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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群指纹综合分析

张 海 国
3上海第二医科大学4

关镇词 汉族 5 指纹

内 容 提 要

汉族人口数占世界第一
,

汉核人群的指纹参数是肤纹界关注的重要项目
。

对 6 个汉族群

体的分析可知汉族人群的指纹总参数及指纹在人群分类上的作用
。

聚类分析证明 7 依指纹参

数可确定一个较均质的南方群和一个北方混合群
,

他们以北纬 88
“

线为界
,

南方群为长江畔或

长江以南各群体 5 使人注意的是北京群体也归人南方群
,
这与北京人 口迁移量大有关

。

汉族

内各群体有多态性
.

汉族作为蒙古人种
,

与高加索人种比较
,

汉族各群体又有统一性
。

汉族是我国最主要的民族
,

人口 数在世界近 !
.

9 99 个民族及中国  : 个民族中最多3胡

焕庸等
, 2 ; 4超过 亿

,

占世界人口 的五分之一
。

汉族认群的指纹总参数对国际上的

肤纹学者有强烈的吸引力 3<
= > > ?≅ Α Β Χ 。!

. ,

; 8 5 /0 Δ 0)Ε0 )0 6  5 ΑΒ五0 = > 0 ≅ ≅ 。Χ

0 )
· ,

6 ; 5 Φ Β 5 Χ Β)Β ∀ Γ ? Β Χ 0 )
· ,

6 4
。

国内外同行纷纷关注总参数的早日问世
。

我国学

者已 分别查明了各地汉族群体的指纹参数
,

发表了近
’

!9 篇文章
。

本文作者根据已公开发

表的指纹参数作一联合报告
。

对 象 与 方 法

本报告所引人的汉族群体必须是
7 男女都有的随机人群 5 对象身体健康 5 对象父母均

为汉族人 5 无遗传病家属史
。

计有 6 篇文章中的群体符合上述要求
。

由于年龄与指纹参

数无关
,

故在 6 篇报告中所用的样本年龄不戈四一
,

从幼儿到老年不等
,

则不对 本报告有影

响
。

6 个群体都是男女都有的随机正常人群
,

所以有一定的代表性
。

分析方法主要用了聚类分析 3< ,= ΑΧ Β Η 0 ≅ 0 )5   43方开泰
, 6 2 5 黄秉宪等

,  斗4
.

和 艺!

分析
。

一 ’ Ι

6 个群体的指纹参数及参数来源见表
.

本文中的 ( 3 9. 9  
、

( 簇 9. 9笼
、

( 斗 ∋
,

99 分别表述为差异显著
、

非常显著
、

极显著
。

二
一

)
·

结
. 「

果

.

男女间显著性测定

在 6 个群体中有 ; 个群体3第 )尹
、

9
、

: 群体 4的男女参数不全
。
所 以对 8 个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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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个群体的指纹今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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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Μ=
、

ΜΧ
、

Φ 在男女间作 Ψ Ν ] 的 尸 测定
,

后求出每二
、

二间的确切 ( 值
。

尸 公式为 7

‘!

一

3
万

畏
一 ‘

4
∃

,

“ 一 3, 一 ‘, 3‘一 ‘’一 “

式中 9
‘, 为观察值

, ≅ 、是第 ? 行边际和
,

≅? 是第 ?列边际和
,

∃ 是总例数
,

Λ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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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
。

在各自群体 中的男性参数与本群体的女性参数作 (值测定
,

得到的 ( 值都小于 9
.

9  9

认为汉族群体中的男女指纹参数有显著差异
。

台州
、

西安男性二个组的参数与其他任意男性组的对比都表现出差异性 3( ⊥ 9
.

9 , 4
。

兰州
、

西安
、

延吉
、

伊宁女性共 ; 个组的参数与其他任意女性组的对比亦表现出差异性

3( ⊥ 9
·

9  4
∋

每一性别组的参数要与其他 ! 个性别组的参数作比较
,

可以分别见到任意男女组间

的对比情况
。

台州男性
、

西安男性
、

西安女性
、

延吉女性
、

伊宁女性共  个性别组与其他任

意组作比较
,

所得到的 ( 值都是小于 9
.

9  ,

表现出显著差异
。

从表 ) 可见到可比的 89 个男女组 3共  个群体
,

除了第
、

9 群体外 4
,

在Ε 频率上

都是男性多于女性
,

而 Μ= 频率都是女性多于男性
。

在可比的 !: 个男女组中 3共 8 个群

体
,

除了第 )
、 、 9

、

: 群体外 4∗ 频率的出现率除 了洛阳和延吉外
,

共有 !! 个男女组灼

≅ 个群体是女性多于男性
。

在可比的 !: 个男女组中的 ΜΧ 的频率
,

除了西安
、

延吉
、

伊宁

8 个群体外
,

共有 !9 个男女的 9 个群体是男性多于女性
。

!
.

群体间的显著性测定

6 个群体的显著性测定
,

所用参数是每个群体有 ∗
、

Μ
、

Φ 三项
,

结果中的 ΛΟ 一 3!一

)4〔8 一 )4
,

尸 公式如前所述
。

仍依 尸 和 ΛΟ 求 出确切 ( 值
。

6 个群体中的锦州
、

西安
、

延吉
、

榆林等 ; 个群体与其他任意群休比较
,

都表现出显

著差异
,

认为汉族群体的指纹参数有差异存在
。

北京
、

沪州
、 、

南京
、

上海
、

苏州
、

台湾
、

台

州
、

孝感
、

遵义等 个群体
,

在任意群体的对比中
,

至少有 6 个群体与之无显著差异 3( _

9
.

9  4
。

Α 。Τ 0 = > 0 ≅ ≅ 等 3一 6 ; 4所作的 ; 9 9 名3男女各 ! 9 9 人 4高加索人种的美国明尼苏达人

群的指纹参数为 ∗ 一 :
.

: !多
, Μ ⎯ “

.

8! 多
,

Φ ⎯ ! 6. 92 多
。

高加索人种与汉族 6 个群体

中的任一个群体作 尸 测定 3ΛΟ 一 ! 4
,

得到的 6 个 尸 值最小的3高加索人与汉族榆林群

体对比4为 6 8
.

: ! ; 9 3Κ ⊥ 9
.

9 9 9 4
,

最大的 Ν ,

值 3高加索人与兰州群体对比 4是 2 : 9
.

2 ;  9

3( ⊥ 9
.

9 9 9 4
。

汉族人的指纹参数与明尼苏达人有极显著的差异
。

8
.

群体中各指纹分Χ 的分析

在 6 个群体中有 : 个群体可以收集到 ∗
、

Μ ”、

ΜΗ
、

Φ 共 ; 种分量参数
,

而台湾的参

数仅有 ∗ 、Μ
、

Φ 共 8 种分量
。

对各群体间的指纹分量分别作 尸 测定
,

并求出相应的 ( 值 3ΛΟ 一 4
。

∗ 分量在 6 个群体中的差异显著性测定
,

得到的 ( 值表 明
7
榆林群体的 ∗ 型指纹与

其他任意群体对比
,

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5 台州群体与 ; 个群体有差异
,

上海群体与 ,

个群体有差异
,

这是在 ∗ 型指纹中差异最少的二个群体
。

Μ 分量在 6 个群体中作差异显著性测定
。

榆林
、

西安共 ! 个群体与其他任意群体比

较
,

都有显著差异
。

北京
、

苏州共 ! 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对比
,

仅见有 : 个群体与之有差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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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

分量在 : 个群体中作差异显著性测定
。

榆林群体与其他  个群体都有显著差

异
,

苏州群体仅与其他 ; 个群体在 Μ= 分量上有差异
。

ΜΗ 分量在 : 个群体中作差异显著性测定
。

南京群体的 ΜΧ 频率与其他群有显著差异

的最多
,

共有 9 个
。

而苏州 ΜΗ 的频率仅与 ! 个群体有差异
。

Ε 分量在 6 个群体中作差异显著性测定
。

锦州
、

西安
、

榆林共 8 个群体与其他任意

: 个群体都表现 出差异
。

北京
、

沪州
、

孝感共 8 个群体与其他 6 个群体有显著差异
。

;
.

汉族人的总指纹参数

据表 统计出汉族人的指纹总参数见表 ! 。 由于 6 个群体中的分量参数不划一
,

故

分别对尽可能多的人数和分量作综合统计
。

各家欲取中国汉族人指纹参数作对照
,

请注

意引用同一个合并群体的参数为准
。

表 ! 中国汉族人的指纹今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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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群体的总共
,

9 ;: 名汉人的 ∗
、

Μ
、

Ε 与高加索人种的美国明尼苏达人比较
,

得

到 Νς 一 2 2 
.

2 6 : 9 ,

ΛΟ 一 ! , ( 一 9
.

99
,

表 明有极显著的差异
,

此为人种间的差异
。

 
.

汉族人指纹的聚类分析

对 6 个群体的参数3每群体有 ∗ , Μ
,

Ε 8 个分量及 Σ) ) 共 ; 个数据 4作聚类分析
。

对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公式为
7

弋 , 、 之胜二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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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用公式 7

碌‘, 一

了全
3Ν

‘

一
、,灸4

之

几吕

Α 琴州
6 Χ 又
合州

6 南京
: 沪州

8 李戚
舀上海

, 。合考
北京

! 承德
 伊宁
 洛阳

; 廷含

; 兰州
8 鸽州

! 西安
: 价林 日日日

))) ...

么8 ; 9

图 , 个汉族群体指纹参数聚类图

∀ )= ΑΧΒ Η > 0 卜 ∋ Ο Ο?≅ ϑ Β Η
户

Χ Χ亡Η ≅ 户
Η . > Β ΧΒ Η , ?≅ 6 % 0 ≅

即 Κ = )0 Χ? ∋ ≅ ‘

Π ).

ΒΒ
.

Υ + Π Π ] 竹公里 户

一图 !

δ Β ∋ ϑ Η0 户?Β )∋ ∀0 Χ ?∋ 川

北京

6 个汉族群体
、

南方大群
、

北方混合群的地理位置
∋ Ο 6 %0 ≅ 卯Κ = )0 Λ ∋肚

,

山Β Α∋ = ΧΓ ϑ Η ∋ = Κ 0 ≅ Λ ≅ ∋ Η山 > ?Ν ΒΛ ϑ Η ∋ = Κ

Θ Β ???≅ ϑ

! 承德
<Τ Β ≅ ϑ Λ Β

8 锦州
Υ?≅ ς Τ ∋ =

心 兰州
了. 几 , 卜∋ =

 洛阳

Μ = ∋ 10 ≅ ϑ

: 沪州

Μ = ς Τ ∋ =

6 南京
∃幼Ρ?≅ 库

2 上海

Χ ∋ 台湾
# 0 ?Ε 0”

8 孝感
[ ?0 ∋

ϑ0 ≅

: 榆林
∴ = )?≅

+Τ 0 ≅ ϑ Τ 0 ?

台州
# 0 ?ς Τ ∋ =

; 延吉
∴ 0 ≅ ??

6 遵义
Ψ = ≅ 1?

苏州
+ = ς Τ ∋ =

! 西安

[ ?0 ≅

 伊宁
∴ ?≅ ?≅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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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 Μ 7

距离
。

依 Μ 7

距离矩阵用公式 7

α ‘,

⎯ / ?≅ Μ εα
, , , α ‘5

Ω

作出聚类
。

画出的聚类图见图 )∋

从聚类图上可以看到苏州
、

南京
、

台州
、

遵义
、

上海
、

庐州
、

孝感
、

台湾
、

北京共 个群体

的指纹参数较为均质
,

可 以集为一大群
,

这些基本上是南方群体
。

北方的群体除洛阳与伊

宁集为一群外
,

其他的北方群体没有互相成群
,

而是分别归集于南方大群
。

在 6 个群体

中可以明显地分出均质的南方群
,

它由 个群体组成
。

余下的 2 个群体
,

都是北方群体
,

可把北方群体看成为一个混合大群
。

北京群体归于南方大群
,

可能是首都的人口迁人迁

出性特别大的原故3胡焕庸等
,

2 ; 4
,

在  9一 2 9 年的 89 年内
,

共有  ;6 万人口 迁人

北京
。

以北纬 88
。

为界3见图 ! 4
,

6 个群体分为南方群及北方混合群二大群
。

南方大群内

的各群体互相间的差异较小
,

北方混合群互相间的差异较大
,

并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
。

南

方大群所在的地理位置
,

.

基本上是长江畔地区或长江以南地区
。

以指纹参数来划出南方

大群
,

也同我们习惯上的南方地理范围相似
。

讨 论

分析了 6 个汉族群体的指纹参数
,

得到了
,

∋杨 名汉族人群的总参数 ∗ ⎯ !
.

: 2  

士 9
.

9 ; 2 :
,

Μ ⎯ ; 6
.

6 6 : : 士 9
.

 9 8
,

Φ 一 ;
.

 8 2 8 士 9
,

 9 ; , Σ )) 一 ;
.

: 2  8 9

各群体作男女间的 Ν Ψ

测定 3∗
、

Μ = 、 Μ
‘、

Φ 共 ; 个分量
,

Λ Ο一 3! 一 )43; 一 44
,

都

有二性别间的差异
。

Ε 的频率都是男性多于女性
,

Μ= 的频率都是女性多于男性
。

北方的锦州
、

西安
、

延吉
、

榆林共 ; 群体的参数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

有上海
、

台州的 ∗ 型指纹
,

北京
、

苏州的 Μ 型指纹
,

苏州的 Μ= 和 ΜΗ 型指纹
,

北京
、

庐

州
、

孝感的Φ 型指纹
,

与其他群体的差异较小
。

聚类分析表明汉族人群中可以划分出一个南方大群
。

除南方大群外的群体都是北方

群体
,

不妨称之谓北方混合大群
。

南方群体之间的差异小于北方群体
,

即南方各群体的指

纹参数较为均质
。

在北方混合大群中
,

有的群体表现 出相对的独立性
,

这充分证明了汉族

人指纹的多态性
,

可能与汉族人 口众 多
,

历史上多次南来北往的人 口迁移
,

及丝绸之路促

迹东西方向人 口流动有关
。

南方大群基本上居于北纬 8 8 。

以南地区
,

按指纹参数划出南方大群与他们的居住地

理位置呈平行关系
。

虽然汉族群体间有些差异存在
,

但各群体与高加索人种相比又显示出极大的差异
,

证

明了汉族各群体有蒙古人种指纹参数的统一性
。

汉族人指纹参数在本民族的群体间有多态性 5 在人种间有各自统一性
。

本文总结的

汉族人指纹总参数
,

可以作为人种间指纹对照和遗传学等研究的素材
。

3) ,  6 年 、月 6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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