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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十个民族中苯硫眠

尝味能力测定

张 让 阎 玲 彭宝珠
1兰州军区军医学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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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用 ( 45 567 和 8 4/ 9 ∗ 7

改良闭值法对甘肃
、

青海两省汉
、

回
、

东乡
、

保安
、

藏
、

裕固
、

蒙古
、

撒拉
、

土
、

哈萨克等十个民族共计 : : ∀ 人进行了测定
。

以三号液为味盲界线
。

结果表明 ; /2

各民族味盲发生率差异极显著 1< = :
0

: : 2
,

其中保安族味盲发生率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陆

各民族中发现的 仅高于黎族的民族 3 味盲总发生率与 日 本人相近
。

> 2 各民族总计中男性与女

性味盲百分率无显著差异
,

但尝味阑值女性显著低于男性
。

? 2 色觉异常患者与尝 味能力的关

系与国内外其它学者结果不同
,

即味盲率和尝味闭值与色觉异常无关
。

≅ Α
苯硫脉 1< % Β 2 因含有一 ∋ 一Β 一 , 基团而呈苦味

。

人类可以分为 <% Β 尝味 者与

不尝味者 1<% Β 味盲2 两群 1Χ ∗ Δ ,

 ? > 2
。  ? > 年 Ε /4 Φ Γ 7 /Γ Γ 根据家族调查 肯 定 了

<% Β 尝味与味盲的遗传性
,

是一种不完全显性遗传
。

尝味者是显性基因的纯合子 1% % 2

或杂合子 1% Η 2 3味盲是隐性基因的纯合子 1Η Η 2 1Ε /4 Φ Γ 7 /Γ
Γ ,

 ? > 2
。

世界各民族中 + % Β

味盲比例及尝味阑值有明显差异
。  ? 年

,

,Η Γ 5Ι 又进一步把这种差异列为种族参差性的

遗传学基础之一
。

中国有 !ϑ 个民族
,

自李璞等 1  ϑ ! 2测定了黑龙江省 : # 。名汉族
,

:

名朝鲜族的 <% Β 尝味以后
,

其它地区不同民族也有测定
。

徐玖瑾等  ∀ > 年测定了甘肃

省居住的撒拉
、

东乡
、

保安
、

回族等四个民族
。

 ∀ 年 ! 月至 ∀ 月我们对居住在甘肃
、

青

海两省的全部十个民族进行了调查
,

目的在于了解不同民族的遗传特性及 某 些 疾 病 与

< % Β 尝味能力的相互关系
。

方 法

检测 <% Β 味盲率有不同方法
,

如有结晶法
、

纸片法
、

阑值法等
。

目前公认以阂值法

较为可靠
。

但用闽值法时的具休作法也有不同
,

如“八杯法
” ,

此种方法虽准确但费时
,

不

适于群体调查
。 “

临界溶液法
”

1(
4 5 5 67 Γ 5 4 /

0 ,

一 斗 3 <∗ Ι 7 ,

 ! ! 2
,

此法虽省时但较祖

糙易产生误差
。

第三种方法兼收前两种方法之优点
,

也是我们采用的方法
。

具体作法是

精取 :
0

ϑ! 克 <% Β 结晶放人 ! :: 毫升水中加 温 1ϑ: ℃
,

斗∗ 分钟 2溶解配成 :
0

? Κ 原液为



人
,

类 学 学 报

号液 3取 号液 > !: 毫升加等量重蒸水稀释成 > 号液 3依次成倍稀释直到 # 号液
,

再以

重蒸水作为 巧 号液
。

以上液体装人形状大小
、

颜 色相同的瓶内
。

检查由专人负责
。

受检

者从 弓号1重蒸水 2开始
,

然后依次给 抖号液
、

? 号液逐次递减号数
。

被检者取坐位
,

仰

头张 口伸舌
,

用滴管将某号液约 :
0

, 毫升滴于被检者舌背中部
,

令其品尝
,

如发现异常味

觉
,

即以重蒸水作反复对比
,

直到其准确尝出苦味为止
,

确定 此液为其尝味阑
。

调查在每个民族中随机取样
,

对象主要为中学生及十岁以上小学生
。

男
、

女之比约为
0

# ϑ ; :

结 果

1一2 尝味能力的分布

测定的十个民族 : : ∀ 人尝味能力的分布见表 / 和图
。

! :

— 总体

一 一 一 男
Λ Λ

一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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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浓度 ( ) ∗

图 # 十个不同民族 ()∗ 尝味能力分布图

可见 ( ) ∗ 尝味阂值分布呈双峰性
,

味盲峰值在
“

+ #”号溶液处
,

尝味者阂值集中于

,一 ## 号溶液之间
,

峰值在 − 号溶液处
。

谷底在 . 号溶液处
,

我们以 . 号溶液作为味盲与

尝味者的界线
,

尝味闭值等于或低于 . 号溶液的为味盲
,

其余为尝味者
。

共检出味盲 #∀ . !

人
,

味盲率为 #斗刀.必
。

/二 0 性别与尝味能力间的关系

我们测定的十个民族 1 ∀ ∀ & 人中
,

其中男性 ∋ # 2 , 人
,

平均尝味闹值 & !2 士 # 1 . 3味盲

,∋ ∋ 人
,

占男性 巧 多
。

女性 ! & 2 ! 人
,

平均尝味阂值 & ,. 士 # ,1
,

比男性低 ∀ . & 。

味盲

钓& 人
,

占女性 #∋ 多
。 4

检验结果表明
,

男
、

女平均尝味闭值有显著性差异 / 4 一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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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2
。

尸 检验结果表明男
、

女性味盲发生率无显著 差 异 1尸 Θ 氏ϑ ϑ!
,

ΤΥ Θ  ,

< ς :
0

: ! 2
∗

1三2 不同民族尝味能力

ΔΩ 检验结果表明
,

各民族间味盲百分率呈显著性差 异 1尸 Θ >>
0

 ?
,

ΤΥ Θ  , < =

:0 : 2
。

方差检验表明
,

各民族间尝味能力亦有显著 性 差 异 1Χ Θ >
0

# = !  
0

:  , < =

:
0

: 2
∗

根据 ( 4 5 Τ Ξ
一

Ψ Γ 6Ι ΖΓ 5[ 公式
,

计算出了全部十个民族基因频率
,

并计算了不同民族味

盲率及平均尝味阑值
,

见表 > 。

表 > 不同民族味6 率
、

鑫因甄率及平均尝味网位

/ Α 味 盲

民族1地区 ,
Α
调查人数

Α叹, 获万一
基 因 频 率

Κ /隐性基因 1
Η
2 0 显性基因 1% 2

平均尝味阑值

灭士,∴

汉1兰州市2

东乡1甘肃东乡县2

哈萨克1甘肃阿克塞2

裕固1甘肃肃南县2

回1甘肃临夏县2

土1青海互助县2

撤拉1青海循化县2

藏1甘肃夏河县2

成古1甘肃肃北县 2

保安1甘肃积石山县 2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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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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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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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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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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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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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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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ϑ

∀
0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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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月土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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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觉异常与尝味能力的关系

0、

,
Σ

。5
一
0
沙
‘、

调查 <% Β 尝味能力的同时检查了九个少数民族色觉计 ϑ # : 人
,

其中色觉异常 > #∀

人 1包括红
、

绿色盲及红
、

绿色弱 2
,

色觉异常中味盲 # 人
,

占 ϑ
0

!? 多
,

与无色觉异常人比

较
,

ΔΩ 检验表明无显著差异 1尸一 :
0

ϑ !
,

< ς :0 : ! 2
。

无色觉异常人平均尝味阑值 ∀
0

?ϑ 士

0

?
,

色觉异常人平均尝味阐值 ∀0 >  士
0

∀
, ‘
检验表明无显 著 差 异 1Η Θ 。

0

∀
,

< ς

∗
·

: ! 2
∗

讨 论

0

人类对 <% Β 的尝味能力作为对种族参差性的遗传学基础之一
。

世界不同民族味

盲百分率有明显差异
,

欧美白种人占 ?: 一 #> 多
,

日本人占 ∀一>: 外 1杜传书等
,

 ∀ ? 2
,

而

印第安人则低至
0

>多
。

国内刘鸿权等 1   2 所报道的我国新疆维吾尔族 >
0

# 并
,

哈萨

克族 ?#
0

?# 多
,

柯尔克孜族 #>
0

拓 乌孜别克族 ?:
0

?ϑ 多
。

徐玖瑾等报道的海南黎族味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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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 #
0

ϑ> 多
。

我们的调查结果味盲百分率最高为裕固族 1>?
0

:# 多2
,

最低为保安族 1!
0

##

多2
,

保安族的味盲率是到 目前为止我国大陆各民族中仅高于黎族的民族
。

用阐值法测得的尝味阑值分布曲线呈双峰性
,

李璞
、

刘鸿权
、

徐玖瑾等亦证明了这一

点
。

我们测得的十个民族
,

尝味者的平均峰值在  号液处
,

其中 ! 个民族位于  号液
,

四

个民族位于 ∀ 号液
,

哈萨克族位于 号液
,

而后一个民族峰明显是偏的
。

味盲的峰值在

= 号液处
。

味盲与尝味者区分的标准不一
,

但一般以峰谷为界线
,

我们把两者之间的界线定在 ?

号溶液与 月号溶液之间
,

这与徐玖瑾等的划分界线相一致
。

同一民族不同群体调查结果不同
,

除因方法细节及群体数量不同造成之外
,

是否与长

期人群隔离或由于基因流人
,

遗传漂变或选择造成遗传平衡改变而导致基因频率不同有

关
。

例如刘鸿权等调查的新疆哈萨克族味盲 ?#
0

?# 外
,

徐玖瑾等调查的甘肃撒拉族味盲

!
0

 多
,

回族 >
,

∀ ϑ多
,

东 乡族 :
0

> ∀多
,

保安族 ∀
0

>外
,

这些结果均与我们的结果有较大

差异
。

我们的结果表明
,

我国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除保安族外
,

味盲率与 日本人 比较接近
。

>
0

<% ∃ 尝味能力与性别的关系有两种相反意几 在我们的结果中
,

调查的各民族总

计男性与女性之间味盲百分率没有显著差异
。

在尝味闭值上我们所调查的各民族总计中

男
、

女之间差异是极显著的
。

各民族男
、

女比较除回
、

藏两民族有差异外
,

其它民族均无差

异
。

?
0

关于色觉异常与尝味能力
。

⊥ ∃ ∴ ∗Ι
4 /Τ 1   2 发现红色盲者大多数为 <% ∃ 味盲

者
,

董石秀等 1  ∀ # 2 发现绿色盲者味盲率与尝味阑值均明显偏高
,

但我们的结果没能证

明这一点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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