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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普脱氨酶在我国九个民族中的多态分布

赵 红 杜若甫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

关链词 少数民族 <腺普脱氨酶 < 遗传多态性

内 容 提 要

用沉粉胶电泳及特异染色的方法
,

对我国九个少数民族中红细胞腺昔脱氨酶 :% = % ;的多

态分布进行了测定
。

% = % ,

基因频率在白族中最高:>
5

>夕? ∃;
,
土家族中最低 :>

5

> ? 。。;
,
二者差

异显著
。

白族及土家族与其它 民族:维吾尔 。
5

> ∃ ≅
、

彝族 >
5

>
、

回族 >
5

>  >
、

藏族 。
5

> ∃ ≅ #
、

满族 。
5

> ≅ ∀ ∃
、

侗族 。
5

> ≅ ∃ >
、

苗族 >
5

> ? > ;比较
,
差异均不显著

。

没有发现罕见表型
。

腺昔脱氨酶 :% Α Β ) 3 Χ 6) Β ΑΒ 8

而
) 8 Χ 。 ,

Δ 0 寻
5

∃
5

≅
5

≅
,

下简称 % = % ; 是腺普氨基水解酶
。

它催化腺营水解脱氨成肌普和氨的可逆反应
,

是嚷吟代谢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酶
,

在血流调

节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

% = % 广泛分布于人体的很多组织中
,

不同器官组织中 %= % 的分子量
、

带电荷性 贡

等有所不同 :+ Χ Ε 3 Φ ) Β 等
,

 ! # ? < = 8 Α Α 3 ) 8 等
,  ! ∀ > ;

,

但它们之间的酶学性质和免疫学

性 质差异不显著 :% Γ
Β Α 。 等

,

 ! # ;
。

用家系分析及体细胞杂交等技术研究表明
,

人只有

一个基因位点编码 % = %
,

它位于第 > 号 染色体的 Η 4?
一

甲ΒΦ :,3
2

Β9 等
,

 ! ∀  ;
。

在这

个位点上有两个常见的等位基因
,

记为 % = %/ 和 % = % , 。

人 % = % 多态现象首先是由 1,Β)
&
ΒΦ 等: ! ∀ ;以人的红细胞为材料

,

用淀粉胶电泳

及特异染色的方法发现的
。

不同的人群 % = % 多态分布不同
。

迄今为止
,

用 1Ι Β ) &
ΒΦ 的

方法
,

已对世界上很多人群的红细胞 % = % 多态分布进行了研究
。

我国幅员辽阔
,

人口 占

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

百万以上人 口 的少数民族有十五个
,

但有关 % = % 在我国少数民族

中的多态分布情况报道的还很少
。

本文报道了用淀粉胶电泳的方法
,

以人的红细胞为材料
,

对我国维吾尔
、

白
、

回
、

侗
、

土

家
、

苗
、

彝
、

藏
、

满等九个少数民族 % = % 多态分布的测定结果
。

材 料 与 方 法

 
。

取样

自  ! ∀ ? 年  > 月至  ! ∀ ∃ 年  > 月
,

我们从维吾尔等九个少数民族取血样以进行 % = %

的多态分析
。

取样地点及人数见表  。 每个民族的受试人相互无直系亲属关系
,

且三弋

内均为该民族
,

身体健康
。

每人取 ∃ 毫升静脉血
,

用 > 微升  > 多 的 Δ = ∋ % 作为抗凝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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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个少数民族的取样地点及人数

1 Β 5 Ι 4Β 血
Β

“ Α

ϑ 川三明 Ι 48 Β Β Κ3 Φ 川3 Β Β Λ Ε目
。 5 Φ 3 Μ Ι

民
Δ ΝΟ 3 6&

族
Π Φ 3 Μ ,

人
( 3

。

3 Κ

数
ΝΒ Χ Ν Β Β 1

取 样 地 点
Χ 8 Θ , 46) Π , 48 Β Β

新获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新疆大学和新爱医学院

广西 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八江 中学

云南省剑川县第一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土坡煤矿和太阳山煤矿

湖南省吉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同上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第三中学和西藏大学

四川省布拖县民族中学

辽宁省帕岩满族自治县高中

一、)44尸、,Ρ八  ,
‘ 工!,‘∀∀#曰∃曰,几!!∀!%!几%,&,&,&,‘,∋,&,‘,&,‘尔吾侗白家回苗藏彝满维土

血样去掉血浆后
,

用 ( ) 沁 的生理盐水洗三次
,

冻融一次
,

一 ∗( ℃ 保存待用
。 + , + 的分

析在取血后的一个月内完成
。

乙 电泳

根据 − . / ! 0 / 1
等 2 3) 4 5 6 的方法

,

以 7
 

8 9 . : 4
 

; 的 < = > : . 7 
一

? : > . 7 溶液作为

桥缓冲液
,

用稀释 3( 倍的桥缓冲液配制浓 度 为 33 务 的 ( ; ≅ Α( ≅ Α5 立方厘米平板淀

粉胶
。

加样线为两行
,

分别位于距淀粉胶阴极端 ; 厘米和 35 厘米处
。

加样纸 2 Β ≅ − 平方

厘米 6 为 Χ Δ= Ε

Φ =! Γ 号滤纸
。

样品间距 Α 毫米
。

在 Β℃ 下以每厘米 3Α 伏的电压电泳

Α ; 小时
。

电泳结束后
,

将胶平剖为二
,

待染色
。

Γ
。

染色

染色原理见 Η Ι/ !0 /1 等 2 3 ) 4 56 的报道
。 + , + 染色胶的配制如下

> 胶缓冲液为

(
·

( Α ; 9 . : ∗
 

; 的 < = >
: . ϑ一? :

Κ . ϑ  
溶液

。

称取腺昔 Α ( 毫克
、

唆哩蓝 , 毫克
、

吩嗓甲硫

酸盐 ; 毫克
,

取漂吟氧化酶 2浓度为每升 3( 克 6 Β( 微升
、

核塘磷酸化酶 2浓度为每升 , 克 6

Β ( 微升
,

与凉至 ;( ℃ 的琼脂糖凝胶溶液 2 Γ (( 毫克琼脂糖 Λ Α; 毫升胶缓冲液
,

煮沸 6 混

合均匀
,

铺到电泳后的淀粉胶剖面上
。

染色胶宽 ; 厘米
,

铺在每一加样线阳极方向 Α 厘米

至 ∗ 厘米处
。

在 Γ∗ ℃ 下保温 Β( 分钟后即可读带
。

结 果 与 讨 论

+ , + 淀粉胶酶谱见图 ∀。 + , +8 和 + , + Κ 分别为等位基因 + , +8 和 + , 尸 的纯

合表型
,

各有三条带
,

均是靠近阴极的两条带着色较深
。 + , + Κ 一 3 是 + , +8 和 + , 刀 的

杂合表型
,

其酶谱表现为四条带
,

其中近阴极的三条着色较深
。

维吾尔等九个民族的测定结果见表 Α 。 从表中数据可见
,

在这些民族中
,

+ , + 8 型

个体均 占绝大 多数
。 + , + Κ 型除了在维吾尔和满族受试 人中各发现一名外

,

在其它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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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群

. 7 . Τ ∀=桩7 !

蒙古族

朝鲜族

壮族

台北人

名古屋人

东京
、

三岛人

三重县人

混血东方人

北部人

菲律宾人

尼伯尔人

达尼人

库尔德人

印度尼西亚ς苏门达猎岛人

 
孟加拉

马来亚

小黑人

穆斯林人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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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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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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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
。

3( 3)

Ζ Τ / 一 = ∀
 , 3 ) 5 Γ

Ζ Τ / Ε = ∀
 ,

3 ) 5 Γ

Ζ Τ / ‘ = ∀
 ,

3 ) 5 Γ

# Δ / ! 亡Ε = ∀
 ,

3) 5 Γ

[ Δ = , Υ! 亡 1 “3
 ,

3 ) ∗ Α

[ Δ =

Δ=
‘Ε = ∀

 ,

3 ) ∗ Α

[ Δ =

Δ=
‘ Ε = ∀

 ,

3 ) ∗ Α

[ Δ二而
‘Ε = ∀

 ,

3 ) ∗ Α

Η = ! Ι ΥΕ= ∴ 0 Ε = ∀
 , 3 ) ∗ Α

9 7 Τ 1
妞Ε ‘Ε = ∀

 , 3 ) ∗4

9 7
Τ1 却

Ε ‘ Ε = ∀
· ,

3 ) ∗4

? Υ1 ∴ / 一 = ∀
 , 3 ) ∗ Γ

[ Δ =

血
‘一 = ∀

 , 3 ) ∗Α

9 / , / 1

血 Ξ / 盆 = ∀
。 ,

3 ) ∗ Γ

7 ] 7 Ε7 / ∀ = ∀
 ,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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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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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地 区

,48 & Β

人 群

Ι 3 , Μ 48 Ν 63 )

测定人数
表型分布

,Ο Β ΦΝ 3 Ν 9, Β Α 6Χ ΝΦ 6Ε Μ 一63 )

基因频率
.

Β ) Β ΚΦ Β Η Μ

饥
& 6Β Χ 文 献

⋯
4

⋯ΒΧ⋯
ΒΧ
Ξ
ΒΧ
ΒΒ
ΒΧ
5ΒΧ

⋯⋯⋯
∋ Β 弓ΝΒ Β Χ

% = % % = % ς一 4 % = % ς % = % % = % /

Β Φ ΚΒ Φ Β ) Β Β ,

马来亚

英国

斯里兰卡

巴布亚

马来人

印度人

印度人

僧加罗人

戈罗卡人

卡尔卡尔岛人

美洲

玻利维亚

委内瑞拉

西德

瑞士

丹麦

意大利

印第安人

艾马拉人

马基雷达里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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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4
,

> > > >

4
。

> > > >

 
。

> > >>

科理人

+
。

! ? ∃#

‘

<ΣΣ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呼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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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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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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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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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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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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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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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 罗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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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人

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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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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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4

9 7 Τ 1 = ! Ε 己Ε = ∀
 ,

Α )了4

[ Δ
= −Υ! 亡 Ε =

∀
 ,

3 )丁Α

α/ 1 1 / ∀∀ / Ε = ∀
 , 3 )∗ 5

97 Τ 1= ! Ε 亡 Ε =
∀

 , 3) ∗ 4

[ Δ
= − ] / Ε = ∀

 , 3 ) ∗ Α

+ β / Δ 7 Υ] 亡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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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 Α

97 Τ 1 = ! Ε 亡Ε = ∀
 , 3 ) ∗4

# 7 1 Ω 7 / Ε = ∀
 , 3 ) 5 3

∋ Τ 0 = 1 / ∀∀Υ ‘ Ε = ∀
 ,

3 )∗ 3

[ 1 7 0 1 / Τ 1 亡 ≅ = ∀
 , 3 ) 5 (

# = 11 = / / Ξ
7 ‘ , = ∀

 , ∀, 5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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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Α

Ρ 7 / Ξ Ξ / 亡Ε = ∀
 , 3 ) ∗ Α

: / 1 χ 7 β 亡Ε = ∀
 , 3 )∗ Γ

ΗΕ = ] = Ε 7 Ψ = ! ! 7 Ι7 Τ ∀7 − 亡Ε

+ ! = ! ΕΔ
= ∴ 1 Υ −Δ ! = ! / 了 ‘

3
 

9 7 Τ 1 = ! 1 / Ε =
∀

 ,

3 ) ∗4

δ 。, Ε 亡 Ε “3
 ,

3 ) ∗ 3

# 7
Δ 已! / = ∀

 , 3 ) ; 3

9 7 Τ 1 = ! Ε 己 Ε =
∀

 ,

3 ) 丁4

− = 任= 1 / Ε = ∀
 , 3 )丁)

9 7 Τ 1
翻

Ε / Ε = ∀
 , 3) ∗ 4

ε 发现 Α 例 + , + 多
一 3 , + , + ,

Φ (
 

( ( ; Β 。

民族中均未发现
。

除了 + , + 8
、

+ , + Κ一 3 和 + , + Κ 这三种常见的表型外
,

没有发现其

它罕见表型
。

这九个民族 + , + 的表型分布均符合 :
= 1 Ξ Ψ一δ /Υ !Ω

/ 1β 平 衡
。

在所测的九个民族中
,

+ , 刀 基因频率均显著高于 + , + , 。 + , + Κ

基因频率在 白族

中最高
,

为 ( ( ∗ Γ ;
,

在土家族中最低
,

仅 (
 

( Γ ( (
,

二者差异显著
。

土家族和苗族在 + , +

基因频率的分布上十分相似
,

这可能与他们都长期居住在湖南一带
,

难免有基因流动有

关
。

也不能完全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
。

我们的测定结果与已报道的我国蒙古族
、

朝鲜族和壮族 + , 矛 基因频率 2见表 Γ 6 相

比
,

无显著性差异
。

与表 Γ 给出的世界不同地区人群 + , + 多态分布相比
,

除了白族
、

维

吾尔族
、

彝族和回族外
,

其它五个民族的 + , + ,

基因频率显著低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值

2 (
 

3( 3 ) 6
。

土家族和苗族的 + , + ,

基因频率与 日本人的 2 7
 

,Γ 左右6 较接近
。

从表 Γ 可以看出
,

在所有已测过的人群中
,

+ , +8 基 因频率比 + , + Κ

高得多
。

蒙古

人种 + , + Κ

基因频率变化较大
,

从 ( (Α 到 (
 

3 不等
。

欧洲人除了保加利亚 人 + , 刀 为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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