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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报道 了广西侗族的 ∃ 49
、

: , ; ; 、

孙
# ; % ; 、

< % ==,
、 > −? ?

、 ∗, 、
< −

≅  Α 、
) # 甲 Β

和 Χ 3 等九种

红细胞血型系统和 ∃ 45 唾液分泌型的分布
。

共调查了 Δ Α 名父母均系侗族而彼此无血缘的学

生
,

其中男 Ε 名
,
女 ∀Β 名

。

结果表明
,

广西侗族中 ∃ 4 9 系统的
Φ

基因 6Α
0

Ε Δ ∀ Ε 7
、

: , 系统

的 Γ 基因 6Α
0

Ε Δ  ! 7
、

< % ==Η 系统的 Ι Η 0

基因 6Α
0

 Ε Β 7
、

> −? ? 系统的 ϑ>
0

基因 6Α
0

! Ε Δ ∀ 7

和 &Κ
# ; % ;

系统的 Λ<# 染色体 6Α
0

Μ Β Δ 7等频率都很高
, ∃ 49 系统的 Ν 基因 6Α

0

Ε Μ Δ 7
、 Ο 系

统的 Ο 8

基因 6Α
0

7 和 )
#
Π −; 系统的 ) # 0

基因 6Α
0

Δ Δ 7 等频率较低
。

:, ; ;

系统的 ;

基因 6Α
0

Α Δ ! 7 频率很低
,

而 : ; 染色休连锁率却为零
。

介 系统的 Χ 扩 基因频率 6。
0

Μ ! Ε 7

与汉族和维吾尔族一样
,

处于低水平
。

)# Π −; 系统的 )# 6
≅ Θ 7 表型者中发现八例是 ∃ 4 5 唾

液分泌型
,

但分泌的物质不是 ∃ 便是 4 ,

而分泌 5 物质的唾液分泌型者全部都是 )# 6
≅ 一 7 型

。

六个民族间遗传距离分析表明
,

侗族与壮族在血缘上最近
,

其次是与朝鲜族
、

蒙古族
、

汉族相

近
,

而与维吾尔族最远
。

湖广云贵广大地区有很多民族聚居区和民族杂居区
,

住着我国南方几十个民族和由

北方迁人的一些民族
。

这一地区的民族起源
、

迁移和融合是很值得研究的
,

而对人口达

!Δ 万的侗族进行多指标群体遗传学的研究将十分有助于分析该地区民族的起源
、

迁移

和融合
。

侗族分布于贵州
、

湖南和广西毗连地区
,

人 口 !Δ 万余 6  ∀ Δ 7
,

是我国人 口较多

的民族之一
。

侗族的语言属我国最大的 语系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

但侗族人

民多通汉语
。

侗族自标
“

甘
“。

侗族历史悠久
,

族源的史书记载可以追溯到唐
、

宋时期的潦

族
。

在当时
,

近代的壮
、

侗
、

水
、

布依和伦佬等民族的先民被统称为僚族
。

公元十世纪的北

宋初年前后
,

侗族才从僚族中区分出来 6尤中
, /夕Β 7

。

本文报道广西侗族的 ∃ 49 、

:峪
≅

&Κ #; %;
、

< %== Η
、

> −??
、

(
、

< −#;
。 、

)# Π −; 和 Χ 3 等九种血型系统以及 ∃ 45 唾液分泌型的

分布
,

以及根据我们迄今对壮
、

朝鲜
、

蒙古
、

汉
、

维吾尔等民族红细胞血型系统基因频率的

研究结果所计算的遗传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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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调查对象与方法
0

调查对象

 ∀ 年 月
,

在广西北部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公社八江中学
,

随机调查了 Δ Α 名父

母均系侗族而彼此间无血缘关系的侗族学生
。

全部血样均取 自静脉
,

不加任何抗凝剂
。

样品在五天之内全部分型完毕
。

Δ
0

检查项目

检查了 ∃ 4∋
、

入∗, ;; 、 & Κ# ;% ; 、 < % ==Η
、

> −? ?
、

Ο
、

< −# 3 ∋ 、

) #Π 达 和 Ρ 3 等九个红细胞

血型系统以及 ∃ 45 唾液分泌型
。

0

试剂

共使用了抗
一∃

、 一4 6以上系北京市红十字中心血站产品 7
、 一

:
、 一

,
、 一

5
、 一Σ 6以

上系上海市中心血站产品7
、 一

<
、 一Τ

、 一。

6以上系天津市中心血站产品7
、 一

,
、 一 +

、 一
ϑ>Υ

6以上系西德 4# Κ Φ −1 3 Π # Φς # 公司产品7
、 一 ; 、 一ΙΗ

Υ 、 一ΙΗΩ 、 一Ο / 、
、

一
< −Υ

、 一) # Υ

和
一Ρ 3

Υ

6以

上系西德 4− 以#;Ξ 公司产品7 等 ∀ 种抗血清及抗人球蛋白试剂 6系西德 4− ∋Ξ #;Ξ 公司产

品 7
。

!
0

分型方法

∃ 4 9
、

:, ; ;

6除抗
一,

外7
、

( 和 )# Π −; 等血型系统分型采用盐水法
,

& Κ#
;% ; 血型

系统分型采用木瓜酶法
、

其余的血型系统和小
+ 型分型均采用间接 Τ Τ∋ Γ Ω; 法6上海生物

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Μ Μ 7
。

Β
0

染色体频率和基因频率计算

& Κ# ;%
;

血型系统的染色体频率的计算公式依据赵氏法 6赵桐茂
,  Μ 7

,

其余的血型

系统的染色体频率和基因频率依据 :∋% Φ ≅ 1Ξ 等人著书所 用 公 式 推算 6:∋% ΦΥ 1Ξ #/ Υ/
0

,

 Μ Ε 7
。

Ε
0

遗传距离

遗传距离 6< 7 根据 , # − 氏法 6,
# − ,  Μ Β 7

,

系统树的构成则是根据 + 1 # Υ ΞΚ 和

+ ∋ ς Υ / 氏的不加权聚类原则绘制的 6+
1 # Υ ΞΚ ≅ 1 ? ; ∋ ς Υ /

,

 Ε 7
。

遗传距离的计算共使用了

∃ 4 ∋
、

入∗, ;; 、 & Κ #;% ; 、

(
、

<
% ==Η

、

< −# 3 ∋ 、

> −? ? 等七个红细胞血型系统的位点和 ∃ 45 分

泌型位点上 ΔΒ 个参数6等位基因或染色体频率 76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ΜΜ 8 血

型调查组
,  ∀ ∋ Υ 、

 ;∋ Ω
、

 ∀ 8 赵桐茂等
, Ψ ∀ Δ Υ 、

 ∀ Δ Ω 8 袁义达等
,  Β Δ

、

 Β
、

 Β斗 ≅ 、

 ∀ ! Ω 8 Ζ % Υ 1 Ζ −? Υ 。Φ 。
0 ,

 ∀ 7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侗族的九种血型系统和 ∃45 唾液分泌型的结果列于表 / 至表 Μ 。 > 记?
、

(
、

< −# 3∋
、



期 袁义达等 ≅ 侗族九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和 ∃
45 分泌型的分布

)# Π −; 及 ∃ 45 等系统由于采用单一抗血清检查
,

自由度为零
,

不足以作 5 盯? Η一Π #− 汕
#
Φ3

吻合度测验 8 对其余的 ∃ 4 9
、

:, ;; 、

< % ==Η
、

& Κ# ;。
、

Ρ 3 等血型系统均进行了 5
Υ
Φ? 犷

Π#
−1 Ω# Φ3 吻合度测验

。

结果表明
,

这些系统的期望值和实际观察值均一致
。

0

∃ 4 9 血型系统 6表 /7

广西侗族聚居区北邻湖南通道县
,

西接贵州黎平县
,

与贵州
、

湖南侗族聚居区相毗连
。

有关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 4 9 血型分布的文献资料表明
,

我国湖南省南部 4 型频率

很低
, Ν 基因频率仅 Α

0

! 6吕靖南
,  Μ  7

,

与广东省海南岛瑶族 6Ν [ Α
0

Δ ! Ε ,

郭景元
,

 Ε 7 同为全国 Ν 基因频率最低区域
。

广西三江的侗族的 4 型频率也较低
, Ν 基因频率

仅为 Α
0

Ε 。 侗族的 ∃ 4 9 血型分布接近湖南南部汉族的分布 6
Φ

[ Α
0

Ε Δ ∀ Μ
、

( 一 Α0 Δ 的
、

Ν [ Α
0

! ,

吕靖南
,  Μ 7 6

Χ ,

一 Β
0

∀ Δ , ? =一
, Ο ∴ 9

·

Α 7
。

但侗族与广西壮族的 ∃ 49

血型分布 6
Φ

一 Α
0

Ε Α  , Ο [ Α
0

Ε ! , Ν 一 Α
0

Δ Α Μ Μ
,

Ζ% Υ1 ,

Ζ −? Υ # Φ Υ /
0 ,

 ∀ 7 却存在显著

差异 6Χ ,

[ Β
0

Μ Α , ? = [
,

( ] Α
0

Α Β 7
。

表 广西侗族 ∃ 49 血型系统的分布

记毛Φ

表表 现 型型 观 察 值值 期 望 值值 义 ,,

二⋯⋯
基因频率率

人人人 数数 频率6⊥ 777 人 教教 频率6肠777777777

ΑΑΑΑΑ Μ ΒΒΒ Μ
0

Μ  
0

! ΔΔΔ  
0

Β Α
0

Δ ΒΒΒ
ΦΦΦ

Α
0

Ε Δ ∀ΕΕΕ

∃∃∃∃∃ Ε ΒΒΒ Δ
0

!!! Β  
0

 ∀∀∀ Δ  
0

∀ !!! Α
0

月ΔΔΔ ((( Α
0

Δ Α ! ΔΔΔ

44444 Β Δ Ε
0

ΜΜΜ 斗Μ
0

∀ ∀∀∀ Δ
娜

∀ ΔΔΔ Α
0

Β ΒΒΒ ΝΝΝ Α
0

ΕΜ ΔΔΔ

∃∃∃ 444 ∀∀∀
0

 ∀∀∀
0

Μ Ε
0

∀ Δ
。

       

合合 计计 ΔΑ Α Α
0

Α ΑΑΑ Δ Α
0

Α Α Α
0

Α ΑΑΑ
0

Ε
0

_
? , 一 ‘ ( ∴ 。

·

。ΒΒΒ

Δ
0

:, +0 血型系统 6表 Δ 和表 7

侗族的 Γ 基因频率较高 6Α
0

Ε Δ ! 7 但显著低于 6
Ξ 一

0

! Α , Ο ] 。
0

Α Α 7 广西壮族的 Γ 基

表 Δ 广西侗族 :,
、

+0 和 。0 “Η 血型系统的分布

血血型系统统 表 现 型型 观 察 值值 期 望 值值 Χ ,,

基因频率率

人人人人 数数 频率6⊥ 777 人 数数 频率6⊥ 7777777

::: ,,, ::: ∀!!! !
0

Μ    Μ  
0

Ε  
0

Ε Α
0

Δ !!! Γ 二 Α
0

Ε Δ  !!!

::::: ,,, ∀ ΒΒΒ 斗Δ
0

Δ     
0

Μ ΜΜΜ ! Ε
0

ΕΒΒΒ Α ∀ ΔΔΔ 1 , Α
0

Μ Α ΕΕΕ

,,,,,,, ΔΔΔ Β
0

 ΔΔΔ Δ Μ
0

Ε ΑΑΑ
。

Μ Α
0

Μ ΑΑΑΑΑ

合合合 计计 Δ Α Α Α
0

Α ΑΑΑ Δ Α
0

Α ΑΑΑ   
0

    
0

Μ ΕΕΕ ? =二 ∗ (∴ Α
。

ΑΑΑ

+++ 弓弓 + +++ ΑΑΑ ΑΑΑ Α
0

Α Α
。

Α ΔΔΔ

_
。

·

““Α ,, Β Α Α
。

Α Δ!!!

+++++ 444 ΒΒΒ Δ
0

!    !
0

 ΔΔΔ Δ
。

斗ΒΒΒ Α
。

Α Α Α Α ≅ 二 Α
。

 ∀ Μ ΕΕΕ

33333 日日  ΕΕΕ  Μ
0

Β  Ε
。

Α ΒΒΒ  Μ
。

Β

合合合 计计 Δ Α Α Α
0

Α ΑΑΑ Δ Α
0

Α ΑΑΑ ΑΑ
。

Α ΑΑΑ Α
0

Α Α Α ΒΒΒ ? = 二 ∗ (∴ Α
。

 ΜΜΜ

<<< % ==ΗΗΗ 斤6
Υ Θ Ω 一 777 ∀ ΜΜΜ  

0

Α ∀ Μ
0

Δ ΔΔΔ  
。

!!! Α
0

Α Α Α ΙΗ’ [ Α
。

 Ε Β

ΙΙΙΙΙ , 6
Υ Θ Ω Θ 777 碑碑 Ε

0

 ΜΜΜ
0

Β !!! Ε
0

Μ!!!

_
。

·

∋。, ,, Ι了七 二 Α
0

Α !    

ΙΙΙΙΙ Η6
Υ 一 Ω Θ 777 ΑΑΑ ΑΑΑ Α

0

Δ !!! <
。

ΔΔΔΔΔΔΔ

合合合 计计 Δ Α Α Α
0

ΑΑΑΑ Δ Α
。

Α ΑΑΑ Α Α
。

ΑΑΑΑ Α
0

Α Α !!! ? = [ ∗ ( ∴ Α
0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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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广西侗族 :, ;0 血型系统的分布

观 察 值 期 望 值
表 现 型 染 色 体 0 染色体频率

_ 人 数 频率6⊥ 7 频率6⊥ 7

: : + +

: : + +

:: 4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0

Μ  
0

Ε

Α

Α
0

Ε Δ⎯ !

Α
0

Α Δ !

〔
0

Β ΒΔ

ΒΒΒΒ::,,
一一

吁ΛΨ,,了
吮
」, !∀八##仅划‘曰

∃∃

⋯
%#∃臼&∋(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
∃

1 )

+
∃

, 1

+
∃

丁

2 2 ! # + +
∃

+ # 3 4 5 6 7 8
。

0 ,

一
· 。。9。−9。1。川

因频率 :; 5 <
,

0 − ∗ ) , = > ?  = ≅3 Α 亡Β 。#
∃ ,

#∗ , − Χ
。

在 , ,
系统中仅发现五例 , ,

型
,

无 , ,

型
,

侗族的 Δ 基因频率较低 :+
∃

+ # 1 ) Χ
,

同广西壮族的 Δ 基因频率 : 6 5 +
∃

+ # # ∗
,

=> ?  = ≅3 ?

。 ?!∃
,

#∗ Ε − Χ 相下致
。

侗族的 Φ 6 连锁率为零
,

而在已检查过 Φ Γ 6Δ 系统的民族中
,

一

般 Φ Δ 连锁率都大于 Γ Δ 连锁率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型组
, # ∗ 00 Η 袁义达等

, #∗Ε ) Η

= >?  =≅ 3 Α 。, 。 #
∃ ,

#∗ Ε − Χ
。

造成侗族 ΦΔ 连锁率为零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 6 基因在侗族中

较少
,

加 之检查的样品数量不够大
,

以致在 Ε) 例 ΦΦ 型中没有遇到 66 型或 6Δ 型
。

这

有待今后进一步验证
。

−
∃

Ι ϑ Κ Δ> 。
血型系统 :表 ) Χ

1 +# 名受检者中无一例是 Ι ϑ:
一Λ Χ 阴性

,

说明侗族的 Ι ϑ :
一Λ Χ 阴性率是很低的

,

这

与我国南方的民族相似 :血型调查组
, #∗ Ε # Η = >?  =≅ 3 ? 。, 。#

∃ Α

# ∗ Ε − Χ
。

而且侗族同中国

其他民族一样
,

在六种表现型中 ∋∋ Λ Κ Κ 型 占多数 : , 3
∃

1 1沁 Χ
, ∋Λ Κ 频率在 +

∃

0, 以上
,

但

我国广西壮族和云南沉族的 ∋Λ Κ
频率更高

,

分别为 +
∃

0夕和 +
∃

Ε # :血型调查组
, # ∗ Ε # Χ

。

表 ) 广西侗族 Ι ϑ ∃ 。 血型系统的分布

观 察 值 期 望 值
表 现 型 染 色 体 染色体频率Μ一

。。。∃

一
∃

一、‘Ν
∀一

甘∃Ο∃∃口∃∃∃∃∃∃∃∃∃∃∃∃∃∃

#
∃∃口

频率:Π Χ Θ 人 数 频率: ΠΧ数

一
Ο了−9,,、

)
、

巨压盯ΡΡΡ口Ρ

∋ ∋ Λ Σ 一

∋ ∋ Λ Κ Κ

∋ Κ Λ Σ .

∋ Κ Λ Κ Κ

Τ Κ Λ Σ .

∋ Κ Λ Κ Κ

−
∃

) ,

, /
∃

1 1

1 −
∃

Ε ,

# #
∃

∗ )

1
∃

斗∗

# ∗ ∗

丁
∃

+ −

# # )
∃

+斗

) )
。

−1

1 ,
∃

,−

石
∃

/ ,

#
∃

斗−

−
∃

苏

, /
∃

丁)

1 1
∃

+ ,

#1
∃

丁+

)
∃

−+

+
∃

丁#

∋ Λ Σ

∋ Λ Κ

Τ Λ Σ

Τ Λ Κ

+
∃

+ 1 1乡

仁
, ∃

丁, − 1

+
∃

# − ∗ /

+
∃

+ ,书−

2 Η Υ Θ Α 。Η Θ
Η。。

∃

。。 Θ
Α 。#

.

。。 Θ
Α 。。

.

。。
Θ 3 4 一 ς 7 8 +

∃

, 七

)
∃

Λ > 44 Ω 血型系统 :表 1 Χ

在我国各民族中 ΞΩ? 基因频率都普遍较高
。

侗族的 ΞΩ
“

基因频率为 +∃ ∗ / ,# ,

在迄



期 袁义达等 ≅ 侗族九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和 ∃ 4 5 分泌型的分布

今为止同时用抗
一ΙΗ

“

和抗
一ΙΗ” 两种血清检查的中国各民族中6赵桐茂等

,  ∀ ΔΥ 8 袁义迟

等
,  ∀ Δ

、

 ∀ ! Υ 8 Ζ% Υ 1 Ζ −? ≅ 。, 。
0 ,

 Β 7 是最高频率
。

Β
0

>记? 血型系统 6表 Β7

侗族的 ϑ>Υ 基因频率6Α
0

! Ε Δ ∀ 7在中国各人群中6赵桐茂等
,  ∀Δ Ω 8 袁义达等

,  ∀ Δ 、

 Β ! ≅ 8 Ζ%Υ 1 Ζ记≅ 以 以
0 ,

 Β 8 , Υς Υ−远
Τ’ ‘

0 ,

 Ε Μ 、  Μ 7 也是比较高的
,

它显著

6
Ξ 一 Δ

0

Β Β
, Ο ] Α

0

Α 7 高于广西壮族的 ϑ>
“

基因频率 6ϑΦ [ Α
0

Ε !  , Ζ % Υ 1 Ζ记 ≅ 以 ‘
0

,

 ∀ 7
。

Ε
0

( 血型系统 6表 劝

侗族的 Ο ,

基因频率 6Α
0

7 接近广西壮族的 ( ≅

基因频率 6(
,

[ Α
0

Α Δ !
,

Ζ % Υ 1 Ζ记Υ

Τ∗ 。
0 ,

 ∀ 7 6
Ξ 一

0

∀
, ( ∴ Α

0

Α 7
。 ( ,

基因频率在我国南方已调查过的各人群中均佼

低6血型调查组
,  ;∋Ω 7

∋

Μ
0

< 认 Α 血型系统 6表 Β7

< 俨基因几乎仅蒙古人种群体中才有
。

我国已检查过 < −Τ;
。
系统的民族均有低频率

的 < −Υ 基因频率
,

其中华北汉族为 Α0 Α Β Ε Μ 6袁义达等
,  ∀ Δ 7

,

朝鲜族为 Α0 Α ! ΑΔ
,

壮族为

∋
·

Α ! Ε 6Ζ
% Υ 1 Ζ −? Υ 。, Υ /

0

,  Β 7
,

维吾尔族为 Α
0

Α  Δ 6袁义达等
,  Β ! 7

,

台湾省的高 山

族为 Α
0

Α ! 6,
Υ ς Υ−−Γ Υ ΤΞ Υ/

0 ,

 Μ 7
。

侗族的 < −
Υ

基因频率为 Α
0

Α Δ Δ Ε ,

显著低于华北汉

族的 < −Υ 基因频率 6
Ξ [ Δ

0

Ε Α , Ο ] Α
0

Α 7
,

接近高山族的 < −Υ 基因频率6
Ξ [ Α

0

Μ Α , Ο ∴ Α
0

! 7
,

与朝鲜
、

壮
、

维吾尔等民族也均无统计学的显著差异 6
Ξ 分别等于

0

朽
、

0

Ε∀ 和
0

∀
, ( 均

∴ Α
0

Α Β 7
。

农 ; 广西们雄 0α 0 −0
、
“汤? ?

、
(

、

戊叫, 等血型系统和 β4 5 分泌型的分布

受受检人数数 表 现 型型 观 察 值值 观察值频率率 基 因因
666666666⊥ 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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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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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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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一 77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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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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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Θ 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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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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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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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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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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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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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Α ( ≅

6Θ 777

≅χχχ
Δ !

。

∀ ∀∀∀ ( 222
Α

0

ΟΟΟΟΟΟΟ −

6一77777 Μ Β
0

ΔΔΔ Ι ,,
Α

0

∀ Ε Ε ΜΜΜ

<<< −3 # ∋∋∋ Δ Α 压6
Υ Θ 777    !

0

! ∀∀∀ <
,

χχχ
Α

0

Α Δ Δ ΕΕΕ

<<<<<<< −6
Υ 一 777  ΔΔΔ  Β

0

Β ΔΔΔ < Ξ 222
Α

。

 Μ Μ !!!

∃∃∃ 4 555 Δ Α 分 泌 型型 ! ∀∀∀ Μ
0

Ε +### Α
。

! ∀ Ε ΒΒΒ

非非非非分泌型型 Β Δ Ε
。

ΜΜΜ
‘亡亡 Α

。

Β ΒΒΒ

∀
0

) # Π −0
血型系统 6表 Β7

侗族的 ) #Υ 基因频率为 。
0

Δ Δ ,

显著低于华北汉族 6)#
,

一 。
0

!  Ε ,

袁义达等
,

 ∀ ! Ω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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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 6) #Υ 一 Α
0

! Α Μ ,

袁义达等
,  ;! Υ

7 和台湾高)/2∗ 族 6)
# Υ

δ Α
0

Β 一! ,

,
Υ ς Υ

α如
Υ

。 公
0 ,

 Μ 7 的 ) #Υ 基因频率 6
Ξ
分别等于 !

·

Δ Β 、
0

Δ 和 !
0

Β Β , Ο 均 ] Α
0

Α Α Β 7
。

,
0

∃ 4 5 分泌型 6表 Β7

侗族的 ;# 基因频率6Α
0

! ∀ Ε Β 7接近于 6
Ξ [ Α

0

Μ Α , ( ∴ Α
0

! 7 广西壮族的频率6Α
0

! Ε Δ 7
、

而我国多数民族的 ;# 基因频率却均在 Α
0

, 以上6血型调查组
,  ∀ ∋ Υ

7
。

本研究中发现的 Δ 例 )# 6
≅

Θ 7 型中有 ∀ 例为 ∃ 45 唾液分泌型
,

而且值得注意 的

是
,

这 ∀ 例所分泌的不是 ∃ 物质就是 4 物质
,

无一例分泌 5 物质6表 Ε 7
。

在华北汉族中也

已发现同样的现象 6袁义达等
,  ∀ ! Ω7

。

与国外报道的泰国等地的人群中所 出现的结果

相一致 6&Υ Τ# ΤΞ 。
0 ,

 Μ Β 7
。

据说
,

在世界大多数群体中
,

)# 6
Υ
Θ 7 型者必定是 ∃ 45 唾

液非分泌型
,

只有在东南亚地区和澳洲土著中有例外 6&Υ Τ# ΤΞ Υ/
0 ,

 Μ Β 7
。

表 ‘ 广西侗族的 ) # Π −0 血型系统与 ∃ 45 唾液分泌型分布的关系

味华
型

分泌型分泌物质 非分泌型非分泌物质

一
Ψ Κ Ζ ≅ , 系统 [

[

一一飞
∴ 和 ] ∴ 和 ]

Ψ Κ
:
? Υ Χ

Ψ Κ
:

? 一 Χ

#+
∃

Μ ⊥ 血型系统 :表 劝

在我国已有 Μ ⊥ 系统资料的民族中
, Μ ⊥? 基因在台湾的汉族 中 频 率 较 高 达 +

∃

, 1 , −

: Γ
? _ ?一油

? Κ Β ? !
∃ ,

# ∗ / 0 Χ
,

而其余民族的 Μ ⊥
?

基因频率较低
,

如华北汉族为 +
∃

− 1 0 − :袁义达

等
,

# ∗ ,1 Χ
,

新疆维吾尔族为 +
∃

− ) # − :袁义达等
, #∗ Ε) ? Χ

,

台湾高山族为 +
∃

− 0 ∗ 0 : Γ
? _ ?&如

?

。Β ? !
∃ ,

#∗ 0 # Χ
,

均不足 +
∃

) 。

广西侗族的 Μ ⊥
?

基因频率为 +
∃

− 0 ) / ,

也较低
。 Μ ⊥

“

基因频率在

世界多数群体中
,

包括 日本
、

华侨
、

东南亚地区的人群均较高 :Ι? ΤΚ 。, 。#
∃ ,

# ∗ 夕, Χ
,

而在我

国包括侗族在内的几个民族中却较 低
,

这种情况值得今后深人探讨
。

表 0 广西侗族 ⎯ ⊥ 血型系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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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袁义达等 ≅ 侗族九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和 ∃ 45 分泌型的分布 Δ ∀

0

遗传距离与系统树

根据 ∃ 49
、

:, ;;
、

& Κ# ;%;
、

(
、

< ∋= 勿
、

> 记? 和 < −# 3∋ 等七个红细胞血型系统位点

以及 ∃ 45 分泌型位点上的基因频率计算获得的遗传距离 6表 ∀7 表明
,

侗族的红细胞血

型系统的遗传组成综合地表现了我国南方民族的特征
。

在蒙古
、

朝鲜
、

汉
、

壮和维吾尔族

五个民族中
,

侗族与广西壮族遗传距离最近 6Α 0Α Α ! Β 7
、

与汉族的遗传距离 也 有 Α
0

Α ΕΒ ,

而与新疆维吾尔族最远 6Α
0

Α ! Ε 7
。

在系统树6图 /7 上侗族首先与南方的壮族聚类
。

北方

的蒙古族先与汉族相聚然后与朝鲜族聚类
,

然后再与南方的群体相聚
。

新疆的维吾尔族

与汉族
、

蒙古族的遗传距离较近
,

其次是与朝鲜族 8而与侗
、

壮两族的遗传距离最远
。

在系

统树上维吾尔族最后才与以上两大群体相聚
。

表 ∀ 侗族与中国其他五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 以公印

旅古族

翻姆族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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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传距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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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侗族与中国其他五个民 族 的系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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