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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了内蒙古鄂温克族(共 322 例 ,男 147 例 , 女 175 例)和鄂伦春族(共 100 例 ,

男 40 例 ,女 60 例)的舌运动类型(卷舌 、叠舌 、翻舌 、尖舌 、三叶舌).研究结果显示:① 鄂温克

族的卷舌 、翻舌 、尖舌以及三叶舌的出现率与内蒙古的鄂伦春族 、达斡尔族 、汉族 、蒙古族 、回族

相比较 , 绝大多数存在着显著或极显著性差异;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之间只有三叶舌的出现

率有显著性差异 ,其它 4 种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均比较接近 , 而与内蒙古的汉族 、蒙古族 、回族

相比较 , 也只有翻舌的出现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 但卷舌 、叠舌和尖舌的出现率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②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间只有尖舌的出现率存在极显著的性别差异.③ 鄂温克族和鄂

伦春族在卷舌与三叶舌 、翻舌与尖舌以及翻舌与三叶舌间均存在基因互作关系 ,而卷舌与叠舌

间不存在基因互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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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的运动类型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国外对卷舌 、叠舌 、翻舌的研究较多 ,国内目前有

1949年对浙江汉族卷舌 、叠舌的调查资料[ 1]和 1998年对延吉朝鲜族 、汉族舌运动类型的研

究[ 2] ,内蒙古地区汉族 、蒙古族 、回族[ 3]和达斡尔族[ 4]的舌运动调查资料也有报道.据有关

文献记载 ,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在 17世纪中叶以前均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北岸 ,

清初 ,这一地区统称索伦部 ,他们在经济生活等方面有密切联系[ 5] .为探讨鄂温克族 、鄂伦

春族与内蒙古达斡尔族 、汉族 、蒙古族 、回族间以及与其它民族或种族间在舌运动类型上所

表现出的差异性 ,并进一步研究各种舌运动类型基因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对鄂温克族和鄂伦

春族进行了舌运动类型的调查研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997年 8—9月 ,我们对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族人和鄂伦春族人进行了

卷舌 、叠舌 、翻舌 、尖舌 、三叶舌等项目的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来自鄂温克旗和鄂伦春旗(父母

均为同一民族),调查方法参照邵象清的《人体测量手册》[ 6] .本次调查共获有效资料鄂温克

族322例 ,鄂伦春族 100例.把数据资料输入计算机 ,建立数据库 ,采用“X 2 检验”进行差异

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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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舌运动类型出现率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各种舌运动类型出现率见表 1 ,不同民族

间舌运动类型出现率的差异性见表 2 ,各群体中其它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见表 3.

2.1.1　卷舌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卷舌的出现率分别为 72.05%和 75.00%,两民族间无

显著性差异.与其它民族和群体相比较发现 ,鄂温克族卷舌的出现率明显低于内蒙古的达斡

尔族(80.41%, X 2 =7.66 , P <0.01)、汉族(81.78%, X 2 =8.10 , P <0.005)、蒙古族

(82.13%, X 2=7.01 , P<0.01)和回族(82.11%, X 2=8.00 , P <0.005),而鄂伦春族与上述

4个民族无显著性差异.另外还发现 ,鄂温克族卷舌的出现率与延吉的汉族 、朝鲜族较接近 ,

但明显高于俄罗斯的木尼人(44.60%, X 2 =32.94 , P <0.005)[ 7] 和希腊的希腊人[ 8]

(58.68%, X 2=22.86 , P <0.005),提示卷舌的出现率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 ,白种人偏低.

表 1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舌运动类型出现率 %

民
族

性
别

人数
(人)

卷舌 叠舌 翻舌 尖舌 三叶舌

卷 非卷 叠 非叠 翻 非翻 尖 非尖 三叶 非三叶

鄂
温
克
族

男 147 76.19 23.81 2.72 92.28 14.29 85.71 67.35 32.65 31.97 68.03

女 175 68.57 31.43 2.86 97.14 20.57 79.43 81.71 18.29 30.86 69.14

合计 322 72.05 27.95 2.80 97.20 17.70 82.30 75.16 24.84 31.37 68.63

鄂
伦
春
族

男 　40 75.00 25.00 2.50 97.50 17.50 82.50 70.00 30.00 17.50 82.50

女 　60 75.00 25.00 1.67 98.33 35.00 65.00 95.00 　5.00 21.67 78.33

合计 100 75.00 25.00 2.00 98.00 28.00 72.00 85.00 15.00 20.00 80.00

表 2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与不同民族间舌运动类型出现率的差异性

不同民族之间 卷舌 叠舌 翻舌 尖舌 三叶舌

鄂温克族与达斡尔族 ＊＊ 　 ＊＊ ＊

鄂温克族与汉族　　 ＊＊ 　 ＊ ＊ ＊＊

鄂温克族与蒙古族　 ＊＊ ＊＊ ＊ ＊ ＊＊

鄂温克族与回族　　 ＊＊ 　 ＊ ＊ ＊＊

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 ＊

鄂伦春族与汉族　　 ＊

鄂伦春族与蒙古族　 ＊

鄂伦春族与回族　　 ＊ ＊＊

　　　　　　注　＊表示有显著性差异;＊＊表示有极显著性差异;空白表示无显著性差异

2.1.2　叠舌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叠舌的出现率均较低 ,分别为 2.80%和 2.00%,两民族

间无显著性差异.与内蒙古达斡尔族 、汉族 、蒙古族 、回族相比较 ,仅鄂温克族叠舌的出现率

明显低于内蒙古的蒙古族(8.21%, X 2=7.91 , P <0.005);与浙江汉族 、延吉汉族和朝鲜族

相比较 ,均无显著性差异.据报道 ,国内已知的民族叠舌出现率均明显低于美国黑人

(15.97%)
[ 9]
,提示叠舌出现率可能存在种族间的差异性.

2.1.3　翻舌　鄂温克族翻舌的出现率(17.70%)明显低于鄂伦春族(28.00%, X 2 =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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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P<0.05)和达斡尔族(31.75%, X 2=19.79 , P<0.005);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接近.

另外还发现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翻舌出现率均明显低于内蒙古汉族(43.64%)、蒙古族

(49.76%)、回族(53.21%)和美国白人(36.88%, X
2
=39.87)

[ 10]
,但与延吉汉族和朝鲜族

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 3　各群体中其它舌运动类型出现率

民
族

类
型

人
数

叠舌 翻舌 尖舌 三叶舌

叠 非叠 翻 非翻 尖 非尖 三叶 非三叶

鄂
温
克
族
︵
   
人
︶

卷舌 232 7(2.17) 225(69.88) 53(16.46) 179(55.59) 175(54.35) 57(17.70) 92(28.57) 140(43.48)

非卷 90 2(0.62) 88(27.33) 4(1.24) 86(26.71) 67(20.81) 23(7.14) 9(2.80) 81(25.16)

叠舌 9 2(0.62) 7(2.71) 9(2.80) 0(0.00) 4(1.24) 5(1.55)

非叠 313 55(17.08) 258(80.12) 233(72.36) 80(24.85) 97(30.12) 16(67.08)

翻舌 57 50(15.53) 7(2.17) 33(10.25) 24(7.45)

非翻 265 192(59.63) 73(22.67) 68(21.12) 197(61.18)

尖舌 101 80(24.85) 162(50.31)

非尖 221 21(6.52) 59(18.32)

鄂
伦
春
族
︵
   
人
︶

卷舌 75 2(2.00) 73(73.00) 24(24.00) 51(51.00) 65(65.00) 10(10.00) 20(20.00) 55(55.00)

非卷 25 0(0.00) 25(25.00) 4(4.00) 21(21.00) 20(20.00) 5(5.00) 0(0.00) 25(25.00)

叠舌 2 2(2.00) 0(0.00) 2(2.00) 0(0.00) 1(1.00) 1(1.00)

非叠 98 26(26.00) 72(72.00) 83(83.00) 15(15.00) 19(19.00) 79(79.00)

翻舌 28 28(28.00) 0(0.00) 10(10.00) 18(18.00)

非翻 72 57(57.00) 15(15.00) 10(10.00) 62(62.00)

尖舌 85 18(18.00) 67(67.00)

非尖 15 2(2.00) 13(13.00)

　注　表中括号外的数字为各群体中其它舌运动类型出现的人数 , 括号内的数字为该类型人数占鄂温克
族(或鄂伦春族)被调查总人数的百分比

根据表 3绘出的各种舌运动类型基因间的关系见图 1(— 表示基因间有互作关系).

2.1.4　尖舌　鄂温克族尖舌的出现率较低(75.16%),明显低于鄂伦春族(85.00%, X
2
=

5.03 , 0.01<P<0.05).与内蒙古的达斡尔族 、汉族 、蒙古族 、回族相比较 ,鄂温克族尖舌的

出现率均明显低于这 4个民族 ,而鄂伦春族与上述 4个民族均无显著性差异.

2.1.5　三叶舌　鄂温克族三叶舌的出现率较高(31.37%),与达斡尔族较为接近 ,但明显高

于鄂伦春族(20.00%, X 2=4.82 , P <0.05)及内蒙古汉族 、蒙古族和回族(均 P <0.005);

鄂伦春族三叶舌的出现率与内蒙古汉族 、蒙古族接近 ,但明显低于达斡尔族(X 2 =4.97 ,

P <0.05),高于内蒙古回族(9.17%, X
2
=7.31 , 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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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结果 ,将内蒙古地区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分别与内蒙古的达斡尔族 、汉族 、

蒙古族 、回族的舌运动类型出现率进行了不同民族间的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

(1)6个民族的叠舌出现率均较低 ,绝大多数不存在民族间的显著性差异 ,而且都明显

低于美国黑人.

(2)除叠舌出现率外 ,鄂温克族的其它 4种舌运动类型出现率与鄂伦春族 、达斡尔族 、

汉族 、蒙古族 、回族相比较 ,绝大多数存在着显著或极显著性差异;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之

间只有三叶舌的出现率有显著性差异 ,其它 4种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均比较接近 ,而与内蒙

古的汉族 、蒙古族 、回族相比较 ,也只有翻舌的出现率存在显著性差异(三叶舌的出现率高于

回族),但卷舌 、叠舌和尖舌的出现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鄂温克族的舌运动类型与内

蒙古的达斡尔族 、汉族 、蒙古族 、回族相差较远 ,而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相对近一些.另外也

说明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 、达斡尔族虽然在历史上曾一度杂居 ,但他们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

仍存在一定的民族间差异.

2.2　各种舌运动类型的性别间比较　X 2 检验结果显示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尖舌出现

率均存在性别间的极显著性差异(X
2
分别为 8.83 ,11.77 , P 均小于 0.005),并且均表现出

男性明显低于女性;两个民族的其它 4种舌运动类型出现率均不存在性别差异.

2.3　各种舌运动类型基因间的关系　由表 3及图 1可发现 ,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在卷舌与

三叶舌 、翻舌与尖舌以及翻舌与三叶舌间均存在基因互作关系 ,而卷舌与叠舌间不存在基因

互作关系.提示卷舌与三叶舌基因是相关的 ,而卷舌与叠舌基因是相互独立的 ,翻舌基因可

能是一种重要的修饰基因 ,它与其它舌运动类型的基因间多数有互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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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 ION AND SELECT ION OF CHAETOMIUM

CELLULOLY T ICUM WHICH DECOMPOSES CELLULOSE

ZHANG Gong , WANG Rui-jun , DING Ping
(Department of Biology ,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 Huhhot 010022 , China)

Abstract:The pure fungi of Chaetomium cellulolyticum were isolated and selected f rom

different soil samples to ferment corn straw and hay in thin layer using the single fungus.After

fermentation , the content of coarse protein of the products reached to 18.30%,10.83%more

than the contrastise , and 31% of coarse cellulose w as decomposed.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a

new w ay to ferment cellulose material such as corn straw and hay , w ith Chaetom ium cellu-
lolyt icum , to produce mo re nourishing animal forage.

Key words:cellulose;Chaetomium cellulolyt icum ;isolation of strain;fermented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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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 IC STUDY ON THE TYPE OF TONGUES
MOVEMENT IN EWENKI AND OROQEN

LI Yong-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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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Biology , I 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 Huhhot 010022 , China;

2.Department of Biology , T 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4 , China;

3.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4.No.1 Middle School of Ewenk i Banner , Ewenki 021100 , China)

Abstract:In Inner Mongolia , 322 Ewenki(147 male and 175 female)and 100 Oroqen(40
male and 60 female)students are investigated on 5 types of tongues movement (rolling , fold-

ing , twisting , pointed and clover-leaf tongues).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 s:(1)Ewenki

shows significant o r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st of f requencies of the 5 types except fold-

ing tongue f rom Oroqen ,Daur Han and Mongol in Inner Mongolia.Oroqen has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f rom Daur in the f requency of clover-leaf tongue ,but not in the other 4 types.Compared

w ith Han ,Mongol and Hui in Inner M ongolia ,Oroqen is signif icantly different in most of fer-
quencies of tw isting.(2)Only the frequency of pointed tongue showed very signif icant dif fer-

ence between Ew enki and Oroqen.(3)They all indicate that gene interdependence can be found

between rolling and clover-leaf tongues , tw isting and pointed tongues , tw isting and clover-leaf
tongues ,but not betw een rolling and folding tongues.

Key words:The type of tongues movement;heredity ;gene;dif ference;Ewenki;Oroq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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