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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
、

哈萨克及汉三民族

基因活性及随体联合的比较研究

曹 新
“

张思仲

华西医科大 学医学遗传研究室
,

成都

摘 要

应 用核仁组织区银染技术 对维吾 尔
、

哈萨克及汉 族共 人的 染色体银染核仁形  区

兮
,

犷 ‘ 频率和 近端着丝粒染色体随体联合频率的研究

发现 维吾 尔
、

哈萨 克群 体 犷 及 随体联 合 的细胞 数 与次 数均 高 于 汉 族 群休
,

具有显著性差异
。

维吾尔
、

哈萨克群体间上述的频率无显著性差异
,

支

持了两 民族遗传上的相近性
。

这与民族起源和过去用民族学
、

人类学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关键词 基
’

因
,

随体联合
,

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

汉族

人类 和 核糖体基 因是一种只转录
,

但不翻译的重复拷 贝基 因
,

其产物在细

胞质核糖体的形 成和蛋白质的合成 中具有重要作 用
。

人类 和 位于
、

组
、 、

巧
、 、

染色体的短臂次溢痕区
,

由于它们的转录产物 经翻译

包装能构成光镜下可见的核仁
,

故基因所在 区域又称为核仁组织 区
。

 年
,  首先应 用银染 色技术使一些 哺乳类动物的核仁组

织区特异 地染 为黑 色
,

这 种银 染色 阳性 的 称 为  
,

 
。

人类细胞中 的变异主要 表现为频率的差异
。

、

组染色体的随体联合是一种普遍 的细胞学现象
,

它引起人们兴趣还因为这两组

染色体常发生三体易位和相互易位
,

有作者报道
,

染色体 『 联合在细胞有丝分

裂期可能增加染色体不分离的风险
。

此外还有研究者认 为
,

携带 染色体之间的联

合是非随机的
,

具有种系的特异性
。

本文通过对三民族 数量 和随体联合的检查
,

比较研究 了我国儿个民族 间

基因活性的差异以及近端着丝粒染色体随体联合的频率
。

收稿 日期 刁 刁

现 〔作单位 新疆 石河子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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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及 方 法

检寰对象

维吾尔
、

哈萨克及汉族正常人共 名 见表 来 自新疆石河子医学 院
,

石河子农

学院及民族 中学学生
。

部分受检个体为门诊献血员
。

每例皆经过严格的问询及填表调查
。

以确认被检者身体健康和三代之间为同族婚配
。

受检者的族别
、

性别及年龄分布见表
。

表 例受检者族别
、

性别及年岭分布
,   

男 女
之弓匕 幻

例 数 平均年龄 例 数 平均年龄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汉

,

方法

外周血培养及淋巴细胞染 色体标本的制备按本室常规方法略加修改进行
。

每例均经常

规 一显带 张思仲等
, 。

以确认被检 对象无染色体异常
。

制备的染色体片
,

在室

温下 一 ℃ 老化一周后使用
。

犷 染色 参考 和  方法进行 王子 淑
,

 !
。

犷 计数 选择质量 良好
, 、

组染色体无丢失
,

银染色 清晰的中期分 裂

相
,

计数 个 组 和 个 组近端着丝粒染色体 的 数 目
。

凡是有银染 点的
、

组染色体无论单侧和双侧都计数为一个银染 的核仁组织区 犷 每例计数

个核型
。

银染 的随体联合 犷  !  ! 计数 凡近端着丝粒的染

色体之 间有银染物质相连或连丝的均计数 为 犷
,

而近端着丝粒染色体之间虽然接

近
,

但无银染物质相连或连丝的
,

均不计数为
。

涉及两条近端着丝粒染色体的联

合
,

计数为一 个 犷
,

涉 及三条染色体的联合
,

未成 闭环时
,

为两个 犷
,

形成

闭环时算为 个
,

每例均计数 个细胞
,

选择好的核型显微摄影
。

结 果

维
一

吾尔
、

哈萨克及汉族单个细胞
一

分布和数 目见表
。

由表 可见 维
、

哈两

族的细胞 中 兮
一

的众数 与汉族具有 差异性
。

三 民族
、

组 及 州
一

组染色体

分类见表
。

方差分析表明
一

三 民族各
、

及 歼 组染色体 犷 的 比

较结果
,

差别极 为显著
。

但进一步 检验表明 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 间的差别无

统计学意义
。

而维吾尔族与汉族
,

哈萨克与汉族间的差别极显著
。



期 曹 新等 维吾尔
、

哈萨克及汉三民族 基因活性及随体联合的比较研究
· ·

三民族
、

组染色体随体联合的细胞数及随体联合的次数见表
,

方差分析及 检

验发现 维吾尔
、

哈萨克族的随体联合的细胞数及次数值均高于汉族 差别极

显著
。

维吾尔与哈萨克族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的意义  
。

三民族随体联合 组
、

组染色体出现的频率见表
。

表 维
、

哈
、

汉族细胞中 合
’

的分布

找 石 犷  
,

狱狱狱
例例

一

八  !  犷 细细 每细胞胞 众众

数数数数 胞胞 平均均 数数变变变变化化 细细 细细 细细 沁沁 细细 细细 细细 总总 总数数

范范范范围围 胞胞胞 胞胞胞 胞胞胞 胞胞胞 胞胞胞 胞胞胞 数数数

数数数数数数数 数数数 数数数 数数数 数数数 数数数数数数数

维维吾尔族族网网十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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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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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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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萨克族族网网小 1000 3 666 6 000 7333 12
.
222 15555 25

.
888 13555 2 2石石 11888 19

.
777 8 333 13

.
888 60 000 4 7 2 555

气

7 8 000 888

汉汉 族族园园4--
1000 16碑碑 27333 20000 33

.
333 14999 24

.
888 6999 11

.
555 l333 2之之 555 0

.
8 333 60 000 3 7 8 222 6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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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维
、

哈
、

汉族 D 组与 G 组染色体 A 犷N O R 频率的比较

C om P
ariso n offr 明ueneies ofD

,

G
e

h ro m
o 沁m es

一

A 犷N O R in U igur
,

Ka

z a
k

a

nd
H

a .

芥芥之之
例 数数 A g-- N O R 频率 (X 士 S D )))

DDDDDDD 组
·

G 组 D 十G 组组

维维吾尔族族 3OOO 4
.
78 士0

.
5 2 3 10 士 0 54 7

.
8 8 士 0

.
8 555

哈哈萨克族族 3000 4
.
67 士0

.
6 3 3

.
13 士0

.
4 1 7

,

8 0
士0

.
9 777

汉汉 族族 3000 3
,

6 6
士0

.
4 6 2

.
5 2 士 0

.
4 0 6

.
18 士 0

.
5 333

表 4 维
、

哈
、

汉族 D
、

G 组染色体随体联合的细胞数与次数

C ellnum be抢 an d ti m e s o f th e sa te ll it
e a
sso

ci a 6 o n in D
.
G e h r

om
o s
om
es
o f U ig

u r,
K

a z a
k

a n
d H

a n

奢奢沪之之
例 数数 细胞数 次 数数

XXXXXXX 士5 1) X 士S DDD

维维吾尔族族 3000 51
.
60士 气,

.

0 2 6 4

.

5 0 士5
.
3444

哈哈萨克族族 3000 51
.
20士 ‘)

.
0 0 6 3 8 3 士5 3888

汉汉 族族 3000 3夕
.
00 土 巴; 20 5 0

.
2 7 士4

.
0 000

表 5 维
、

哈
、

汉族每 10 0 个细胞中 D
、

G 组染色体随体联合频率分布

F re quenci es ofth e sa te llite ass oc iat沁n i一I D
·

G
e

h
r o

m
o

so
m

es

o
f U i g

u r
,

K
a z a

k
a n

d H
a n

奢奢护之之
例 数数 分析中期 随

’

体 D 石 组染色体在随休联合中占比例例

细细细细 胞 数 联合数 D 组 (D
s‘O G 组 (G saOOO

维维吾尔族族 3000 3000 19 35 0
.
64 土0 乃3 0

.
3 6 士0

.
0 222

哈哈萨克族族 3000 3000 190 5 0石 3 士0
·

0 1 0 3 7
士 0

,

0 222

汉汉 族族 3000 3000 1509 0
.
62 士0 乃1 0

.
3 8 士0

,

0 111

注: 由于各民族内男
、

女之 间差别均无显著性
,

故均于合并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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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表明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群体的 A犷 N O R 频率 D 组
、

G 组及 I)1
甲

G 组染色

体均显著地高于汉族群体 (P < 0
.
01 )

。

即使考虑到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及技术因素可能带

来的误差
,

可以认为维吾尔
、

哈萨克人细胞中的 rR N A 基因活性较 汉族人偏高
,

民族间

具有差异 性
。

M i
ke

l sa ar

a n 等 (l 979 ) 在研究人群
一

N O R 转录活性时发现: 爱沙尼亚东南

部人群 N O R 转 录活性和维也纳一乌尔木地 区正 常人群 A g-- N O R 频率有显著性差 异

(P < 0
.
00 1)

,

同 时还 发现 14 号染 色体 A 犷N O R 频率 在两 人群 中也存在显著性 差 异

(P < 0
.
05 )

,

因而认为上述两个人群的遗传组成有差别
。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表 3) 维吾尔与哈萨克人之间的 A g-- N O R 频率无显著性差异

(P > 0
.
05 )

。

众所周知
,

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均具有明显北 亚人种的中亚类型特征

(冯 家什
,

19 81 )

。

二者群体的遗传距离很小
。

根据基因频率计算出的遗传距离以及根据

mt D N A 限制性位点差异计算出二者的距离都显示这 一点 (俞民澎等
,

1 9
88 )

。

从民族学

上考证: 维吾尔是突厥诸族的一支
,

哈萨克是古代乌孙
、

突厥
、

契丹一部 分和后来蒙古人

长期民族融合结果
。

说明这两个地处中亚的民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

本实验也支持两民族

遗传上 的相近性
。

与此同时汉族在公元前 270 0 多年前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
,

与维吾

尔和哈萨克族人无论在体质上和遗传构成上均有较 明显 的差别 (崔静等
,

1 9 91
; 艾琼华

等
,

1 9 9 3 : 黎彦才等
,

1 9 9 3 )

。

本文研究还表明
:
维吾尔

、

哈萨克的随体联合的细胞数和次数均高于汉族群体
,

具有

显著性差异 (P < 0
.
01 )

,

见表 4
。

然而 随体联合的形成除与 rD N A 含量
、

转录活性相关

外
,

也受到其它 因素如参与联合的诸染色体在功能上的相互代偿
,

次溢痕收缩力的差异等

影响 (王戈华
,

19 8 9)

。

不同的遗传背景在决定个体转录活性 时亦可能通过染色体收缩力

的改变而影响随体联合形成
。

可见随体联合的形成除与民族差异有关外
,

还是多因素作 用

的结果
。

不少文献报道
,

A
g--

N o R 联合频率及 A g-- N o R 频率可受到机体内
、

、

外环境 变

化如理化 因素
,

肿瘤
、

遗传 疾病 等影 响 (胡 光等
,

19 85
; 詹容 州

,

19 93
; 林 仲翔等

,

19 93 )

。

本文实验结果提示
: 用银可染性来反映

rR N A 基 因活性时
,

也应考虑民族间差异

的存在
。

至于随体联合是否为随机性 的问题
,

从理论上推测
,

D 组和 G 组染色体在随体联合

中 出现频 率是 相 互依存 的参 数
。

其关 系为 D saf (sa tellite asso eiatio n
’
5

fr
e n

q
uc

y

,
s a

f )

+ G
s a

f = l

,

按 D 组
、

G 组染色体参与随机联合的随机理论 : D s
af= 0

.
6

,

G
s a

f = 0

.

4

,

我

们对维
、

哈
、

汉族分别分析 D
、

G 组染色体在随体联合中所 占频率得到 D saf 为 0
.
64 士

0
.
0 3

,

0

.

6 3 士 0
.
0 1

,

0 6 2 士 0
.
0 1 ; G , a f 为 0

.
36 士 0

.
0 2

,

0

.

3 7 士 0 0 2
,

0

.

3 8 士 0
.
0 1 ; 与程国栋

(1985) 报道 D saf= 0
.
6 1士 0

.
0 1

,

G
s a

f 二 0
.
3 9 士 0

.
0 1 相似

。

本实验结果也说明
,

D

、

G 组

染色体参与随体联合频率是符合这二组染色体数量的多少而随机联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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