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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学院畜收兽医 系 )

党志忠 李加才 王 哲 王撑虎 张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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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骨瘾已被作为法医学上检验尸骨有无生前损伤的重要依据之一
。

对于骨瘾的

形成和病理形态的描述已有很多记载和报告
。

早在我国南宋
,

宋慈所著的 《 洗冤录集 》

和清代 《 补注洗冤录集证卷一》的
“
验骨

”

一章里均有记载
,

其
“

验骨辨生前死后伤
”
中

写道
: “

骨上有被打处
,

即有红色
,

路微瘾
,

骨断处
,

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
,

再 以 有 痕

骨
,

日中照看
,

如红活
,

乃是生前被殴
。

分明骨上若无血瘾
,

纵有损折
,

乃死后痕
” 。

近些年来的法医学书籍中
,

对骨瘾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 《 法医病理解剖学 》 ( 陈履告

、

徐英含编
,

一九五六年 ) 中逃到
: “

出血后
,

红血球中的血红蛋邮p行分解
,

向骨质内

浸润
,

为骨质所吸收
。

血红蛋白不久再分解为橙色血质及含铁血黄素
,

长期沉浸于受伤

部骨质内
,

形成骨伤瘾
。

骨厉瘾在紫外光映视下呈土棕色
,

如将受份的骨质锯下
,

磨成

薄片
,

在显微镜下检查可见多量含铁血黄素或橙色血质结晶体
。

此为法医学上检验尸骨

的重要依据
。
” 《 法医学基本知 识 》 ( 武汉 《 法医学基本知识 》 编写小组

,

一九七五年 )

中谈到
“
血液渗入骨质内

,

骨细胞吸收血红蛋 白分解成为橙色血质与含铁血黄素
,

该部

骨质内形成暗红色晕迹即为血斑 ( 骨瘾 )
,

这种血斑经水洗刷不掉
。

骨质血斑在紫外线

下呈土棕色的生活反应
,

可将伤骨处作横断面制成磨片镜检可见红
、

红黄色之含铁血黄

素结晶和橙色血质结晶
。 ” 由此可见

,

近年来的一些资料不但对骨瘾在检查尸骨方面的

作用给于了肯定
,

而且骨瘾的退态表现和组成成份 也作了较为一致的描述
,

不过骨瘾成份

是否就是含铁血黄素和橙 色血质
,

不少人 包活我们在内也有不同意见
,

为此我们进行了

本文所述的动物实验
。

实 验 方 法

采用体重 1的 O

—
2 5 0 0克的健康家兔 51 只

,

分成十五个实验组与对照组
。

在同一时间

内对试验组的家兔
,

用木锤 ( 或用手折断 ) 打击两条腿或颅骨
,

均造成闭合性骨折
。

以

3 只家兔作为对照组
,

然后在不同时间内取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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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组
{

取 材 时 间
{

编 组
}

取 材 时 间

第 一 组
{ 。照组

一

}
第人组

。

} 考天

第 二 组 1当即死亡 1第十组} 八天

第 三 组{
4一2 6小时 1第十一组 1九天

第 四 组}
“ 天{ 第十二组 1十天

第 五 组{
“ 天

`

{ 第十三组{ 十二天

第 六 组{
4天} 第十四组{ 十三天

第 七 组 …
5 天} 第十五组{ 十四天

第 八 组}
” 天 1第十六组{ 十五天

取材时以勒颈
、

溺死
、

颈静脉放血致死 (或自然死亡 )
。

采取伤骨
、

伤骨周围软组

织
、

伤骨的骨髓和脾脏
。

将所取骨组织分成二份
:

一份石腊切片
,
一份作磨片

。

再将所取

标本放入 1峭福尔马林溶液内固定 2 4小时
。

供作切片用的标本按石腊 切 片操作常规进行

处理
,

切片分别进行苏木紫一伊红染色 ( H
、

E )
,

普鲁士兰染色 ( P )
,

部 分 作 了

G m
o
il n 氏反应和 lS

e

in 氏染色试验
,

先后共作切片 35 0张 , 磨片标 本大部用 10 %福尔 马林

溶液固定
,

部分新鲜软组织用手剥离后
,

蒸馏水 ( 或无离子水 ) 反复冲洗
,
凉干磨片作

伊红和普鲁士兰色
、

部分作 G m e l in 氏反应
,

lS
e
in 氏染色显微镜观察

,

先后共磨片16 7张
。

实 验 结 果
:

·

i 、
二

在肉肌里
,

出血局部出现含铁血黄素的最早一例是在伤后第 4 天
,

在 5 天一 15

天共有试验兔 3 0只
,

其中 24 只都可见到有明显的含铁血黄素沉着
。

肌肉里出现的含铁血

黄素与脾脏和骨髓里的含铁血黄素形态基本一致 ( 见附表 )
。

2
。

损伤局部软组织出血灶里从 1一 15 天共 48 例的切片都没有出现含铁血黄素
。

3
.

在颅骨和长骨的受损伤或未受损伤的骨组织共51 例 中均未发发现含铁血黄素和

橙色血质
。

4
.

在骨折的 48 例中
,

其切片和磨片中均在哈佛氏管里出现红色
、

褐黄色斑块状或

颗粒状物质
,

在未受伤的对照组 3 例骨 切片和磨片里于哈弗氏管中也见到类似的一些物

质
。

讨 论

1
.

实验中
,

在致伤的骨片上
,

均能看到骨伤瘾
。

法医学上描述当生前体表受暴力

袭击而损及骨膜
,

不但损及的骨质周围有出血可见
,

而且骨膜上的毛细血管或骨质内的

营养血管也会因伤而破裂
,

血液渗入骨质内
,

骨细胞吸收血红蛋 白分解成橙 色血质与含

铁血黄素
,

该处骨质内形成暗红色的晕迹即为血斑 ( 骨瘾 )
,

从这个概念来看
,

所指的

血斑的主要成份是橙色血质和含铁血黄素
。

橙色血质和含铁血黄素都是来源于红细胞的崩解 ( 自然衰老和外伤
,

疾病 ) 释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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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血红蛋 白分解产物
。

正常红细饱在体内的寿命约为12 0天左右
,

每 日红细胞都 有 很

多破坏
。

但是
,

分解不在血液循环里进行
,

而是破裂的碎片被网状 内皮系统的细胞吞噬

移走
,

并在巨噬细胞内逐步分解
。

血红蛋 白在分解时解离出亚铁红血素
,

亚铁红血素中

一部分铁原子形成褐色胶体氢氧化铁的蛋白复合体
,

蓄积于肝及脾的网状内皮细胞中
,

此复合体即含铁血黄素
, 亚 铁血红素失去铁原子而变成胆汁色素

,

在组织的出血灶内呈

结晶形式则称橙 色血质
,

它不 含铁
,

极易溶于血浆和组织液中
。

因而
,

我们通常所见到的

含铁血黄素
,

是红细饱或血红蛋 白在网状内皮细胞中被破坏所形成的色素
,

常见于吞噬

细胞内
,

细胞崩解后 也可出现在细咆外
。

出血时
,

则含铁血黄素出现在组织局部的出血

灶和出血性炎庄仕的周围
,

并能较长久的停留在出血局部
。

血红蛋 白在在局部演变成含

铁血黄素的过程
,

有的讲出血后 24 小时左右即能出现
,

有的讲需 3 一 7 天
,

有的讲需 15

天左右
,

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是形不成的
。

从我们实验结果来看
,

肌肉组织含铁血黄素出

现最早的是致伤后第四天
,

他的形态
、

位置和病理上描述是一致的
; 在当即受伤致死的

软组织里仅有大量红细胞浸润
,

没有发现有含铁血黄素和橙色血质结晶
, 从 l 一 15 天在

颅骨和长骨受损伤骨组织里没有出现含铁血黄素和橙色血质
。

可是法医经常遇到的是受

打击后当即死亡
,

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形成 含铁血黄素的
。

因此
,

以含铁血黄素

来区别生前伤和死后伤的依据是不可靠的
。

2
。

关于橙色血质的问题
,

在实验过程 中
,

我们取损伤局部软组织和骨组织作切片
,

用 H E 染色显微镜观察
,

从 1一 15 天均未发现有橙色血质结晶出现
,

我们还曾用 G m ile
n

反应 和 sl
“
in 氏染色

,

均呈阴性
,

证明确实未出现橙色血质结晶
,

这可能与致伤局部积血不

多有关
,

因为积存在组织中的少量血液
,

由于吞噬细胞等的作用被吸收
,

出血局部很快

被修复
,

因而可不形成橙色血质
。

只有在大量血液蓄积在组织内
,

并继续一定时期后
,

由于缺氧和缺乏 吞噬细胞的作用
,

在出血灶的中心部才由血红素转变而来
。

实验中没有检

验到橙色血质
,

可能是由于形成闭合性骨损伤的周围出血不多或血液积存时问 短 的 缘

故
。

3
.

在颅骨和头骨的受损伤骨组织里 1一 15 天没有出现 含铁血黄素
。

前边我们已叙述

过含铁血黄素的出现是机体复杂的反应
,

受各种条件的影响和限制
。

它与组织结构
、 `

受

打击力的大小
、

损伤程度
、

受损伤到死亡时间
一

长短都有密切的关系
,

曾有人报导
,

含铁

血黄素在骨质内不易形成
,

这种论述与我们实验结果是一致
,

我们也有同样见解
。

骨组

织是一种 含有矿物盐类给构复杂的结缔组织
,

它有很大的坚固性和弹性
,

营养供给主要靠

哈氏管中的 血管和骨膜下方 的血管供给
,

由于组织结构致密
、

坚硬
,

血管没有软组织丰

富
,

所以骨拆后 血管破裂引起血
`

液积蓄在骨组织中甚少
,

从实验结果看
,

这种出血的确

也是少量的
、 `

局部的
,

但在骨组织中我们没有发现含铁血黄素
,

我们认为含铁血黄素在

骨组织中不出现是与骨本身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的
。

实验中
,

我们在一些切片里于靠近骨痴的结缔组织部分
,

见到吞噬细胞内有含铁血

黄素颗粒
,

这种吞噬现象
,

是骨周围软组织愈合过程中形成的
,

这对法医鉴定当即死亡

的生前损伤没有意义
。

睡, 有仿和无伤的骨组织磨片
、

切片作镜下观察
,

在哈弗氏管内都能见到红色
、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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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斑块状或颗粒状物质
,

从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来看
,

它们只有颜色深浅程度和蓄积量

的多少稍有差异外
,

其它没有什么不同
。

由于这些东西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

以此作为

区别生前伤与死后伤的依据是不可靠的
,

因而对于骨瘾的性质我们认为还需要作深入的

研究
。

结 论

木实验经过对 51 只家兔的试验
,

于致伤后不同时间
,

取材作磨片
、

切片
,

经特殊铁

染色
、

H E 染色等镜检
,

在骨组织的损伤局部
,

l 一 15 天均未出现含铁血黄素和橙色血质

结晶
。

因此
,

以检查含铁血黄素和橙色血质来区别生前伤与死后伤是不可靠的
,

在哈弗

氏管内所见到的斑块物和颗粒状物质
,

并非生前损伤独有
,

在正常骨组织哈弗氏管中亦

有
,

只是颜色深浅
,

含量多少稍有差异
,

从实验中看到的这些斑块并没有一定的规律
。

骨扁实验观察结果记录表

编编编 肌 肉肉 脾脏脏脏 骨 ( 磨片 ))) 备 注注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长长长长长骨
…颅

骨骨 长骨
}
颅骨骨骨

PPPPPPP H EEE P

{
H EEE P

i
H E

{
P

}
H EEE ,

{
H E

{
,, H EEEEE

对对 照照 3 2222222222222

…………… …………
颈动脉放血血

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亡
一

`̀

对对照照 5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无伤窒

`

息死亡亡

对对
一

照
…
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窒息死亡亡

当当 即即 5 777777777
`̀̀̀̀̀̀̀̀̀

打颅
、

四肢肢

死死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

当即死亡亡

当当 即即 3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打枕后当即即

死死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死亡亡
............. 1 .....................

当当 即即 4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打枕后 当即即

死死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死亡亡

当当 即即 4 7777777 +++ +++++++++++++++++++ 打枕后当即即

死死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死亡亡

当当 即即 3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打枕后当即即

死死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死亡亡

444 小时时 2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1111
222 2小时时 2 33333

}
-------------

{
---------

}}}}}
222 4小时时 4 OOO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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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斑块状或颗粒状物质
,

从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来看
,

它们只有颜色深浅程度和蓄积量

的多少稍有差异外
,

其它没有什么不同
。

由于这些东西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

以此作为

区别生前伤与死后伤的依据是不可靠的
,

因而对于骨瘾的性质我们认为还需要作深入的

研究
。

结 论

木实验经过对 51 只家兔的试验
,

于致伤后不同时间
,

取材作磨片
、

切片
,

经特殊铁

染色
、

H E 染色等镜检
,

在骨组织的损伤局部
,

l 一 15 天均未出现含铁血黄素和橙色血质

结晶
。

因此
,

以检查含铁血黄素和橙色血质来区别生前伤与死后伤是不可靠的
,

在哈弗

氏管内所见到的斑块物和颗粒状物质
,

并非生前损伤独有
,

在正常骨组织哈弗氏管中亦

有
,

只是颜色深浅
,

含量多少稍有差异
,

从实验中看到的这些斑块并没有一定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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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小时时 2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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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小时时 2 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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