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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缺碘对体质及遗传性状影响的研究

黄铁柱 张一飞 项士孝
6同济医大郧阳医学院解剖教研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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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对严重缺碘地区一个容貌特殊
,

身材较矮
,

智力低下的人群进行了体质特征及遗传性状

的研究
,

并与国内有关本地区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对照
,
提出人类体质特征和遗传性状除与人

种
、

地理环境异同直接相关外
,

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的摄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也产

生影响
。

并且认为同一人种
、

民族居住同一地理位置所产生的体质差异应从水文
、

地质
、

生活

方式
、

生活水平的不同进行综合分析
。

我国幅员辽阔
,

人 口 众多
。

对不同地区
、

民族在体质学和遗传性状方面的差异
,

已经

得到较为广泛
、

深人的研究
。

但微量元素
,

对此二方面影响的资料不多
。

本文的目的是通

过对一个严重缺碘区居住人群的综合调查分析
,

探讨在同一地区体质学和遗传性状方面

的差异与微量元素的关系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地点在鄂西房县中坝乡灌口 村
。

全村共有 ∀ :5 户
,

;< : 人6男 # ∀ 人
,

女 # = 5 7
。

该村地处秦岭山系的中
、

高山地带
,

自然资源条件良好
,

但水
、

土中碘含量大大低于邻近村

落水平
。

以其群体智力低下
,

聋
、

哑
、

痴呆者多6占总人数的 #>
∋

#∀ 多7
,

容貌特殊
,

身材矮

小而受到邻近村民的鄙视并被披上迷信色彩
,

因而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
。

该人群近亲结

婚不突出6未问出一例7
,

但通婚范围狭窄
,

本乡内通婚率占 >
∋

多6其中村内通婚率 占

=#
∋

力务7
,

余者虽女方多为邻县人6竹山县7但居地与该村仅一山之隔 6因该村为两县交界

处7
,

故基本上属乡土婚姻
。

为了能客观反映缺碘对该人群在体质
、

遗传性状方面的影

响
,

在房县地方病办公室及中坝卫生院的积极支持配合下
,

我们于 ∀5 年 月以灌口村

的石家湾为中心对居住灌沟的整个人群进行了多指标调查 6少数距灌沟较远零散居住者

舍去 7
。

本文以吴汝康等 6∀5 7介绍的方法为准进行调查
,

指标和例数为
9
体质特征为 ∀<:

,

人
,

血型为 #> : 人
,

皮纹为 #> : 人
,

苯硫脉 6.+ ? 7 味觉 # := 人
,

对象均为居住本地三代以

上者
。

体质特征的调查在 ∀ 岁以上成人中进行
。

其它项 目的调查在 ∀: 岁以上者进行
。

对聋哑傻者未进行 .+ ? 尝味试验
,

调查结果按国内统用惯例进行统计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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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6一 7 体 质 特 征

∀
∋

非测≅ 性特征

非测量性特征即头面部容貌的观察
,

其特点是
9

∋

∀务的人有发育不等的蒙 古 褶
,

=:
∋

#务的人有上睑皱褶
,

眼裂开度中等到狭窄
,

方向大都是外角高
。

鼻翼微突
,

鼻根高度

为中度到低平
,

鼻梁侧面观女性凹型多于男性
,

男性直型多于女性
。

=#
∋

=并的人可见达尔

文结节
,

多数人为圆形游离耳垂
。

面形以卵圆形多见
,

菱形次之
。

男性眉晴为中度到显著

发达
,

颊部主要为后斜型和直型
。

#
∋

测≅ 性特征

本文采用南昌计量仪器厂出品的人体测量仪器
,

共测量 ∀艺项头面部指标
,

均采用直

表 ∀ 头面部各项测≅ 平均位 6单位 9 毫米 7

女 6< < 人7
马丁编号 项 目

男 65 人7

又士0Α 又土 0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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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头面部指数平均值

项 目
女 &∋ ∋ 人(

)又士∗+

头长宽指数

头长高指数

头宽高指数

形态面指数

鼻 指 数

鼻宽深指数

额 额 指 数

颧 额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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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测量
。

测量结果及各项指数均以表格形式分别统计如下
。

6&7 头面部测量结果 6见表 &7

6# 7 头面部指数平均值 6见表 # 7

6> 7 头型分布6见表 >
、

7

表 > 头长宽指数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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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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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面型分布 6见表 , 7

表 0 形态面指数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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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鼻型分布 6见表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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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65 人7
类 型

全∀∀∀查兰Ε Ε
阵止兰竺翌生

一
一

一

⋯
一

书卜卜
一

共一⋯
‘

一

不Φ乳一
Χ

”>
·

> >

Φ
“斗

Φ
:

·

。:

∀
> =

·

‘
Χ

“5

Φ
,

·

‘>

∀
“#

·

= >

Χ 另‘ Χ
‘>

·

‘,

Χ
>

·

。>
Χ

斗
Χ

((((( ΓΓΓ ((( ΓΓΓ ((( ΓΓ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斗斗 :
∋

: :::

<<<<< <
。

> # ;;; > =
。

< 5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7 身高
9 男性平均为 ∀;5

∋

: 厘米
,

女性平均为 ∀ 5
∋

=>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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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二 7 血 型

共化验 # >: 人的 ) Ιϑ 和 Κ ( 血型 6见表 =7
。

该人群 ) Ι ϑ 血型分布特征是 ϑ Λ

Ι Λ ) Λ ) Ι ,

Κ ( 血型的分布特征是 Κ ( Λ Κ Λ (
。

表 = ) Ι ϑ 血型
、

Κ( 血型的分布

&&&&&&&Φ 一一

例例 数数 百 分 比比 血 型

Κ

(

百 分 比

>
。

> ,

#=
。

> 5

>
。

# <

6三7 皮 纹

调查采印 # >: 人的手纹
,

观察了各型指纹出现率
、

指纹纹线总数 6+ Μ− ? 7
、 Ν ≅Ο 角

、

手

掌纹型频率
、

掌褶类型等指标 6见表
、

5 、 ∀ : 7
。

表 各型指纹出现率及花纹类型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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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指纹纹线总数及 Ν ≅Ο 角度
Ξ

指纹纹线总数
Ν ≅ Ο 角度

又土 0Α 又士 0Α

∀ > :
∋

5 ; 士> =
∋

; :

∀ > :
∋

∀ 士 > =
∋

# ;

∀ > :
∋

; =士 > =
∋

>

#斗<

∀ 5

:

#
,

< 士 ;
∋

>
,

= ∀士 ;
∋

:

>
∋

∀ 土 ;
∋

# <

沙已碑‘Ψ∀∀∀∀ϑΘ∀∀
‘∀占,‘

男女

合计

Ξ
因疤痕

,

角化层太厚影响测算者弃去
。

6四 7 苯 硫 脉 味觉

对苯硫脉

全显性遗传
。

值等于或低于

Υ

6.+ Ζ 7 的尝味能力是一种遗传性状
,

其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单基因不完

本文检查了 # := 人的 . +? 尝味能力
。

尝味能力的分布及味盲率 6尝味阑

> 号溶液的为味盲
,

其余为尝味者7
、

平均尝味闭值见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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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掌纹图型及掌褶类型出现率

掌纹图型 出现率Γ 掌褶类型出现率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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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尝味能力的分布

一自了一,‘ϑ沙,‘一一,曰,人月呀一丹八,,舀

口日
一
3/
一

、。4

男 & 3 3 / 人(

女 & , 4 人 (

合计 & % /4 人 (

55555 6 一一6 一一5 )))

∋∋∋∋∋ 111 斗斗 222

二阵)生
斗 5 2 5

‘2

2 5 2 5
“

4 7 ∋ 5 3 ,

表 3 % 8 9 : 味 7 率及味觉阅值

5
#

一一一一卫色∃ 愁一一一一⋯
平均尝味 ,

值

—
5
;

一一二止一一卜
一

一二竺一一一5

—
男 & “/ 人( 5

“1

5
% %

·

4 2

5
1

·

’/土 %
·

∋ 4

女 & ,4 人( )
‘呼

5 ‘−
·

−2

5 ,
·

. , 士 %
·

1 ,

合计 &% /4 人( 7 2 , 5 ‘.
·

.今 5 ’
·

− ∋ 土%
·

∋ 2

三
、

比 较 与 讨 论

为了讨论严重缺碘地区人群与一般人群在体质及遗传性状方面的差异
,

本文选择华

中汉族
、

湖北地区汉族有关方面资料作为比较 &施全德等
, 3 , . 2 < 张振标

, 3, . .< 徐玖瑾

等
, 3, . %< 黄铁柱等

, 3, . 4< 陈稚勇等
, 3, .% <&& 血型与血库编写组》

, 3, 4 4 (
。

结果表明石家湾

人群在体质学及遗传性状方面确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

有些甚至非常显著 &见表 3 2 (
。

因而

提出严重缺碘除可导致地方性克汀病
、

地方性甲状腺肿的发生外
,

还可以影响人的体质特

征及遗传性状
。

大量资料证明土壤或饮水中碘量越低
,

地方性甲状腺肿患病率越高 &安笑

兰等
, 3 , . − (

。

鉴于在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中发现了比非患者中高得多的非常味者频率

【:
0

斯特恩著& 吴显译 (
, 3, 4, 3

,

而 89 = 尝味是显性遗传性状
,

由 9 基因控制
,

盲味是隐

性遗传性状由 > 基因控制
。

这一对等位基因组成三种基因型
,

有两种表现型 &吴汝康等
,

3, . − (
。

故推测是否由于严重缺碘 &主要在胚胎期( 对居地人群的基因频率产生了某种影

响
,

加上通婚多在同一缺碘区狭小范围内
,

因而出现尝味阑值增大
、

盲味率增高
,

皮纹中
? >≅ 角度增大

、

正常掌褶出现率下降
、

通贯型及过渡型明显增加等性状的改变
。

在这种情

况下
,

如果缺碘状况未能改善
,

某些易受环境因子和遗传因子共同作用的体质特征也发生

一定变化 &身材矮小
,

头型基本上以中头型为主
,

以面指数分型狭面型多见
,

鼻型为接近狭

鼻型的中鼻型等(
。

同样该人群血型分布所表现的某种程度的差异除了需要考虑遗传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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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主要指标比较

石家湾人群 一般汉族 6湖北7

休质特征

依头长宽指数分类

依形态面指数分类

依鼻高宽指数分类

身 高

血 型
) Ι ϑ 系统

Κ ( 系统

: Λ Ι Λ ) Λ ) Ι

Κ ( Λ Κ 》 (

: Λ ) Λ Ι Λ ) Ι

Κ ( Λ ( Λ Κ

皮 纹

指纹 Τ 9 /

+ Μ − ?

Ν ≅Ο 角度

通贯掌褶Γ

过渡型掌褶Γ

&
。

> 9 &

∀ > :
。

; =

>
。

∀

5
。

: :

. + ? 试验
.+ ? 味盲率Γ

平均尝味阑值

>
。

# ;

∀
。

= #

;
∋

<

5
∋

< 5

。

< ;

变
、

样本较小等因素外
,

环境因素的长期选择作用也可能对频率分布产生影响
,

当然这种

影响的表现方式6是否由于因患缺碘性疾病而死亡的较多这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7及程度有

待于进一步探讨
。

四
、

结 论

从上述主要指标的综合分析及比较结果
,

作者提出外环境缺碘除可导致人体发生疾

病外
,

尚可对体质及遗传性状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

对居住同一地理位置
、

同一人种
、

民族

所产生的体质
、

遗传性状方面的差异也应从水文
、

地质
、

生活方式
、

生活水平
、

疾病等多方

面进行综合分析
,

有的可能是某种微量元素的缺少或过多引起的
。

皮纹
、

体质特征所表现出的差异
,

考虑为长期严重缺碘对居地人群基因型产生某种影

响的表现形式
,

通婚范围的狭窄可能是该人群对缺碘影响易感性增强的原因之一
。

. +?

尝味能力和血型分布所表现出的差别可考虑是否由于缺碘环境的长期选择作用
。

当然不

能排除遗传漂变
、

样本较小诸因素的影响
。

且长期严重缺碘与 .+ ? 的尝味能力之间
,

缺

碘性疾病与血型之间到底有何潜在联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

本文的调查工作得到房县地方病办公室和中坝卫生院的大力支持
。

本教研室郭国

荣
、

张兴华
、

陈家强
、

柯尊记同志协助样本的采集
,

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6∀ 5 ; 5 年 月 ; 日收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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