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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张 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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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分析了内蒙地区 例蒙
、

汉
、

回
、

朝鲜族人手肤纹特征
,

选用 项肤纹参数进行

民族间和同 一民族不同性别间比较
,

并与我国其他 犷个民族的部分肤纹参数进行聚类分析
。

结

果表明
,

内蒙地区这 个民族同属我国北方群
,

其肤纹既有各民族 自身的特点
,

又具蒙古人种

的一般特征

关键词 民族
,

肤纹
。

聚类分析

内蒙古 自
’

治 区是 以蒙古族 为主体
,

以汉族居多数的各民族杂居 地区 宋遒工等
,

。

迄今 为止
,

有 关内蒙地 区各民族肤纹学方面的研究仅见李实韶等 报道 的

鄂伦春族和 鄂温 克族人手肤纹特征资料
,

其他民族肤纹特征的详细研究资料还未见报道

为此
,

我们调查 了居住在 内蒙地区的蒙古族
、

汉族
、

回族和朝鲜族人的掌指纹
,

并将其肤

纹特征进行多 民族 间比较研究
,

这既可为体质人类 学和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提供基本数

据
,

又可为探讨各 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亲疏关系 以及民族识别和民族遗传学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样本来源和方法

作者于 一 年期 间
,

采用印油捺印了蒙
、

汉
、

回
、

朝鲜 个 民族 的中小学学

生手肤纹 图样共 计  例 男性 例
,

女性 例 其 中蒙古族 例 男性

例
,

女性 例
,

汉族 例 男性 例
,

女性 例
,

蒙汉族资料均取 自内蒙

古兴安盟
、

呼盟等东部地 区 朝鲜族 例 男性 例 、 女性 例 取 自兴安盟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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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陆舜华等 内蒙地区蒙古
、

汉
、

回
、

朝鲜族肤纹特征比较研究

浩特市 回族 例 男性 例
,

女性 例 取 自呼和浩特市
。

被调查者随机取样
,

年龄 一 岁
,

身体外观无明显遗传缺陷
,

其父母均为相同 民族
。

参照全国皮纹学研究协作组公布 的皮 纹学研究观察标准项 目 郭汉璧
, ,

对获

得资料进行分析处理
,

并作 民族 间及 同一民族不 同性别 间差异性检验
。

选取其 中 项肤

纹参数
,

将本文 个 民族与我国其他 个民族进行欧氏距离系数聚类分析
。

结 果

内蒙地区蒙
、

汉
、

回
、

朝鲜族人 项指纹参数和 项掌纹参数见表 一

表 内象古 个民族的 项指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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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狱古 4个民族掌摺纹
、

各准区宾实花坟和皱纹掌出现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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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指纹

3
.
1
.
1 各型指 纹频率

4 个 民 族 各 型 指 纹 出 现 率
,

汉 族 和 朝 鲜 族 为 L “
>

W
>

Lr
> A ; 回 族 为

Lu > W > A > Lr ; 蒙古族则为 W > L
”
>

U
> A

。

蒙古族的排列顺序与鄂伦春
、

那温克
、

达

斡尔和藏族相 同 (李实韶等
,

19 8 4; 赵荣枝等
,

19 9 0)

.

同一 民族男女的指尖花纹类型
,

L

“

和 W
·

4 个 民族不同性别 间均具极显著差异 (均 u > 2
.
58

,

P < 0. 0 1 )
;

Lr 只有蒙古族男

女间具极 显著 差异 (u = 3
.
71

,

P < 0. 01 )

.

其余 3 个民族性别间没有 明显差异 ; A 型汉
、

回
、

朝 鲜族性 别 间有 极显 著差 异 (均 P < 0. 01 》
,

蒙古族男女间差异不显著 (u = 1
.
22,

P > 0
.
0 5)

4 个 民族间各型指纹频率 比较
,

A 型回族与蒙古族差异极显著 (u = 4.0 4
,

P < 0 .0 1 )
;

回族与汉族
,

蒙 古族与朝鲜族差异 显著 (均 P < 0 .0 5) ; 蒙古族 与汉族
,

回族 与朝鲜族
,

汉族与朝鲜族 差异不显 著 (均 P > 0. 0 5)
。

Lu
型除 回族 与汉族

、

朝鲜族分别具显 著差 异

外
,

其余各民族间差异都极 显著
。

W
型 除回族与汉族有显著差异外

,

其余各 民族 间差异

均极显著
.
L
r
型四个 民族之间都没有明显差异

。

本文 4 个 民族 的各型指 纹频率 与美 国明尼苏达州 白人 (W
: 27

.
10 % ; L

“
:

61

.

6 0 %
;

Lr
;

4.
80 %

; A
:

6

.

5 %
; Y

un
i
s

,

19 74 ) 比较
,

都具极显著差异 (均 P < 0. 0 1); 与黑人 的

(W
二

2 7
.
4 0 % ; L

u :
6 一4 0 % :

‘

L

r

:
2

.

6 %
; A

:

8

.

6 %
: 姚荷生译

,

1 9 8 4 ) A

、

L

u
、

W 型 均

具极显著差异
,

但 Lr 型无人种间 明显差异 (均 P > 0. 0 5)
。

本文 4 个 民族的 W : L (蒙

1
.
03 : 1

,

汉 0
.
95
: l ,

回 0. 88: 1,

朝鲜 0. 79: 1) 表现出 W 型略高于或略低于 L 型
,

这

与国内绝大多数 民族 的报道资料一致
。

而白人 (0 .4 1: 卜 Y uni s
,

1 9 7 4) 和黑人(0 .4 3: 七

姚荷生译
,

1
98 4) 的 W

: L 则 L 型远远多于 W 型
。

提示蒙古人种的各型指纹频率具有其



期 陆舜华等: 内蒙地区蒙古
、

汉
、

回
、

朝鲜族肤纹特征 比较研究 24 3

自身明显的种族特征
。

4 个 民族 10 指 皆 W 者
,

蒙 (11
.
40 % ) > 汉 (8

.
70 % ) > 朝鲜 (7

.
ro % ) > 回

(7
.
0 6% ) : + 指皆 L 者朝鲜 (9

.
35 % ) > 汉 (8

.
3 1% ) > 回 (7

.
64% ) > 蒙 (6

.
36% )

,

未

见十指皆 A 者
。

4 个 民族双手指尖花纹对称者的 比例 较接近 (蒙 33
.
24 %

、

汉 32
.
15 %

、

回 31
.
11%

、

朝鲜 30
.
47% )

。

3

.

1

.

2 指尖花纹强度指数(PI D

4 个民族的 Pl l值蒙古族最高(14
.
80)

,

朝鲜族最低 (14 .0 9)
,

汉族 (14
.
5 5) 和 回族

(14 .2 8) 居 中
.
表明蒙古族人指尖花纹的复杂程度高一些

,

而朝鲜族人的指纹相对简单

些
.
本文 4 个民族的 Pn 值与已报道 的我国绝大多数 民族的 P H 值接近

,

均在 14. 0 以上
,

也与 日本人 (14
.
19 ; 盐野宽

,

19 8 3) 接近
,

但 明显高于白人 (11
.
98) 和黑人 (11

.
88)

。

3

.

1

.

3 指纹脊线总数任F R C )

4 个 民族 的 T F R C 均值蒙 > 朝鲜 > 回 > 汉
。

同一 民族男女的 T F R C 均值
,

回族女性

略高于男性 (u = 2. 39
,

P < 0.
05 )

,

蒙
、

汉
、

朝鲜族则女性 明显高于男性 (均 P < 0. 01 )
. 4

个 民族间 TF R C 均值 比较
,

除回
、

汉族间无明显差异外
,

其余各 民族间差异极显著
.
表

明 T F R C 值具有较明显的民族特征
。

.

3. 2 掌纹

3
.
2
.
1 atd 角

at d 角均值朝鲜族 > 回族 > 汉族 > 蒙古族
。

同一 民族男女的 at d 角均值都具性别间极

显著差异
,

女性 明显高于男性
。

4 个民族 at d 角均值比较
,

除蒙与回
、

蒙与汉无明显差异

外
,

其余各 民族间差异极显著 (均 P < 0. 01 )
.
本文 4 个民族 的 at d 角均值都明显低于 白

种人 (43
.
7

。

) (均 P < 0
.
0 1)
.

3
.
2
.
2 a七 脊线数

4 个 民族的 a
一

b 脊线均值朝鲜 > 回 > 蒙 > 汉
。

同一民族男女均值都不具性别间明显差

异
.
四 个民族 a一

b 脊线均值比较
,

只有蒙与回不具明显差异 (u = 0
.
25

,

P > 0. 0 5)

,

其余

各 民族间差异极显著
。

3

.

2

.

3 主线指 数(M L I)

M LI 均 值 蒙 > 汉 > 回 > 朝鲜
。

同一 民族男 女 均 值
,

朝 鲜 族男 性 明 显 高于女性

(u = 4
.
53

,

P < 0. 0 1 )

,

蒙古
、

汉族男性略高于女性 (均 P < 0. 0 5)
,

回族男女无明显差异

(u 二 1
.

32
,

P > 0.
05 )

。

4 个 民族 M L I 均值
.
比较

,

蒙古族与另外 3 个民族间差异极显著 (均

P < 0. 0 1)
,

回
、

汉
、

朝鲜族 相互之间无明显差异
.
提示蒙古族人的掌纹走向相对而言更趋

于横向水平
。

3

.

2

.

4 掌纹强度指数(P PI )和掌三叉点数(P T C )
·

4 个 民族 的 PPI 均值蒙古族最大
,

其次为汉捧
,

回族和朝鲜族最低
。

同一民族男女

PPI 值均 无明显差异
。

4 个 民族 PP I 均值比较
,

只有蒙古族与另外 3个 民族都具极显著差

异
,

而这 3 个民族相互之间无明显差异
。

表明蒙古族人掌部花纹的复杂程度相对高些
.

4 个 民族的 P T c 均值 回 > 蒙 > 汉 > 朝鲜
。

各 民族男 女均值 比较
,

回族女性 明显高于

男性 (u = 2
.
5乡

,

P < 0.
01 )

,

其余 3个 民族性别间无明显差异
.
4 个民族 间均值比较

,

回族

与另外 3 个 民族
,

以及蒙 古族 与朝鲜族之间都具极显著差异
,

而汉与蒙古
、

朝鲜族的

P T C 值则无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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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5 掌褶纹类型

(l) 普通型 : 回族最高
,

其余 3 民族 较接近
。

回族出现率与另外 3个 民族间均具极显

著差异
.
(2) 通 贯 型 : 汉 > 蒙 > 回 > 朝 鲜

。

汉 族 与 朝鲜 族具 明显 差 异 (u = 2
.
20,

P < 0
.
05 )

,

其余 各 民族 间差 异 不显 著
。

本文 4 个 民族此 型 出现率都明显低 于 白种人

(9% )
,

具人种间极 显著差异 (均 P < 0. 01 )
.
(3) 悉尼型 : 四个 民族的出现率较接近

,

不

具民族间明显差异
。

( 4) 过渡 I 型 : 回族出现率最低
,

与另外三民族都有极显著差异
.
蒙

古
、

汉
、

朝鲜族 出现率较接近
,

不具民族间明显差异
.
(5) 过渡 n 型 : 4 个民族出现率接

近
,

民族间差异不显著
。

3. 2. 6 各掌区真实花纹出现率

(l) 大鱼际 / 1
1区(T h/ I ,

): 蒙古族明显高于汉
、

回
、

朝鲜族
,

与这 3 个 民族均具极

显著差异
。

汉
、

回
、

朝 鲜族 出现率 接近
,

民族 间差异 不 明显
。

( 2) 1
2 区 : 汉族最高

(3. 26 % )
,

朝 鲜族最低 (0
.
84 % )

.
朝鲜族 与蒙古

、

汉族 间差异极显著
,

与回族具显著差

异 (u = 2. 0 3
,

P < 0. 0 5 )

.

回族与汉族也有显著差异 (u = 2
.
5了

,

P < 0 .0 5)

.

蒙古族与回
、

汉族 间 没 有 明显 差 异
.
( 3) 13 区 :

蒙 > 汉 > 回 > 朝 鲜
。

蒙 与 汉 民 族 间 差 异 显 著

(u = 2. 48
,

P < 0 0 5)

,

其余各 民族 间差异极显著
。

4 个民族 的出现率都明显低于 白种人

(45 .7 5% )
,

具 极显 著差异 (均 P < 0. 01 )
.
(4) 1; 区 : 汉 > 朝鲜 > 蒙 > 回

.
其出现率虽具

民族间极显著差 异 (均 P < 0 .0 1)
,

但都明显高于 白种人 (4 9
.
50 % )

,

具种族间极显著差异

(均 P < 0
.
0 1)

。

3

.

2.
7 皱纹掌 出现率

汉族 > 回族 > 朝 鲜族 > 蒙古族
,

各 民族 间差异不显著
。

蒙古
、

汉族男女皱纹掌 出现

率均具性别间极 显著差异
,

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
。

回族和朝鲜族则不具性别间明显差异
.

3. 3 肤纹参数的聚类分析

选取 A
,

L
u; Lr

;
w

; T F R C ;
at d 角 ; 通贯

、

悉尼
、

过渡 工型掌褶纹; 13
、

I

; 指 间

纹和 H y 区纹 12 项肤纹参数
,

将 本文 4 个 民族 和我国鄂伦春
、

鄂温克
、

达斡尔
、

赫哲
、

东乡
、

维 吾尔
、

哈 萨克
、

藏 族
,

以 及甘 肃回族
、

海南 回族和吉林朝 鲜族 (李实翁 等
,

19 84
; 艾琼 华等

,

1
9

84

; 张继宗
,

19 87
; 赵荣枝

,

19 9 0)

,

合计 12 个民族 15 个群体
,

运

用计算机进行聚类分析
,

结果见图 1
。

从 图 1可知
,

本 文朝 鲜族 与东乡族
、

汉族与 回族
、

蒙古族 与达斡尔族先分别聚为 3

组
,

而后归集成一小群
,

再与鄂伦春
、

鄂温 克
、

甘肃回族和吉林朝鲜族的另一小群聚为一

大群
,

同属我 国北方群
,

与维吾尔
、

哈萨克
、

藏族等群体相距较远
。

有些学者认为 (梁钊

韬等
,

1 9 8 5)

,

达斡 尔族据说是 辽代契丹部落 (原始蒙古族 ) 的后代
,

东乡族是蒙古人 与

当地回族
、

汉族等 民族长期 自然 同化而成的一个 民族
。

我们所进行的这 3个 民族肤纹参数

差异性检验结果 亦支持上述观 点
。

本文朝鲜族与吉林朝鲜族虽同属我 国北方群
,

但并 未聚成一小群
。

依聚类结果分析
,

吉林朝鲜族 似乎与鄂伦春族 和鄂温克族的关系更近些
,

这 与张海国 ( 19 88) 在对我国 28

个民族 52 个群体肤纹参 数聚类分析中所报道的结果一致
.

回族的 3 个 群体中
,

海南 回族未与其他两个群体集为一群
,

可能原本就存在族源上的

差距
,

或是由于地理分布上的长期隔离
,

造成海南回族与当地民族杂居
、

通婚而导致的 民

族融合
,

使原来的同一民族差距越来越大的缘故
。



期 陆舜华等 : 内蒙地区蒙古
、

汉
、

回
、

朝鲜族肤纹特征 比较研究

朝鲜族 (内蒙 )

东乡族

汉族
回族 (内蒙 )

蒙古族

达斡尔族

鄂伦春族

鄂温克族

回族 (甘肃 )

朝鲜族 (吉林 )

赫哲族

回族 (海南 )

藏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图 1 内蒙地区 4个 民族与我国其他民族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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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 结

内蒙地区蒙
、

汉
、

回
、

朝鲜族同属我国北方群
,

其族源关系较近
.
各 民族的肤纹特征

既有各 自明显的民族特点
,

又具许多相似之处
,

与白种人和黑人的肤纹特征 明显不同
,

具

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
。

因此
,

肤纹特征可作 为民族识别的生物学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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