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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红细胞血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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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调查了 6 6  名宁夏回族的 ∀ 7.
、

8∃ 99 、 & : ; 9 < 9 、 = 、
) ;> ?9 、

≅< ΑΑΒ
、

Χ ?Δ Δ
、

≅ ?; Ε . 、
Χ ; //、

) <Φ : ;Γ ΗΙ 和 % Ε 等 种系统的红细胞血型
。

结果表明
,

宁夏回族有较高的 成ϑ
0

6 ! Κ ϑ4
、

弓

3ϑ
0

 6 Λ ϑ4
、

动
。

3ϑ
0

Μ 6 6 !4 和 石3ϑ
0

6 Μ Μ ϑ 4 等基因或染色休频率5 沙3ϑ
0

ϑ , ! Λ4
、

93ϑ
0

ϑ !  5 4
、

尸
Ν

3ϑ
0

Κ Μ4 和 加叱ϑ
0

Κ 2 2 64 等基因频率较低 5而未发现 Χ 和 切
‘

基因 5 压
‘

的频率为 ϑ0 ϑΚ 外

也处于低水平 5 ∃ Γ

3ϑ
0

 !斗4 连锁率高于 桥3ϑ
0

6 64 Ν Ο Ε ‘

基因频率为 ϑ
0

呼Κ 6 。 6 6 个系统

的红细胞血型的分布和遗传距离分析均反映了宁夏回族的遗传组成具有我国北方 民族的特

征
,

尤其接近于北方汉族和蒙古族
,
与新疆维吾尔族则存在较大的差异

。

一
、

前
、 么

曰

全国回族人口 为 Λ 6 万余 3  26 4
,

散布于全国
,

大部分回族与汉族杂居
。

回族均通用Π

汉语
,

信奉伊斯兰教
。

宁夏回族的主要来源是十三世纪初叶
,

由于成吉思汗西征而被迫东

迁的中亚西亚各族人
,

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

由于通婚和社会经济关系
,

与汉
、

维吾尔和蒙古

等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回民族3丁国勇
,

 2 4
。

近年来
,

国内的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有

了很大的发展
,

因此有可能采用近代生化技术
,

较全面和系统地研究我国各民族的遗传组

成
,

应用群体遗传学的理论进一步探讨民族的族源
、

民族融合和民族迁移
。

 2 年 Μ 月下旬
,

我们在宁夏同心县对回族进行 了多指标的群体遗传学调查
。

文本

报道其中红细胞血型方面的结果
,

并进行讨论
。

有关宁夏回族的血型研究
,

以往仅限于
∀ 7∋ 、

8∃
、 ( 和 孙

; 9< 9
等四种系统3血型调查组

,
 2 ϑ Η 、

Θ
、

 2 5 何均才
,

 2ϑ 4
,

而
≅ <ΑΑΒ

、
Χ ?Δ Δ

、
Χ ;//

、 ) ;> ?9 、 ≅ ?; Ε . 、 ) < Φ: ;Γ Η Ι 和 Ο Ε 等重要的血型系统尚未见有报道。

二
、

材 料 与 方 法

0

材料 献血者系宁夏同心县苇州太阳山煤矿
、

水泥厂和土坡煤矿工人
,

其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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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母均系回族
。

总共随机调查了 6  名
,

其中女性 ! 名
。

全部血样采自静脉
,

加

Ρ ≅ Σ ∀ 抗凝剂
。

血型分型工作均于取血后五夭内完成
。

60 项目 共检查 Σ ∀ 7 . 、

8∃ 99、

孙
;9 < 9 , = 、 ) ;> ?9、 ≅ < ΑΑΒ

、
Χ ?Δ Δ

、 ≅ ?; Ε . 、
Χ ; //

、

) <Φ :; ΓΗ Ι
和 % Ε 等

、

个血型系统
。

Κ
0

试荆与方法 个系统的血型总共使用了 6ϑ 种抗血清
,

这些抗血清的来源及分

型方法见表
。

抗人球蛋白试剂系西德 7? .Φ ;9 Φ 公司产品
,

木瓜酶试剂系天津市中心血站

产品
。

表 本研究所用抗血清及方法

系系 统统 坑血清清 来 源源 方 法法 温度度

&&& : ; 9< 999
抗

一
≅

、 一#
、 一 ;;;

天津市中心血站站 木瓜酶法法 Κ Λ℃℃

抗抗抗ΤΤΡΡΡ 上海市中心血站站站站

∀∀∀ 7 ∋∋∋ 抗
一∀

、 一77777 盐水试管法法 室温温

888 ∃ , ,,,
抗

一888888888

抗抗抗
Υ ∃∃∃ 西德 7 ; :Γ?姐> ; Γ ; ς ;

公司司司 呼℃℃

抗抗抗
一,,, 西德 7?. Φ; 9Φ 公司司司 室温温

抗抗抗
一 ,,,

/

间 接接 Κ Λ℃℃

#################################

..Ω
Θ 9
法法法

≅≅≅ <任ΒΒΒ 抗
一ΞΒ 0 、 一ΞΒ‘‘‘‘‘

ΧΧΧ ?Δ ΔΔΔ 抗一砂砂砂砂砂

≅≅≅ ?; Ε ...
抗
一≅ 护护护护护

ΧΧΧ ;//// 抗
Τ ΧΧΧΧΧΧΧΧΧ

))) < Φ: ; Γ Η ΙΙΙ 抗
一) <ΗΗΗΗΗΗΗΗΗ

ΟΟΟ ΕΕΕ 抗
一Ο ΕΕΕΕΕΕΕΕΕ

))) ; > ?名名 抗
, )护护护 盐水试管祛祛 室温温

℃℃
抗抗抗一砂砂砂砂砂

((((( 抗
一(/////////

0

染色体或慈因颇率 & :; 9< 。
系统的染色体频率的推算公式依据赵氏法 3赵桐茂

,

 Λ  4 5 由于没有做唾液 ) ;> 坛 分泌型
,

因此仅对 ) ;> ?9 系统计算 ) 尸 基因频率 5 其余  

个系统的染色体和基因频率均依据 8.< ΓΗ ΙΦ 等人方法计算 38
∋ < ΓΗΙ Φ . Η/0

,

 Λ Μ4
,

其

中 址> ?9 和 8 ∃ ,9
系统基因和染色体频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Ν

) ;> ?9 系统的 ) , 一 了‘下不了
,

)砂 Υ 一 )产

8∃ 99 系统的 二 Υ 36凡友丽 Ψ 丽凡4Ζ 6
,

, Υ 36丙两 十 丽灭4八5

9 Υ 36 ! ! Ψ ! !
4Ζ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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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Υ 36丽 Ψ 瓦4Ζ 6 5

Υ 。 3[88 ,9 Ψ 88, 9
4Ζ [88

Υ ,
36丙冈丽 十 两丽丁4 Ζ 6面面 5

Υ 8 ,
·

Υ 柳 —

Υ ∃ ,

, Ζ38, Ψ ∃ 9 4
,

8 , ,

89一∃9一8,腼

∃ ,

∃ ‘

·

9Ζ 3反污
叨

Ψ

网
,

Υ 刀 一 ∃ ,

式中符号上加一横线表示该表型频率
。

!
0

遗传距离 根据以上 个红细胞血型系统的 个位点的基因频率 36 个参数 4
,

用 ∃ ;? 氏法 3∃
; ? ,

 Λ 2 4 计算了遗传距离 3≅ 4
。

群体的系统树根据 , Ι ;Η Φ: 和 ,. ς Η/的

聚类原则绘制 39Ι ;Η Φ: ; Φ Η/
0 ,

 Μ Κ 4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0

∀ 7∋ 系统

本文调查的结果表明宁夏回族的 7 型的比例较高 3Κ6
0

 外4
,

其 ∴ 基因频率达 ϑ
0

6 ! Κϑ

3表 6 4
。

宁夏回族的 ∀ 7 ∋ 血型分布符合我国北方地区人群的特征
。

本文的结果与以前

报道的宁夏同心县回族 3何均才
,

 2。4 和宁夏回族3血型调查组
,  2 . Η

4 的结果相一致

3
% ,

值分别为
0

和 Λ
0

ϑ Μ ,

Δ Α Υ Κ , ( 值分别大于 ϑ
0

ϑ 和 ϑ
0

ϑ ! 4
.

6
0

8∃ , 9
系统

首次同时用抗
一

8
、 一

∃
、 一, 和一 四种血清检查了回族的 8 ∃ ,9 血型的分布3表 6 4

。

结果表明
,

回族的 , 基因频率仅 ϑ
0

ϑ ! 
,

显著低于维吾尔族 3ϑ
0

6ϑ 4 3袁义达等
,  2 。

4 和

藏族 3ϑ
0

6一。
5

6 64 38
. < Γ Η Ι Φ . Φ Η/

0 ,

Γ Λ Μ 4
,

接近蒙古族3ϑ
0

ϑ Λ4 3]
< Η Ι ; Φ Η/

0 ,

 2 Κ 4
,

而高

于华东汉族 3ϑ
0

ϑ 4 3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Λ Λ4

、

高山族3ϑ
0

ϑ 4 3∃
Η ς Η⊥?Ω Η 。, Η /

0
,

 Λ 4
、

朝鲜族3ϑ
0

ϑ 6 4
、

壮族3ϑ
0

ϑ 4 3]<
Η Ι ;Φ Η /

0 ,

 2 Κ 4 和侗族3ϑ
0

ϑ 43袁义达等
,  2 Θ4

。

可是在中国已查 ! !
血型的民族中

,

除维吾尔族和藏族外
,

其余民族的 , 基因频率均低于

ϑ
0

。

从这些民族的分布区域来看
,

则我国西北和西部地区 9 基因频率较高
,

北部地区其

次
,

东部和南部地区较低
。

‘

本文得到的回族的
,
基因频率3。

0

! 6  Λ 4略高于 。基因频率3。
0

Λ ϑ Κ 4
,

这与以前的报道

的结果不一致 3
。 Υ ϑ

0

  Κ
, 。 Υ ϑ

0

! ϑ ϑ Λ
, 。 _ , ,

血型调查组
,

 2ϑ Θ 4
,

但无统计学上

的差异 3%
,

Υ
0

!Κ
,

ΔΑ Υ 6 , ( ⎯ 。
0

Κ ϑ 4
。

回族的 阶 连锁率也高于 8 Ν
连锁率

,

这与维

吾尔族相一致3袁义达等
,

 2 Ν

4
。

Κ
0

& : ; 0 < 0 系统

在本文研究检查的 6  例中仅发现 例 ≅ 阴性 3为
。αΔ ;; 型4

, Δ 基因频率仅为 ϑ
0

ϑ !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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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 6 4
。 α ≅ ;

频率较高
,

达 ϑ
0

Μ 6 6 !
。 α 基因在我国南方人群中其频率均超 ϑ0 Λ

,

北方民族

一般在 ϑ
0

Μ 以上但不足 ϑ
0

Λ
,

仅西北的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在 ϑ
0

!一ϑ
0

Μ
,

而乌兹别克
、

柯

尔克孜和塔塔尔这些具中亚细亚血统的民族都不足 ϑ0 5 Ρ 基因在我国北方民族和西北维

吾尔族中
,

其频率往往超过 ϑ
0

6 !
,

具中亚西亚血统的西北少数民族中则在 ϑ
0

6ϑ 左右
,

而 在

我国南方民族中仅在 ϑ0 6ϑ 以下3血型调查组
,

 2 5 袁义达等
,

 2
。、 Θ

、 。 5 ]< ΗΙ ;/ Η/
0

,

 2 Κ 4
。

本文调查的回族的 α 和 Ρ 的频率分别为 ϑ
0

Μ Μ 2  和 。
0

6Μ Μϑ
,

符合我国 孙;9 <9 系统

的分布规律
。

。

( 系统

(血型仅检查 /” 人
,

(/ 3Ψ 4 型仅 占 6 0! 2多
,

(/ 基因频率为 ϑ
0

Κ Μϑ 此值显著低

于血型调查组报道的宁夏回族的 (/ 基因频率 ϑ
0

Κ Λ Μ 3血型调查组
,

 2 ϑ Θ 4
。

这一分歧的

原因有待今后进一步分析
。

!
0

肠> ?9 系统

本研究是国内首次同时用抗
一) 产 和

一)砂 血清对 ) ; > ?9 血型所进行的检 查
。

回 族

) ;> ?9 血型的分布列于表 Κ
。

在 6  例中没有发现 ); 3
。 Ψ Θ Ψ 4 型

,

而据文献报道
,

在 2!

名纽约华人中发现过 例 ) ;
3

Η Ψ Θ Ψ 4 38
. < Γ Η Ι Φ . Φ Η /

0

,

 Λ Λ4
。

回族中 ) ;

3
Η一 Θ一 4 型

较多
,

频率达 Λ
0

2 务
,

显著高于纽约华人的 !
0

22 多
,

而接近于旅居国外的藏族 Μ0 ΜΛ 多

38
. < Γ Η Ι Φ . Φ Η /

0
,

 Λ Λ4
。

回族的 ) ;
3

Η Ψ Θ一4 型较少
,

仅 !
0

ϑ Λ多
, ) 产 基因频率为 ϑ

0

Κ 2 2 6 。

在已检查过 ) ;> ?9 血型 3仅用抗
一)砂 血清 4 的民族中

, )砂 基因频率侗族为 ϑ0 Κ 6 Κ 6
、

维

吾尔族为 ϑ
0

Κ ϑ Λ
、

华北汉族为 ϑ
0

 Μ 3袁义达等
,

 2 Η 、
Θ
、 。4

,

高山族为 ϑ
0

!

3∃ Η ς Η⊥?Ω Η . Φ Η /
0

,

 Λ Γ4
。

石
0

≅ < ΑΑ Β 系统

Ξ尹 抗原在中国人群中分布很广
,

其基因频率往往高于 ϑ
0

 3赵桐茂等
,

 2 6 。5 袁义

达等
,  2 6 5  2 Η 、

Θ 5 ]<
Η Ι ; Φ Η /

0

,

 2 Κ 5 ∃ Η ς Η⊥?Ω Η ;Φ Η /
0

,
 Λ 4

。

回族的 Ξ夕
‘

基因频

率也高达 ϑ0  6 Λ ϑ 3表 6 4
。

在所检查的 6  例中
,

仅发现 6 例 ΞΒ3Η 一 Θ Ψ 4 型
,

未发现

Ξ Β3
Η一 Θ一 4 型

。

Λ
0

儿ΔΔ 系统

了砂 抗原在中国人群中分布较普遍
,

但不均一
。

维吾尔族
、

华北汉族和侗族中 从
‘

基

因频率分别为 ϑ
0

Κ ϑ
、 ϑ

0

Κ 2 Λ 和 ϑ
0

Κ Μ  
,

而东北的朝鲜族
、

蒙古族
、

华东汉族和台湾高山

族分别为 ϑ
0

Κ ϑ Μ
、 ϑ

0

ϑ  
、
ϑ

0

6 6 ! 和 ϑ
0

Μϑ , 3赵桐茂等
,  96 Θ 5 袁义达等

,
 2 6

,
 2 Η 、

Θ 5

Θ
Η Ι 。, 。6

0
,

 ! Κ 5 从ς Η⊥Ω Η ;Φ 。6
0 ,

 Λ 4
。

回族的 了砂 基因频率为 ϑ
0

6 2 3表 Κ4
,

接近

于蒙古族
、

朝鲜族
、

高山族以及华东汉族的相应值 3( 值均大于 。
,

ϑ !4
。

和侗族
、

维吾尔族

和华北汉族等差异显著 3( 值均小于 ϑ
0

ϑ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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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6 宁Ο 回族 β7 .
、

8 ∃90
、

& ‘“
、
。0 ‘ΑΒ 和 % Ε 等系统的血型分布

血血型系统统 表 型型 观 察 值值 期望值值
% 孟孟

染色体或基因频率率

人人人人数 χχχ 人数 χχχχχχχ

∀∀∀ 7∋∋∋ ∋∋∋ Μ 6 Λ
0

2 !!! Μ ϑ
。

6 6Λ
。

!!! ϑ
。

ϑ Γ δ ϑ
0

! 6 Κ   

∀∀∀∀∀∀∀ Μ 6 Λ
0

2 !!! Μ 6
0

ϑ  6 2
0

Κ !!! ϑ
0

ϑ666 = , ϑ
。

6 6 Κ

7777777 Λ Κ 6
0

666 Λ 6
0

ϑ Λ Κ 6
。

 ϑ
。

ϑ 666 ∴ ‘ ϑ
,

6 !Κ ϑϑϑ

∀∀∀∀∀777 6 Μ
0

2 ΛΛΛ 6斗
0

Λ6
。

6   ϑ
。

ϑΛΛΛΛΛ

合合合 计计 6   夕
0

    6  
0

ϑ ϑ ϑ ϑ
0

ϑ ϑϑϑ ϑ
0

6 Δ Α Υ + (⎯ ϑ
0

从从∃ , 999 88 ,,,, ϑ
。

呼ΜΜΜ ϑ
。

Λ ϑ
。

ϑ 222

Π
‘

·

6 ,, 材, 二 ϑ
0

ϑ 6 2

888888 ,日日 6 ϑ
。

 !
。

6
。

斗222 ϑ
0

8 Γ δ ϑ
。

6 666

888888 9 999 呼Λ 6
。

ΜΜΜ 呼6
0

2 Κ  
0

!ΜΜΜ

Π
”

·

““ ∃ , 二 ϑ
。

习Κ ΚΚΚ

88888∃ ,,,, Κ
。

Κ ΛΛΛ ϑ
。

Κ 2 ϑ
。

222 ϑ
。

6 ∃ 李 δ ϑ
0

 2呼呼

88888∃ , ,,, !
0

ϑ 666 6
0

 !
0

! ΛΛΛ

Π
。

·

”,, 加 δ ϑ
0

夕ϑ ΚΚΚ

88888∃ ,吕吕  6 6
。

ϑ  Μ
0

! 呼呼
。

ϑ 222 ϑ
。

6斗斗 0 二 ϑ
0

!6  ΛΛΛ

∃∃∃∃∃ ∃ ,,,, ϑ ϑϑϑ ϑ
0

6 ϑ
。

ϑϑϑϑϑ , δ ϑ
。

ϑ ! 

∃∃∃∃∃ ∃ ,999 ! 6
。

6 222 Μ
0

2 Κ Κ
。

66666 Φ 二 ϑ
。

 ϑ ΜΜΜ

∃∃∃∃∃ ∃ ,,,, ! 2 6 Μ
。

222 !
。

斗ϑ 6
。

2

合合合 计计 6    
。

    6 2
0

  ϑ ϑ
0

ϑ 6
0

2 Κ Δ Α δ , (⎯ ϑ
0

Λϑϑϑ

&&& :; 9 < 999 # #≅ Ρ
ΥΥΥ

Μ
。

Κ    Κ
0

Κ ,
。

    ϑ
。

ϑ ΜΜΜ #刀Ρ 二 ϑ
0

ϑ Μ

######≅ ;;;;  Λ
0

6    2
。

吕Λ Κ 2
。

Λ ΜΜΜ
0

Λ ΚΚΚ #≅ ‘ , ϑ
0

Μ 6 6 !!!

众众众≅ Ρ ΥΥΥ !斗 6
0

Μ ΜΜΜ Μ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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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处于 ϑ0 ϑ 至 ϑ0 ϑΜ 之间
,

≅? 3
。 Ψ 4 型在人群中仅 占

Κ一 6关 3袁义达等
,

 2 6 5  2 Η 0

Θ 5 ]< Η < .Φ Η /
0

, 一 2 Κ 5 ∃ ΗςΗ ⊥?ΩΗ
; Φ Η/

0

,

 Λ 一5 8. < Γ Η Ι Φ

; Φ Η /
0

,

 Λ Λ4
。

回族的 ≅ ? 3
Η Ψ 4 型占 Μ

0

2 !外
,

≅?Η 基因频率为 ϑ
0

ϑ Κ  3表 Κ 4
.

00百一结飞

 
0

Χ ; φ 和 ) < Φ: ; Γ
幼 系统

Χ;/ / 和
)<Φ:

;Γ ΗΙ 血型分别检查了 6  和 Κ! 例
,

与抗
一Χ 和一

“‘

血清反应均呈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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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回族的 Χ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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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疆维吾尔族的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别3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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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3%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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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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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距离、∋ , 群体

图 ( ) 个群体的系统树/根据 (( 个血型系统的
( # 个位点的基因频率绘制0

1 2 345 6 7 + 7 8 97 8 : 7 7 ;5 : < 9= 1 5 1 > 4? 8 95 + <

/
≅ 5 + < 8 : > ≅ 87 Α ∋ ∋ 8 2 7

加
∃ (∃ 5 ; 6 7 + 7 ;: 7 Β > 7 + “9 7 , 5; (( Χ 45目 6 : 5 > 1 <

0

族聚类
,

然后与南方人群聚类
,

最后才与维吾尔族聚类
。

四
、

小 结

宁夏回族的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具 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
,

即 Β 、 Δ Ε 。、 ≅ 和 外
‘

的

频率高
, Α 、 < 和 Ε9> 的频率低

,

而且没有发现Φ 和 Γ“
‘

基因
。

回族的红细胞血型分布综

合地表现为我国北方民族的特征
,

尤其接近于蒙古族和华北汉族的频率
,

而与新疆维吾

尔族存在较大差别
。

这揭示了宁夏回族形成过程中
,
曾大量流人了汉族和蒙古族的基因

。

同时
,

回族红细胞血型的基因频率基本上符合这些基因在我国的地理分布的规律
。

/ ( − & # 年 − 月 ( ∃ 日收稿0

本实验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 同心县防疫站的帮助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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