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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毫州地区回族的皮纹研究

花兆合 刘必融 郭 华 侯继坤
5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

,

芜湖 ! 6 6 6 7

关键词 皮纹学 8指纹 8 掌纹 8 回族 8安徽毫州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安徽省毫州地区 66 例 5男女各 ! 66 人7回族健康人的皮纹参数正常值
。

调查

分析了指纹类型
、

指峭纹计数
、

掌岭纹计数
、

主线止区
、
9: ; 角

、 : 距比
、

掌褶和掌部花纹类型等

项参数
。
比较了不同性别

、

左右侧
、

不同民族和人种间的差异
。
结果表明

,
回族有自己的手纹

特点
,

又显示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
。

近年来
,

我国皮纹学的研究进展很快
,

已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皮纹资料
。

回族是我国人

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5辞海
·

民族分册 7
。

已报道的甘肃临夏
、

海南崖县 5李实韶等
,

 < 7和宁夏固原5杨廷雄等
,  < , 7三地区回族皮纹参数间有不少统计学差异

,

且有些重

要参数尚无统计资料
。

为此
,

我们分析了毫州地区的回族皮纹特征
,

为体质人类学和临床

医学提供基础数据
,

并对与皮纹学研究有意义的问题进行探讨
。

一
、 8材料 和 方 法

&

取纹对象

被试者为世代居住在安徽省毫州市的回族居民
。

选择双亲三代以内5即祖父母
、

外祖

父母和父母7均为回族
,

表型正常的健康人
,

逐户采集皮纹
。

排除已知有血亲关系的个体
,

共分析 6 6 例5男女各 ! 6 6 人7
,

年龄 王0一 =  岁
。

!
&

皮纹采集和鉴定方法

印泥法采集指
、

掌纹
,

体视显微镜下鉴定计数5花兆合
、

彭玉文
,  < > 7

。

二
、

结 果

5一 7 指 纹

&

各型指纹频率 5表 ∃7

!
&

各指各型指纹频率5表 !7

由表 ! 提示
,

简斗5?
‘

7多见于 ≅4 指 8双箕斗5Α
;
7多见于 指 8尺箕 5.Β 7 以 4 指和



Χ ! 6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表 ∃ 男女各型指纹百分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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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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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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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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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男女左右手各指各型指纹百分频率

一注 0 ? 二 ?
,
Γ ?

; 8 . Ν .Β Γ .
ϑ
8 ( Ν 人

&
十 (、

指多见 8挠箕 5., 7 以 + 指较多 8简弓 5(今 和帐弓 5(: 7 亦多见于 + 指
。

Χ
&

各型指纹在各指的递减顺序5表 Χ7

&

指纹指数 5表 幻

计算了斗箕指数 5Ο
Β ϑ Β Π 9 :9

, 0 ΘΡ ; ) Σ 一Ο≅7
、

弓斗指数 5Τ
9 Ρ Υς ) ΘΩ

) , 。 ΘΡ ; ) Σ 一Τ ∃7
、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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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Χ 回族与不同种群的指纹类型在各指的递减顺序

指指纹类型型 手 指指 种 群群

ΑΑΑΑΑ ≅∀∀∀ ≅≅≅ ≅≅≅≅ ∀∀∀ 本文文

≅≅≅≅≅∀∀∀ ≅≅≅ ∃ ≅≅≅ ∀∀∀ 壮族
ΙΙΙ

≅≅≅≅≅ ∀∀∀ ≅≅≅ ≅≅≅≅ ∀∀∀ 日本人ΙΙΙΙ

≅≅≅≅≅≅≅ ≅∀∀∀ ≅≅≅≅ ∀∀∀ 英国人 Ι ΙΙΙ

≅≅≅≅≅≅≅ ≅∀∀∀ ≅≅≅≅ ∀∀∀ 利比里亚黑人ΙΙΙΙ

..... ∀∀∀ ≅≅≅≅ ≅≅≅ ≅ ∀∀∀ 本文文

∀∀∀∀∀∀∀ ≅∃∃∃ ≅≅≅ ≅ ∀∀∀ 壮族族

∀∀∀∀∀∀∀ ≅≅≅≅ ≅≅≅ ≅ ∀∀∀ 日本人人

∀∀∀∀∀∀∀ ≅∀∀∀ ≅≅≅ ≅≅≅≅ 英国人人

∀∀∀∀∀∀∀ ≅∀∀∀ ≅≅≅≅ ≅≅≅ 利比里亚黑人人

((((( ≅≅≅≅ ≅≅≅ ∀∀∀ ≅∀∀∀ 本文文

≅≅≅≅≅≅≅≅ 【【 ∀∀∀ ≅∀∀∀ 壮族族

≅≅≅≅≅≅≅≅ ∃∃∃ ≅∀∀∀ ∀∀∀ 日本人人

≅≅≅≅≅≅≅≅ ∃∃∃ ≅ ∀∀∀ ∀∀∀ 英国人人

≅≅≅≅≅≅≅≅ ≅≅≅ ≅∀∀∀ ∀∀∀ 利比里亚黑人人

据董涕忱5  = 7材料
, 由作者计算

。

转引自 Ε Ξ Π 9 Β ς 9 Ρ 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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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安徽回族的斗箕指数
、

弓斗指数
、

花纹强度指数和指纹系数

指指纹指数数 公 式式 男男 女女 男女女

左左左左 右 合计计 左 右 合计计 合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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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Ε 安徽回族与不同种群各指纹指纹指数的比较

种群 回 族 舍 族 侄佬族 赫哲族

张继宗
5  <> 7

景颇族 Κ 汉 族 日本人

作者 本 文
花兆合等
5  < > 7

周家美等
5  <今7

金安鲁等 Κ张海国等
5  <! 7 Κ 5  < 7

盐野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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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文外
,
其他种群的指纹指数系作者根据原文数据计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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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强度指数 5Φ
9 : : ) ϑ Ρ ΘΡ : ) Ρ ΕΘ:α ΘΡ ; ) Σ 一

Φ ∃∃7 5吴汝康等
,

 < 7和指纹系数 5Φ 9 : :) ϑ Ρ ) # ) ]

βΘΞ Θ) Ρ : 一− ) 7 5宋伟宏等
,  Η >7

。

−∃ ∃ 是每人每只手指三叉的平均数
,

它表示指纹的复杂程度
。

因 (: 有一中心三叉
,

故计算 −∃ ∃ 值时加人了 (: 的数目
。

国内不少资料 ( 未再分亚型
,

为便于比较
,

未加人

(
,

时的 −∃ ∃ 值亦列于表 中
。

Η
&

本文与不同民族
、

不同人种指纹指数的比较5表 Η7

=
&

指峰纹计数 5表 =7

起止点不计数 8 ?
,

取大值 8 ? ;
同时用中国皮纹研究协作组法 5郭汉壁

,   7和陈

扬雷法5  < Χ 7计数
。

前者取三条线上峭线之和除以 ! 8 后者取大值加上两 中心连线上晴

线数的一半
。

表 = 安徽回族指靖纹计数 5又士 2Τ 7

性别 指 别
协作组法5  < ! 7

左 右
陈扬雷法5一 <Χ 7
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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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 7 掌 纹

&

掌婚纹计数5表 了7

掌岭纹计数 5Φ
9 ∃ς 9 ϑ Φ 9 : :) ϑ Ρ ϑ Θ; χ )一 ) # Β Ρ : 一−, ∴ 7 是掌纹的定量指标

,

对掌纹特征的

分析和某些疾病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5( δΒ Θ0 “ 9∃
& ,

 < Χ 7
。 −, ∴ 包括掌部各三叉点间的

计数
,

即 9
一δ , )

、

δ一
) , ∴

、 )
一; , ∴

、 9
一; , ∴ 二

和 :一; , ∴ 。

亦遵循起止点不计的原则
。

!
&

主线止 区5表 <7

本文除追踪了 (
、

Ψ
、

∴
、

Τ 四条主线外
,

盔还追踪了轴三叉 5
9 ΣΘ 9 ∃ : 0 Θϑ 9; ΘΒ Ε一 :7 的远中

射线
,

即∗ 线
。



期 花兆合等 0 安徽毫州地区回族的皮纹研究 Χ ! Χ

表 > 安徽回族的掌峭纹计数 5又士 ΕΤ 7

性别
5人数7

手别
9一 δ , Ξ δ一 Ξ ,

&
∴

)一 ; , ∴ 9一 ; , ∴ :
一; , ∴

男

5! 6 6 7

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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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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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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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表中括号内为手数

, 由于
Ξ 、

; 和
:
三叉缺失

,

使各三叉间计数的例数不一
。

其中
Ξ
三叉缺失

, 男性左手 Ρ 例
, 右手 6 例 8女性左手 Χ 例 ,

右手  例
。

; 三叉缺失
, 男性左手 Χ 例

。

:
三叉缺失

, 男性左
、

右手各 例 8女性左
、

右手各 ∃ 例
。

表 < 安徽回族 (
、
Ψ

、
∴

、
Τ

、
∗ 五条主线各型频率

性性别5人数 777 男 5! 6 6 人 777 女 5! 6 6 人777 男女合计计

手手别5手数777 左左 右右 左右合计计 左左 右右 左右合计计计
55555! 6 6 777 5! 6 6 777 5 6 6 777 5! 6 6 777 5! 6 6 777 5 6 6 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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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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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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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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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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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Χ < 777 >
&

! Η 5!  > 7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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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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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5= < 7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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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呼<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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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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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5# 7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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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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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5今777 一 6 6 5 777 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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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线 尺侧型型 = <
·

6 6 5 Χ = 777 Η Η
&

Η 65 7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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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5! > 777 >
·

Η 6 5 Χ 7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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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尹 , 户 产 , 产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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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6 5 > 7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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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Η 5> Η 77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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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Η 6 77777777777777777777777 <
&

! Η5! = 777
近近近中型型 <

·

6 65Χ = 777 6
&

Η 65! 777
·

! Η5Η > 777
&

2γ5! Χ 777  
&

Η 65  777
户 , &

η
⊥ ‘一

一
护护 !

&

Χ < 5  777
缺缺缺失型型 ,

&

, #5一∃777 Η
&

6 65 6 777 Η
·

!
,

Η 5! 777 =
&

Η6 5 Χ 777
&

Η 65 777 ,
ι

> 弓厂, 、、 多
&

Χ <5 Χ 777

6
&

Η 6 5 ! 77777

ΗΗΗΗΗΗΗΗΗΗΗΗΗΗΗΗΗ
&

Η 65! ! 77777

ΤΤΤ 线线 ∀ Η
·

6 6 5 6 7
ΙΙΙ ! =

&

Η6 5Η Χ 777 Χ Η
&

夕Η5 Χ 777 Η !
&

Η6 5 6Η 7
Ι ΙΙΙ Χ Η

&

Η65> 777
&

6 65 > = 777 Χ  
&

< >5Χ !  777

≅≅≅≅≅%%% Χ <
·

Η 65> > 777 6
·

6 65< 6 777 Χ  
&

! Η5 Η > 777 Χ
·

6 6 5= ! 777 Χ <
&

Η 6 5> > 777 Χ
&

> Η5 Χ  777 Χ >
·

6 65!  = 777

%%%%% ≅≅≅ =
·

Η 6 5Χ Χ 777 Χ Η
&

Η 6 5= > 777 ! ,
&

6 6 5! 6 6 777 =
&

Η 65Χ Χ 777 ! =
&

6 65Η ! 777 !
·

! Η5< Η 777 ! Χ
·

Χ 5 < Η 777

∗∗∗ 线线 % ≅≅≅ Σ ,
&

6。5Χ 6 777 !
&

Η 6 5Η 777 <
&

> Η5Χ Η777 ! =
&

6 6 5Η ! 777 Χ
·

Η 6 5> 777 今
&

> Η5Η 777 一 > Η5 777

%%%%% ∃∃∃∃∃ <
·

6 6 5 = < 777  >
·

6 6 5  777  6
·

Η 6 5Χ = ! 777 >Χ
&

Η 6 5 > 777  =
&

6 65  ! 777 <
·

> Η5ΧΧ  777 < >
&

‘Χ5> 6 ! 777

缺缺缺失型型 6
&

Η 6 5 777 6
·

Η 6 5∃777 6
·

Η 65! 777 >6
&

Η65∃777 6
&

Η 65∃777 6
·

Η 6 5! 777 6
&

Η 65 777

退退退化型型 6
&

Η 65 777 6
·

6 6 56 777 6
·

! Η5∃777 #
·

6 6 56777 6
&

6 65# 777 6
·

6 6 5#777 6
&

Χ 5 777

Ι 男性左手 Τ 线缺失 Χ 例 8 ΙΙ 女性左手 Τ 线退化 例
。

Χ
·

9 :; 角5表  7

根据 − ) Ρ ϑ # 。) 的标准
,

以小于 Η “ 为 9 : ; 角
,

大于 Η =
“

为 9 :
, ,

; 角
,

二者之间为
9 :

‘

;

角5转引自 Ε Ξ Π 9 Β Ρ 9 Ρ Ρ ) : 9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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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回族男女各型 9 :; 角出现率及 9: ; 角均值

性性别别 手别别 无
9 ϑ;;; 9 : ;;; 9 : 尹

;;; 9 : , ,

;;; 又士2ΤΤΤ

555555555 Η
。。

,
。

一Η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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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Η =====

男男男 左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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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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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66 666 呼6
&

=士
&

Χ !5  = 7
ΙΙ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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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66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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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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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666 Χ  
&

= !土峪
&

Η 5   777

左左左右合计计
&

! ΗΗΗ < <
。

! ΗΗΗ 6
。

!ΗΗΗ 6
。

! ΗΗΗ Χ  
,

<  士
&

!5Χ  Η 777

女女女 左左 6
。

Η 666 <
。

6 666 <
&

Η 666 666
&

Χ 士Η
&

6 < 5   777

右右右右 6
。

Η 666 < !
&

Η 666 >
。

6 666 666 呜6
&

 !土
&

Η Η5   777

左左左右合计计 6
。

Η 666 <
&

> ΗΗΗ >
。

> ΗΗΗ 666
&

!士
&

< ! 5Χ  < 777

男男女合计计 6
。

< <<< < >
。

ΧΧΧ Χ
。

< <<< 6
。

ΧΧΧ 6
·

Η 6士 峪
&

=  5>  Χ 777

Ι

括号内为手数
, 由于

‘ 、
;
、 : 三叉缺失

,
所以例数不一致

。

表 6 回族男女各型 : 距比出现率及 : 距比均值

性性别别 手别别 无 ::: 。
&

飞
。。 : ,,

。

φ蕊
。。 又土2 ΤΤΤ

66666666666
&

! 一 6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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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666 >
。

Η 666 ! ,
&

6 666 666 =
&

= Η士 Η
·

> Η 5   7
ΙΙΙ

右右右右 6
。

Η666 > Η
。

Η 666 !
。

6 666 666 =
·

=  士 =
·

Χ Η 5   777

左左左右合计计 6
。

Η666 > Η
。

6 666 !
。

Η 666 666 =
·

= >士 =
·

6 Η 5Χ  < 777

女女女 左左 6
。

Η 666 > 6
。

Η 666 ! <
。

Η 666 6
。

Η 666 <
&

! Χ土 =
·

=5   777

右右右右 6
。

Η666 >
。

Η 666 !
&

6 666
、

6 666 >
&

< 6土 =
&

Η6 5   777

左左左右合计计 6
。

Η 666 > !
。

Η 666 ! =
。

Η 666 6
。

> ΗΗΗ <
&

6 士 =
&

ΧΧ5Χ  < 777

男男女合计计 6
。

Η 666 > Χ
。

> ΗΗΗ ! Η
。

Χ <<< 6
&

Χ <<< >
&

Χ 士=
·

!! 5> = 777

Ι
括号内为手数

, 由于
:
三叉缺失

,
所以例数不一致

。

&

: 距比5表 6 7

以小于 !6 外为 : ,

大于 6 并为 :’’
,

二者之间为 :’ 5吴汝康等
,  < 7

。

Η
&

各掌区各型花纹频率5表 7

手掌各区花纹的细致分类以下列符号表示
0 开放区或弓

—
5ϕ 7 8 痕迹型

—
54 7 8

尺箕
—

5⎯ 7 8挠箕
—

5, 78 远箕
—

5Τ 7 8近箕
—

5Φ 78 双箕
—

5Τ . 78斗
—

5Α 78 指

∃司区附加三叉点 5
9 ) ) ) Ε Ε# ϑ α : ϑ Θϑ 9 ; ΘΒ Ε一κ 7 5( δ Β Ω9 # : 9 λ

& ,

 Η Χ 7
。

=
&

各掌区真实花纹频率5表 ! 7

国内多数资料仅统计了掌部真实花纹
,

为便于比较
,

本文也统计了真实花纹频率
。

>
&

掌纹强度指数和三叉点数5表 !7

掌纹强度指数 5Φ
9∃ς 9 ϑ Φ 9 : : ) ϑ Ρ ΘΡ :) Ρ ΕΘ:α ΘΡ ; ) Σ 一Φ Φ ∃∃7 和三叉点数 5Φ

9 ∃ς 9 ϑ :ϑ Θϑ 9 ]

;Θ ΒΕ 。。ϑ ) 一−∗ ∴ 7 均表示掌部花纹的复杂程度
。 −−∃ ∃ 系指各掌区箕的总数 5斗为双箕7

,

−∗ ∴ 则为掌部所有三叉点之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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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回族男女掌部真实花纹及 −−∃ ∃ 和 − ∗ ∴

性性别5人数777 男 5! 6 6 人777 女 5! 66 人777 男女合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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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褶5表 Χ 7

掌褶以普通的五型分类法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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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Χ 回族男女各型掌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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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 析 与 讨 论

&

回族 指纹Α
、

.
、

( 三型在男女两性出现频率不同
,

Α 男Λ 女 5− Μ 6
&

6 7
, . 和 (

女 Λ 男5− Μ 6
&

6 7
,

均有极显著的差异
。

男女合计频率为 . Λ Α Λ ( ,

与崖县和固原两

地回族
、

安徽舍族5花兆合
、

田启等
,  < > 7和很多少数民族5董梯忱

,  = 8 金安鲁
,  < ! 8周

家美等
,

 < 8张继宗
,  < > 7一致

,

与当地汉族5花兆合等
,  <= 7和临夏回族 5? Λ . Λ

( 7稍有不同
,

但均在蒙古人种的正常范围内
。

白人和黑人虽然也是 . Λ Α Λ ( 5ΕΞ Π 9 Β ς 9 Ρ Ρ 。: 9 ∃
& ,

 > = 7
,

但 . 约为Α 的两倍
,

&

( 的频率较高
。

而本样本 . 和? 接近
, ( 的频率较低

。

!
&

回族各型指纹在各指的递减顺序与广西壮族完全一致
。

与 日本人稍有不同
,

与英

国人和利比里亚黑人 5ΕΞΠ 9 Β ς 9Ρ
Ρ 。 , 9∃

& ,

 > = 7 则完全不同
。

说明各型指纹在各指的

递减顺序具有较明显的人种学差异
。

Χ
&

Ο≅
、

Τ ∃、

−∃ ∃ 和 −Ξ 在民族和人种间均有差异
。

各指数均显示 同人种的不 同群体

之间基本一致
,

而不同人种间差异极大
。

对于分析同一人种内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不 同

群体间的差异
,

采用哪一种指数较好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

陈扬雷法 ∗ Ο, ∴ 稍高于协作组法
,

但男女性间及左右手间均无明显差 异 5− Λ

6
&

6 Η 7
。

作者同意陈扬雷的观点
,

此法既考虑到 Α ;
有两个三叉点和两个中心

,

又 照顾到

? 的取大舍小原则
,

且计算方便
。

回族男女两性 Ο, ∴ 都是 ≅
、

≅∀ 指最多
,

+ 指最少
。

这与 ≅
、

≅∀ 指斗多
, + 指弓和

挠箕多直接相关
。

本文两种方法的 ∗ Ο, ∴ 均为男Λ 女 5− Μ 6
&

6 7
。

这与男女两性染色体不 同有关
。

−) Ρϑ #Ε )
5  = > 7 曾认为

,

性染色体数 目越多或相同性染色体越多
,

则晴线数越少
,

本文结

果支持这一论点
。

本文 ∗ Ο, ∴ 5协作组法7 与崖县回族无统计数差 异 5− Λ 6
&

6 Η 78 高 于 固 原 回 族

5− Μ 6
&

6 7
,

差异极显著 8 而低于临夏回族
,

男性差异显著 5− Μ 6
&

6 Η 7
,

女性差异极显著

5− Μ 6
&

6 7
#

Η
&

回族 −, ∴ 中
,

横向计数即
9
一δ

、

δ一
。、 。

一; 和 一 ; 间计数都是左手 Λ 右手
,

其中
9
一; , ∴ 男 Λ 女 5− Μ 6

&

6 Η 7
,

其他各横向计数均无明显性别差异 8 而纵向计数 即



花兆合等 0 安徽毫州地区回族的皮纹研究

:
一; , ∴ 则为右手 Λ 左手

,

男 Λ 女 5− Μ 6
&

6 7
。

本文
9
一δ, ∴

、 )
一 ; , ∴ 大于赫哲族5Φ Μ 6

&

6 7
, 9
一 ; , ∴ 小于赫哲族 5− Μ 6

&

6 7
,

差异均极显著 8男女 :一; , ∴ 均低于南 昌汉族
,

而高于糖尿病患者5黎屏周等
,   6 7

。

本文和印度 人 的 Φ , ∴ 都 是 :一 ; , ∴ Λ 9
一 ; , 5〕Λ 9

一δ, ∴ Λ )
一 ; , ∴ Λ δ一

Ξ , ∴

5( δ Β Θ9
, ) , 9 ∃

&

 Η Χ 7
,

除 δ一
) , ∴ 本文大于印度人外

, 9
一 δ

、 )
一 ;

、 9
一;

、

以及 :一; 间

计数均小于印度人
,

与印度糖尿病患者也有明显差异
。

−, Ξ 常因
Ξ 、

; 和 : 三叉缺失而发生困难
。

当 Ξ
缺失时

,

使 δ一
。 与 Ξ

一; 间计数无

法进行 8 : 与 ; 缺失时
,

则影响
9
一 ; 和 :一; 间计数

。

由于中国人
“
缺失率较高

,

当 “

三叉缺失时 δ一
。、 。

一 ; 间如何计数 ν 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
&

毫州回族主要掌纹线有以下特点
0

Τ 线 回族 Τ 线 ∀ + 型多于 ≅% 型
。

Ξ 线 本文 Ξ 线多走向尺侧
。 Ξ 线变化最多

,

受 Τ 线影响很大
。

当 Τ 线止于 > 区时
,

Ξ 线多走向尺侧5Η 区7 8 Τ 线止于  区或 Ρ 区时
,

∴ 线多走 向挠侧 5 区或 区 7 8当 Χ一 8

区有 . ;
时

,

则 ∴ 线退化
。

Ψ 线 回族 Ψ 线都走 向尺侧
。

和 ∴ 线一样
,

Ψ 线与 Τ 线有密切关系
。

当 Τ 线 止于 >

或  区时
, Ψ 线止于 Η 区增多

, Τ 线止于 区时
,

则 Ψ 线多止于 > 区
。

( 线 多为 型
。

( 线决定掌纹线方向
,

若 ( 线止区低 5∃ 型 7
,

掌纹线多为纵形 8止

区高 5∀ 型 7
,

则为横行 8若止区适中 5Ρ ∃型 7
,

则掌纹线基本上是斜行的了
。

回族掌纹线

多为斜行
。

Τ
、

∴
、

Ψ
、

( 四条主线止区与壮族基本一致
。

∗ 线 回族多为 % ∃∃∃ 型
,

其次是 % ∃ 型
。

印度人 ∗ 线也 多 为 % ∃∃∃ 型 和 % ∃ 型

5Ψ9 Ξ9
,

 < Χ 7
。

∗ 线受 ( 线影响最大
,

当 ( 线止于尺侧
,

∗ 线止于 Χ 区
,

( 线走向 区
,

∗ 线止于 + 区
。

国内尚无 ∗ 线止区资料
。

由于 ∗ 线止区较固定
,
∴ 线和 Ψ 线均受 Τ 线影响

,

故 Τ 线对主线公式起主要作用5依

∗
、

Τ
、

∴
、

Ψ
、

( 顺序7
,

回族主线公式 多为 Χ
&

>
&

Η
&

Η
&

Χ
&

型和 Χ
&

 
&

>
&

Η
&

Χ
&

型
。

可见 Τ 线人种学

差异最明显
。

>
&

9: ; 角和 : 距比均为女性 Λ 男性
。

与国内外资料一致
。

<
&

毫州回族各掌区真实花纹频率与安徽汉族和舍族类似
,

均以 ≅8 最高
, ≅0 最少

。

本

文除 + α 低于临夏回族
、

高于崖县回族外
,

其他各区均高于两地回族
。

 
&

掌褶各型频率与固原回族基本一致
,

通贯型高于临夏和崖县回族
。

四
、

小 结

&

毫州地区回族指
、

掌纹在男女性间
、

左右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这与皮纹的多

基因遗传属性有关
。

!
&

回族指
、

掌纹参数与汉族和其他蒙古人种相似
,

与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相差甚

远
。

可见
,

手纹在不同肤色的人种间差别大
,

而在同一人种的不同民族间差别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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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安徽毫州地区回族皮纹参数与临夏
、

固原和崖县三地区回族皮纹间有不少统计学

差异
,

这可能与民族渊源和生活环境的差异有关
。

宋伟宏等 5  < > 7对双生子皮纹的研究

表明
,

虽然遗传因素在纹型形成中起作用
,

但环境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
。 ∴ Β ς ς ΘΡ Ε

5  Χ 7

曾设想这种环境因素乃是物理的和局部定位的影响 5转引自 2ΞΠ 9 Β ς 9 Ρ Ρ # : 6
& ,

 > = 7
。

我国地广人众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经过多次的民族大融合才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

故皮纹

有其共性
,

但同是回族
,

由于历史渊源和生活环境的差异
,

加之在世代交替中不可避免地

融人了一些外来基因
,

不同群体的皮纹参数间就显示若干差异
。

5一  6 年 8 月! Η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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