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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皮纹学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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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研究了甘肃裕固族青少年儿童 >? 人的皮纹学特征
,

报道了斗
、

箕
、

弓各型指纹的频

率
,

指纹指数
,

总指睛数
, 7 一≅ 晴数

,
通关手出现率

,

掌纹真实花样等 : 项皮纹学参数和主线 止

区的分布比例
。

并作了性别
、

手别
、

族别及人种间的比较
。

结果表明
,

裕固族既具有蒙古人种

的皮纹特征
,

也有一些白种人的皮纹特点
,

这可能暗示着裕固族有白种人的血统
。

裕固族是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个少数 民族
。

该县位于河西走廊

中部的祁连 山北麓
。

裕固族以畜牧业为主
,

人 口 为 8 Α ! : 人
。

裕固族没有本民族自己的

文字
,

东西两部族又使用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
。

目前
,

关于其起源问题有多种说法
,

但均

无定论
。

为了提供和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资料
,

也为了提供遗传性疾

病初步诊断所需要的手纹正常值 ;姚荷生译
,

89: 斗<
,

作者于 89 : ? 年 ! 月对裕固族青少年

儿童 > ? 人的手纹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对象系三代均为裕固族的青少年儿童
,

年龄 9一 8: 周岁
,

无遗传性疾病
。

用九开

道林纸
,

印刷油墨按 印每个对象的手纹图样
,

置放大镜下逐项观察
、

计数
、

登记
。

共得 >?

人 ;男 8 9 ! 、

女 8 ! 8< 的手纹图样
,

有的项目图样不全
,

统计时按实有人数计算
。

观察和统

计所用的是 Β

一
Χ Δ 89 ? > 年修正的方法

。

分析和比较采用的是国内所常用的名词和

项 目
。

数据先用 Ε∃ .2 1 ΦΓΗΗ 8 ?Α 计算器处理
,

后用 2Ι 6
,

+Εϑ Κ & 计算机进行核对
。

二
、

结 果 和 比 较

;一< 指 纹

8
3

各型指纹预率

裕固族拇指出现最多的是 Λ
,

;??
3

?> 务<
,

最少的是 ∃Μ ;Α
。

Α。多< = 食指出现最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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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Ν; > :
3

∀ 务<
,

最少的是 ∃
,

;8
3

∀: 务< = 中指 出 现 最 多 的 是 ,Ν ;, ?
3

> 务<
,

最 少 的 是

∃Μ ;Α
3

∀∀ 多 <= 环指出现最多的是 Ο
,

;!:
3

∀ 多<
,

最少的是 ∃
‘

;Α
3

>Α 务< = 小指出现最多的

是 ,
Ν

;
,

? 并<
,

最少的是 ∃
,

;Α
3

! Α外<
,

见表 4。

在所测 > > ! 9 个指纹中
,

男
、

女各型指纹的频率见表
。

比较男
、

女性之间 ∃’ 和 ∃Μ 的

频率
,

作
Γ Π

检验
, Θ Ρ Α3 Α!

,

差异不显著
。

Ο
Σ
和 Ο

, ,

,Ν 和 ,− 在男
、

女性间的差异

也不显著 ;尸 Ρ Α
3

Α ! <
3

如果按指纹的 > 种类型 Ο
, , 和 ∃ 统计

,

裕固族的指纹特征呈

现 Ο ;! 8
3

?外< Ρ , ;?
3

多< Ρ ∃ ;
3

多< 的规律性
,

见表
。

犷

表 8 男
、

女各指各型指纹的预率 ;5 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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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中指 中 , 女性 8>∀ 号样本因右手中指刀伤 ,

故差 8
。

表 男
、

女各型指纹百分预率 ;Τ <

纹纹 别别 男手指数数 女手指数数 男女平均均 总 计计
;;;;;8 : , ∗ <<< ;4 , Α 9 <<<<<<<

ΛΛΛΛΛ Ο ΔΔΔ
? 8

3

:??? > 9
。

8 ∀∀∀

ΔΔΔΔΔΔ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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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干干干

,,,,, , ΝΝΝ ? >
3

斗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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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4
。

∀
。

干干干

∃∃∃∃∃ ∃ ,,

ΔΥ=ΥΥΥ ΔΔΔΔΔΔ ΔΥΔΥΥ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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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3

指纹指数

指纹指数也是用来研究纹型频率的一种指标
,

公式是

3

ΠΛ 十 ,

4Α
裕固族指纹指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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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是 8 ?
3

9 > 。

>3 总指峪数

&Ζ
) Ε 值是一个人的 8Α 个手指的晴线计数的总和

。

裕固族总指峭数 ;&Ζ ) Ε < 的平

均值为 8? ∀一 : ,

男为 8 ? 9
3

> ? 士 8
3

8;叉土 # [
, , 一 8 ∀ Α <

,

女为 8 ? ,
,

Α 8 士 >
3

> ∀;又士 # [ , , ∴

8 > : <
,

男
、

女性间比较
,

差异不显著 ;Θ Ρ Α
3

Α !<
3

;二 < 掌 纹

, 7 一
≅ 靖数

7 一≅ 晴数是指食指指三叉点
7 和中指指三叉点 ≅ 之间连线所经过的晴线数

。

裕固族 7 一 ≅ 晴数值见表 > 。 7 一 ≅ 晴数在男
、

女性间
,

左右手之间比较
,

差异均不显著

;+ Ρ Α
3

Α ! <
。

表 > 男女左右手 7 一≅ 姗狱值 ;叉士 .助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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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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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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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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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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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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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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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9

女 ’‘,

/
‘。

‘

, , ⊥_ 。
’

‘。

Υ
‘。”‘土 。“

Ξ
‘。“ 土。” ,

】

3 掌摺纹类型倾率

本资料在所观测的 > ?8 人的 : 只手中
,

正常型掌褶纹男女平均出 现 率 为 ∀
3

98 哈

;男为 ∀>
3

Α: 呱
,

女为 :Α
3

8> 务<
,

通关手男女平 均 出现 率 为 >
3

8? 铸 ;男为 3 >8 务
,

女为

8 9
3

:∀ 并<
。

通关手在男
、

女性间比较
,

男高于女
,

差异极显著 ;尸 ⎯ Α
3

Α 8<
。

通贯手 ;猿线 <
,

侨

贯手 ;过渡 2 型 <
、

叉贯手 ;过渡 Χ 型<及中贯手;悉尼线 <的各项频率见表 斗。

表 ? 男女各型掌摺纹经率 ;5 Τ <

性 别 正 常 型 通 贯 手

男 8 9Α 人
;> : Α 只手< ∀ >

。

:

女 4夕4 人
;> Α 只手< : Α

。

8 > !
。

9

男女平均 ∀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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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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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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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

。,

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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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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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掌纹真实花样

手掌可根据解剖学上的特定的区域
,

或根据靠近胚胎的掌垫的位置
,

分成鱼际区
,

指

间区和小鱼际区
。

在这些分区之中或之间出现的箕
、

斗及箕斗复合型花纹为真实花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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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鱼际区真实花样的出现率为 93 8 呢 ;男为 ∀3 9? 沁
、

女为 8 Α3 ? ∀并<
。

男
、

女性间比

较
,

无显著差异 ;尸 Ρ 。
3

Α , <
。

在男性
,

左手高于右手
,

有极显著差异 ;尸 ⎯ Α3 Α 8 <
。

在女

性
,

左右手别间比较
,

无显著差异 ;Θ Ρ Α
3

Α ! <
。

男
、

女同测手间比较
,

也无显著差异

;+ Ρ Α
3

Α ! <
∗

; < 小鱼际区真实花样出现率为 !3 ? ∀并 ;男为
3

Τ
,

女为 :3 ∀ 关<
。

裕固族小

鱼际真实花样出现率无论在男
、

女性之间
、

左
、

右手之间
,

同侧手不同性间比较
,

均无显著

差异 ;Θ Ρ Α
3

Α! <
3

;> < 指间 8 区真实花样出现率为 8
3

!∀ 铸 ;男为
3

8 并
,

女为 8
3

Α8 务<
。

裕固族指间

, 区真实花样出现率如同小鱼际区一样
,

无论在男
、

女性间
,

左
、

右手别间
,

同侧手不同性

别间比较
,

均无显著差异 ;尸 Ρ Α
3

Α ! <
。

表 ! 男女左右手掌部各区真实花纹出现率 ;5 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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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间 2。 区真实花样出现率为 8 9
3

8∀ 呢 ;男为 8∀
3

∀ 务
,

女为 Α
3

8 并<
。

裕固族指4可

8 >

区真实花样出现率在男
、

女性之间
,

同侧手不同性别间比较
,

无显著差异 ;尸 Ρ Α
3

Α , <
。

在

男性
,

右手高于左手
、

差异极显著 ;尸 ⎯ Α3 Α 8<
。

在女性
,

右手也高于左手
,

差异显著

;Α
3

Α 8 ⎯ + ⎯ Α
3

χ! <
∗

;! < 指间 卜 区真实花样出现率为 !
3

>务 ;男为 ? 9
3

∀ ?铸
,

女为 >
3

叭多<
。

裕固族

指间 几 区真实花样出现率
,

女性高于男性
,

差异极显著 ;尸 ⎯ Α
3

Α 8 <
。

左
、

右手之间比

较
,

无显著差异 ;尸 Ρ Α
3

Α ! <
。

同侧手不同性别间比较
,

男左手和女左手之间
,

无显著差异

;+ Ρ Α
3

Α ! <
。

但女右手高于男右手
,

差异极显著 ;+ ⎯ Α
3

Α 8 <
。

; < 指间 8> ϑ 2
。

区 ;跨于 8>

区和 石区之间的区域<的真实花样出现率为 8
3

?关 ;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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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务
,

女为 8 3 ”并<
。

该区在男
、

女性之间比较有极显著性别差异 ;尸 ⎯ Α3 Α 8 <
,

男性

高于女性
。

左
、

右手别间比较发现
,

男性左手高于右手
,

差异极显著 ;尸 ⎯ Α
3

Α 8 <
,

女性左

手也高于右手
,

差异显著 ;Α
3

Α8 ⎯ + ⎯ Α
3

Α ! <
。

同侧手不同性别间比较
,

男左手高于女左

手
,

同样男右手也高于女右手
,

差异显著 ;Α
3

Α8 ⎯ + ⎯ Α3 Α , <
,

掌纹真实花样出现率见表

! ∗

?
3

主线止区

在第
, >

,

? , ! 指的基部各有
。 ,

≅ , % ,

Σ 四个三叉 ;有时缺如;∗ <或退化 ;Κ <<
。

由

各三叉发出一条长长 的纹线走向掌心而止于掌缘的 8> 个分区;见图 8 <
,

各主线所终止的

区域叫主线止区
。

;8< ∃ 主线止于 4一 !’’区
,

而以止于 > 区的比例为最高;男占!: 3 Α务
,

女占 !8
3

>9 务<
,

止于 ? 区的次之
,

止于 ! ” 区的最少
。

裕固族 ∃ 主线男或女性左右手均多止于 > 区
。

; < Ι 主线止于 >一 : 区
,

而以止于 !’’区的比例为最高;男 占?Α
3

? > 外
,

女占 >9
3

“务<
,

止于!’区的次之
,

止于 : 区的最少
。 Ι 主线男性左手止于 !’区和 !’’ 的比例相同

,

右手多

止于 !’’ 区
。 Ι 主线女性左手多止于 夕 区

,

右手多止于 !’’ 区
。

;>< Β 主线止于 !’一 9 区
,

男性以止于 ∀ 区的比例为最高 ;占 >! 一 沁<
,

女性以止于

!’’ 区的比例为最高;占 >>
3

88 务<
3

男性以止于 !’’ 区的次之
,

女性以止于 ∀ 区的次之
。 男

、

女性分别以止于 和 !’ 区最少
。 Β 主线不 止于 : 区

。

另 外
, Β 主 线 缺 如 ;Α< 者 男 占

!3 ∀? 多
,

女 占 :3 : 拓
。

有退 化现象 ;Κ < 者男 占 >
3

! ! 务
,

女 占 3 ! 务
。

裕固族 Ε 主线无论

男性或者女性左手多止于 !
‘,

区
,

右手多止于 ∀ 区
。

;? < χ 主线止于 ∀一 ( 区
,

而以男
、

女性左手止于 ∀ 区的比例 为 最 高 ;男 左 手 占

?! 3> 并
,

女左手占 !?
3

?: 务<
,

止于 : 区和 8Α 区的比例为最少
。 χ 主线男性左手多止于 ∀

区
,

右手多止于 9 区
。 χ 主线女性左

、

右手均多止于 ∀ 区
。 χ 主线男性有退化现象 ;Κ <

,

女性无
。

日3

表 了 裕固族皮纹攀φ 项指标与汉族
,

白种人之比较

指指 纹纹 444 Ο ;斗 <<< , 8
3

? ΤΤΤ + Ρ Α
3

Α !!! + ⎯ Α
3

Α 8二二

, ;箕<<< ?
3

ΤΤΤ + Ρ Α
3

Α !!! + ⎯ Α
3

Α8 Ω ΩΩΩ

>>>>>>> ∃ ;弓 <<<
。

ΤΤΤ + Ρ Α
3

Α !!! + ⎯ Α
3

Α 8Ω ΩΩΩ

??????? 指纹指数数 8 ?
。

9>>> + Ρ Α
3

Α!!! +⎯ Α
3

Α 8Ω 333

,,,, 总指暗数数 8 ? ∀
。

8::: + Ρ Α
3

Α!!! + ⎯ Α
3

Α 8 Ω ΩΩΩ

7 一≅ 婿数数数 尸⎯ Α
3

Α 8 Ω ΩΩΩ + Ρ Α
3

Α !!!

∀∀∀∀∀ 通关手出现率率率 + ⎯ Α
。

Α 8 Ω ΩΩΩ + ⎯ Α
。

Α 8Ω ΩΩΩ

::::: 鱼际真实花样样样 + Ρ Α
3

Α !!! + ⎯ Α
3

Α 8 3 ΩΩΩ

99999 小鱼际真实花样样样 + ⎯ Α
3

Α 8 Ω ΩΩΩ +Ρ Α
3

Α !!!

888ΑΑΑ
,

指间 2Δ

区真实花样样样 + Ρ Α
3

Α !!! + Ρ Α
3

Α !!!

奋

口

4 <
、

< 表自张海国等 ;89 : 8 , 89 : <和 γ Ν

Γδ7 ;89 ∀ ? <
。 Ω Ω

有极显著性差异
。



、 期 戴玉景等 Δ 裕固族皮纹学初步研究

饰 ;三 < 裕固族与汉族
、

白种人之比较

本文将裕固族指纹和掌纹的十项 指 标与 汉 族 ;张海国等
,

89 : 8
、

89 : < 和 白种人

;γ
Ν

血
,

8 9 ∀ ? < 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裕固族既具有蒙古人种的皮纹特征
,

也有白种人的某些

皮纹特点 ;见表 ∀ <
。

三
、

讨 论

玲
同汉族和白种人的资料比较发现裕固族掌纹中

7 一
≅ 峭数

,

小鱼际真实花样出现率及

指向 8 区真实花样出现率与汉族有着极显著差异
,

;尸⎯ Α
3

Α 8<
,

但和白种人相似
,

无显著

差异 ;尸 Ρ Α
3

Α ! <
。

这种和白种人的相似性在其他体质特征的研究中也有发现
,

例如裕固

族 ∃ Ι 1 血型中∗ 型血频率最高 ;徐眠等
, 89 : ! <

。

另外
,

在裕固族面部活体测量中
,

裕固

族形态面指数均高于蒙古人种;戴玉景等
,

待刊<
。

综上所述
,

从休质人类学资料来看
,

关于裕固族的起源
,

作者赞同这种观点
, “

裕固族

溯源于我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回吃 ;回鹊 < 人
,

它同我国新疆的维吾尔族有着共同的渊源关

系 ,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

,

89 : > <
。

份
在本研究过程中

,

兰州大学生物系丛林玉先生
,

兰州医学院卫生统计教研室丁建生同

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

作者谨致衷心的谢意
。

; 9 :呼年 8 Α 月 ∀ 月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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