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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内蒙地区 3 5 97 例蒙古
、

汉
、

回
、

朝鲜族人指纹白线分布特征
,

并探讨了指纹

白线与皱纹 掌和某些掌褶 纹类型的关系
。

结果表明 4 个 民族的指纹 白线出现率 : 蒙古族

12. 57 %
、

汉族 15
.

17 %
、

回族 18. 8 0%
、

朝鲜族 14
.

78 %
。

各民族的指纹白线出现率具有性别间

和手别间明显差异
,

亦具 民族间显著差异
。

此外
,

在这 4 个民族中
,

具指纹白线者的皱纹掌和

桥贯型
、

悉尼型掌褶纹的相对出现率均较高
。

关键词 白线
,

指纹
,

蒙古族
,

汉族
,

回族
,

朝鲜族
,

内蒙古

许多学者将指纹图上呈现出的能使正常皮纹峙线在不同方向中断的白色条纹
,

称之为

指纹 白线
。

又因其不会引起皮纹峙线的扭曲变形
,

所以极易与指端皮肤受损后 的疤痕 识

别
。

目前认为
,

白线的形成和表现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
,

且不同民族和种族出现率各不相

同 (Fel she
r ,

1961 ; 姚荷生译
,

1 984; 全跃龙
,

19 88)
,

这在人类学和群体遗传学的研究

中具 重要 意义
。

国外这方 面的研究工作已 多见报道 (Fel sher
,

19 61 ; 姚荷生译
,

19 84)
.

近年来、 我国有几个民族的指纹 白线出现率亦见报道 (全跃龙
,

19 88; 甘子明等
,

19 90;

庄振西等
,

1 993 ; 张致中等
,

1 9 94)
,

但尚未见到居住在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指纹 白线正

常值的研究资料
。

为此
,

我们于近期内在蒙古族
、

朝鲜族
、

回族和汉族人群体中进行了这

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

样本来源和方法

作者采用 印油捺印掌指纹法
,

收集样本 3 59 7 例
,

其中蒙古族 1 16 5 例 (男 549
,

女

61 6)
,

汉族 1 巧 3 例 (男 535
,

女 61 8)
,

蒙汉族资料取 自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中
、

小

学学生以及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理科在校生 ; 朝鲜族 536 例 (男 270
,

女 2 66)
,

取 自兴安盟

乌兰浩特 市朝鲜族 中
、

小学学生 ; 回族 7们 例 (男 324
,

女 4 19)
,

源于呼和浩特市 回民

收稿日期
: 1 9 9 6 一O礴刁8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资助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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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小学学生
。

调查采用随机取样
,

受试者年龄 9一22 岁
,

身体健康
,

智力正常
,

无遗传

疾病和先天性缺陷
,

其父母均为相同民族
。

,

按 S c ho u m a n n (19 76 ) 方法确定指纹白线 (姚荷 生译
,

19 84)
。

观察每位受试者左右

手各指指纹白线 出现 与否
,

记录有白线手指 的白线数量
,

以每指出现一条以上 (包括一

条) 白线即记为一次出现率阳性
,

分别统计各民族男女的各指指纹白线出现率和各民族指

纹白线总计出现率
。

同时记录每例样本左右手的掌褶纹类型和皱纹掌出现情况
,

分析指 纹

白线与皱纹掌和掌褶纹类型的关系
。

为便于与文献中不同群体的资料进行 比较
,

本文按 出

现指数计算
,

以十指 白线出现率作为各民族指纹白线总计出现率
,

这与一些学者 (庄振西

等
,

19 9 3;
.

全跃龙
,

1 988 ) 采用的统计方法一致
。

2 结 果 与 讨 论

内蒙地区蒙古
、

汉
、

回
、

朝鲜族人指纹 白线出现率及与皱纹掌和掌纹类型的关系见表

l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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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蒙古 4 个民族指纹白线的指数分布频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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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侮种 白线阳性指数 的出现 人数占各样本总人 数的
一

百分率
。

表 4 4 个民族总样本与具 白线者中的皱纹掌和掌褶纹类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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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具白线者的皱纹掌数占各群体皱纹掌总数的百分率
,

具体说明见正文
.

二
:
表示具白线者的各型掌摺纹数分别占相应各类掌摺纹总数的百分率

.

具体说明见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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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指纹 白线出现率

4 个 民族 的指纹白线出现率 回族 (1 8
.

80 % ) > 汉族 (巧
.

17 % ) > 朝鲜族 (14
.

7 8 % )

> 蒙古 族 ( 12
.

57 % ) (表 1 )
,

除 朝 鲜族 和 汉族 间的指 纹 白线 出现 率 无 明显 差异 外

(u = 0
.

6 6 5 0
,

P > 0. 05 )
,

其余各民族相互间均具极显著差异
。

各 民族男女的白线出现率都

表现 为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均 P < 0
.

01 )
,

性别间差异极显著
。

各民族左右手指 的白线出

现率亦具手别间极显著差异
,

均表现为左手高于右手 (P < 0
.

0 1 )
。

这与辽宁满族和汉族的

调查结果不完全一致 (庄振西等
,

19 9 3)
。

本文 4 个 民族 的指纹白线出现率均明显低于欧

洲人
,

亦低于我国的维吾 尔族和辽宁汉族
,

但明显高于辽宁满族人 (表 2)
,

表明指纹白

线出现率在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具显著差异
。

4 个民族各指指纹白线出现率在五指的递减分 布顺序
,

均以 中指最高
,

环指次之
,

其

余 3 指上分布各异 (表 2)
。

这与已报道的任一群体的五指分布顺序均不完全相同
。

提示

指纹白线在五指的分布顺序具有较鲜明的民族特征
.

1 2 指纹 白线的指数分布频率

4 个 民族从一指至十指均可随机出现 白线
。

朝鲜族 人两个手指具 白线 的阳性率最高

(4
.

10 % )
,

其次为五指 阳性 (3
.

54 % ); 回族十指均 阳性 者最多 (7. 27 % )
,

其次为六指的

(4 .4 4 % ); 蒙
、

汉族都是 十指均 阳性 者最 多 (蒙 4
.

89 %
,

汉
’

7
.

55 % )
,

其次为二指 阳性

(蒙 4. 4 6 %
,

汉 3
.

64 % ) (表 3)
。

这 4 个民族 白线阳性率的指数分布特点与辽宁满族 明显

不同 (满族一指最多
,

十指次之 )
,

与辽宁汉族有相似之处 (十指均阳性者最多 )
。

若以每例样本只要有一指 出现 白线
,

即记 为一次出现率阳性
,

统计各民族一指以上

(包括一指 ) 指纹 白线的指数分布总频率
,

则回族 (29
.

8 8% ) > 朝鲜族 (2 8
.

5 5% ) > 汉

族 (2 3
.

41 % ) > 蒙古族 (2 2
.

15 % ) (表
.

3)
。

各民族间比较
,

除朝鲜族与回族
、

蒙古族与

汉族无明显差异外
,

其余各民族间均具统计学差异
。

各民族 内仅回族男女间不具明显差异

(u = 0. 7 7 7 0
,

P > 0. 0 5)
,

其余 3 个民族的性别间差异极显著 (女性高于男性 )
。

上述 4 个

民族的指纹白线指数分布总频率都 明显低于辽宁汉族 (47
.

17 % )
、

维吾尔族 (6 4
.

32 % )
,

高于辽宁满族 (16
.

52 % )
、

塔吉克族 (7. 2% )
、

锡伯族 (6. 0 % )
、

乌孜别 克族 (9 .6 % )
、

哈萨克族 (14. 4 % )
、

新疆 回族 (14
.

5% ) 和新疆汉族 (1 4 .4 % ) (庄振西等
,

19 9 3 ; 甘子

明等
,

19 9 0; 张致中等
,

19 9 4)
。

提示各民族指纹白线的指数分布频率具有各 民族 自身的

特点
。

‘

本文 4 个民族中双手指纹 白线对称分布者比例汉族 (13
.

70 % ) > 回族 (12
.

52 % ) >

蒙古族 (10
.

21 % ) > 朝鲜族 (6. 9 0 % )
,

前 3 者的 比例较接近
。

4 个民族的双手指纹白线

对称 分 布 类 型 以十 指均 阳性 者 居 多 (蒙 47
.

90 %
、

汉 54
.

43 %
、

回 56
.

99 %
、

朝 鲜

48
.

65 % )
,

其次为小指对称
、

中指对称等 10 余种对称分布类型
。

2. 3 指纹白线与皱纹掌出现率

4 个民族中皱纹掌出现率汉族 (8
.

24 % ) > 回族 (7 .4 0% ) > 蒙古族 (6 .0 9% ) > 朝

鲜族 (5
.

97 % )
,

可见在各民族 中皱纹掌 的出现率均不足 10 %
。

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

具指纹白线
,

同时又是皱纹掌者
,

在各 民族中均有相 当数量的分布
。

4 个民族中
,

具指纹

白线者的皱纹掌数 占相应 民族皱纹掌总数 的比例
,

朝鲜族 76
.

56 % (4 9/ 6 4) > 蒙古族

7 1
.

8 3 % (10 2 / 14 2 ) > 回族 , 0
.

0 0 % (7 7 / 1 10 )
‘

> 汉族 5 9
.

4 7% (1 13 / 19 0 ) (表 4 )
,

表

明指纹白线与皱纹掌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相 关性
,

是否二者在形成机理上存在某种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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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

目前尚难定论
.

此外 ; 统计学结果显示
,

各民族具指纹 白线者中
,

女性皱纹掌数明显多于男性 (朝鲜

族 P < 0. 05
,

其余各民族 P < 0
.

0 1)
。

各民族 间比较
,

只有汉一 朝鲜
、

汉一蒙民族 间差异显

著 (均 P < 0
.

05)
,

其余各民族间均无明显差异
。

2. 4 指纹白线与掌褶纹类型

4 个民族各型掌褶纹的总体出现率
:
普通型 79

.

6 %一8 9
.

4 %
、

桥贯型 3
.

8 % 一 10
.

8 %
、

叉贯型 3
.

8%一 5
.

1%
、

通贯型 1
.

4 %一2
.

6 %
、

悉尼型 1
.

2%一2
.

0 % (表 4)
。

在我们的调查

中发现
,

各民族中具指纹白线者的各型掌褶 纹数占原民族各类掌褶纹总数的比例不等
.

比

如蒙古族总样本中桥贯型有 228 例
,

出现率为 9
.

79 %
,

在这些桥贯型手 中同时又具指纹

白线的有 18 6 例
,

占桥贯型总数的 81
,

58 % (18 恻 228)
.

依据同样 的计算方法
,

蒙古族

其它 4 型掌褶纹
,

具 白线者的各型数量 占相应类型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 普通型 1 2
.

78 %
、

叉贯型 25
.

64 %
、

通贯型 10
.

71 %
、

悉尼型 48
.

57 % (表 4)
,

可见蒙古族中
,

指纹白线与各

类掌褶纹 的相关 关系
,

桥贯型 > 悉尼 型 > 叉贯型 > 普通 型 > 通 贯型
.

我们调查 的朝鲜

族
、

回族和汉族也有类似的现象
.

这 3 个民族中
,

具指纹 白线者的各型掌褶纹数与原民族

各类掌褶纹总数的相对比例
,

朝鲜族 : 桥贯型 > 悉尼型 > 叉贯型 > 普通型 > 通贯型 ; 回

族
:
桥贯型 > 悉尼型 > 叉贯型 > 普通型 > 通贯 型 ; 汉族 : 桥贯型 > 悉尼型 > 叉贯型 > 通

贯型 > 普通型 (表 4)
,

可见各民族 中具指纹 白线者的掌褶纹类型
,

均以桥贯型的相对出

现率最高
,

悉尼型次之
,

叉贯型又次之
,

其余两型的排列顺序
,

仅汉族的普通型相对出现

率最低
。

目前
,

我们 尚不能明确阐明 4 个民族如此相似现象形成的原因
,

但此现象至少可

以表明
,

具桥贯型和悉尼型掌褶纹的人
,

同时又具指纹白线的机率要明显高于另外 3 种类

型的掌褶纹
。

这是否反映出指纹 白线和这些掌褶纹在形成机理上的某种相关因素
,

还有待

于进一步探讨
。

3 小 结

内蒙地 区蒙
、

汉
、

回
、

朝鲜族人指纹白线出现率大致为 12 %一19 %
.

各民族各指指

纹 白线 出现率在五指的递减分布顺序分别为
,

蒙古族 : 111
、

W
、

n
、

V
、

I; 汉族 : 111
、

W
、

I
、

11
、

V : 回族 : 111
、

W
、

·

I
、

V
、

11 ; 朝鲜族 : 111
、

IV
、

V
、

I
、

11
.

4 个 民族

中既具指纹 白线
,

又是皱纹掌的机率较大
。

各民族具指纹白线者的桥贯型和悉尼型掌褶纹

的相对出现率亦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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