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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指端斗形纹的遗传学研究

王庆元 吕学洗 刘景顺‘） 白秀英 王维人 王文臣 罗佳滨
（黑龙江省佳木斯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154002)

本文对汉族446个家庭，共1788名成员的皮纹作了调查，对指端斗形纹的遗传特点进行了研究。结

果发现，指端斗形纹的遗传方式不是由外显充分的单基因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根据 Falconer第

一公式计算其遗传度为“.6%，支持指端斗形纹是多基因遗传的观点。

笑键词：指端斗形纹，多基因遗传，遗传度

表1 样本的家庭组成皮纹是人体最稳定的一类性状，指纹型比

手部其它部位花纹更为复杂，其遗传方式终未

获得一致意见。 本文对汉族446个 家庭，共

1788名成员的皮纹作了调查，对指端斗形纹

(W）的遗传特点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对 象 和 方 法

1982年，我们赴黑龙江省友谊农场第一分

场一个汉族自然村进行了全人口皮纹学调查。

共446个家庭，其中，父母932人，子女851人，

共计3576只手，17880个指纹图。取印手纹方

法和该村人口情况见 “手掌小鱼际区花纹的遗

传学研究”［l］。 每个指纹均在放大镜下观察分

析，数据用 IBM-PC /XT微型计算机处理。

结 果

家庭成员的构成和指端斗形纹出现率见表

1和表2。从表2可见，男女的左右手指端W

出现率占52.510%，其中，男性左右手、左手及右

手均高于女性 （P＜0.05, P＜0.01)；男性左

手明显低于右手（P＜0.05)，而女性左右手相

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0
按父母指端斗形纹 WO X WO. W2 X W2,

W4 X Wa, W6 X W6, Ws X W,, Wio X Wto 6

种婚配方式观察其父母指端W对子女传递的影

响见表30结果发现，随着父母指端W数量增

加，他们的子女中W的出现率亦明显增多。仅

在父母为 W, X Wr的组合中，不符以上规律，

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量过少所致。

在表4中用“一”表示指端无W, "W”表示

有指端W。从一一 X一一到WW XWW，父

母的婚配类型是按其指端W数量的增加为顺序

排列的。本文共有16种婚配方式，其中只有6

种出现频率多。结果表明，随着父母指端W数

量的增加，其子女单侧和双侧出现 W(-W X

WW）比率亦随之增加。

从表5可以看出，父母 10个手指纹形完全

相同的婚配形式，只见于low X low和10U X

IOU两种，其中，在low X low中，子、女W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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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数） 家庭（数） 父母（数） 子女（数） 合计

1 239 478 239 717 

2 126 252 252 504 

3 63 126 189 315 

4 24 48 96 144 

5 9 18 45 63

6 5 10 30 45

总数 466 932 851 1788



手 别 手指总数 W个数 ％ 总 计

W个数 ％

男左手 4595 2432 52.92 5065 55.11 

男右手 4595 2633 57.30 

女左手 4325 2133 49.32 4317 49.91 

女右手 4325 2184 50.50 

男左手 4595 2432 52.92 4565 51。12

女左手 4325 2133 49.32 

男右手 4595 2633 57.30 4817 53.90 

女右手 4325 2184 50.50 

9190 5065 55。11 52.51 

8650 4317 49.91 

婚配方式 家庭 子 女 合 计

数量 W ％ 数量 W ％ 数量 W ％

Wio X Wio 17 14 132 94.29 5 40 80 19 172 90.50 

W：% W, 1 1 8 80 1 7 70 2 15 75.00 

W‘X W, 1 0 0 0 1 8 80 1 8 80.00 

W4X W, 1 0 0 0 3 20 67 3 20 66.70 

W, X Wi 1 生 8 80 2 6 30 3 14 46.70 

W,义W, 7 9 11 12.22 6 3 5 12 14 11.70 

父母婚配方式 家庭 数量 一 W W W 一W十WW 

一 一 X 一 一 7 15 10 1 4 5 

(67.00) (7.00) (26.67) (33.33) 

一 W X一 一 5 7 4 1 2 3 

(57.00) （14.00) (28.57) (42.86) 

W W X一 一 44 95 22 20 53 73 

(23.00) (21.00) (55.79) (76.84) 

W W X一 W 21 32 5 7 20 27 

(16.00) (22.00) (62.50) (84.38) 

WW XW- 26 52 7 11 了4 45 

(13.00) (21．00) (65.38) (86.50) 

W W X W W 292 505 16 52 499 479 

(3.00) （10.30) (88.91) (94.85) 

表3 亲代指端斗形纹对子代传递的影响

表4 父母不同组合的子女指端斗形纹出现率

现率高，分别为94务 与 80外，而U的出现率

低，只占4沁与2外；在IOU X IOU中，子、女U出

现率明显高，分别为73并与87沁，而W为27外

与 7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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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Z 男女、左右手指端斗形故出现率



丧5 父母不同组合的子女各类指纹型出现率

父 母

婚配方式 一家“ 数量 W U R A 数量 ＿W ＿U R ＿A 
（％） （％） （％） （％） （％） （％） （％） （％少

low X low 17 14 ｝；｛） （5(4) （｝） （1） 5 （；｝） （；｛ （；） （｝）

2 3 （8(27) （；；） （；） （；） 3 （：） （；｛） （｝） （｝）

R表示挠侧箕；A表示弓形纹；U表示尺侧箕。

表6 父母相邻3指不同组合的子女指端斗形纹出现率

父母婚配方式 家庭 子 女 合 计

数量 W ％ 数量 W ％ 数量 W ％

WWW一一XWWW一一 191 177 1284 73 140 954 68 317 2238 70.6

一一WWWX一一WWW 179 165 1209 73 141 925 66 306 2134 69.7

-WWW-X一WWW- 238 207 1462 71 191 1247 64 402 2709 67.4

表6列出了父母相邻3指不同组合的子女

指端W出现率。 在WWW一一XWWW一一

组合的子女中，W为70.60 ；一一WWWX
一一WWW 组合的子女中，W为69.7多；-W

WW-X-WWW一组合的子女中，W67.4务，

三者之间相互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

性差异 （P < 0.05)。 这提示，亲子之间指

端W的遗传与W在亲代不同手指上的分布无

关。

有人认为所有指头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

个一个的单位。 基因作用于全部指头复合体，

而每个指头是复合体的个别部分，而不是分开

的单位独立地受有关基因的作用(21。将全部子

女一只手指端均是W的出现率作为一般群体发

生率（17.96%)，再计算每个家庭第一个子女

的父母和同胞的一只手指端全为W的发生率

(33.27并），即一级亲属的发生率。前者明显低

于后者，在统计学上有极显著性差异 （P<

0.01）。

用 Falconer第一公式计算回归系数

b一里件 ,Xg -_x一0.328
ag

指端斗形纹的遗传度为：

h，一，／，一0.328/土一0.656，即65.6外。
2

讨 论

关于人类指端w的出现率各学者报道不

一。本文调查为52.51多，与国内资料比较，同

李崇高〔s7 (53.19%0）调查结果相近，稍低于马慰

国［1"1(55.68%）而高于王遇康151 (46.67%）的报

道。这可能是由于地区差异、调查方法不同所致。

Mi. MP．等［[s1指出，除斗形外，所有纹

型的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相原弼德171

和王遇康则认为，W的两性差异非常显著。本

文调查结果与后者相一致。

国内外有的学者认为指纹是由遗传和环境

共同决定的。表4数字表明，父母双手均无斗

形纹（一一x一一）时，却生出有斗形纹的子女

占相当大的数量（33.33多）。此外，双亲两手均

有斗形纹（WWXww）者，其子女中出现W者

占绝大多数（94.85并），但亦能生出连一个W也

没有的子女。 特别是父母双亲20个指端全是

W者，尚能生出具有弓形和箕形纹子女（表，）。



这提示，指端W的遗传方式不是由外显充分的

单基因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相原弼德提

出，W是遗传性状，如果双亲的W多，则子女的

W出现率亦增大。本文结果支持上述观点。从

表3,4可以看出，随着父母指端W数量的增加，

子女中具有W的出现率亦进行性增加，这说明，

指端W在父母与其子女之间有着明显数量上的

伴随关系。

父母婚配方式从 一一 x一一 到 WWx

wW，其子女出现一W的百分率由7增 加到

10.52，而出现WW的百分率则由26.67增加至

88.91，这提示双侧指端具有W的个体，其遗传

的可能性大于单侧手的个体。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大多数皮纹学的特征都

是多基因遗传。根据 Falconer第一公式计算

指端W的遗传度为65.6沁，与潘素英‘63调查计

算的结果较接近（72%a)，明显低于 Cochbran

的报道(80外）。这说明指端W的遗传具有民

族间的差异。

相原弼德和潘素英认为指端纹型以多基因

遗传的可能性大。本文调查资料亦支持多基因

遗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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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源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是植物基因工程的关键 光微束逐个照射每个细胞。照射后用KM,P培养液
步骤之一。用激光微束技术转化动物细胞已经取得了 换掉小室内的 DNA溶液。 25'C暗培养24小时后，

成功，并证明外源基因已整合到细胞染色体上。最近又 按Jefferson的组织化学方法检测GUS基因在水稻

证明激光微束可穿透植物细胞壁和细胞膜，将 pBR322 细胞中的瞬时表达。用。.3％ 甲醛处理45分钟，固定

DNA导人植物细胞和细胞器。 本实验在利用激光微 水稻细胞，用 5-澳-4氯-3-酬垛葡萄糖昔酸 (X-Gl uc)

束技术将外源基因导人水稻培养细胞上进行了探索。 染色，两天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已被 GUS基因转化并

所用外源 DNA是 pBI121质粒，该质粒带有 得到瞬时表达的细胞呈深蓝色，未被GUS基因转化的

CaMV3，启动子和(3-葡萄糖普酸酶 (GUS)基因，用 细胞和对照细胞没被染色。

碱法提取质粒 DNA,溶于TE缓冲液中，置冰箱保存 激光微束法将外源基因导人细胞具有操作简 便，

备用。 转化频率高，并能将外源 DNA定向导人叶绿体、线粒

水稻品种129悬浮细胞系先酶解半小时使细胞分 体等优点，是一种潜在的很有前途的植物细胞转化方

散，然后用 50微米筛网过滤，过滤后小细胞团一般在 法。美国、日本、西德等国的多家实验室正在深入 研

10个细胞以下。在 Ros“小室底部铺一层溶于 N6培 究。本实验在现有仪器设备条件下做了技术方法上的

养基的低融点琼脂糖凝胶（约0.5ml)。在凝胶凝固 探索，为今后使用功能更优良的Nd:YAG紫外激光显

前，约30 0C，加细胞悬浮液0.5mlo凝固后，单细胞和 微照射装置进一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小细胞团固着在凝胶表面，加2008/m1 pBI121质拉 —

DNA，封闭小室。用波长为514.5nm，脉宽为0.02一 本文于199。年10月6日收到，

4.05秒，样品表面功率为0.13-0.16W的单脉冲激

伍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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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微束法将外源基因导人水稻细胞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