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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地区藏族１３项人类群体

遗传学指标的研究

张兴华１，　郑连斌１，　陆舜华２，　罗东梅１，　于会新１，　王志博１，　武亚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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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查了西藏林芝地区４９２例（男１８３例，女３０９例）藏族中学生的１３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

标．研究结果如下：（１）内眦褶、上眼睑皱褶、门齿类型、鼻梁类型和环食指长率在男女性别之间

存在显著性差异；（２）林芝藏族有内眦褶、凸鼻梁、有耳垂、过伸型拇指和扁型指甲率在我国族群

中居较低水平，有上眼睑皱褶、窄鼻孔、卷发和拇趾长率在我国族群中居较高水平，有铲型门齿、

突型下颏、尖发际和环指长率在我国族群中居中等水平；（３）林芝藏族头面部９项指标彼此相关

性较小，与手足相关的４项指标间无相关性．聚类分析表明，林芝地区藏族的１３项遗传指标与

北方族群有较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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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藏族，约有人口５４１６０２１人（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

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西藏在藏语中称为“蕃”，生活在这里的藏

族自称“蕃巴”．藏族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藏语称“囊巴曲”，俗称“喇嘛教”．藏族主要从事

畜牧业，兼营农业．糌粑是藏族农区的主要食品．牧区的主食为牛羊肉．藏族喝酥油茶，且喜

饮青稞酒．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
［１］．位于康区与卫藏交接

的林芝一带的藏族习惯上称为工布藏族．“工布”一词为古时部落名称．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独特的生物学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系统研究，可以探

讨各群体的起源以及群体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其中外部形态特征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经典

指标．林芝藏族１３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头面部９项指标、与手足相关的４项指标）的资

料尚未见报道．为此，我们对其进行了调查，以丰富我国的人类群体遗传学资料，为中国人类

群体遗传学数据库提供一份翔实的资料．

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于２００７年６月赴西藏林芝地区调查了４９２例（男１８３例，女３０９例）藏族高中学生的１３

项人类群体遗传学经典指标（内眦褶、上眼睑皱褶、门齿类型、鼻梁类型、鼻孔形状、下颏类

型、耳垂类型、额头发际、头发类型、拇指类型、环食指长、指甲形状和足趾长）．被调查者身体

健康，父母均为林芝藏族．本次调查按学术界公认的方法进行
［２４］．调查数据使用Ｅｘｃｅｌ，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处理．采用狌检验和χ
２ 检验的方法分别进行性别间和群体间的差异性检验．

２　结果与讨论

林芝藏族１３项遗传指标的出现率及性别间χ
２ 检验见表１．

本文选用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５，６］、兴安盟朝鲜族［７］、

兴安盟汉族［７］、科尔沁蒙古族［７］、呼和浩特回族［４，７］、鄂尔多斯蒙古族［７］、伊克昭盟汉族［７］、锡

林郭勒蒙古族［７］、察哈尔蒙古族［７］、乌拉特蒙古族［７］、巴彦淖尔盟汉族［７］、阿拉善蒙古族［８，９］、

阿拉善盟汉族［８，９］、巴尔虎蒙古族［１０，１１］、厄鲁特蒙古族［１０，１１］以及布里亚特蒙古族［１０，１１］１８个

北方族群的１３项遗传指标的出现率与林芝藏族进行比较（狌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我国现在发表的１３项遗传指标的资料，主要为北方族群资料，并且北方族群资料完整，

利于列表与聚类分析．南方族群现有的１３项遗传指标的资料，零散而不完整，故此不列入表

中，只做狌检验，在文中与林芝藏族进行比较．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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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林芝藏族１３项遗传指标的出现率

Ｔａｂ．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１３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ＺａｎｇｉｎＬｉｎｚｈｉ

遗传指标 分型
男性（１８３）

人数（狀） 频率／％

女性（３０９）

人数（狀） 频率／％

合计（４９２）

人数（狀） 频率／％
χ
２

内眦褶
有

无

１１４

６９

６２．３０

３７．７０

１５７

１５２

５０．８１

４９．１９

２７１

２２１

５５．０８

４４．９２
６．１３

上眼睑皱褶
有

无

１４０

４３

７６．５０

２３．５０

２６０

４９

８４．１４

１５．８６

４００

９２

８１．３０

１８．７０
４．４１

门齿类型
铲型

平型

１７６

７

９６．１７

３．８３

２７３

３６

８８．３５

１１．６５

４４９

４３

９１．２６

８．７４
８．８２

鼻梁类型
凸型

非凸型

４６

１３７

２５．１４

７４．８６

２６

２８３

８．４１

９１．５９

７２

４２０

１４．６３

８５．３７
２５．７３

鼻孔形状
宽型

窄型

１０９

７４

５９．５６

４０．４４

２０５

１０４

６６．３４

３３．６６

３１４

１７８

６３．８２

３６．１８
２．２９

下颏类型
突型

非突型

３５

１４８

１９．１３

８０．８７

７１

２３８

２２．９８

７７．０２

１０６

３８６

２１．５４

７８．４６
１．０１

耳垂类型
有

无

１３９

４４

７５．９６

２４．０４

２３１

７８

７４．７６

２５．２４

３７０

１２２

７５．２０

２４．８０
０．０９

额头发际
有尖

无尖

６９

１１４

３７．７０

６２．３０

１１７

１９２

３７．８６

６２．１４

１８６

３０６

３７．８０

６２．２０
０．００

头发类型
卷

直

５４

１２９

２９．５１

７０．４９

７１

２３８

２２．９８

７７．０２

１２５

３６７

２５．４１

７４．５９
２．５９

拇指类型
直

过伸

１５７

２６

８５．７９

１４．２１

２６８

４１

８６．７３

１３．２７

４２５

６７

８６．３８

１３．６２
０．０９

环食指长
环指长

食指长

１７０

１３

９２．９０

７．１０

２６１

４８

８４．４７

１５．５３

４３１

６１

８７．６０

１２．４０
７．５２

指甲形状

长型

方型

扁型

９３

７６

１４

５０．８２

４１．５３

７．６５

１７０

１２３

１６

５５．０２

３９．８０

５．１８

２６３

１９９

３０

５３．４５

４０．４５

６．１０

１．２３

足趾长
拇趾长

二趾长

１２４

５９

６７．７６

３２．２４

２０２

１０７

６５．３７

３４．６３

３２６

１６６

６６．２６

３３．７４
０．２９

注：为差异显著（０．０１＜犘＜０．０５）；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

２．１　头面部９项遗传学指标

２．１．１　内眦褶

内眦褶，亦称蒙古褶．其发达程度有明显的族群差异，最常见于中亚、北亚和东亚等地区

的蒙古人种中．一般说来，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及非洲人等都没有内眦褶，但

非洲的布须曼人有内眦褶．内眦褶有明显的年龄变化．在蒙古人种中，儿童有眦褶率较高，随

着年龄的增长，有眦褶率逐渐下降［３］．人类的内眦褶可能与风沙地带的气候有关．这种结构

有利于保护眼睛免受风沙、尘土袭击［１２］．林芝藏族有眦褶率为５５．０８％．男女间比较存在性

别间差异．根据狌检验，林芝藏族中学生有眦褶率与湖南侗族（５６．５２％）
［１３］、湖南苗族

（５３．２７％）
［１４］和宁夏回族（６１．４４％）

［１５］接近，低于贵州布依族（８２．１９％）
［１６］、湖南汉族

（７３．００％）
［１３］和宁夏汉族（７３．０６％）

［１５］，亦远低于表２中的１８个族群．总的来说，林芝藏族

中学生有眦褶率在我国同年龄族群中处于较低水平．

目前认为有眦褶对无眦褶为显性性状［１７］．林芝藏族内眦褶基因频率 Ｍ＝０．３２９８，ｍ＝

０．６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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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林芝藏族与１８个族群１３项遗传学指标出现率的比较（狌检验）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１３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Ｚａｎｇ

ｏｆＬｉｎｚｈｉｗｉｔｈ１８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狌ｔｅｓｔ） ％

族群 人数
有内

眦褶

有上眼

睑皱褶

铲型

门齿
凸鼻梁 窄鼻孔

突型

下颏
有耳垂

发际

有尖
卷发

过伸

拇指
环指长

扁型

指甲
拇趾长

呼盟鄂温克族 ３３２８８．５１ ８１．９９ ８７．２７ １４．６０ ４６．８９２３．９１ ８３．５４４２．２４ １０．５６２８．２０９５．９６１４．９１５１．８６

呼盟达斡尔族 ４８５９６．２９ ７５．４６ ８９．６９ １５．６７ ３５．２６ １９．１８ ７２．９９ ４７．６３ ６．３９３６．９１９２．９９１２．１７５９．７９

呼盟鄂伦春族 １００９８．００ ５２．００９９．００１６．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２．００８０．００ ５６．００１２．００２６．００８９．００ ８．００ ５９．００

兴安盟朝鲜族 ４７９９６．０３ ７８．５０ ９４．３６ ３０．４８２１．５３２５．２６ ７７．０４ ４４．８９ １２．７４４３．６３９４．１５ ６．２６ ５１．５７

呼和浩特回族 ４７５９６．８０ ８２．４０ ９０．０１ １６．８４ ２１．０５３１．５８５９．４８２１．０５１１．７９４８．２３８３．９２ １３．０５５６．００

巴尔虎蒙古族 ４１３９６．６１ ８４．５０ ８９．３５ １６．４７ ３３．４１ ３７．０５７７．９７ ４４．３１ ９．９３４４．３１９５．６４１７．９２５９．５６

厄鲁特蒙古族 ４２６９７．７７ ８１．２２ ８４．９８２２．０７３０．５２ １５．４９ ８０．２８ ４３．６６ ７．９８３８．０３９３．９０１３．６２６１．６７

布里亚特蒙古族 １０８９４．４４ ７５．００ ９５．９３ ２１．３０ ３６．１１ ２５．００ ７５．９３ ２８．７０ １１．１１４６．３０９９．０７１４．８２５５．５６

科尔沁蒙古族 ７２９９７．１２ ８５．３２ ９１．６３ ２１．６７２８．９４２２．０９ ７６．４１ ４９．１１ ９．３３３８．４１９５．２０１２．２１６２．２６

锡林郭勒蒙古族 ５２２９４．８３ ７２．４１９２．５３ １８．７７ ３０．２７ ２４．９０ ８４．６７４９．６２１５．７１３６．４０９５．４１ ４．３３ ６０．７３

察哈尔蒙古族 ２８７９３．７３ ６３．４２９１．２９ ２１．６０ ３１．３６ ２９．２７ ８３．６２５４．３６１９．８６ ３３．１０９１．６４ ６．２７ ５６．７９

鄂尔多斯蒙古族 ５０８９７．８４ ８１．６９ ９１．５４ ８．４７２５．２０１５．９５ ８３．８６４９．４１１９．６９ ３２．６８９２．３２ １０．２４ ５０．９８

乌拉特蒙古族 ４７４９０．５１ ７８．０６ ８０．８０１１．１８ ２８．２７２５．７４ ７３．８４ ３８．８２ １６．６７３４．８１９０．７２ １２．６６５４．６４

阿拉善蒙古族 ４４７８９．４９ ８２．１０ ９１．９５ ２２．１５３４．００ ２３．０４ ８０．５４ ４３．６２ １５．５１５１．２３８９．４９ １４．９９５３．９２

兴安盟汉族 ６４４９２．２４ ８７．８９９０．９９ １６．９３ ３１．６８ ２４．５３ ７５．００ ５０．６２１１．６５４５．６５８５．８７ ７．６１ ５７．１４

伊盟汉族 ４６１９７．８３ ８５．２５ ８８．７２ １３．６７ ２４．９５１６．０５ ８２．８６４８．５９１４．７５３２．５４８８．０７ ７．５９ ５７．０５

巴盟汉族 ５０８９３．６２ ８０．７１ ９１．７３ １６．９３ ２５．２０１８．１１ ７３．８２ ３６．８１ １２．２１３０．７１８９．９６ ８．０７ ６０．８３

阿盟汉族 ４１４９６．１４ ８１．８８ ９３．４８ ２０．２９ ２７．７８２０．０５ ８４．７８４６．６２ ９．９０３４．３０８７．６８ ７．４９ ６７．１５

注：林芝藏族与表中民族的差异性检验，为差异显著（０．０１＜犘＜０．０５），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

２．１．２　上眼睑皱褶

上眼睑有皱褶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１８］．林芝藏族上眼睑皱褶率为８１．３０％，男女性别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根据狌检验，林芝藏族上眼睑皱褶率高于海南汉族（７５．８４％）
［１９］、河北汉族

（５７．６０％）
［２０］、河北蒙古族（３５．６８％）

［２０］、湖北汉族（７０．５６％）
［２１］、宁夏回族（７１．８１％）

［１５］、宁夏汉族

（７２．０５％）
［１５］、呼盟达斡尔族、呼盟鄂伦春族、锡林郭勒蒙古族和察哈尔蒙古族，低于贵州布依族

（９４．３７％）
［１６］和兴安盟汉族，与河北满族（７８．０８％）

［２０］、湖南汉族（８４．０２％）
［１３］、湖南侗族

（８２．３４％）
［１３］、湖南苗族（７７．２６％）

［１４］及表２中另外１３个族群较为接近．总的来说，林芝藏族上眼

睑皱褶率在我国同年龄组族群中处于较高水平．

目前认为有皱褶对无皱褶为显性性状［１７］．林芝藏族上眼睑皱褶基因频率Ｅ＝０．５６７６，

ｅ＝０．４３２４．

２．１．３　门齿类型

上门齿的舌面，边缘嵴发达，舌窝明显，因而常呈铲形．上门齿铲形的出现率，在各人种之间

有明显的差异，蒙古人种出现率最高，黑色人种次之，白色人种最低．所以它是蒙古人种重要的种

族特征之一［３］．林芝藏族铲形门齿率为９１．２６％，男女性别间存在极显著差异．根据狌检验，林芝

藏族铲形门齿率低于呼盟鄂伦春族，高于湖南苗族（６４．３８％）
［２２］、湖南侗族（６１．５９％）

［２２］、海南汉

族（８０．４６％）
［１９］、厄鲁特蒙古族和乌拉特蒙古族，与贵州布依族（９３．７５％）

［１６］及表２中另外１５个

族群接近．总的来说，林芝藏族铲形门齿率在国内族群中居中等水平．

２．１．４　鼻梁类型

林芝藏族突鼻梁出现率为１４．６３％，男女性别间存在极显著差异．根据狌检验，林芝藏族突鼻

梁出现率低于贵州毛南族（２２．２８％）
［２３］、贵州彝族（２６．６７％）

［２４］、贵州土家族（３８．５７％）
［２４］、贵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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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２８．５２％）
［２４］、贵州汉族（３４．７８％）

［２４］、湖南苗族（３０．００％）
［２２］、湖南侗族（３４．１５％）

［２２］、宁夏回族

（１９．７３％）
［１５］、宁夏汉族（２９．６２％）

［１５］、兴安盟朝鲜族、厄鲁特蒙古族、科尔沁蒙古族、察哈尔蒙古

族和阿拉善蒙古族，高于贵州侗族（１０．１０％）
［２３］、贵州白族（６．３３％）

［２４］、鄂尔多斯蒙古族．林芝藏

族的突鼻梁出现率与贵州仡佬族（１９．４４％）
［２４］、贵州穿青人（１６．６７％）

［２４］、海南汉族（１３．０６％）
［１９］、

贵州苗族（１６．０８％）
［２３］、贵州水族（１３．０２％）

［２３］、贵州布依族（１０．３１％）
［１６］及表２中另外１２个族群

接近．总起来看，林芝藏族突鼻梁出现率在国内族群中居较低水平．

目前认为鼻梁类型中凸型对非凸型为显性性状［１８］．林芝藏族鼻梁类型的基因频率Ｎ＝

０．０７６０，ｎ＝０．９２４０．

２．１．５　鼻孔形状

林芝藏族窄鼻孔出现率为３６．１８％，远低于宽鼻孔率６３．８２％，男女性别间无显著性差异．根

据狌检验，林芝藏族窄鼻孔出现率低于新疆维吾尔族（４５．５６％）
［２５］、新疆哈萨克族（４９．５２％）

［２５］、

新疆柯尔克孜族（７９．７８％）
［２５］、湖南苗族（５３．１３％）

［２２］、宁夏回族（６４．８９％）
［１５］、宁夏汉族

（４５．７９％）
［１５］和呼盟鄂温克族，而与新疆塔吉克族（４０．７３％）

［２５］、贵州土家族（３０．３％）
［２４］、贵州白

族（１３．８６％）
［２４］、呼盟达斡尔族、呼盟鄂伦春族、巴尔虎蒙古族、厄鲁特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

察哈尔蒙古族、阿拉善蒙古族和兴安盟汉族较为接近．林芝藏族窄鼻孔出现率均高于贵州苗族

（１５．６７％）
［２３］、贵州水族（５．４１％）

［２３］、贵州毛南族（１２．７３％）
［２３］、贵州侗族（９．６１％）

［２３］、贵州仡佬族

（２９．１７％）
［２４］、贵州彝族（３１．１９％）

［２４］、贵州回族（５．２５％）
［２４］、贵州穿青人（１４．００％）

［２４］、贵州汉族

（１３．６１％）
［２４］、贵州布依族（１４．６９％）

［１６］、海南汉族（７．４０％）
［１９］、湖南侗族（１３．４１％）

［２２］及表２中的

另外９个族群．总的来说，林芝藏族窄鼻孔率在国内族群中居较高水平．

按照鼻孔形状中宽型对窄型为显性性状遗传方式［１８］，林芝藏族鼻孔形状的基因频率 Ｗ＝

０．３９８５，ｗ＝０．６０１５．

２．１．６　下颏类型

林芝藏族突型下颏率为２１．５４％．根据狌检验，林芝藏族突型下颏率高于海南汉族

（１０．１７％）
［１９］、厄鲁特蒙古族、鄂尔多斯蒙古族、察哈尔蒙古族和伊盟汉族，低于贵州彝族

（５８．０５％）
［２６］、贵州白族（５０．８６％）

［２６］、湖南苗族（３６．５６％）
［２２］、湖南侗族（４３．２９％）

［２２］、呼盟鄂伦春

族、呼和浩特回族、巴尔虎蒙古族和察哈尔蒙古族，与布依族（２３．１３％）
［１６］及表２中的另外９个族

群比较接近．总之，林芝藏族突型下颏率在国内族群中居中等水平．

根据下颏类型中突型下颏对非突型下颏为显性性状遗传方式［７］，林芝藏族下颏类型的基因

频率Ｃ＝０．１１４２，ｃ＝０．８８５８．

２．１．７　耳垂类型

林芝藏族有耳垂率为７５．２０％，男女间不存在性别间差异．根据狌检验，林芝藏族有耳垂率高

于呼和浩特回族、贵州土家族（６２．８１％）
［２４］、河北汉族（６６．６７％）

［２０］、河北满族（５２．０５％）
［２０］、湖北

汉族（５３．２９％）
［２１］、湖南汉族（５７．３０％）

［１３］和宁夏汉族（５７．５８％）
［１５］，低于贵州仡佬族

（９０．６３％）
［２４］、贵州彝族（８６．６７％）

［２４］、贵州白族（８６．１４％）
［２４］、贵州回族（８７．５４％）

［２４］、贵州穿青人

（９３．３３％）
［２４］、贵州汉族（８０．９１％）

［２４］、海南汉族（６５．７８％）
［１９］、湖南侗族（８４．７８％）

［１３］、呼盟鄂温克

族、锡林郭勒蒙古族、察哈尔蒙古族、鄂尔多斯蒙古族、伊盟汉族、阿盟汉族和阿拉善蒙古族，并且

与贵州布依族（７０．６２％）
［１６］、宁夏回族（７９．５２％）

［１５］、河北蒙古族（７４．５９％）
［２０］及表２中另外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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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接近．与国外民族比较，林芝藏族有耳垂率高于巴基斯坦人（５３．２９％）
［２７］、日本人（３２．９％）

［２８］

和印度人（３５．６０％～５５．０７％）
［２９］．总的来看，林芝藏族有耳垂率在国内外族群中居偏低水平．

按照耳垂类型有耳垂对无耳垂为显性性状遗传方式［１８］，林芝藏族耳垂类型的基因频率Ｌ＝

０．５０２０，ｌ＝０．４９８０．

２．１．８　额头发际

林芝藏族尖形发际率为３７．８０％，男女间无性别差异．根据狌检验，林芝藏族尖形发际率高于

贵州毛南族（２４．６３％）
［３０］、贵州苗族（２８．７９％）

［３１］、贵州水族（２１．５１％）
［３１］、新疆维吾尔族

（１９．４５％）
［２５］、新疆哈萨克族（１８．２３％）

［２５］、新疆柯尔克孜族（４．６８％）
［２５］、贵州布依族

（２８．７５％）
［１６］、贵州彝族（２０．５５％）

［２６］、贵州白族（１７．２０％）
［２６］、宁夏回族（２７．９３％）

［１５］和呼和浩特

回族，接近于海南汉族（３５．９５％）
［１９］、湖南苗族（３７．３８％）

［１４］、宁夏汉族（３６．０３％）
［１５］、呼盟鄂温克

族、厄鲁特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乌拉特蒙古族、阿拉善蒙古族和巴盟汉族，但是低于河北汉

族（５７．０２％）
［２０］、河北满族（６４．３８％）

［２０］、河北蒙古族（６０．００％）
［２０］、湖北汉族（６１．７８％）

［２１］、湖南汉

族（５６．２０％）
［１３］、湖南侗族（６７．６６％）

［１３］及表２中的另外１１个族群．总的来看，林芝藏族尖形发际

率在国内族群中处于中等水平．

按照额头发际中有尖型发际对无尖型发际为显性性状遗传方式［３２］，林芝藏族额头发际的基

因频率Ｆ＝０．２１１３，ｆ＝０．７８８７．

２．１．９　头发类型

林芝藏族卷发出现率为２５．４１％，远低于直发出现率７４．５９％，男女无性别间差异．根据狌检

验，林芝藏族卷发率接近于宁夏回族（２１．８１％）
［１５］和察哈尔蒙古族，高于贵州布依族（７．５％）

［１６］、

贵州苗族（１０．７２％）
［２３］、贵州水族（３．９３％）

［２３］、贵州毛南族（１３．２６％）
［２３］、贵州侗族（１０．３４％）

［２３］、

贵州仡佬族（５．２１％）
［２４］、贵州彝族（７．８６％）

［２４］、贵州土家族（１２．４％）
［２４］、贵州白族（３．９２％）

［２４］、贵

州回族（２．３０％）
［２４］、贵州穿青人（３．３３％）

［２４］、贵州汉族（６．２４％）
［２４］、海南汉族（９．６０％）

［１９］、河北汉

族（９．３６％）
［２０］、河北满族（１８．２６％）

［２０］、河北蒙古族（４３．２４％）
［２０］、湖南汉族（９．９２％）

［１３］、湖南侗族

（１３．０４％）
［１３］、湖南苗族（９．３８％）

［１４］、宁夏汉族（１５．８２％）
［１５］及表２中另外１７个族群．总的说来，林

芝藏族卷发率在国内诸族群中处于最高水平．

按照头发类型中卷发对直发为显性性状遗传方式［１８］，林芝藏族头发类型的基因频率Ｈ＝

０．１３６３，ｈ＝０．８６３７．

２．２　手足相关的４项遗传学指标

２．２．１　拇指类型

林芝藏族过伸型拇指率为１３．６２％，远低于直型拇指率为８６．３８％．根据狌检验，与国内族群

比较，林芝藏族过伸型拇指率与贵州布依族（１４．０６％）
［３３］、新疆维吾尔族（１５．９５％）

［２５］接近，而低

于宁夏回族（４２．６２％）
［３４］、宁夏汉族（３８．１６％）

［３４］、山西汉族（４３．３３％）
［３５］、新疆哈萨克族

（１９．８３％）
［２５］、新疆柯尔克孜族（１９．２３％）

［２５］、新疆塔吉克族（２１．８５％）
［２５］、贵州彝族（６１．０２％）

［２６］、

贵州白族（５５．５３％）
［２６］、广西壮族（３８．４８％）

［３６］、广西苗族（５１．２５％）
［３６］、贵州毛南族（５６．０５％）

［３０］、

湖北汉族（４２．１２％）
［２１］、湖南汉族（６６．６７％）

［１３］、湖南侗族（６６．０３％）
［１３］、湖南苗族（３７．３８％）

［１４］及

表２中的１８个族群．总的来说，林芝藏族过伸型拇指率在国内族群中居较低水平．

按照直型拇指对过伸型拇指为显性性状遗传方式［３２］，林芝藏族拇指类型的基因频率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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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０９，ｐ＝０．３６９１．

２．２．２　环食指长

林芝藏族环指长率为８７．６０％，远高于食指长率（１２．４０％），男女性别间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根据狌检验，与国内族群比较，林芝藏族环指长率与贵州彝族（８５．８１％）
［２６］、贵州白族

（８４．２８％）
［２６］、广西壮族（８６．０３％）

［３６］、贵州毛南族（８７．０５％）
［３０］、湖南侗族（８６．９６％）

［１３］、湖南苗族

（８４．７４％）
［１４］、宁夏汉族（８８．３２％）

［３４］、新疆哈萨克族（８５．１５％）
［２５］、呼盟鄂伦春族、呼和浩特回族、

察哈尔蒙古族、乌拉特蒙古族、阿拉善蒙古族、兴安盟汉族、伊盟汉族、巴盟汉族和阿盟汉族比较

接近，高于新疆维吾尔族（８３．３８％）
［２５］、宁夏回族（７８．５７％）

［３４］、山西汉族（７４．２１％）
［３５］、广西苗族

（８０．４１％）
［３６］和湖北汉族（７５．９５％）

［２１］，低于新疆柯尔克孜族（９７．８１％）
［２５］、新疆塔吉克族

（９６．２７％）
［２５］、贵州布依族（９４．６９％）

［３３］、湖南汉族（９２．８４％）
［１３］及表２中的另外９个族群．总的来

说，林芝藏族环指长率在国内诸族群中居中等水平．与国外族群比较，林芝藏族环指长率高于美

国白人（４２．１６％）
［３７］、加拿大人（４８．０４％）

［３８］、印度人（６３．７６％～７０．２１％）
［２９］和日本人

（８２．８％）
［３９］．

关于环食指长的遗传方式，有的学者认为食指与环指之间的长短关系表现为伴性遗传，控

制基因位于Ｘ染色体上．食指短于环指是隐性基因所决定的．食指长于环指是显性基因所决定

的［３２］．据此环食指长显性基因频率为Ｒ＝０．０７１０，隐性基因频率为ｒ＝０．９２９０．

还有的学者认为环食指长属于从性遗传，短食指在男性中是显性的，在女性中是隐性的［４０］．

２．２．３　指甲形状

林芝藏族指甲形状以长型居多（５３．４５％），方型次之（４０．４５％），扁型最少（６．１０％）．男女比较

不存在性别间差异．据狌检验，林芝藏族扁型指甲率与宁夏汉族（５．７２％）
［１５］、呼盟鄂伦春族、兴安

盟朝鲜族、锡林郭勒蒙古族、察哈尔蒙古族、伊盟汉族、巴盟汉族和阿盟汉族较为接近，但低于湖

南苗族（１７．８１％）
［４１］、湖南侗族（１８．２９％）

［４１］、贵州布依族（１４．６９％）
［３３］、宁夏回族（９．８４％）

［１５］及表

２中另外１０个族群．总起来看，林芝藏族扁型指甲率在国内诸族群中居较低水平．

２．２．４　足趾长

林芝藏族拇趾长率为６６．２６％，远高于二趾长率３３．７４％．由表２所示，林芝藏族拇趾长率与

湖南苗族（６１．８８％）
［４１］、呼盟鄂伦春族、厄鲁特蒙古族、科尔沁蒙古族、锡林郭勒蒙古族、巴盟汉族

和阿盟汉族接近，均高于贵州布依族（５１．８８％）
［３３］、贵州苗族（５８．４８％）

［３１］、贵州水族（５９．３５％）
［３１］

及表２中另外１２个族群，而低于湖南侗族（７８．９６％）
［４１］．总的来说，林芝藏族拇趾长率在国内诸族

群中处于较高水平．与印度人比较，林芝藏族拇趾长率亦低于印度人（７９．７１％～８８．４０％）
［２９］．

２．３　１３项遗传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林芝藏族两两类型间各组合特征的样本量及其相关分析的χ
２值见表３和表４．

由表３可知，林芝藏族头面部９项遗传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少，有内眦褶鼻孔形状、内眦褶

下颏类型、内眦褶额头发际、上眼睑皱褶鼻孔形状、上眼睑皱褶下颏类型５对性状存在极相关

性，仅有鼻孔形状额头发际、下颏类型额头发际２对性状存在相关性．

由表４可知，林芝藏族与手足相关的４项遗传指标间无相关性．

２．４　１９个族群１３项遗传指标的聚类分析

为了分析林芝藏族与其他族群在１３项遗传指标上的远近关系，我们选用了林芝藏族及１８

个北方族群（见表２）的１３项遗传指标值，采用差离平方和法（Ｗａｒｄ’ｓｍｅｔｈｏｄ）进行聚类分析．

聚类结果如图１所示，１９个族群可分为４组：鄂尔多斯蒙古族等９个族群为第１组；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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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等６个族群为第２组；锡林郭勒蒙古族等３个族群为第３组；林芝藏族单列为第４组．林芝

藏族１３项遗传指标与北方１８个族群有较大区别，不能聚为一类．

２．５　１３项群体遗传学经典指标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关于人类群体遗传学经典指标的分子遗传学研究，目前国内外较少．目前已知很多染色体畸

变都会出现内眦褶，如４ｐ
－、５ｐ

－、１３三体型、１３ｑ
－、１８ｐ

－、２１三体型、２２ｑ
－、ｔｕｒｎｅｒ综合症和ｘｘｘｘｘ

综合症等．人类手指、脚趾的发育及指长比性别差异的形成与Ｈｏｘ基因调控有关
［４２］．指长比也与

雄激素受体基因多态性有关［４３］．目前，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金力教授研究组正

着手做体表遗传指标与遗传基因相关性的工作．随着科技的进步，关于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的分

子遗传学研究，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表３　林芝藏族头面部９项遗传指标之间各组合特征的样本量（狀）及其相关分析的χ
２值

Ｔａｂ．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ｍ

内眦褶

有 无

上眼睑皱褶

有 无

门齿类型

铲 平

鼻梁类型

凸 非凸

鼻孔形状

宽 窄

下颏类型

突 非突

耳垂

有 无

额头发际

有尖　无尖

头发类型

卷 直

内眦褶
有 ２１６ ５５　 ２５１ ２０ ４６ ２２５ １８９ ８２ ７４ １９７ ２０２ ６９ １１９ １５２ ７１ ２００

无 １８４ ３７　 １９８ ２３ ２６ １９５ １２５ ９６ ３２ １８９ １６８ ５３ ６７ １５４ ５４ １６７

上眼睑皱褶
有

无
１．０１１

３６７

８２

３３

１０

６２

１０

３３８

８２

２６５

４３

１３５

４９

９７

９

３０３

８３

３０２

６８

９８

２４

１５６

３０

２４４

６２

１０５

２０

２９５

７２

门齿类型
铲

平
１．３９９ ０．６４４

７０

２

３７９

４１

２８５

２９

１６４

１４

９８

８

３５１

３５

３３７

３３

１１２

１０

１６９

１７

２８０

２６

１１７

８

３３２

３５

鼻梁类型
凸

非凸
２．６４４ １．２８４ ３．７５９

４２

２７２

３０

１４８

２１

８５

５１

３３５

５７

３１３

１５

１０７

２９

１５７

４３

２６３

２１

１０４

５１

３１６

鼻孔形状
宽

窄
　９．１５９ １２．１６２ ０．２６８ １．１００

７２

３４

２４２

１４４

２３７

１３３

７７

４５

１３２

５４

１８２

１２４

８３

４２

２３１

１３６

下颏类型
突

非突
　１１．８４８９．２６２ ０．２４１ ２．８９９ ０．９８５

８１

２８９

２５

９７

５１

１３５

５５

２５１

２２

１０３

８４

２８３

耳垂
有

无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０ ０．７１０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６

１４５

４１

２２５

８１

９７

２７

２７３

９５

额头发际
有尖

无尖
　９．５６８ １．２９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１９ ６．６１５ ６．１０６ １．２１６

４４

８１

１４２

２２５

头发类型
卷

直
０．２００ ０．８０３ １．１５０ ０．６２９ ０．４８３ １．５４３ ０．８１２ ０．４８４

注：为相关显著（０．０１＜犘＜０．０５）；为相关极显著（犘＜０．０１）

表４　林芝藏族与手足相关的４项遗传指标之间各组合特征的样本量（狀）及其相关分析的χ
２值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ｔｓ

拇指类型

直 过伸

环食指长

食指长 　环指长

指甲形状

　扁 非扁

足趾长

拇趾长 二趾长

拇指类型
直

过伸

５１ ３７４ ２８ ３９７ ２８７ １３８

１０ ５７ ２ ６５ ３９ ２８

环食指长
食指长

环指长
０．４５６

１ ６０ ４０ ２１

２９ ４０２ ２８６ １４５

指甲形状
扁

非扁
１．３１２ ２．４１７

２１ ９

３０５ １５７

足趾长
拇趾长

二趾长
２．２４９ ０．０１５ ０．２００

９５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

图１　１９个族群聚类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９ｅｔｈｎｉｃａｌｇｒｏｕｐｓ

［参　考　文　献］

［１］　杨圣敏．中国民族志［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ＹＡＮＧＳＭ．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ｚ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２］　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人体测量方法［Ｍ］．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

　ＷＵＲＫ，ＷＵＸＺ，ＺＨＡＮＧＺＢ．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３］　邵象清．人体测量手册［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５．

　ＳＨＡＯＸＱ．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ｙ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５．

［４］　郑连斌，陆舜华，李晓卉，等．汉、回、蒙古族拇指类型、环食指长、扣手、交叉臂及惯用手的研究［Ｊ］．遗传，１９９８，２０（４）：１２

１７．

　ＺＨＥＮＧＬＢ，ＬＵＳＨ，ＬＩＸＨ，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ｌｌ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ｐａｌｍａ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ｈａｎｄｃｌａｓｐｉｎｇ，ａｒｍｆｏ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ｎｄｅｄ

ｎｅｓｓｉｎＨａｎ，ＨｕｉａｎｄＭｏｎｇｏ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ｓ．１９９８，２０（４）：１２１７．

［５］　李咏兰，郑连斌，陆舜华，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１３项形态特征的研究［Ｊ］．人类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０（３）：２１７２２３．

　ＬＩＹＬ，ＺＨＥＮＧＬＢ，ＬＵＳＨ，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１３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Ｄａｕｒ，ＥｗｅｎｋｉａｎｄＯｒｏｑ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Ａｃｔ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１，２０（３）：２１７２２３．

［６］　ＺＨＥＮＧＬＢ，ＡＯＺＹ，ＷＯＪＹ，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ｏｔｔ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ｐａｌｍａｒ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ａ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ｅ，ｈａｎｄｃｌａｓｐｉｎｇ，ａｒｍｆｏｌｄ

ｉｎｇ，ｈａｎｄｅｄｎｅｓｓ，ｌｅｇｆｏ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ｉｄｅｔｙｐｅｉｎｔｈｅＤａｕ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Ａｎｚ，１９９９，５７（４）：３６１３６９．

［７］　栗淑媛，郑连斌，陆舜华，等．内蒙古１８个人群１３项遗传指标的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０４，２４（３）：２６２９．

　ＬＩＳＹ，ＺＨＥＮＧＬＢ，ＬＵＳＨ，ｅ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１３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１８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Ｉｎ

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２４（３）：２６２９．

［８］　栗淑媛，郑连斌，陆舜华，等．阿拉善盟蒙古族、汉族４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的调查［Ｊ］．生物学通报，２００１，３６（３）：１２１４．

　ＬＩＳＹ，ＺＨＥＮＧＬＢ，ＬＵＳＨ，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４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ＭｏｎｇｏｌａｎｄＨａｎｉｎＡｌｘａＬｅａｇｕｅ

［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３６（３）：１２１４．

［９］　陆舜华，李咏兰，郑连斌，等．内蒙古５个民族１２对性状的基因频率［Ｊ］．遗传，２００２，２４（２）：１４０１４２．

　ＬＵＳＨ，ＬＩＹＬ，ＺＨＥＮＧＬＢ，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１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Ｊ］．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ｓ，

２００２，２４（２）：１４０１４２．

［１０］　ＺＨＥＮＧＬＢ，ＨＡＮＺＺ，ＬＵＳＨ，ｅｔ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ｌｕｎｂｕｉｒＬｅａｇｕｅ，

０６１



第２期 张兴华，等：西藏林芝地区藏族１３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的研究

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ｈｉｎａ［Ｊ］．ＡｎｔｈｒｏｐＡｎｚ，２００２，６０（２）：１７５１８５．

［１１］　郑连斌，曹东宁，冯郁，等．呼伦贝尔盟蒙古族４项人类学特征的研究［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１，２１（１）：

４７５０．

　ＺＨＥＮＧＬＢ，ＣＡＯＤＮ，Ｆ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ｆｏｕ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Ｈｕｌｕｎｂｕｉｒ

Ｌｅａｇｕｅ，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２１（１）：４７５０．

［１２］　席焕久．医学人类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４．

　ＸＩＨ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４．

［１３］　佘朝文，皮建辉，舒孝顺，等．湖南汉族、侗族１６对遗传性状的调查［Ｊ］．遗传，２００１，２３（５）：４０６４０８．

　ＳＨＥＣＷ，ＰＩＪＨ，ＳＨＵＸＳ，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１６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ＨａｎａｎｄＤ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ｓ，２００１，２３（５）：４０６４０８．

［１４］　皮建辉，邓莉，余勇辉，等．湖南苗族１０对遗传性状的调查分析［Ｊ］．解剖学研究，２００７，２９（１）：６１６３．

　ＰＩＪＨ，ＤＥＮＧＬ，ＹＵＹＨ，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１０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Ｍｉａ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Ａｎａｔ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２９（１）：６１６３．

［１５］　焦海燕，彭亮，霍正浩，等．宁夏回、汉族１１项人类学特征的调查［Ｊ］．宁夏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２７（４）：２８７２９０．

　ＪＡＯＨＹ，ＰＥＮＧＬ，ＨＵＯＺＨ，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１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Ｈｕｉ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Ｈ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５，２７（４）：２８７２９０．

［１６］　张淑丽，郑连斌，陆舜华，等．布依族９项头面部群体遗传学特征的研究［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３

（２）：１９６１９９．

　ＺＨＡＮＧＳＬ，ＺＨＥＮＧＬＢ，ＬＵＳＨ，ｅｔ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ｎｉｎｅｈｅａｄｆａ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Ｂｏｕｙｅ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２３（２）：１９６１９９．

［１７］　杜传书，刘祖洞．医学遗传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

　ＤＵＣＳ，ＬＩＵＺ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３．

［１８］　人类遗传学编写组．人类遗传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Ｇｒｏｕｐ．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１９］　张燕，熊海波，孙焱，等．海口地区汉族８项遗传学指标的研究［Ｊ］．琼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１３（５）：１８２１．

　ＺＨＡＮＧＹ，ＸＩＯＮＧＨＢ，ＳＵＮＹ，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８ｇｅ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Ｈ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ｆｒｏｍＨａｉｋｏｕｒｅｇｉｏｎ［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１３（５）：１８２１．

［２０］　魏会平，刘继云，李继红，等．河北汉族、蒙族、满族三民族８对遗传性状基因频率分析［Ｊ］．张家口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９

（３）：１２．

　ＷＥＩＨＰ，ＬＩＵＪＹ，ＬＩＪＨ，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ｎ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ｎ８ｐａｉｒｓ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Ｈａｎ，Ｍｅ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ａｇｅ，２００２，１９（３）：１２．

［２１］　付四清，田虹，胡克清．湖北汉族１０对遗传性状的调查［Ｊ］．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４，２１（４）：２５０２５２．

　ＦＵＳＱ，ＴＩＡＮＨ，ＨＵＫＱ．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１０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Ｈａｎｏｆ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１（４）：２５０２５２．

［２２］　皮建辉，雷鸣枝，吴亿中，等．湖南苗族、侗族头面部１０项形态特征研究［Ｊ］．南华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６，３４（３）：３４７３５０．

　ＰＩＪＨ，ＬＥＩＭＺ，ＷＵＹＺ，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１０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ｈｅａｄｆａｃｅｏｆＭｉａｏａｎｄＤ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３４（３）：３４７３５０．

［２３］　张勋，余跃生，曹显明，等．贵州南部６个民族５对遗传性状的基因频率［Ｊ］．遗传，２００６，２８（４）：３９９４０２．

　ＺＨＡＮＧＸ，ＹＵＥＹＳ，ＣＡＯＸＭ，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ｆ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ｓｉ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Ｊ］．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ｓ，２００６，２８（４）：３９９４０２．

［２４］　余跃生，张艳丽，赵明未．贵州７个民族群体６对遗传性状的基因频率研究［Ｊ］．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０６，１３（２）：２２４２２７．

　ＹＵＹＳ，ＺＨＡＮＧＹＬ，ＺＨＡＯＭＷ．Ｓｔｕｄｙｏｎｇｅｎ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６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Ｊ］．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６，１３（２）：２２４２２７．

［２５］　阿不都拉·巴克，多力坤·买买提，吾司曼江，等．新疆四个民族中１２对遗传性状基因频率分布的研究［Ｊ］．遗传，１９９８，

２０（５）：３６３８．

　ＡＢＤＵＬＬＡＢＡＫＩ，ＤＯＬＩＫＵＮＭＡＴＩＹＵＰ，ＯＳＭＡＮ，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ｔｗｅｌｖｅｃｈａｒａｃ

１６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

ｔｅｒｓａｍｏｎｇｆｏｕｒ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Ｊ］．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ｓ，１９９８，２０（５）：３６３８．

［２６］　张庆忠，宋国琴，余跃生．贵州彝族、白族１６种遗传性状的基因频率［Ｊ］．解剖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３）：５０３５０６．

　ＺＨＡＮＧＱＺ，ＳＯＮＧＧＱ，ＹＵＹＳ．Ｇｅｎ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１６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ＹｉａｎｄＢａ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Ａｃｔａ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４０（３）：５０３５０６．

［２７］　ＭＩＡＮＡ，ＢＨＵＴＴＡ Ａ Ｍ，ＭＵＳＨＴＡＱ Ｒ．Ｇｅｎｅ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ｍｅ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ｕｎａｂ）：Ｃｏｌｏｕｒ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ｅａｒｌｏｂｅ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Ｊ］．ＡｎｔｈｒｏｐＡｎｚ，１９９４，５２（１）：１７２２．

［２８］　ＬＡＩＬＹＣ，ＷＡＬＳＨ ＲＪ．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ａｒｌｏｂｅｔｙｐｅｓ［Ｊ］．ＡｃｔａＧｅｎｅｔ，１９６６，１６：２５０２５７．

［２９］　ＤＡＴＴＡ Ｕ，ＭＩＴＲＡＭ，ＳＩＮＧＨＲＯＬＣ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ｉｎ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ｒｉ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ｔａｒ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ＭａｄｈｙａＰｒａｄｅｓｈ，Ｉｎｄｉａ［Ｊ］．ＡｎｔｈｒｏｐＡｎｚ，１９８９，４７（１）：５７７１．

［３０］　罗林，陆玉炯，刘静，等．贵州毛南族９项人类群体遗传学特征调查［Ｊ］．黔南民族医专学报，２００８，２１（２）：６５６８．

　ＬＵＯＬ，ＬＵＹＪ，ＬＩＵＪ，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ｉｎｅ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ｏｎ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ｉａｎｎ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８，２１（２）：６５６８．

［３１］　张庆忠，陆玉炯，宋国琴，等．贵州苗族、水族５项群体遗传学特征的研究［Ｊ］．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１（２）：

１８０１８３．

　ＺＨＡＮＧＱＺ，ＬＵＹＪ，ＳＯＮＧＧＱ，ｅｔａｌ．Ｆｉｖ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ｉａｏａｎｄＳｈｕ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３１（２）：１８０１８３．

［３２］　葛如陵，王育秀．人体一些单基因性状遗传分析［Ｊ］．生物学通报，１９９４，２９（１１）：３５．

　ＧＥＲＬ，ＷＡＮＧＹＸ．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ｍｅ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ｅ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ｄｙ［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２９（１１）：３５．

［３３］　张淑丽，郑连斌，陆舜华，等．布依族４项人类学特征的研究［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５（２）：２３２５．

　ＺＨＡＮＧＳＬ，ＺＨＥＮＧＬＢ，ＬＵＳＨ，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Ｂｏｕｙｅ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５（２）：２３２５．

［３４］　霍正浩，陈银涛，彭亮，等．宁夏回、汉族拇指类型、环食指长、扣手、交叉臂及惯用手的研究［Ｊ］．人类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１（４）：

３０７３１０．

　ＨＵＯＺＨ，ＣＨＥＮＹＴ，ＰＥＮＧＬ，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ｌｌ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ｐａｌｍａ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ｈａｎｄｃｌａｓｐｉｎｇ，ａｒｍｆｏ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ｎｄｅｄ

ｎｅｓｓｉｎＨｕｉａｎｄＨ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Ｎｉｎｇｘｉａ［Ｊ］．Ａｃｔａ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２，２１（４）：３０７３１０．

［３５］　李琪，郜刚，吕仙艳，等．山西汉族拇指类型、环食指长、扣手、交叉臂及惯用手的研究［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０５，１９（１）：９１９４．

　ＬＩＱ，ＧＡＯＧ，ＬＸＹ，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ｌｌ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ｐａｌｍａ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ｈａｎｄｃｌａｓｐｉｎｇ，ａｒｍｆｏ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ｈａｎｄｅｄｎｅｓｓｉｎ

Ｈ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９（１）：９１９４．

［３６］　黄秀峰，韦荣耀，莫锦丽，等．广西壮族和苗族人扣手、交叉臂、惯用手、环食指长及拇指类型的研究［Ｊ］．解剖学研究，

２００４，２６（４）：２７９２８０．

　ＨＵＡＮＧＸＦ，ＷＥＩＲＹ，ＭＯＪＬ，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ａｎｄｃｌａｓｐｉｎｇ，ａｒｍｆｏｌｄｉｎｇ，ｈａｎｄｅｄｎｅｓｓ，ｐａｌｍａ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ｄｐｏｌｌ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ｉｎＺ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Ｍｉａ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Ｊ］．Ａｎａｔｏｍ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２６（４）：２７９２８０．

［３７］　ＢＬＩＮＣＯＥ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ｈａｎｄ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ｄｉｓ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ｓ［Ｊ］．ＡｎａｔＲｅｃ，１９５９，１３３：５２７５３５．

［３８］　ＧＥＯＲＧＥＲ．Ｈｕｍａｎｆｉｎｇｅｒｔｙｐｅｓ［Ｊ］．ＡｎａｔＲｅｃ，１９３０，４６：１９９２０４．

［３９］　加加野武男．示指と环指との相对的长さ［Ｊ］．医学中央!

?，１９５８，１３９：８０６．

［４０］　埃尔罗德，斯坦斯菲尔德．遗传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ＳＵＳＡ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４１］　皮建辉，邓莉，雷鸣枝，等．湖南苗族、侗族５项人类群体遗传学特征的调查［Ｊ］．人类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６（２）：１７９１８２．

　ＰＩＪＨ，ＤＥＮＧＬ，ＬＥＩＭＺ，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ｉｖｅｈｕｍ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ａｏａｎｄＤ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６（２）：１７９１８２．

［４２］　Ｚ?Ｋ?ＮＹＪ，ＤＵＢＯＵＬＥＤ．Ｈｏｘｇｅｎｅ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Ｃｅｌｌａｎｄ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２９６：１９２５．

［４３］　ＭＣＬＮＴＹＲＥＭＨ．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ｉｇｉｔｒａｔｉｏｓａｓ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ｏｎ［Ｊ］．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２００６，２６：

４１０．

２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