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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红细胞血型抗原在黑龙江省
赫哲族人群中的分布

刘 杰 贾冠军 张立新 赵国庆 张 丽

哈尔滨市 红十字中心血站
,

黑龙江 巧

郝 露 萍
中国科学 院遗传研究所

,

北 京

摘 要

对 代均 为赫哲族 的黑龙江省同江县街津 乡和八叉 乡的 人进行了 个红细胞血型系

统
、 、 、 、 、 、 、 、 、

共 种抗 原分

布的调 查
,

结果显示
,

基 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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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为我 国北

方 人 群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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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十 十等型
。

关键词 红细胞血型
,

基因频率
,

赫哲族

前 言

赫哲族的人 口很少
,

仅有 人  
。

集 中居住在黑龙江
、

松花江
、

乌苏里江

的三江 口流域
,

以渔业
、

狩猎 为主
。

在形成 民族的过程中
,

吸收了通古斯
、

满族
、

蒙古族

和外贝加尔地区 的乌德哥人和黑龙江流域的土著居民及古亚洲民族的库页族成分
,

与汉族

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

在清朝初期已形成为一个多源的民族
。

对红细胞同种抗原遗传多态性的研究可揭示 民族的融合与迁移
,

可为法医学
、

临床医

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为此
,

我们于 年 月对黑龙江省 同江县街津 口乡和八

叉乡的 名赫哲族人进行了 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共 种抗原分布的调查
,

结果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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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 杰等 种红 细胞血型抗原在黑龙江省赫哲族人群中的分布

材 料 与 方 法

 受检对象 彼此间无血缘关系并且 代内均为赫哲族 的
、

黑龙江省同江县街津吁

乡和八叉乡的渔 民 人
,

各取其 抗凝静脉血 毫升
。

 试剂来源 除抗
、

抗 和抗 为本血站的产品外
,

其余抗血清均为 日本三光

纯药株式会社产品
。

 试验方 法 系统和 系统用室温盐水纸片法
、

系统
、

系统和

抗原用室温盐水试 管法
、

系统 用 菠 萝酶法
、 、 、 、 、

等系统和 抗原用间接抗 人球蛋 白法进行
。

全部试验于 天内完成
。

 基 因频率 和单倍型 频 率 的 计算方 法 系 统 的计算公式
,

采 用 法
,

 
,

其余系统的基 因频率依据 等  的公式计算
。

结 果 与 分 析

、

 和 系统的结果见表

表 赫哲族
、

和 血型系统的分布

表现型 观察值 期望值 单倍型和基因频率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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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O 血型系统

H 盯dy-- W ei
n
be rg 吻合度测验表 明

,

A B O 系统的观察值与期望值吻合度 良好
。

对基

因频率的计算结果进行了一次校正
,

t = 0

.

51

,

p > 0

.

5

。

刘杰另文报道的赫哲族 的 A B O 系

统基 因频 率为 尸一 0
.
2 2 0 6

、

。一 0
.
2 4 19

、

;
=

0

.

5 3 2 1
( 刘 杰等

,

1 9 5 8 )

,

陈 良忠的 报道 为

尸= 0
.
1 1 8 4

、

守= 0
.
3 0 4 8

、

r
=

0

.

5 7 6 8
( 陈良忠等

,

1 9 8 5 )

。

本调查的 夕值 (0
.
1692) 介于以上

两篇报道中的 p 值之间
,

:

值 (0. 6085 ) 虽高于以上两篇报道的
r
值

,

但经 厂 检验
,

本调

查结果与以 上两篇报道均无显著性差异 (丫 = 1
.
98

,

p > 0. 5; 丫= 4.0 4
,

p > 0. 2 5)

。

从这

3 篇关于赫哲族人 A B O 血型的报道中
,

可 以观 察到赫哲族 A B O 血型系统分布的特征是

q > P ,

为我国北方人群的分布特点
。

R h 血型系统

使用 5 种抗血清对 94 名赫哲族人进行 了 R h 系统的分布调查
,

在调查中未发现 D 抗

原阴性者
。

在 中国
,

除新疆的部分少数民族外
,

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

D 抗 原频率都

较低
,

基本上均为 0. 3 % 一0. 5%
,

而在 白种人中却高达 巧%
。

在 D 阳性的 9 种表型中
,

未发现 C C D E E
、

C
c

D E E 和 “D ee 型
。

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
,

D 阳性的单倍型频率的分

布特点为 C D e > cD E > cD e > C D E
。

赫哲族 的 C D E 基因频率 (0
.
0706) 是国内人群 中的

较高值
,

最高值为 内蒙古达斡尔族 的 0
.
1661 (郝露萍

,

待 发表 )
,

其他 绝大部分 群体 的

C D E 基因频率均低于 0
.
1

。

M
N S

s 血型系统

赫哲族 人的 川 基因频率 (0.6 01 1) 大于 n 基 因频率 (0
.
3989)

。

M
N 血型在 中国人群

中的分布特点是: 在汉族人群中
,

北方人群大部分为基因频率 m < 基 因频率
n ,

南方人群

表 2 赫哲族 P
、

肠eg o
、

D
u

ffy

、

L
u

th
er

an

、

儿dd 和 Le w is 血型系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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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 杰等: 24 种红细胞血垫抗原在黑龙江省赫哲族人群中的分布
·

8 3

·

基本为基 因频率 m > 基 因频率
n ,

而在少数民族 中
,

基 因频率 川 几乎都大于基 因频率 氏

赫哲族的基因 。
、

n 的频率计算结果 与大多数少数 民族一致
。

M
S 单倍型频率 (0. 069 1)

是国内人群中的次高值
,

最高值为新疆维吾尔族的 0
.
13 83 (袁义达等

,

19 8 4)

。

p

、

D

u

ffy

、

L
u

t h

e r a n

、

K i d d

、

D i

e

g

o
、

L

e
w i

s 和 K ell 系统的结果见表 2
。

P 血型系统

赫哲族人的基 因频率 尸,
(0

.

10 0 8) 是 中国人群中的较低值
。

在中国人群 中
,

除新疆

的几个 少数 民族外
,

基因频 率 尸l 一般 低于 0
.
2

,

最低值 为海 南黎族 的 0
.
02 43 (O m ot o

et al
.,

19 93 )

。

而在 白种人和黑种人中
,

基因频率 尸 , 一般都大于基因频率 尸:
。

D

u

f
fy 血型系统
用 F y

“

和 F y” 两种 抗 血 清 对赫 哲 族 人 进 行 了调 查
。

赫 哲族 人 的基 因频 率 乃尸

(0. 89 89 ) 低于 0. 9
。

D

u

ffv

血型系统有 3个等位基 因
,

它们是 Fy
“ 、

Fy

白和 F y ,

这 3 个等

位基 因在不同的人种 中分布的差异很大
。

绝大多数黄种人的基 因频率 Fy
“

都很高 (S al
-

m on et al
.,

1 98 4)

,

中国人的基因频率 Fy
“

一般高于 0
.
9

。

在用 F y
a
和 F y ”两种抗血清进行

了调查的中国人群中
,

基因频率 Fy
“

低于 0
.
9 的还有甘肃的汉族 (郝露萍等

,

19 9 0)

、

新

疆的维吾尔族 (袁义达等
,

19 8 4)

、

内蒙的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 (郝露萍
,

待发表)
。

基 因

频率 Fy
“

在 白种 人中低于基因频率 Fy
石; 基因频率 Fy 在黄种人 和白种人 中儿乎等于零

,

而黑种人的基因频率 Fy 却极高 (M ouran t er al
.,

1 9 7 6
)

。

L
ut

h
e

r
a

n

血型系统

用 L ua 和 L u ” 两种抗血清对 94 名赫哲族人进 行了 L ut her
a n 血 型系统分布的调查

,

基因频率 L ua 为 0. 0372
。

由于国内对该系统的调查报道不多
,

所 以不便于比较
。

Ki dd 血型系统

在本调查中
,

赫哲族的基 因频率 Jka 为 0. 409 6
,

在 中国人群 中是较低 的
,

未发现

Jk (, 卜 )型
。

K id d 系统在不同人种中的分布有一定 的差 异
,

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基因频率

Jk
“

较高
,

而黄种人的基因频率 Jk
“

较白种人和黑种人略低
,

一般低于 0
.
6

。

Di eg

o

血型系统

用抗 D ia 一种血清进行了血型分布 的调查
、

基 因频率 D 尸为 0
.
09 49

,

是 目前国内已发

表资料 中的最高值
。

我们认为
,

是 否我国还有如此高 D ia 频率 的地 区或民族
,

有待于更

多的报道 发表之后再做 比较
。

D i eg

o 血型系统在不同人种中的分布有很大 的差异
,

基 因频

率 D ia 在白种人和黑种人中几乎等于零
。

L
e

w
i
s 血型系统

L ew is 血型系统与 A B H 分泌型系统关系密切
,

我们因故未检测 94 人的分泌型
,

所 以

未能计算 Le w is 系统的基 因频率
。

L
e(

a+
)
型仅发现了 8 人

,

占 8
.
51 %

,

未发现 L e( 时 b+ )

型
。

K

ell 血型系统

在 K ell 血 型系统的调查 中
,

使用 了 K 和 k 两种抗血清
,

在检查 中未发现 K (+ )型
,

基因频率 k 是 l
。

在中国人中
,

基 因 K 的频率是很低的
,

在大部分 已调查的人群 中 K 的

基因频率都等于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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