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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调查了贵州汉族八个红细胞血型系统的分布
。

结果表明 )
9

基因频率6。
3

: ; < 7和 =0
“ 。

基因频率 6<
3

< : ; 7 较低
。

其它系统的基因频率为 > 二 <
3

; ?
、 ≅ “ <

3

:
、 Α Β

‘

<
3

:  Χ  
、

Δ Ε <
3

:斗< <
、 Φ , <

3

Γ Χ < <
、

Η Β <
3

<斗?
、 . Β <

3

 : ; ;
、

Ιϑ
Κ

Ε <
3

斗Χ ! !
、

Ιϑ Λ Β <
3

: ! Χ ?
、

ΜΝ忿二

<
3

 ! Χ ?
、

ΜΝΛ 二 <
3

< Χ ! !
。

Ο % Η Η
血型系统单倍型频 率为 Ο . 二 <

3

< ! <
、

% . Ε <
3

< ? ?
、

Ο Η Ε <
3

: <  夕
、

% Η Ε <
3

8 Γ ; !
。

∋ Π 血型系统单倍型9频 率 为 ∋
‘

二 <
3

:兮Χ Χ
、

又
,

Β <
3

;亏< :
、

∋
(

二 <
3

< :
、

∋
,

Β <
3

< Γ ;
、 Α ,

二 <
3

< ?  斗。 未发现 Ο Ο ΗΗ 、

Ο % ΗΗ 及 Μ Ν6
Κ 一 7 表现型

。

目2Ι 言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云贵高原的东北部
,

人口两千多万
。

有汉
、

苗
、

布依
、

侗
、

彝
、

水
、

回
、

壮等民族
,

是我国多民族的省份之一
。

国内关于苗
、

侗
、

彝
、

回
、

壮等少数民族红细胞血

型系统的分布已有报道
,

但尚无贵州地区汉族人群多种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的调查
。

本

文调查八种红细胞血型系统在贵州汉族中的分布
,

报告如下
。

6一 7 材 料 与 方 法

3

调查对象

随机取三代籍贯都是贵州省
、

互无血缘关系的汉族健康献血员
。

;3 血型鉴定

抗 ∀
、

抗 Θ
、

抗 = 为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产品
。

抗 Ο
、

抗 % 为公安部 ;Χ 所产品
。

抗 Ρ 为天津血站产品
。

其余抗血清及广谱抗人球蛋白血清均为德国 Θ 0(Σ 。Η Σ 公司产品
。

∀
、

Θ
、

Ο
、

%
、

.
、

Τ
、 Ρ 、

∗#
“ 、

∗#
“
抗原的鉴定用室温盐水法

、

) 9

抗原的鉴定 用

27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贵州血站李梅松
、

许秀文参加了实验工作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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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盐水法
,

=
、

Ρ 抗原的鉴定 用菠萝酶法
,

其余抗原的鉴定均使用间接抗人球蛋白法
。

分型实验在采血次 日进行完毕
。

!3 基因频率计算

∋ Π 系统按赵桐茂方法6赵桐茂
,

3

 ?7
,

其余系统按 Ο ( 4 Α Κ Φ Σ方法 6Ο
( 4 Α Κ Φ Σ

,

 ? Χ7
(

6二 7 结 果 与 分 析

∀ Θ (
、

Ο % Η Η 、 ∋ Π
、

= 4 ΥΥΝ 和 ς 0Ω Ω 血型系统的调查结果见表
<

经 , ,

检验
,

观察

值与期望值吻合良好
。

3

∀ Θ Ξ 血型系统

根据国内报道的 ∀ ΘΞ 血型分布资料
,

∀ ΘΞ 血型分布与地理位置有关
, 犷
值由北向

南逐渐升高
, ≅ 值由北向南逐渐降低

。

贵州地处南方
。

本文调查结果符合这一规律
,

基因

频率与临近的四川地区接近6> 一 <
3

; ; ? :
、

≅ Ε <
3

? : Χ
、 Ψ Ε <

3

:  Χ  
,

赵桐茂
,  ?7

。

;
3

∗# 初
。
血型系统

在 一? 人中
,

∗ #
6

Κ十 Λ一 7 型 ! ? 人
,

占 ; <
3

?  多8 ∗ #
6
Κ Ζ Λ Ζ 7 型 Χ 人

,

占 !
3

! ? 拓 8

∗ #
6

Κ一 Λ Ζ 7 型  人
,

占 :
3

;多8 ∗ #
6

Κ一Λ一 7 型 Γ Γ 人
,

占 ; Γ
3

? ;并
。 ∗ #

6
Κ Ζ 7 型频率为

;Γ
3

Χ 多
,

该值与华北汉族 6;Γ
3

Χ [7一样
,

是国内已报道的 ∗# ∴ 0Η 血型分布资料中的最

高值
。

! 二 Ο % Η3 血型系统

国内关于 Ο% 血型分布的报道较多
,

从中可以看出其特点是
9 汉族中北方人群 ,

基 因频率低于
” 基 因频率

。

本文 Δ Ε <
3

, Γ < < ,

也是 , 高于 、

在贵州 :< 名汉族人中发现一例 Ο% . 型
。 Η 基因频率为 。

3

< Γ ?
。

从目前的报道看

中国人群中除新疆维吾尔族6<
3

 Χ 7外
,

其余人群的 .基因频率均低于 <
3

<
,

从绝对值

看
,

最低的为广西壮族 6<
3

<  
,

] 4 Κ Φ Ν 0Ω Κ ,

 : Γ 7
。

Γ
3

= 4 ΥΥ Ν 系统

= 4Υ ΥΝ 系统的分布在不同人种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

本文调查了 2“ 人
,

未发现

ΜΝ6
Κ一 Λ Ζ 7 型及 ΜΝ6

Κ一Λ一 7 型
。

Μ、9 6
Κ一 7 型在英国人中占 ! !

3

Γ  [ 6∋
Κ # # ,

 ? :7
,

在

法国人中占 <3 !! 多 6.Κ 2Δ 。。
,

 Γ 7
。

美国血库协会报告 Μ Ν6
Κ一 7 型在白人中占 !Γ 多

,

在黑人中占  < 务
。

而 ΜΝ6
Κ一 7 型在国内报道的频率中均低于 :多

。

:
3

ς 0Ω Ω 血型系统

调查了 :< 人
,

未发现 Ις 6
Κ一 Λ一 7 型

。

国内报道的 ΙςΚ 基因频率均低于 Ις “,

而

. Κ2Δ ( Φ
报告法国人中 Ις

Κ

基因频率为 67
3

: ! < < 6.
Κ 2Δ ( Φ ,

 Γ 7
,

∋ Κ # #
报告 Ις

Κ

在欧洲

人中的频率为 <
3

, Γ ; 6∋
Κ Ρ # ,

 ? :7
,

根据美国血库协会报告 6⊥ 0Ω Δ Κ Φ Φ ,
3

 :7
,

Ις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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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贵州汉族 ∀ ΘΞ
,

Ο%Η
‘,

∋ Π
,

= 4 “Ν
,

ς0 Ω Ω 血型系统的分布

血血型系统统 表现型型 观察值值 期望值值
, 公公

晕霭型频
率率

人人人人数数 [[[ 人数数 [[[[[[[

∀∀∀ Θ ΞΞΞ ∀∀∀ Γ   !<
。

Χ弓弓 Γ  
。

< <<< ! <
。

Χ !!! <<< > 二 <
。

; ?

ΘΘΘΘΘΘΘ Γ 222 ; :
3

Χ !!! Γ
。

< <<< ; :
。

Χ !!! <<< ≅ Β <
。

:

ΞΞΞΞΞΞΞ : ??? ! :
。

Χ !!! : ?
。

< <<< ! :
3

Χ !!! <<< Α Β <
,

:  Χ    

∀∀∀∀∀ ΘΘΘ 2!!!
。

!!! ;
。

 <<<
。

< ??? <
。

<< <

合合合计计 ‘<<< < <
。

< ;;; :  
3

 <<<   
。

 ΧΧΧ <
。

< < < Ω Υ Β /)_ <
3

   

ΟΟΟ % . ΗΗΗ ΟΟ . ... <<< <<< <
3

ΓΓΓ

⋯
9

⎯⎯⎯⎯⎯
<

。

< < < ::: Ο . Β <
3

< ! <

ΟΟΟΟΟ % . ... <
。

Χ <<< <
‘

ΧΧΧ

9989ααα
 

3

< < <!!! % . 二 <
3

< ? ???

ΟΟΟΟΟ % . ... <<< <<< <
。

< ::: ; Χ
。

< <<< <
。

< ; : ΧΧΧ Ο 吕 二 <
。

: <    

ΟΟΟΟΟ Ο犷ΗΗΗ ΓΓΓ ;
。

Χ <<< Γ
,

Χ <<< Γ :
。

<
3

< Γ <??? % Η 二 <
3

Γ Γ ; !!!

ΟΟΟΟΟ % . ΗΗΗ ??? 碑
。

Χ <<< Χ
3

? <<<  
3

: ΧΧΧ <
。

< Γ Δ 二 <
3

:刁< <<<

%%%%% % . 忿忿 ;;; 2
。

! <<< ;
、

! ::::::: Φ Β <
。

Γ Χ < <<<

ΟΟΟΟΟ Ο Η ΗΗΗ Γ <<< ; Χ
。

Χ <<< ! 
3

< <<<<<<< . Β <
。

< Γ?

ΟΟΟΟΟ % . ΗΗΗ Χ ΧΧΧ Γ Γ
。

< <<< Χ?
3

ΧΧΧΧΧΧΧΧ Η Β <
。

 : ; ;;;

%%%%% % Η ‘‘ ! <<< ; <
。

< <<< ;  
。

! ΓΓΓΓΓΓΓΓΓ

合合合计计 : <<< < =
3

< <<< : <
3

< <<< β < <
,

< <
3

<    Ω Υ 二 /)_ <
3

???

∋∋∋ ΠΠΠ χχ = # ### Χ Γ !
。

< ΓΓΓ Χ ?
3

< <<< 斗;
。

Γ <
。

< Γ    ∋
Ξ

二 <
。

< :

χχχχχ # = Τ δδδ Χ ;;; !  
。

;斗斗 : Χ
3

< === ! :
3

Γ ΧΧΧ <
。

Χ Γ; ∋
2

二 <
。

:? Χ ΧΧΧ

χχχχχ # = # ###    :
3

? <<< <
3

Χ <<< Χ
。

? ;;; <
3

; Γ ,, ∋
ε

二 <
。

; : <

χχχχχ χ = ΤΤΤ    :
3

? <<<  
3

< <<< :
。

? <<< <<< ∋
φ

二 <
3

<Γ ;

‘‘‘# = Τ
δδδ

:
3

< ΧΧΧ Γ
。

<<<<
。

::: ;
。

: ? ΓΓΓ Α ,

Β <
3

< ?  ΓΓΓ

‘‘‘χ = # ### 222 <
。

Χ !!! <
。

Γ<<< <
3

; ΧΧΧ <
‘

 < < <<< = Β <
。

 ; < ΧΧΧ

χχχχχ # Ω # ### 222 <
3

Χ !!! <
。

< <<< <
。

< <<< <<< χ 二 <
3

? : !!!

ΤΤΤΤΤΤΤΤΤΤΤΤΤΤΤΤΤ 二 <
3

;  ;    

合合合计计 : < <
。

< <<< : ?
。

< <<<   
。

洛<<< Γ
。

!? < ΧΧΧ Ω Υ 二 ε)_ <
。

222

=== 4 ΥΥΝΝΝ Μ Ν6
Κ Ζ Λ 一 777 Γ ::: ?

。
! ΓΓΓ 斗:

。

Χ ::: ?
。

? ΓΓΓ <
。

<< ;    Μ Ν
Κ

二 <
3

 ! Χ ???

ΜΜΜΜΜ Ν6
Κ Ζ Λ Ζ 777 ; 222 ;

。

Χ ::: ,
。

Χ    ‘

8999ααα
<

。

< ; < Μ ΝΛ Β <
3

< Χ ! !!!

ΜΜΜΜΜ Ν6
Κ 一 Λ Ζ 777 <<< <<< <

。

Χ ?????????

合合合计计 Χ ΧΧΧ < <
。

=ΞΞΞ Χ Χ
。

< <<< < <
。

< <<< <
。

< ; ! ??? Ω Υ二 /)_ <
3

ςςς 0Ω ΩΩΩ Ι ϑ6
Κ Ζ Λ 一 777 ! ::: ; !

。

! !!! ! ;
3

; <<< ;
。

Γ ΧΧΧ <
3

; Γ ! ::: Ι ϑ
3

Ε <
3

ΓΧ ! !!!

ΙΙΙΙΙ ϑ6
Κ Ζ Λ Ζ 777 Χ    Γ Χ

3

< <<< ? Γ
。

Χ <<< Γ  
3

? !!! <
。

; Γ! !!! Ι ϑ Λ 二 <
。

:! Χ ???

ΙΙΙΙΙϑ 6
Κ 一 Λ Ζ 777 Γ ΧΧΧ ! <

。

Χ ??? 斗!
。

; ;
。

<<< <
。

<

合合合计计 2亏<<< < <
。

< <<< : <
3

<   
。

    <
。

Γ Γ <<< Ω Υ 二 /)_ <
3

!!!

美国白种人中的频率为 <
3

:; : < ,

在黑种人中的频率为 <
,

? Γ < <
。

对以上中国人及白种人的

Ις
“

基因频率的平均数进行 4 检验的结果显示出 Ις
“

基因频率在人种间的差异是十分明

显的 6) γ <
3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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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3

=0
# 5 ( 血型系统

= 0Κ 抗原主要存在于蒙古人种中
,

在白人和黑人中的抗原频率几乎等于零
。

在 我国

人群中
, = 0Κ 基因频率一般不超过 <

3 ,

<Χ
,

最高值为华北汉族6<
3

< : Χ ?
,

袁义达
,  Γ 7

。

本

文调查结果 = 0Κ 基因频率偏低
,

为 <
3

< ; ,

这一数值仅高于国内报告的辽宁满族 6<
3

< Χ ,

艾琼华
,  7和云南白族 6<

3

< < 8 Ι0Φ Υ# Φ 5
,

 ? 7
,

而低于其它所有群体
。

?
3

) 血型系统

调查了 ? 人
,

发现 ) 2

6Ζ 7 者 : < 人
,

占 ;
3

<  多
(

)
,

基因频率 6<
3

: ; < 7 是到 目前

为止国内汉族人群中的最低值
。

3

∋ Π 血型系统

本文调查的 2邓 人中仅发现一例 ∋ Π( 6一 7 型
,

其表现型为 χ #Ω ##
。

单倍型频率从高

至低依次为 ∋2
,

Α
, Α ’、

∋<
、

∋
‘。

将本文
、

华北
、

上海
、

广州
、

烟台
、

苏州六个汉族群体与十

五个少数民族群体单倍型频率进行
4
检验的结果表明

,
∋ Π 系统 ∋2

、

Α
、

∋<
、 ∋

,

单倍

型频率在汉族群体中的分布与辽宁满族
、

湖南土家族
、

吉林朝鲜族
、

广西低佬族
、

毛难族
、

京族
、

侗族
、

新疆维吾尔族
、

宁夏回族中的分布无显著性差异 6) _ <
3

< 一 <
3

< :7
。

而与

西藏藏族
、

云南白族
、

景颇族
、

新疆锡伯族
、

塔塔尔族
、

柯尔克孜族的 ∋2 6) γ <
3

< :7 和

∋< 6) γ <
3

< 7 有显著性差异
,

与 Α 6) _ 。
3

< 7 和 ∋叹) _ <
3

< 7 则无显著性差异
。

由于汉族人群中 ∋ Π( 6一 7 型比例较低
,

每个人群中鉴定出的 ∋ Π( 6一 7 表现型各不

相同
。

因此
,

我们将以上总数达 Γ ; ; 人的六个汉族亚群的数据相加
,

计算出
一

∋ Π( 6一 7 单

倍型频率后
,

按其值大小排列为
Α Ε <

3

< ! Χ 、 Α ’

一 <
3

< : ! 、 Α ” 一 <
3

< < :
,

各少数民族的

∋ Π( 6一 7 单倍型频率值的高低顺序与汉族完全一致
。

据 Ο0#2 ϑ# 等6  。7报告
,

白种人

∋ Π。6一 7 的各单倍型频率值的高低顺序也与 汉族完全一致
。

而其
Ρ Ω #

6
Α
7 频率要 比典型

的黑种人高一倍左右
。

以上结果提示
,

中国人群 Ω 基 因的存在可能是从白种人向蒙古人

种基因流动 65
# Φ # Υ2( ∴ 7 的结果

。

综上所述
,

从对贵州地区汉族人群红细胞血型分布的调查中
,

可以观察到该地区汉族

的 ) 9

和 = 0Κ 基 因频率低于大部分其它群体
,

∀ Θ ( 和 Ο % ΗΗ 系统的分布与已报道的中

国南方人群的特点相一致
。 = 4Υ ΥΝ 系统和 ς 0Ω Ω 系统的分布表现出了蒙古人种与 白人

、

黑人不 相同的特征
。

6  年 Η 月 Χ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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