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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了 名 一 岁蒙
、

汉族通婚后裔男女大学生体质特征
,

比较表明
,
后裔学生

各项指标发育较好
,

均超过汉族学生
,

其中女生的身高
、
胸围差异有显著性 身高

、

坐高
、

胸围
、

肩宽超过蒙族学生
,

其中男生的坐高
、

肩宽
,

女生的身高
、

坐高
、

胸围差异有显著性
,

体重
、

骨盆

宽小于蒙族学生
,

其中男女生的骨盆宽差异有显著性
。

依 值判别分析
,

后裔学生在体征

上较多地显示汉族性状
。

蒙古族是我国人口 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

据 年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结果
,

居

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有 多人
,

占全国蒙古族人 口 多
,

占内蒙古自治区总

人 口 , 多
。

蒙古族虽有自己的聚居区
,

却又遍布全自治区
,

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

居较为普遍
,

由于长期民族间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交往
,

促使异族间婚配增多
。

异族间通婚

后裔人群体质状况
,

王齐家等
、

张振标  ! 、

高桂芬等 等曾作过研究
,

有关

蒙
、

汉族通婚后裔的体质状况未见过报道
,

本文拟通过蒙
、

汉族通婚后裔 简称后裔 大学

生体质调查分析
,

探索后裔体质特征
,

并对进一步开展优生优育的研 究起促进作用
。

研
·

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收集 年内蒙古 自治区学生体质
、

健康调研组检测内蒙古大学
、

内蒙古师范

大学
、

内蒙古农牧学院
、

内蒙古医学院及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等 所院校蒙
、

汉族通婚后

裔 包括父方为蒙族
,

母方为汉族及父方为汉族
、

母方为蒙族的子代 一 岁发育正常

的普通大学生的资料
,

共计 人 城乡合并
,

其中男生 人
,

女生 人
。

调查的体

质指标有身高
、

坐高
、

体重
、

胸围
、

肩宽和骨盆宽 项
。

测量仪器和方法见《中国学生体

质
、

健康研究检测细则》中国学生体质
、

健康调查研究组
,

及《蒙古族学生体质现状

分析》
,

朱钦
。

数据 由内蒙古医学院计算机室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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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分 析

后裔学生体质各项指标与蒙
、

汉族同龄组比较
,

结果见表
、

表
。

结果表明 一

岁 合并 后裔学生各项指标均大于汉族学生
,

且女生身高差异有显著性
,

胸

围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与蒙族学生比较
,

后裔学生身高
、

坐高
、

胸围
、

肩宽均

大于蒙族学生
,

且男生的坐高
、

肩宽及女生的身高
、

坐高
、

胸围差异有显著性 肠 或

非常显著性
,

但体重
、

骨盆宽小于蒙族学生
,

其中骨盆宽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

表 一 岁蒙
、

汉族后裔学生体质指标资料

性性别别 年龄龄 人数数 身高高 坐高高 体重重 胸 围围 肩宽宽 骨盆宽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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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后裔学生与原民族体质指标均值差¹

项 目
男 生 … 女 生

汉族差值À 蒙族差值À 汉族差值À 蒙族差值À

身 高 (
cm )

坐 高 (
em )

体 重 (kg )

胸 围 (
cm )

肩 宽 (
cm )

骨盆宽 (
em )

0
。

8 0

0

.

6 8
* *

一 0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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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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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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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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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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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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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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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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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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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正值为后裔大于汉族或蒙族
,

负值则相反 ;
*为 p < 。

.
05

,

** 为 p< 。
·

。l 。

À 汉族数据引自(中国学生体质
、

健康调查研究组
, 1 9 8 7

)

。

À 蒙族数据为 1 , 8 , 年内蒙古学生体质
、

健康调研组检测
。

2

.

后裔学生几项主要体质指数与蒙
、

汉族同龄组学生比较
,

结果见表 3
。

( l) 坐高指数(坐高/身高 X 10o)
,

可以反映人体躯干长短比例关系
,

后裔学生小于汉

族学生
,

大于蒙族学生
,

但差异均无显著性
。

(
2
) 肩宽指数 (肩宽/身高 X 100) 和骨盆宽指数(骨盆宽/身高 X 100)

,

是通 过人 体

纵
、

横轴之比
,

反映躯干横径发育比例的变化
。

肩宽指数
,

后裔学生与蒙
、

汉族学生差异无

显著性
。

骨盆宽指数
,

后裔学生与汉族学生差异无显著性
,

但小于蒙族学生
,

差异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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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后裔学生与原民族学生几项指数均值差¹

指指 数数 男 生生 女 生生

后后后 裔裔 汉族ÀÀ 蒙族ÀÀ 后 裔裔 汉族ºº 蒙族ºº

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值值 差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差值值 差 值值
XXXXXXX SSSSSSS 又又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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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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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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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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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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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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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8 666 一 0
。

0 333 0

.

0 555 2 1

。

8 999 0

。

7
111 一 0

。

0 111 一 0
。

0 999

骨骨盆宽 Z身高火 1 0000 16
。

0 000 0

。

7
111

0

。

0
111 一 0

.
2 6 * *** 1 6

。

8
222

0

。

8 555 0

。

0 777 一 0
.
38 * ***

¹ 正值为后裔大于汉族或蒙族
,
负值 则相反 ;

** p < 。
.
0 1

。

À 汉
、

蒙族数据为 198, 年内蒙古学生体质
、

健康调研组检测
。

显著性 (p < 0
.
0 1)

。

表明后裔学生与蒙族学生比较呈现躯干下部横径相对较窄的体型
。

(
3
)

v
e r v a e o

k 指数[( 体重+ 胸 围)/身高 x 10。]
,

是反映人体长
、

围
、

宽
、

厚度和密度

的综合指标
,

后裔学生与蒙
、

汉族学生差异无显著性
。

综上所述
,

后裔学生趋于汉族学生的体型特征
。

3

.

后裔学生身高分型(按马丁)

后裔男女学生身高均值分别为 170
.
82 厘米

、

1
59

.

6 7 厘米
,

均属高等偏超中等身材
,

男

生身高 170 厘米以上 占 53 外
,

女生身高 159 厘米以上 占 56 务
,

见表 4o

表 4 后裔学生身高分型(按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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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后裔与当地原民族人群身高均值差¹ (
。
m )

后 裔

…竺生

作 者

(年 份)

汉族蒙族汉族拉族枯汉族族白黎族 汉族汉族瑶族

瑶汉后裔

黎汉后裔

白汉后裔

拉汉后裔

蒙汉后裔

1.52一 1
.
4 0

2
。

5
8 一 l

。

2 1

王齐家等

( 1983)
2 .19 2 .14 张振标

( 1984)

2 。

7 1 2

。

1 3

1

。

8 1 2

。

3 3

高桂芬等
(1987)

5
.
37一 1

.
13

7
.
7 6 0

.
6 9

高桂芬等
( 1987)

o ·

旦9 0
·

百旦 } 本文作者
U 。

, , 0
。

匕5 }

男女男女男女男女男女

¹ 正值为后裔大于当地原民族
,
负值则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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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后裔学生与蒙

、

汉族体征距离
,

依表 2 中各项指标均值差
,

计算每两组之间的欧氏

距离值 (D ”)
,

结果后裔男生与蒙
、

汉族距离值分别为 1
.
19、 0

.

98

,

后裔女生与蒙
、

汉族距

离值分别为 1
.
74、 1

.

5 9
,

表明后裔男女学生体征遗传与汉族较i近
。

此结果与黎
、

汉族后

裔
,

瑶
、

汉族混血后裔在体征遗传上主要表现汉族遗传特性相似 (张振标
,

1 9 8 4
)

。

5

.

后裔人群与当地原民族人群身高均值差比较
,

结果见表 5
。

结果表明
,

后裔男女性

身高的均值都超过原民族身高发育较差一方
,

接近或超过原民族身高发育较好一方
。

讨 论

蒙
、

汉族虽世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生息繁衍
,

但蒙
、

汉族学生在体质上仍存在较大

差异
,

如汉族学生身高
、

坐高
、

肩宽大于蒙族学生
,

其中坐高差异有显著性
,

而体重
、

胸围
、

骨盆宽小于蒙族学生
,

其中体重
、

骨盆宽差异有显著性 (蒙
、

汉族数据引自同表 2)
,

所以
,

蒙族学生较仅族学生呈现相对躯干短
,

骨盆宽的粗壮体型
。

户
、

体表现型发育的差异
,

究其因素是复杂的
,

既有先天性的遗传因素
,

也存在后天环

境的各种因素(包括自然地理
、

生态环境
、

经济状况
、

营养水平
、

生活习惯等)
。

蒙
、

汉族通婚

后裔学生体质发育总体水平较高
,

从遗传学角度
,

因原 民族子代只能从父母双方获得一个

民族相同的或相近遗传基因变异和积累
,

而后裔学生能从父母双方获得两个不同民族的

不同遗传基因变异和积累
,

增加了变异组合机率
,

通过突变又增大复等位基因系列的频

率
,

使后裔的遗传基因优势超过原民族子代
。

从后天环境因素
,

蒙
、

汉通婚后裔学生多数

生长在能发展多种经济的半农半牧的蒙
、

汉族杂居区或城镇
,

其饮食成 分中乳类和肉类的

量较汉族多
,

新鲜瓜果和蔬菜的量比蒙族多
,

膳食结构比较合理
,

同时
,

卫生条件
、

生活习

惯比农
、

牧区有所改善
。 、

在遗传基因型与良好环境相互作用下
,

而导致表现型发育有一新

水平
。

各数量性状差异
,

有的主要属遗传基因的差异
,

有的主要属后天环境各种因素的差

异
。

如本研究后裔男生坐高大于蒙族男生
,

后裔女生身高
、

坐高大于蒙族女生
,

身高大于

汉族女生及表 5 中王氏
、

张氏
、

高氏等研究结果
,

都可能是遗传基因决定差异起主导作用
。

因为上述性状是较稳定性状
,

且具有较高的遗传力估计值
,

据报道身高的遗传力估计值男

性为 0
.
79 ,

女性为 0
.
92

,

男女性坐高为 0
.
8, ( 方宗熙

,
1 9 7 9

)

。

而后裔女生胸围大于蒙
、

汉

族女生
,

除遗传因素外
,

后天环境各种因素可能是主要的
,

因为胸围具有较高的可变性
,

遗

传力估计值为 0
.
55 (方宗熙

,
1 9 7 9

)

。

综上述
,

人体的生长发育过程是个体在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
,

是遗传性和获得性矛盾统一过程
。

提倡非血缘关系婚配
,

血缘关系愈远
,

遗传基因优

势愈显著
,

遗传基因优势的充分发挥要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作保障
。

因此
,

只有遗传基因

优 势和良好环境的统一
,

才是提高人口 素质的根本保证
。

小 结

后裔学生各项指标发育较好
,

各指标超过汉族学生
,

其中女生身高
、

胸围差异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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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著性 (p < 0
.
05 ) 或非常显著性 (p < 0

.
01) ; 身高

、

坐高
、

胸围
、

肩宽超过蒙族学生
,

其中

男生坐高
、

肩宽
,

女生身高
、

坐高
、

胸围差异有显著性 (p < 。
.
0 5) 或非常显著性 (p<

0
.
01)

,

而体重
、

骨盆宽小于蒙族学生
,

其中男女骨盆宽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 0
.
01)

。

2

.

后裔学生体型与汉族学生较相似
。

3

.

后裔学生身高均值按马丁分型
,

男女学生均属高等偏超中等 身材
。

4

.

后裔学生在体征上较多地显示汉族性状
。

(
1 9 9 0 年 6 月 8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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