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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一个少数民族的皮纹研究

, 指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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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研究了中国 个少数民族 −# 个群体5 7 8 人的指纹花样和指纹脊线数
,
计算出各项基

本参数
,
比较分析了不同性别

、

左右侧
、

不同民族和人种间的差异以及指纹花样和指纹脊线数

在不同手指上的分布特点
。

分析表明
,
这些民族的指纹具有各自的特点又具有蒙古人种的一

般特性
。

以往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皮纹研究
,

单一 民族的报道较多 −董梯忱
,  9∀6 蔡奎铱等

,

 ! 86 金安鲁等
,  ! # 5

,

而多民族的报道较少 −王芝山等
,  ! 5

。

皮纹学的多民族比较

研究
,

不仅可以取得不同人群的皮纹参数正常值
,

为研究体质人类学
、

临床医学提供参考
,

并且通过不同人群间相互比较分析
,

还可以探索皮纹的遗传规律
,

并为研究人类微进化提

供依据
。

为此
,

我们研究了 个民族 −# 个群体5 的指纹和掌纹
。

本文报道指纹分析结

果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共观察分析了 7 8 人的样本
,

包括广东海南岛崖县回族 −男 ! ,

女 斗。5
、

保亭县与

通什地区的黎族 −男 # 9 # ,

女 # :# 5 和苗族 −男 ! ! ,

女 7 ! 5
,

四川茂议羌族 自治县的羌

族−男 #9 # ,

女 ∀  5与布拖县的彝族−男 ∀ 斗,

女 : 5
,

西藏拉萨市的藏族−男 ! # ,

女 !  5
,

甘肃临夏县的回族 −男 # : ,

女 : ∀ 5
、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 自治县的保安族 −男

# 9
,

女 ∀ 5 与东乡族自治县的东乡族 −男 。夕
,

女 : 7 5
,

吉林延吉市的朝鲜族−男 # 8 7 ,

女

# :: 5
,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呼玛县的鄂伦春族 −男 ! ∀ ,

女 # ! 5 以及内蒙古呼伦

贝尔盟的鄂温克族−男 :
,

女 8 9 5
。

取样对象绝大部分是中学在校学生
,

少数是在校高

年级小学生以及很少的农民
、

工人和干部
。

提供样本者本人及其双亲均为同民族
。

用油墨

祛分别印取指纹和掌纹样本
,

在放大镜下观测并记录
。

观测分析主要根据 ;

<
=> ? 等人

−  #  5 修订的方法以及国内通用的方法和标准
。

指纹脊线总数的分析参照了 ≅ %> => Α%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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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  : 9 5 的方法
。

数据用 & ) ?一

!8 微型计算机处理
。

二
、

结 果

3

指纹花样

指纹花样的基本参数列于表
。

经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Χ

表 指纹花样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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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各民族间存在明显差异
。

斗型纹比例以藏族最高
,

男
、

女分别为 9
3

∀ 多和 77
3

∀多
,

最低的是海南岛回族男 ∀8
3

:务 和东乡族女 ∀8
3

! 务 6 尺箕百分比最高的是海南岛 回 族 男

7∀
3

!多和苗族女 7∀
3

:外
,

最低的是藏族男和女
,

分别为
3

 务 和 ∀#
3

#务 6 挠箕变化范围男

为
3

7 外−保安族5一
3

∀ 多−藏族 5
,

女为 #
3

 Ι −甘肃回族 5一
3

并 −海南岛回族 5 6 弓的变化

范围男为 #
3

#多−黎族 5一
3

多 −藏族和朝鲜族5
,

女为
3

 多−东乡族5一
3

务 −藏族和保安

族5
。

# 个群体相互成对比较的 护 测验结果
,

男性 “ 对组合中差异显著者有 9 对
,

非常

显著者 ∀ 对
,

女性 “ 对组合中差异显著者和非常显著者分别为 ∀ 对和 # 对
。

这说明指

纹花样在大多数民族间差异显著
。

进一步分析指纹花样的各种类型在民族间的 差 异 表

明
,

斗和尺箕的民族间差异比较大
,

差异显著的组合占 7 
3

沁
,

弓和挠箕的民族间差异相

对较小
,

差异显著的组合分别为 #  
3

7Ι 和 !
3

 关
。

这说明斗和尺箕在形成指纹花样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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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人群指纹花样百分比

弓弓弓弓 尺 箕箕 挠 箕箕 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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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Κ 张 海国等 ,  ! Χ Κ Κ Λ Μ > =Χ
,

 丁∀ 6 Κ Κ Κ ? ϑ %=> Ν % Β Α 等
,

 : 9
。

族间差异中起的作用较大
。

−# 5 本文各民族的指纹花样参数与汉族相比具有某些相似性
,

即斗的比例较高
,

并且

斗和箕的比例相差不大
,

而弓的比例较低
。

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尺箕和弓的比例都比本文

各民族和汉族高
,

斗的比例则比较低
,

斗和箕的比例相差较大 −表 # 5
。

本文少数民族和汉

族 −李崇高等
,

 : 6 张海国等
,  ! 6 马蔚国

,  ! 5 的指纹频度指数一般在 ∀
3

8 以上
,

斗与箕之比一般在
3

8 左右
,

而白种人的指纹频度指数 −董佛忱
,  9 ∀ 5 一般在 #

3

。左右
,

斗与箕之比一般在 83 7 左右
,

黑种人 −+2
Ο ϑ∗ 等

,

 :9 6 /ϑ
% => Ν% ΒΑ 等

,  : 9 5 的指纹频度

指数以及斗与箕之比接近于白种人
。

− 5 各民族男女之间差异明显
。

尸 测验结果为 # 个民族中男女间指纹花样比例差

异非常显著者 : 个
,

显著者 个
,

不显著者 ∀ 个
。

绝大多数民族男性的斗
、

双箕斗
、

挠箕
、

帐弓的比例高于女性
,

而箕 −尺箕与挠箕之和 5 和尺箕的比例则低于女性
。

弓的比例女高

于男的民族略占多数
。

大多数民族中男性斗的比例高于箕
,

而女性箕的比例高于斗
。

−∀ 5 指纹花样左右手之间的差异一般倾向是弓和箕的比例左手高于右手
,

斗的比例

右手高于左手
。

−7 5 各种指纹花样在各个手指上分布的频率有差异
,

并有一定规律性
。

在本文样本

中弓−简弓与帐弓之和 5和帐弓在食指上出现的频率最高
,

尺箕出现在小指上的频率最高
,

挠箕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食指
,

斗的最高频率多见于环指
,

而双箕斗的最高频率均见于拇指

−表 5
。

指纹的这种分布特点在不同民族
、

不同性别及左右手上的表现都是一致的
,

这一

特点在前人对汉族以及 白种人和黑种人群体的研究文献中已有记述−董梯忱
,  9 ∀ 5

。

值

得指 出的是各种指纹花样表现这种规律性的程度不尽相同
。

挠箕和双箕斗在本文所有群

体中都表现一致
,

即在 # 个群体中挠箕的最高频率均出现在食指
,

双箕斗的最高频率均

出现于拇指
,

在  8 多 左右的群体 中弓的最高频率出现在食指
,

尺箕的最高频率出现在小

指
,

在略高于 :8 外 的群体中斗的最高频率见于环指
,

帐弓的最高频率见于食指
。

#
3

指纹脊线总数

在本文各民族中平均指纹脊线总数最高的是甘肃回族
,

男女分别为 7:
3

7 条和 7 9
3

:

条
,

最低的是保安族男 !
3

7 条和黎族 #7
3

! 条
。

个人指纹脊线总数男最高 # ! 条 −甘肃

回族5
,

最低为 。−彝族 5
,

女最高 # ! 条−甘肃回族 5
,

最低 7 条−朝鲜族5
。

各民族间平均指



∀8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寸寸寸 褥褥 梁 Π , , Π , < Π 、 ΘΘΘΘΘ

一 Π一 Π一 Π一 Π一一 一 Π一 Π一一琳琳琳琳 十

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

,,,, Χ 巴 Π
二
引

二吮吮 毒盆盆
Χ Χ Π

Χ Χ
Π
Χ Χ Π

Χ 二
ΠΧ

ΧΧΧ Χ Χ Π
Χ Χ

Π
二二二

护护护护 2 二当 , 公 巴 2二 口口口 仍 入 , 卜 口 Ε。 旧 Π入 旧 Π , ∋∋∋ 旧 旧 Π 寸三 Π 4 甲甲
ΠΠΠΠΠΠΠ

谕万仁才二七才州丁七才川二亡计万万
333

侧侧侧侧侧
, <曰 甲< 闷闷

价价价价 2 Π Ρ 2 Ρ Ρ Π 2 ΡΡΡ 二岌岌
,,,,
Π
Χ 二

Δ
Χ 二

Π
二 Χ

Π
二 二 Ρ二 , ΠΧ Χ

Π
二 Χ

Π
二 二

Π二
二
Π
二 二

ΠΧ 二二二

叼叼叼叼 、 、 夕花 2 Β 、 咬Β , −越 Β 、 3 习 ‘口 二 2 Β ,
。、 , Φ 叫、 , Β . . Σ , Η 、 3 一 猛二 3 3 , Σ . Τ二 3 刁 2 ,.气 以二二二

十十十 Π
’’ 一

Ρ
一

∋ Π蔺 函 Π丙 蔺 Π丙 ‘ Ρ一一 “ “ Π 叫 Π “ 】 Π ‘ Π‘ “ Ρ ΘΘΘ

娜娜娜娜 湮
ΔΔΔ Υ Υ Υ Δ Υ Υ 2 Υ Υ Ρ Υ Υ 2 Υ ΥΥΥ

不不不不 ΠΠΠΠ甲 ‘ Π
‘ “ Δ寸 寸 】

“ 寸 Π ‘ 啥啥 寸 宁 Π “ ‘ Π ‘ 宁 Π 寸 中 Π 宁 寸 Π 寸 啥 Π 寸 ,,

ΧΧΧΧΧΧΧΧΧ 二 卜 Χ Π
二
引 Χ Χ Ρ

二 ΧΧΧ

二 Π, 二 卜
Χ
Π二 卜 Χ 卜

二二

侧侧侧侧 乐乐 州 泊 2 刊 的 2 州 8 的 的 Ρ 囚 ‘ 2 卜 洲 8 访 一 ∋ . 旧 阶 8 仍 2 , 峭 ∋ ∋∋∋
卜卜卜卜卜 旧 Ρ 旧 旧 Δ 卜 旧 。 叭 Π 卜 仍 Π 旧 旧 Π卜 旧 Π 闪 卜 Π 旧 旧 Π 卜 旧 Ρ 卜 劝 Π 卜旧旧

333333333 一

—
3 3 3 一

二
—

3 【

—
3 一 3

——
梁梁梁梁梁 , ,

卜
一

卜
一

卜
,

卜
,

卜
,, , ,

Π
, ,,

一 卜
,

卜
,

卜
,,

沸沸沸沸沸 Δ二 , 8 一 2 , 8 8 8 Π。 卜 Δ 8 8 ∀∀∀Π卜 卜 Ρ 。 8 ΡΡΡΔ。、 Δ二 卜 Π 。卜 Π。 、、

333333333333333
琳琳琳
Π 一一

‘
Π蕊蕊 二二 Π‘二 Π二孚 Π石9 】众孟孟 蕊 Π烈烈 一石 Π必己 Π 石 二二 沃找找

摺摺摺
Π

ΥΥΥΥΥ 小 卜 Π 旧 旧 Π 的 的 Π 旧 卜 2仍 旧旧旧 旧 曰 Π 旧 旧 Π 峭仍仍仍

翠翠翠翠卜
闪闪 四 闪

Δ
闪 ∋

Δ
∋ ∋

Δ
闪 闪

Ρ
闪 闪

Π
∋ ςςς 州 闪

Π
闪 ∋

Π
∋ 囚

Π
∋ 囚囚 闪

尸闷闷

一几

—
一 才 一一而而「一 2

—
, Θ Θ

一 , 一

——
222

柑柑柑柑 享
】纂纂

映 咬 Π狡 叹 Π代 只 Π悦 悦 Δ代 只 Π代 代代 咬 代 Π晚 处 Π吮 吮 Π悦 处处 瑟二二
ΔΔΔΔΔΔΔΔΔ

公 写 Ρ 丙 价 Η ∋ Π 二 卜 Π 口 公 Π 二 协协 『 囚 写 。 2 二 旧 2。 旧旧旧
ΡΡΡΡΡΡΡ 2 一一= Π Π Ρ Π Π Ρ ΡΡΡ

翠翠翠翠Π
∋ ∋∋∋ 入 。

Δ
叫 ∋

Π
∋ ∋

5
例 。

Δ
卜 ∋

Π
刊 ∋

Π
∋ ∋

Δ
闪 ∋

Π
∋ ∋

Δ
∋ ∋

Δ
∋ 刊刊

琳琳琳 侧侧 成成 二
叫 , 卜叫

Χ
叫

二
卜叫

二
引

Χ
引 二引 Χ 叫 Χ 引 二二

ΠΠΠΠΠ ΠΠΠΠΠ
ϑ、 一

口 口
、 Ω 二 2 Ξ 闷 Β 闷 3 Β、 Η 、 3 尸闷 −二 3 Β 闷 口、 3 Ξ 闷 尸叫 3 Φ , 口 、 3 , 叫 , 叫 3 口 、 Ω二 3 吧> 吧, , 3 叼习 以二二

ΠΠΠΠΠΠΠ
一

ΠΠΠΠ
‘

一 Π
一

’

一 Π 二 润 Π
‘ ’ 一

’

Ρ 二 一 Π 二
一

’

ΠΠΠΠ“ “ Π一 ΠΠΠ2一 “ Ρ
一

函 Π Π一一
把把把把把 的 仍

Π
功 叭

Δ
仍 叭

Π
价 仍

Δ
Ψ Ψ

Π
。 ΨΨΨ Ψ 仍

Π
, ΨΨΨ 州俏

Π
俏仍

Π
协 仍

Π
的 叭叭

钊钊钊钊二二二二二

祀祀祀祀

孚孚
吸 只 Π咬 气 Ρ吼 只 Π卜 只 Π卜卜 Π处 只只 悦 代 Π气 价价 性卜 Π

大 代
卜

叫 Ρ 只 ΧΧΧ

尽尽尽尽尽 忍 Χ Π次器 Π忍尺 Π月二 Π
冶霖 Π

芯霭
Δ

, 皂
Π
拿忍

Π
皂芝 Π忿

月
Π次之 Π亥

哭哭

理理理理 ΠΠΠΠ , , Π , 。 Ρ , , Π
、。 , 八 Π

、。 2。

Π
、。 , 。

Π
、。 仍 ,

、。

Π
、。 、。

Π
2
。 。

2
,。

,
。

Π
、八 、。。

长长长 侧侧 伟 Δ
“ ’ “ ’

Π
‘ ’ “ ’

Π
‘ ’ “ ’

Π
‘ “ 、、

Π < < 一一
“ ’ “ ’

Π
“ ’ “ ’’ 一 “

’

Ρ
一 ’ “ ’

Ρ
一 ’ “ ’

2
“ ’ “ ’

Π
一 ’ “ ’’

叩叩叩
,,

Π
、

一
Π 一 一 Π Υ Υ . Υ

,

Υ ΠΠΠΠΠ 3 < < Π 一 一一 Π 二 。 2 叫
、。 Π 。 、

3
八 < Π 一 一一

术术术术 Π瑟毖 Δ二二 Π二二 Π立汉汉
, ,

,
、创 、、

获二 Π‘启启 二仄 Π‘又 Π李沂 Π交更 Π子 ‘‘ΠΠΠΠΠΠΠ 旧 旧 2 因 旧 Π 曰 卜 Ρ 丈 卜卜 二二 旧 旧 Π 。 旧旧 仍 旧 】卜 卜 Π 卜 卜 Π 卜 卜 Π 卜 卜卜,,,, 口 叮 Σ 苦 2 口 222 勺二 卜ΣΣΣ ‘ Π 一一万万万
以以以以以二 Σ ΧΧΧΧΧΧΧ

222222222 ΘΘΘΘΘΘΘ

却却却却 探Δ
闪 闪闪 Ψ 。

Δ
” Ψ

Π
∋ 仍

Δ
∋ 。

⋯
闪 闪

Π
∋ “

Π
、 。

Δ
州 闪闪 价Σ 护户户 闪 闪

Π
∋ 、、

33333333333 22222

、、、、 Π咬巴巴 Χ ·

⋯
二呈呈 二二

ΠΧ
二

Π二决决 Χ 。

Π
二。

.骂二二
二二二 立二二 二二二

。。。。 ‘

Π侧 留留留留留留留留

者者者 侧侧 把 2 Δ ΠΠΠ ∋ ∋

Δ
∋ 。

Π
∋ ΨΨΨ 囚 入

Π
∋ 闪

Π
闪 。。 户Σ 护闷闷

价
尸闷闷 卜刁 户 ΣΣΣ

肺肺肺肺 Ρ 侧 囚 阶 8 Π 刊 阶阶阶阶阶阶阶

。。。。
Π
二 二

Π
Χ

Π
Χ Χ

Π
Χ Χ Δ

Χ
Π

Χ Χ
ΠΧ Χ ΠΧ Χ

ΠΧΧΧ 二二二 二逻逻 二二二
。。。。’

Π内 一 Π一 口 Π一 Π一 Π闪 。 Π一 Π 。囚 Π 。。 Π闪 。。。。。
一一一一

丫丫
。 、 、 。 Δ、

。
Π

∋ 、 Π、 。 Δ 、 。 Π
、 。。 、 ,

Δ
、 ∋ Π 。 、 Δ 。 、、

Β 勺 卜 ΣΣΣ

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褥
沛沛沛沛 一一Π Π Π Π Ρ ΠΠΠ ΠΠΠ ΠΠΠ

家家家家家 二 Χ
Δ

Χ 二
Ρ
二 Χ

Ρ
Χ Χ

Π
Χ

Π
Χ Χ Π

Χ ΧΧΧ Χ Χ
Π
Χ Χ

Π下万Π
<

万万万
2、 训二二

ΜΜΜΜΜΜΜΜΜ 、

一 2 , Β、Σ .
、‘习 甘, 2 Β甲, 廿、 2

, ,< 二, 2 份 8 、 2 卜Σ Β冈冈 叹, 闷 ϑ 、‘ 2
, 3

∋ 2 Β , 2 Β , 2
, 了

3

习二二

二二叮叮叮叮叮叮叮、 】户户

才才 Ρ—
Δ一卫卫

局司训瓦卞卞扛长六示六衬蕊蕊ΡΡΡ Π瓣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ΡΡΡ Π上匕匕

阅阅画画蔺蔺⋯
二炭⋯⋯
画画雨雨⋯

Χ ΧΧΧ 二

自自Π
二二一一Π

Χ ΧΧΧ
Π
次李李

门

宁 梦梦

ΠΠΠ翎 Ρ
Υ

ΠΠΠ二、

ΔΔΔΔ
二、

⋯⋯⋯
二 、

ΠΠΠ⋯
6 、

⋯⋯Π
二“

⋯⋯Π
。、

⋯⋯⋯
二、

ΠΠΠ⋯
二、

一一
歌林林 啄叔叔 乐叔叔

心、, 州尸尸

【【 Π
尽

⋯⋯⋯⋯⋯⋯⋯⋯⋯⋯⋯⋯⋯
牢拟拟

Κ

铃卞仙姐3 本榨月肥昨禅泄祥翻卑

仍娜



李实品等 Χ 中国十一个少数民族的皮纹研究
3

指纹

纹脊线总数
‘ 测验结果

,

男性 9 9 对组合中不显著者占 9#
3

多
,

显著者占 #
3

多
,

非常显

著者占 #7
3

!多 6 女性 “ 对组合中不显著者占 98
3

9多
,

显著者和非常显著者分别占 8
3

9 殆

和 #!
3

!多
。

可见多数民族间差异不显著
。

表 ∀ 平均指纹脊线总徽 −条5

回回回族族 回族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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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各个群体的平均指纹脊线总 数 变 化 范 围男 ,
3

条一 !
3

7 条
,

女 79
3

: 条一

# 7
3

! 条
,

大多数民族男在 ∀8 条以上
,

女在 8 条以上
。

汉族的平均指纹脊线总数在不

同作者的样本中各不相同
,

较高者男 9# 条
,

女 巧
3

条 −马蔚国
,  ! 5

,

较低者男 8
3

!

条
,

女 # 73 。条 −郭汉璧等
,

 ! 5
,

大多数作者的样本中
,

男在 ∀ 8 条以上
,

女在 8 条

以上
。

可见本文各民族的平均指纹脊线总数与汉族相近
。

而白种人的平均指纹脊线总数

较高的男 ∀ 8 条
,

女 ∀
3

: 条−≅ %> 谊Α % Β 等
,  : 9 5

,

较低的男
3

∀ 条
,

女 条 −Λ
Μ > ‘

,

 夕∀ 5
,

在其它一些作者的样本中
,

男在 ∀8 条以下
,

女在 8 条以下
,

较本研究中的各

族为低
。

美国黑人 −?ϑ
%访Ν% ΒΑ 等

,  : 9 5 的平均指纹脊线总数男  条
,

女 89 条
,

则更

低
∗

在本研究中
,

进行指纹脊线计数系依据 ( %> Β[ −
“

皮纹命名节略
3 , ,

3

7
3

+ %> Β∗ ?% 著
,

姚荷生译 5的计数规则
,

并参照 ≅ %> => Α%
Β

等 −  : 9 5 对双箕斗的计数方法
,

计人了双箕斗

两个中心之间与两个中心连线相接触的脊线
。

这样得到的指纹脊线总数在反映人群中双

箕斗的比例方面更切合实际
。

用这种方法计算的平均指纹脊线总数比只按 ( %> Β[ 方法

计数略高 −表 7 5
。

这种计数方法的不同对本研究中各民族与汉族及其它人种相比较所得

的上述结果没有实质上的影响
。

指纹脊线数的分布也显示一定规律性
。

−25 男性的平均指纹脊线总数在# 个群体中

均高于女性
。 Ρ 测验表明

,

# 个群体中有 9 个群体男女之间差异非常显著
, 2 个显著

,

7 个

不显著
。

−# 5本文的大多数民族右手指纹脊线总数高于左手
,

尤其是女性
,

# 个群体都是

右手高于左手
。

但差异均为不显著
。

− 5各个手指上的平均脊线数的统计结果
,

从大到小

依次为拇指 −男 #8
3

:一 : 3# 条
,

女  
3

一巧
3

8 条 5
、

环指 −男 93  一 ∀
3

9 条
,

女 :
,

#一 ∀
3

#

条 5
、

中指−男 ∀
3

:一 #
3

8 条
,

女 7
3

∀一
3

8 条5
、

食指 −男 7
3

8一 8
3

 条
,

女 7
3

#一  
3

 条5
、

小指−男 斗
3

一
3

夕条
,

女 ” 3 一 8
3

7 条5
。

这大致与汉族 −张海国等
,  ! # 5 的情况相一

致
。

在白种人的一些群体 −≅ %> => Α% Β 等
,  : 9 5 中

,

各手指平均脊线数从大到小的次序

为拇指
、

环指
、

小指
、

中指
、

食指
。

与蒙古人种相比
,

白种人小指的平均脊线数相对较大
,

食指和中指的平均脊线数相对较小
。

各手指平均脊线数的多少与指纹花样分布规 律 有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 人 哭 字 字 报 卷

关
,

拇指和环指斗的比例较高
,

所以平均脊线数也较高
,

食指弓的比例较大
,

平均脊线数也

相应较低
。

白种人弓的比例显著高于蒙古人种
,

而弓又以食指出现频率最高
,

致使食指的

平均脊线数居于末位
。

表 ? 两种不同计数方法计算的指纹脊线总数 −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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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结

3

本研究得出了我国 个少数民族− #二个群体 5 指纹的基本参数
。

#
,

指纹花样和指纹脊线总数在群体水平上存在人种
、

民族
、

性别
、

侧别以及指别间的

差异
。

3

本文各民族之间及其与汉族之间的差异一般小于他们与 白种人及黑种人之间的差

异
。

∀
3

指纹花样和指纹脊线数的分布在群体水平上显示一定规律性
。

例如
,

一般男性斗

的比例 高于女性
,

而箕的比例则女性高于男性
,

与此相应
,

平均指纹脊线总数男高于女
。

指

纹花样 在各手指上的分布特点在不同人种
、

民族
、

性别
、

侧别表现大体一致
,

各个手指上指

纹脊线数分布也具有相应的规律性
。

7
3

指纹所表现的上述差异和规律性
,

提示它既受控于多种遗传因子
,

同时又受多种

−与胚胎发育有关的 5环境因素的影响
。

−  ! 年 8 月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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