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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不对称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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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国外学者对一些人类不对称行为特征 (利手、扣手、交叉臂、利足、交叉腿、起步类
型、优势眼 )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介绍了作者和其他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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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些行为特征 (如利手、扣手、交叉臂、利足、交叉腿、起步类型、优势眼等 )具有不对称性 . 这些不

对称行为特征在不同的种族、民族中常具有不同的出现率 ,所以成为学者常用的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指标 . 国

外学者对此已进行过较多的研究 . 近年来 ,我国学者已开展对我国人群这方面的研究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

的国家 ,在同一民族内亦存在着相对隔离的不同人群 , 因此 ,这方面的研究空白甚多 . 作者就几种常见的不

对称行为特征特点及其研究历史和现状 ,作简要阐述 ,供开展此类研究时参考 .

1　利手

利手又称惯用手、优势手 ,是人类最为明显的不对称行为特征 . 若在日常生活中右手较灵活 ,易于从事

精细工作 ,则为右型 ; 若左手较灵活 ,易于从事精细工作 ,则为左型 . 也有个别学者主张将利手分为右型、左

型和中间型 . 在判断左利手还是右利手时 ,不同的学者常采用不同的方法 ,如感知挂在两食指上相同重物的

轻重 ,测量两臂尺桡骨的长度 ,利用优势眼与利手的相关性 ,测定两手握力大小 ,观察取物时用手情况 [1～ 3 ] ,

让受试者自我主观判断 (自述 ) . 后来学者们为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多采用多项目综合判断法 ,分别测定 3

～ 10个项目中优先用手的情况来判断
[4, 5 ]

. Plato等还认为 ,通过多项测试后的左型比例与自述的左型比例

很接近 ,所以自述法是一种简单、可靠的判断法 .

Pelecanos对希腊人的研究表明 ,左型出现率不存在性别间差异
[ 6]

. 但 Hardyck等对加利福尼亚大样本

调查显示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 其后 Plato等对白种人测试 10项与利手有关的项目 ,发现有两项存在性别间

差异 . Dat ta等调查了印度 3个人群后指出 ,其中 1个部落右型率存在两性差异 [ 7] . 最近 ,郑连斌等对内蒙古

汉、回、蒙古族调查时发现 ,汉、蒙古族女性右型率明显高于男性 ,但回族则无性别间差异
[ 8]

. 看来 ,利手与性

别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 Hardyck等认为利手与年龄无关 ,不同年龄段中右型率基本一致 . Porac等却发

现在老年人中右型出现率上升 . 随后 , Plato等推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 1)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

家庭反对左利手的习惯力量逐渐减轻 ; ( 2)成年后出现生理疾病 (如关节炎、肌萎缩和肌无力等 )迫使其改变

用手习惯 ,且左利手改为右利手的比例高于右利手改为左利手的比例 ; ( 3)由于左型者与右型者的死亡率、发

病率不同 ,使一些左型者从人群中消失 [5 ] .

利手的遗传机制研究较少 ,周希澄等认为是常染色体单基因遗传 ,右利对左利是显性性状
[9 ]

. 也有作者

认为左利对右利是显性性状 [10 ] . Mckeever调查了 263个利手家系及其 8 605个后代 ,研究表明 , LR型双亲

所生的左利手后代高于 RR型双亲 ,而且这种情况在儿子中表现尤其明显 . 但是 , RL型双亲所生的左利手

型女儿比 RR双亲要多 ,而 RR双亲所生的左利手儿子多于 RL双亲 . 同时 , LL双亲的左利手后代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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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双亲的左利手后代 . 因此 , Mckeever认为 ,利手与 X染色体连锁遗传有关
[11 ] .

世界各地人群利手左型出现率的调查结果如下: Pelecanos等调查希腊北部塞萨洛尔基 2 274例 (男

1 185例 ,女 1 089例 )小学生 ,男为 11. 16% ,女为 9. 28% ,男女合计为 10. 35% ; Hardyck等调查美国 7 684

例小学生表明 , 3 820例白人为 10. 2% , 3 178例黑人为 9. 5% , 538例亚洲人后裔为 6. 5% , 148例墨西哥—

美洲人后裔为 8. 8% ; Pandey等调查了印度古吉拉特邦 Thakurs人 (男 110例 ,女 90例 )男为 7. 28% ,女为

4. 45% [12 ] ; Plato等调查美国 461例男为 6. 9% , 244例女为 4. 1% ; Bhasin等调查了印度锡金 310例 Sherpas

人为 3. 9% , 315例 Rais人为 2. 9% [13 ] ; Dat ta等调查了印度中央邦 3个群体 ,其中穆里亚人 153例男为

1. 97% , 129例女为 6. 98% ,哈尔巴人 82例男为 1. 22% , 56例女为 0. 00% , Bisonho rn Marias人 155例男为

3. 87% , 95例女为 3. 15% ; 郑连斌等调查内蒙古汉族 492例男为 11. 18% , 586例女为 7. 04% ,回族 150例

男为 8. 67% , 217例女为 14. 75% ,蒙古族 243例男为 12. 35% , 326例女为 7. 06% . 大量调查资料显示 ,世界

各人群左型率均低于右型率 ,一般左型率多小于 15% .

2　扣手

扣手是将左右手互相对叉手指 ,若左手拇指在上时感到习惯则为左型 ,若右手拇指在上时感到习惯则为

右型 . 扣手是学者研究最多的不对称行为特征 . 最早研究扣手的是 Lutz
[14 ]

. 他通过苏格兰家系调查 ,证明

扣手与遗传有关 ,在小时候就固定了型式 ,且以后不再改变 . Dow ney调查了美国人的扣手资料 [15 ] .

Dahlberg调查了同卵双生和异卵双生者的扣手情况 ,认为尚无证据证实扣手与遗传有关 [16 ] . Lai和 Walsh对

新几内亚人家系调查后也赞同扣手和遗传无关的观点
[ 17]

. 但更多的研究资料 ,如日本人、朝鲜人、巴西人、西

班牙人、秘鲁人、印度人的扣手资料均支持 Lutz的遗传假说 ,并认为其遗传模式不能用孟德尔定律简单地予

以解释 [18～ 22 ] . Freire-M aia等指出 ,扣手在遗传上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 ,右型与左型分别受隐性与显性基因

控制 ,但部分隐性纯合体却表现为左型 . Kaw abe主张右型和左型分别受显性和隐性基因控制 ,但部分隐性

纯合体表现为右型 .

Lutz认为扣手的出现率与性别无关 . Wiener
[ 23]
、 Kawabe、 Lai和 Walsh、郑连斌等的研究结果都支持这

一观点 . 这一观点在众多其它的研究资料中得以证实 . 但 Datta等在对印度中央邦 3个群体研究中发现 ,有

2个群体扣手右型出现率存在性别间差异 . Freire-M aia等取自巴西的资料显示女性右型率明显超过男性 .

Kawabe注意到成年人右型率高于未成年人 . Freire-Maia等观察到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巴西人群之中 ,并认为

扣手方式与胎次无关 . Pons、 Pelecanos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得出扣手与年龄有关的结论 . 但 Lai和 Walsh、

Frisancho、 Plato等却认为扣手与年龄无关 . 因此 ,扣手与年龄的关系尚无定论 .

目前已有不少群体扣手右型率的报道: Lutz调查苏格兰人为 59. 5% . 1926年 Downey调查美国白人为

48. 76% . 1958年 Freire-M aia等调查巴西 489例黑人为 68. 71% , 192例印第安人为 54. 69% , 1 077例

Mulattoes人为 61. 47% , 1 566例 Caucasians人为 55. 17% . 1960年 Frei re-Maia等调查俄罗斯人为

56. 90% [24 ] . 1965年 Lai和 Walsh调查 207例澳大利亚白人为 49. 3% , 480例新几内亚人为 62. 7% , 70例中

国香港人为 48. 6% , 70例日本人为 55. 7% , 49例菲律宾人为 63. 3% . 1966年 Freire-Maia等调查安哥拉黑

人 , 1 357例男为 62. 27% , 74例女为 58. 11% [25 ] . 1969年 Pelecanos调查希腊北部塞萨洛尔基 2 274例学生

为 81. 30% . 1974年 Tyagi调查了印度勒克脑市伊斯兰教什叶派人为 52. 27% ,逊尼派人为 54. 83% [26 ] .

1977年 Frisancho等调查秘鲁东部低地 466例 Quechuas男性为 60. 1% , 291例 Quechuas女性为 58. 8% ,

441例混血男性为 55. 8% , 432例女性为 62. 0% . 1985年Булаева等调查俄罗斯达格斯坦共和国 166例鲍特

里赫人为 54. 8% , 147例穆尼人为 52. 4% [27 ] . 1985年 Plato等调查美国马里兰州白人 , 305例男为 51. 2% ,

179例女为 48. 0% . 1985年 Arrieta等调查了西班牙 741例巴斯克人 , 286例男为 56. 29% , 455例女为

51. 43%
[28 ]

. 1986年 Pentzos-Daponte调查希腊塞萨洛尔基人 , 3 860例男为 48. 86% , 3903例女为 50.

37%
[29 ]

. 1986年 Bhasin等调查印度中部 430例 Transhumant Gaddis人为 53. 0%
[ 30]

. 1989年 Datta等调查

印度中央邦 109例穆里亚人为 38. 65% , 70例哈尔巴人为 50. 72% . 1994年 Mian等调查巴基斯坦 189例拉

其普特人为 59. 78%
[ 31]

. 1998年郑连斌等调查内蒙古 1 060例汉族为 53. 02% , 367例回族为 46. 59% , 569

例蒙古族为 50. 09% .

已有的世界各人群资料显示 ,扣手右型率多数人群在 50%～ 68%之间 ,略超过半数 ;少数人群在 45% ～

50%之间 ,略低于半数 . 一般来说 ,黑人右型率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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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叉臂

交叉臂也是研究较多的不对称行为特征之一 . 将左、右臂交叉抱于胸前 ,若左臂在上时感到习惯 ,则为

左型 ,若右臂在上时感到习惯则为右型 . 多数学者 ( Freire-Maia等 , Peleeanos, Dat ta等 , Plato等 )认为交叉臂

与性别无关 . Freire-Maia等在安哥拉黑人中发现 ,交叉臂右型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 . 但 Plato等认为右型率

并不随年龄增长而发生明显变化 . Pelecanos也认为交叉臂与年龄无关 .

目前已见以下人群交叉臂右型出现率的报道:巴西黑人为 41. 82% ,印第安人为 46. 12% , Mulat toes人

为 40. 45% ,巴西白人为 41. 37% ,日本人为 43. 97% ,希腊塞萨洛尔基学生为 45. 48% ,印度伊斯兰教什叶教

派人为 57. 95% ,逊尼教派人为 53. 76% ,安哥拉黑人为 56. 74% ,美国马里兰州人为 55. 4% ,俄罗斯达格斯

坦共和国穆尼人为 55. 8% ,鲍特里赫人为 47. 6% ,印度穆里亚人为 38. 65% ,锡金人为 38. 67% ,巴基斯坦帕

坦人为 48. 95% ,贾特人为 50. 17% ,拉其普特人为 47. 08% . 我国内蒙古汉族人为 47. 74% ,蒙古族人为

52. 37% ,回族人为 50. 68% . 已有的世界各人群资料显示 ,交叉臂右型率多数人群在 40% ～ 60%之间 . Pons

认为扣手与交叉臂是彼此独立的 . 后来 , Pelecanos、 Plato等、 Mian等均持与 Pons同样的观点 . Pelecanos还

认为交叉臂与利手无相关 . 但 Arrieta等认为交叉臂与扣手存在联系 ,左型交叉臂与右型扣手之间有密切的

联系 .

4　利足

在受试者正中前方放一足球 ,令其用足踢 ,用右足踢为右型 ,用左足踢为左型 . 利足的研究资料很少 .

Plato等调查了美国马里兰州 705例白人 , 461例男性右型率为 91. 1% , 244例女性右型率为 95. 9% . Plato

等认为男女间利足左型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 此外 ,在样本中未发现利足与年龄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

5　交叉腿

令受试者取坐姿 ,一腿搭在另一腿上 . 若右腿在上感到习惯自然为右型 ,若左腿在上感到习惯自然为左

型 . Pla to等对白人研究表明 ,男性左型率是女性的两倍 ,存在明显的性差 . Dat ta等在印度的一个群体中也

发现交叉腿左型率与性别有关 .

Reiss认为交叉腿可能受遗传因素控制 ,但机制较为复杂
[ 32]

. Plato等调查美国马里兰州白人交叉腿右

型 , 306例男为 69. 3% , 178例女为 86. 0% ; Bhasin等调查印度北部 3个群体右型率均大于 60% ,调查锡金

14个群体右型率在 66. 8% ～ 81. 6%之间 ; Datta等调查印度中央邦穆里亚人右型率为 50. 35% ,哈尔巴人为

43. 47% , Bisonhorn M arias人为 56. 00% ; Mian等调查巴基斯坦拉其普特人右型率为 75. 13% ,帕坦人为

72. 91% ,贾特人为 76. 32% . Mian等认为交叉腿与交叉臂、扣手是互相独立的 .

6　起步类型

令受试者立正后向前迈步 ,先迈右腿者为右型 ,先迈左腿者为左型 . 迈步类型尚未见国外群体资料 .

郑连斌等调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达翰尔族 , 143例男右型率为 41. 96% , 160例女右型率为 47. 50% [ 33] .

7　优势眼

优势眼判断方法有两种: ( 1)双眼凝视前方远处一点 ,随后用一拇指置于点—眼视线上 . 闭左眼 ,若该点

被拇指挡住为右型 ,若该点明显偏离拇指位置为左型 . ( 2)将带有 25 cm× 25 cm方形的卡片 (上有小孔 )放

在脸前 15 cm处 . 双眼通过小孔注视 3 m远处直径为 2. 5 cm的点 . 闭左眼 ,若仍能看到点 ,则为右型 ,若看

不到点 ,则为左型 . 上述两种方法是等效的 . Plato等认为优势眼与优势足 (利足 )存在着密切联系

(p < 0. 01) ,而优势眼与扣手、交叉臂之间彼此独立、互不相关
[ 5]

. 他们对美国巴尔的摩成人调查 ,右型男性

为 67. 4% ,女性为 71. 6% ,男女合计为 68. 8% ,男女间不存在明显的性别间差异 . 郑明霞等调查了内蒙古 4

个民族右型率 , 697例回族为 69. 7% , 546例朝鲜族为 78. 2% , 344例汉族为 78. 5% , 237例蒙古族为

80. 6% . 郑明霞等认为优势眼与性别无关 ,右型率远高于左型率 ,这与 Pla to等调查结果一致 . 他们还认为

优势眼与利手之间存在联系 ,左优势眼人中的左利手比例明显高于右优势眼人中的左利手比例 [34 ] .

人类不对称行为特征还有一些 (如左翻舌、右翻舌 ) . 这些特征有些已证实与遗传因素有关 ,但遗传方式

尚有争议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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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metric Behavioral Traits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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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aper, achiev ements on some asymmetric behavioral t rai ts of human being s( including
handedness, hand clasping, arm folding , foot preference, leg folding , st ride type, eye preference)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w ere analyzed. Meanwhile, researches by the autho rs and other Chinese scholars in this
area w ere also int roduc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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