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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双生子发生的遗传学研究‘’

胡 应 张思仲
（华西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研究室，成都，610041)

异性双生发生的遗传学是双生子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用复合分离分析方法，对” 对异性别双生

子家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提示，异性双生的发生为共显性遗传，散发异性双生占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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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生子的群体频率以及双生子发生的遗传

学，是双生子研究的基本问题。双生子群体频

率在不同种族人群有较大的变化，在美国黑人

中的发生率较高，为15偏一，5痴，而在蒙古人

中的发生率则较低，频率为6痴-8痴[61。有作

者认为，遗传因素在这种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图。

Philippe发现，双生子频率在不同种族、地

区中的变化，是由于异卵双生子的频率所致，认

为异卵双生子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210

有文献报道，双生子的发生与隐性基因〔a]、共显

性基因［[31或显性基因［[43有关。但这些研究局限

于个别家系分析或近亲婚配分析。目前双生子

发生的遗传方式尚无直接的证据。

本文基于对普通人群双生子调查及家系调

查，用复合分离分析方法，对其中的98对异性

别双生子（以下简称异性双生）的家系进行了分

析，以探讨主基因在异性双生发生中的作用。

SEGREL13，在IBM PC机上完成。

基于单基因模型（见表1)，用公式1计算

同胞数是：，有r个患者的概率。

表1 基因型频率和基因型对表型效应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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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9是基因频率，T是外显率（0.5<-

I-,< 1), z是散发频率，D是显性情况 （D＝里

为显性遗传，D～0.5为共显性遗传，D=0

为隐性遗传）。公式1中，4,和M分别表示已知

基因型时，表型的概率和其子女表型的概率。

材 料 与 方 法

（一）双生子及双生子家系来源

本文研究的双生子及其家系，均来自四川

省遗传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以调出的异性双

生为先证者，调查其家系至三级亲，并绘制系谱

图。

（二）复合分离分析

复合分离分析全 部计算 均用软件

结 果

（一）双生子群体频率

在调查的汉族115248人中，共发现双生子

323对，其中异性双生98对，群体率为0.85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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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双生225对，群体率为1.95知；总群体率为

2.80痴。

（二）复合分离分析

在调查的98对异性双生家系中，有双生子

家族史的共31对，占31.6务，父母为表兄妹婚

配的一对。异性双生的确定概率（、）为0.930
用 SEGRE程序对上述 98对异性双生家

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0 98对异性双生家

系类型共为29，故自由度为28。由表2可见，

当 D～0.5和 D～。，T铸1时，P＞0.05,

但当 D一。5, T :0 1时的 x2值与另外两个

x2值之差均大于 5。 因此不拒绝 D一0.5,

T二0.9997和 z‘3.24 X 10-̂的假设。

表z 98对异性双生家系分离分析结果

x2 D 了’ z g 

36.1 1 1 0 8.5义10-4 

45.5 0.5 1 0 2.9火10-2 

106.1 O 1 0 3.7丫 10-4 

31.6 1 0.9991 1．12义10一‘ 7.4丫 10-' 

40.7 0.5 0.9997 3.24）（10-4 4.3火 10-1 

0 0.9982 1.84'/ 10一」

讨 论

Weinberg在本世纪初就发现，双生子在家

族中有聚集现象，这种现象仅见于异卵双生的

家系中叨。异卵双生子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频

率有较大的变化，而同卵双生子的发生频率在

不同种族人群中相对恒定。这些均提示，异卵

双生子的发生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

196，年，Wyshak等人研究了异卵双生子

同胞中双生子的再发频率，认为异卵双生子的

发生受隐性基因的控制‘810 1981年，Philippe
对加拿大的两个双生子大家系进行了分析，提

出异卵双生受共显性基因控制的设想〔310 1985

年，Philippe又对异性双生出生时父母年龄．

出生顺序等进行了病例对照研究，指出异性双

生的发生不排除与显性基因有关。

进行双生子家系分析的最大障碍是卵性鉴

定问题。 在大规模的群体调查和家系调查中，

难以对调查出的双生子一一进行鉴定。有些双

生子由于一方死亡，使卵性鉴定无法进行。异

性双生的调查则无上述困难。与遗传病调查不

同，被调查者及其亲属愿与调查人员合作。此

外，家系调查时，用家族史法调查的准确性较

高。故我们似用通过对异性双生的家系调查和

分析，以阐明异卵双生发生的遗传方式。

用复合分离分析方法对98对异性双生的

家系分析结果提示： 异性双生为共显性遗传

(D二0.5)，但为不完全的显性 (T一0.9997)0

散发异性双生的群体频率为3.24 X 10-4，占异

性双生的20.3务。

98对异性双生中，仅有一对父母为近亲婚

配，其频率为1.02并，与群体近亲频率接近。从

而提示异性双生可能和隐性基因无关。在98对

异性双生的家系中，无连续三代现象，不支持显

性基因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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