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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于 1998年 9月对内蒙古兴安盟 3个民族 (汉、蒙古、朝鲜族 )调查了 1852例 (男 875

例 ,女 977例 )中学生的 9种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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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齿类型、下颏突出度 ) . 结果显示: ( 1) 3个民族中出现率较高的特征为直

发、有内眦褶和铲形齿 . ( 2)上眼睑皱褶、内眦褶、鼻梁侧面观、鼻孔形状、门齿类型在发生上存

在一定的民族差异 . ( 3)发形、前额发际、耳垂类型、鼻梁侧面观的出现率男女间差异显著 .

( 4)少数形态特征间具有相关关系 .

关　键　词: 形态特征 ; 汉族 ; 蒙古族 ; 朝鲜族

中图分类号: Q983　　　　　文献标识码: A

人体的一些形态特征 (如发形、内眦褶 )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的经典指标 . 早在 1982年中国

人类学会编写组曾报道了我国 8个民族的发形、内眦褶、耳垂类型等人体部分头面部形态特

征 . 而后 , 学者们先后在不同地区对不同群体开展了类似研究 . 这类被研究的群体较多 , 如

广西壮族
[ 1]
、湖南土家族

[2 ]
、黑龙江赫哲族

[3 ]
、阿拉善盟蒙古族

[4 ]
、吉林满族

[5 ]
、湖南苗族

[6 ]
. 此

外 , 在印度人 [7, 8 ]、和巴基斯坦人 [9 ]中进行过耳垂类型的研究 . 总体来看 , 上述研究多以描述

特征类型的出现率为主 , 侧重于以解剖学为出发点来阐述人类特征及群体间关系 , 其中缺乏

揭示各特征间相关关系的研究 . 目前 , 有关前额发际、门齿类型的国内报道尚未见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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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朝鲜族为朝鲜半岛朝鲜人后裔 [10 ] . 目前 , 对于兴安盟这 3个民族

上述形态特征的研究报道较少 . 为此 , 我们对这 3个民族进行了上述特征的调查研究 , 以探

讨其分布频率及特征间相关联系 .

1　对象和方法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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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种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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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齿类型、下颏突出度 ) . 共获

有效资料 1852例 , 其中汉族 644例 (男 309, 女 335)、蒙古族 729例 (男 345, 女 384)、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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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例 (男 221, 女 258) . 受试者身体健康 , 无残疾 , 年龄为 12～ 20岁 , 其父母均为同一民族 .

本次调查主要遵照《人体测量方法》 [ 11]、《人体测量手册》 [ 12]规定的方法进行 . 具体如下:

发形:头发先天呈波状或卷状者为卷发型 , 否则为直发型 .

前额发际:前额发际中部有一三角形的小尖者为有尖型 , 否则为无尖型 .

上眼睑皱褶: 上眼睑的皮肤有一横向皱褶者 , 为有皱褶型 , 否则为无皱褶型 .

内眦褶 (亦称蒙古褶 ): 上眼睑皱褶的延续部于眼内角处或多或少覆盖泪阜为有眦褶型 ,

泪阜不被覆盖 , 完全暴露者 , 为无眦褶型 .

耳垂类型:耳垂与颊部皮肤连接几乎成一水平直线或耳垂下悬呈圆形者为有耳垂型 , 否

则为无耳垂型 .

鼻梁侧面观: 从侧面观察鼻梁硬骨部呈窿凸状者为凸鼻梁型 , 否则为直鼻梁型 .

鼻孔形状:在鼻孔的平面上 , 两鼻孔最大径形成的夹角 < 90o者为窄鼻孔型 , 否则为宽鼻

孔型 .

门齿类型:上门齿内侧边缘隆起 , 牙面呈铲状者为铲型齿 , 内侧边缘不隆起 , 牙面平坦者

为平型齿 .

下颏突出度: 下唇皮肤部以下与颏下点之间的下颏轮廓明显前突者为突颏型 , 否则为直

颏型 .

上述全部资料均运用计算机统一处理 , 着重计算了各民族每种特征的出现率 , 并进行了

性别间及民族间的差异显著性检验 (i
2检验 )以及各特征间的相关分析 (H相关分析 ) .

2　结果与讨论

3个民族 9种形态特征的出现率见表 1(表中各特征名称均以其两字简代 ) .

表 1　 3个民族 9种形态特征的出现率 (% )

民族 性别 人数
发形　

卷　直　

发际　

尖　非　

眼睑　

有　无　

眦褶　

有　无　

耳垂　

有　无　

鼻梁　

凸　直　

鼻孔　

窄　宽　

门齿　

铲　平　

下颏　

突　直　

汉 男 309 12. 30 87. 70 54. 69 45. 31 87. 38 12. 62 91. 59 8. 41 79. 29 20. 71 25. 89 74. 11 29. 77 70. 23 91. 59 8. 41 25. 89 74. 11

女 335 11. 05 88. 95 46. 87 53. 33 88. 36 11. 64 92. 84 7. 16 71. 05 28. 95 8. 66 91. 34 33. 43 66. 57 90. 45 9. 55 23. 28 76. 72

合计 644 11. 65 88. 35 50. 62 49. 38* 87. 89 12. 11 92. 24 7. 76 75. 00 25. 00* 16. 93 83. 07** 31. 68 68. 32 90. 99 9. 01 24. 53 75. 47

蒙古男 345 13. 33 86. 67 48. 12 51. 88 83. 19 16. 81 98. 26 1. 74 85. 22 14. 78 33. 04 66. 96 32. 17 67. 83 90. 15 9. 85 23. 48 76. 52

女 384 5. 73 94. 27 50. 00 50. 00 87. 24 12. 76 96. 09 3. 91 68. 49 31. 51 11. 46 88. 54 26. 04 73. 96 92. 97 7. 03 20. 83 79. 17

合计 729 9. 33 90. 67** 49. 11 50. 89 85. 32 14. 68 97. 12 2. 88 76. 41 23. 59** 21. 67 78. 33** 28. 94 71. 06 91. 63 8. 37 22. 09 77. 91

朝鲜男 221 12. 22 87. 78 50. 23 49. 77 77. 38 22. 62 97. 29 2. 71 79. 19 20. 81 41. 63 58. 37 20. 81 79. 19 93. 21 6. 79 26. 24 73. 76

女 258 13. 18 86. 82 40. 31 59. 69 79. 46 20. 54 94. 96 5. 04 75. 19 24. 81 20. 93 79. 07 22. 09 77. 91 95. 35 4. 65 24. 42 75. 58

合计 479 12. 74 87. 26 44. 89 55. 11* 78. 50 21. 50 96. 03 3. 97 77. 04 22. 96 30. 48 69. 52** 21. 50 78. 50 94. 36 5. 64 25. 26 74. 74

注: * —— 性差显著 ( 0. 01 < P < 0. 05) ,　* * ——性差极显著 (P < 0. 01) .

2. 1　发形

据表 1, 卷发率朝鲜族 ( 12. 74% ) > 汉族 ( 11. 65% ) > 蒙古族 ( 9. 33% ). 对卷发率i2检验

表明 , 在民族间 , 3个民族彼此间均无明显差异 (P > 0. 05) ;在性别间 , 蒙古族两性差异极显

著 (i
2
= 12. 424, P < 0. 01) , 汉族、朝鲜族均不存在明显男女差异 ( P > 0. 05) . 3个民族合计

卷发率男性 ( 12. 69% )高于女性 ( 9. 52% ) , 差异显著 (i2 = 4. 723, P < 0. 05) .

上述 3个民族的卷发率高于云南哈尼族、白族、傣族 [13 ]、普米族 [1 4]、新疆伊犁蒙古族 [ 15]、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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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徕人 [16 ] (他们的卷发率均低于 5% ) , 还高于新疆土尔扈特部蒙古族 ( 7. 52% ) [17 ]、广西壮族

( 7. 19% )
[1 ]
, 而低于新疆维吾尔族 ( 20. 19% )

[15 ]
, 但接近于新疆哈萨克族 ( 8. 81% )

[15 ]
. 可见 ,

本文 3个民族的卷发率在国内人群中居中等偏上水平 .

2. 2　前额发际

前额发际有尖率汉族 ( 50. 62% ) > 蒙古族 ( 49. 11% ) > 朝鲜族 ( 44. 89% ) . 对有尖率i2检

验表明 , 在民族间 , 3个民族彼此间均无明显差异 ( P> 0. 05) ;在性别间 , 汉族、朝鲜族两性均

差异均较明显 ( P < 0. 05) ,蒙古族男女间差异不显著 (i2 = 0. 258, P> 0. 05) . 3个民族合计有

尖率男性 ( 50. 97% )高于女性 ( 46. 37% ) ,差异明显 (i
2
= 3. 919,P < 0. 05) .

目前 , 尚未见到有关前额发际的其它报道 .

2. 3　上眼睑皱褶

有皱褶率汉族 ( 87. 89% ) > 蒙古族 ( 85. 32% ) > 朝鲜族 ( 78. 50% ). 对有皱褶率i2检验表

明 , 在民族间 ,汉 — 朝鲜族间、蒙古— 朝鲜族间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 汉— 蒙古族间无明

显差异 (i2 = 1. 931, P > 0. 05) ; 在性别间 , 3个民族合计有皱褶率男性 ( 83. 20% )与女性

( 85. 57% )亦相差不明显 ( P > 0. 05) . 可见 , 该特征在发生上与性别无关 .

本文 3个民族 ( 12～ 20岁 )有皱褶率低于 12～ 20岁的阿拉善盟左旗蒙古族 ( 88. 54% ) [4 ] ,

接近于 9～ 18岁的呼和浩特市回族 ( 82. 47% ) [18 ] , 明显高于 7～ 16岁的吉林满族 ( 39.

22% ) [ 19] .

2. 4　内眦褶

有眦褶率蒙古族 ( 97. 12% ) > 朝鲜族 ( 96. 03% ) > 汉族 ( 92. 24% ) , 3个民族出现率均较

高 . 对有眦褶率 i
2
检验表明 , 在民族间 , 汉 — 蒙古族间、汉 — 朝鲜族间差异均极显著

(P < 0. 01) , 蒙古 — 朝鲜族间无明显差异 (P > 0. 05) ;在性别间 , 3个民族均无明显男女间

差异 ( P > 0. 05) . 3个民族合计有眦褶率男性 ( 95. 66% )与女性 ( 94. 68% )相差亦不显著

(i2 = 0. 958,P > 0. 05) .

本文 3个民族的有眦褶率接近于 9～ 18岁的呼和浩特市的回族 ( 96. 78% ) , 高于 12～ 20

岁的阿盟左旗蒙古族 ( 89. 13% )、 7～ 16岁的广西瑶族 ( 87. 17% ) (中国人类学会编写组 ,

1982)以及 7～ 16岁的吉林满族 ( 77. 45% ).

2. 5　耳垂类型

有耳垂率朝鲜族 ( 77. 04% ) > 蒙古族 ( 76. 41% ) > 汉族 ( 75. 00% ). 对有耳垂率i
2
检验表

明 , 在民族间 , 3个民族彼此间均无显著差异 ( P > 0. 05) ;在性别间 , 汉族男女间差异明显

(i2 = 5. 825,P < 0. 05) , 蒙古族差异极明显 (i2 = 28. 208, P < 0. 01) , 朝鲜族无明显差异

(i2 = 1. 072,P > 0. 05) . 3个民族合计有耳垂率男性 ( 81. 60% ) > 高于女性 ( 71. 14% )差异

显著 (i
2
= 27. 772, P < 0. 01) .

在国内 , 本文 3个民族的有耳垂率低于新疆维吾尔族 ( 97. 08% )、云南白族 ( 83. 99% ) [13 ]

和纳西族 ( 81. 36% ) [20 ] , 但高于内蒙巴盟蒙古族 ( 74. 35% ) [ 21] 和赤峰蒙古族 ( 70. 05% ) [22 ]、云

南基诺族 ( 70. 48% )和哈尼族 ( 68. 12% )
[ 13]
、广西苗族 ( 69. 73% )

[23 ]
、湖南土家族 ( 69. 61% )

[2 ]

和苗族 ( 60. 39% ) [6 ]、 贵州水族 ( 62. 49% ) [24 ]、 吉林满族 ( 48. 44% ) [5 ]、 黑龙江赫哲族

( 39. 65%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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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人群相比 , 本文 3个民族的有耳垂率高于印度人 ( 49. 6% ～ 54. 1% ) [ 7]、日本人

( 32. 9% ) [8 ] .

可见 , 本文 3个民族的有耳垂率在亚洲群体中属高频类型 .

2. 6　鼻梁侧面观

凸鼻梁率朝鲜族 ( 30. 48% ) > 蒙古族 ( 21. 67% ) > 汉族 ( 16. 93% ). 对凸鼻梁率i
2
检验表

明 , 在民族间 , 汉— 蒙古族间存在明显差异 (i2 = 4. 912, P < 0. 05) , 汉 — 朝鲜族间、蒙古 —

朝鲜族间差异均极显著 (P < 0. 01) ;在性别间 , 3个民族均两性差异极明显 ( P < 0. 01) . 3个

民族合计凸鼻梁率男性 ( 32. 69% ) 高于女性 ( 13. 00% ) , 差异极为显著 . 可见 , 该特征在发生

上与群体、性别有一定关系 .

本文 3个民族的凸鼻梁率低于黑龙江达斡尔族 ( 32. 62% )
[ 25]
和吉林满族 ( 31. 67% ) ,却高

于甘肃回族 ( 7. 7% )和吉林裕固族 ( 3. 8% ) [26, 27 ]、云南基诺族 ( 4. 40% )和哈尼族 ( 0. 53% )、新

疆蒙古族 ( 1. 97% ) [28 ] .

2. 7　鼻孔形状

窄鼻孔率汉族 ( 31. 68% ) > 蒙古族 ( 28. 94% ) > 朝鲜族 ( 21. 50% ). 对窄鼻孔率i2检验表

明 , 在民族间 , 汉— 朝鲜族间、蒙古— 朝鲜族间均相差极明显 (P < 0. 01) ,汉 — 蒙古族间无

明显差异 (i2 = 1. 211, P > 0. 05) ;在性别间 , 3个民族均无明显男女间差异 (P> 0. 05) . 3个

民族合计 , 窄鼻孔率男性 ( 28. 46% )与女性 ( 27. 53% )相差亦不显著 (i2 = 0. 196,P > 0. 05) .

迄今 , 尚未见到有关该特征的其他群体的报道 .

2. 8　门齿类型

铲齿率朝鲜族 ( 94. 25% ) > 蒙古族 ( 91. 63% ) > 汉族 ( 90. 99% ). 对铲齿率i
2
检验表明 ,

在民族间 , 汉 — 朝鲜族间相差显著 (i2 = 4. 458,P < 0. 05) , 汉— 蒙古族间、蒙古 — 朝鲜族

间均无明显差异 ( P > 0. 05) ;在性别间 , 3个民族均男女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3个民族

合计 , 铲齿率男性 ( 91. 43% )与女性 ( 92. 73% )相差亦不明显 (i
2
= 0. 196,P > 0. 05) .

目前 , 尚未见到有关门齿类型的其他群体资料 .

2. 9　下颏突出度

突颏率朝鲜族 ( 25. 26% ) > 汉族 ( 24. 53% ) > 蒙古族 ( 22. 09% ). 对突颏率i2检验表明 ,

在民族间 , 3个民族彼此间均无明显差异 ( P > 0. 05) ;在性别间 , 3个民族均无明显两性差异

(P > 0. 05) . 3个民族合计突颏率男性 ( 25. 03% ) 与女性 ( 22. 62% ) 相差亦不明显

(i2 = 1. 478, P > 0. 05) .

3个民族的突颏率高于贵州水族 ( 19. 40% )、黑龙江达斡尔族 ( 17. 62% )、广西瑶族

( 14. 61% )
[ 13]
、云南白族 ( 0. 82% ) ,接近于新疆蒙古族 ( 25. 16% )、广西苗族 ( 24. 36% ) , 但低于

湖南土家族 ( 28. 57% ) [13 ] .

2. 10　特征间的相关关系

我们在 3个民族合计样本中 ,对 9种头面部形态特征作了H相关分析 ,其两两特征间的各

组合特征的样本量及其相关分析的i2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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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种形态特征间的各组合特征的样本量及其相关分析的i2值

　　样本量
　i2　　

发形
卷　直

发际
尖　非

　眼睑
　有　无

　眦褶
　有　无

　耳垂
　有　无

　鼻梁
　凸　直

　鼻孔
　窄　宽

　门齿
　铲　平

　下颏
　突　直

发形
卷
直

104　 100
795　 853

171　 33
1393 1255

194　 10
1568　 80

157 　 47
1525 396

157　 147
356 1292

49　 155
469 1179

183　 21
1523 125

55　 149
385 1264

发际
尖
非

0. 546
760　 139
804　 149

853　 46
909　 44

710　 189
699　 254

201　 698
212　 741

241　 658
277　 676

828　 71
878　 75

220　 679
220　 733

眼睑
有
无

0. 068 0. 011
1488　 76
274　 14

1188 376
221 　 67

347 1217
66　 222

441 1123
77　 211

1449 115
257　 31

381 1183
59　 229

眦褶
有
无

0. 001 0. 250 0. 000
1340　 422
69 　 21

393 1369
20 　 70

497 1265
21 　 69

1624 138
82 　 8

410 1352
30 　 60

耳垂
有
无

0. 098 　 8. 055** 0. 081 0. 081　
325 1084
88　 355

395 1014
123　 320

1295 114
411　 32

329 1080
111　 332

鼻梁
凸
直

4. 210* 0. 003 0. 075 0. 000　 1. 994　 145　 268
373 1066

374　 39
1332 107

122　 291
318 1121

鼻孔
窄
宽

1. 776 1. 171 0. 258 1. 009　 0. 012　 13. 447**
484　 34
1222 112

109　 409
331 1003

门齿
铲
平

1. 832 0. 000 　 3. 897* 0. 132　 0. 349　 1. 781　 1. 725　 396 1310
44　 102

下颏
突
直

1. 298 0. 491 0. 081 4. 788* 0. 542　 9. 810** 2. 928　 3. 560　

注: * —— 相关显著 ( 0. 01 < P < 0. 05) ,　　* * —— 相关极显著 (P < 0. 01) .

从表 2可知 , 9种形态特征间存在相关的特征如图 1所示〔两相关特征以连线表示〕.

前额发际 耳垂类型

上眼睑皱褶 门齿类型

发形 鼻梁侧面观 下颏突出度 内眦褶
|

鼻孔形状

图 1　 9种形态特征相关图

图 1、表 2显示 , 9种形态特征彼此间 , 共 36对组合特征中 , 仅 6对具有明显相关 , 即他

们在发生上彼此关联 , 相互作用 . 可见 , 仅少数特征间存在相关 . 其中 , 鼻梁侧面观分别与发

形、鼻孔形状、下颏突出度间具有相关 , 下颏突出度除与鼻梁侧面观存在相关外 , 还同内眦褶

亦存在相关联系 . 此外 , 前额发际—耳垂类型间、上眼睑皱褶—门齿类型间均具有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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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9 Morphological Traits in 3 National ities of Xinggan League

LI Shun-yuan
1
, ZHENG Lian-bin

2
, LU Shun-hua

1
, LI Yong -lan

1
, HAN Zai -zhu

3
,

MENG Xian-dong
4 , XU Dong

4 , WUGuang -wei
4 , LI Jing-hua

4

( 1. Dept. of Biolog y , Inner Mongo lia Norma l Univ er sity , Huhho t 010022;

2. Dept o f Bio log y, Tianjin Norma l Univer sity , Tianjin 300074;

3. Dept o f Psycho log y, Beijing Normal Univ ersity , Beijing 100875;

4. No. 4 Middle School o f Wulahot City , Wulaho t 137400 )

Abstract: A sample of 185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investigated on 9 morphological trait s

( hai r form, hai r point of the forehead, eyefold of the upper eyelid, Mongoliod fold, lobe type,

nasal profile, nostri l form, front tooth type, chin pro jection) in Han, Mongol and Chaoxian na-

tionali ties in Xing 'an League of Inner Mongolia in Sept, 1998. The result is as follow s. ( 1) In

the 3 na tionali ties, the trait s with a comparatively high f requency w ere straight hair, the Mongo-

liod fold ' appearance and front tooth like a shove. ( 2) Betw een the 3 nationali ties, some dif fer-

ence showed in eyefold of the upper eyelid, Mongol fold, nasal profile, nostril form, f ront too th

type. ( 3) The frequency of hair fo rm , hai r form, hai r point of the forehead, lobe type, nasal

profi le indicated sexual dif ference. ( 4) Co rrelation occurred betw een a few of mo rphological

trait s.

Key words: morphological trait , Han nationali ty, Mongol nationali ty, Chaox ian national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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