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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典

本文调查了东乡
、

保安
、

裕固三个民族 8  人的 . 4 ∋ 血型
,

得出了东乡
、

保安
、

裕固民族

人4 ) 血型的分布
,

并与其他学者的报告作了比较
,

探讨了这三个民族的起源
。

一
、

前 言

东乡族
、

保安族和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
,

丰要分布在甘肃省境内
,

分别

集中居住在东乡族自治县
、

积石 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5甘肃

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

 ! 6
。

有关三个民族 . 4) 血型的分布
,

至今未有较详细的报道5徐

劝元等
,  9 :6

,

现将我们调查的结果报告如下
;

二
、

材料 和 方 法

调查是分别在该三个民族比较集中的东乡族 自治县
,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 自

治县的大河家乡和刘集乡
,

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进行的
。

受检查三代均未有与外族通婚

史
。

. 型与 4 型标准血清由武威地区中心血站制备
,

效价均为 1 ; 8 !
。

采用玻片法检查

血型
,

用显微镜观察结果
。

三
、

结 果

东 乡
、

保安
、

裕固三个民族共调查了 8 人
。

所得资料经过 < 检验
,

保安族和裕固

族的资料观察值与理论值无差异 7 东乡族根据 % =< > ?
一

≅
Α ΒΧΔ Α< 法则获得的理论值与观察

值不符
,

这可能因调查对象中有些是父母与子女
、

同胞等家庭成员有关5见下页表 6
。

三个

民族的血型特点是 ;
‘

东乡族为 4 Ε . Ε : 7 保安族为. Ε 4 Ε : 7 裕固族为。 Ε . Ε 4∋



徐 现等 ; 甘肃省东乡
、

保安
、

裕固三个民族的 . 4 ∋ 血型分布

三个民族的 人4) 血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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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血型在种族起源和迁移等人种学方面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

我们就甘肃地区少
数民族调查的结果分析如下

;

东乡族 . 4) 血型与甘肃的维吾尔族相符 5徐功元等
,  9 。6

,

而与文献报道的甘肃
地区汉 5. 型为 8 ϑ

2

Κ 外
, 4 型为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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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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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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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 5. 型为 8 !
2

ϑ斗多
, 4 型为 8 ∀

2

ϑ ∀多
, ∋ 型为 Κ ϑ

2

夕Κ 多6
、

藏族 5. 型为 8 9
2

: ϑ多
, 4 型为 8 2ϑ ! 务

, ∋ 型为 Κ ϑ
·

9Κ 多6 的血型分布不相同 5张爱诚
,

 ∀ 8 7 尚书颂等
,  9 Κ 6

。

从现有的资料 5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9 Κ =
6 得知东乡族是

十三世纪以来
,

进人东乡地区的蒙古人与当地的回
、

汉等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
Ν

成的一个民族
。

据 ΟΑ ΠΠ Θ =< 5  8 ! 6 调查蒙古族的结果
,

推断蒙古族原可能亦属 4 型高的

民族
。

据调查资料得知内蒙古的蒙古族亦是 4 型高的民族5尚书颂等
,

 9Κ 6
。

因此
,

我们

调查的结果与历史的记载是相符的
。

保安族 . 4) 血型与塔塔尔族
、

汉族的血型分布大体一致
,

均为 . 型高 5上海生物瓤
品研究所血型组

,  ϑ ϑ6
,

甘肃和西藏的藏族也是 . 型高5尚书颂等
,  9 Κ6

。

据记载 5中国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9 ΚΔ6保安族是以蒙古人为主

,

和一部分回
、

汉
、

藏等族自然同化而成

的
。

裕固族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回纶人
,

同我国新疆的维吾尔族有着共同的渊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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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5《裕固族简史》编写组
,  ! Κ 6

。

本调查结果表明
,

裕固族与甘肃的回族和景颇族相似

5尚书颂等
,  9 Κ 7血型调查组

,  ! :6
,

均为 ) 型高
。

上述三个民族形成后
,

基本上定居在原地5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9 Κ = 和 Δ 7 《裕

涸族简史》编写组
,  ! Κ 6

。

因地处偏僻
,

又受民族风俗的限制
,

长期以来很少与外族通婚
,

而形成当前的 . 4) 血型分布
。

5  ! ∀ 年 ∀ 月 8 日收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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