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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抄録〕 余ノ、胸骨炭惚材料45個，年齢最低1月IO日，最高62年＝就キ ιレントゲンB E堅的研

究ヲ行ツ 9。
胸骨ヲ5部品分割シ柄音E，綾部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剣！伏突起部 トシ，各部ノ｜笥＝存スyレ間

隙7上方ヨ リ順宍＝柄骨量間際，骨畳部第一間際，第二間際，骨量倉lj突間際ト命名ス。

上記／胸骨各部及各間際ヘレントゲン寸準的／鑓化ヲ逐年的＝研究セリ。

目 雪量

第一章緒 雪r号・;- 第凶章 胸骨Lレン トゲ；／，像／年自治的差

第二章検査材料 2基
第三章 胸骨ノしレント ゲン可像 第五章 線 指

第一宣言 緒 国

胸骨ハ吾人日常しレン トグ ン1接的検診ニ際シテ， 甚シク困難テ感ズJレ部位デアJレ。

胸骨ハ軍純ナル1個ノ骨ニ非ズシテ．数個ノ骨ノ ；複合ニヨツテ成Jレモノデ，而モ他ノ

骨傍系統 ト異ツテ，其各構成分子ハ化骨 l時期及AA況テ異ニシ， 向其構成分子相互間

ニモ複雑ナル開係アリ ，従ツ テL レン トグ ン寸製上年齢的ニ種々ナ Jレ影象ノ 差違テ示ス

モノデアル。

胸骨ニ就テハ．解剖製上護生準的ノ研究ハ相嘗多数行ハ レテヰルガ， コレガ系統的

Lレン トグン寸接的ノ研究ノ文献ニ至ツテハ，殆 ンドコレテ見ナイ。

胸骨ノ化骨ニ開 シテハ，Pate凶on,Markowski等ノ如キ解剖撃者ノ殻生率的研究ガア

ルガ，意見匿々 ニシテ而 モ其 閉 ニ大ナ ル径庭ガアツテ， 吾入 手シテ共闘趨ニ惑ハ シム

Jレ。

街同一研究針象ニシテモ，解剖接的所見ト Lレントゲ ン1接的所見ぃ、， 自ラ其趣テ

異 ι シ前者ノ所見テ直チニ後者ニ浦用ス Jレコトハ出来ナ f。故ニしレ ン トグ ン寸串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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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立場ニ於テ，コレノ研究ガ必要デアル。

胸骨JLレントグン1 接的匿分及其各部名栴ニ就テハ．操Jレペキ文献ナク従ツア余自

身ノ ；創造ニ成ツタモノカ’多イ。英知ハ讃者ノ；御宥恕テ乞ハネバナラナイ 。

第二章検査材料

胸骨ハ生鯉ニ於テハ，脊住叉ハ心臓， 大動脈ノ如キ縦隔膜内臓器ノ陰影ニ障害セラ

レテ，如何ニ其照射方向テ加減シテモ明確ナルLレントゲン1像テ得ルコトハ困難デア

Jレ。コレラノ障害ナル陰影テ巧ニ回避シ明確ニ搬影シ得タトシテモ， ソレハ率、克斜方

向ノ ：影像デアツテ，胸骨ノ全幅テ現スモノデハナ 10 

故ニ胸骨ノ Lレントゲン「接的研究ニ営ヅテハ， 勢ヒ材料テ屍開ニ求メ，何等ノ障害

ナキ!tk態ニ於テ観察シナクレパナラナ 4。 余ハコノ目的ニ京都帝国大事曹皐部解剖製

教室ノ ：好意ニ依テ得タル胸骨屍韓材料41間及本院ニ於テ得タルモノ4個，合計45個，年

紛ハ最低1ク月10日，最高62年ニ就イテ観察テ試し的生韓材料ニ就キ，比較的明確ニ

撮影シ得タル29例ノ所見テ参考ニ供シタ。

第三章胸骨JLレシトゲシ寸像

解剖壊上胸骨ニ於クル化骨按ノ；敢，其排列欣態， 共相互間ノ癒合開係ニ就テハ，事

者（Paterson,Markowski, etc.) J間ニ異論アリ，意見匝々ニシテ一定セル見解テ見出ス

コトガ出来ナ fガ， 少クトモ余ハ生後ニ於ナJレ胸骨ノ Lレントゲン「接的ノ研究ノ結

果ハ．次ニ漣プJレ如キ一般的結論エ達スJレコトガ出来タ。 但シ例外アルコトハ勿論デ

アJ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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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ハ胸背・ノ ιレントゲン寸接的！＆！分トシテハ，先

ツ柄部，勝部， ~ljl{k突起郎ニ三大別シテ．夏ニ酷！

部テ3分シテ第1節，第2節，第3節ト シ （闘参照），

各部ノ間ニ穿ス ）~間際テ上部ヨリ順失二次f ；如ク

命名スル。

柄部暗部ノ間ノ間際テ柄鰻間隙，韓部第1節ト

第2占有ノ間ノ間隙テ開部第1間隙，同第2節 ト第3節

ノ間ノ間隙テ間部第2間｜批鰐部ノ第3節ト創欣突

起部ノ間ノ間隙テ障制突間際ト スル。

各間隙ハ始メ 全部軟骨デアJレガ，漸ヨ久’殻育スJレ

ニ従ツテ，骨質性骨癒合テ皆ム。柄髄間隙ハ解剖

挙上／胸骨軟骨聯合（S｝川沿ondrosissternalis）ニ，

開剣突間際ハ胸骨創欣突起軟骨聯合（Synchondrosissterno・xiphoidea) ニ相官シ，可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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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長4間軟骨ノ億ニシテ， Lレントゲン寸接的ニハ間隙テ認ムル。韓部ノ各節問ノ間隙

ハ幼若ナ Jレ時代ニハ明瞭デアJレガ， 一定ノ年齢ニ達スレバ骨質性骨癒合テナシテ漸

吹不明瞭トナリ，高年ニ建スレバ途ニ消失スルニ至ノレ。 コノ閥係ハ毛穴主主ニ於ア詳述ス

Jレ。

柄部，酷部ノ各節及創欣突起部ノ各部ハ共初期ニ於テハ， 小園形叉ハJj!Q固形テ呈ス

Jレモ護育スJレニ従ツテ， 柄部ハ八角形，間部各節ハ長方形テ呈シ，各節ノ接スJレ各間

隙ノ雨端ニハ凹入テ生ジ，コレニ相官ス jレ各肋骨ノ胸骨端テ接受シテ， 所謂肋骨識痕

テ形成スJレ。 Markowski,Felix氏等ノ胸骨ノ化骨接ハ，各肋骨識痕ノ中間卸チ肋間ニ

相官ス J'，部分ニ現ル、ト云 フ視察ハ余ノ モノ ト一致スル。

柄韓間隙ハ胸骨角ニ相官；スル部分デア ツア， 遁常第2肋骨ノ 高サーアル。 Rothschild

ハ胸骨角ガ第2肋骨ノ高サーナクシテ，第3肋骨ノ高サニ存ス Jレコトハ， ーツノ退化性

崎形（AtavistischcVerbildung）デアツテ．胸骨角計 （Stemogonometer）テ用フレバ知リ

得Jレト言ツテヰJレ。余ハ21歳ノ男子ニ於テ，」レントゲン「接的ニ柄韓間際ハ大部分癒

合シオルニ閥 ラズ，第3肋骨ノ高サーアJI-輯部第1間隙J tガ未ダ癒合スル コトナ ク，

向可ナリノ距離テ保ツテ 才ツタ例テ観タ（附闘第5闘参照）。コレハ Rothschildノ所謂

胸骨角ノ第3肋骨ノ高サーアル例デ，退化性崎形ノ結巣ト解スペキデアラク。何故ナレ

パ次挙ニ於テ遮プJレ如ク，一般ニ間部各節間ノ間隙ハ既ニ早ク消失スルニ開ラズ， 柄

開間隙ハ可ナ，，永イ間存在 シテ， 所謂胸骨角テ形成 シテオ Jレモノテアルガ，本例ニ於

テハ柄韓間隙ハ大部分消失シオJレニ閥ラズ，R豊部第1間隙ハ向残存シテ．此部分ニ於テ

胸骨角テ形成シ才Jレモノト思惟セ ラル、ヵ ラデアル。

鰭部第1間隙ハ第3肋骨ノ附着部ニ，輯 部 第2間隙ハ第4肋’待ノ附着剤iニ相官スル。第

5,6肋骨ニ針シアハ韓部第3節カ、下方ニ向ツテ瓢箪形ニ突起テ出 シテ コノ 部ニ被痕テ

生ジテ コレラ接受スル。第7肋骨ニ針シテハ．コ レニ相営スル哉痕不明瞭ニ シテ該肋骨

ハ多クハ輯部下端ニ接着スJレノミ デ， 其雨側肋軟骨ノ胸骨端ハ互ニ接合シ テヰJレ。 コ

ノ関係ハ勿論7胸骨性肋骨ト8胸骨性肋骨トーヨツテ異Jレ （胸骨下端／解音I］ニ就テハ普

通解剖事書 ニハ記載精細テ快 ク。 コノ解剖墜的研究ニ就テ ハ他日稿テ改 j テ護表ノ7象

定デアJレ）。

費生接的ニハ胸骨韓部ノ 節数及其態度， 特ニ最下端ノ 節ノ本態 ニ就テ ハ．異論アツ

テ一定 シナイ。然シナガラ余ハLレン トグン1率的ニ附岡第2闘ニヨツテモ明ナJレ如ク，

鰭部ハ3針i ヨリ成 ~I ＇第5,6, 7肋骨ニ針シテハ最下ノ第3節ヨリ下方・ニ向ツテ瓢箪形ニ

突起テ出 シア， コレテ接受スJレモノト解えペキモ ノト信ス勺レ。

創航突超部ノ形跡とハ種々ーシテ，卵園形ノコト アリ， 長方形ーシア下端ニ二叉叉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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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テ有スJレヨトアリ或ハ樹根欣テナスコトアリ， 叉ハ中央ニ有諮：ノコトアツアー定

シナ 4。

向創月］：突超部）J iナラズ，鰭告f）ニモ佐々窓孔テ有スJレコトガアJレ。

胸骨ノ Lレントグ ン守像ハ各年代ーヨツテ，著シ 4差違ガアJレ。 コレニ就テハ次主主ニ

~ぺJレ。

第四牽胸骨Lレシトゲシ1像J年齢的差蓮

胸骨ハ骨樺系統ノ他ノ何レノ部分ヨリモ，しレントグン寸接的ニ年齢的ノ差違ガ甚シ

ク．各年代ニ亘ツテノ正常ナJレ胸骨ノ Lレントグン「接的研究ハ，沓人胸骨ノ各種疾患

ノLレントグン寸的検診ニ際シテ，甚ダ緊要ナル事項テアJレ。

完投Jレー．斯ク各年代ニ亘ツテノ胸骨ノ Lレントグン1 像ノ費化ノ系統的ノ研究ノ女献

テ見ナイ。故ニ余ハ余ノ材料年船最低1ナ月10日ヨリ，最高62年ニ主Jレ間テ各10年間二

分チ，第1,10年ヨリ第6,10年トシ，夏ニ蟹化ノ最モ甚シイ初期ノ第1及第2,10年間テ2朔

ニ分千，前期及後期ト シテ観察シテvモ欠ノ結果テ得タn

第1,10年前期（1-5年）

生後1ナ月10日ノ例ニ於テハ．如何ニしレントグン1線ノ硬度テ加減シテモ，共化骨核

テ影間シ得ナカツタ。 只1例デアルカラ，一般的ノコトハ言へナ fガ，生後1ナ月位デ

ハ胸骨化骨ハLレントグン1接的ニ詮明シ得ナ 4程度ノモノデアルラシイ。

生後2ク月トナレパ確寅ニノj、固形ノ化骨接テ認メ． 1年一 シテ胸骨柄部ニ1個関部ニ3

個合計4個ノ節欣化骨テ認ムJレモ，各節ハ向不正固形ニシテ， 完全ナル筒欣テ呈シテヰ

ナf。

コノ期ニ於テハ，袋lj欣突起部ニハ肉未グ全ク化骨テ見ナイ。節間々隙ハ向相首大ナ

Jレ距離テ保チ悟部第3節ハコノ i須ニハ第5以下ノ肋骨テ接受スルタメー，下方ニ向ツテ

瓢箪形ニ突起テ出ス。

護育ト共ニ，始メニ闘形ノ 化骨竃ハ漸次共幅ヨ リモ長サノ増加が大テ，各節間ノ間際

モ漸次近接シ，本朔ノ末期頃ニハ貫性ノ節欣テ塁ス Jレニ王JI.-。

第1,10年後期（6-10)

化骨寵ノ棋大ト共～ 軟骨領域ハ漸次狭少トナリ， 末期ニ於テハ柄檀岡部共ニ殆ン

ド骨質 トナリ，各節間ニハ極ク僅カノ間隙テ残スニ過ギナイ 。

創欣突起部ハ Meyer ーヨレパ，第6年カラ化骨スルト言ツテヰルガ余／ 例ニ於テハ

未ダ全ク無化省・ノ欣態デ，化骨櫨予見ナカツタ。

第2,10年前期(11 15年）

関部第2間隙ハ其中心部ニ於テ． 上下雨節問ニ一部分ノ癒合テ替し第1間隙ニ於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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モ極ク僅カノ癒合テナス。然）I.-ニ柄鴨間隙ハ向大ナJレ距離テ保ツ。 各間際／癒合ハ原

則トシテ，共中心部ニ於テ始Jレ。

本閉ニ於テハ創j伏突起ニ化骨竃テ見ルコトアJレモ一定シナイ。

第2,10年後期（16-20年）

悼部第2間隙ハ大部分癒合ス Jレガ，節欣分有1］ノ欣ハ向著明ニ認識セラル・。第1間隙

ハ一部分癒合シ，柄鰭間隙ハ向相首ノ距離テ保九

コノ期ニ於アハ，谷間隙ノ ；／正右雨端ニ各肋骨附着部ニ相首シテ凹入テ生ジ， 肋骨裁

痕ノ始テナス。

創A犬突超部ニハ，コノ期ニ於テモ向多クハ化骨竃テ見ナイ。

第3,10年（21-30年）

関部第2間隙ハ全ク癒合シア，ソノ問ノ節株分割ノ j伏漸ク認メ得Jレカ，叉ハ全ク認メ

難キニ至Jレ。第1間隙ハ大部分或ハ全部癒合シテ，ソノ節欣分害1］ノ欺ノ認識困難ノ程度

トナル。柄間間隙ハ向明ニ寄スJレモ， 一部分ワアカニ癒合セルモノモアJレ。

如斯各節間間隙ノ癒合ハ下方／モノヨリ始ツ テ， 漸次上方ニ及プモノ デアJレ。余ハ

コレテ胸骨節間間隙癒合ノ上昇性ト呼プ。コノ事賞ハ解剖著書的ニ Markowski モ認d

テヰルノデアル。各節間ノ癒合ト共ー， 肋骨附着部ニ於クル凹入／像著明トナリ，完

全ニ肋骨識痕テ形成スルニ至Jレ。従ツテ柄部ノ形紙モコノ期ニ至ツテ， ハジメテ八角

形テ長スルニ至ル。

創紋突起部ハコJ期ニ於7，多クハ化骨テ生ジア不疋卵闘形，不正長方形叉ハ不1E形

二叉叉ハ三叉テ有シ， 或ハ有窓ノ化骨竃テ見ノレ。一般ニ創ilk突起部ノ化骨ハ甚シク遅

延シ，且ツ不規則デコノ期ニ於テモ街無化管ノモノガアJレ。

鰐剣突間隙ハ倫可ナリノ距離テ保ツ テヰJレガ， 或ハ一部癌合セ Jレモ ノガアル。

第4,10年（31-40年）

胸骨開部第2間隙ハ全ク癒合シテ，ソノ間ノ節AA:分割ノ~長全ク消失 シ ， 只第1間隙ニ

於テハ僅ニ共痕跡テ認メ得Jレニi晶ギナ f。柄惜間隙ハ向完全ニ寄スルモノモアJレガ，

多クハ一部分ニ於テ癒合シオルテ見Jレ。

コJ期エ於テハ大多数ニ剣先｝＼突起部ノ化骨テ見， 樟剣突間隙モ癒合シ才 Jレモ ノ多干

テ見Jレ。 Meyerハコノ部分ハ中年期ニ於テ癒合スJレl‘言ツアヰJレ。

第5,10年（41-50年〉

第4,10年ノ j伏態ト大差ナイカ二 大開ニ於テ柄償問隙ガ主主々近接シ一部叉ハ大部分ニ

於テ癒合ノ像テ見Jレモノガ多イ。

第6,10年（51-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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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ノ期一入ツテハ，韓部各節ハ完全ニ癒合シ， 各間隙ハ全ク消失シア，節欣分割j

AA認メ難ク途ニ Ht.ノ骨板トナル。向柄膿及瞳創突間隙モ多クハ大部分ニ於ア癒合シ，

所調胸骨強直（Ankylosissierni）ノ j伏態トナル。 Rothschildハ柄部ト髄部トハ60年頃ー

ハ癒合スルト言 ツテヰノレカコ コーレハ大韓ニ於テ余ノ観察ト一致スル Tschaussowハ胸

骨強直ハ老人性費化デハナイト言 ツアヰルガ， 余等ノ観察ノ結果ハ，少数／例外ハ}31]

トシテ大関ニ於テ，コレガ老人性費化ナルコトハ碓デアル。

胸骨ニ於テ胸骨角~p チ余ノ所謂柄勝間隙ノ E ガ， 何故ニヵ、 Jレ高年ニ至Jレ7 デ化骨

シナ fカト云フー．先・ヅ胸骨角ノ呼吸生理上ノ：意義テ考へネパナラナ 4。

Rothschildーヨレバ，胸骨柄部ハ第1肋軟骨ノ雨胸骨端テ結プ線テ軸トシテ四時運動

テナス コト ーヨツ ア，胸骨角ノ角度テ加減スJレモノデアJレ。 自Pチ吸気時ニハ大トナリ

ロ手！ 時ニハノj、トナノレ。

カク胸骨角卸チ余ノ柄鶴間隙ナ Jレモノハ． 呼吸生理上重要ナ Jレ役目ラ演スツレモノデ

アJレカ ラ，他ノ間隙ハ早期ニ癒合ス Jレニ開ラス， コレノ tハ生活力ノ旺盛ナル間ハ向

相官大ナル間隙テ保チ， 呼吸生理上ノ ；軍要ナル役目ア演ジ，高年ニ至ツ アハジメテ化

骨スルモ J ト解スペキ デアJレ。

第7,IO年（61-70年）

（但シ余ノ検査ノ最高年齢ハ62年）

大開ニ於 :Tt存6,10年ノ仇態ト大差ナク， 只柄開間隙ノ癒合／程度益々増強ス。

第五章線 括

以上ノ観察ノ結果次ノ事賓テ知リ得タ。

1.胸骨ハしレント ゲン寸接的ニ柄，植，創欣突起ノ 3部ニ分チ，夏ユ関部テ三節ニ分

害1］シ得ペク，従ツ テ胸骨全樟 トシテハ， 5部ニ分レ各部ノ間ニハ間隙ガアル。

2.柄開閉隙ハ第2，関部第1間隙ハ第3，関部第 2間隙ハ第4肋骨ノ附着部テナシ，第

5以下ノモノニ針シテハ，開部第3節ノ化骨寵ノ延長ニヨツテ形成長ラル。

3. 胸骨各間隙ノ癒合ハ開部第2間隙ヨリ始リ漸次上方ニ及ピ，柄間間隙ハ最モ永ク

有：スJレ。

4.胸骨関部が完全ニ骨［：！！：：癒合テナシテ，共節AA分客Jjノ像ノ泊、失ス Jレハ30年以後デア

Jレ。

5.柄欄間隙邸チ胸骨角ハso年以後ニ於テ骨性癒合テナ シ，胸骨強直ノ欣態トナ Jl-o

6. 剣Hk突超高~~ ノ 化骨ハ甚グシク遅延 シ， 且ツ不定不規則ニ シテ，ソ ノ J~AAモ一定セ

ス.－， f;お胸骨ノ他ノ部分ノ ：如ク全部化骨スJレコト ハ甚グ稀デアJ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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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tg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iber 

die Verknりcherungdes Brustbeins. 
Von 

Dr. Matsuki Miyazaki. 

〔Ausder chirurgischen Abteilung des Hospitals des Vereins vom Roten Kreuz zu Osaka 

(Vorstand: Prof. Dr. S. Sawamura.）〕

Zusammenfassung. 

Riintgenologi:>ch teilt: ich das Brustbein in folgende fonf Abschnitte ein: <ler Handgriff, 

das erste, Z¥¥・eite und dritte Segment des Korpers und der Schwertfo1tsatz. Sie sind 

<lurch je eine Spalte getrennt. Ich nenne die Spalten von ohen r即 hunten der Reihe 

nach, die manubrio-corpolare, erste und zweite corpolare und corpo-xiphoidare Spalte. 

Die rnanubrio-corpoliire Spalte entspricht elem Sternalansatz der zweiten Rippe; die 

erste corpol司reSpalte dem der dritten ; die zweite corpolare Spalte dem der vierten. 

Die Ansatze der fi.inften bis siebenten Rippe sind an dem nach unten verliingerten 

dritten Segment des Korpers gebildet. 

Die zweite corpolare Spalte verschwindet zuerst, dann folgt die erste, die manubrio-

corpolare bleibt am liingsten. Nach dem 30. Lebensjahre verwachsen drei Segmente 

des Ki.irpers ganz mit einander und deshalb wird das Bild der Segmentierung schwer 

sichtbar. Die l¥lanubrio司 corpolareSpalte, d. h. Sternalwinkel, verschwindet nach dem 

50. Lebensjahre und f州日lichge附 das Brustbein als ganzes in sogenannte Ankylosis 

sterni. 

Die Form des Sch、.vertfortsatzesist mannigfaltig. Die Verknocherung des Schwert-

fortsatzes ist sehr unregelmassig und die totale Verknocherung desselben kommt selten 

vor. {Autorefe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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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園説明

（胸骨Ii帯側＝樹枝状／陰影見ユルノ、遺影剤ヲ注入シタル血管／像ヂアJレ）

第1圃 下， 1ヶ月10日，胸骨ノ何レノ部分ユモ，化骨陰影ヲ認メナイ。

第1図上， 2ヶ月・胸骨惚部＝2箇ノi図形化骨竃7認ム。本標本＝於テへ健部土日分ノ1及柄部ハ

事長知ス。

第2圃 I年5ヶ月，胸骨柄部＝l個，櫨部品3個，合計4個／ I持扶化骨ヲ認ム。最下／恒部第3節ヨ H

下方＝肉ツテ瓢箪形＝突起ヲ肉ス。本標本＝於テノ、，柄部ノ一部扶如ス。

第九鼠 12年，飽部第2間際ハ中心部品於テ一部分ノ、癒合，，，告 し 第1間際＝於テモ経ク僅カノ癒合

ヲナシ，柄骨量間隙ノ、術大ナJレ距般ヲ保ツ。剣状突起音K＝於テノ、，卵岡形ノ化骨Iii7見ル。

第4圃 2:1年，檀部第2間隙，、畳t:!I'癒合シテ，其間ノ節紋・分割／）伏認メ難ク，第1間隙モ大部分癒合

シテ，英間ノi指紋分割ノ；伏ノ認識困難／ ；程度ヂアル。柄健間隙ノ、倫明＝存ス。創状突起部品於テ

ノ、卵図形f化骨竃7見ル。

第5園 21年，骨量部第2間隙ハ金ク癒合シ．柄惚間隙モ大部分癒シオJレ＝関ラズ，健部員u間際ノミノ、

来ダ癒合スノレ コトナクシテ存見。~~チ退化性崎形ノ像ヲ示ス。

第6園 31年，骨量部第l及第2間隙ノ、会ク癒合シテ，第2間隙＝於テハ其問ノ節朕分割ノJ伏油、失シ，第

I間隙＝於テノ、僅カ＝其痕跡ヲ認メ得Jレ＝過ギナイ。柄鰭間隙ハ倫完全＝存ス。 u11紋突起苦B＝ノ、
可ナリ大ナJレ化骨竃7見Jレ。

第7岡均年，強部／；第1及第2間隙ハ金書癒合的柄組問隙ハ倫存ス。愈lj状突起部品ノ、不正形＝シ

テ突起ヲ有スル可ナリ大ナJレ化骨竃ア H，健剣突間隙ノ、大部分癒合ス。

第8岡田年，健部各節ハ全然癒合的金ク1枚ノ骨板トナリ，偽柄健間隙モ大部分ハ癒合シテ，所

謂胸骨強直／状態トナ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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