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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 3个民族 10对性状的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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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了内蒙古兴安盟汉 、蒙古 、朝鲜族的 10对遗传性状 ,并计算了各民族每一性状的基因频率 ,同时也进行了民

族间基因频率的比较 。比较结果显示:汉族-朝鲜族间差异较大 ,蒙古族-朝鲜族间次之 ,汉族-蒙古族间差异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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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n genetic trai ts were investigated in Han , Mongol and Chaoxian nationalities in Xing'an League of In-
ner Mongolia.The gene frequency of the traits was calculated in each nationality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nation-
ali ties.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gene frequencybetweenHan and Chaoxian nationalities was signif-
icant , followed by between Mongol and Chaoxian ones , whileit was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between Han and Mon-
gol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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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些身体特征(如内眦褶 ,拇指类型)是

人类群体遗传学的重要指标 , 部分特征的遗传方式

现基本已成定论[1 ～ 8] , 在内蒙古兴安盟主要生活着

汉 、蒙古 、朝鲜族 。兴安盟汉族由我国河北 、山东等

地迁徙而来 ,蒙古族属原蒙古族“黄金家族”后裔 ,朝

鲜族为朝鲜半岛居民子孙。有关这 3个民族上述 10

对遗传性状的基因频率的报道尚未见到 。为此 , 我

们对它们进行了上述性状的调查研究 , 以探讨其基

因频率及民族间关系。

1 对 象与 方法

1998年 9月 , 我们在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当地中学调查了 10对遗传性状(卷舌 、发形 、前额发

际 、上眼睑皱褶 、内眦褶 、耳垂类型 、鼻梁侧面观 、鼻

孔形状 、拇指类型 、环食指长), 共获有效资料 1852

例 ,其中 ,汉族 644例(男 309例 ,女 335例),蒙古族

729例(男 345例 , 女 384例), 朝鲜族 479例(男 221

例 ,女 258例)。受试者身心健康 ,年龄为 11-20岁 ,

其父母均为同一民族 。本次调查按学术界公认的方

法进行
[ 9 ～ 11]

。

2 结 果 与讨 论

3个民族 10对性状的基因频率的调查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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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个民族 10对性状的基因频率
＊

性状
汉族 蒙古族 朝鲜族

人数 频率 人数 频率 人数 频率

卷舌
卷

非

508

136

0.5405
0.4595

569

160

0.5315
0.4685

401

78

0.5903
0.4097

发形
卷

直

75

569

0.0600
0.9400

68

661

0.0478
0.9522

61

418

0.0658
0.9342

前额发际
尖

非

326

318

0.2885
0.7115

358

371

0.2866
0.7134

215

264

0.2576
0.7424

上眼睑皱褶
有

无

566

78

0.6520
0.3480

622

107

0.6169
0.3831

376

103

0.5363
0.4637

内眦褶
有

无

594

50

0.7214
0.2786

708

21

0.8303
0.1697

460

19

0.8008
0.1992

耳垂类型
有

无

483

161

0.5000
0.5000

557

172

0.5143
0.4857

369

110

0.5208
0.4792

鼻梁侧面观
凸

直

109

535

0.0885
0.9115

158

571

0.1150
0.8850

146

333

0.1662
0.8338

鼻孔形状
宽

窄

440

204

0.4372
0.5628

518

211

0.4620
0.5380

376

103

0.1140
0.8860

拇指类型
直

过伸

350

294

0.3243
0.6757

49

280

0.3803
0.6197

270

209

0.3394
0.6606

环食指长
环指长

食指长

23

286

0.0744
0.9256

5

340

0.0145
0.9855

7

214

0.0317
0.9683

＊环食指长性状为男性资料。

表 2 3个民族间基因频率差异显著性检验值(u 值)

性状 汉族—蒙古族 汉族—朝鲜族 蒙古族—朝鲜族

卷舌 0.334 1.664 2.012*

发形 0.003 0.397 1.344

前额发际 0.077 1.141 1.104

上眼睑皱褶 1.347 3.912** 2.779**

内眦褶 4.804**
4.180**

1.300

耳垂类型 0.529 0.690 0.222

鼻梁侧面观 1.616 3.951** 2.548*

鼻孔形状 0.922 10.725**
11.836**

拇指类型 2.166* 0.532 1.446

环食指长 5.256**
2.902**

1.944

＊差异显著(0.01<P<0.05), **:差异极显著(P<0.01)。

表 1。

3个民族中 ,10对性状显性基因频率分布如下:

卷舌:朝鲜族>汉族>蒙古族;卷发:朝鲜族>

汉族>蒙古族;有尖前额发际:汉族>蒙古族>朝鲜

族;有上眼睑皱褶:汉族>蒙古族>朝鲜族;有内眦

褶:蒙古族>朝鲜族>汉族;有耳垂:朝鲜族>蒙古

族>汉族;凸鼻梁:朝鲜族>蒙古族>汉族;宽鼻孔:

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直型拇指:蒙古族>朝鲜

族>汉族;食指长型:汉族>朝鲜族>蒙古族 。

3个民族间基因频率差异显著性 u 检验结果见

表 2。表 2显示 ,上眼睑皱褶 、内眦褶 、鼻梁侧面观 、

鼻孔形状 、 环食指长的基因频率在民族间差异较明

显 , 而发形 、前额发际 、耳垂类型的基因频率无明显

民族间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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