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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妥

调查了原籍华北地区汉族的 (
=,

、

.5 ; 4<
、

8%
、 + >

、 − 等血型系统和 ( =? 分泌型的分

布
,
结果表明 Α & 型/

∋

斗斗Β ≅和 = 型 /#  
∋

!Β ≅较多 1 % 型/# Χ
∋

, Χ Β ≅略多于 8型 /# Χ
∋

Δ ∃ Β ≅1

.5/
Α 十 ≅型的频率很高 /#∀

∋

Χ Β ≅
。

在  ∀ 人中还发现四名 .5 /
Α Ε ≅型属于 ( = ? 分泌型

,
且都

属于分泌 ( 或 = 血型物质的类型
,

无一例为分泌 ? 血型物质的类型 1 肠/Φ ≅ 阴性率仅 。
∋

Β
,

5 5 Φ
5 。
和 5 Γ

Φ Η型占 Χ ∃ Β 以上 1 − ,

/Ε ≅ 型占  
∋

Β 1
∋

( = ? 分泌型占 Χ #Β
,
低于全国其他民

族中已知的分布
。

Ι 飞戈∋ ϑ 上Κ

ϑ
Κ ∋

目
二二#

、 口叨 ∋二

红细胞血型系统的研究在医学
、

法医学
、

人类学和遗传学中都是相当重要的
,

尤其是

多血型系统的群体遗传学的研究
,

可为人群的遗传结构
、

人群内或人群间的遗传差异
、

基

因漂变和人群迁移
、

以及人类微进化和人群血缘关系等研究提供更丰富的依据
。

我们从

 ! 年 Δ 月以来
,

在北京对原籍华北地区的汉族进行了多系统的红细胞 血 型 系统 的 调

查
,

并已报道了 Φ ΛΜ Μ:
、

0 577
、

0 4ΝΝ
、

. Λ Ο>5 Π9 Θ 、

Φ 45 Ρ & 和 Σ Ρ 等系统的结果 /袁义达等
,

 ! # ≅
。

本文继续报道 . , 4<
、

( =,
、

8%
、

+ >
、

− 等系统和 ( =? 分泌型的分布
。

华北

地区的汉族的 ( =&
、

8%
、

+ >/Φ ≅ 等血型系统的分布已有近二十篇报道
,

但未见 有 关

+ > 系统的四种因子
、

− 血型系统和 ( =? 分泌型的报道
。

在 . ,
∃ 血型系统基因频率分

布方面仅对台湾省汉族 与高山族以及海外华侨有详细报道/易见龙等
,  Δ究 % 9Τ 9Υ而

。 5Ο

97
∋ ,

 Δ Χ
,

 Χ ≅
。

此外
,

对上海地区居民中 .5 /9 Ε ≅ 及 .5 /9 一 ≅ 型所占比例也有报道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ΧΧ ≅

。

7≅ 北京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孙芸同志参加了实验工作
,

特此致谢
。



# 期 食义达等 Α 华北地区汉族的 泥 ∋ 油
、
人加

、

8%
、

肠
、
ς 等血型系统和 (=? 分泌型的分布 浪, ,

二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在  ∃ 年 Δ 月
、

 ∃ # 年 # 月和  ∃ 年 4 月分三次进行
。  ! 年 Δ 月调查了

Ω # 人
,

其中 ( =,
、

8%
、

+ >/Φ ≅等系统 Ω # 人
, − 系统 Ω Χ 人

,

已发表的 Φ ΛΜΜ :
、

0 & 77、 0 4Ν Ν 、

.Λ Ο>5 。
、

Φ 45 Ρ& 和 Σ Ρ 等系统的结果也来自这批被调查者 /袁义达等
,  ! # ≅

。  ! # 年

# 月检查 ! ! 人
,

其中 (
=, 和 8% 等系统 ! ! 人

, + > /四种因子≅ !Δ 人
,

.翻4,
系统

# Ω 人
, − 系统 # Ω Ω 人

, ( =? 分泌型 ∃ 人
。 Ξ夕∃ 年 4 月又检查了 ∃ Ω 人的 (

=,
、

8% 、

+ > /四种因子 ≅ 和 − 等系统
。

被调查者为 自愿献血者
,

其父母双方均为原籍华北地区 /河

北
、

山东
、

山西
、

北京和天津等省
、

市 ≅的汉族
。

本调查所用的抗血清和方法列于表 中
。

基因频率和染色体频率的计算公式见 《血型与血库》一书/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

组
,  Χ Χ ≅

&

裹 本实脸所用的抗直清及方法

血血型系统统 抗血清清 抗 血 清 来 源源 方 法法 沮 度度

人人= ,,, 一 (
、
一 = 、、

北京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站 纸上盐水水 室 侧侧
///( = ? ≅≅≅ 一 ??? 西德 = &

> Π 4Θ Ρ ; 5 Π
址 ( Ψ

∋∋∋

试管盐水水 室 沮沮

888 %%% 一8
、
一%%% 公安部 # Δ 所

、

上海市中心血站站 纸上盐水水 室 温温

... 5 ; 4ΑΑΑ 一.
5 ∋∋∋

西德 反> Π 4Θ ∋ ; 5 Π
Τ5 ( Ψ

··

试管盐水水 室 润尸尸

+++ ΖΖΖ 一 Φ
、
一 ) 、、

天津市中心血站站 试管木瓜醉醉 Χ℃℃
一一一 5 、一 ΗΗΗ 第四军医大学

、

上海市中心血站站站站

−−−−− 一 −
222

西德 = 5
坛4& Ρ ; 5 Π Τ 。 ( ΨΨΨ 盐 水水 室 温温

奥奥奥奥地利维也纳 3Γ > ; 汕 +5 姐5Θ 4& ΡΡΡΡΡΡΡ

上上上上海市中心血站站站站

三
、

结 果 和 分 析

∋

肠; 加 血型系统 仅用抗 一玫
∋

血清检查了 #Ω 人 /表 # ≅
,

其中 [ /9 Ε ≅ 型

#  人
,

占# ∀
·

Δ 多
。

台湾省的汉族中 Λ /
9 Ε ≅ 型 占 # Ω

·

! 多 /% Π9Κ巨Υ恤
9, ‘

∋ ,

 Δ Χ≅
,

高

山族中
’

Λ /
Α Ε ≅ 型古 # Δ

∋

。肠 /% 习口Υ诵
Α 。, 。

∋ ,

 Χ ≅
,

纽约华侨中以
Α Ε ≅型占 #

∋

∃ 茄

/易见龙等
,  Δ , ≅

,

与我们的结果相一致 /∴Ξ 值分别为 Ω∋ Δ 
、

Ω∋  、 Ω∋ Ω
,

−均大于 久Ω∃ ≅
。

上海生物制品所对上海居民调查结果
,

玩 /9 十 ≅ 型 占 # Β
,

玩 /
9一≅型 占 Χ 关 /上海

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夕Χ ≅

。

与邻近国家的人群相比较
,

我们的结果也与南朝 鲜 人

【2犬/
9 Ε ≅ 型占 # ∃

∋

Ω Ω Β
,

; &Θ 5, 9 7
∋ ,

 Δ Ω ] 及泰国人 ⊥> /
9 Ε ≅ 型 占 # !

∋

∀ !关
, Γ>9Θ

ϑ

Ν9Θ
9 :4Θ Ρ :& Θ Ρ 。 以

· ,

 Χ  ] 的频率相一致 /∴
,

分别为 Ω
∋

∀ ! 与 7
·

Ω , ς 均大于 Ω
∋

# ∃ ≅
。

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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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白种人中
,

表型为 .5 /
9 Ε ≅ 的人一般为 ## 多 左右

,

在美洲印第安人中
,

.5 /
9 Ε ≅ 型则

非常少见 /+ 9Γ 。 5 Π 。 #
∋ ,

 Χ ∃≅
&

表 # 华北地区汉族的 .一肠
、

+ ‘/Φ ≅
、

− 血型系统和 ( = ? 分泌型的分布

血血型系统统 检查人数数 血 型型 观察人数/Β ≅≅≅ 基因频率率

... 5 ; 4<<< # ΩΩΩ . 5

/
9 Ε ≅≅≅ #  /#斗

∋

了≅≅≅ . 5 ∋
二 Ω

∋

∀  ΔΔΔ

....... 5

/
9 一 ≅≅≅  /Χ ∃

∋

! ≅≅≅ . 5 Ζ 二 Ω
∋

∃ Ω !书书

+++> /Φ ≅≅≅ Δ !!! +> /Φ Ε ≅≅≅ Δ Δ /  
∋

Δ  ≅≅≅ Φ Ι ,
。

 斗斗,,,

+++++++ > /Φ 一 ≅≅≅ # /Ω
∋

≅≅≅ Ν 二 Ω
。

Ω ∃Δ /≅≅≅

−−−−− ∃ ΧΧΧ −
Α

/Ε ≅≅≅ Δ / !
∋

Ω≅≅≅ −Α

二 Ω
∋

# ###
−−−−−−− ,

/一 ≅≅≅ # # /Δ
∋

 Ω ≅≅≅ 几 _ Ω
。

Χ !Δ !!!

((( = ??? ∃ 分泌型型 /Χ #
∋

∃ ∃ ≅≅≅ 3 5 ‘ Ω
。

∀ Χ Δ

分分泌型型型 非分泌型型 ∀ # /# Χ
∋

∀ ∃ ≅≅≅ 3 5 _ Ω
∋

∃ #    

 ∀ Δ 年 8& ΛΠ 9Θ Ο 发现 .5; 4< 血型
,

随后又证明 .5 ; 4< 系统与 ( =? 分泌型有密切关

系
。  ∀ ! 年 Ψ ΠΛ ΖΖ 提出

,

凡是 .5 /9 Ε ≅ 型的人都属于 ( =? 的非分泌型
。

但在东方人

和澳洲土著中有相当多的例外
。

如在泰国人中
,

∀ 名 .5 /
。 Ε Ζ一 ≅ 型中有 名是 ( =?

分泌型
,

这些分泌型都属于分泌 ( 或 = 血型物质的类型
,

而不属于分泌 ? 血型物质的类

型
。

在澳大利亚土著 中已发现大约 Ω 多 的人属于 .5 /
9 Ε Ζ十 ≅ 型

,

同时又是 ( =? 分泌

型 /+ 9Γ
5 。Ο 9 7

∋ ,

 Χ ∃ ≅
。

这次我们在同时检查 . 5 ; 4< 和 ( =? 分泌型的  ∀ 人中有 # Ω 名

属于 .5 /
9 Ε ≅ 型 /表 ≅

,

其中有 ∀ 名是 ( =? 分泌型
,

根据其 ( = & 血型且均属于分泌

( 或 = 血型物质的类型
,

而不属于分泌 ? 血型物质的类型
,

这同上述在泰国人和澳大利亚

土著中已发现的现象一致
。

有关中国不同民族和不同人群中 .5 ; 4< 血型系统的分布以及

中国人群中 .5; 4< 系统与 ( = ? 分泌型的关系
,

尚待今后进一步深人研究
。

表  ∀ 名华北地区汉族人的 . ∋ 加 系统与 ( =? 分泌型的分布

分 泌 型 非 分 泌 型

. 5 ; 4< 系统 一Ι 咬乏泛飞
、

. 5

/
二 Ε ≅

. 5

/
9 一 ≅

耳润竺
’

⎯
’

⎯ α
’。

⎯
’

⎯
’

⎯ “

#
∋

( = , 血型系统 ( = & 系统检查结果表明
,

华北地区汉族中
, = 型人 /# 

∋

Χ 沁≅

多于 ( 型人 /#!
∋

∀∀ 外≅
,

而 。型人 /
∋

∀∀ 多≅ 为最多 /表 ∀ ≅
,

这符合蒙古人种的特点
。

有

关中国人的 ( =, 血型分布的报道很多
,

综合这些报道可以看出
, ( = , 血型在中国分布

的总趋势是 2” 基因频率由北向南逐步减小
,

至湖南南部为最低点
,

向南略有升高
,

2& 基因

频率由南向北略有降低
,

而 2β 基因频率在长江流域的几个地区较高
,

从南向北略有降低
,



# 期 袁义达等 Α 华北地区汉族的 。; 认
、
人= 。 、

8%
、

助
、 − 等血型系统和 ( =? 分泌型的分布 “

衰 ‘ 华北Ο 区汉族 人月。 立里系统的分布

血 型 一

Ω

(

」
∋

⋯
( = 一

观 察 值 /Β≅ 期 望 值 墓因知率

# ∀

! #

。

月∀

# !
。

∀ ∀

# ∀
。

∀ !

!
。

∀

!Χ
。

Χ

∃ Δ
。

Χ Ω
。

Ω

合 计

Ω 二 Ω
。

∃ Χ!  

2β 二 Ω
。

#Ω Χ‘

∋ 二 Ω
∋

# ,

Δ  
。

  7
。

Ω Ω ΩΩ

/Ν
∋

Μ
∋

_
,

Ω
∋

 ∃ χ −χ Ω
∋

 Ω ≅

进人东北地区又有所升高/血型调查组
,  ! Ω Α 1 尚书颂等

,  Δ ≅
。

∋

8% 血妞系统 在所检查的 Δ ∀Ω 人中
,

8 型 占 #Χ ∋Δ , 多
,

% 型占 #Χ ∋ Χ多
, 。
基因

频率 /Ω∋ ∃Ω Δ ≅ 略大于 δ 基因频率 /Ω∋ ∀  ! ∀ ≅ /表 匀
。

近 #! 万汉族的 8 % 系统的分布数据

表明
,

中国北方汉族中
,

% 型略多于8型 1而南方的汉族则8型多于 % 型
。

在少数民族中
,

北方地区的民族接近汉族的分布
,

δ 大于
Θ ,

而南方的民族则8型 占大多数
,

δ 往往超过

Ω
∋

Χ 以上 /血型调查组
,

 ! Ω Ζ ≅
。

我们的结果也符合中国北方汉族人群的特点
。

但根据

? 9 ΠΝ :
一

;
5 4Θ Ζ5 ΠΡ 法则获得的期望值与观察值不符

,

造成这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抗一8 和扰

一% 血清特异性问题
,

这同以前报道的情况/血型调查组
,  ! ΩΖ 1 % 9Τ 9Υ五Θ 9 。, 。

∋ ,

 Χ ≅

相同
。

表 < 华北地区汉族 8 % 血皿系统的分布

血 型

8

8 %

合 计

观观 察 值 /Β ≅≅≅ 期 望 值值 Σ
盆盆

Χ ΧΧΧ # Χ
。

Δ∃∃∃ ∃ !
。

 !!! #
。

Ω ∀∀∀ δ 二 ,
。

∀  ! ∀∀∀

### ! ∀∀∀ ∀ ∀
∋

!!! # Ω
。

ΩΩΩΩ ∀
。

Ω ∃∃∃ Θ Ι ,
。

∃ Ω ΔΔΔ

Χ    # Χ
∋

 ΧΧΧ Δ
∋

Ω ### #
∋

Ω

!!!
。

ΩΩΩ

/Ν
∋

Μ
∋

_
,

ς ε Ω
∋

Ω ≅

∀
。

+ 卜 血型系统 用抗一 Φ 血清共检查了 Δ ! 人
,

仅发现二名 /Ω∋ 多≅ 阴性者
,

得

出 Ν 基因频率为 Ω∋ Ω ∃ Δ Ω /表 # ≅
。

在我国 已调查过 + > 系统的 #∀ 万余汉族中阴性 率仅 为

Ω∋ Δ 多
,

因此 Ν 基因频率很低 /Ω
∋

Ω Δ。≅
。

我们的结果与此相一致
。

在我国少数民族 中
,

折

疆维吾尔 自治区某些民族的 + >/Φ ≅ 阴性率较高
,

在 # 书 以上
,

Ν 基因频率在 。
∋

∀ 一Ω
∋

犯

之间 /血型调查组
,

 ! ≅
,

但很可能在有的民族中 + >/Φ ≅ 阴性率还要高
。

而其他地区

的少数民族中 + >/Φ ≅ 阴性率与汉族接近
,

都小于 多
,

Ν 基因频率低于 Ω
∋

Ω /血型调查

组
,

 ∃ ≅
&

用四种抗血清/抗一Φ
、

抗 一Γ
、

抗一。
和抗一 Η ≅检查了 Δ人

,

结果与 ? 9 Π
Ν:

Ι

φ5 4Θ 饭ΠΡ

法则计算的期望值相一致 /表 Δ ≅
。

用四种抗血清调查的汉族资料仅见 有关于上海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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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调查组
, #  ∃ ≅ 和台湾省人群 /γΙ

Π 5 Ο Ω
#

∋ ,

 Δ ∃ 1 % 9Τ 9Υ加
9 。, 9 7

∋ ,

 Δ Χ ≅ 的报道
。

这些结果表明
,

汉族人群中以 ) )Φ 55 型为主
,

约 占总人数的 ∀Ω 外 以上
,

其次为 )Γ Φ Η 一型
,

约 占 Ω 外 以上
,

这两种占总人数的 Χ ∃多 左右
。

在少数民族中
,

北方的蒙古族
、

回族的

+ > 系统的分布接近于汉族 1 南方的壮
、

彝
、

白
、

傣
、

景颇
、

苗
、

侃等族中
, Γ Γ Φ 55 型更多

,

占∀ Δ一“沁
,

ΓΓ Φ Η 一型则比汉族中少
,

约 占 巧一 # Β 1 而西北的维吾尔
、

乌孜别克
、

柯尔

克孜等民族中
, )) Φ 55 型一般只占#Ω 一 ∃ 外

,

处于第二位
,

而 )Γ Φ Η 一 、
“Φ Η 一

、

ΓΓ Φ 55 型

的频率都相应地增高 /血型调查组
,  ! ≅

。

可见
, + > 血型系统在我国各民族中分布是不

均匀的
,

因此
,

进一步对各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 + > 系统四或五种因子的深人调查是

十分必要的
。

表 Δ 华北地区汉族 +Τ 系统/四种因子≅的分布

观 察 值 /肠≅ 染色体频率

,立Κη月,口[一,Θ[‘ !产,∀
##

⋯
∃%∃ ∃ 
#

,,‘&

期 望 值 刀

∋
。

( )

∗ + ,
。

− −

∗ . .
#

−)

&

/ 0 1 二 ,
。

, ∗2 .

/ 】天 3 !
。

4 + ( ∋

5 0 1 二 ,
#

. . ∗ ,

6 7笼 二 ,
。

, 4 2 −

/ 8 1 3 !

6 8 6 3 ,

5 8 1 二 ,
#

, ∋ + ∋
5 8 6 3 ,

眨∀# #∗9∃ %了吃∀:,∃ 
#

⋯
#.
%

;
∗#∗∗∗#,‘,

‘

,,乙 <
‘∃,%%∃%!∀!了门了,的八=内

⋯⋯
月,肉月’9,/ /∀“#, ,#二,二通,夕,∗沙、,

‘#人哎∀
∗#∗∗#∗月,

%#二%卫二

血 型

/ / 0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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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血型系统 仅用抗一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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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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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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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频率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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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Α表 . Δ
。

我们对华北地区汉族的 Χ 血型系统的调查在国内尚属首次
。

国内关于

汉族 Χ 系统的报道仅见有上海市 Α 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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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Δ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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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频率在我国汉族

中的分布似乎存在由南向北逐步增高的趋势
。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
, Χ 血型系统分布不均

匀
, Χ Φ

基因频率在 中国新疆的少数民族中一般较高
,

在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接近于汉

族的频率
,

而在南方的民族中较低
。

至今已调查了 Χ 系统的各民族 中
, ΧΦ

基因频率最高

的是新疆的乌孜别克族 Α Χ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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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Π Θ 分泌型 Ο ΠΘ 唾液分泌型仅检查了 ∗ ∋2 人
,

其中分泌型 占 (. #∋ ∋务
, Ε6 基

因频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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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Α表 . Δ
。

本文有关华北地区汉族的 Ο Π Θ 分泌型的分布尚属首次报道
。

在我国上海地区的汉族中
, Ο ΠΘ 分泌型占 (4 一 −∗ 并

,

Ε6 基 因频率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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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Α上海生

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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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Γ 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
, ∗ ) ( 2 Δ

。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
,

Ο ΠΘ

分泌型一般都占整个人群的 (∋ 外 以上
,

最高为云南省的景颇族 Α分泌型占 − −并
,

Δ Ε6 基

因频率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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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Α血型调查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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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发现 Ο ΠΘ 分泌型系统在中国各民族中的分

布有什么规律性
。



# 期 袁义达等 Α 华北地区汉族的 址; 4‘
、

( <&
、

8%
、

灿
、 − 等血型系统和 ( = ? 分泌型的分布 Δ

综上所述
,

可以初步认为
,

在华北地区汉族中
, Ω 型和 = 型较多

,

% 型略多于 8 型。

玫/
9 十 ≅ 型的频率很高

,

达 # ∀
∋

Χ 务
,

并发现四名表型 .5 /
Α Ε ≅ 属于 ( =? 分泌型

,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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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我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人群已知的分布
。

/  幻 年 Ω月 日收稿 ≅

, 考 文 嗽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Χ Χ

。

血型与血库
。

第 版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中国医学科学院 分院
,  Χ

。

血型工作手册
。

第 版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血型调查组
,

 ! Ω 9
∋

我国十六个民族的血型调查报告
∋

人= , 血型及 ( =? 物质分泌能力的调查
。

中华血液学杂志
,

Α # Δ 一 # Δ
Ω

血型调查组
,

 !, Ζ
∋

我国十六个民族的血型调查报告 Θ
∋

8% 及 ς 血型调查结果
。

中华血液学杂志
, Α ∃#一

∃ Δ
。

血型调查组
,

 !
。

我国十六个民族的血型调查报告 2Θ
、 −> 血型调查的结果

。

中华血液学杂志
, #Α # Ω 一#

。

尚书颂
、

郭寅同 ,  Δ
。

中国各省区及 民族 人2幻 血型的分布
。

抽血及血液学附刊
, Α ∃ Χ一 Δ

。

易见龙等
,  Δ ∃

。

血液生理学专辑
。

第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袁又达
、

徐玫理
、

张志
、

杜若甫
,  ! #

。

华北汉族 0 57 7
,

Η践Ν Ν
,

戏
5 Ρ &

∋

乃出份
∋

加伍5Π 幼
∋

和介 血型系统的分布
∋

遗传学报
, , Α  ∃一呼Ω

。

陶大林
、

史明真
,  Δ

。

关于国人 − 血型的研究
。

输血及血液学附刊
, Α Δ# 一Δ

。
·

)> 9Θ Ν 9 Θ
盯4Θ Ρ:

&

鳍
,

Φ
∋ ,

凡 = 幻Π 9
山姐ΝΠ 9 ,

−
∋

8
5位明<

恤 皿Ν !
∋

−& Θ Ρ <掀9 − & Π Θ
,

 Χ牙
∋

− ΛΠ 伍
5 Π <ΟΛ Ν : & Μ +74

ϑ

0 577
,

Φ ΛΜ Μ:
,

−, 8%
,

. 5 ;幼 皿Ν Ψ 5 Π Ζ4伙> Ζ 7& & Ν 盯
& Λ ς < & Μ Ο> 5 ∗ Ζ山

∋

!凶Ο几59 召‘ ( 脚
蕊 Κ

∋

∗ Π

Ω−
∋

万
5Ν

∋

− “Ζ
∋

? 王Ο>
∋ ,

Ω Α #Ω  一#
∋

γ Π
9<

5Π ,

Ψ
∋

+
∋ ,

Η
∋

+
∋

Ψ 4Ζ 75 Ο气 ∗
∋

)
∋

. 55 9 Θ Ν (
·

Ψ
∋

8 & ΟΛ 7< Τ Π
,

 Δ ∃
·

= 7&& Ν 9Θ Ν <5Π
Λ δ Ρ Π & Λ ς < 4Θ ∗ 心;扭

·

Κ
∋

盆
5 Ν

∋

心旅对
∋ ,

# Α # 一#
∋

% 9 Τ幻 4δ 9
,

?
∋ ,

0
∋

& > Τ Λ Π9∋ ι
∋

#
∋

3>
5氏 #

∋

∃
∋

)>
& ;

,
∃

∋

−
∋

. 5 5 ,

ι
∋

,Π 4Ο9 ,
ι

∋

89<Λ Ν9
9 Θ Ν 凡 ∗ 9 Τ曲 9Π 氏

 Δ Χ
∋

叨
7 5 Ν 4<廿 4ΖΛ Ο4& Θ & Μ 咖5Π 94 < 5Π & 7& Ρ4 5目 妞Ν Ζ 4& Γ>

5

而, ΟΠ 9 4Ο5 4Θ Η 朋Ο 人∋ 49ϑ
∋

∗ > 5 Ν 4< ΟΠ 4ΖΛ
ϑ

Ο4 & Θ & Μ ( = ,, 8 %
,

ϕ
,

. 5 ;功 9Θ Ν + > Ρ Π & Λ −< 4Θ ∗ 94 ; 9Θ
∋

Κ叩
∋

Κ
∋

? 倪
礼 Ψ 琳

5 亡
∋ , Α # ∀ ∀一# ∃

∋

% 9 Τ 幻加9
,

+
∋ ,

0
∋

& >Τ Λ , 9
∋

8
∋

)
∋

? Λ仙 Ρ
,

+
∋

< 9 4Ο& 9 Θ Ν ∗
∋

3 5 Ο。
,

 Χ
∋

∗ > 5 Ν运ΟΠ 4Ζ Λ Ο4 & Θ & Μ <
5κ 5Π 9 7 < 5Π & 7& Ρ

ϑ

45 9 7 9Θ Ν Ζ 4& 5 >5δ 45 97 ΟΠ94 Ο< 4Θ Η 9 日Ο ( <认
∋

26
∋

∗ > 5 Ν 4< ΟΠ4Ζ Λ Ο4 & Θ & Μ Ζ 7& &Ν ΡΠ
& Λ − < 4皿 伍

5 ∗ 94 ; 9Θ 附
δ & Λ Θ Ο 9 4Θ 9Ζ

& Π 4Ρ 4Θ朋
∋

Κ叩
∋

Κ
∋

?喊
∋

Ψ 5 几5才
∋ ,

‘Α ∃ Χ55 毛!
∋

+ 9 5 5 ,

+
∋

+
∋

9 Θ Ν +
∋

39 Θ Ρ 5Π ,
 Χ ∃

∋

= 7& & Κ Ρ Π & “−召 公” 饥9 ”
∋

Δ Ο> 5Ν
· ,

= 79 5 Τ ; 5 77 <Γ 45Θ Ο4Μ45 − Λ Ζ 745 9Ο4
&
Θ<

,

& ∴ Μ价Ν
,

−
∋

# 一 # Χ
∋

φ
& Θ

∋

)
∋

− 二 ?
∋

∃
∋

3 >4Θ ,

∃
∋

φ
∋

0 4δ
,

Κ
∋

3 ; 9 Θ <& Θ 9 Θ Ν Ψ
∋

人
∋

8 9 Ο< & Θ ,

 Δ Ω
∋

Φ 4< ΟΠ 4Ζ Λ Ο 4& Θ & Μ > 5 Π 5 Ν 4加Π :

Ζ 7& & Ν Μ9 5Ο & Π <

幽
& Θ Ρ 0 & Π 5 9 Θ < Π 5< 4Ν 4Θ Ρ 认 3 5 & Λ 7

∋

0 & Π 59
∋

( δ
∋

Κ
∋

−> 夕Α
∋

( ” Ο> Π & ς
∋ ,

! Α ∃一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Φ 23 ∗ + 2= [ ∗ 2, % , γ . Ηφ 23
,

( = ,
,

8%
,

+ 玩 − = . Ω Ω Φ

Ψ + , [ − 3ι 3∗ Η 8 3 ( % , ( = ? 3 Η )+ Η ∗ 2, % 2%

? ( % %( ∗ 2, %( . 2∗ ι , γ % , + ∗ ? ) ? 2% (

ιΛ 9Θ
ι4 Ν9

〕 + Λ & ΜΛ

/2朋Ο落‘时
5

&, Ψ 邵
5Ο落“

,
( 5

叼翻‘9 <‘Θ ‘59
≅

? 9&
.Λ −4Θ Ρ

/= 7&& Ν =朋沦 Ω, = Ν Υ讯Ρ 五5 Ν ) Π & 朋 3 & Ν 5 才: ≅

0 5: ; &Π Ν< ?[δ 9Θ ς & ςΛ79 Ο4&
Θ Ρ 5 Θ 5

Ο4Γ <1 Ψ5 Θ5 ΜΟ 5λ7 沈。即 &Μ Ζ 7以记 Ρ 旧Λ −<1 玫
ϑ

;4
< Ζ7 以记 ΡΠ& Λ− 1 (丑, Ζ7 以泪 ΡΠ & Λ ς 1 8 % Ζ7以对 Ρ

Π&Λ −1 + > Ζ7 7∴ 心 ΡΠ & Λ ς 1 − Ζ 7以对 Ρ Π& 叩 1
(= ?

成又Π 5 [ Ω Θ

( Ζ < ΟΠ 扭Γ Ο

∗ >5 Ν4 <
ΟΠ4 Ζ Λ Ο4 & Θ & Μ 公, ∃ ,

( =,
,

8%
,

+ >
,

− Ζ7&& Ν <Π& 叩
∃
9Θ Ν 妞? <

5ΓΠ 5Ο4
& Θ 4Θ ? 9 Θ

Θ 9Ο4& Θ
974 Ο: & Μ% & Π Ο> )>4Θ 9 ; 9< 5 ∴

Ι
5 Ν

∋

2Θ Γ &

δδ
& Θ ; 4Ο> & Ο>5 Π

−, −Λ7 9 Ο4& Θ < & Μ ? 9 Θ Θ 9Ο4 & Θ 9
ϑ

74 Ο: 4Θ %,
Π Ο> ) > 4Θ 9 ,

Ο>5 ς Π 5<
5Θ Ο 训−Λ7

9 Ο4& Θ Π 5 κ5公5Ν 。 >4Ρ > ΜΠ 5

甲
5Θ 即 & Μ 2=

/Ω
∋

# , ≅
,

9Θ Ν

。 <

地> Ν : >屯> 5 Π

ΜΠ5 卿5Θ 印
& Μ Θ /Ω

∋

, Ω Δ ≅ Ο> 9 Θ Ο>9 Ο & Μ δ /Ω
∋

∀  ! ∀ ≅
∋

比Ρ > ΜΠ 5

明
5 Θ Γ : & Μ 玫

/9 Ε ≅ /# ∀
∋

Χ Β ≅ ; 9 <
&Ζ

<5 Πκ 5Ν
∋

( δ & Θ Ρ  ∀ 4Θ Ν4 κ 4ΝΛ 97 < Ο 5 < Ο5Ν
,

∀ Γ 9 <5< & Μ .5 /9 Ε ≅ ; 5 Π 5 Μ&
ϑ

Λ
ΘΝ Ο& Ζ5 (= ? < 5 5Π5 Ο& Π <5Γ Π5 Ο

4ΘΡ ( & Π = <

ΛΖ
< Ο9 Θ Γ 5 < Ζ Λ Ο Θ & Ο ? <Λ Ζ< Ο9 Θ Γ 5

∋

( Ο& Ο97 & Μ Δ !

<
ς5

54δ 5 Θ < ; 9 < Ο5 <Ο5 Ν Μ& Π + > /Φ ≅ 9Θ Ν & 97 : η /Ω
∋

Β ≅ & Μ + > /Φ ≅ Θ 5 Ρ 9 Ο4κ 5 ; 5 Π 5 Μ& Λ Θ Ν
,

− Α

Ρ 5 Θ 5 ΜΠ5 λ Λ 5 Θ Γ : 9

即59 Π 5Ν Ο& Ζ5 Ω
∋

#
∋

( Μ& ; 5 Π 35 Ρ 5
Θ5 ΜΠ 5λ Λ 5 Θ即 /Ω

∋

∀ Χ Δ ≅ Μ& Π

(= ? < 5 Γ Π 5 ϑ

Ο4 & Θ 4Θ 5 & δ −9 Π 4<& Θ ; 4Ο> & Ο>5 Π Θ 9Ο4 & Θ 974Ο4 5< & Μ ) >4Θ 9 ; 9 < & Ζ Ο94Θ 5 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