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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用琼脂糖凝胶高压电泳及免疫固定技术对我国瑶
、

汉
、

壮
、

苗
、

维五个民族人群的补体 8 因

子 :8= ; 的多态性进行了检测
,
结果显示

,
这五个民族的 8=

5

基因频率均以 # 型最高
,
但参差

不齐
。

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瑶 >
5

! > ?  ,
汉 >

5

? ≅ ? ,

壮 >
5

峪≅ Α ,

苗 >
5

? Α Α ? ,

维 >
5

Α Α ≅ ≅ 。 8 =9 Β

基因频率其次
,
但也高低不一

,

从高到低的顺序是维 >
5

≅ Α 。,

苗 。
5

≅ 。。。,

壮 >5  Χ ,

汉

>
5

  ∀ ! ,

瑶 >
5

> ! ≅ , 。

频率居第三位的是 8 = 9 ∀ > ? ,

差别显 著
,

维 >
5

> ∀ Α ,

苗 >
5

> ,

壮

>
5

> ≅ ≅ ,
汉 >

5

> > ! ≅ ,

瑶 >
5

> > > > 。 在罕见型方面
, ≅ ≅ > 例份汉族人中发现一 例 ∀ > Χ ∀ 杂合

子
, ≅ ≅≅ 例份维族中检出 斗例 Β∗ Α∀ 及  例 Β. 杂合子

。

本文结合我国其他民族及全球大

量检测数据进行了一些对比讨论
。

自从  ! ? ≅ 年 ∃. Δ % Ε 等人发现补体第二途径成份 8 因子 :8= ;的遗传多态现象以来的

 > 多年间
,

在世界各地各民族进行了大量的检测
,

至今已有  >> 篇以上的报告
。

这在探

查人类源流上增添了新的指标 :Φ ΓΗ ,==
,

 ! Α ;
。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

且民族群体极大
,

但有关 我国各民族的源流及分化情况极少探索
。

我们有机会先后检测到我国瑶
、

汉
、

壮
、

苗
、

维吾尔:简称维 ;五个民族的 8= 的多态性情况
,

发现其表型分布与基因频率确有一些

差别
,

并与世界各地区
、

各民族进行了对 比
,

今将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5

血样本

均为 Ι ϑ & ∃ 抗凝血浆
,

其来源及例份如表 .。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99 广西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

9 9 承 新疆喀什卫校
。

9 9

99 新表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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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个民族血样本的例数及来源

民族 例数 采 集 对 象

  

一Λ门∗Μ,‘>
矛
Α,‘,二

≅ ≅

广西南宁中心血站献血员及广西 民族学院学生

武汉地区的健康献血员

广西南宁中心血站献血员及广西民族学院学生

广西南宁中心血站献血员及广西民族学院学生

乌鲁木齐中心血站献血员及喀什卫校学生

瑶汉壮苗维

≅
5

方法

依我室仿 ∃4 +% Ε
等及 & %1 #Ν% Ε 7 并略加改进而建立的常规高压琼脂糖凝胶电泳及免

疫固定法进行:程健华等
,  ! Α ;

。

别型 :亦称同种异型
Γ Μ ∗ ΗΟΔ %

; 鉴定依 Φ Γ6 == 提出的

新命名法确定 :图  ,

Φ Γ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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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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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上述五个民族的 56 表型分布及基因频率见表 + 与表 ) 。

卡方检验表明
,

这些分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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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瑶
、

汉
、

壮
、

维
、

苗五个民族人群的 8= 9 签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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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与表 可见
,

这五个民族的 8=
9
基因频率

均是 8 =9 # 最高
, Β其次

, ∀ >? 再次
,

其余是罕见型
。

但五个民族间同一型相互比较则高

低不一
。 8 =9 # 以瑶族最高:>

5

! > ?  ;
,

维族最低:>
5

Α Α ≅ ≅ ;
,

中间是汉
、

壮
、

苗
,

分别为 >
5

? ≅ ?
、

>
5

Χ ≅ Α
、 >

,

? Α Α ? 。 统计分析表明
,

维族与其他四个民族差异显著 :+ [ >
5

>  ;
,

苗族还与

壮
、

汉有异 :+ [ >
5

> , ;
。

其余各族间无异
。

在 8= 9Β 及 8=
9 ∀ >? 方面

,

其基因频率与

8=
9 # 的分布相反

,

但差异性分析则与上述类似
。

看来可能由于地区或其它原因
,

维族与

我国南方各民族在 8= 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
。

三
5 、

讨 论

关于中国人 8= 多态现象的研究报告初见于  ! ? ! 年对泰国华侨的检测 :∴
Ε%1 Μ% Ε %Η

。 
5 ,

 ! >;
,

到  !  年有国内上海 :赵桐茂等
,
 !  ;与香港

、

台湾及南方沿海地区旅居

英国华侨 :Φ 1Μ1 Η% Κ %Η Γ不
,

 !  ; 两篇报道
。  ! Α 年我们报道了武汉地区的检测结果

:程健华等
,  ! Α ;

,

新近又有广州的报告:罗志军等
,  ! ? ;

。

这些检测数值非常接近
,

差异

不显著:表 ϑ
。

其中上海
、

武汉
、

广州三处数值合并统计结果列于表 Χ ,

拟作为汉族标准

供对比参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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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Χ 中国汉族人群五次 8= 多态性检测的比较

基 因 频 率

人群 检测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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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吾尔族
,

赵桐茂等也进行过测定
,

他们所得基因频率
,

56
≅ Α 为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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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为

(
8

=∗ )
,

∗( 1 为 (
8

( 3 ? = 。

与我们的数值虽有差异
,

但统计学上均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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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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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见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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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汉
、

维
、

壮
、

苗
、

瑶外
, = >1 年赵桐茂等人还报告过哈萨克族 Χ哈 Δ

、

鄂伦春族

Χ鄂 Δ
、

藏族
、

蒙古族Χ蒙Δ
、

朝鲜族Χ朝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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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族等群体的 56 多态性Χ赵桐茂等
, = > 1 Δ

。

这

样就有了 + 个中国民族 56 多态性资料
,

今以 Α 频率的高低为序见表 ∗
。

表 ∗ 我国至今检测过的 + 个民族 56 墓因频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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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4 Φ 66 表列了世界范围内 = ( 个 5 6≅ 基因频率数值 Χ∃ 4 Φ 66
,

= > ? Δ
。

从中可

见
,

因人种
、

地区不同 56 型别分布的差异非常巨大
。

例如 56
≅ Α 的频率在几内亚比绍人

仅为 (
8

+ ()
,

而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则高达 (
8

= > =Γ 在 56
≅
Β 方面

,

尼日利亚人高达 。
8

= > = ,

而

巴西印第安人则没有检出
。

既是在同一人种中
,

差异也较显著
。

我们曾比较过同属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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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中:汉;
、

朝
、

日三国人的 8=
9
基因频率

,

就有较大的区别 :程健华等
,  ! Α;

。

在其他

人种中
,

这种情况也属常见
。

因此可以认为
,

在探查人类源流上
,

8= 的多态性是一项很有

意义的指标
。

在血样采集
、

运输
、

处理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友谊医院病理生理学研究室王夭保教授
、

王宇飞
、

卢炎等同志
,

乌鲁木齐中心血站
,

广西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磨红玲
、

杨志平等

同志
,

广西民族学院卫生所薛如庄及南宁中心血站诸同志的热情协助与大力支持
,

特此致

谢
。

: ! ! 年 一月 !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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