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巧卷 第 期 人 类 学 学 报  
,

我国西北地区 例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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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 例 在我国西北部的分布情况
。

新疆和甘肃的发生率为 编

和
。 ,

高于陕西的发生率 喻 维 吾尔
、

哈萨克
、

柯尔克孜和 回族的发生率为
。

一

编
,

高于汉族的发 生率 编
。

基因流呈由北向南和向西漂移和特点
,

结

合国内外有关资料进行分析
,

这种变异体起源于东北亚地区
,

为古代游牧民族的遗传标志
。

关键词
,

异常血红蛋白
,

汉 族
,

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

柯尔克孜族
,

回族

自从 年以 来
,

我们对
“

丝绸之路
”

沿线的异常血红蛋 白进行 了广泛调查和研究
,

发现该地以 真
、

和
·

 为主要 特征
,

分别来 自不同

种族和地 区
。

,

 
。

的频率较高
,

分布较广
,

在维吾 尔
、

哈萨

克
、

柯尔克孜
、

汉和回族中已 广泛融合
,

是 东北亚古代游牧 民族的遗传标志
。

现结合国内

外有关资料报告讨论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研究材料为我 国古丝道沿线地 区的异常血红蛋白
。

经对 多个民族 的群体普查
,

在

 人 中检出异常血红蛋 白携带者 例
,

其中 例采血进行了一级结构分析

普查方法采 用 电泳技术
·

中国遗传学会 人类和医学遗传委员会血红蛋

白病研究协作组
, 。

结构分析基 本按梁植权介绍的方法进行 梁植权等
、 ,

包

括异常肤链的分离
,

制备指纹图
,

氨基酸组 成分析等技术
。

收稿 口期 一 一

本文受 国家 自然利
、

学基 金资助
。



期

李厚钧等 我国西北地 区 例  的分布

一一东北亚古代游牧民族的遗传标志

结 果

在本组 例异 常血红蛋 白的一级结构分析 中
,

有 例被鉴定 为

〔蛇刀 〕
。

该地异常血红蛋白的平均发生率为 编
。

按完成 的结构分析比

例进行 推算
,

的平 均发生 率为 编
,

占该地异 常血 红蛋 白总数的
,

在数量上仅次于 担 和 而居第 位
。

已在该地 个民族 中检 出
,

维吾尔
、

哈萨克
、

柯尔克孜和 回族 的发

生率为 编一 编
,

汉族的发生率为 编 见表
。

维
、

哈
、

柯族 的发生率与汉族

比较有显著差异
。

表 在不同民族中的发生率

   !

族族 别别 普查 人数数 检出异常常 检出率 喻 结构分析析 发生率 编 先证者地 区分布布

人数数 人数    !

   

汉汉汉    ! 万 天水
,

定西
,

临夏 ,,

平凉
,

武威
,

张掖
,,

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泉 宝鸡  
,

乌苏  ,,

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鲁木齐
,

呼图壁

维维维   库尔勒
,

库车
,

乌苏    

阿克苏
,

若羌
,

和 田    

台台    
,

‘

阿勒泰
,

伊宁

柯柯柯 3 53333 4 333 12
.
1777 777 III I

,

7 444 阿图什(l)))

KKK ha lkhasssssssssssssssss

回回回 8 28555 2333 2
.
7888 l333 555 1

.
0 777 临夏(2)

,

武威(l)
,

酒泉(l)))

HHH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昌吉(l)))

在地理分布上
,

新疆检出 1肠 G C
o,us hat ta 24 例

,

甘肃 24 例
,

陕西 l例
,

发生率分

别为 0
.
57 喻

、

0. 4 3 喻和 0
.
07 编

。

新疆与甘肃的发生率较为接近
,

但新疆的携带者多数为维

吾尔
、

哈萨克
、

柯尔克孜族
,

汉族较少 ; 而甘肃则全部为汉
、

回族 ; 陕西仅见 l例
,

发生

率显著减低
。

3 讨 论

H b G C ous hat ta 是 刀链的 22 位谷氨
L
酸被丙氨酸取代所致

,

属中性突变体
,

一般不引

起症状
。

1 9
6

4 年
,

S

e

l

l e

i d

e r 在美国印第安人的 C o
u sha tta 部落 中首先发现这种变异体

,

命名 H b G c o t:sha tta (Seh eid er et al
.,

1
9 科)

,

不久 V ella 等 人又在加拿大的 San tee 印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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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再次发现
,

命名 为 H b G Sask a to o n (V
ella er a l

.,
1 9 6 7 )

。

1 9 6 7 年以后
,

B l
a e

k w e
ll 等

人 在 Al
a ba m a 印第 安人

、

朝 鲜人
、

台 湾人 中均检 出这 种突 变体
,

并分别命名 H b G

T aego 和 H b H si企Chu (Blackwe ll
et al
.,

1 9 6 7 )

,

在 日本人 (O h b a
et al

.,

1 9 7 8 )

、

土耳其

人 (D inco l
。t a l

. ,

1 9 8 9
) 和阿拉伯人 (B olseelet al

.,
1 9 7 9

) 中也见少数携带者
.
。

我国其它 21 个省市 自治区报道 了 73 例 H b G C ous h at ta (全国血红蛋 白病研究协作

组
,

1 9 83
; 王荷碧等

,

1 9
86

; 张贵寅等
,

1 9 8 6)

,

是 国内为数最多的异常血红蛋白
,

仅次

于 H b E
,

先证者绝大部分为汉族
,

只有少数 回族
、

保安
、

朝鲜和苗族
。

据王荷碧等人

(王 荷碧等
,

1
98 6) 报告 的资料

,

我 国北方 比南方 的携 带者 明显 增多
,

分别 占 H b G
·

C

o

us
h

at
ta 总数 的 85 % 和 15 %

。

尤其以黑龙江和 内蒙古 的 比例最高
,

分别占该地检出异

常血红蛋白总数的 50 % 和 12
.
2% (张贵寅等

,

1 9 8 6; 秦良谊等
,

1 9 9 2)

。

本组 49 例反映了我 国西北 部 H b G C ous h at ta 的分布情况 : 一是新疆和甘肃的发生

率较为接近
,

分别为 0
.
57编和 0

.
4 3编

,

都比陕西 (0. 0 7编 ) 明显增 高; 二是维吾尔
、

哈 萨

克
、

柯尔克孜和回族的发生率 (0. 66喻一 1
.
74编) 都高于 当地汉族的发生率 (0

.
45 %

。
)

。

根

据基因流由高向低传播的规律
,

表明这种变异体不是从汉族传给维吾尔
、

哈萨克等少数民

族
,

而是从少数民族传给汉族的
。

综合以上资料分析
,

H b G C
o

us h at ta 主要见于中国人和印第安人
,

如加拿大 1982 年

报告 了 1 3 76 例异常血 红蛋 白 (W
o飞

et al
· ,

1 9 8 2 )

,

H b G C
o u s

h
a t t a 在 数量 上 占第 4

位
,

所见 34 例中除 1例 为华侨外
,

其余均为印第安人
,

而印第安人的异 常血红蛋 白以

H b A Z S Pha k ia 〔占ZH
is一 A rg 〕 最多

,

其次 为 G C oush
a tta 。

迄今 为止
,

我国共检出 122

例 G C o us h att
a ,

虽呈全国性分布
,

但北方 比南方多
,

最高频率在新疆
、

甘肃
、

内蒙至 黑

龙江一带的三北地区 (表 2)
,

基 因流呈由北 向南和西漂移的特点
。

从民族分布来看
,

虽
一

然在数量上仍然以汉族先证者占大多数 (与被检对象主要 为汉 族有关 )
,

但维吾尔
、

哈萨

克
、

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频率实际比汉族还高
。

表 2 三北地区 H b G C ous ha tta 的分布

T he山strib u6 on o f H b G C o ush a枷 i
n th ree N ort hre gion ofChi na

省省
,

自治区区 普查人数数 异常 H b 检出数数 结构分析数数 H b C o us hattaaa 发生率率 参考文献献

PPP m vin Ceee N o
.surve 界ddd N o

.ab no rm a1H I,, N
o

.
s t r u e t u r a

lll N
O

.

H b GGG I
n e

i de
n

ceee R
e

fe
r e n c eee

aaaaaaaaa n a
l y

s招招 C o u s h a t忱rrr (喻)))))

新新疆
,

甘肃
,

陕西西 2 15 78555 69 555 27333 4999 0
.
5888 本 文文

XXX in 多
ang ,

G

a

ns
uuuuuuuuuuuuuuu

SSS h
a a n x

iiiiiiiiiiiiiii

黑黑龙江江 3 1 79000 3999 l444 777 0
.
6222 张贵寅等

,,

HHH
e

il
o

飞j
an ggggggggggggg 19 8666

内内蒙古古 6 1 18777 9 666 4 lll 555 0
,

1 999 秦良谊等
,,

III
n n e r

M
o n

g
o

l
iaaaaaaaaaaaaa

1 9 9 222

Bl ac
k w

ell
根 据 在 台 湾 发 现 的 先证者 为 辽 宁 籍 人

,

曾提 出朝 鲜 和 台 湾 的 H b G

C o us h at ta 属同一基因流
,

起源于我国的东北部
,

并推测印第安人的 H b G C o us h at ta 也

可能同源于该地更早 的民族 (Bl ac kw ell ‘ al
.,

1 9 6 7
)

。

这些观点基本是符合实际的
,

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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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起源于我国东北部的汉族人
,

而是起源于古代的游牧民族
。

因在公元以前
,

我国北方有

许多少数民族
,

如匈奴
、

突厥
、

鲜卑
、

乌孙
、

丁零
、

回绝等
。

他们原先主要游牧于蒙古高

原的色木夸格河至 贝加尔湖和黑龙江流域
,

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有长期相互融合的历史
,

以致

H b G C o us ha tt a 基因由北向南呈全国性分布; 并且有许多部 落大量 向西迁徙
,

如哈萨克

是匈奴
、

乌孙 人的后裔 (贾合甫等
,

1 9 8 1 )

,

维吾尔族是丁零
、

回绝人的后裔 (吕思勉
,

19 87 )

,

曾在 公元前或 3一9 世 纪 迁往 甘肃
、

新 疆 和 中亚 其他 地 区
,

与现 今 H b G

C ous hat ta 基 因向西漂移是一致的
。

尤其匈奴人西迁的历史更早
,

活动范围更广
,

一

远至匈

牙利等东欧地区
,

现在中亚等地出现的携带者可能与他们的迁徙有关
。

而朝鲜
、

日本和北

美洲的 H b G C o us hat ta 则是这种基 因由北 向东漂移的结果
。

据史学工 作者分析 (海 斯

等
,

1
97 4) 美洲的印第安人同亚洲的民族很相似

,

是在 1 万年 以前从西伯利亚经 白令海

峡来到阿拉斯加 的
。

根据以上三种主要基 因流的频率和漂移
,

提示 H b G C o
ush at ta 应

起源于东北亚地区
,

是古代游牧民族的遗传标志
,

虽然还 不能确定起源于 哪个 民族
,

但

比乌孙
、

丁零和回绝人更早是肯定 的
,

这
.
对血红蛋 白病的流行病学和人类学研究等具有

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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