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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了中国彝族
、

藏族和满族的 7 .8 8
、

9 4 ::Β
、

7 %22
、

< 5 、
) =

、
9 .% 5 ∗

和 > 红 细 胞

血型系统的分布和血型基因频率
。

彝族 Χ Δ 人全部是 ) = ?十 ≅ 个体
,

藏族人数中有 Δ
3

!肠 为

) = ?一 ≅ 个体
,

满族人数中 卫=?一≅ 者占 。
3

 ! Ε Α < 5 ?
‘ 十 ≅ 频率明显低于白种人

。

ΦΓ− 基因频率

分别是 Η 彝族 Δ
3

Ι Ι 斗,

藏族 Δ
3

Ι 斗Ι 夕,

满族 Δ
3

Ι Χ ϑ Χ Η < 5 3

基因频率
,

藏族 Δ
3

Ι Δ # Δ ,
满族 Δ

3

# ! ! Α Κ; 3

基因 频率在三个民族中都比较高
,
彝族 Δ

3

夕ϑ Χ∀
,
藏族 Δ

3

夕Ι  ∀ ,
满族 Δ

。
 Ι 。允 9.

3

基因频率则非

常低
,

藏族 Δ
3

Δ Χ ! , ,

满族 Δ
3

Δ ϑ ! Α在藏族中
, > Η

和 7 基因频率分别是 Δ
3

Χ # ! 和 Δ
3

Δ Δ ! Χ Α 满族中
+ Η

基因频率为 Δ
3

! 夕
。

作者于  ∀ ! 年 , 月
、

9 4 ::;
、

7 .8 8
、

) =
、

Λ 5
、

月和  月分别对彝族
、

藏族和满族的 ∃ Μ Ν
、

Ο ∋ Π Π 、 , %
Θ.

Π 、

7 %22、

力进行了调查
,

∃Μ Ν
、

Ο ∋ / Π 、

9.
%
5∗

、

+ 等十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和 ∃ Μ Ρ 物质分 泌 能

,% Θ .Π 血型系统和 ∃ Μ Ρ 分泌型的分布的研究结果已发

表 ?艾琼华等
,  ∀ ∀ ≅

,

现将该三个少数民族的 7 .8 8
、

9 4 ::;
、

7 %22
、

< 5
、

) =
、

9 .% 5 ∗ 和 + 等

七个红细胞血型系统的分布报道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 ! 年 ! 月对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布 拖 县 的 Χ Δ 名彝 族 中
、

小 学 生 的 7. 8 8
、

9 4: :; 、 ) =
、

7 %22 等血型系统的分布进行了调查
,

月赴西藏拉萨
,

检查了 !Δ 名大
、

中

学生和 Ι  名病人家属的 7 .8 8
、

9 4 ::;
、

7 % 22
、

) =
、

Λ 5
、

9 .% 5 ∗ 和 + 等血型系统的分布
,

同年  月对辽宁省咕岩县的 Χ Δ 名中学生的 7 .8 8
、

9 4 ::;
、

) =
、

Λ 5
、

9 .% 5 ∗ 和 + 等 血

型系统的分布进行了调查
。

以上三个 民族中受检对象的父母亲都是该同一民族
,

而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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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间无血缘关系
。

用常规静脉采血
,

血液经离心分离出血清 ?用于其它研究 ≅
,

红细胞用 Δ
3

 拓 盐水洗涤

三次后
,

配制成 !Ε 的红细胞悬液
,

放人 Ι℃ 冰箱内保存待用
,

血型分型实验在采血后四

天内完成
,

实验操作在当地实验室进行
。

实验所用你血清除
一
9

、 一

Σ 和
一“
是北京市中心血站

、

上海市中心血站和天津市中心血

站产品外
,

其它抗血清 ?
一

Τ
、 一

Λ 5
− 、 一

( .
“ 、 一

> Η 、 一

ΦΓ
− 、 一

ΦΓ Υ 、 一

Κ ;
‘ 、 一

Κ; Υ 、 一

7 ≅ 为西德 Μ .。ς % Π ς 公

司产品
。

7 .8 8
、

9 4 ::;
、

7 % 22
、

9 .% 5 ∗ 、

Λ 5 等血型系统 采用试管 Σ ∗ ∗
0 Υ

Π

法
,

反应温度 # ℃ Η

) = 血型系统采用试管菠萝酶法
,

菠萝酶由北京市中心血站提供 Α + 血型系统采用试管盐

水法
,

反应温度 Ι ℃
。

基因频率计算方法
, ) = 系统依照赵桐茂所介绍之方法 ?  ≅

,

7 .8 8
、

9 4 ::; 系统同赵桐茂
、

张工梁所用方法 ?  ∀ Χ ≅ Η Λ 5
、

9 .% 5 ∗ 、

7 % 22 同袁义达等之

方法 ?  ∀ Χ ≅Α + 系统同血型调查组之方法 ?  ∀ Δ Υ ≅
。

Ω

产Ξ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7 .8 8 血型系统

彝族 Χ Δ 名受检者只用了
一ΦΓ− 一种抗血清进行检查

,

其中 Φ Γ? −十 ≅ 型占 ϑ!
3

务
,

Φ Γ ?− Ξ

≅ 型占 #斗
3

Χ 多
。

对藏族   人和满族 Χ Δ 人用
一

ΦΓ
‘

和
一 ΦΓ “ 两种抗血清进行检查

,

结果观察到 ΦΓ ?− Ψ Υ 一 ≅
,

ΦΓ ?− Ψ Υ Ψ ≅和 Φ Γ ?− 一Υ Ψ ≅三种表现型
,

未见 ΦΓ ?
− 一

Υ
一

≅ 型个体
,

这三个民族的 7. 8 8 血型分布及基因频率见表 2∗

ΦΓ ?− 十Υ十 ≅ 型个体在藏族 ?Ι
3

关 ≅和满族 ?Ι
3

Ι 多≅中较多见
,

在所调查的三个民

族中
,

ΦΓ
“

基因频率都低于 ΦΓ” 频率
,

ΦΓ
‘

基因频率在藏族比较高 ?Δ
3

Ι斗斗 ≅
,

与广西侗族

?Δ
3

斗ϑ Χ ∀ ≅比较接 近?袁义达等
,  ∀ Ι Υ ≅Α 彝族 ?Δ

3

Ι Ι Ι ≅和满族 ?Δ
3

Ι Χ ϑ Χ ≅ 与汉族 ?Δ
3

Ι Χ Χ ! ≅

?赵桐茂
、

张工梁
,  ∀ Χ Υ≅ 比较接近

。

但是
,

我们的结果与新疆维吾尔族 ?Δ
3

# 斗Δ ≅ ?袁义

达等
,

 ∀Ι
−
≅ 差异显著

,

这可能与民族起源和地域分布有关
。

表 峪配 血型系统在葬族
、

截族和洲族中的分布

民民族族 受检人数数 表 型 频 率 ?Ε ≅≅≅ 基 因 频 率率 Λ
Ζ

值值

ΦΦΦΦΦΦΦΓ ?
− Ψ Υ 一 ≅≅≅ ΦΓ ?

− Ψ Υ Ψ ≅≅≅ ΦΓ ?
− 一 Υ Ψ ≅≅≅ ΦΓ

−−−

ΦΓ ΥΥΥΥΥ

彝彝彝 Χ ΔΔΔ # ∀ ?ϑ !
·

≅≅≅≅≅ Χ?# Ι
·

Χ  ≅≅≅ Δ
3

斗 Ι ΙΙΙ Δ
3

乡∀ 弓ϑϑϑϑϑ

[[[[[[[[[[[[[[[[[[[

藏藏藏     Ν
。。

Ι ?Χ #
·

ϑ Χ ≅≅≅ ∀ # ?Ι
·

≅≅≅ ϑ  ?# Ι
3

ϑ ≅≅≅ Ν
。

Ι 斗牛 Δ
。

! ! ! ### Χ
。

斗###

ΤΤΤΤΤΤΤ
。。

#  
3

# ϑ ?  
3

∀ ≅≅≅  ∀
·

Χ  ?Ι  
·

#  ≅≅≅ ϑ 工
·

# ϑ?# Δ
·

∀ # ≅≅≅≅≅≅≅≅≅

满满满 Χ ΔΔΔ Ν
333

斗Δ ?  
3

Δ ! ≅≅≅   ?Ι
3

Ι ≅≅≅ ?# #
·

∀ ≅≅≅ Δ
。

Ι Χ ϑ ΧΧΧ Δ
。

! # ∀∀∀ Ν
。

Χ

ΤΤΤΤΤΤΤ
333

# ∀
·

Ι ? ∀
·

ϑ ≅≅≅ Δ Χ
·

?Ι ∀
·

 ≅≅≅ ϑ  
·

!?# Χ
·

 # ≅



艾琼华等 Η 中国彝族
、

藏族和满族中 7. 88
,

9 4

::∴
,

# 期 7 %22
,

< 5, )=
,

9. %5
。
和 + 血型系统的分布  #

?二≅ 9 4 ::; 血型系统

气

用
一
Κ;− 和

一Κ ;” 两种抗血清检查了藏族   人和满族 Χ Δ 人的 9 4: :; 血型
,

观察到

Κ;?− Ψ Υ
一

≅
, Κ;?

− 十Υ Ψ ≅ 和 Κ;?
− 一Υ Ψ ≅ 三种表现型

,

未见 Κ ;?
− 一Υ

一

≅ 型个体
。

彝族 Χ Δ 人
,

用一Κ;
“

检查 ϑ 人
,

全部为 Κ Β?
− Ψ ≅ 型

,

用 一 Κ;
‘

和
一 Κ;Υ

检查了  Ι 人
。

三个民族中 9 4: :; 血型的分布见表 Χ−

表 Χ 葬族
、

蔽族和满族中 9 3 :: , 血型分布

气

民民族族 受检人数数 表 型 频 率 ?人 数 和 百 分 数≅≅≅ 基 因 频 率率 Λ
,

值值

ΚΚΚΚΚΚΚ ; ?
− Ψ Υ 一 ≅≅≅ Κ Β ?

− Ψ Υ Ψ ≅≅≅ Κ ; ?
− 一 Υ Ψ ≅≅≅ Κ ; 333 Κ ; ΥΥΥΥΥ

彝彝彝 Χ ΔΔΔ Δ
333

ϑ ]
? Δ Δ

3

Δ Δ ≅≅≅ ΔΔΔ ΔΔΔ 2
。

Δ Δ Δ ΔΔΔ Δ
。

Δ Δ Δ ΔΔΔΔΔ

ΝΝΝΝΝΝΝ
。。

∀ ? Χ
·

! ! ≅≅≅ ?
3

Ι ! ≅≅≅ ΔΔΔ Δ
。

 ϑ Χ ∀∀∀ Δ
。

Δ # ΧΧΧ Δ
。

Δ Δ ΙΙΙ

ΤΤΤΤΤΤΤ
333

∀
·

Ι? Χ
3

Δ≅≅≅ ϑ
3

# ?
·

ϑ ≅≅≅ Δ
·

# ?Δ
·

Ι ≅≅≅≅≅≅≅≅≅

藏藏藏     Ν
。。

∀ Χ ? 
3

Ι ϑ ≅≅≅ Ι ?
3

Δ # ≅≅≅ # ?
3

! ≅≅≅ Δ
。

 Ι  ∀∀∀ Δ
。

Δ !Δ ΧΧΧ Δ
。

# !!!

ΤΤΤΤΤΤΤ
333

 
3

! Χ? Δ
3

Χ 二二 ∀
·

 ∀ ? 
·

!呼≅≅≅ ∗
·

! ?Δ
3

Χ ! ≅≅≅≅≅≅≅≅≅

满满满 Χ ΔΔΔ Δ
。。

∀ ∀ ?∀  
·

! Χ ≅≅≅  ?,
3

Δ ! ≅≅≅ # ?
3

Ι # ≅≅≅ Δ
。

 Ι Δ !!! Δ
。

Δ !  !!! Δ
。

Χ ###

ΤΤΤΤΤΤΤ
333

∀ !
3

!?∀ ∀
。

Ι ! ΗΗΗ Χ #
·

!?
·

 ≅≅≅ Δ
·

# ?Δ
3

# ! ≅≅≅≅≅≅≅≅≅

ς 只用 一 Κ广 检查
。

Κ;− 抗原在亚洲黄种人中占优势?赵桐茂
、

张工梁
,  ∀ Χ −

≅
,

本文调查的三个民族中
,

Κ ;?
−

十 ≅型在彝族中占 ΔΔ
3

ΔΔ 务
,

在藏族中占  ∀
3

Ι Ε
,

在满族中占  ∀
3

! Ε
,

和亚洲黄种

人中 Κ ;
盆

抗原分布特点一致
。

表 # 9 3 :行 血型系统在中国九个民族中的分布

仕族

伺族

择族

藏族

满族

朝鲜族

汉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

Χ

ΧΔ

 Ι

2,  

Χ Δ

Χ ϑ

Χ Δ Δ

Χ  

ΧΧ

Χ Δ # ? ϑ
·

Χ ≅
∀ ? #

·

Δ # ≅

∀ ? Χ
·

! ! ≅

∀ Χ ? 
·

Ι ϑ ≅

! ∀ ? Δ
3

Χ ≅

 Δ ?Μ
·

 ϑ ≅

# ?∀ ϑ
·

! Δ ≅

Δ ?∀ !
·

Χ ≅

∀ ?∀ Δ
·

! Ι ≅

⊥ 4 − ( % ς − 2
3 ,

 ∀ Ι

袁义达等
,  ∀ Ι Υ

木文

本文

本文

⊥ 4 − ( % ς − 、
3 ,  ∀Ι

赵桐茂
、

张工梁
,  ∀ Χ −

⊥ 4 − ( % ς − 2
3 ,

 ∀ Ι

袁义达等
,  ∀ Ι −

民民 族族 地 区区 受检人数数 表型频率?人数和Ε ≅≅≅ 基因频率率 资 料 来 源源

ΚΚΚΚΚΚΚΚΚ ;?
− Ψ Υ 一 ≅≅≅ Κ ;?− Ψ Υ Ψ ≅≅≅ Κ ; ?

− 一 Υ Ψ ≅≅≅ Κ ; 333 Κ ;ΥΥΥΥΥ

仕仕族族 广西西 Χ Χ Δ # ? ϑ
·

Χ ≅≅≅ ∀?#
·

 ≅≅≅ ΔΔΔ Δ
3

 ∀ ΔΔΔ Δ
。

Δ  ΔΔΔ ⊥ 4 − ( % ς − 2
3 ,

 ∀ ΙΙΙ

伺伺族族 广西西 ΧΔ ∀ ? #
·

Δ # ≅≅≅ 一Ι?ϑ
3

 ≅≅≅ ΔΔΔ Δ
。

 ϑ ! Δ
。

Δ # Ι    袁义达等
,  ∀ Ι ΥΥΥ

择择族族 四川川  ΙΙΙ ∀ ? Χ
·

! ! ≅≅≅ ?
·

Ι , ≅≅≅ ΔΔΔ Δ
3

 ϑ Χ ∀∀∀ Δ
。

Δ # , ΧΧΧ 木文文

藏藏族族 西藏藏 2,    ∀ Χ ? 
·

Ι ϑ ≅≅≅ Ι ?
·

Δ # ≅≅≅ #〔
3

! ≅≅≅ Δ
3

 Ι  ∀∀∀ Δ
。

Δ !Δ ΧΧΧ 本文文

满满族族 辽宁宁 Χ ΔΔΔ ! ∀ ? Δ
3

Χ ≅≅≅  ? 
·

! Ι ≅≅≅ # ?
3

Ι # ≅≅≅ Δ
3

 Ι Δ !!! Δ
。

Δ ! !!! 本文文

朝朝鲜族族 吉林林 Χ ϑϑϑ  Δ ?Μ
·

 ϑ ≅≅≅ Χ ϑ ? Χ
·

Δ Ι ≅≅≅ ΔΔΔ Δ
。

 #  ∀∀∀ Δ
。

Δ ϑ Δ ΧΧΧ ⊥ 4 − ( % ς − 、
3 ,  ∀ΙΙΙ

汉汉族族 上海海 Χ Δ ΔΔΔ # ?∀ ϑ
·

! Δ ≅≅≅ Χ ? #
3

! Δ ≅≅≅ ΔΔΔ Δ
。

 # Χ !!! Δ
。

Δ ϑ !!! 赵桐茂
、

张工梁
,  ∀ Χ −−−

蒙蒙古族族 内蒙蒙 Χ    Δ ?∀ !
·

Χ ≅≅≅ ∀ ? #
·

 ! ≅≅≅ ?Δ
3

∀≅≅≅ Δ
3

 Χ Χ!!! Δ
3

Δ !!! ⊥ 4 − ( % ς − 2
3 ,

 ∀ ΙΙΙ

维维吾尔族族 新玉玉 ΧΧ ∀ ?∀ Δ
·

! Ι ≅≅≅ 礴2? ∀
3

! !≅≅≅ Χ?Δ
3

 ≅≅≅ Δ
3

∀  ∀ ΧΧΧ Δ
。

Δ ∀∀∀ 袁义达等
,  ∀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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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民族中 Κ ;
“

基因频率都高于 Κ ;“频率
。

与国内其它民族的比较列在表 # ?只包括用
一Κ ;

‘

和
一Κ;“ 两种抗血清检 查所 得 的 结

果 ≅
。

从表 # 可 以看出
,

Κ;− 基因频率在南方的民族中较高
,

如广西壮族 Δ3  ∀ Δ ?⊥4− ( % Η

− 2
3 ,

 ∀ Ι ≅
、

侗族 Δ
3

 ϑ ! ?袁义达等
,  ∀ Ι Υ ≅

、

彝族 Δ
3

 ϑ Χ ∀ ?本文 ≅
、

藏族 Δ
3

 Ι  ∀ ?本文 ≅
∗

北

方的民族 Κ ;
‘

基因频率低于南方民族
,

如新疆的维吾尔族 Δ
3

∀  ∀ Χ ?袁义达等
,  ∀Ι −≅

、

内

蒙的蒙古族 Δ
3

 Χ Χ ! 和吉林的朝鲜族 Δ
3

 #  ! ?⊥ 4 − ( % ς −2
3 ,

 ∀ Ι ≅
、

辽宁的满族 Δ
3

 斗Δ ! ?本

文 ≅
。

但上海的汉族 Δ
3

 # Χ ! ?赵桐茂
、

张工梁
,  ∀ Χ ‘≅又和北方的民族比较接近

。

一般说来
,

Κ ;
‘

基因频率在中国人中是比较高的
,

这与欧美人不 同
。

据 Ο ∗ 4∴ − (ς

?  ! Ι ≅ 和 _Γ .( 等 ?  ! ≅报道
,

美国黑人中 Κ;?
− 一 ≅ 占 Ι 外

, Κ ;
−

基因频率只有 Δ
3

#  ! ,

英国人中 Κ;
−

基 因频率 ?。
3

斗 Χ ! ≅也是比较低的 ?⎯
∗ ( % ς − 2

3 ,

 ϑ Δ ≅
∗

?三 ≅ ) = 血 型 系 统

用一 9
、 一

Σ
、 一 α 、 一

Τ 四种抗血清对彝族
、

藏族和满族的 ) = 血型系统进行了检查
,

结果

见表 Ι∗

从调查结果看出
,

彝族 Χ Δ 名受检者全部为
一 9 ?十 ≅

, ) =? 十 ≅ 者为 ΔΔ 多
,

无一例

) = ?一 个体 Α藏族中有一人为
一9 ?

一

≅
,

) =?
一

≅ 者占 Δ3 !多
,

大多数人为 ) =? Ψ ≅ 个体 Α 满族

中 ) =?十 ≅者 占 ”
3

Δ! 多
,

只观察到 Χ 例一 9 ?
一

≅
,

) =?
一 ≅ 个体占 Δ

3

 ! 多
。

据现有的资料

?袁义达等
,  !斗− 、

Υ
、 % Α 血型调查组

,  ! Α 史明真等
,  ! Α许秀文等

,

 ∀ Χ Α Ο ∗ 4 ∴ − ( ∴

% ς −2
3 ,

 ϑ ≅对侨居国外的华侨和国内的汉族共计 ΧΧ
,

 Ι 人的 ) = 血型调查结果 分 析
,

) = ?Ψ ≅ 者占   
3

! Χ Ε
,

) =?
一

≅ 个体只占 Δ
3

Ι ∀铸
,

与日本人的 ) = ?
一

≅ 频率?Δ
3

!斗沁≅比较接

近 ?⊥ ∗ Π=. Γ∗
% ς −2

3 ,

 ∀ ≅
,

中国人群 中 ) =?
一

≅ 频率是很低的
,

我们的调查结果与文献

相符
。

但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有一些例外
,

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

乌孜别克族
、

塔塔尔族和

柯尔克孜族等五个少数民族中 ) =?
一

≅ 者比较多见 ?Χ 一 !多≅ ?血型调查组
,

 ∀ ≅∗

?四 ≅ Λ 5 血 型 系 统

用
一Λ 5

泣

对藏族和满族的 Λ 5 血型进行了检查
,

结果见表 ! 。

< 5 血型属 < 一

连锁显性遗传 Λ 5 ?−十 ≅型的频率在女性中较高
。

 ϑ Χ 年
,

Ο − (
(.≅ 用

一 < 5
‘

对 #Ι Χ 名 白种人进行检查
,

结果发现女性中 < 5 ?
− 十 ≅ 型占 ∀ ∀

3

∀沁
,

而在男性中只

占 ϑ
3

外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

。

在我们的调查中
,

藏族女性 Λ 5 ?
−十 ≅型

占调查人数的 # 3 ϑ 多
,

男性只占 巧
3

绍并 Α 满族女性中 < 5 ?−十 ≅ 型 占 Χ
3

Ι 沁
,

男性占

Χ Δ
3

 ! 多
,

Λ 5 ?
− 十 ≅ 发生率明显低于白种人

。 Λ 5− 基因频率在藏族中为 Δ 3Ι Δ # 。
,

满族中为

。
3

# ∀ ∀ ,

差异较显著
,

可能与调查对象中性比有关
,

藏族受检者的性比是 Δ
3

 ,

而满族受检

者的性比为
3

 Χ 。 很有可能不符合藏族和满族的真实性比
,

对结果有一定影响
。

从文献

资料来看
,

< 5− 基因频率在中国人群中是比较低的
,

华北汉族 Δ
3

# Χ # ?袁义达等
,  ∀ Χ ≅

,

2≅ 引自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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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Π < ‘血型在截族和满族中的分布

民民 族族 受检人数数 表 型 频 率 ?Ε≅≅≅ 基 因 频 率率 < Ζ

值值

ΛΛΛΛΛΛΛ 5 ?
− Ψ ≅≅≅ Λ 5 ?

− 一 ≅≅≅ Λ 5 333
Λ 55555

藏藏藏 男 ∀ ∀∀∀ Ν
333

# ? !
3

! ∀ ≅≅≅ ! ?Χ ∀
3

ϑ Ι ≅≅≅ Δ
。

Ι Δ # ΔΔΔ Δ
3

!  ΔΔΔ 2
。

Ι ΙΙΙ

ΤΤΤΤΤΤΤ
333

# !
3

Ι ϑ?
3

∀ Χ≅≅≅ , Χ
3

! Ι?Χ ϑ
·

ΙΔ ≅≅≅≅≅≅≅≅≅

女女女 Ν
333

丁! ?#
3

ϑ  ≅≅≅ # ϑ ? ∀
·

Δ  ≅≅≅≅≅≅≅≅≅
七七七七

。。 3

Ι Ι ?# !
3

 。≅≅≅ #  
·

! ϑ ?  
3

∀ ∀ ≅≅≅≅≅≅≅≅≅

满满满 男 # ∀∀∀ ∗333 !! ?Χ ϑ
3

 ≅≅≅ ∀# ?#  
·

! Χ ≅≅≅ Δ
。

# ∀ ∀ Δ
。

ϑ ### Δ
。

###

ΤΤΤΤΤΤΤ
333

!!
3

ϑ Ι ?Χ ,
3

! Ι ≅≅≅ ∀Ι
3

# ϑ?Ι Δ
3

≅≅≅≅≅≅≅≅≅

女女女 ΧΧΧ Δ
333

Ι Ι ?Χ Δ
3

 , ≅≅≅ Χ ∀? #
3

# # ≅≅≅≅≅≅≅≅≅
ΤΤΤΤΤΤΤ

333

Ι !
3

Δ  ?Χ
3

干 ≅≅≅ Χ ϑ
3

 ? Χ
3

∀ ≅≅≅≅≅≅≅≅≅

新疆维吾尔族 Δ
3

# Ι # ?袁义达等
,  ΠΙ − ≅

,

广西侗族 Δ
3

# Ι ϑ ?袁义达等
,  ΠΙ Υ ≅

。

?五 ≅ 9 .% 5 ∗ 血型系统

9 .% 5 。 血型是一种稀有血型
,

用
一 9 .− 对藏族   人和满族 Χ Δ 人进行了检查

,

结果

见表 ϑ∗

在所调查的这两个民族中
,

9. ?−十 ≅ 型发生率都很低
,

藏族中占 ,
3

Δ# 多
,

满族中占

#
3

## 务
。

据 文献报道
,

9.
‘

基因只在蒙古人种中可见到
,

在澳大利亚土著
、

英国土著
、

爱斯

基 摩人和高加索人种中
,

9 .
−

基因频率都为 Δ ?⎯
∗ ( % ς − 2

3 ,

 ϑ Δ ≅
。

在亚洲人中
,

9 .
−

基因频率一般都较低
,

日本人 Δ
3

Δ ϑ #  ?⎯
∗ ( % ς − 2

3 ,

 ϑ Δ ≅
,

朝鲜人

Δ
3

Δ # # ?⎯ ∗ ( % ς − 2
3 ,

 ϑ Δ ≅
,

中国人中 Η 侗族 Δ
3

Δ Χ Χ ϑ ?袁义达等
,  ∀ Ι Υ ≅

、

壮族 Δ
3

Δ斗# ϑ

?⊥
4 − ( % ς − 2

3 ,

 ∀ Ι ≅
、

朝鲜族 Δ
3

Δ Ι Δ Χ ?⊥ 4 − ( % ς − 2
3 ,

 ∀ Ι ≅
、

华北汉族 Δ
3

Δ ! ϑ ?袁义达等
,

 ∀ Χ ≅
,

委内瑞拉华侨 Δ
·

Δ Χ ! Ι ?, − ; ∴.Π Π % % ς −2
3 ,

 , ϑ ≅
。

表 ‘ 截族和满族中 庆
%

的 血型系统分布

χ
φ

φ φ

ε
表型频率 ?人数和百分数 ≅

χ
基 因 ” 率

民 族 ⋯ 受检人数 ⋯

—
χ

——
⋯

—
⋯二竺全一⋯

β 兰生二β _一二一⋯一兰一
一一 一一

卜一兰止一⋯岸学一⋯兰兰兰
β

⋯一兰竺一卜兰兰一
满

⋯
“。 2

‘仁‘
’

“ ,

⋯
Η 。, ?, ϑ

·

ϑ , ,
ε

。
·

。‘ϑ ‘

⋯
。

·

, “ 三

?六 ≅ + 血 型 系 统

用 一 +Η

对藏族   人和满族 Χ Δ 人的 + 血型分布进行了检查
,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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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血型系统在燕族和满族中的分布

表型频率?Ε Λ 观察值≅ 基 因 频 率

民族和受检人数

+
,

?Ψ ≅ +
.

?一 ≅

藏 ?   人 ≅ ϑ?# ∀
3

 ≅ Χ # ?ϑ
3

∀ ≅ Δ
。

Χ # ∀

满 ?Χ Δ 人≅ ϑ ?Χ  
3

Δ ! ≅ Ι  ? Δ
3

 !≅ Δ
。

!

+Η

基因频率在藏族?Δ
3

Χ # ∀≅ 和满族?Δ
3

! ≅ 中都比较低
。

从国内现有资料来看
,

北方

的一些少数民族 + Η

基因频率比较高
,

如新疆的维吾尔族 Δ3 Ι Ι ?袁义达等
,  ∀ Ι − ≅ 以及

血型调查组  ∀Δ 年所调查的乌孜别克族 ?Δ
3

#∀ # ≅
、

哈萨克族 ?Δ
3

Χ ∀  # ≅
、

锡伯族 ?Δ
3

Χ Χ Χ Ι ≅
、

祠尔克孜族?Δ
3

Χ Χ Χ # ≅
、

宁夏回族?Δ
3

# 一 ϑ ≅和内蒙的蒙古族 ?Δ
3

Χ ∀ ϑ ≅ ?血型调查组
,

 Π∗ Υ ≅
。

而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 + Η

基因频率则比较低
,

如血型调查组 ?  ∀ Ν Υ≅ 所调查的傣 族
’

?Δ
3

Δ ! 一2≅
、

景颇族 ?Δ
3

Δ Χ Χ ≅
、

壮族 ?Δ
3

Χ Ι Ι ≅
、

白族 ?Δ
3

! ! ≅
、

侃族 ?Δ
3

Χ Δ ϑ  ≅以及袁义达等

?  ∀Ι Υ≅ 所调查的侗族 ?Δ
3

# # # ≅+2 基因频率都较低
。

?七 ≅ 7 % 22 血 型 系 统

7 %γ 血型系统是  斗ϑ 年由 Σ ∗ ∗ 0 Υ Π 、

Ο ∗ 4 ∴ − ( ς 和 ) − % % 发现的
。 7 基因在欧洲白

种人中比较普通
,

其频率在 Δ3 Δ #Δ 一Δ3 Δ! Δ 之间
,

而在阿拉伯人中
, 7 基因频率可能是最

高的
,

通常超过 Δ
3

Δ Δ ?Ο
∗ 4 ∴ − ( ς % ς − 2

3 ,

 ! ≅
。

我们用
一7 检查了彝族 Χ Δ 人和藏族 ” 人

,

彝族 Χ Δ 人全部是 7 ?
一

≅型个体
, 7 基

因频率为 。,

藏族   人中只观察到 Χ 例 7 ?十 ≅型个体
, 7 基因频率为 Δ

3

Δ Δ !
。

从我国现

有的资料来看
,

中国人群中 7 基因频率是非常低的
。

如朝鲜族和壮族为 Ν ?⊥4−
( % ς −2

3 ,

 ∀ Ι ≅
,

华北汉族为 Δ
3

Δ Δ ?袁义达等
,  ∀ Χ ≅

、

维吾尔族 Δ
3

Δ # !  ?袁义达等
,  ∀ Ι −

≅
、

蒙古

族 Δ
3

Δ Δ #  ?⊥ 4 − ( % ς − 2
3 ,

 ∀ Ι ≅
∗

?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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