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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凤凰县苗族４项人类群体遗传学特征调查
＊

刘建国，袁　晓
（吉首大学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调查了湖南省凤凰县５８８例（男２６５例，女３２３例）苗族中学生的蒙古褶、上眼睑皱褶、铲型门 齿 和 耳 垂 等４项

人类群体遗传学我自的出现率．结果显示：１）蒙古褶９７．６２％，上眼睑皱褶５５．１０％，铲 型 门 齿８９．２８％，耳 垂８３．５０％；２）蒙

古褶率、铲型门齿率、有耳垂率男女性间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３）苗 族 有 上 眼 睑 皱 褶 男 性 为５０．５７％，女 性 为５８．８２％，

有上眼睑皱褶率性别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４）４项遗传学特征间无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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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及不同民族的人群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遗传学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系统研究，可以探讨各

群体的起源及群体间的亲疏关系．人体某些外部形态学特征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的经典指标．蒙古褶、上眼睑皱褶、铲型

门齿和耳垂类型是人类与遗传有关的性状．这些性状在不同民族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出现率．近年来，部分学者［１－４］对我国部

分地区的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朝鲜族、藏族、瑶族、满族等民族的该４项人类群体遗传学进行了研究，湖

南省苗族目前还未见报道．为丰富我国人类群体遗传学数据库资料，探讨苗族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与汉族及其他民族

相比较，笔者对凤凰县苗族学生的４项指标进行了调研．

１　基本资料

１．１调查对象

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民族中学苗族学生５８８例．其中：男２６５例，女３２３例．被测者年龄在１２～１８岁之间，身体健康，无

残疾及遗传性疾病，父母３代均为苗族．

１．２评价方法

调查采取随机整班抽样的方法进行，４项人类遗传学 特 征 的 判 断 方 法 与 分 型 标 准 主 要 参 照 文 献［６－７］以 及 目 前 学 术 界

公认的方法．
蒙古褶．称内眦褶，是蒙古人种区别于其他人种的主要特征之一．在眼内角处，皮肤皱褶或多或少覆盖泪阜则为有蒙古

褶型；泪阜完全暴露不被覆盖为无蒙古褶型．
上眼睑皱褶（俗称双眼皮）．上眼睑皮肤有一横向皱褶为有皱褶型；无此皱褶为无皱褶型．
铲型门齿．上门齿齿冠舌侧面边缘隆起，使齿冠舌侧面出现一个明显的窝，形如铲状，为铲型门齿；否则为非铲型门齿．
耳垂类型．耳垂下部轮廓线近似垂直于颊部皮肤或耳垂向下悬垂为圆形为有耳垂型，否则为无耳垂型．

１．３统计分析

所获调查资料全部采用计算机自编程序统一处理，计算上述４项人类遗传学特征的出现率；用Ｘ２检验法进行性别间和

民族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８］；对４项特征之间的两两指标 进 行Φ相 关 分 析，以 遗 传 平 衡 定 律 为 依 据，计 算 其 中３项 特 征 的

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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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４项人类遗传学特征的调查结果

４项人类遗传学特征调查结果列于表１．
表１　湖南省苗族４项遗传学特征调查结果 ｎ，％

蒙古褶

有 无

上眼睑皱褶

有 无

铲型门齿

有 无

耳垂

有 无

男
２６０　 ５　 １３４　 １３１　 ２３５　 ３０　 ２３０　 ３５
９８．１１　 １．８９　 ５０．５７　 ４９．４３　 ８８．６８　 １１．３４　 ８６．７９　 １３．２１

女
３１４　 ９　 １９０　 １３３　 ２９０　 ３３　 ２６１　 ６２
９７．２１　 ２．７９　 ５８．８２　 ４１．１８　 ８９．７８　 １０．２２　 ８０．８０　 １９．２０

合计
５７４　 １４　 ３２４　 ２６４　 ５２５　 ６３　 ４９１　 ９７
９７．６２　 ２．３８　 ５５．１０① ４４．９０　 ８９．２８　 １０．７２　 ８３．５０　 １６．５０

　　　　注　①Ｐ＜０．０５．性别间差异显著

（１）蒙古褶．由表１可见，有蒙古褶率为９７．６２％，其中男性为９８．１１％，女性为９７．２１％．苗族男女性别之间蒙古褶出现

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Ｘ２＝０．５０８，Ｐ＞０．０５）．
蒙古褶在西方人群中出现频率低，但是在蒙古人种的多数人群中出现率高．与我国其他民族相比，本调查结果蒙古褶出

现率（９７．６２％）与 汉 族（９７．８３％）、蒙 古 族（９７．８４％）、鄂 伦 春 族（９８．００％）、科 尔 沁 蒙 古 族（９７．１２％）、呼 和 浩 特 市 回 族

（９６．７８％）、达斡 尔 族（９６．２９％）、朝 鲜 族（９６．２３％），藏 族（９６．６５％）接 近，而 高 于 兴 安 盟 汉 族（９２．２４％）、广 西 瑶 族

（８７．１７％）和吉林满族（７７．４５％）．［１－４］

（２）上眼睑皱褶．由表１可见，上眼睑皱褶出现率为５５．１０％，其中男性为５０．５７％，女性为５８．８２％．经Ｘ２ 检验，苗族男

女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Ｘ２＝４．０１，Ｐ＜０．０５）．
与我国其他民族相比，上眼睑 皱 褶 出 现 率（５５．１０％）低 于 鄂 尔 多 斯 蒙 古 族（８１．６９％）、汉 族（８５．２５％）、科 尔 沁 蒙 古 族

（８５．３２％）、呼和浩特市回族（８２．４７％）、鄂温克族（８１．９９％）、朝鲜族（７８．５０％）、达斡尔族（７５．４６％）；与鄂伦春族（５２．００％）

接近，但高于吉林满族（３８．９９％）．［１－４］

（３）铲型门齿．由表１可见，铲型门齿出现率为８９．２８％，其中男性为８８．６８％，女性为８９．７８％．经Ｘ２ 检验，苗族男女间

无显著性差异（Ｘ２＝０．１９，Ｐ＞０．０５）．铲型门齿是蒙古人种的重要遗传特征，其遗传方式尚待进一步 研 究［１］．中 国 绝 大 多 数

人是铲型门齿，而白种人有铲型门齿的只占８．４％，黑人只占１１．６％［９］．
与我国其他民族相比，铲型门 齿 出 现 率（８９．２８％）与 鄂 尔 多 斯 蒙 古 族（９１．５４％）、兴 安 盟 蒙 古 族（９１．６３％）、达 斡 尔 族

（８９．６９％）相近，低于鄂伦春族（９９．００％）、朝鲜族（９４．３６％），高于鄂温克族（８７．２７％）．［１－２］

（４）耳垂类型．由表１可见，耳垂出现率为８３．５０％，其中男性为８６．７９％，女性为８０．８０％．Ｘ２ 检验显示，苗族男女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Ｘ２＝３．９２，Ｐ＞０．０５）．
与我国其他民族相比，耳垂出现率（８３．５０％）高于鄂伦春族（８０．００％）、朝 鲜 族（７７．０４％）、科 尔 沁 蒙 古 族（７６．４１％）、达

斡尔族（７２．９９％）、吉林满族（４８．４４％），与鄂温克族（８３．５４％）、汉族（８２．８６％）、鄂尔多斯蒙古族（８３．８６％）接近．［１－２，４］

２．２　３项遗传学特征的基因频率

已有研究证实，有蒙古褶对无蒙古褶为显性性状，有上眼睑皱褶对无上眼睑皱褶为显性性状，有耳垂类型对无耳垂类型

为显性性状，但铲型门齿的遗传方式尚待进一步研究［１］．
基因频率（ｇｅｎ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是指在一群体中某一等位基因中的一种基因在该基因位点上可能有的基因数与总基因数的

比率．基因频率是表示群体遗传组成的基本数量，也是决定一个群体性质的基本因素．环境条件稳定且遗传结构不变时，基

因频率也就不会改变．在群体中任何一个位点的全部等位基因频率之和等于１或１００％．

３项遗传学特征（蒙古褶、上眼睑皱褶、有耳垂型）的基因频率统计 结 果 表 明：控 制 蒙 古 褶 性 状 的 等 位 基 因 中，显 性 基 因

为０．８５１　２，隐性基因为０．１４８　８；控制上眼睑皱褶性状的 等 位 基 因 中，显 性 基 因 为０．６４７　１，隐 性 基 因 为０．３５２　９；控 制 有 耳 垂

型性状的等位基因中，显性基因为０．５９１　７，隐性基因为０．４０８　３．

２．３　４项遗传学特征间的相关分析

对４项遗传学特征进行了Φ相关分析．Φ相关是根据Ｘ２ 检验值来进行判断的一种相关分析方法．当２个变量Ｘ２ 值具

显著性差异时，表明二者具有相关，否则不具相关．４项遗传学特征的相关分析结果列于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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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湖南省凤凰县苗族４项遗传学特征的相关分析结果

蒙古褶

有 无

上眼睑皱褶

有 无

铲型门齿

有 无

上眼睑皱褶

有 ３１４　 １０
无 ２６０　 ４
Ｘ２　 １．５５３

铲型门齿

有 ５１４　 １１　 ２８２　 ２４３
无 ６０　 ３　 ４２　 ２１
Ｘ２　 １．７１８　 ３．８１９

耳垂

有 ４７９　 １２　 ２７５　 ２１５　 ４４０　 ５１
无 ９５　 ２　 ４８　 ５０　 ８５　 １２
Ｘ２　 ０．０４１　 １．６８３　 ０．２９９

由表２可见，任意２个遗传学特征的Ｘ２值都小于３．８１９，Ｐ值均大于０．０５．Φ相关分析表明，苗族４项遗传学特征彼此

之间无相关关系．

３　结语

调查对象多数具有蒙古褶，铲型门齿和耳垂．４项遗传学特征中，上 眼 睑 皱 褶 出 现 率 男 女 性 别 间 具 有 显 著 差 异，而 蒙 古

褶、铲型门齿、耳垂类型不存在性别间差异．苗族与汉族之间，４项特 征 均 无 显 著 性 差 异，说 明 苗 族 与 汉 族 人 群，这４项 人 类

遗传学特征的稳定性较好．蒙古褶、铲型门齿、耳垂类型在汉族与苗族人群中 的 出 现 率 相 接 近．４项 群 体 遗 传 学 特 征 之 间 不

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它们是彼此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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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ｎａ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１）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ｌｅａｔ　ｗａｓ　９７．６２％，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ｙｅ　ｆｏ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ｅｙｅｌｉｄ　ｗａｓ　５５．１０％，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ｈｏｖｅｌ　ｆｒｏｎｔ　ｔｏｏｔｈ　ｗａｓ　８９．２８％，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ｏｂｅ　ｗａｓ　８３．５０％；２）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ｌｅａｔ，ｓｈｏｖｅｌ　ｆｒｏｎｔ　ｔｏｏｔｈ，ｅａｒｌｏｂｅ（Ｐ＞０．０５）；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ｅｙｅ　ｆｏ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ｐ－
ｐｅｒ　ｅｙｅｌｉ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５０．５７％）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５８．８２％）；４）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ｐｌｅａｔ；ｅｙｅｆｏ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ｅｙｅｌｉｄ；ｓｈｏｖｅｌ　ｆｒｏｎｔ　ｔｏｏｔｈ；ｅａｒｌｏｂｅ；

Ｍｉａ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　易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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