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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临床已确诊的212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进行了一、二、三级亲属发病率调查，结果表明．患者

一级亲属的发病率为3.8%，对照组一级亲属发病率为0.42%，本病的遗传方式为多基因遗传、遗传度为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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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俗称牛皮癣，临床上常有明显的家族倾向，但本病的遗传方式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常染色体显性

或不完全显性遗传，有人认为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有人认为是多基因遗传〔’。”。为此，我们对临床上已确诊

的-)l'例患者（先证者）的一、二、三级亲属的患病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以性别与患者相同、年龄与患者相近

的212例非银屑病患者的一、二、三级亲属作为对照组，计算患病率，按Falconer公式〔’〕计算遗传度。本研究的

目的在于探讨本病的遗传规律，为预测银屑病患者亲属的发病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1对 象 与 方 法

对 212例患者 （男90人，女 122人）逐个进行家系调查，将其一级亲属包括双亲、同胞、子女；二级亲属

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姑、舅、姨、侄儿 （女）、外甥 ‘女）；三级亲属包括堂、表兄弟姐妹总人数及

患本病人数，详细记录于登记表中，对有家族史者，要求其亲属来门诊或随访而确诊，然后登记并绘系诸。

212例患者皆为汉族，平均年龄32.1岁，病程一周至35年，平均发病年龄26.8岁。从发病年龄分布来看、I1

-40岁发病者约占全部患者的80%，其中21--30岁者共78人，占37%，为发病年龄高峰组。

2结 果 与 讨 论

患者组的一级亲属共 曰85人，有 45人患本病 （双亲 19人，同胞 21人，子女5人），患病率为 3.8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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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的一级亲属共1 189人，有5人患本病（双亲1人，同胞2人，子女2人），患病率为0.42%。患者的二级

亲属共2 193人，有33人患本病 （祖父母6人，外祖父母6人，叔4人，伯、姑各2人，舅8人，姨1人，外甥4

人）．患病率为1.50%；患者的三级亲属共2 250人，有患者4人 （堂、表姐妹各2人），患病率为0.18%。对照

组的二级亲属共 2 816人，有 4人患本病，患病率为0.14%；对照组的三级亲属共2 439人，有 1人患病，患病

率为0.04%,

212个患者家系中有54个家系有阳性家族史，占25.5 ，较国内资料10-17％为高，而较Farber (”报告

的36％为低。其中有15个家系中患者达3个以上，有4个家系可见连续3代遗传。

本组患者的一级亲属患病率为3.8%，明显高于对照组一级亲属的患病率0.42%，患者组一级亲属患病率是

对照组的9倍，说明本病的发病与遗传有关，但 3.8％远低于 1/2或 1/4。因此，不符合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

遗传：此外本组患者二级亲属的患病率为 1.46%,三级亲属的患病率为0.18%。可见随着亲属级别的降低．患者

亲属的发病风险迅速下降，而不像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那样，亲属级别每降低一级，发病风险降低 1 ./ 2 由此

可见，银屑病的遗传基础不是单基因决定的，而是由许多微效基因决定的，因此，它符合多基因遗传规律

从总体来看、本病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病，但也不排除个别家系有单基因遗传的可能。如王 “‘，女，26

岁，其外祖母、母亲、大姨、大舅及表姐同患本病。患者的双亲中有一方发病，同胞中患者占3/7，近于

1/2，男女发病机会均等，连续几代遗传，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特点。本研究中属于不完全显性遗传的家系有

12个‘另有9个家系，父母正常而患者同胞中数人发病，可认为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说明本病有遗传异质性

按Falconer公式b'= b! r ...... J b= p ( X,-X,)／ac ......② 计算遗传度。其中h̀为遗传度，b为亲属对患

者的回归系数，r为亲属系数，X,为对照组的易患性平均值与闭值的差，X,为患者亲属易患性平均值与阂值的

差，a,．为对照组的易患性平均值与患者易患性平均值的差‘患者组与对照组一级亲属患病率与X, a值见表！‘

表1 患者组与对照组一级亲属患病率及X, a值表

组 别 总人数 患者数 患病率q (%) p＝1-q X a

对照组

患者组 ｛｛；： 4545
0.42

3.80

0.9958

0.9620

2.636

1.774

1947

2.175

b＝0.9958（2.636一1.774)／2.947＝0.291，/t-＝0.291／1／2＝58.2%0

然后根据公式v”一(p/a)：x (p/a2A)r......}，S Eh’一1/rx石下．⋯⋯④求标准误。这里，a,、为对照组
一级亲属的a值，a：为患者组一级亲属的a值，A为在患者一级亲属中实际观察到的患者数，p= 1-q。将表1结果

代人公式③和④，SE112 = 0.0447。计算结果表明，银屑病的遗传度为58.2士4.47 ，与刘禧义等报告的63

相近〔4)‘国外一些研究者计算银屑病的遗传度为52--79% c''，可见在本病发生上遗传基础较环境因素有较重

要的作用，但因遗传度低于 70%，所以，环境因素在发病中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关于本病的研究应进一

步分析易患性涉及了哪些基因，是否包括主基因，哪些环境因素对发病有重要意义，以降低本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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