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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舌运动类型的研究历史和研究成果及 5种舌运动类型 (卷舌、叠舌、翻舌、三叶舌、尖

舌 )在不同人群中的出现率 ,着重论述了近年来我国学者这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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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类的舌在舌外肌运动的协调下 ,通过各种舌内肌的舒缩活动可以出现一些特殊的舌运动类型 ,如卷舌

( tongue rolling )、叠舌 ( tongue folding )、翻舌 ( to ngue twisting )、三叶舌 ( clover-leaf tongue)和尖舌 ( pointed

tongue) . 不同的人 ,舌的运动能力可能存在差异 . 多数学者认为 ,人的舌运动能力与遗传因素有关 . 不同的

人群因群体的遗传素质差异 ,各种舌运动类型的出现率常有不同 . 因此 ,人类舌运动类型是人类群体遗传学

常用的经典研究指标 . 国外学者对此已经开展过较多的研究 . 近年来 ,渐有我国人类舌运动类型的研究报

道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同一民族内亦常存在相对隔离的群体 . 所以 ,我国人群舌运动类型研究尚存

在大量研究空白 ,有待于我国各地学者进行填补 . 我们于 1997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调查了蒙古族、鄂温克

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 5种舌运动能力 ;于 1998年在内蒙古兴安盟调查了朝鲜族、汉族、蒙古族 5种舌运动能

力 ;在巴彦淖尔盟调查了蒙古族、汉族 5种舌运动能力 ;于 1999年在阿拉善盟调查了蒙古族、汉族 5种舌运动能

力 . 现将国内外学者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做一介绍 .

1　卷舌与叠舌

一些人舌的两个侧缘能够同时向上卷起 ,使舌呈筒状 ,称为卷舌型 . 另一些人则不能 ,称为非卷舌型 .

一些人舌的前部能向上、向后返折 ,并与舌面相贴 ,称为叠舌 ,另一些人则不能 ,称为非叠舌 .

Sturtev ant首先研究了卷舌
[1 ] . 他在美国调查了 282例欧洲人后裔的卷舌情况 ,发现 62. 9%的男性与

67. 2%的女性具有卷舌能力 . 他认为卷舌是由 1对等位基因控制的 . Urbanowski和 Wilson在美国芝加哥调

查了 1009例 (男 480例 ,女 529例 )大学生的卷舌 [2 ] ,女性卷舌率为 71. 7% ,男性为 65. 6% ,卷舌率存在性别间的

差异 ,并确认卷舌对非卷舌为显性性状 .

1948年 Hsu发现了叠舌 . 1949年 liu和 Hsu在中国浙江省调查了大学生与中学生的卷舌与叠舌 [ 3 ] . 他

们发现卷舌率为 62. 22% ,叠舌率为 3. 26% ,卷舌对非卷舌是显性 ,非叠舌对叠舌是显性 . 由于在不能卷舌者

中未发现能叠舌的人 (所有能叠舌的人都能卷舌 ) ,故他们认为卷舌与叠舌基因不是自由组合 ,而是存在互作

关系 . 他们认为女性卷舌、叠舌能力比男性更强一些 ,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 调查时 ,他们发现少数学生要经

过练习才能完成卷舌或叠舌 . 这部分学生有可能被错误地统计在非卷舌或非叠舌的数据中 . 不过 ,这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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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整个调查结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是可以忽略的 .

Gahres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白人中调查了 865例卷舌与叠舌 [4 ] . 卷舌率为 73. 6% ,叠舌率为 2. 43% ,男女

间卷舌率与叠舌率均无显著性差异 . 调查时也未发现能叠舌而不能卷舌者 ,故认为卷舌基因对叠舌基因具

有隐性上位作用 . 他认为一些心理因素会使调查结果产生误差 ,但这种误差是微不足道的 . Lee在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黑人大学生进行了测试 [5 ] ,卷舌率为 81. 96% (男 81. 51% ,女 82. 5% ) ,叠舌率为 15. 97%

(男 12. 82% ,女 19. 7% ). Lee发现男女性中均存在能叠舌而不能卷舌者 (男为 2. 10% ,女为 2. 44% ) ,故认为

卷舌与叠舌是高度独立的特征 .

Frisancho等调查了秘鲁 3个群体的卷舌
[6 ]
. 东部低地讲 Quechua语群体卷舌率男为 55. 3% ,女为

62. 7% ;东部低地讲西班牙语混血儿群体卷舌率男为 66. 8% ,女为 63. 9% ;中心高地讲 Quechua语群体卷舌

率男为 52. 9% ,女为 41. 1% . Azimi-Garakani等在英国 Sw ansea大学调查了 1 066例不同专业大学生卷舌 [7 ] ,

发现不同专业大学生卷舌率是不同的:生命科学专业学生卷舌能力最强 ( 79. 9% ) ,物理与应用科学专业学生

较强 ( 74. 7% ) ,社会与经济学专业学生居三 ( 68. 8% ) ,艺术专业学生最差 ( 64. 7% ). Azimi-Garakani等又对

Sw ansea大学 477例学生卷舌与地域分布进行了研究 [8 ] . 研究表明 ,出生地为东北地区的学生多无卷舌能力 .

Medyckyj和 Cook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调查了 1 042例卷舌与专业的关系
[9 ]
:生命科学专业学生卷舌率为

72. 3% ,物理与应用科学专业学生为 74. 9% ,社会与经济学专业学生为 75. 0% ,艺术专业学生为 74. 5% . 他

们认为卷舌率不存在专业上的差异 . 但同一年 Bell和 Clegg在《生命科学杂志》撰文
[10 ] ,支持 Azimi-Garakani

等的观点 ,而不支持 Medyckyj等的观点 . Azimi-Garakani等在 1979年研究卷舌性状时 ,将性状分为 4种 ,除

了以往的卷舌型和非卷舌型外 ,还增加了浅卷型 (舌两侧缘略上卷 ,舌不呈筒状 )和半卷型 (舌只有一侧缘上

卷 ) .

Pentzos-Daponte调查了希腊北部塞萨洛尔基地区的 7590例卷舌与叠舌 [11 ] ,卷舌率为 58. 68% ,叠舌率为

55. 32% . 卷舌率存在着性别间的差异 .

Fry研究了利手和卷舌的关系
[12 ]
. 他在美国俄亥俄州测试了 894例卷舌能力及 10项与用手习惯有关的

项目 (如用剪刀、写字等 ) . 他发现左利手者的卷舌率 ( 62. 8% )低于右利手者的卷舌率 74. 8% ,但这种现象只

在女性中具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他推测用手习惯与卷舌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遗传的和 (或 )环境因素

的联系 . 他认为这也许可以解释 Azimi-Garakani等关于不同专业学生卷舌能力不同的发现 .

Dat ta等在印度中央邦调查了 3个群体的卷舌与叠舌 [13 ]:穆里亚人卷舌率为 82. 60% ,叠舌率为 51. 78% ;

Bisonhorn M arias人卷舌率为 86. 40% ,叠舌率为 50. 40% ;哈尔巴人卷舌率为 90. 57% ,叠舌率为 50. 73% .

Matlock、 Reedy等和 Martin都研究过双生子的卷舌能力 [ 14～ 16] . M atlock发现同卵双生中卷舌表现出

78. 8%的一致率 . Reedy等发现同卵双生中卷舌表现出 88. 5%的一致率 . Reedy等认为卷舌主要受遗传因

素影响 . 他认为同卵双生卷舌表型存在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受到环境或其它遗传因素的影响 ,致使卷

舌性状出现外显不全 ,从而造成同卵双生的表型差异 .

近年来 ,我国学者对我国部分人群卷舌、叠舌进行了研究 . 1997年郑连斌等对呼和浩特市回族及内蒙古

汉族、蒙古族卷舌、叠舌性状进行了调查
[17 ]
. 卷舌率汉族为 81. 79% ,回族为 82. 11% ,蒙古族为 82. 13% .

叠舌率汉族为 4. 81% ,回族为 5. 96% ,蒙古族为 8. 21% . 3个民族之间卷舌率、叠舌率无显著性差异

( p> 0. 05) . 3个民族卷舌率与美国黑人接近 ,高于华盛顿特区白人 ( 73. 64% )和浙江汉族 ( 62. 22% ) . 调查

显示 ,卷舌基因对叠舌基因是隐性上位基因 ,卷舌率、叠舌率均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 杨康鹃等调查了吉林

省延吉市朝鲜族与汉族学生 1 846例 (朝鲜族 967例 ,汉族 879例 )舌运动类型 [18 ]: 卷舌率朝鲜族为 72. 29% ,汉

族为 68. 49% ;叠舌率朝鲜族为 3. 72% ,汉族为 3. 77% . 卷舌率、叠舌率均无性别间差异 . 作者通过系谱调查

认为卷舌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叠舌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并支持卷舌基因对叠舌基因存在上位效应的观

点 . 李咏兰等研究了达斡尔族卷舌率 ( 80. 42% )和叠舌率 ( 4. 58% )
[19 ]
,认为卷舌率男性 ( 84. 52% )高于女性

( 76. 35% ) ( p < 0. 025) ,但叠舌率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

综上所述 ,多数研究认为卷舌与叠舌分别由 1对等位基因控制 . 卷舌对非卷舌为显性 ,非叠舌对叠舌为

·54·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 2002年 3月



显性 . 卷舌率、叠舌率均无性别间差异 . 卷舌率在所有群体中均高于 50% ,叠舌率一般低于 10% . 在某些群

体中 (如印度中央邦的 3个群体及希腊北部塞萨洛尔基人 )叠舌率高达 50%左右 ,这可能与对叠舌的判断标准

不一致造成的 .

2　翻舌

人舌的右侧缘向上 ,左侧缘向下 ,使舌翻转 90°以上 ,则为右翻舌型 . 若左侧缘向上 ,右侧缘向下 ,使舌翻

转 90°以上 ,则为左翻舌型 . 若既能左翻 ,又能右翻 ,则为全翻舌型 . 若既不能左翻 ,又不能右翻 ,则为非翻舌

型 . 前 3型合称翻舌型 .

1952年 Gahres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调查了 865例白人的翻舌性状 ,翻舌率为 36. 88% (男 36. 83% ,女

36. 99% ) ,无性别间的差异 . Gahres认为翻舌性状独立于卷舌和叠舌 . Hirschhorn对 1个美国人家庭进行舌

运动类型的系谱调查时发现翻舌与性别有关 ,女性翻舌率较高
[20 ]
.

1997年郑连斌等对内蒙古 3个民族翻舌性状进行了调查 . 翻舌率汉族为 43. 64% ,回族为 53. 21% ,蒙古

族为 49. 76% ,汉族与回族翻舌率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 研究结果表明 ,翻舌率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翻

舌基因与卷舌基因存在着互作关系 ,与叠舌基因则不存在互作关系 . 1998年杨康鹃等报道延吉汉族翻舌率

为 21. 17% ,朝鲜族则为 21. 82% . 10～ 19岁组女性翻舌率 ( 23. 81% )高于男性 ( 17. 57% ) . 作者通过系谱调

查 ,认为翻舌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并认为卷舌基因对翻舌基因存在着上位基因效应 . 1999年李咏兰报道了

达斡尔族翻舌率为 31. 25% (男 33. 89% ,女 28. 63% ) ,无性别间差异 . 达斡尔族资料还显示卷舌基因与翻舌

基因之间、叠舌基因与翻舌基因之间均存在互作关系 .

3　三叶舌

舌在口腔内 ,舌前端上抬 ,舌尖两侧能够回缩 ,使整个舌边缘呈三叶草状 ,称三叶舌型 . 若不能则为非三

叶舌型 .

Hoch首先描述了三叶舌特征
[ 21] . 随后 , Whitney认为三叶舌对非三叶舌可能是显性 ,但外显率较低 [22 ] .

Gahres报道华盛顿特区白人三叶舌率为 2. 54% (男 2. 69% ,女 2. 44% ) ,无性别间差异 .

1997年郑连斌等报道内蒙古汉族三叶舌率为 16. 49% ,回族三叶舌率为 9. 17% ,蒙古族为 18. 84% . 1998

年杨康鹃等报道了延吉市汉族三叶舌率为 7. 86% ,朝鲜族为 8. 59% . 1999年李咏兰等报道了呼伦贝尔草原

达斡尔族三叶舌率为 31. 46% . 上述研究表明 ,我国不同人群三叶舌率存在一定的差异 . 郑连斌等与杨康鹃

等的调查显示 ,三叶舌率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但李咏兰等的调查结果却显示 ,达斡尔族男性三叶舌率

( 38. 49% )远高于女性 ( 24. 48% ). Gah res在其研究的样本中未发现同时能够完成卷舌、叠舌、翻舌、三叶舌

的人 ,甚至同时完成叠舌、三叶舌的人也不存在 ,而且他还注意到三叶舌者只存在于卷舌者人群中 . 郑连斌

等研究表明 ,三叶舌与翻舌基因间、三叶舌与叠舌基因间均不存在互作关系 ,而卷舌基因是三叶舌基因的修

饰基因 . 杨康鹃等认为三叶舌的遗传方式是外显率极低的不规则的显性遗传 . 目前关于三叶舌的研究报道

不多 .

4　尖舌

舌的两侧向中收缩 ,舌尽力前伸 ,舌体变厚的同时变窄变尖 ,称为尖舌 . 若不能则为非尖舌 .

尖舌是郑连斌等首先报道的 ( 1997年 ) . 汉族尖舌率为 83. 85% ,回族尖舌率为 87. 16% ,蒙古族尖舌率为

82. 13% . 1999年李咏兰等报道达斡尔族尖舌率为 81. 88% . 目前研究显示 ,尖舌率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

郑连斌等认为 ,卷舌基因与尖舌基因存在互作关系 ,叠舌基因与尖舌基因、翻舌基因与尖舌基因均不存在互

作关系 . 李咏兰等资料却表明 ,卷舌基因与尖舌基因互相独立 ,翻舌基因与尖舌基因则存在互作关系 . 因

此 ,尖舌与其它舌运动类型的关系 ,尚待进一步研究 .

在开展我国人群舌运动类型调查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 ( 1)调查者应能够完成 5种舌型 ,在调查时向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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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者展现舌型并讲解其特点 ; ( 2)令被调查者练习一段时间后再开始正式调查 ; ( 3)调查时避免很多人围观

(这样会造成被调查者心理压力过大 ,影响调查准确性 ) ,应逐人逐项调查 ; ( 4)严格掌握标准 ,如叠舌一定要

舌尖返折后与舌面相贴 ; ( 5)被调查者年龄不宜过小 ,至少应为初中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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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ongue Moving Types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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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int roduce the history and achiev ements of research on tongue moving types, the f re-

quencies of rolling, folding, tw isting , clov er-leaf and pointed tongue in dif ferent human g roups and current

studies by Chines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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