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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调查了 2 760 例内蒙古中、西部区 6 个人群 (鄂尔多斯蒙古族、伊盟汉族、锡林郭勒蒙古族、察哈尔蒙

古族、乌拉特蒙古族、巴盟汉族)的卷舌、叠舌、翻舌、尖舌、三叶舌特征。研究表明 :1) 内蒙古西部区人群卷

舌率、翻舌率、三叶舌率多低于内蒙古东部区人群 ;2)乌拉特蒙古族分别与另外 3 个蒙古族人群的叠舌率、

尖舌率、三叶舌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3) 5 种舌运动类型的百分率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4) 卷舌与翻舌、卷舌

与三叶舌、叠舌与翻舌、翻舌与尖舌存在着相关。叠舌与尖舌、叠舌与三叶舌、尖舌与三叶舌不存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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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遗传素质的不同 ,不同种族、民族的舌内肌与舌外肌运动特征可能存在一定的差

异 ,形成各种舌运动类型 (卷舌、叠舌、翻舌、尖舌、三叶舌)的不同的出现率。因此 ,通过舌运

动类型的群体调查 ,可以推测不同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远近。在同一民族内部 ,由于各种原

因 (历史、文化、地理) ,也可形成不同的相对隔离人群。这些隔离人群的舌运动类型也可能

存在一定差异。舌运动类型成为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人类遗传学) 研究的经典指标。近年

来 ,我国人群的舌运动能力渐有报道。郑连斌等报道了呼和浩特市回族及汉、蒙古族舌运动能

力[1 ] 。杨康鹃等报道了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与汉族舌运动能力[2 ] 。李咏兰等报道了内蒙古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舌运动能力[3 —4] 。栗淑媛等报道了内蒙古兴安盟朝鲜族、汉族、

蒙古族舌运动能力[5 ] 。郑连斌等报道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巴尔虎蒙古人、厄鲁特蒙古人、布里

亚特蒙古人舌运动能力[6 ] 。蒙古族是在汇纳了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众多部落而形成的一个民

族。已发表的蒙古族资料主要取样于内蒙古东部区蒙古族人群。生活在内蒙古中、西部的各

蒙古族人群资料尚未见报道。为了了解内蒙古中西部人群舌运动能力特征 ,丰富我国人群资

料 ,为内蒙古各人群的舌运动能力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我们进行了这项研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我们于 1998 年 11 月在巴彦淖尔盟蒙古族中学调查了 474 例 (男 207 例 ,女 267 例) 乌拉

特蒙古族人 ,1999 年 10 月在巴彦淖尔盟磴口县一中调查了 508 例 (男 274 例 ,女 234 例)巴盟

汉族人 ,2001 年 10 月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蒙古族中学调查了 522 例 (男 256 例 ,女 266

例)锡林郭勒蒙古族人、287 例 (男 127 例 ,女 160 例)察哈尔蒙古族人 ,2001 年 11 月在东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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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盟蒙古族中学调查了 508 例 (男 223 例 ,女 285 例) 鄂尔多斯蒙古族人 ,在伊盟二中调查了

461 例 (男 233 例 ,女 228 例)伊盟汉族人。调查包括卷舌、叠舌、翻舌、尖舌、三叶舌等 5 项舌

运动能力。调查采用随机整群抽样 ,并令其反复练习。随后 ,开始逐人逐项调查。被测者为

高中学生 ,其父母均为同一民族。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资料 ,统计时予以摒弃。

2 　结　果

内蒙古 6 个人群舌运动能力调查结果见表 1。

表 1 　内蒙古 6 个人群 5 种舌运动类型的调查结果( %)

Finding of five types of tongue’s movement in six popul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人群　人数
卷舌 叠舌 翻舌 尖舌 三叶舌

能 否 能 否 全翻 右翻 左翻 否 能 否 能 否

男　　223 72165 27135 6128 93172 9142 9142 5183 75134 78148 21153 29160 70140
鄂尔多斯

蒙古族
女　　285 76184 23116 5161 94139 9112 7102 8107 75179 83186 16114 20135 79165

合计　508 75100 25100 5191 94109 9125 8166 6150 75159 81150 18150 24141 3 75159

男　　233 76182 23118 3186 96114 10130 8158 6101 75111 74125 25175 25132 74169
伊盟

汉族
女　　228 73125 26175 4183 95118 7146 7190 9121 75144 83133 16167 20161 79139

合计　461 75105 24195 4134 95166 8189 8124 7159 75127 78174 3 21126 22199 77101

男　　256 83198 16102 4169 95131 14145 8120 10116 67119 74122 25178 25178 74122
锡林郭勒

蒙古族
女　　266 80108 19193 8165 91135 15179 9102 4189 70130 75156 24144 18105 81196

合计　522 81199 18101 6171 93130 15113 8162 7147 68177 74190 25110 21184 3 78116

男　　127 67172 32128 3136 97164 10124 5151 11102 73123 75159 24141 18111 81189
察哈尔

蒙古族
女　　160 82150 17150 3175 96125 11125 12150 3113 73113 75100 25100 15100 85100

合计　287 7519633 24104 3114 96186 10180 9141 6162 73117 75126 24174 16138 83162

男　　207 77130 22171 12108 87192 14149 5180 9118 70153 57149 42151 30192 69108
乌拉特

蒙古族
女　　267 71191 25109 12173 87127 19110 4112 5160 70179 67104 32196 24134 75166

合计　474 74126 25174 12145 87155 17109 4185 7138 70168 62188 3 36113 27122 72178

男　　274 65169 34131 8139 91161 10195 7130 6193 74181 73136 26164 15133 84167
巴盟

汉族
女　　234 69123 30177 12139 87161 9140 6184 7127 76150 82105 17195 11197 88103

合计　508 67132 32168 10124 89176 10124 7109 7109 75159 77136 3 22164 13178 86122

　　3 P < 0105 ,性别间差异显著 ; 33 P < 0101 ,性别间差异极显著

3 　讨　论

3. 1 　6 个人群 5 种舌运动类型

本文选取的 6 个人群虽均生活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但他们的来源并不相同。锡林郭

勒蒙古族人 (简称锡蒙)生活在内蒙古中部区锡林郭勒盟北部一带 ,以牧业为主 ,还可细分为

乌珠穆沁部、阿巴噶部、苏尼特部。察哈尔蒙古族人 (简称察蒙)主要生活在锡林郭勒盟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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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乌兰察布盟东南部 ,历史上在蒙古诸部中曾强盛一时。明嘉靖年徙牧于辽东边外 ,康熙十

四年 (1675) 乘三藩之乱反清 ,兵败后余众被迁至宣化、大同边外 ,编为察哈尔八旗。鄂尔多

斯蒙古族人 (简称鄂蒙)世居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高原。曾服属于察哈尔部林丹汗 ,后归降

清朝 ,被编为七旗 ,游牧于伊克昭盟。乌拉特蒙古族人 (简称乌蒙)原游牧于内蒙古东部区的

呼伦贝尔草原 ,清顺治五年被编为三旗 ,牧地在河套北岸、噶札尔山之南 ,约当今巴彦淖尔盟

的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与乌拉特后旗地境[7 ] 。生活在伊克昭盟和巴彦淖尔盟的汉族 (简

称伊汉、巴汉)主要源于宁夏、陕西、山西、河北诸省 ,与内蒙古东部区汉族来源亦有区别。

卷舌　6 个人群卷舌率以锡林郭勒蒙古族最高 (81199 %) ,以巴盟汉族 (67132 %) 最低。

其余 4 个人群卷舌率在 75 %左右 ,值很接近 ,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两个汉族卷舌率存

在极显著性差异 (x2 = 711 ,df = 1 ,P < 0101) 。巴盟汉族与乌拉特蒙古族、锡林郭勒蒙古族、察

哈尔蒙古族卷舌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或极显著性差异 (0105 > P > 0. 01 或 P < 0. 01) 。

内蒙古的一些人群卷舌率已有报道 :鄂温克族为 72105 %
[4 ]

,达斡尔族为 80141 %
[3 ]

,鄂

伦春族为 75100 %
[4 ]

,朝鲜族为 83172 %
[5 ]

,回族为 82111 %
[1 ]

,巴尔虎蒙古族为 83133 %
[6 ]

,厄

鲁特蒙古族为 78187 %[6 ] ,布里亚特蒙古族为 83133 %[6 ] ,科尔沁蒙古族为 78105 %[5 ] ,兴安盟

汉族为 78188 %[5 ] 。除锡林郭勒蒙古族外 ,本文报道的另外 5 个西部区人群卷舌率多低于东

部区诸人群 ,反映出内蒙古东、西部区人群舌运动类型的不同之处。

国外资料报道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黑人卷舌率为 81196 %
[8 ] 。美国威尔士学生卷舌率为

80100 %
[9 ] 。印度中央邦穆里亚人卷舌率为 82160 %、哈尔巴人卷舌率为 90157 %

[10 ] 。美国华

盛顿特区白人卷舌率为 73164 %
[11 ]

,英国英格兰学生卷舌率为 73140 %
[9 ] 。秘鲁东部低地讲

Quechua 语人群卷舌率男为 5513 % ,女为 6217 % ;东部低地讲西班牙语混血儿人群卷舌率男

为 6618 % ,女为 6319 % ;中心高地讲 Quechua 语人群卷舌率男为 5219 % ,女为 4111 %
[12 ] 。俄

罗斯达格斯坦的博特里赫人卷舌率为 5418 % ,穆尼人卷舌率为 4416 %
[13 ] 。总体来说 ,本文 6

个人群卷舌率与上述国外人群比较处于中间水平。

叠舌 　6 个人群叠舌率以乌拉特蒙古族最高 (12145 %) ,巴盟汉族次之 (10124 %) ,以察

哈尔蒙古族最低 (3114 %) 。两个汉族人群差异极显著 (x2 = 1212 ,df = 1 ,P < 0101) 。乌拉特

蒙古族与另外 3 个蒙古族人群差异极显著 ( P < 0101) 。锡林郭勒蒙古族与察哈尔蒙古族差

异亦显著 (x
2

= 4159 ,P < 0105) 。这表明内蒙古西部区各人群叠舌率高低不一 ,相差较大。

国外人群的叠舌率彼此相差更大。美国华盛顿特区白人为 2143 % ,路易斯安那州黑人

大学生为 16126 %。希腊北部塞萨洛尔基市人高达 55132 %
[15 ]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对叠舌

判断标准与其他学者不一致所致。

翻舌 　 6 个人群翻舌率以锡林郭勒蒙古族为最高 (31123 %) ,乌拉特蒙古族次之

(29132 %) ,其余 4 个人群翻舌率相近 (26183 % —24141 %) 。x
2 检验显示 ,4 个蒙古族人群中

仅锡林郭勒蒙古族与鄂尔多斯蒙古族翻舌率存在差异 (x
2

= 610 ,df = 1 ,P < 0105) 。两个汉族

人群间、乌拉特蒙古族与巴盟汉族间、鄂尔多斯蒙古族与伊盟汉族间均无显著差异 ( P >

0105) 。可以认为内蒙古西部区人群翻舌率彼此较为接近。

尖舌 　 6 个人群尖舌率以鄂尔多斯蒙古族最高 ( 81150 %) , 乌拉特蒙古族最低

(62178 %) 。其余 4 个人群尖舌率在 78174 % —74191 %之间。6 个人群之间尖舌率多存在显

著差异。鄂尔多斯蒙古族尖舌率高于其他 3 个蒙古族人群 ( P < 0105 或 P < 0101) 。乌拉特

蒙古族尖舌率明显低于其他 3 个蒙古族人群 (P < 0101) ,也明显低于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巴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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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 (x
2

= 2417 ,P < 0101) 。目前尚未见国外人群尖舌率的报道。

三叶舌　6 个人群三叶舌率以乌拉特蒙古族最高 (27125 %) ,察哈尔蒙古族 (16138 %) 与

巴盟汉族 (13178 %)分居第 5、6 位。另外 3 个人群三叶舌率在 24141 % —21184 %之间。4 个

蒙古族人群之间比较 ,乌拉特蒙古族三叶舌率与锡林郭勒蒙古族、察哈尔蒙古族存在显著性

差异或极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或 P < 0101) 。伊盟汉族三叶舌率明显高于巴盟汉族 (x2 =

1318 ,P < 0101) ,乌拉特蒙古族三叶舌率也明显高于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巴盟汉族 (x
2

= 2714 ,

P < 0101) 。内蒙古东部区一些人群的三叶舌率已有报道 ,在 31137 % —20100 %之间。总的说

来 ,东部区人群三叶舌率高于西部区人群。国外人群三叶舌率报道很少。

312 　舌运动类型的性别间比较

舌运动类型出现率是否存在性别间差异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Startevant[16 ] 、

Azimi2Garakani et al .
[9 ]认为卷舌率与性别无关。Urbanowski et al .

[17 ] 、Liu et al .
[14 ] 、Pentzos2

Daponte
[15 ]认为卷舌率存在性别间差异。Liu et al . 还认为叠舌率亦存在性别间差异。Hir2

schhorn 认为翻舌率与性别有关 ,女性高于男性[18 ] 。我国学者研究资料多认为卷舌[1 —2 ,4 ,6 ] 、

叠舌[1 —4 ,6 ] 、翻舌[1 ,3 —4 ,6 ] 、尖舌[1 ,3 ] 、三叶舌[1 —2 ,4 ,6 ]不存在性别间差异。

本次调查显示 6 个人群中仅 1 个人群的卷舌率、2 个人群的尖舌率、2 个人群的三叶舌

率出现性别间差异。可以认为 ,总的看来 5 种舌运动类型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313 　5 种舌运动类型间的相关

Ф相关法是根据 x
2 检验的 x

2 值来判断两个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的方法 ,多应用于计

数资料。x
2 值若有显著性 ,则 Ф相关的相关系数 rФ也是显著的[19 ] 。6 个人群中卷舌与翻舌

(均 x
2

< 0101) 、卷舌与三叶舌在 6 个人群中均呈相关 (x
2

< 0101 ,或 0105 < x
2

< 0101) ,叠舌与

翻舌、翻舌与尖舌在 5 个人群中呈相关。这 4 对舌运动类型彼此相关应无疑问。翻舌与三

叶舌在 4 个人群中呈相关 ,卷舌与叠舌、卷舌与尖舌在 3 个人群中呈相关 ,这 3 对舌运动类

型是否相关还需等待更多的资料予以分析。叠舌与尖舌、叠舌与三叶舌、尖舌与三叶舌仅在

2 个人群中呈相关 ,而在 4 个人群中不呈相关 ,提示这 3 对舌运动类型应无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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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ONGUE MOVING TYPES OF SIX

GROUPS IN INNER MONGOLIA

ZHEN G Lian2bin1 , LU Shun2hua2 , LI Shu2yuan2

(11 Department of Biology ,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4 ;

21 Department of Biology ,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 Huhhot 　010022)

Abstract : A sample of 2760 cases including six group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Inner Mongolia

was investigated on rolling , folding , twisting , pointed and clover2leaf tongu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2
lows : (1) The frequencies of rolling , twisting and clover2leaf tongues are mostly lower in the western

part than those in the eastern part . (2)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frequencies of folding ,

pointed and clover2tongues between Urad Mongols and three other Mongolia groups. (3) No significant

sexual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frequencies of five types. (4) Correlation occurred between rolling

and twisting , rolling and clover2leaf , folding and twisting , twisting and pointed tongues , but didn’t

occur between folding and pointed , folding and clover2leaf , pointed and clover leaf tongues.

Key words : Rolling tongue ; Folding tongue ; Twisting tongue ; Pointed tongue ; Clover2leaf tongue ;

Mongol ; Han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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