別 全部（N=59） 男性（N=37） 女性（N=22） 

年齡區間 
人數分佈

（％） 

人數分佈

（％） 

人數分佈

（％） 

20-30 4（6.8％） 3（8.1％） 1（4.6％） 

31-40 11（18.6％） 8（21.6％） 3（13.6％） 

41-50 5（8.5％） 3（8.1％） 2（9％） 

51-60 12（20.3％） 7（18.9％） 5（22.7％） 

61-70 6（10.2％） 3（8.1％） 3（13.6％） 

71-80 21（35.6％） 13（35.1％） 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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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女性 138 人性別公式，為驗證效度另調閱 22 人資料中之 51-60

歲年齡區間，效度檢定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4.7360 0.075 

AS -3.7220 0.058 

DS -6.5000 0.053 

DA + AS -4.2800 0.082 

AS + DS -5.9720 0.061 

DS + DA -5.5780 0.060 

DA + AS + DA -5.5020 0.060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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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日本研究者 Torimitsu 等之文獻中全部不分性別組別，單一第二

頸椎特徵點位長度身高推估公式（特徵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

為公分） 

特徵點位名稱 不分性別推估身高公式 

DA（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52.20 + 28.6 × DA（公分） 

A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40.84 + 25.1 × AS（公分） 

D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69.93 + 18.7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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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日本研究者 Torimitsu 等之文獻中男性組別，單一第二頸椎特徵

點位長度身高推估公式（特徵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名稱 男性推估身高公式 

DA（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102.17 + 16.8 × DA（公

分） 

A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100.88 + 13.7 × AS（公分） 

D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122.16 + 9.2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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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日本研究者 Torimitsu 等之文獻中女性組別，單一第二頸椎特徵

點位長度身高推估公式（特徵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特徵點位名稱 女性推估身高公式 

DA（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83.00 + 15.0 × DA（公分） 

A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92.04 + 13.2 × AS（公分） 

DS（公分） 
推估身高（公分） = 71.91 + 22.4 × DS（公

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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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日本研究者 Torimitsu 等之文獻中全部不分性別組別、男性組

別、女性組別，三項第二頸椎特徵點位長度身高推估公式（特徵

點位長度與推估身高單位為公分） 

組別 推估身高公式 

不分性別 

推估身高（公分）

= 11.25 + 16.0 × DA（公分）+ 10.0

× AS（公分）+ 8.3 × DS（公分） 

男性 

推估身高（公分）

= 56.02 + 11.8 × DA（公分） + 7.9

× AS（公分） + 5.1 × DS（公分） 

女性 

推估身高（公分）

= 21.65 + 15.8 × DA（公分） + 5.0

× AS（公分） + 10.9 × DS（公分）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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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本研究不分性別抽樣帶入日本 2015 年研究之不分性別公式，效

度檢定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1.1499 0.183 

AS 2.7953 0.002＊ 

DS -5.9854 0.000＊ 

DA + AS + DA -2.5029 0.004＊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p-value＜0.05，推估身高與量測身高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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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本研究不分性別抽樣帶入日本 2015 年研究之不分性別公式，男

性 10 例身高推估結果（身高量測單位為公分） 

編

號 

量測身

高 
DA AS DS 

DA + AS + 

DS 

1 163.5 163.7 144.8 149.8 150.5 

2 175.0 179.8 170.9 178.4 182.6 

3 176.0 192.1 172.3 177.5 189.6 

4 166.0 168.3 162.8 164.6 166.8 

5 159.6 165.2 162.8 171.3 168.0 

6 165.1 181.8 170.4 180.6 184.5 

7 168.0 171.2 168.9 163.6 170.4 

8 160.0 166.0 167.1 171.7 170.4 

9 168.8 166.0 154.5 170.7 165.0 

10 165.0 168.6 174.4 172.0 174.9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oi:10.6342/NTU201701057

54 

 

表 27 本研究不分性別抽樣帶入日本 2015 年研究之不分性別身高推估

公式，女性 10 例身高推估結果（身高量測單位為公分） 

編

號 

量測身

高 
DA AS DS 

DA + AS + 

DS 

1 152.0 157.5 147.5 161.0 153.1 

2 152.3 163.2 150.5 163.2 158.5 

3 159.9 162.3 155.6 161.6 159.2 

4 152.0 165.2 148.0 169.8 161.5 

5 152.5 155.5 149.0 167.5 155.4 

6 148.0 151.2 150.3 170.0 154.6 

7 150.0 159.5 156.8 164.2 159.3 

8 165.2 166.3 160.8 166.2 165.6 

9 145.0 154.6 151.3 162.5 153.6 

10 158.0 160.3 152.8 168.3 160.0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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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本研究男性抽樣帶入日本 2015 年研究之男性身高推估公式，效

度檢定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2.0930 0.025＊ 

AS -0.5299 0.574 

DS -4.2328 0.000＊ 

DA + AS + DA -2.4188 0.014＊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p-value＜0.05，推估身高與量測身高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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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本研究男性抽樣帶入日本 2015 年研究之男性身高推估公式，男

性 10 例身高推估結果（身高量測單位為公分） 

編

號 

量測身

高 
DA AS DS 

DA + AS + 

DS 

1 163.5 167.7 157.6 161.4 156.5 

2 175.0 177.1 171.9 175.5 179.2 

3 176.0 184.3 172.6 175.1 184.4 

4 166.0 170.4 167.5 168.7 168.1 

5 159.6 168.5 167.5 172.0 168.7 

6 165.1 178.3 171.6 176.6 180.4 

7 168.0 172.1 170.8 168.3 171.0 

8 160.0 169.0 169.8 172.2 170.5 

9 168.8 169.0 162.9 171.8 166.3 

10 165.0 170.6 173.8 172.4 173.9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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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本研究女性抽樣帶入日本 2015 年研究之女性身高推估公式，效

度檢定結果 

特徵點位組合 Mean difference p-value 

DA 16.4636 0.000＊ 

AS 14.1553 0.000＊ 

DS -30.8449 0.000＊ 

DA + AS + DA -3.2569 0.006＊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p-value＜0.05，推估身高與量測身高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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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研究女性抽樣帶入日本 2015 年研究之女性身高推估公式，女

性 10 例身高推估結果（身高量測單位為公分） 

編

號 

量測身

高 
DA AS DS 

DA + AS + 

DS 

1 152.0 138.2 138.1 181.0 154.1 

2 152.3 141.2 139.7 183.7 159.2 

3 159.9 140.8 142.4 181.7 158.7 

4 152.0 142.3 138.4 191.5 163.6 

5 152.5 137.2 138.9 188.8 157.1 

6 148.0 134.9 139.6 191.8 156.4 

7 150.0 139.3 143.0 184.8 158.9 

8 165.2 142.9 145.1 187.3 164.7 

9 145.0 136.7 140.1 182.8 154.2 

10 158.0 139.7 140.9 189.7 161.0 

DA：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AS：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錐體前端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

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DA + AS + DS：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 the anterior-inferior point of the vertebral body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 + the top of the dens to the posterior 

point of the spinous process，齒突頂點至錐體前端最低點 + 錐體前端

最低點至棘突頂點 + 齒突頂點至棘突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