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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基因型有六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

由于 M T-H

FR 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
,

理论上认为
,

亲代将任何

一条染 色体 上 的等位基 因传给 子代 的概 率各 为

50%
,

对子代个体来说
,

来自父亲和来 自母亲的等位

基因有同等意义
。

父母不同等位基因组合方式使后

代可能是纯合突变的概率见表 o4

根据父母生育纯合突变胎儿的概率
,

分别计算

生突变
,

所以
,

父母双方的基因对后代发生 NDT 的

风险有同等重要 的作用
。

可以认为
,

父母双方传递

给胎儿的一对突变等位基 因是 N DT 发生 的遗传因

素之一
。

表 4 病基因型与后代纯合突变概率的关系

父母基因型

均正常

一方正常
,

一方杂合突变

一方正常
,

一方纯合突变

均为杂合突变

一方杂合突变
,

一方纯合突变

均为纯合突变

后代是纯合突变 的概率

0

0
.

2 5

病例组和对照组父母可能生育 的纯合突变胎儿占总

胎儿数 的比例
,

发现病例组为 34
.

02 %
,

对照组 为

17
.

13 %
,

前者是后者的 2倍 (尸 < 0
.

0 5)
。

这一结果

提示 :
胎儿 的纯合突变或突变等位基 因才是决定

N T D 易感性的直接原 因
。

胎儿 的基因是来 自于父

母
,

而且已知 M r HFR 基因第 677 位核昔酸是一个高

度保守的多态性位点 川
,

不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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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报道了鄂伦春

、

鄂温克
、

达斡尔族 7项 一侧优势功能特征 (扣手
、

利手
、

叠臂
、

叠腿
、

起步类型
、

优势足
、

优势眼 )
。

结果显示
,

3 个民族 7 项特征的左右型分布规律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

绝大多数特征与性别无关
。

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

的利手与叠腿
、

优势足
、

起步类型间均具明显关联
,

其腿足特征间的相关程度亦优于手臂特征
。

鄂伦春族则不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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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优势功能特征是指人体某些功能活动或习

惯行为
,

具有左右不对称特征
。

比如
,

一般人左右手

的灵巧性存在差别
,

习惯用右手从事精巧工作的
,

称

之为右利手 (亦称惯用手 )
,

反之
,

则为左利手
。

这类

特征的形成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
。

这方面的研究资

料
,

目前已见对 国外人群扣手
、

利手
、

叠臂 (亦称交叉

臂 )
、

叠腿 (亦称交叉腿 )
、

优势足 (亦称利足 )
、

优势 眼

(亦称利眼 ) 特征的报道
,

其中手臂特征资料较多
` , 一 5 ’ 。 我国仅见对 内蒙地区汉

、

回
、

蒙古族人扣手
、

利

手
、

叠臂和优势眼特征的研究资料
`6 ,7 ’ 。

鄂伦春
、

鄂温克和达斡尔族是我国 3个少数 民

族
,

他们共同生活在内蒙古东部地区
,

总人 口不足

10 万人 (内蒙古统计年鉴
,

19 9 5 )
。

这 3个民族的体质

特征
、

肤纹特征
、

血 型
、

月经初潮等研究资料 已有报

道 【一川
,

但群体特征的其他资料仍很缺乏
。

为此
,

我

们对这 3 个民族进行了一侧优势功能特征的研究
,

探讨这些特征在各民族中的分布特点及各特征间的

相关关系
。

处理
,

计算各 民族每种特征 L
、

R 型出现率
,

采用 扩

检验进行性别间
、

民族间差异显著性 比较及 7 项特

征的相关分析
。

1 对 象 与 方 法

我们于 19 97 年 9 月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
,

在鄂

温克旗第一中学和民族中学
,

调查了 3 22 名 (男 147
,

女 17 5 )鄂温克族和 4 8 5 名 (男 2 3 8
,

女 2 4 7 )达斡尔族

学生 7 项指标
,

在鄂伦春旗的鄂伦春族中学
,

调查 了

100 名 (男 40
,

女 60 )鄂伦春族学生
。

调查时以班为单

位随机取样
。

被调查者身心健康
,

年龄 13 一 19 岁
,

其

父母均为同一 民族
。

本次调查的 7项指标 中
,

有 6项指标 (扣手
、

利

手
、

叠臂
、

叠腿
、

优势足
、

优势眼 ) L
、

R 型判别标准 同

文献资料
2̀ ,7 ’ 。

起步类型是本文首次报道的一种行为

特征
,

其判别方法
:
嘱受试者保持立正姿势

,

令其随

便向前迈步
,

若习惯先迈右脚开步为右起步型 ( )R
,

习惯先迈左脚开步为左起步型 ( )L
。

将 3 个民族总计 9 07 例有效资料经计算机统一

2 结 果 与 讨 论

3 个民族 7 项特征的 L
、
R 型出现率见表 1

。

2
.

1 扣手

鄂伦春和鄂温克族 R 扣手出现率略过半数
,

二

者数值十分接近
,

与内蒙古汉族 R 扣手率 ( 53
.

02 % )

亦接近
。

达斡尔族则 L 型高于 R 性
,

与 内蒙古 回族

扣手特征 ( R 型 4 6
.

5 9%
,

L 型 5 3
.

4 1% )
7̀

相同
。

笑
2

检

验显示
,

3 个民族男女扣手出现率均无明显差异
,

这

与 内蒙古汉
、

回
、

蒙古族研究结果一致
,

提示扣手行

为可能与性别无关
。

此外
,

3 民族中仅鄂温克与达斡

尔族的 R 扣手率具显著差异 (义
2 二 3

.

93
,

尸 < 0
.

0 5)
。

与国外群体相比
,

本文 3 民族 R 扣手率明显低于黑

人 ( 6 2
.

0 5% ) L, 2 ’ 、

俄罗斯人 ( 5 6
.

9 0% ) 汇
, 3 ’ 、

巴基斯坦

人 ( 57
.

26% ) `, ’ ,

但高于 印度 中央邦 B i s o
hn

o m 人

( 34
·

oo % )和穆里亚人 ( 5 5
.

6 5% ) 件 ’ 。

2
.

2 利手 (亦称惯用手 )

3 个民族绝大多数人为 R 利手
,

R 利手出现率

鄂伦春族最高
,

鄂温克族次之
,

达斡尔族最低
。

扩检

验显示
,

3 民族 R 利手率无性别间
、

民族间明显差

异
。

与其他群体相 比
,

3 民族 R 利手率明显高于回族

( 87
,

74 % )
。

鄂温克族与汉族 ( 91
.

04 % )接近
,

达斡尔

族则与蒙古族 ( 90
.

69 % )接近
。

此外
,

鄂温克和达斡

尔族 R 利手率又明显低于印度穆里亚人 ( 95
.

75 % )
、

B i s o n h o rn 人 ( 9 6
.

4 0% ) 及印度锡金人 ( 9 6
.

5 1% ) 「, 4 ’ ,

鄂伦春人的 R 利手率则与上述印度人群接近
。

2
.

3 . 臂 (亦称交叉臂 )

3 个民族 L 型叠臂率高于 R 型
,

鄂伦春族最明

显 ( L 型 55
.

00 %
,

R 型 45
.

00 % )
,

达斡尔族接近 ( L
:

50
.

51 %
,

R :
49

.

49 % )
,

鄂温克族居中 ( L : 51
.

24 %
,

R :

4 8
.

7 6% )
。

这种分布特点与汉族相同
,

与蒙古族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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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相反 ( R 型高于 L型 )
。

扩检验显示
,

鄂温克族男女

叠臂特征具极显著差异 (义
, = 10

.

28
,

尸 < 0
.

00 5 )
,

其

男性 R 叠臂率 ( 5 8
.

5 0% ) 明显高于 L 型 ( 4 1
.

5 0% )
,

但女性相反 ( R :
40

.

57 %
,

L :
59

.

43 % )
。

鄂伦春和达斡

尔族男女叠臂特征无明显差异
。

3 民族叠臂特征也

无 民族 间 明 显 差 异
。

本 文 3 个 民族 R 叠 臂 率

(4 5
.

00 % 一
49

.

49 % ) 明 显 低于 印度 中央 邦人群

( 5 2
.

4 0% 一 5 4
.

83% )
、

西班牙 巴斯克人 ( 5 3
.

3 1% )

115 ’ ,

但高于印度锡金人 ( 39
.

19 % )
,

与巴基斯坦的拉

其普特人 (盯
.

0 8% )
、

帕坦人 ( 4 8
.

9 5% )
、

Aaer
e n
人

( 4 6
.

67% )接近
。

2
.

4 盛腿 (亦称交叉腿 )

3个 民族大多数人为 R 叠腿型
,

R 叠腿率鄂伦

春族 > 鄂温克族 > 达斡尔族
。

扩检验显示
,

达斡尔

族男女叠腿率具极显著差异 (关
, = 8

.

17
,

尸 < 0 刀 05 )
,

男性 L 叠腿率 ( 3 5
.

2 9% ) 是女性的 ( 2 3
.

4 8% ) 1
.

5

倍
。

这与 lP at 。
等 ( 19 8 5) 报道的美 国白人 L 叠腿率男

性 ( 30
.

7% )是女性 ( 14
.

0% ) 2倍的现象很类似
「2 ’ 。 鄂

伦春和鄂温克族则不然
。

3 民族中仅鄂伦春与达斡

尔族间叠腿率具明显差异 (义
, 二 5

.

31
,

尸 < 0
.

0 5)
。

此

外
,

3 民 族 R 叠 腿 率 明显 高于 印 度 中央 邦人

( 5 0
.

3 5% 一 5 6
.

5 3% )
,

与 印 度 锡 金人 ( 7 0
.

5% -

8 1
.

6% )接近
。

.2 5 优势足 (亦称利足 )

3 个民族绝大多数人是 R 优势足型
,

其出现率

鄂伦春 > 鄂温克 > 达斡尔
,

与他们的 R 利手率十分

接近
。

lP at o
等报道美 国白人 L 优势足男性 ( 8

.

9% )

是女性 ( 4
.

1% )的 2倍
,

但本文 3 民族男女优势足特

征无明显差异
。

3 民族中
,

鄂伦春与鄂温克 (X
Z 二

3
.

93 )
、

与达斡尔 (扩
二 6

.

61 )间 R 优势足率具显著差

异
。

此外
,

鄂温克和达斡尔族的 R 优势足率均低于

美国白人 ( 93
.

5% )
。

2
.

6 起步类型

人们在体育训练或军事训练中的齐步走时
,

被

要求必须先迈左脚开步
。

但在 自然状态下
,

每个人

先迈哪只脚起步并不是统一的
。

本文 3 民族约半数

以上的人 习惯先迈右脚起步
,

其 R 起步率鄂温克

( 60
.

87 % ) > 鄂 伦 春 ( 58
.

00 % ) > 达 斡 尔

( 54
.

64 % )
。

扩检验显示
,

3 民族 R 起步率不存在性

别间
、

民族间明显差异
。

该特征的其他群体资料
,

目

前 尚未见到
。

2
.

7 优势眼 (亦称利眼 )

表 1 3 个民族 , 项特征的 L
、
R 型出现率 ( N % )

扣手 利手 叠臂 叠腿 优势足 起步类型 优势 眼

民族 性别 人数 R L R L R L R L R L R L R L

鄂伦春 男 4() 2 3 17 38 2 16 2 4 3 1 9 4 0 0 22 18 29 1 1

5 7
.

5 0 42
.

5 0 9 5
.

X() 5
.

X() 4 0
.

X() 印
.

X() 7 7
.

50 2 2
.

50 1X()
.

加 0
.

X() 55
.

X() 4 5
.

X() 7 2
.

5 0 27
.

5 0

女 6() 3 1 29 58 2 2 9 3 1 5 1 9 5 8 2 3 6 24 4 7 13

5 1
.

6 7 4 8
.

3 3 96
.

67 3
.

3 3 4 8
.

3 3 5 1
.

6 7 85
.

X() 15
.

X() 9 6
.

67 3
.

3 3 60
.

00 40
.

00 7 8
.

3 3 2 1
.

6 7

合计 l X() 54 46 96 4 5 5 5 8 2 18

54
.

砚X) 4 6
.

峨洲〕 9 6
.

(洲) 4
.

(城) 4 5
.

仪 ) 55
.

《M) 82
.

(X】 18
.

(旧 9 8
.

(用 2
.

仪】 5 8 00 42
.

00 7 6
.

00 24
.

00

鄂温克 男 147 84 6 3 13 9 1 14 3 3

5 7
.

14

女 175 89

5 0
.

86

4 2
.

86 94
.

5 6

8 6 15 9

4 9
.

14 90
.

8 6

5
.

44 5 8
.

5 0 4 1
.

5 0 77
.

5 5 22
.

4 5

12 9 4 6

137

9 3
.

20 6

16 1

73
.

7 1 26
.

2 9 9 2
.

X() 8

29 8

9 2
.

55 7

44
.

90

6O

34
.

29

64
.

6 3 3 5
.

3 7

64
.

00 3 6
.

00

合计 3 2 2 17 3 149 29 8

达斡尔 5 3
.

7 3 4 6
.

2 7 92
.

5 5 7 7 5
.

47 24
.

5 3

1 26

3 9
.

13 64
,

2 9 35
.

7 1

071

L
1̀.一fù,̀UQ八引

·

1
,

?
R

召龟

ù、à.1ù工ù ,1
0

心J
66

10.8014.0024.45

男 23 8 1 11 12 7 2 14 11 4 124 154 84 25 1 2 1

16解244524

46
.

64 5 3
.

3 6 8 9
.

92 10
.

0 8 4 7
.

90 52
.

10 64
.

7 1 3 5
.

29 89
.

5 0 1 0
.

5 0 5 0
.

84 49
.

16 7 2
.

2 7 2 7
.

7 3

,10

内J飞一80
了

2
-

4

,1
9

八j八J762
,

4女 2 4 7 11 5 13 2 2 24

9946
.

5 6 53
.

44 90
.

69

126

5 1
.

0 1

2 4O

4 9
.

4 9

4 8
,

99 7 6
.

5 2

5 8 2 24

2 3 4 8 9 0
.

69 9

14 2 4 3 7

29
.

2 8 9()
.

10 9

144

5 8 3 0

26 5

54
.

64

4 1
.

7 0 7 2
.

07 27
.

9 3

合计 4 85 22 6 25 9 4 3 8

4 6
.

60 5 3
.

40 90
.

3 1 5 0
.

5 1 7 0
.

7 2 45
.

3 6 7 2
.

17 2 7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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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3民族均是 R优势眼者居多
,

其出现率鄂

伦春 > 达斡尔 > 鄂温克
。

扩检验显示
,

3 民族男女 R

优势眼率无明显差异
。

3 民族中
,

鄂温克与鄂伦春

(义
2 = 4

.

7 4 )
、

与达斡尔 (义
2 = 5

.

6 2 )间 R 优势眼率具明

显差异
。

与其他群体相 比
,

3 民族 R 优势眼率均低于

内蒙古朝鲜族 ( 78
.

2% ) 和汉族 ( 78
.

1% )
6̀ ’ ,

鄂伦春

和达斡尔族 R 优势眼率高于呼市回族 ( 69
.

7% )和美

国白人 ( 69
.

5% )
。

2
.

8 各特征间相关关系

对每个民族 (总样本 ) 7 项特征进行特征间相关

分析
,

得到两两特征组 L
、

R 型相互分布概率表 (表

2
、

表 3)
,

采用 扩检验分析各特征间的相关程度
。

鄂

伦春族各特征 L
、

R 型相互分布概率无明显差异
,

表

明各特征彼此 间未表现出相关关系 (此表格省略 )
。

表 2 显示鄂温克族任一特征 L
、
R 型中

,

另一特

征 L
、

R 型的分配比例
。

比如扣手
一
利手特征组

,

3 22

名鄂温克人中
,

有 50 % 的人是右扣手右利手 ( R R )

型
,

4 2
.

5 4% 的人是左扣手右利手 ( L )R 型
,

分别有

3
.

73 % 的人是右扣手左利手 ( R L ) 或左扣手左利手

( L )L 型
。

扩检验显示
,

鄂温克族有 8对特征组具有不

同程度的相关性
。

优势眼仅与扣手有一定关联
,

R 优

势眼中
,

R 扣 手率 ( 37
.

27 % ) 明显高于 L 扣手率

( 27
.

0 2% )
,

而 L 优势眼中
,

R 扣手率 ( 16
.

4 6% )却低

于 L 扣手率 ( 19
.

25 % )
。

3项手臂特征 (扣手
、

利手
、

叠擎 ) L
、
R 型相互分布概率无明显差异

。

在 3项腿足

特征 中
,

叠腿与优势足
、

与起步类型间有密切关联
,

均表现为 R R 型比例明显偏多
。

此外
,

鄂温克族手臂

特征与腿足特征的相关性更为密切
,

3项手臂特征

都不 同程度的与 3 项腿足特征关联 ( P < 0
.

05 或 P

< 0
.

加5 )
,

尤其是利手行为
,

与每项腿足特征均具极

明显相关
,

其 R 利手 R 叠腿 ( 72
.

36 % )
、

R 利手 R 优

势足 ( 88
.

81 % ) 者占绝对优势
,

R 利手 R 起步型

( 58
.

39 % ) 或 L 利手 L 起步型 ( 4
.

97 % ) 者亦相对较

多
。

表 3 显示
,

达斡尔族有 7对特征组具不同程度

的相关
。

3 项手臂特征中
,

叠臂与扣手
、

与利手间有

明显关联
,

L 叠臂 L 扣手 ( 29
.

28 % )者 明显多于 L 叠

臂 R 扣手 ( 21
.

24 % )
,

L 叠臂 L 利手 ( 6
.

8% ) 亦明显

高于 R 叠臂 L 利手 ( 2
.

89 % )
。

3项腿足特征中
,

优势

足与叠腿
、

与起步类型均有极明显相关
,

R 优势足中

的 L
、

R 叠腿率明显高于 L 优势足 中的各自比例
,

R

优 势足 R 起 步 ( 51
.

34 % ) 及 L 优势 足 L 起步 型

( 6
.

6% )也相对较高
。

达斡尔族手臂特征与腿足特征

间的相关程度不如鄂温克族
,

仅表现为利手行为与

每项腿足特征间存在明显联系
,

其 L
、
R 型相互分布

特点类似鄂温克族
。

表 2 哪温克族 两两特征 间 L
、
R 型相互分布概率 ( %

.

N = 322 )

扣手 利手 叠臂 叠腿 优势足 优势眼

R L R L R L R L R L R L

利手

叠臂

叠腿

5 0
.

00

3
.

73

2 6
.

7 1

2 7
.

02

4 2
.

86

10
.

87

4 2
.

54

3
.

7 3

2 2
.

0 5

2 4 2 2

32
.

6 1

13
.

66

4 6
.

27 2
.

4 9

4 6
.

27 4
.

9 7

7 2
.

3 6 3
.

1 1

20
.

19 4
.

3 4

16
.

X() 二
白

8 8
.

8 1 3
.

7 3

3
.

73 3
.

7 3

6 8
.

肠…
5 8

.

3 9 2
.

4 8

3 4
.

16 4
.

9 7

8
.

27 …

3 9
.

75

9
.

0 1

3 5
.

7 1

15
.

53

优势足 R 51
.

24

L 2
.

49

4 1
.

30

4
.

9 7

4 6
.

89

4
.

35

起步 27
.

02

19
.

25

3 0
.

闷4

18
.

32

30
.

44

20
.

80

72
.

9 8 19
.

57

2
.

4 8 4
.

97

24
.

8 6
赞 件 件

50
.

3 1 10
.

56

25 16 13
.

97

13
.

9 8
件 份 ’

50
.

3 1 13
.

97

25
.

16 10
.

5 6

65n.45.3

3 3
.

85

19
.

88

57
.

14

35
.

40

优势眼 R

L

3 7
.

27

16
.

46

27
.

02

19
.

25

5 9 94

3 2
.

6 1

4
.

3 4

3
.

11

3 1
.

6 8

17 0 8

3 2
.

6 1

18
.

6 3

59
.

94

32
.

6 1

4
.

35

3
.

10

4 1
.

3 0

19
.

5 7

22
.

9 8

16 1 5

4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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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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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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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叫州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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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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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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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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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
:
N 表示总人数

;
数字

* 为 刃值
, ,

p < 。
.

05
, , * p < 0

.

01
,

, , * 尸 < 0
.

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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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达斡尔族两两特征间 L
、
R 型相互分布概率 ( %

,

N 二
48 5 )

扣手 利手 叠臂 叠腿 优势足 优势 眼

R L R L R L R L R L R L
一 -

.

一
- -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
- 一

`

, 叫

一
-

~ - 一 , ~

一
一

叫

一
甲

一
一一

叫

一一一
-

一一-
-

` 州州 ~

-

一
一一

. ~ 一

利手 R 42
.

27

L 4
.

3 3

叠臂 R 25
.

36

L 2 1
.

24

4
.

13

叠腿 R 34
.

23

L 12
.

3 7

4 8
.

04

5
.

3 6

24
.

12

29
.

2 8

46
.

60 2
.

89

4 3
.

7 1 6
.

80

36
.

49

1 6 9 1

8
.

0 8
* * *

石6
.

7 0 4
.

12

2 3
.

7 1 5
.

5 7

20
.

3 2
` 云 *

36
.

7 0

12
.

7 8

3 4 02

16
.

50

优势足 R 42
.

47

L 4
.

13

4 7
.

63

5
.

77

85
.

1 6

5
.

15

4
.

9 5

4
.

7 4

9 5
. * .

45
.

5 7

3
.

9 2

月礴
.

54 6 5
.

7 7

5
.

9 7 4
.

9 5

l 1

24
.

3 3

4
.

9 5

0 5
* * *

起步 R 27
.

22

L 19
.

3 8

27
.

4 2

2 5
.

9 8

2
.

4 7

7
.

2 2

79
由 * 血

27
.

42

22
.

06

27
.

2 2

2 3
.

3 0

40
.

2 1

3 0
.

5 2

14 4 3

14
.

84

5 1
.

34

3 8
.

76

3
.

30

881714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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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眼 R 34
.

4 3 3 7 7 3 65
.

5 7 6
.

60 36 5 0 3 5
.

6 7 5 2
.

17 19
.

9 9 6 5
.

36

6
.

印

7 6
伪 自 女

6
.

8 1 3 9
.

59 32
.

5 8

L 12
.

17 15
.

67 24
.

74 3
.

09 12
.

9 9 14
.

8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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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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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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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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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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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鄂伦春和鄂温克族 7 项特征中
,

除叠

臂 L 型占优势外
,

其余 6 项均为 R 型居多
,

达斡尔族

L 侧优势功能则包括叠臂和扣手
。
3 民族中绝大多数

特征无性别间明显差异
,

具民族间显著差异的特征

数量亦不多
。

提示这 3个民族大多数特征的左右型

分布规律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

且这些特征与性别的

相关性较低
。

7 项特征中
,

利手行为与逐项腿足特征

都具明显关联
,

表现为 R R 型居多
,

比 型次之
。

腿足

特征间的相关性优于手臂特征
,

扣手与利手无关
,

优

势眼仅与扣手具一定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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