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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地区回族青年发中微量元素

含量的测定和比较研究
诀 仁

王振英 杨若明
中央民族大学

,

北京

王响逸

摘 要

利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对来自 个省
、

市
、

自治区 县 的 例回族青年学生的头发

中 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

用方差分析法进行了差别显著性检验 考查了地区分布因

素以及性别因素对回族发样中 种微量元家的含量的影响 本文发现民族因索对回族发中 种

徽量元素含量的影响大于地区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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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微量元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 余年来的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
,

人发微

量元素的含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生物休内某些活动的信息
,

有人将人发中微量元素的含

量称之为
“

人发的密码
”

然而
,

关于密码的破译尚有待于多方面的大量的研究工作 而同

一国家中的不同民族的人发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是否有显著的差别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国

内至今尚未报道 我们对国内 个民族青年人的发样进行了钙
、

锌
、

镁
、

铁
、

锰
、

铜

种元素的测定
,

并进行了初步的 比较研究
,

结果表明
,

民族因素对所测定的几种元素的含

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回族是我国分布较广
、

人 口较多的一个民族
,

在宗教信仰
,

文化习俗
,

饮食习惯等方

面均有自己 的民族特点 为了探讨地理
、

自然环境等因素与民族因素对人发中微量元素含

量的影响中
,

那一个更大
,

在上述工作的基祝”上随机选取了来自宁夏
、

青海
、

甘肃
·

“一等

个省
、

市
、

自治区 县 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分属于 余个系
、

部刚人校的新生

人
,

对他们头发中 种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

并按他们所来地区划分成组进行差别显著

性检验
,

以求对我国
“

人发密码
’

的破译提供有用的数据和资料

收稿 日期  一 一

本工作得到
“

北京中关村地区联合分析测试中心
’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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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部 分

 发样的采集

中央民族大学刚人校新生
,

分属于 余个系
、

部 他们分别来 自我国宁夏
、

青海
、

甘肃
、

山东
、

河北
、

河南
、

云南
、

四川
、

湖南
、

湖北
、

浙江
、

福建
、

黑龙江
、

辽宁
、

内

蒙
、

北京等十八个省
、

市
、

自治区 县 年龄均在 一 岁之间
,

身体健康
,

发育良

好
,

双亲皆为回族 男 例
,

女 例
,

共计 例

发位

枕部头发
,

每例 一 克

发样预处理

将每例发样用 的
“

海鸥
”

洗涤剂浸泡 一 分钟左右
,

洗涤
,

然后分别用蒸馏

水
、

二次去离子水充分冲洗
,

置 ℃下烘干 称重后
,

用硝酸一高氯酸的混合液硝解
,

在

电热板上蒸干 定容
、

待测

 测定方法

高频电感祸合等离子休发射光谱法
。

仪器

一
、

美国 型

实验结果与统计检验

实验结果

将 个例样按地理界限分成四组 来 自宁夏回族 自治区的例样为 组 来 自甘肃的

回族 自治县及青海西宁的例样为 组 来 白山东
、

河北
、

河南杂居区的例样为 组 来

自全国各地散居 区伪例样为 组 每组 例
,

其中男 例
,

女 例 用 一 法测

得各组发样中各元素的含量平均位 回族青年人发 例 中各元素含量的平均值以及

按性别划分的各元素含量平均值列在表 一 中 置信概率均为

表 各组回族人发中钙元素的含且

 

组组别别 例数数 万 料
不不不不不不 工 ‘

万万
人人人 土  

  土

土

 
,

 土

男男男  土

女女女 士

总总体体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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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组回族人发中锌元素的含

 

组组别别 例致致 牙 料 ,

不不不不不不 ‘

万万
土

土

士

土

男男男 土

女女女 土

总体体  土

表 各组回族人发中镁元素的含

 !∀ #∃%&∋ ()∀ ∗#+ , %)+∃−. /  %,)01  ,2)&∃3 ,)&4∃

组组别别 例数数 牙 扣g / g ))) SSS ‘士 t

六六
AAAAA l333 146.444 70.666 146.4土 3 4 .888
BBBBB I 333 1 2 3

.
333 4 9

.
333 12 3

.
3 土 2 4

.
333

CCCCC l 333 14 0
.
333 6 1

.
222 1 4 0

.
3 土 3 0

.
222

DDDDD I 333 1 3 9
.
333 7 1

.
444 1 3 9

.
3 土 3 5

.
333

男男男 3666 119
.
111 47

.
222 1Ig

.
lt l3

.
333

女女女 l666 19 7
.
444 70

.
000 197

.
4土 3 0

.
666

总总休休 5222 141
.
111 68

.
888 141

.
1土 16

.
000

表 4 各组回族人发中铁元素的含盆

Iron C oneentrations In H airofV ar五o us G ro u Ps

组组别别 例数数 万 (夕g / g ))) SSS
又土 t六六

AAAAA l333 38.111 25.222 3吕.1土 12 .444
BBBBB 1 333 4 0 666 2 3

.
888 4 0

.
‘土 1 ,

.
777

CCCCC l 333 3 6
.
999 2 4

.
222 3 6

.
9 士 1 1

.
999

DDDDD l 333 36
.
444 2 2

.
222 3 6

.
4 土 1 1

.
000

男男男 3666 40
.
333 22

.
888 40

.
3土 6

.
444

女女女 l666 32
.
777 24

.
111 32

.
7土 10

.
555

总总体体 5222 38
.
000 23

.
222 38

.
0土 5

.
444

表 5 各组回族人发中锰元素的含最

M an只a n es e C o n e en tr a t lo n s in H a ir o f V a r五。“s G r o u P s

组组别别 例数数 万 (拜g / g ))) JJJ ‘土 ‘

六六
人人人 l333 6

.
3 999 1

.
8 666 6

.
3 9 士0

.
9 222

BBBBB l 333 6
.
1222 2

.
6 222 6

.
12 士 1

.
2 999

CCCCC l 333 5
.
9 666 2

.
4 333 5

.
9 6 土 1

.
2 000

DDDDD I 333 6
.
6 333 2

.
1555 6

.
6 3 土 1

.
0 666

男男男 3666 6
.
5555 2

.
2000 6

.
5 5士0

.
6 222

女女女 l666 5
.
3000 1

.
6555 5

.
30 土0 7 222

总总体体 5222 6
.
1555 2

.
1111 6

.
15 土0

.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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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组回族人发中铜元素的含t

C oPPer C oneentrado此 In H a lr o f V ario us G rou Ps

组组别别 例数数 万 (升g / g ))) JJJ 万t ,

各各VVVVVVVVVVV月月
AAAAA l 333 1 4

.
8 999 3

.
4 222 1 4

.
8 9 士 1

.
6 999

BBBBB l 333 1 3
.
8 666 4

.
3 999 1 3

.
8 6 士2

.
1777

CCCCC l 333 1 3
.
2 999 3

.
6 777 1 3

.
2 9 士 1

.
8 111

DDDDD l333 1 4
.
9 111 4

.
4 333 1 4

.
9 1 土2

.
3 999

男男男 3666 15
.
1888 4

.
1111 15

.
18土 1

.
1666

女女女 l‘‘ 1 3
.
4 444 3

.
5000 1 3

.
礴4 士 1

.
5 333

总总体体 5222 14
.
2333 4

.
4444 14

.
23土 1

.
0 333

1 2 统计检验

比较两水平 (男
、

女性别组) 的平均值间的差别显著性
,

用 t检验法
.
经 F 检验

,

在

等方差的基础上求两水平的合并方差扩及两水平共同标准偏差元

(n
, 一 , )

,

)

+ (
n , 一 , )

:

:

(
n , + n

厂2)

统计量 , 一
二箕

乙

巨耳{s V月 一宁 n z

比较单因素多水平(各地 区组)的平均值间的差别显著性
,

本文采用多重 比较 t化极差 q 法
.

统计量
r ,

一a ~ .止一

V

n

,
月 会

U
,

表 7 各组发样元素含且均值差别检验

S ignincant D iffe
renee T es t ofA verage C oneentratloos of V :d o. G rou洲

病病户~ 逆
.

蜒
~~~ RRR a... , 月月

q
刁刁

结 果果

CCC 扭扭 13 4 5
.
111 4 3 3

.
999 1 2 5

.
777 1

.
0 555 无差别别别

ZZZ nnn 134 000 43
.
222 26

.
777 2

.
2333 无差别别别

MMM ggg 215
.
777 69

.
666 23

.
111 1

.
2000 无差别别别

FFF OOO 7 6
.
333 24

.
666 2

.
777 0

.
4000 无差别别别

MMM nnn 3
.
2666 1

.
0555 0

.
8222 2

.
8000 无差别别别

CCC UUU 14
.
7777 4

.
7777 1

.
7555 1

.
3222 无差别别别

q月
.
‘
.
‘
.
村 = 3

.

”

一般认为
,

发中的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地域差异
,

自然环境
、

膳食结构
、

种族
、

性别等

方面均有关
,

但在诸多的因素中
,

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可能等同 (当然
,

特殊的严重

污染情况应另当别论
.
)
.
我们选取的例样

,

分布范围较广
,

地理
、

气候
、

环境等方面的差

异较大
.
从分析数据看

,

各地区组间各元素的含量并不完全相等
,

而是略有波动
,

然而检

验结果显示出不同地区组的回族青年发样中所测的 6种元素的含量平均值均无差别
,

地区

因素很小
.
由此可推知

,

对回族来说
,

在地域环境与民族两因素中
,

民族因素对发中微量

元素的含量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各民族间在文化习俗
、

生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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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

膳食结构等方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

而且还有各民族长期从来形成的某些区别

于其它民族的内在因素的差别
,

例如
,

某民族对某些元素独特的吸收与排泄能力的差别
.

所有这些外在的和 内在的差别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
“

民族因素
’ .

这种民族因素使人发中微

量元素的含量在不同程度上随民族的不同表现了一些差异
.
从表 8 中可以看到这种倾向

.

四个民族的发样皆为 18 一20 岁的青年人 (各样本男性与女性例数比保持稳定)
.
其中回族

52 例 (男 36 例
,

女 16 例); 汉族 39 例 (男 27 例
,

女 12 例); 壮族 35 例 (男 24 例
,

女

fl 例); 哈萨克族 16 例 (男 11 例
,

女 5 例)
.
各族发中各元素的含量平均值显示出了彼

此间的差别
.
壮族主要集中聚居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与回族不仅地域较远
,

而且生活习惯

及膳食结构差别也较大
,

两民族的例样在人发微量元素的含量上差别较大 ; 回族与哈萨克

族间虽然宗教信仰与膳食结构上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

但由于是不同的民族
,

因而两民族在

发钙
、

发锌
、

发锰的含量平均值上差异较大
,

只是发铁
,

发铜的含量平均值相近; 回汉两

族虽然在地域上无大差别
,

政治
、

经济中交往密切
,

但两民族间发样中各微量元素的含量

均值上
,

除发钙外
,

其它各元素都显示了较显著的差别
.

性别对回族青年发中微量元素的含量的影响随元素而异
,

差别显著性检验列在表 9

中
.
女性发中钙

、

镁的含量平均值显著高出男性 ; 发锰含量平均值女性低于男性; 发锌
、

发铁
、

发铜含量的平均值
,

男
、

女性别问无差异
.

表 8 四个民族发中‘种元素含盆的平均值

C o.eentratio.s of 6 M eta!s ln H alrof4 N atio.allties

矛矛冬婴
介介 回 族族 汉 族族 哈萨克族族 壮 族族

(((((n = 52))) (n = 39))) (
n“ 16 ))) (n = 3 5)))

CCC aaa 9 17
.
333 9 0 6

.
222 1 5 15

.
333 10 16

.
333

ZZZ nnn 1 4 5
.
888 1 2 3

.
222 2 0 4

.
000 14 8

.
777

MMM ggg 1 4 1
.
111 1 0 5

.
777 1 5 7

.
999 10 5

.
444

FFF eee 3 8
.
000 2 5 888 3 5

.
333 3 1 999

MMM
nnn 6

.
1555 2 2 222 5

.
0 333 7. 6444

CCC UUU 14
.
2 333 1 1

.
0 333 14

.
3 666 2 0

.
7 222

表 , 男性与女性发样中元素含最的平均值差别检验

5 1只n in e a n t D i
ffe
r e n e e T e st o f A v e r a g e C o n c e n tr a tio n s B o th S ex e s G ro

u P

元元素素 女 发发 男 发发
s 一 5 222 月 一 月 222 SSS ttt PPP

xxxxx ... x 2222222222222

伽伽伽g / g))) (户g / g )))))))))))))

CCC 血血 13 1 3
.
555 7 4 3

.
888 4 2 7

.
1 2 0 0

.
777 1 6 3 666 0

.
1 3

... 一6. 2 5
’’

特别显著差别别
ZZZnnn 150.000 140.999 30

.
2 32.111 16 3666 31.555 -心.9 666 无差别别

MMM ggg 197
.
444 119

.
111 70

.
0 47

.
222 16 3666 55

.
000 - 礴

.
7 555 特别显著差别别

凡凡凡 32.777 40.333 24
.
1 22.888 16 3666 23.222 1.0999 无差别别

MMM nnn 5
.
3000 6

.
5555 1

.
65 2

.
2000 16 3666 2

.
0555 2

.
0333 显著差别别

CCC tlll 13.4444 ]5
.
1888 3.50 4

.
1111 16 3666 3.9444 1.4777 无差别别

气一。
、

” = 1
.
6 8 与乃: , o = 2

,

6 8 与
.0, . , o = 2

.

0 1

, : 由于:
:
与式不等方差

.
所以对各原始测全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F 检验等方差) 后的两组标准偏差护与统计盆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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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不同民族的人发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

2. 不同地区的回族青年头发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平均值无差别
.
对我国回族而言

,

民族

因素对人发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影响大于地区因素的影响
.

3
.
性别因素对回族青年人发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影响因元素而异

.

致谢: 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
,

学生处
,

各系提供发样的同学;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

心的潘品良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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