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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侗族手指指毛的分布

梁 明 康
4广西右江 民族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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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调查了广西三江侗族 ! 至 78 岁农民和学生 9  人 4男 7 :
、

女 9 ; 5 的手指指毛分

布
。

结果说明
,

近侧和中间指节除发现一例女性没有指毛以 外
,

其余均有指毛
,

远侧指节无指

毛
。
男女两性间指毛的出现率无明显差异

,

左右手指指毛分布基本上对称
。

对于人的手指指毛分布的研究
,

具有人类学上的价值
。

曾经有人设想
,

其出现率及差

别与家族遗传有关
。

国外已有 − ,< = > 4  ! 9 5 关于指毛分布和分布类型的极道
,

国内目

前只有常宝林 4  ! ; 5 对汉族的调查报道
,

尚缺少少数民族指毛分布的报道
,

故本文报道

对我国广西侗族人指毛分布的调查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
六尸≅Α

调查对象为广 西三江县马胖和善旺两 屯的农民和中学生共 9  人4男 7 :
、

女 9 ; 5
,

随机抽样
,

年龄在 ! 至 78 岁之间
,

取其三代均为侗族
。

本文按常宝林报道的分类
、

分型

方法进行
,

即对于偶有左右手指毛脱失不对称时
,

以对侧记人分类
,

对近侧指节第 至

第 , 指指毛分布以其主要位居挠侧者标以 ( ,

尺侧者标以 Β
,

居正中者标以 Χ Δ5 。 在自然

光下
,

用肉眼观察
、

绘图
、

分类
,

同时记录被检者的姓名
、

年龄
、

性别
,

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各指的近侧
、

中间指节指毛分布结果见表
、

9 。

表 各指近侧指节指毛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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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指中间指节指毛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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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近侧指节指毛的偏侧组合分布 4拇指除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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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近侧指节指毛的偏侧位置组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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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9 看出

,

近侧指节除一例女性没有指毛外
,

其余均有指毛
,

男性近侧指节指毛

的出现率稍高于女性
,

与常宝林等 4  ! ; 5 的报告相一致
。

中间指节指毛的出现率男性为

99
·

99 多
,

女性为 9:
2

89 拓
,

两性间无差异
。

侗族人中间指节指毛出现率低于美国 白种人
、

孟加拉的印度人
、

日本人和我国的汉族人
,

而稍高于非洲尼 日利亚人 4−, <= >
,

 ! 9 5
。

对近侧指节指毛位置分布的不均衡
,

即偏侧现象
,

划分为五型〔常宝林等
,

 ! ; 5
。

本

文除常氏的五型以外
,

多见了两型
,

如表 : 及图
。

从表 : 看出
,

以 ∋ 型为最多
,

Δ 型次之
,

这与常宝林 4  ! ; 5 的报告不一致
,

是否有

民族
、

种族 以及地理区域的关系
,

有待以后研究证实
。

其他类型也较少见
。

本文观察到的近侧指节指毛偏侧现象
,

作了如表 ∀ 的规律统计
。

表 ∀ 近侧指节指毛偏侧方向 的分布

指 别 总例数

侧数偏例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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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看出
,

近侧指节指毛偏侧现象规律为
,

拇指
、

食指
、

中指和环指不偏向尺侧
,

居

正中或挠侧
,

小指不偏向挠侧
,

多偏向尺侧或位居正中
。

这与常宝林 4  !; 5 的报告基本

上相一致
。

由于中间指节指毛分布极不均衡
,

本文与国内外学者作了比较
,

发现侗族人中间指节

指毛分布规律为
,

第 ∀
、

:
、

7
、

9 指依次排列
,

与国外学者 Μ, <= > 4  ! 9 5 的报告相一致
。

在指毛的总分布上
,

侗族中间指节指毛的分布为 499
2

7! ς 5
,

美国白人 4 8
2

斗务5 为最高
,

尼 日利亚人 49
·

)务5 为最低 4−,
< = >

,

⎯ ! 9 5
。

4  ! ! 年 9 月 口收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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