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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克里雅人 ABO血型分布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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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告了居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克里雅河下游地区的待识别封闭人群 克里雅人 ( 93 例)

ABO血型分布的调查结果。 克里雅人 ABO血型的分布特征为O> B> A> AB,与中国西北地区诸省的分

布相一致,其基因频率为 r ( 0 6095) > q ( 0 2019) > p ( 0 1886) , 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族的 ABO

血型基因频率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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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雅人 是一支居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居民,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类活动史

上也曾被称为 沙漠野人 。1958年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和石油重力队曾先后在克里雅河附

近发现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80年代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政府将 克里雅人 规划

入加依乡并设立了达里雅博依村。达里雅博依在维语中是 沿着河走 的意思, 该村位于塔

克拉玛干沙漠当中, 沿着克里雅河自南向北延伸,南北纵横达 200 多公里,在如此广阔的范

围内仅居住了1 000余名居民, 他们称自己为 克里雅人 。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以及交通的

险阻, 克里雅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此外,由于古代文献中对

克里雅河流域的文字记载亦残缺不全,因此对于克里雅河两岸居民的源流及其遗传学的研

究,以及若干当地历史, 地理等方面问题的探讨, 尤其显得重要了。为此,我们于 2000年 9

月在于田县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对该县加依乡达里雅博依村的 93名 克里雅人 进行了

ABO血型分布的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取样对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加依乡达里雅博依村的村民 93人。被调查者的父

母双方上溯三代均为 克里雅人 且相互间无血缘关系,经村民本人同意,确定为取样对象。

试剂 所用抗 A、抗 B等抗血清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博德公司产品。实验方法均按

试剂说明书上的要求进行。

基因频率计算法 A、B、O基因频率分别用 p、q、r表示,基因频率依据Mourant的方法

进行计算
[ 1]
, 并将计算结果进行Hardy Weinberg吻合度检验。



2 结果与讨论

克里雅人 ABO血型的表现频率及基因频率分布见表 1。经 Hardy Weinberg 吻合度检

验,各表型分布的观察值与期望值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P> 0. 75) ,符合遗传平衡定律。

表 1 克里雅人 ABO血型分布(Distribution of ABO blood system in Keriyan )

表现型

Phenotype

观察值

Obs.

表现型频率

Phenotype frequency

期望值

Exp.

期望值频率

Expected frequency
2 基因频率

Gene frequency

A 23 0. 2473 24. 69 0. 2655 0. 1157 p= 0. 1886

B 25 0. 2688 26. 68 0. 2869 0. 1058 q= 0. 2019

O 36 0. 3871 34. 55 0. 3715 0. 0609 r= 0. 6095

AB 9 0. 0968 7. 08 0. 0761 0. 5207

合计 93 1 93 1 0. 8031 df= 1, p> 0. 75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新疆 克里雅人 的 ABO血型分布特征为 O> B> A> AB, 与中国西

北地区诸省的分布相一致,其中基因频率 r( 0. 6095) > q( 0. 2019) > p( 0. 1886) , 也基本上与西

北地区诸省相吻合
[ 2]
,符合我国ABO血型系统的分布规律。在中国人群中大部分北方人群

基因频率 q大于基因频率 p, 而大部分南方人群的基因频率 p大于基因频率 q, 克里雅人的

ABO血型分布具有我国北方人群的特点。此外,这一结果与维吾尔族ABO血型的基因频率

r( 0. 5639) > q( 0. 2209) > p( 0. 2151)
[ 3]
、哈萨克族 r( 0. 5968) > q( 0. 2273) > p( 0. 1759)

[ 4]
、蒙古

族 r( 0. 5940) > q( 0. 2246) > p( 0. 1814)
[ 4]
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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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Keriyan liv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of Xinjiang was

carried out in 1958. Their ethnic attribution has not yet been decided. The distribution of ABO blood

group systems was investigated on 93 individuals whos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re Keriyan to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ne frequencies for ABO blood group are r= 0 6095, p= 0 1886, q=

0 2019. The
2
test according to Hardy Weinberg law is good. The gene frequecies of Keriyan for

ABO blood group are concordant with theose of Uygur、Kazak andMongolian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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