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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汉族头面部特征亲子相关研究

杨 东 亚

5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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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甘肃永登农村地区 8 ! 个汉族家庭的父母和成年子女头面部特征进行了亲子 相 关

研究
。

结果表明 9 头颅部指数似乎儿子受父亲母亲的影响较强
,
测量项目似乎女儿受父亲的

影响较强 7脸面部测量项目的亲子相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方向性
,
儿子或女儿垂直方向的尺寸

5高度 6似乎受父亲的影响较强
,
横向5宽度6似乎受母亲的影响较强

,

从指数上来看
,

母亲对子

女脸面部的影响似乎比父亲强一些
。

子代5子女6和亲代5父母 6之间在体质特征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
,

这种相似性

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的
,

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

早在一百多年前
,

就有英国学者 : ;% <∃=

5 8 ,

转引自 > 3? 3∀ ≅。
,  ! 8 6 对这种相似性进行了科学的研究

,

著有
“

身高的家庭相似

性
”。

亲子相关被广泛地用来研究这种相似性
。

随着研究的深人和数理统计方法的完

善
,

人们发现不同种族
,

不同民族
,

不 同群体的亲子相关有很 大 不 同 5Α ;% Β=;
,

 ! Χ 87

Α3( %%(
? ,  ! Χ 8 6

,

不同的生态环境
,

不同的生活条件
,

不同的营养条件下的亲子相关也相

差较大 5Δ
∃ %; = ∀ΕΒ

,

 ! Χ Φ 6
。

成年阶段所具有的体质特征是生长发育的结果
,

是遗传控制和环境影响的总和
,

它

代表着子代受遗传和环境作用的相对稳定的最终结果
,

因此
,

关于成年人的亲子相关的研

究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51
3 ∀ ; = = ( ,  ! Χ Γ 7 Η ;Ι ∃ ∃ ? ,  ! Γ6

。

亲子相关规律的研究能

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预测和评价子女的体质特征
,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国外亲子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关于发育中的青少年儿童
,

还是发育成熟的成人所用体
ϑ

质特征多是身高
、

体重
,

多项 目的研究相对较少
。

国内是新近几年才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5如朱冠坍
,
 ! 7 徐玖瑾

,

杜若甫
,  ! Γ7 林玉秀

,

毛宗秀
,  ! 8 等 6

。

为了更好地认识

人类体质特征的遗传规律
,

积累关于中国人的亲子相关资料
,

笔者进行了多项自体质特征

的亲子相关研究
,

于 %夕 8 年 Χ 月至 ! 月对甘肃省永登县中堡镇一带的 8! 个汉族家庭的
‘

成年子女及其父母进行了调查
。

该地区位于兰州西北约  Φ 公里处
,

所属行政区5镇6内

的海拔高度为 Κ  Φ Φ一Κ Χ Φ Φ 米
。

年平均气温 Γ℃
,

昼夜温差很大
,

无霜期  天
,

年降雨量

为 Κ Φ 毫米
。

调查区域距县城较近
,

故医
&

疗卫生及交通条件均不太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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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男性年龄 Κ 周岁至 8Φ 周岁
,

女性年龄 ΚΦ 周岁至 8Φ 周岁
。

父亲平均年龄

为 ΓΚ 岁
,

母亲 Λ 岁
,

儿子 Κ 岁
,

女儿 ΚΚ 岁
。

女儿平均年龄偏小是由于高龄女 儿出嫁离

家不能测量
。

在 8! 个家庭中调查的子女数为 < 儿子
, 8 Λ7 女儿

,

8Λ
。

所取样本几乎全部

为农民
,

有半数以上为文盲
。

8! 个家庭中有 Κ 家是姑舅亲近亲结婚
,

近亲结婚率为 多
,

平均近交系数为 Φ
&

。。Κ 。 测量调查是在彼此相距不太远的十五个自然村中进行
,

婚姻半径

5父母亲出生地之间的距离平均约为  Φ 公里
,

可以说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中取样的
。

测量的项目和方法主要依据是吴汝康
,

吴新智
,

张振标的《人体测量方法》5 ! Λ 6
。

共

侧得头面部特征 ΚΛ 项
。

每次测量前都对测量仪器进行了校验
,

所有的项 目都是由笔者亲

自测量
。

头耳高5身高减去耳屏点高6
,

眼裂宽5两眼外角间宽和内角间宽的差的一半6和

瞳孔间距5两眼内角间宽和眼裂宽之和6用间接法测量
,

其它项 目全为直接测量
。

表  列出的是亲代和子代关系的八种组合的相关系数以及亲代夫妻间的相关 系 数
。

表中的
“

子
”

指儿子
, “

女
”

指女儿
, “子女

”

指儿子和女儿
, “

中亲
”

5Μ Β如;? ( =< 6 是指父亲和

母亲特征的算术平均值
。

其中
,

中亲和子女的相关系数是把儿子和女儿分别同中亲组成

的数据对合在一起进行计算的 7亲和子女的相关系数是把父与子
,

母与子
,

父与女
,

母与女

所组成的数据对合在一起进行计算的
。

从中亲与子
,

中亲与女的相关中可以看出儿子和

女儿受亲代影响的程度大小及差别
。

在一个随机婚配的群体中
,

在只有基因相加效应存

在的情况下
,

亲与子女的相关系数为 。
&

, ,

而中亲与子女的相关系数为 Φ
&

Χ 513∀ ;= =(
,

 ! ΧΓ 6
,

在有 0 伴性遗传存在的情况下
,

母女间相关系数为 Φ& Χ  ,

父女和母子间相关系数

为 ∃
,

Γ
,

父子2’(Ν 相关系数为 Φ
&

Φ 5Α
; <≅ ( ? ; = Ν ΟΒ= Ε ∀ ,

 ! 8 6
。

上述相关系数均为理论值
。

结 果 与 讨 论

表  中列出了 ΚΛ 项头面部测量特征及  Γ 项指数的八种亲子相关
。

头部的亲子相关

表明
,

头围
,

头长
,

头宽和头耳高的亲子相关规律差异很大
。

如头围父女之间相关最大
,

头

长父女相关最大
,

父子次之5达显著水平6 7头宽父子相关母子相关最大 7 头耳高则是母子

相关最大
,

父女相关次之5达显著水平6
。

头围女儿受父亲的影响最强
,

头长父亲对儿子和

女儿有较强的影响
,

头宽儿子受父亲和母亲的影响较强
,

头耳高儿子受母亲的影响较强
,

女儿受父亲的影响较强
。

头指数的相关表明儿子同父亲和母亲的相关较强
,

头宽高指数

也是如此
,

头长高指数也有类似的趋势
,

但不明显
。

在头部
,

指数方面儿子似乎受母亲和

父亲的影响较大 7测量项目方面
,

除头宽外
,

似乎均表现出女儿受父亲的影响较强
。

脸面部特征项目之间
,

亲子组合之间的亲子相关差异很大
,

但是总的看来似乎宽度方

面母亲的影响比父亲大一些
,

如最小额宽
,

面宽
,

下领角间宽
,

鼻宽
,

眼内角间宽
,

眼外角间

宽和瞳间距都是
,

只有眼裂宽明显不同
,

无论儿子女儿都明显地表现受父亲的影响
。

高度

方面父亲的影响 比母亲大一些
,

如容貌额高
,

容貌面高
,

形态面高以及容貌上面高都是
,

只

有唇高表现得不如其他项目那样明显
。

儿子的在高度方面受父亲影响较强
,

在宽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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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母亲影响较强的这种现象相对要比女儿明显
。

从相关系数的具体数值来看
,

似乎儿子

与母亲的相关
,

女儿与父亲的相关相对较高
。

面部指数似乎是母子相关较强 5同父子相比6
,

母女相关也较强 5同父女相比6
。

一般

说来最小额宽
,

面宽和下颇角间宽的关系可以确定面型
。

颧下领宽度指数和颧宽度指数

是母亲与女儿和母亲与儿子的相关较强
,

反映面部上下各段 比例的容貌上面高指数和额

面高指数尽管是父子相关较强
,

但是总的来看
,

母子和母女的相关也不弱
。

因此
,

似乎

可以认为在面型方面无论男女均受到来自母亲的较强影响
,

尤其宽度方面的指数
。

鼻指

数的亲子相关表明
,

儿子鼻型似乎受母亲的影响大而女儿受父亲的影响大
。

在唇指数方

面
,

儿子似乎受父母的影响比女儿大
。

从耳朵的测量看
,

父亲对儿子和女儿的影响较大
,

对儿子似乎表现在前后宽度上的影响较强
,

而对女儿则似乎表现在上下长度上的影响较

强
。

指数方面的亲子相关似乎表明耳朵形状受父亲影响较强
。

同比利时的亲子相关研究的结果5∀3∀ ;= =(
,

 ! Χ Γ6相比
,

所有的可比项目本文的结果

都明显低于比利时的结果
。

本文调查的是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农村地区
,

而比利时的材料

则是来自城市富裕的布鲁塞尔
,

可以想象二者生活水平相差极大
。

一般认为生活水平低

下使得群体的遗传潜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而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5Α
3

(%%
( ? ,

 ! Χ 8 6
。

 ! Φ 年欧洲群体的资料和现代欧洲群体的资料相比
,

亦有相类似的结果 5Δ
∃ %; =∀ ΕΒ

,

 ! Χ Χ 6
。

二次大战间日本出生的子女其亲子相关明显低于平常 5> 3? 3∀ ≅∃
,  ! 8 6

。

所有这

些都能说明营养状况
,

生活条件对亲子相关的影响
。

亲子关系不同组合的相关系数不同的现象目前尚无令人信服的生物学解释
,

尽管人

们尝试着用母性影响和生态敏感度等进行解释 5:
; Π ΘΡ∃ Π ; ; = Ν Σ ∃ 3 / ≅ ; %。 Π ; ,

Κ ! ΧΛ 9 Δ
∃ ϑ

%; =

∀ΕΒ
,  ! Χ Χ6

。

相信大样本的家系材料的精细分析是能够提出合理的生物学解释的
。

由于本样本中缺少兄弟姐妹间的相关分析加之相关系数普遍偏低
,

因此有无 Τ 伴性

遗传和显性效应也就无法检出
。

不过
,

一般认为在大多数项目中它们是不存在的513
∀
;= =(

,

 ! Χ Γ6
。

表  中亲代夫妻间的相关系数
,

其意义为选型婚配 5
; ∀ ∀∃? <; < ΒΠ( Μ ;< (

6
。

选型婚配是

指人们在选择配偶时
,

以彼此体质特征的某种程度的相像和相异作为择偶标准的一种社

会现象
,

属于社会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以及人类遗传学研究的范围
。

正相关使得亲子相

关增大
,

负相关使得亲子相关减小
。

正相关表示相像
,

负相关表示相异
。

选型婚配在发达

国家明显
,

在不发达国家少见 51Ι
3 ≅ %(〕9 ,

 ! 8 7 13 ∀; = = ( ,

 ! Χ ! 6
。

本文的选型婚配和发达

国家的资料相比
,

明显偏低
。

关于选型婚配笔者将有另文专门讨论
。

本文是根据笔者  ! Χ 年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整理扩充写成的
,

吴新智教授对本文

初稿进行了全面审阅
,

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
。

在硕士毕业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

得到了导师昊汝康教授和吴新智教授的悉心指导
,

李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

野外工

作得到了兰州医学院戴玉景老师和陈有权同学的协助
,

得到了中堡镇全体干部群众的支

持
。

对此笔者一并表示谢意
。

5 ! ! 年 Λ 月 一! 日收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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