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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名健康赫哲族人的掌指纹进行了研究
,

其中男性 ! 名
,

女性 !7 名
。

本文列出

了 8! 个赫哲族掌指纹参数
,

将其中 8# 个掌指纹特征输人电子计算机
,

进行了相关及主成份

分析
。

并且
,

将赫哲族的掌指纹特征与汉族的掌指纹特征进行了比较
。

结果表明 9 赫哲族的掌指纹特征是与汉族相似的
,

并且有自己的特征 6双手同名指的相关

系数大于非同名指
,

单手相邻指的相关系数大于相隔指 6在有关掌指纹特征的研究中
,
指纹的

重要性大于掌纹
。

少数民族掌指纹特征研究
,

对于探讨少数民族的起源
、

迁徙及相关民族间关系等
,

都

有重要意义4谢业琪
,  ! # 6 : 1 ;<<= > > ? ; ? ≅ = 2

3 ,

 ∀ ∀ 5
。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掌指纹特征

已有报告
,

但赫哲族掌指纹特征的研究报告尚未见到
3

赫哲族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之一
,

现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合江地区的黑龙江及乌

苏里江流域
。

他们现与汉族杂居
,

约 ! 77 余人4辞海
,

民族分册 5
。

本文研究赫哲族掌指纹

特征
,

其 目的是为赫哲族肤纹特征提供参数
,

为我国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积累资料
,

并

对与掌指纹研究有意义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

一
、

对 象 与 方 法

 ! , 年 , 月 #7 日一 月 Α 7 日
,

笔者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村
,

同江县街津 口
、

八岔

两个赫哲族 自治乡
,

对健康赫哲族男女拓取了掌指纹
。

采样对象
9
所有拓下掌指纹的赫哲族男女家庭三代均为赫哲族 4祖父

、

祖母
、

外祖父
、

外祖母
、

父
、

母
、

5
,

排除已知有亲缘关系的个体
,

共得到 2“ 名个体的掌指纹
。

其中
,

男性

8 名
,

女性 ! 7 名
。

采样对象年龄范围
9 ∀一! 岁

。

采样方法 9
亚铁氰化钾

一

三氯化铁法
。

用绘图纸 4 开5渍浸于 #
3

8多 的亚铁氰化钾

4Β正?
4Χ ∋ 5

‘
·

Α(= 1 5 水溶液中
,

浸透后取出晾干整平备用
。

拓取掌指纹时
,

用 # 多的三

氯化铁 4Δ ? %−
9

·

(刃 5 水溶液
,

均匀地涂布于采样对象的掌指表面上
。

然后
,

在浸有亚

铁氰化钾的敏化纸上
,

拓下掌指纹 4山东济宁医专
,

生物学
、

化学教研室
,

 ! # 5
。

掌指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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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者
,

当时补取
。

所取掌指纹置 7 倍放大镜下观察鉴定
。

分析方法主要采用 %Ε ΦΕΦ ‘
= Φ Γ Η /Γ2 1

4  Ι Α 5 提出的方法
,

辅之以 ∗2 = ≅1 4  ∀ 7 5
、

∗2 =≅ 。 =
ΦΓ ϑ ?; ≅? 2?Χ Κ/ 4  ∀ # 5 提出的方法

,

并参考了国内外其他通用的一些方法
。

分析

指标主要如下
9

4一5 指 纹

3

指尖各型花纹出现率
。

#
3

指尖花纹纹线数
。

Α
3

指尖花纹组合类型
。

Ι
3

指尖花纹指数
。

包括斗箕指数
、

弓斗指数
、

和花纹强度指数
。

4二 5 掌 纹

3

各掌区各型花纹的出现率
。

#
3

∃ 、 Λ 、 Χ 、 Μ 四条主要掌纹线的各型出现率及主线指数
。

Α
3

轴三叉 ≅ 距比和各型 =≅ Γ 角的出现率
。

Ι
3

各型掌褶的出现率
。

8
3

掌纹强度指数和掌三叉点数
。

3

各指三叉间的皮纹计数
。

并且
,

使用通用程序
,

对赫哲族的掌指纹特征进行了相关及主成份分析
。

二
、

结果 与讨 论

4一5 指 纹

3

指尖各型花纹出现率

指尖花纹按下列方法分类
9 弓型纹 4∃ 5

,

包括简弓 4∃
3

5 和帐弓 4∃≅ 5 6 箕型纹

4+5
,

包括尺箕 4+Ε 5 和挠箕 4+; 56 斗型纹 4ϑ 5
,

包括双箕斗 4ϑ
Γ 5 和一般斗 4ϑ 5

3

赫哲族男女不同指别的各型花纹百分率如下 4表 5
。

赫哲族指尖花纹率
,

以 +Ε 最高
,

其次为 ϑ
, ∃ 略高于 Ν

,

+Ε 和ϑ 的频率很接近
,

∃ 和 Ν 的频率则很低
。

赫哲族指尖花纹频率与汉族相比略有不同
。

汉族ϑ 高于 +
,

∃

的发生率则男女均比赫哲族低 4汉族
,

ϑ
9 男 8Α

3

 8 多
,

女 Ι∀ 3∀ ∀ 并6 + 9 男 Ι Ι3 Α∀ 关
,

女

Ι  
3

8∀ 多6 ∃ 9 男
3

 关
,

女
3

! ∀务54张海国等
,  !Ι 5

。

赫哲族和汉族的不同指上的指尖花纹分布
,

+Ε 均以小指频率最 高
,

+; 均以食指最

易出现
。

ϑ 的 出现率赫哲族则女性与汉族相 同
,

以环指出现率最高
,

而赫哲族男性则以拇

指ϑ 的 出现率最高4张海国等
,  ! Ι ,

陈杨雷
,  ! Α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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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纹纹线数

指纹纹线数可分为挠侧计数和尺侧计数
,

这样更能反映指纹的客观特征
,

便于进行更

深人的研究 4:? ?Γ
, ? ≅ 公

3 ,

 ∀ 6 Η ?/ ?;
,

 ! 5
3

另外
,

指尖花纹的尺侧计数和挠侧计数

的生物学意义也是不同的
,

它们分别代表了胚胎时期指垫单侧退化的程度4ΖΕ ≅? ; ,

 !# 5
。

本文指纹纹线挠侧
、

尺侧分别计数
。

计数方法如下
9 所有的弓型纹双侧计数均为零

。

尺

箕
,

挠侧计数尺侧为零
。

挠箕
,

尺侧计数挠侧为零
。

一般斗
,

挠侧
、

尺侧直接计数 6 双箕斗

和复合斗
,

挠侧计数为挠侧三叉点与挠侧核心点间的皮纹计数
,

再加上挠侧核心点和尺侧

核心点间的皮纹计数的一半 6尺侧计数为尺侧三叉点与尺侧核心点间的皮纹计数
,

再加上

挠侧核心点与尺侧核心点间的皮纹计数的一半4有两个以上的核心点时
,

只考虑近挠侧和

近尺侧的核心点5
。

为了便于资料比较
,

本文还分别计算了绝对指纹纹线数 4∃ : Χ5 和指

纹纹线总数 4& : Χ 5
。

赫哲族指纹纹线数结果如下 4表 # 5
。

表 # 括哲族男女指纹纹线数 4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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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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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Α 肠哲族男女的斗筑指橄 4Δ− 5 弓斗指擞 4Μ− 5 和花纹强度系救 4∗2 25

性 别4人数5 可 Μ−

Α
。

!!!

Ι
。

Ι
3

###

Ι
。

ΑΑΑ

Ι
。

色色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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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 ∗ +

,

∋

, 十 ∋

− ∗
。

. /

0 0 1
。

/2+
. /

。

1 .

几一口!几,∃3&45

⋯
、一日,月,6

,

6
/7/7女 ( ) 1 + ∋

, 8 ∋

0 1 ∗
。

. 7
。

合 计 . 9
:

∗ − ∗
。

− ,

赫哲族指纹纹线数
,

男女双手均挠侧计数大于尺侧
。

并且
,

男女双手的挠尺两侧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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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数均以拇指为最大
。

赫哲族的指纹纹线总数与汉族接近
,

汉族 9 Ι !
3

! 7 士 Ι#
3

8Α 4男5 6

Α !
3

Ι 士 Ι
3

8  4女 54张海国等
,  !Ι 5

。

Α
3

指尖花纹组合类型

指尖花纹组合类型是单手五个手指的花纹类型组合
,

从拇指到小指顺序排列
。

由弓

4∃ 5
,

尺箕 4
Ε 5

,

挠箕 4: 5
,

和斗 4[ 5 四 种花纹的不同组合而构成
。

赫哲族男女指尖花

纹组合类型主要特点如下
9 十指同纹者

,

男 ! 名
、

女 7 名
。

其中十指全斗者男三名
、

女四

名
,

十指全尺箕者男五名
、

女六名
。

左右手花纹组合类型相同的男女各十六名
。

单手花纹

组合类型最多的是 Ζϑ 和 Ιϑ 2 Ε ,

均为 Ι 名 4#Ι
3

∀7 并5
,

其次是 8Ε
,

再次是 2ϑ ΙΕ 分别为

” 名 4# Α3 Ι ∴ 5和  名4
3

Ι8 务5
。

除了 Ζ Ε 之外无ϑ 的其他组合均很少见
。

指尖花纹组

合 类型
,

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 4] ?= 2?
,

 8 5
,

在种群关系的研究中是有意义的
,

但 国

内尚未见到这方面的报告
。

Ι
3

指尖花纹指数

指尖花纹指数包括以下三个
。

斗箕指数又称 ΔΕ ;Ε <= ≅= 指数 4Δ− 5
,

由下式得出
9

[ ⊥ + _ 7 7 6

弓斗指数
,

又称 Μ = Φ Κ > ? /⎯? ;
指数 4Μ 25

9

∃ ⊥[ _ 7 7 6

花纹强度指数 4∗2 25 9

Ψ[ Ω + ⊥
Φ 4Χ1 >=

Ζ ,

 7 5
。

赫哲族的弓斗指数
、

斗箕指数和花纹强度指数如表 Α 。

赫哲族指尖花纹指数中
,

Δ− 与汉族不同
,

男略低于女
,

汉族则相反4汉族 9 男 ∀7
3

“
,

女 77
3

8 5 6 Μ 2 也与汉族不同
,

女性略低于男性
,

而汉族则女性高于男性 4汉族 9 男 8
3

Α
,

女 #
3

# 5
,

∗2 2 赫哲族与汉族是相似的 4汉族
9 男 巧

3

∀
,

女 Ι
3

# Ι 54汉族材料
,

据陈杨雷
,

 ! Α 5
。

由指尖花纹指数可以看出
,

赫哲族指尖斗形纹女多于男
,

弓形纹则男多于女
, ,

汉族则

相反
,

但两者指尖花纹总的复杂程度是相似的
。

4二 5 掌 纹

3

各掌区各型花纹出现率

掌部花纹的细致分类
,

在探讨人群间的相互关系时
,

意义更大 4, =Φ 1 Ζ1 Φ , 。 ≅ 。
3

,

 ! # 5
。

掌区花纹类型以下列符号表达
9 开型和弓

,

即掌区无真实性花纹
—

叱退化型
—

] 6 尺

箕
—

Ε6 挠箕—
: 6 副三叉

,

即掌缘远中端多于 Ι 个三叉点时
,

指间区所出现的三叉

点
—

α 6 斗
—ϑ 6 近中箕

—
+ ” 6 远中箕—

+ Γ 6 ∃ 为联结型
,

即指间区两个箕走 向

掌缘远中端的两条纹线相互连在一起 4∗2 =≅ 。 ,

?≅ =2
3 ,

 ∀ # 5
。

掌区花纹均 由上述类型
,

或

上述类型的组合而成
。

为了便于同国内材料比较
,

在计算不同类型花纹频率的同时
,

也计

算了男女各掌区的真实花纹率
,

其结果如表 Ι 。

赫哲族男女各掌区真实花纹率与汉族相似
,

均第四指间区真实花纹率最高
,

第二
、

三

指间区花纹右手大于左手
,

其余 则左手大于右手
,

但具体数值有差别
。

如大鱼际 ⊥ −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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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Ι 赫哲族男女各掌区各型花纹率4∴ 5

花花纹类型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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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Χ 其中有 ,叮, Δ < 例
。

“气 其中有 , Ε
ΦΓ < 例

。

Β Β Χ 其中有 ∋ ΗΙ < 例
。

Β Β Β Β Χ
其中有 ∋ Φϑ ϑ 2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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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Ζ 排哲族男女四条主要掌纹各型报率 4∋
,

肠 5 及 Η+− 4又
, . Μ 5

性别4人数5

手别

男 4! 5 女 4! 7 5

合 计
+ Ω : + Ω :

#
·

Α Α4# 5 Π 7 47 5
3

4#5 Π #
·

8 7 4# 5 2
·

# 8 42 5
·

! ! 4Α 5 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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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4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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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4 ∀ 5 ∀ ! ∀ , 4 Α 5 88 7 74Ι 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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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 5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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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4 8 5 3 Ι Α
·

7 # 4Α ∀ 5Ρ Α 7
3

! 48 Α5 !
3

∀ 84 8 5 ΙΑ ∀8 4Α, 5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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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Π 1 47 5 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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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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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例 在 8
’

区
。

男性左手 Λ 点缺失 例 , 右手退化型 4_ 5 两例
, Λ 点缺失 例

。

实花纹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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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男

,

左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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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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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Α
3

Ι

女
,

左 #
3 ,

右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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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Ι4张海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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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主要掌纹线及主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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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掌纹线是掌部肤纹的主要结构
,

主线指数反映了主要掌纹线的走行方向
。

主线

指数 恤几 −5 可以用两种方法计算
,

χ ? Φ; 1 Ζ ?
4  ! 5 法

,

和 Μ ? , ; 1 Ε Χ <η 4  ∀ ∀ 5 法
。

两

种方法意义相 同但结果相差很大
,

本文用两种方法计算了赫哲族的 Η + −,

其结果如表 8 。

赫哲族各型主线频率与汉族不同
。 ∃ 线

,

各型频率由小到大为 Φ 2
、

] 、 − ,

汉族则为
、

−、 ] 4  
3

8 7
,

!
3

7 7
,

#
3

8 7 56 Λ 线为 0
、

讥−
、

−ε 、 # ,

汉族则为 ]
、

]/ 2、 、 −_

4∀ 6
3

87
,

#
3

87
,

Α3 77
, 3

77 56 Χ 线的大小顺序排列与汉族相同
,

尺ι 挠ι 近中ι 缺失
,

但

赫哲族尺侧型出现率明显低于汉族
,

而缺失型则明显高于汉族 4∀7
3

77
,

Α
3

78
,

7
·

77 , 3

, 7 5 6

Μ 线为 −ε
、

ε−
、

0 22 ,

而汉族则为 −ε
、

0 22
、

ε 2 4Ι Α
3

7 8
,

Α Ι
3

7 8
,

# #
3

7 7 5 4汉族材料 据 谢

业琪
,  ! # 5

。

Α
3

掌纹强度指数和掌三叉点数

掌纹强度指数和掌三叉点数均表示掌部花纹的复杂程度
。

前者系指各掌区箕的 总 数

4斗为双箕 5
,

后者则为掌部所有三叉点之和
。

赫哲族的掌纹强度指数 4∗∗− 5 和掌三叉点

数 4∗& ? 5 如表
7

∗& % 的材料国内没有报告
,

但 ∗∗− 赫哲族与汉族是相近的 4汉族 9 3# Α 5 4谢业琪
,

 ! # 5
1

Ι
3

≅ 距比及
9 ≅Γ 角

≅ 距比与 =≅ Γ 角都是度量轴三叉位置的指标
,

一般认为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变化
,

本

文统计分析时
,

剔除了中小学生样本
。 ≅ 距比是轴三叉

≅ 点到远中腕横褶的垂直距离与

掌长轴之比
,

小于 73 # 者为 ≅ ,

大于 。
3

Ι 者为 ≅’’
,

两者之间为 ≅’
。 9

≅Γ 角是过轴三叉
≅
点向

= 、

ϕ 两点两指三叉点引两条直线所成夹角
,

小于 Ι 8 “ 者为 =≅’Γ ,

大于 8
“

者为 =≅’ ,Γ
,

两

者之间为
=

≅’Γ
。

赫哲族男女各型轴三叉
≅ 距比和 9 ≅Γ 角的出现率如表 ∀

、

! 。

赫哲族男女轴三又
≅ 型比例特别高

。

赫哲族男女的 =≅ Γ 型角的比例也特别高
。

这表明赫哲族的轴三叉
≅ 点的位置

,

多位于

近腕掌褶处
,

因而赫哲族的
=
≅Γ 角均值也小于汉族 4男

9 Ι#
3

78
“ 士

3
。 ,

女 9 ΙΙ
3

7 !。 士 3 Ι Α 。

5

4吴立甫等
,  ! Ι 5

。

8
3

掌褶

表 , 撼哲族男女各型掌招发生率4∴ 5

认认认
手 别别 正常型型 债 线线 悉尼线线 −−− ΦΦΦ

男男4! 555 + 4! 〕〕 Ι
3

! 8 4∀ Α 555 8
3

! 48 555
3

‘42 555 8
3

呼4∀ 555 141 555

::::: 4! 555  #
3

∀ ∀4∀ ∀555 Ι
·

, 4Ι 555 7 47 555 8
3

!一48 555 7 47 555

+++++ Ω : 4 ∀ # 555 ! ∀
,

# 〔8 7 555 8
·

# Α 4 555 7
,

8 ! 4 555
3

 8 4 # 555 7 47 555

女女4! 7 555 + 4! 7555 ∀∀
·

8 7 4 # 555 #
3

84# 555 7 47 555 !
3

∀ 84 2, 555
3

# , 42555

::::: 4! 7 555 , 7
3

7 7 4∀ # 555 #
3

8 4# 555 7 47 555 ∀
·

84 555 7 47夕夕
+++++ Ω : 4 7 555 ! Α

3

∀ 8 4 Α Ι 555 #
3

8 4Ι 555 7 47 555 Α
3

Α4# 555 7
3

Α 4 555

444 555 4Α Α # 555 ! 8
3

8 Ι 4# ! Ι 555 Α
3

 # 4 Α 555 7
3

Α 7 42 555  
3

 Ι4Α Α 555 7
3

Α 7 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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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褶是由于掌部皮肤附着于深层的皮下结构而形成的
。

掌褶分为五型
9
正常型

、

猿

线
、

悉尼线
、

过渡 − 型
、

过渡 Ν 型
。

赫哲族男女各型掌褶的发生率如表  1

赫哲族各型掌褶的发生率与汉族相似
。

正正 常常 猿 线线

!!!8
。

8 ΙΙΙ Α
。

 ###

悉 尼 线

汉族材料据李崇高等 4  ∀  5
。

3

指三叉间皮纹计数

指三叉间皮纹计数是掌纹的定量指标
,

对掌纹特征的分析有着重要意义 4Ο= Φ≅ φ ,

?≅

=
2

3 ,

 ! # 5
。

赫哲族男女各指三叉间的皮纹计数见表 7 。

表 3 赫哲族男女各指三叉间皮纹计擞 4又
3

. Μ
3

5

赢赢κκκ
手 别别 盆一 ϕϕϕ <一 %%% ?

一ΓΓΓ =一 ΓΓΓ

男男4! 555 +++ Α
3

7 ∀ Ι
3

! !4! Ι 555 #
·

# ,
·

7 ! 4∀ 8 555 Α Α
3

7 ! 8
。

! 〔∀弓555  8
·

Ι8 7
3

斗8 4∀ 8 555

::::::: Α
·

7 8
·

Ι ∀4! , 555 # 8
3

7Α ∀
3

7 4∀ ∀555 Α 7
3

8 ∀ 一。4∀ ∀555  一 8 ∀  
3

∀ ∀4∀ ∀ 555

+++++ Ω ::: Α
·

7 Ι 8
·

!4  555 #
·

! ∀ 8
·

 ! 42 , #555 Α
3

!
3

# ∀ 4 8 # 555  8
·

7 7
3

! 4 8 #〕〕

女女4! 7 555 +++ Α Ι
·

8 Α
·

 Ι4!7 555 # Ι
·

ΑΑ Ι
3

∀ 4 ∀ 555 Α一
Ι ,

3

7 Ι 4 ∀ 555  Α
·

8 8 !
·

8 Ι4 ∀555

::::::: Α呜
3

8  Ι
3

Α 4! 7 555 # 8
3

# Ι
·

Α 4 ∀ 555 Α Α
3

∀ Ι
3

Α 7 4 555 , Α
3

Ι亏 一7
3

7 4 555

+++++ Ω ::: Α Ι
·

礴
·

4 7 555 # Ι
·

∀ Ι
·

礴! 4 Α礴555 ΑΑ
3

 ,
3

∀ 4 Α Α 555  Α
·

∀ 7  
3

8 7 4 Α Α 555

合合计% 555 Α 弓
3

Α , Ι
3

∀ ∀4Α # 555 # 8
3

! 8
·

月Α 4# !  555 Α #
3

! #
3

7 4# ! 8 555  Ι
3

Ι 7  
3

! 4# ! 8 555

赫哲族指三叉间皮纹计数
,

男女双手均是
=
一ϕ 计数大于 ϕ一

Χ 和 Χ
一 Γ 计数

,

并

且
, 9

一 ϕ 计数与汉族接近4男
, Α !

3

 士 Ι
3

斗! ,

女
,

Α !
3

士 Α
3

 ! 5 4郭汉壁
,  ! 5

1

国外报告也

是
=

一ϕ 计数本于 ϕ一
Χ

和
Χ一Γ 计数 4+ ‘Φ

, ? , =
2一 ,  ! Α 6 : 1 ϕ

? ; , , ?‘ = 2
· ,

 ∀ Ι 5
。

赫哲族
。 点缺失男性左手和右手均为  例 47

3

Ι∀ 多5
。

女性
%
点缺失左右手均为 Α

例 4 3 #8 多5
。

男女各有 Γ 点缺失 例
。

与汉族相比赫哲族掌指纹有如下特点
9

3

指尖花纹以 +Ε 出现率最高
,

其次为 ϑ
。

男性ϑ 以拇指出现率最高
。

#
3

指尖皮纹计数
,

男女挠侧和尺侧计数均以拇指为最大
。

所有十指的皮纹计数均挠

侧计数大于尺侧计数
,

这与较高的 + ”

发生率有关
。

Α
3

轴三叉
≅ 点的位置较靠近腕掌褶处

。

Ι
3

7 指同纹者男 Ζ 例 4 
3

Α 呢5
,

女 7 例 4 #
3

8 关5
,

男女均 7 指 Ε
者多于 7 指ϑ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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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 5 赫哲族掌指纹特征的分析

首先 用电子计算机对赫哲族的掌指纹特征做了相关分析
。

共输人了 8! 个指标
,

其中

指纹指标包括
9
十指花纹类型

、

十指皮纹的尺侧计数和挠侧计数
,

& : % 和 ∃ : % 共 Α#

个 6 掌纹指标包括
9
各指间区花纹

、

主线指数
、

≅ 距比
、 =

≅Γ 角
、 =

一ϕ , ϕ一
% 、 Χ
一 Γ 和 一

Γ

计数
、

掌褶类型共 # 个
。

计算机输出了8! 个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

其结果表明
9 左右手间所有同名指间的相关系

数大于非同名指 6 单手则是相邻指 间的相关系数大于相隔指
。

相关显著性检验表明
,

同名

指间
、

相邻指间呈高度正相关 4∗ Ξ 7
3

7 5
。 & : % 和 ∃ : Χ 与各指指纹纹线数呈 高度正

相关 4∗ Ξ 。
3

7 5
,

∃ : Χ 与各指指纹纹线数的相关系数大于 & : % 。

掌纹指标与指纹指

标间的相关性则很低 4∗ ι 7
3

7 8 5
。

为了探讨在人类学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皮肤指标
,

本文对 87 个皮纹指标做了主成份

分析
。

87 个指标是从相关分析中剔除间接指标 ∃ : Χ
、

& : Χ 、

和 9
一 Γ 计数

。

然后再剔除

对探讨群体间亲缘关系不很重要的第二指间区花纹 4( 1γ γ
,

 ! 5
、

和掌褶 4木村邦颜
,

 ! 5而得到的
。

主成份分析的前五个主成份的主要参数如下
9

主 成 份 特 征 值 贡 献 率 累积贡献率

# ∀ 7
3

Α # Α

Ι !
3

8 Ι Ι

Α ∀!
3

8 !

Α 8 ∀
3

# #

# !
3

# Α  

#
。

Α 8 7 8

7
3

 7 7 Α

3

Α #

3

7 7 Α ∀

,
3

7 # 8

#
3

Α 87 8

Α #
。

#8 7 !

Α !
。

Α Ι

Ι Ι
3

∀

Ι  
3

# 

取第一
、

第二主成份中的因子负荷量最大 4绝对值5的前五个指标分析
,

其结果表明
,

第一主成份主要包括
,

左拇指花纹类型
,

左中指
、

右中指
、

右环指
、

右食指的尺侧皮纹计数 6

第二主成份主要包括
,

右手拇 ⊥ −区花纹类型
,

右手
≅ 距比

,

左手
9

一ϕ 计数
,

右手
9

一ϕ 计

数
,

左手主线指数
。

以上共分析了赫哲族的 8# 个基本掌指纹特征
,

其中有很多数据资料与国内掌指纹的

研究报告无法比较
。

国内汉族肤纹研究报告较多
,

但多数报告所分析的指标较少
,

而且样

本的来源和分布差异很大
。

掌指纹特征除受遗传因素的作用外
,

肯定受地理因素的影响
。

+/ Φ4  ! Α 5 在肤纹特征的 : 矩阵分析中发现
,

第二
、

三特征向量 4Ι# 多5解释了 掌指纹特征

组间差异的地理因素的影响
。

我国幅员辽阔
,

汉族掌指纹特征的研究有待做进一步的工

作
。

指尖花纹的复杂程度似乎与手指的功能有关
。

赫哲族指纹研究中发现
,

指纹纹线数

均挠侧大于尺侧
,

尤其在 2 、 Α 、 Ι 指更为明显
。

指尖花纹组合型中也可看出
,

百分率高的花

纹组合均是各指间的花纹相 同或者相似
。

掌指纹特征的相关分析发现
,

相邻指相关系数

大于相隔指
。

这些与 Η?/ ?; 4  ! 5 提 出的
“

区域
”

理论是相吻合的
,

即指尖花纹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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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间相互有关的功能上的重叠而决定
。

主成份分析的结果
,

也支持这一点
,

指纹特征是

第一主成份
,

掌纹特征为第二主成份
,

手指的功能肯定比手掌复杂
。

掌褶主要在神经系统疾病中变化较明显4姚荷生
,  !Ι 5

,

故在医学上应用较多
。

根据

日本学者木村邦彦 4  ! 5的报告
,

各型掌褶在种群内和种群间变化均很大
,

用于鉴别种群

间亲缘关系
,

似乎意义不大
。

三
、

结 论

3

赫哲族的掌指纹特征与汉族相似
,

但 也有 差别
,

其原因除遗传因素外
,

与样本来源
、

统计方法及地区差异等有关
。

#
3

同名指间相关系数很高
,

如果指纹研究中有指纹不清者
,

可参考同名指指纹特征来

补充
。

Α
3

相邻指间较高的相关系数
,

说明相邻指间功能上关系密切
,

与 Η
?

/?; 的 “区域
”

理

论是相吻合的
。

Ι
3

掌纹指标和指纹指标之间的低相关
,

表明掌纹指纹彼此间是独立遗传的
。

8
3

主成份分析中
,

指纹指标为第一主成份
,

掌纹指标为第二主成份
,

故在掌指纹特征

研究中
,

指纹特征似乎比掌纹特征更为重要
。

4/夕8 年 弓 月 Ι 日收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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