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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汉族群体 12 的遗传多态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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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在国内首次用等电聚焦和酶连免疫标记方法调查哈尔滨
、

西安
、

成都
、

贵阳
、

漳州等五个汉

族群体的补体第七成分 41 2 6 的遗传多态性
。

结果表明
,

12
3

基因频率最高
,

在 5
/

8 9  至

5
/

料之间
。

1 夕3  频率在四个亚群中为 5
/

5 9  8 至 5
/

5 8匆 ,

但在贵阳人群中高达 5
/

,  2 ,

是

目前世界上 已观察到的最高值
。

12
3
: 频率在五个亚群中无显著差异

,

在 5
/

5 8 5至 5
/

5呼5  之

间
。

没有观察到 12
3 : 有由北方人群扩散到南方的明显趋势

。

在南方的三个汉族亚群中观察

到在高加索人和 日本人群中存在的 1 2 3 ; 基因
。

前 言

补体系统是体液免疫防御机制最后一步的参与者
,

它与抗体合作而将靶细胞溶解
。

运用各种电泳方法已发现人类一系列补体蛋白的遗传多态性
,

如 1 ;
、

因子 <
、

1=
、

1 :
、

1 >
、

∀ 2
、

因子 ?
、

∀ ≅ 和 ∀ , 等 Α∃ Β Χ Β垃Δ Ε Β 。Φ Β ∗
/ ,

8 : Γ
。

2 8 年
,

% ∋Η ΒΕ Ι 等用聚丙烯酸胺等电聚焦 4−ϑ Κ 6 方法
,

检出 1 2 的共显性等位基

因 1 2 3 ∗
、

1夕3  和 1 2 3 ; Α % ∋ Η Β Ε Ι ∀ Λ Β ∗
/ ,

2 8 Γ
。 8 : 年

,

∃ Β Χ Β Μ Δ Ε Β 等 4 8 : 6 将等

电免疫印迹技术引进 1 2 分型后
,

新的等位基因 1 2 3 :
、

1 2 3 9 Α ∃ Ν≅Ο Ν川Δ Χ Β Ν ∀‘ Β ∗
/ ,

8 = Γ
、

1 23 = Π> ∀ Θ Ρ ∀ , Β ∗
/ ,

8= Γ
、

1 2 3 2 Α Σ Β ≅Ο Ν∋ 。 7 Β ∗
/ ,

8 = Γ 和 1 2 3 8 ΑΤ ∋ Μ Β Ι≅ Δ ∀ Ι Β ∗
/ ’

8 Γ 相继被报道
。

其中
,

Σ Β ≅Ο Ν∋ 等在发现 1 2 3 2 的同时
,

证明 1 2 3 9 与 % ∋ Η Β Ε Ι
等

发现的 Υ 2 3; 是同一的
。

因此 目前 已发现的 Υ 2 等位基因有 2 个 Φ 1 2 3 ∗
、

1 2 3  
、

1

2 3 ;
、

1 2 3 :
、

1 2 3 =
、

1 2 3 2 和 1 2 3 8 。

由于 1 2 和 1 = 在理化性质和功能等方面都很相似
,

人们便自然推测 1 2 和 1 = 在

遗传学上是相关的
。

后来证明这两个座位是紧密连锁的 Α# ∋ Χ Δ Θ Β Ρ Β ∀Ι 5
/ ,

8 = Γ
。

但

是
,

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 1 2 与其他的基因连锁
, 1 = 也尚未定位于某一染色体

,

因此目

前还不知道 1 2 的染色体定位
。

在群体遗传学研究中
, 1 2 是一个较新的遗传标记

,

国内 目前尚未见报道
。

仅一国

外实验室报道了北京
、

广州地区汉族人群的 1 2 多态性 〔>∀
Θ Ρ ∀Ι Β∗

/ ,

8 = Γ
。

本文研究

了哈尔滨
、

西安
、

成都
、

贵阳
、

漳州汉族人群的 1 2 多态现象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对象为三代均系住在该地的汉族
,

彼此间无亲缘关系
。

哈尔滨 82 人
,

西安 ”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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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在欧亚大陆有一个由西向东升高的倾向
。

关于 1 2 3 : ,

>∀
Θ Ρ 等人 4 8 = 6 发现其频

率在北京和广州人群间存在显著差异 4( ς 5
/

5 59 6
,

并提 出该基因有地理上的限制性分

布
,

认为在中国由于基因流动逐渐从北方人群扩散到南方人群
。

但从本文研究的结果来

看
, 1 2 3 : 频率并没有显示 出从北到南逐渐降低的趋势

。

在 白人和 日本人群中发现的 1 2 3 ; ,

曾被命名为 1 2 3
9
。

后来在中国北京和广州人

群中也有发现
。

本研究在漳州
、

贵阳
、

成都三个群体中也发现 1 2 3 ; 的存在
。

1 2 3 =基因首

先在中国北京人群中发现 「Λ ∀ Θ Ρ ∀ Ι Β ∗
/ ,

8 = Γ
,

但频率极低 45
/

465 ; ; 士 5
/

5 5 ; ; 6
,

在其他

群体中尚未观察到 1 2 3 = 的纯合或杂合表型
,

在我们所观察的五个群体 中也未曾发现
。

4 , 5 年 2 月 ; 日收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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