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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用薄层聚丙烯酷胺凝胶等电聚焦结合免疫固定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四 个少数民族的组特异

性成分 478 5 的亚型分布
。

白族
、

苗族
、

土家族
、

彝族 78
’9
的基因频率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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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在四 个民族中发现? 六个个体带有 78 的罕

见变异型等位基因
。

组特异成分47
≅ ) Α Β 一 − Β ∃ 8 ,Χ,

∃ Δ ) Ε Β ) Φ ∃ Φ Γ 5简称 7 ∃ ,

也译为血型特异性成分
,

是人体血

浆中一种
Η =

球蛋白
。 7 8 的主要生物学功能是结合和转运维生素 Ι

,

它能与维生素 Ι 6

结

合
,

参与维生素 Ι =

及其衍生物的输送
,

所以也称为维生素 Ι 结合蛋 白4ϑ, ΓΗ Ε ,Φ Ι 一 Κ ,Φ Λ ,Φ Μ

Β ≅ ) Γ ∃,Φ ,

简称 Ι Ν Β 5 或称维生 素 Ι 结 合球 蛋 白 4ϑ ,ΓΗ而
Φ Ι 一 Κ ,Φ Λ ,Φ Μ Μ 0) Κ Α Ο,Φ

,

简 称

ϑ Ι Ν 7 5
。

∋ ,≅> 8Π Χ∃ 0Λ 4  !  5 首先 用免疫 电泳法分析人类群 片币 7 8

的遗传多态性
,

用电泳的

方法可将 7 8

蛋白区分为三种类型
,

命名为 7 8 0 一 0 , 7 8Θ
一 ,

7 8Θ
一 ; 。  : 年

,

∋, ≅> 8Π
Ρ

Χ∃0 Λ 指出这三种普通表型是由在常染色体上的一对共显性的等位基因 7 80 和 7 ΔΘ

所决定

的
,

7 80 所决定的蛋白向阳极泳动快
,

7 Δ Θ

所决定的蛋 白向 阳 极 泳动 慢 4∋ ,≅> 8Π Χ∃ 0Λ ∃Γ

=
1 ,

 : 5
。 Δ ) Φ >ΓΗ Φ > Η Φ Λ ϑ ,Η Α

4  夕∀ 5 采用等电聚焦电泳结合免疫固定技术分析 7 ∃

蛋

白
,

观察到六种常见的表型
,

因而提出等位基因 7 80 应分为 7 80>
,

7 80> 二 个独立的等位

基因
,

在等电聚焦的带谱上这两个等位基因的蛋白质等电点有微小的差异
。

六种常见表

型的基因型分别为 !
、

.9
、

;
、

; 一 .9
、

Σ 一 !
、

.9 一 ! 。

78 9
,

7 8‘“,

7 己 三个等位基因几乎存在于世界上所有人类群体中
,

具有广泛的遗传

多态现象
,

其基因频率在不同人种与不同人群间差异十分显著
。

此外
,

迄今已发现 32 种

不同的稀有变异型 4Δ
) Φ> ΓΗ Φ> ∃Γ Η0

1 ,

 3 < 5
。

因此
,

7 8

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十分重

5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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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个遗传标记
。

材 料 和 方 法

血浆材料共 3: ; 份
,

其中采自云南剑川县剑川第一中学 白族学生 Τ 份
,

采自湖南湘

西土家族
、

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民族中学土家族学生   份
,

苗族血样 ; : 份
,

大部份采自

吉首市民族中学
、

小部份采自矮寨 中学的苗族学生
,

彝族血样 ; : 份
,

采自四川凉山彝疾

自治州布拖县民族中学和布拖县第一中学的彝族学生
。

献血者身体健康
,

彼此间无直系

亲缘关系
,

并且三代内均为该民族
。

全血加 : 多 的 Υ Ι % # 抗凝
,

经离心后分离出来的血浆保存 一加℃ 低温冰箱内直

至使用
。

7 8 表型分析采用聚丙烯酞胺凝胶等电聚焦法
,

电泳 结 束 后 用抗 7 。

血 清 4西 息

Ν,) Γ∃ >Γ 产品5在醋酸纤维膜上进行免疫固定 4ς ,Ε 。Γ 召
1 ,

 3 5
。

在 +ς Ν ;; ! 毫米 Ω :: 毫米 Ξ :
1

! 毫米模板中注人 巧 毫升丙烯酸胺凝 胶制 备 液
,

内有 ; 
1

呢 丙烯酞胺 <1 < 毫升
, :1  多 甲叉丙烯酞胺 <

1

< 毫升
,

3
1

3肠 蔗糖 ∀ 毫升
,

Β ∋ 2一

两性电解质 4+ ς Ν 产品 5 0 毫升
,

0务 的过硫酸胺 :1 毫升
,

在室温下聚合一小时后玫

人 2 ℃ 冰箱内过夜
,

次 日使用
。

在 +ς Ν ; ∀ 多用电泳仪 丘完成等电聚焦
,

电极液阳极用 :1 !多 4/ Ψ / 5 磷酸溶液
,

阴极为 :
1

!多 4ϑ Ψ / 5 的乙二胺溶液
。

预电泳二小时后
,

用 Ζ ΠΗ Γ Ε ΗΦ & :
1

< 滤纸吸血袋

稀释液 : 微升后紧贴在凝胶表面离阴极
1

! 厘米处
。

血浆稀释液中 Β ∋ ∀
1

的 磷 酸缓

冲液与血浆之比为 : = 0。 在 ; : : 伏特
、

;! 瓦
、

2 ℃ 下电泳一小时后
,

弃去样品纸
,

继卖

电泳三小时
,

电流一直小于 ;: 毫安培
。

电泳结束后
,

将 7 8
抗血清用 Β ∋ ∀

1

的磷酸缓

冲液按 0 = 2 稀释
,

然后 用此溶液浸透醋酸纤维膜
,

将膜覆盖于凝胶表面
,

在 <∀ ℃ 保温 !

分钟
,

置于生理盐水中浸泡过夜
,

次 日经清水漂洗后
,

用考马斯兰染色
。

结 果 与 讨 论

1

7 ∃
亚型分布的特点

在四个民族中
,

我们都检测到了 7 。

的 .9 , ! , ; , ; 一 .9 , ; 一 !
, .9一

0> 等六种常

见表型4图版 .,

5
。

表 列出了四个民族的表型分布及各类表型所 占的百分比
。

从表 0 可以看出
,

在四个民族中 7 8 Θ一 .9 和 7 = .9 一

0− 是主要的常见类型
。

苗疾

中 78 Θ一 .9 表型占全部调查人数的 ;
1

3∀ 多
,

在四个民族中这一表型百分比是最高的
。
菌

族的 7 8 六种表型的百分比依次为 ; 一 .9 [ .9一

> [ .9 [ ; 一 0− [ ; [ ! 。 白族中各

表型百分数的顺序与苗族的很接近
, 7 8 Θ一 .9 占 ;!

1

:: 多
,

只是 7 )

0− 为 :
1

∀ 多
,

稍大于

7 8Θ 的 !1 多
,

而在苗族中 7 8Θ 4占  
1

2 !并5比 7 ) 0− 4占 ∀
1

 多5 略多
。

土家族的表醚

分布不同于同一地区的苗族
, 7 8 的六种表型 百 分 比 依次 为 .9 一

− [ ; 一 .9 [ ;
一

0− [

; [ .9 [ ! 。

在彝族的表型分布 中
, 7 ∃ .9 4  

1

2 ;外5
,

∃ ∃ ! 4 <
1

!  多5 和 7 8 09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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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个民族 7 。

表型分布

民民族族 调查查 7 8 表 型型

人人人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0000000999 0−−− ;;; ; 一 .999 ; 一 !!! .9

一 !!! 变异体体

人人人人数数 ΤΤΤ 人数数 ΤΤΤ 人数数 ΤΤΤ 人数数 ΤΤΤ 人数数 ΤΤΤ 人数数 ΤΤΤ 人数数 ΤΤΤ

苗苗苗 ; : < !!! ∀
。

2 ;;; 0‘‘ ∀
。

 0    
。

2 !!! ! 222 ;
。

3 ∀∀∀ < ::: 2
。

 <<< 2 ; ;
。

3    000 :
。

2    

土土家家     ; 333 2
。

: ∀∀∀ .333  
。

:夕夕 ;夕夕 2
。

乡∀∀∀ 2 ;;; ;
。

< <<<
。

夕333 2 !!! ; ;
。

222 ;
。

:

白白白  < ;;;
1

< <<< ; 000 :
。

∀ !
。

‘000 2    ; !
。

: ::: < ::: !
。

< 2 ∀∀∀ ; <
。

 333 <
。

:

彝彝彝 ; : 2 :::  
。

2 ;;; ; 333 <
1

!    333 <
。

3 333 2 ,, ;
1

3 222 < ::: 2
。

! ! ::: ; 2
。

; ∀∀∀ !!! ;
。

2 <<<

4; 2
1

;∀ 务5 所 占的百分比在四个民族中都是最高的
,

而 7 ) Θ
、

7 ) Θ一 0− 的百分比都是最低

的
, 7 8 Θ一 .9 4;

1

32 务5 也仅比四个民族中最低的土家族 ;
1

多 高 :
1

∀ <外
。

方差分析

表明
,

四个民族表型分布彼此间没有显著差异 4∗ [ )
,

: ! 5
。

;1 基因预率

根据所调查的 白族
、

苗族
、

土家族
、

彝族的 7 8

表型数计算了各民族 7 80 9 ,

7 80 ”, 7 己

等位基因的频率4表 ; 5
。

用 ∋ Η≅ Λ ∴一Ζ ∃, ΦΚ ∃≅ Μ 遗传平衡法则对 7 8
基因频率进行了检验

,

结果表明四个民族的观测值与期望值相符
。

表 ; 四个民族的 7 ∃
签因报率及与文献中中国其他人群之比较

人 群 调查人数

基 因 频 率
作者与时间

09 0 − 其他

白族

苗族

土家族

彝族

藏族

华北汉族

香港人

台湾人

台湾 # ΓΗ 0∴ 人

马来亚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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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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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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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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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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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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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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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

:
。

;; : 3

]
。

= 2  

:
。

; < 2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
1

: ; :

:
。

: ; 2 ;

:
‘

:

:
1

: : 3 !

:
1

: ;  !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Δ ) Φ > Γ Η Φ > 亡Γ Η 0

1
,

 ∀  

陈良忠 等 ,  3 !
1

ς ,Ε
亡 Γ Η 0

1 ,  3

⊥
Η Γ> Α Ε ) Γ) 亡Γ Η 0

1 ,  3:

⊥ Η Γ> Α Ε ) ≅) 8 Γ Η 0
。 ,  3:

%
Η Φ ∃ Γ Η 0

1 ,

 !

用磺基水杨酸显带法分析
,

其余均用免疫固定方法得 出
。

检出 ; Δ ; 等位基因
,

未计算频率
。

中国人群 7 Δ作 的频率一般都大于 7 80 >

的频率
。

表 ; 所列中国各人群中有两个人

群的 7 尹 小于 7 80>
,

其中藏族的 7 80≅ 略小于 7 80>
,

不过仍十分接近
,

而华北汉族则

7 8 ‘9 的绝对值 4:
1

; 2 ∀ < 5比 7 8 , >

4:
1

2 3  < 5 小得多
,

这可能与调查人数较少仅  < 人有关
,

而且与所用的磺基水杨酸法染色要比其他研究者所用的醋酸纤维膜免疫固定法准确性较

差可能也有些关系
。

但也尚不能完全排除华北汉族中 7 80 9

基因频率就比 7 80 “

低得多
。

我们调查的四个民族中
,

7 80≅ 的频率 4:
1

< !  ;一 :1 斗; 2 3 5 都大于 7 80> 的频率 4:
1

; 3 ∀一

:
1

< < : 5
。
日本人群 7 ∃ ‘9

4:
1

2 ; :  一 :
1

! ∀  < 5 也大于 7 8 ‘−

4:
1

; : < :一 :
1

< : : 5
,

蒙古人种其

他群体 、如朝鲜人 7 8 ‘9 频率4:
1

2 <2 : 5也大于 7 ∃ , >

4:
1

; < 2 < 5
。

马来亚人 7 8 ‘9

高达 :
1

夕 !
,

而 7 80> 只有 :
1

2  。 在蒙古人种内也有 7 8Γ∃ 小于 7 80> 的人群
,

如美国爱斯基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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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古人种不同人群的 7 ∃

签因预率

群 体
调查

人数

基 因 频 率

09
作者与时间

0 − ) ΓΠ ∃ ≅

日本 北海道4阿伊努人

福岛

东京

东京

东京

三重

大阪

大阪

长崎

冲绳

朝鲜 全州

印度尼西亚

加里曼丹 ς ΗΛ
= Σ Η Φ

马来亚 ⊥ Η0 Η∴

压 Λ
Η ∴ ΑΠ

Ν Η Γ Η _

.Κ Η Φ

硒
Φ Η Φ Μ ς Η Κ Η Α

⎯Η / Η Φ ∃ > ∃

美国爱斯基摩人

巴西印第安人 7 ) ≅ ) Λ ≅ ∃

ς % Η 0沁

Δ公 Φ Μ Η Φ Μ

玻利维亚印第安人

; ∀

3  <

! <

< : !

:
。

! ∀  <

:
。

2 3 !2

:
。

礴3 ∀

:
。

2 乡

:
。

2 ∀ 3 ;

:
。

2 !

:
。

2 !

:
。

2 ; :  

:
。

2 2 :  

:
。

2 ∀ <

:
。

2 < 2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1

; ‘3

:
。

; : :

:
。

< < :

:
。

; α:

:
。

; <

:
。

; : < :

:
。

; 2 : ;

:
。

; 礴0

:
。

; !  :

:
。

; ! : ∀

:
。

; 2

:
。

; ! 3

:
1

< : :

:
1

; < !

:
。

; :  ;

:
1

; < 2<

:
1

; 3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2  ; 2

:
。

2 ; :

:
。

;  :

:
。

2 3 :

:
。

<

:
。

; : 3 !

:
。

; 2  

:
。

; 2

:
。

; ! ∀ 2

:
。

; 2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2  

:
。

; :

:
。

2 <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3 !

:
。

: : < 3

Π叹Η Γ> Α Ε ) Γ ) 亡Γ Η 0
1 ,  3 :

− Α 口,_ )

, Π ,≅Φ ) Γ)

# ΝΥ ,  3 <

≅ Σ Η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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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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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3<

1 ,

 ∀  

ς Η Σ Α >Π ,Μ ∃

⊥
Η Γ, Α .Ι )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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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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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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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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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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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Γ8Γ

川曰8ΓΓ0% Η Φ

Η Φ

% Η Φ

Η Φ

8Γ∃Γ% Η Φ

% Θ 几

Η 0
1 ,

Η 0
1 ,

Η 0
1 ,

Η 0
1 ,

Η 0
1 ,

‘
1 ,

:
。

:夕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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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急Γ, Α Ε ) Γ)

《5 〕Φ 波Η Φ ,

峨汤 Φ > Γ Η Ι −

Δ 4, Φ = Γ Η 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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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3

 3

 3

心Γ Η 0
1 ,

 3 :

∃ Γ Η 0
1 ,

:
。

: :  

Η0
1 ,

Η 0
1 ,

Η 0
1 ,

 3:

 3:

 3:

 ∀3 Κ

二矛护咨咨‘

心心Δ

美州的印第安人的 7 80≅ 频率就小于 7 80> 4表 < 5
。

而高加索人群 7 80≅ 频率几乎都小于

7 ∃ , > 频率
。

高加索人群 7 ∃ ‘9 频率一般在 :
1

; 以下
,

而 7 ∃ ‘>

却在 :
1

! 以上
。

法国 Ν Η >χ Α ∃ >

人 7 80> 为 :1 ! ! : ,

而 7 Δ 冲 只有 :1 : : ,

是我们收集到的文献中的最低值4表 2 5
。

7 80≅ 须

率的最高值并不在蒙古人种中
,

而是中非的 − Η≅ Η 人 47 809 δ :
1

3 < ! 5
。

黑种人 7 80≅ 与

7 80 > 的频率变化不如高加索人种
、

蒙古人种这样明显
,

而 7 8Θ

的频率一般都很低
,

在 :
1

左右
。

马里 % Η Ζ ≅∃ Μ 人 7 己 频率为 : ,

而法国 ∗∴≅ ∃Φ∃ ΗΦ 人 7 8Η 频率高达 :1 斗 : ,

两者差

异十分显著
。

从以上所述看来
,

7
。

亚型等位基因 7 80
9 、 7 少

、 7 Δ Θ

频率的分布在人种之间 差 异

是很大的
。

有人认为
,

受紫外线照射多
、

阳光辐射率高的地区
,

人群中 7 尸 的频率较低
。

这可能因为组特异性成分参与维生素 Ι ,

及其衍生物的输送
,

而维生素 Ι 的形成与紫外光

照射又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认为 7
。

蛋 白的遗传多态性分布在不同人种间的差异可以看

成是自然选择长期作 用的结果 4+ ∃Χ ≅ ΗΦ 。 “ Η0
1 ,

 3 5
。

但这一点至少在 日本各人 群 中

却并未得到证实 4参见表 < 5
。

<
1

7 8
变异型

除了由 7 80≅
、

7 80>
、 7 户 三个主要等位基因组成的常见的六种表型以外

,

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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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群 体
调查

人数

高加索人种和黑人的 7 。

基因孩率

基 因 频 率

作者与时间
.9 − ϑ

美国白人 Β ∃ Φ Φ , ∴0/ 。 Φ ,Η

英国 东北部

法国 % ) Α 0) Α , ∃

! Γ≅ Η , Κ ) +一≅ Μ

+ ,00
∃

− Η / ) ≅ ∃

Ν
·0 , χ Α 。 ,

∗/ ≅ ∃ Φ ∃ Η Φ

德国 卜仗Α Φ , 〔 Π

Ν ∃ ≅ 0,Φ

人悦Η ≅ Κ Α 0Μ

∋ ∃ , > ∃ Φ

Ν Η / Η ≅ ΣΗ

丹麦

ς Α ∃ ∗∗ ∃ ≅ , 亡 Γ Η 0
1 ,  ∀  

∗Η ∗,Π Η 亡 Γ Η 0

创曰
:

。

: ; 3

:
1

: :斗

1 ,  ! ;

“ 1 ,  ∀  

Η 0
1 ,  ∀  

Η Γ
1 ,  ∀ ,

Η了
1 ,

 ∀  

口
1 , χ ∀  

口
1 ,  ∀  

‘志⎯‘⎯‘⎯‘ΔΔ∃己

漪

ε嚣

曰 Γ Η 0二  ∀ 3

 3

己 Γ Η 0
1

,  ∀ 3

1 ,

 3

 ∀少

亡 Γ

心 .

 ∀ 

 3

武 3Η01,01,
了

,

意大利

ϑ .Γ 亡≅ Κ )

( )
Ε

几

9 ≅ ) , 0 Α ‘, Φ ∃

+ ‘Γ,Φ ⎯

比利时

亡 Γ Η 0
1 ,

 ∀ 3

王 亡才 Η 0
1 ,

 3乡

8 ,
,

 ! <

〔
,

,

 3 <

∃ ,, 0 χ 只<

= 8 ,
,

 ! <

,

 ∀  

,

 丁 

8Γ8Γ

门曰Φ00

突尼斯

印度

7 Η
Λ Λ , 丁 ≅ ,05巴

巴基斯坦 ⎯
Η ≅ − ,_ Π

中东

伊拉克 ς 盯Λ>

以色列 Ι ≅ Α , ∃ >

北也门

:

: :

二三

;

斗

; !乡

; : :

;  :

斗干]

; !

2 石

3 :

2 2 :

‘∀ 牛

<  :

< ; :

2 ∀

< 2 <

; 2 !

<  ∀

;  !

< :

二 ∀

∀ 2 2

< 2  

∀ 3

:  

2

:
。

2  

:
1

!

:
1

< ;

]
。

; 夕

]
。

; : ;

:
1

斗∀

:
1

〕 :

]
。

: ∀ ∀

]
。

2 2 <

:
1

2 < 2

:
,

∀3

:
。

2 ;

:
。

2 2

:
1

! 3  

:
。

2 !

Ι
。

! : :

:
。

2  ∀

:
1

∀  <

:
1

! <

:
1

苏3

: 2 弓

:
1

<

:
1

了

]
。

∀; ∀

]
。

二 :

:
1

斗0

]
。

!‘

]
。

!苏

:
1

! ∀;

:
。

乡∀ !

:
。

2 多

]
。

! 2

:
1

! ! ∀

:
。

!<  

:
1

! 三]

]
。

6 ;

]
。

! ; ;

:
1

!3 < ∀

]
。

苏夕0

:
1

! ∀ 3

:
1

! ;

:
1

苏∀ ∀

:
1

:

:
1

多 ‘ 

:
。

!3 32

:
。

!< ! :

:
。

弓

:
。

6  

]
。

多斗;

:
1

‘:

]
。

三2 <

]
。

! 2 ∀ ∀

]
。

苏; 弓

:
1

4 <

]
。

! 2

:
。

! <

! 3

 多

 2

< 三

:
。

; ; 干

:
1

;; < 工

:
。

<3 ;

:
。

; ∀ :

:
1

!  弓

]
。

苏2 <

===6

:
。

; ∀ 

:
。

; :

]
。

< 3

:
。

; ∀ ∀

:
。

; 2

:
。

< :∀

:
1

<  :

]
。

斗 :

:
。

; 2

]
。

; ∀;  

:
1

; ∀

:
1

; :

:
1

;

:
。

; 3 3

:
。

; ! 2

:
。

; ! <

:
。

;‘  

:
。

; ∀ ∀ :

]
。

; 3

:
1

; 6

:
。

< 2

]
。

; !

]
。

二 :

]
。

; 丁 

]
。

; 弓

:
1

; 三

]
。

;  3

]
。

< ;

:
1

∀ ;

:
。

; < : 3

:
。

2 2

:
。

< ∀

曰已

到创

非洲和美洲黑人

马里 % Η Ζ ≅ ∃ Μ

阿尔及利亚 ∋
Η ≅ ≅ Η , , Φ >

% Ζ
Η ≅ ∃ Μ

吉布提 # ΧΗ≅

! > Η

中非 Β ∴ Μ Ε
∃ ∃ >

∗ ∴Μ Ε 已∃ >

− Η ≅ Η

塞 内加尔 Β ∃ Α 0Π =

美国黑人 Β Π ,0
Η
Λ

∃
0Β Π ,

Η

7 ≅ ) ≅ Μ ,
Η

; :

:

 三

 ;

= ∀

∀ !

;  

< ! ∀

; ∀<

;  

]
。

< 三

:
。

2!

:
。

2 ; 多

+ ∃士≅ 孟. ] ∃

下Η Φ ∃ Γ

., Η Β ,0, Η

Β Η Β ,Π 汤

8 Γ “0
Ρ

 !

Η 0
1 ,  只 Σ

“ ≅
1 ,

Η 0
1 , ====

Δ ) Φ , Γ Η Φ > 亡 Γ

Δ ) Φ , Γ Η Φ > 亡 Γ

Δ ) Φ , ΓΗ Φ > 亡了

Δ ) Φ > ΓΗ Φ ∃ ∃ Γ

Η 0
1 ,

Η 0
1 ,

Η 0
1 ,

Η 0
1 ,

 ∀  

 ∀ 夕

 ∀  

 ∀  

曰创川已

日Φ

 川

八!∀#∃乃产卜%%,∃几,五

⋯
∃曰∃&∋

(
。

) ∗ +

(
。

千+ (

(
。

, − )

(
。

∗ %.

(
。

− +多

(
。

/0 (

1
,

/ ( 子

(
。

/. −

1
。

∗ / /

(
2

) ) ∗

1
。

0 ) %

(
。

+ , −

(
2

毕+ (

(
。

% . %

(
。

( % − 3

(
2

( . %

(
。

% % 0

(
2

%‘∗

(
。

% 3 +

(
。

( ( (

1
。

( 0 )

(
。

( % 多

(
。

%/ .

1
。

% 3 多

1
。

(∗ )

(
。

( / )

4 厂
2 ,

“ %
2 ,

5  
2 ,

“ 6
, ,

召%
2 ,

7787
1

。

( ( ,

(
2

( 0 3

& 9 ∃ , : 5 ∃ ;

& 9 1 , : 5 ∃ ;

& 9 ∃ , : 5 ∃ ;

& 9 口 , : 5 ∃ ;

&9 ∃ , : 5 ∃ ;

& 9 ∃ ; : 5 ∃ ;

& 9 ∃ ; : 5 ∃ ;

& 9 ∃ ; :刁 ∃ ;

& 9 ∃ , : 5 ∃ ;

< = > ? ?= ≅ ;

<
= > ? ?= ≅ ;

‘%
2 ,

“ %
2 ,

5  
2 ,

5  
2

,

5  
2 ,

(
。

( / . : 5  
。 ,

% . 0 沙

% . − (

%. 0(

% . 0 (

% . − (

% . / −Α

% . / (

% . 0 (

%. / − Β

% . / .

% . / .



2 期 徐玖瑾等 = 白
、

苗
、

土家
、

彝族组特异性成分亚型的研究

稀有的变异型
,

这些稀有的变异型 广泛地存在各人群之中
,

在很 多群体中变异型等位基园

7 8/ 也达到了多态水平
。

 ∀ 3 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
’

“
组特异性成分研究工作第一次国际会议

” 对已 发 现沟

7 8
<: 个不同的等位基因及变异型进行了统一命名 4Δ)Φ >ΓΗ Φ> ∃Γ Η0

1 ,

 ∀  5
。

在此之后又

陆续报道了一些新的变异型
。 Δ )Φ >ΓΗ Φ> 等 4  3 < 5 在聚丙烯酞胺凝胶中加人 <⊥ 尿素后

进行等电聚焦
,

进一步对 32 种变异型进行了鉴别
。

这些变异型的蛋白质等电点仅有微小

的差异
。

目前
,

变异体是根据它们特异的电泳图形来命名的
。

国际命名中规定泳动快的靠近

阳极端的变异体以 # Φ) Λ∃ 中的 # 字母来表示
,

泳动慢靠近阴极的变异体以 Δ ΗΓ Π )
Λ∃ 巾

的 Δ 字母来表示
。

以 7 8
0> 所在位置为 7 80 变异型的参照点

,

比 7 ) 0− 泳动快的等位

基 因 7 80 的变异体依次命名为 .# . , .# Θ , .# <⋯ .# Φ 向阳极泳动越快的
Φ 越大 6 比

7 8

0− 泳动慢的 7 80 的变异型依次命名为 Δ . , .Δ ;
,

.Δ <⋯ .Δ Φ ,

越慢 4越靠近阴极

的 5 Φ 越大 6 以 7 8 Θ 所在位置为 7 护 变异型的参照点
,

比 7 8Θ 向阳极泳动快的命名为

; # .
,

; # ;
,

; # <⋯ Θ# Φ ,

比 7 ∃ Θ 泳动慢
,

靠阴极的命名为 ; Δ . , ; Δ ;
,

; Δ <⋯ ΘΔ Φ
4图

5
。

双带突变体是 7 80 的突变类型
,

单带变异体则被解释为 7 己 的突变类型
。

迄今为

止除三种常见等位基因 7 ∃ ‘9 、 7 8 , >
和 7 ∃ ,

以外还有 ; ; 种 7 ∃ , #

和 < ∀ 种 7 ∃ ‘Δ

双 带型

等位基因
,

以及 2 种 7 己人 和 种 7 己
Δ

的单带型等位基 因
。

1 1 1 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1
1

— 一 一 Ρ φ
一 一 Ρ φ一一一

⋯
∃

别9γ妇 娜嘟 晰晰 川 哪陀 ⎯卜 叫 一! .∃0 0亡; 已
⎯

〔血,‘! 肠 0口 ε田 ⎯妈 比 :从 猫决从<Θ#Θ 从 ; ;亡 ;口

图 用等电 聚焦观测的 7 8

带型模式图

7 8/ 基因在我国人群中分布是很广泛的
。

表 ; 中十个中国人群除了华北汉族
、

马来

亚华侨可能因人数较少未检出变异型外
,

其余都检出了 7 8/
,

而且其基 因频率在有的人

群中已达多态水平
。

已调查的中国 人群的变异型基因频率为 )一 :
1

: < : ,

其中白族变异型

基因频率 4。
1

: < : 5 是我国目前的最高值
,

但与蒙古人种其他人群比较
,

则仍低于美国的

爱斯基摩人 4:
1

: ! 3 5
。
日本长崎人 7 8/ 频率也较高

,

达 :
1

: < ; 。

而中非的伸格米人群

7 8 /
频率达 :

1

; ! ,

其中 7 8 ‘拟 :
1

: <  
,

7 8 , #< :
1

: 3 均达到多态水平
。

中非的另一个稗格

米人群 7 8/ 达 :
1

,

其 中 7 8 ‘习 4原 记 作 7 8 # Κ
5 :

1

: ! 2 , 7 8 〕#< 4原 记作 7 8胜5 :
1

: ∀

4∃ ) Φ >Γ Η Φ > ∃ Σ
二

Η 0
1 ,

 ∀ 3Η 5
,

也都达到多态水平
。

我们在四个民族 3 :; 人中共检出十六个变异型个体
,

初步鉴定都是杂合子
,

以 ϑ0
、

/ = 、

/
< 、

/
6 、

⋯
、

ϑ0
。

来标记
。

因缺乏标准血清对照
,

我们只能参照文献中的电泳图谱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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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
,

作一初步的鉴定
。

苗族 ; : 人中
,

检出一例变异体
, / , 6 土家族   人中检出四例变异体

,

叭
、

/ < 、

ϑ’
、

/ , 6 彝族 ; : 人中检出五例变异体
, ϑ ‘、 ϑ , 、 ϑ 卜 ϑ Μ 、 ϑ =。6 白族  人中共检出六例变异

体
,

ϑ0
= 、 ϑ 。 、

/0
< 、 ϑ ,6 、 ϑ , , 、 ϑ ,‘)

/ =

4图版 .
,

< 5
,

它有一条带为 .9 ,

另一条向阳极泳动快的带 系 .# 的 变 异 带
,

与

] Ε ) Γ ) 等 4  ∀ 3 5 报道的 7 8 ,
相似

。 7 ∃ ,  ∀  年已由国际会议命名为 # Θ 4Δ
) Φ > ΓΗ Φ >

‘ Η 0
· ,

 ∀  5
。

/ =

4图版 .
,

< 5
,

有一条带为 .9
,

而向阳极泳动比 / =

诀带还要快的一条带
,

与文献中

# 相似 4Δ ) Φ >Γ Η Φ > ∃ Γ “
1 ,

 ∀  5
。

ϑ
<

4图版 .
,

; 5
,

有一条 09 带
,

在靠近阴极端有一条比 7 ) Θ 泳动慢的带
,

是 ΘΔ 的变

异型
,

与 ς, Ε 报道的香港人中 ; Δ ; 极为相似 4丸Ε “ Η0
1 ,

 3 5
。

/ 1

4图版 .
,

2 5
,

除有一条 09 带外还有一条 .# 的变异带
,

与 .# 相似
。

/ ,

4图版 ., 2 5
,

有一条带是 ; 的条带
,

用图版 ., 2 中的 7 ) 0− 作比较
,

可看出另一

条带也是 .# 的变异带
,

等电点的位置与 .# Θ 相似
。

ϑ ‘
4图版 . , 2 和图版

, 05
,

它有一条带为 ; ,

另有一条向阳极泳动比 09 快的带
,

这

条带与 / 。 的变异带的等电点十分一致
,

即与 .# 相似
。

ϑ ,

4图版 . , 2 5
,

ϑ> 4图版
,

5
,

这二个变异型都有一条 .9 带
,

另有一条带其等电

点位置与 / ‘

的变异带十分相同
,

相似于 文献中的 .# )

/ Μ
4图版 ∋

,

05
,

其变异带与 / = ,

/ 。

的变异带相似
,

所不同的只是它另一条带是 ! 。

/ 0。

4图版 Φ
,

5
,

除了一条 0− 带外
,

有一条带似 .# Θ ,

即与苗族的 / =

变异带相似
。

/ 0=

4图版 Φ
,

; 5
,

与土家族的 / 6

相似
,

都有一条 .9 带
,

还有一条相似于 .# 的变

表 ! 四个民族 7 ,

? 六个变异型的等位签因

民民埃埃 本文 中变异型编号号 基因型型 变异区带带 罕见等位基因因

土土家家 ϑ <<< .9一; Δ ;;; ; ΔΔΔ ;Δ ;;;

ϑϑϑϑϑ ,, ;一 .# ;;; 0### .# ΘΘΘ

ϑϑϑϑϑ === .9一 .# .#

ϑϑϑϑϑ ΡΡΡ 0 ≅一 .#

彝彝彝 、产=== . 9一 . #

ϑϑϑϑϑ ΗΗΗ .9一 .# .# ;;;

ϑϑϑϑϑ 。。 ;一 . #

ϑϑϑϑϑ ,, !一 .#

ϑϑϑϑϑ 一。。 !一 .# ΘΘΘΘΘΘΘ

苗苗苗 ϑ ,,, .9一 .# ΘΘΘΘΘΘΘ

白白白 ϑ ;;; !一 .# 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

、、、 = === 0 ≅一 . # .#

ϑϑϑϑϑ <<< .9一 .# ‘‘‘‘‘‘‘‘‘‘

、、、
’ , ΡΡΡ ;一 . # .# ...

、、、
一 ,, !一 . #

、、、
, , ‘‘ !一. # .



呼 期 徐玫瑾等 = 白
、

苗
、

土家
、

彝族组特异性成分亚型的研究 < <

异带
。

ϑ 。
4图版 ∋

,

< 5
,

有一条 > 带
,

变异带向阳极方向迁移
,

是 .# 的变异型
,

与苗族约

ϑ =

变异带位置相似
,

即相似于文献中的 .# ; 。

ϑ
= ,

4图版
, 2 5

, ϑ , 6
4图版

, 2 5 及 ϑ 巧 4图版
, 2 5

,

都有一条 .# 的变异带
。

这

三个变异型的 .# 变异带等电点位置与文献中的 .# 相似
。

除变异带外
,

ϑ0
,

另一条带

为 .9 ,
ϑ 01 的另一条带为 ; ,

而 ϑ ” 的另一条带为 >
。

从
‘
4图版 Φ , 2 5

,

一条带为 > 带
,

变异带比 0> 带向阳极泳动稍快一点
,

但又比苗族

的 / =

的 .# 变异带更接近 .9 带的位置
,

因此与文献图谱 中的 .# . 相似 4Δ )Φ >Γ ΗΦ
> 以

Η0
1 ,

 3 < 5
。

综上所述
,

在四个民族的十六个变异型中
,

有一个具有 ΘΔ 的变异带
,

十五个具有 .#

的变异带
。

十六个变异型初步归为八种基因型
,

而且这八种基因型是由常见的等 位 基 因

7 8 ‘9、 7 己>、 7 己 和四种罕见的等位基因 7 己祖
、

7 80幻
、 7 8‘#‘

及 7 尸口 杂合而组成的4表 !〕
)

以上对变异型所作的鉴定只是初步的
,

需要 用标准血 清作对照进行比 较 鉴 定 4Δ
) Ρ

Φ >ΓΗ Φ = 。Γ 。;
1 ,

 ! < 5
,

才能最后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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