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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根据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 7 8 因子在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

回族
、

蒙古族
、

朝鲜族
、

藏族
、

部

伦春族
、

壮族
、

侗族
、

白族
、

汉族等 <+ 个人群中的分布
,

计算 7 8 单倍型频率及遗传距离
,

提出

了
“

中华民族以北纬 =+ 度为界
,

分南北两大发源地
”
的假说

。

一
、

目2> 舀

根据人类形态特征研究人种特征和分类已有很长的历史
,

自本世纪初 ∃
?) 血型被

发现以来
,

血型逐渐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另一个有用工具 9吴汝康
,

 ! ≅ :
。

血型是

人类的一种遗传性状
,

一般使用血清学方法或生物化学方法检出
。

近年来发现红细胞
、

白

细胞
、

血小板
、

红细胞酶以及血清蛋白等几乎所有的血液成分都表现出遗传多态性
,

即都

具有各 自的血型 9赵桐茂等
,

 ! :
。

人类免疫球蛋 白同种异型 9Α
Β

ΧΔΕ
Δ Φ
Γ ΒΔ 1Η 216 Β2 ΦΔ Ε22 1Ι ϑ ∗ 5

:是人血清免疫球蛋白上的

遗传标记 9Η 1 5ΙΦ 1

−ΔΕ
ΧΚ5 Χ ,

简称 7 8 :
,

又被称为血清型
。

人血清免疫球蛋 白的基 本

结构是由重链和轻链两条肤链通过二硫键连接而成
。

根据重链氨基酸序列以及二硫键数

和位置的不同
,

免疫球蛋白可以分为 −Η 7
,

−Η ∃
,

2ΗΛ
,

−ΗΜ 和 −Η Ν 五类 ; 轻链可以分为
‘ 和 几两个型

。

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反映了免疫球蛋白化学结构上的遗传差异
。

至今已

检出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有 −Η 7 重链上的 7 8 系统
,

−Η ∃ 重链上的 ∃ 8 系统
, −Η Ν

重链上的 Ν 8 系统以及
‘ 型轻链上的 Ο 8 系统 9,1 ΗΑ5 8

,

 ! < :
。

目前已识别的 7 8 因

子 9Π
Ε % Ι1 Χ

: 有 ≅ 个
,

它们是 −Η 7 − 亚类的
Ε ,

Π
, Θ , Ρ ; 2Η 7 Σ 亚类的

Δ ; −Η 7 = 亚类的

6 1
,

6 =
,

6Τ
,

6 一
,

6<
, % =

, % Τ
,

 ≅
,

 #
, Τ ,

Ι
, Β 和 Υ 。

每个人的 7 8 表型 9户
5 Δ 1 Ιϑ ∗ 5

: 由

若千个 7 8 因子组成
,

这些因子组合成单倍型 9ΑΕ 禅1Ιϑ ς5 : 的形式世代相传
。

在黑猩猩

等动物 中检出 7 8 因子的事实提示
,

约 # ++ 万年前人类祖先从猿分化出来时
,

已具有 7 2Δ

血型基因
,

这些基因的化学结构十分稳定
,

它们以显性遗传方式延续至今 9,1 Η Α5 8
,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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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个人群的 7 8 表型观索值和期望值

7 8 表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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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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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调查资料表明 7 8 因子的分布有两大特点 9>1 Α Δ Τ 1 Δ 等
,  ∀ ∀ ; / Ι 5 ΦΔ 6 5 Χ Η 等

,

 ! : Ξ 92: 具有明显的种族特异性
。

比如
,

不带
Ξ

因子的单倍型几乎只存在于高加索

人种
,

ΕΠ 6 和 ΕΤ Ι 单倍型为蒙古人种所特有
,

%= 因子仅见于尼格罗人种 ; 9# : 在不同的

种族中
,

7 8 单倍型频率具有特定值
。 7 8 因子的这两大特点

,

在至今已发现的 ≅+ 。多

种血型中
,

是独一无二的
。

因此近年来 7 8 被作为人类的一种体质特征
,

用于研究种族

特征
、

基因流动 9Η
5Δ 5 Δ 1 [ : 以及遗传漂变 9Η 5 Δ 5 ΙΦ% ∴Χ ΦΠΙ :

。

本文根据 7 8 因子在我国 < + 个群体中的分布
,

计算 7 8 单倍型 频率以及这些群体

间的遗传距离
,

绘制了系统树
,

并尝试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的血缘关系和起

源
。

二
、

材 料 与 方 法

3

受检对象 在 <+ 个健康人群中随机取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

回族
、

蒙古族
、

朝鲜族
、

藏族
、

鄂伦春族
、

壮族
、

侗族
、

白族以及汉族个体
,

总共 ≅
,

< 人 9具体地点和人数见表 2:
。

取

受检者静脉血
,

分离血清后 一 #+ ℃ 保存备 7 8 分型用
。

其中壮族
、

维吾尔族以及柳州
、

上海
、

长春汉族等 ≅ 个群体 7 8 分布
,

过去已报告
,

本文对这些群体血样重新作 7 8 分

型
,

剔除罕见型
,

结果以本文为准
。

#
3

7 8 分型方法 使用抑制凝集试验 97
Χ Β 66

,

 ∀ +:
。 7 8 分 型标准血清

、

相应 的

抗 Μ 血清以及参比血清均由瑞士红十字会输血中心 实验室提供
。

检查 7 8 9
Ε ,

Π
, Θ ,

6
,

Η :≅

个因子
。

=
3

7 8 单倍型频率计算 用最大似然量法 98
Ε Θ Φ8 Β 8 2ΦΚ 5 2ΦΑ 1 1 ∴ 8 5 ΙΑ 1 ∴ : 估计单倍

型频率
,

并进行 ( Ε Χ ∴ ϑ
一

] 5 ΦΔ 6 5 Χ Η 吻合度测验
。

<
3

遗传距离和系统树 由于家庭调查已表明 9赵桐茂等
,

 ! ≅: 汉族人中存在 7 2ΔΕ ΘΗ
、

Ξ
Π6

、

ΕΗ 和 7 8Ε 等 < 种常见单倍型
,

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还存在 7 8 Π6 单倍型 9赵桐

茂等
,

 ! =; 张工梁等
,  ! ≅ :

,

因此计算遗传距离时只考虑这 ≅ 种单倍型
。

遗传距离按 ∋ 5Φ

氏公式计算 9∋
5 Φ

,

 ∀ ! :
,

系统树按 / Δ 5 Ε ΙΑ 和 Τ1 Κ Ε
29  ∀ = : 的

“

使用算术平均的不加权

对群法
”绘制

。

均使用微型电子计算机进行
。

三
、

结 果

< + 个群体的 7 8 表型分布如表 所示
,

不带 7 8Ε 因子的个体
,

只在维吾尔族
、

哈萨

克族和回族中发现
。

表 中的 刀 代表 ( ΕΧ ∴ ϑ一[ 5Φ Δ6 5Χ Η吻合显著性量度
,

所有资料的观

察值和期望值无显著性差异 9ς ⊥ +
3

+ ≅ :
。 7 8 单倍型频率表现出南北方向上的梯度变化

9表 # :
,

7 8Ε Η 单倍型频率从南向北升高
,

而 7 2ΔΕ Π6 单倍型频率从北向南升高
。

从系统树 9图 2: 中可见
,

<+ 个人群大致可 以分为南北两大组
。

南方组包括壮族
、

侗

族
、

白族以及居住在温州
、

南昌
、

黄石
、

长沙
、

贵阳
、

福州
、

成都
、

邵阳
、

宜春
、

柳州
、

昆明的汉

族
。

北方组包括鄂伦春族
、

朝鲜族
、

回族
、

蒙古族
、

藏族以及居生在武威
、

西安
、

哈尔滨
、

长

春
、

大连
、

石家庄
、

洛阳
、

济南
、

徐州
、

南通
、

合肥
、

芜湖
、

如皋
、

太仓
、

上海
、

肖山的汉族
。

维吾



期 赵桐茂等 Ξ 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 7 8 因于在四十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

表 # 我国 <+ 个人群中的 . 3 单倍型狱率9 Θ +’ :

7 8 单 倍 型

民 族 地点 调查数

Ε Π6 孟 Η #  Π6

Δ6

66

66

66

维吾尔

哈萨克

回

回

蒙古

蒙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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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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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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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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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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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族和哈萨克族在系统树上单独聚类为一组
,

但遗传距离比较接近北方人群
,

故归人北方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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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 新招 ,

哈 萨克 《新三 :

朝鲜‘延边 ,

朝鲜 《江宁 ,

截 ‘甘甭甘南 Ψ

汉 砚啥尔滨 :

双 ‘甘育武戚 :

汉 一石旅庄 :

那伦春 《十八站

回 9 宁夏:

目 《新扭 :

Ι 古 2包头 ,

Ι 古 Ι 呼和浩特

汉 2洛阳 _

汉 砚长令 】

汉 忆大连 ,

汉 砚济南 ,

汉 砚西安 ,

汉 《徐州 >

汉 《南通 乡

汉 9合肥 :

汉 9 芜湖 :

汉 呢如本 :

汉 9上海 矛

汉 ‘江苏大仑 :

汉 Ι 浙江 肖山 >

汉 9 浙江盗州 少

汉 9 南昌 :

汉 忙湖北黄石 :

白 Ι 云南 >

汉 气长沙 :

汉 砚贵阳 :

汉 9 格夕洲于

汉 《成都 ,

汉 《湖南邵 阳 ,

汉 Ι 江西宜春 ⎯

汉 Ι 柳州 >

汉 吸尾明 :

壮 9 南宁 :

侗 9广西 :

+ )9 】 ++ ‘ Θ + 一 = )

遗传距 离 群体

图 2 钊 个群体的系统树9根据 7 8 单倍型频率绘制 :

外ϑ21 Η 5 Δ 5 Ι Φ5 ΙΧ 5 5 Π1 Χ < +

9.
1 Δ Τ ΙΧ Β % , 5∴ 1 Δ , Α 5 6Ε 、 ≅ 1 Π 7 8

∗1 ςΒ 2Ε Ι Φ1 Δ Τ

Α Ε ∗ 21 Ι , ∗ 5 ΠΧ 5 α Β Ξ Δ % Φ5 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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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研究人种和民族的起源
、

演变
,

是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

每个民族都有她的生物基

础
,

即人种基础 ; 民族在历史过程中有分有合
,

人种底子也随着交杂
。

尽管如此
,

每个民

族到现代为止还是有其主要的体质特征
,

即人种的底子
。

7 8 因子是人类的一种遗传标

记
,

具有种族特征
,

它可以提供人种和民族演变的信息
。

与经典人类学中所常用的化石
、

语言
、

文化
、

风俗习惯
、

历史记载
、

体质特征等材料相比
,

7 8 因子受环境的影响较少
。

它

是以世代相传
、

化学结构十分稳定的基因为基础
,

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种族间的血缘关

系
,

直至有可能追溯到上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的情况
。

因此近年来 7 8 因子愈来愈普遍地

被用于人类学研究
。
日本学者 ΛΕΙΤ

Β 8 1Ι 。 9  ! < : 提出
“
日本人起源于贝加尔湖畔

”

的新

学说
,

就是以 7 8 因子为基础
。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
。

在漫长的岁月中
,

这些民族相互交杂融合

而成中华民族
。

从人种底子上讲
,

这些民族都属于蒙古人种
。

但是从血缘关系上讲
,

中华

民族显示出明显的南北差异
。

体质人类学家早就根据体形对中国人分类
,

并归纳出北方

人具有体高较高
、

长头
,

南方人具有体高较低
、

圆头等特征
。

近年来
,

根据我国人 ∃?) 血

型 9陈稚勇
,  ! # :和白细胞抗原 9赵桐茂等

,  ! < :的分布
,

也发现了南北人群的差异
。

本

文通过 7 8 因子分布
,

进一步揭示了北方类型人群带有高频率的 7 8Ε Η 单倍型
,

南方类

型人群带有高频率的 7 8Ε Π6 单倍型
。

根据 7 2Δ 单倍型频率计算的遗传距离表明
,

南北

汉族之间的差异远大于汉族与邻近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
。

从图 的系统树 中可见
,

南

方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聚在一组
, ‘

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聚在一组
。

即本文调

查的群体之间的血缘关系
,

和他们居住的地理位置之间
,

大体上呈平行关系
,

说明这些

民族的迁移和混杂多少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
。

7 8 Π6 单倍型被认为是高加索人种特有的

7 8 单倍型
,

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和回族中存在此单倍型提示
,

蒙

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在这些民族中发生融合
。

这和使用其它遗传标记得到的结论相吻合

9袁义达等
,  ! < :

。

但是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和回族还具有相 当高频率的 7 ΙΔΕ Π6 和 7 2ΔΕ

单倍型
,

这说明他们的人种底子还是蒙古人种
,

只混杂了有限的高加索人种血缘
。

藏族居

住在我国的西南地区
,

而在系统树中却属于北方类型
。

对藏族的体质特征研究也表明
,

藏

族与华北
、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最接近 9张振标
,

 ! , :
。

因此现代的藏族很可

能是受到古代北方人群的迁人和混杂的结果
。

根据 7 。 因子
、 ∃ ? ) 血型

、

人类白细胞抗原 9( ,∃ : 等遗传标记在我国人群中的

分布
、

以及体质人类学的有关知识
,

本文作者认为
,

中华民族在血缘关系上显示出南北人

群间的差异
,

提示了古代亚洲大陆上居住着两个不同的人群
。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7 8 因子

等遗传标记在中华民族中的分布情况
,

是这两大人群迁移和混杂的结果
。

根据 目前资料推

测
,

南北两大人群大致以北纬 =+ 度为界
,

他们的主要居栖地可能分别在黄河和长江流域
。

当然这些推测只是初步的研究结果
,

还有待于积累更多的遗传标记方面的资料
,

并从体质

人类学
、

文化人类学
、

社会人类学等方面进一步补充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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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工作中
,

瑞士红十字会输血中心实验室 ∃
3

( 如Τ咭 教授和 β
3

?往∴ 5Χ 教授提供

7 2Β 分型试剂 ;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提供侗族
、

白族血样 ; 延边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朝

鲜族血样 ; 甘南州卫校提供藏族血样 ;大兴安岭林管局中心医院提供鄂伦春族血样 ; 昌吉

卫校提供哈萨克族
、

回族血样 ;南宁
、

长春
、

乌鲁木齐
、

大连
、

昆明
、

贵州
、

山东
、

乌兰察布盟
、

沈阳
、

西安
、

石家庄
、

洛阳
、

徐州
、

南通
、

黄石
、

长沙
、

柳州
、

贵州
、

芜湖等地血站以及安徽省医

院
,

福建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

宜春地区人民医院
,

武宁解放军十院
,

邵阳市一人民医院
、

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提供当地人血样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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