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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郊区藏族的指纹研究

花兆合 潘 阳 胡玉 山 赖永峰 方 珊
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 芜湖

摘 要

本文报道了拉萨郊革 例 男 人
,

女 人 藏族健康人 的指纹参数正 常值
、

调查

分析 了指纹类型
、

指纹组合
、

指纹指 数和指峙纹计 数 比较 了藏族 不同居群
、

不 同民族和人种

间的差异 结果表 明
,

藏族有 自己 的指纹特点
,

又显示 蒙古人 种的一般特征
。

关健词 指纹
,

藏族
,

拉萨

中 国有 个 民族
,

藏族 是最 古老 的民 族 之 一
。

已 报道 的 拉 萨 市 区 李 实翁 等
,

汪宪平等
, 、

甘肃甘南 杨金荣
,

 
、

四川平 武 黄宣银等
, 、

马

尔康 李忠孝等 和四 土家支藏族皮纹参数间有不少统计学差异
,

但对指纹均未进

一步分析 为此
,

我们分析了拉萨市属各县藏族的指纹特征
,

为体质人类学和 医学遗传学

提供基础参数
,

材 料 和 方 法

取纹对象

为合肥市师范学校和合肥六中的藏族学生
,

均为近年 内来 自西藏 自治 区拉萨市属各

县
,

多数祖籍堆龙德庆和 林周县
,

少数为达孜县 父母都是藏族
,

共 例 男 人
,

女  人
,

年龄 一 岁
。

样本采集和鉴定

印泥法采 集十指滚印指纹
,

体视显微镜下鉴定计数

结 果 及 分 析

牵

指纹类型 表
、

男女均为 》
。

男 女
,

女 男
,

而 则无 明显差

异
。

收稿 日期 小 卜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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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均为环指最多
,

小 指最少 以拇指最多
,

环指
、

小指较少
“

以小指最

多
‘
以食指最多 和 对 均以食指和 中指较多

表 】 男女指纹各型级率 士

性性 别别
, 十

指 数  !  

,,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 士  士  ! ∀ # 士

,, 士 月 士 士

士 士 士

了了 士 士 士

’’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 士 士 士

表 男女左右手各指各型指纹组率

性性 别别 指纹纹
。。

人 数 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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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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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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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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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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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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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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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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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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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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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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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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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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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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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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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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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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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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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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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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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5

.

7 777

((( 2 9 1 ))) W
ddd

1 8

.

2 1 8

.

9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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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2 3

.

7 888 1 6

.

1 5 1 2

.

0 3 5

.

8 4 2 4 1 2

.

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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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u

3 6

.

0 8 3 0 j 8 4 9

.

1 4
40

j 5 6 5 2 999 2 8

.

5 2 3 2 石5 5 3
.
9 5 3 6

,

0 8 7 0

.

1 000

LLLLL

rrr

0

.

3 4 7 2 2 3

,

0 9 2 乃6 0
.
3444 0 石9 1 7 2 0

.
34 0 3 4 0

.
3 444

AAAAA
‘‘

0

.

6 9 2 0 6 2

.

0 6 0

.

6 9 1

.

3 777 0 1

.

7 2 2

.

7 5 1

.

0 3 1

.

3 777

AAAAA
...

0 2 4 1 2

.

7 5 0 0

.

6 999 0

‘

0

.

6 9 1

.

7 2 0 000

2. 2 指纹组合 (表 3
,

4)

男 女左右对应 手指指纹组合均 为 W / W 组合最多
,

L/
L 组合次之

,

A / A 组合最

少
。

与 期 望频 率 相 比 较
,

同 型 组 合 (w 厂 w
、

L
/

L

、

A
/

A
) 的观 察频 率 明显偏 多

(P < 0
.
01 ) ; 异型 组 合 中

,

A / W

、 ·

L/ w
相 对减 少 (P < 0

.
01 )

,

A / L 无 明 显差 异

(P > 0
.
0 5)

,

但略有增多的趋势
。

五 指 指 纹 组 合 的 观 察 频 率也 非 随机分 布
,

同 型 组合 (SW
、

S L

、

S A ) 明 显偏 多

(P < 0
.
0 1) ; 异 型 组合 中

,

L

W 组合 (IL 4W
、

4
L

I
W

、

Z L 3
W

、

3 L Z
W ) 和 A L W 组 合

门A IL3W 3A IL IW
、

I A 3 L I
W

、

I
A Z L Z

W

、

Z A Z L I
W

、

Z A I L Z
W ) 相 对 减 少

(p < 0
.
0 1). A W 组合 (IA 4W

、

4 A I

W

、

Z A 3
W

、

3 A Z
W ) 也减少 (p < 0

.
0 5)

,

而 A L 组

合 (IA 4L
、

4
A

I
L

、

Z A 3 L

、

3 A Z
L

) 则相 对增多 (P < 0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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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男女左右对应手指指纹组合百分频率

性性别认数))) 手指指 A / A L / L
·

W
/

W

A
/

L A
/

W

L
/

WWW

MMM

...

lll 0 1 9

.

9 1 5 6

.

6 4 0

.

8 8 0

.

4
4 2 2

.

1 222

(((

2 2 6

)))

222 2

.

2 1 2 0

.

3 5 5 0

.

8 8 3

.

5 4 0 4 4 2 2

.

5 777

333333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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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4
0 2 7 1 3 3 0 2 4

.

7 888

4444444 0

’

1 9

.

4 7 6 3

.

7 3 0 0 1 6

.

8 111

5555555 0 4 9

.

5 7 2 7

.

8 8 1

.

3 3 0 2 1

.

2 444

lllll

lll 0 2 1

.

6 5 5 6

.

0 ! 0

.

6 9 0 2 1

.

6 555

FFF

...

222 1

.

0 3 2 1

.

3 1 4 6 刀5 2
.
7 5 2刀6 2 6

.
8 000

(((2 9 1 ))) 333 2
.
0 6 3 8

.
14 2 9 2 1 4

,

8 1 0 3 4

’

2 5

.

4 333

4444444 0

.

6 9 2 3

.

3 7 4 3

,

6 4 0

,

3 4 0 3 1

.

9 666

5555555 0

.

6 9 5 7

.

7 3 2 0

.

9 6 2 0 6 0 1 8

.

5 666

男男女合计观察拟率
...

0
.
89 30

.
5 6 42

.
9 8 1

.
82 0

.
34 23 4000

期期望狈卒卒 0
.
04 18

.
64 30

.
09

」

1

.

7 0 2

.

1 6 4 7

.

3 666

PPP 位位 P < 0
.
OI P < 0

.
0 1 P < 0

.
0 1 P > 0

.
0 5 P < 0 0 1 P < 0

.
0 111

由(fA +几十
卿)2得期望孩率

,

f̂

,

rL

,

阴 分别为 A, 以w 的百分频率
.

轰4 男女五指指纹组合的百分频率

指指纹组合合 观 察 叔 率率 期望频率
... P 值值

AAA L 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M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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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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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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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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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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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分频率
.

2. 3 指纹指数 (表 5)

计算了斗箕指数 (F l)
、

弓斗指数 (D l)
、

指纹强度指纹 (P n ) 和指纹系数 (P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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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

指数

计算

公 式

5 藏族指纹指数及其与不同民族
、

人种的比较
’

本文 汉族 回 族 日本 人 印度人 澳大利亚人 北美白人

作 者 张海国等 花兆合等 盐野 A bu奥等 曰at o’
‘

sc ba
um

a n n

等

(198 1) (19 92) (1983) (1983) (197 6)

黑人

P la to

等
100

奇
100

12708

3.59

108.07 8641 86.91 6532 .114.57 35.93 42.81

393 576 4.12 8.96 2.66 38.33 32.12
ZW +L
10 15.29 14名9 14

.
2 6 14

.
3 8 1 3

.
4 7 1 5

.
14 11

.
4 8 1 1

.
8 8

FDPI

P C
W

W + L
10 0 } 55

.
9 6 5 1

‘

9 4 4 6 3 6 3 1

.

7 4 3 9

.

5 1

5 3

.

3 9 2 6

.

4 3 3 9

.

9 8

除本文 和回 族外
.

其他 种群的指纹指数均系作者根据原文数据计算的
.

转 引 自 Seha um ann etal
,

1 9 7 6

.

表 5 显示
,

藏 族 各 指纹 指 数 与汉族 (张海 国 等
,

1 9 8 1) 和 澳大利 亚人 (转 引 自

Schaum a nn 。t a
l

,

1
9 7 6

) 基本一致
,

与 日本人 (盐野
,

1 9 8 3 ) 接近
,

而与高加索人种和 尼

格 罗人种 (转引 自 Seh au m a n n et a l
,

1
9

7
6

) 相 差甚远
.

2. 4 指峭纹计数 (表 6)

起止点不计数
,

w

‘

取大值
,

w

d 取 3 条直线上峪线数之和除以 2 (郭汉壁
,

1
99

1 )

.

手 指

表 6 男女指崎纹计数 (X 士S D )

M
.
(22 6 人) F

.
(29一人)

L

16
.
84 士 5

.
4 0

R

1 8
.
7 5 士 5

.
0 6

L

1 5
.
4 7 士5

.
5 6

R

16
.
7 3 士 4

.
4 9

藏族 T F R C 男 > 女 (P < 0. 01 )
.

男女两性 F R C 都是拇 指最多
,

环指次之
,

中
、

食指

较少
,

小指最少
。

这 与拇
、

环指 W 多
,

小指 W 少
,

中指 A 多
,

食指 L 「

多直接相 关
.

2. 5 本样本各型指纹与已发表 的藏族指纹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比较 (表 7)

表 7 本文指纹与旅族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比较

性性 别别 M
...

F
. ‘‘

指指纹类 型型 W L . L ,
AAA

W L

.

L

t

AAA

本本 文文 58
.
72 37

.
79 t

.
s l l

、

6 888 5 1

.

8 6 4 4 3 0 1

.

6 5 2

.

2 000

藏藏族最 大值值 63
.
40” 43

.
99” 4乃7” 33 7

. ’’

5 5 4 0

.
‘

.

5 一0 7
. ’

3 3 0 二 3
.
32二二

居居 群群 拉 萨 四 土藏族 四 土藏族 甘南南 拉 萨 四 土藏族 甘南 甘南南

作作 者者 李实韶等 沪州 医 学院 沪州医学 院 杨金荣荣 李实韶等 沪州医学 院 杨金荣 杨金荣荣

截截族最小值值 49
.
93凸。 3 3 夕0“ 1

.
40 0

.
66△。。

44

.
0 5 △。 4 2 2 0 1

.
5 0 1 一0 0 。。

居居 群群 马 尔康 拉 萨 拉 萨 拉萨市 区区 四土藏族 拉萨 拉 萨 拉萨萨

作作 者者 李忠孝 等 李实结等 李实品等 汪 宪平 等等 沪州医 学 院 李实吉当等 李实品等 李实品等等

显著性 检验
.

最 少‘值 高 于本文 p < 0
.
01

、

最小值低于 本文 :户
、

△ p < 仓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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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本文与藏族不同居群
、

藏汉后代和不同民族
、

人种间的比较 (表 8)

表 8 本文与不 同的藏族居群
、

不同民族
、

人种间的 比较

编编编 种 群群 人
‘

数数 指 纹 类 型型 T F R CCC 文 献献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MMMMMMM
.

F
.

M + FFF W L . L r AAA M
.

F
.....

lllll 本 文文 226 29 1 5 r777 54
.
8 6 4 1

,

4 5 1 7 2 1 9 777 1 4 9

,

4 3 1 3 6

.

7 999 作 者者

22222 拉萨市区 截族族 50() 5(X) l00())) 54 3 5 4 1 74 2
.
73二 l一888 14 7 2 2 14 0 0 111 汪宪平等

,

1 9 9111

33333 拉萨藏族族 182 189 37 111 59
.
2 2二 38

.
13。 △ 1

.
4 5 1

.
2 000 一5 6石0

. .
一3 5

.
7 000 李实尹矛占等

,

1 9 5 444

44444 平武截族族 246 24 2 4 8888 53
.
26 4 22 5 25 2二 1

.
9777 1592 1” 14 7

.
87二二 黄宜银等

,

一9 5444

55555 马尔康藏族族 564 507 10 7111 49 , 3 么公 4 5 2 1 3 乃l” 1
.
8555 一6 3 名5二 157

.
-一一 李忠孝等

,

一9 8444

66666 四上截族族 341 326 66777 4?
.
08△么 4 7 泌5” 3石。“ l

,

8 777 一6 0 3 0” 162
,

6 5 二二 沪州 医学 院等
,

一9 8 222

77777 甘南截族族 5(X) 50() 100000 49
.
25△么 4 4. 71 ” 3

.
00 ” 3 04

, ’’ 一6 9 0 9
. ’

1 6 7 一。二二 杨金荣
,

! 9 8 333

’’

888 截汉后代代 50 50 1(X))) 52
.
30 4 4

.
60 1 90 1

.
2000 144

.
56 135 0666 汪宪平等

,

1 9 9 222

99999 汉旅后代代 24 38 6222 45
.
64△ 。 4 5 泌8 2夕0 5夕8”” 148

.
80 138

.
4666 杨金荣

,

1 9 8 222

111 000 汉 族族 520 520 104000 50名 6
‘

4 4 石5二 24 7二 2
.
0333 146 24 13 1

.
3444 张海 国等

,
1 9 8 111

lll lll 回 族族 200 2 00 40000 45一 5 么△ 4 9 名8” 23 8 2石。。 13 7
.
7 0△乙 1 2 6

.
5 0 △△ 花兆合等

,

一9 9 222

lll 222 日 本 人人 351 129 4 8000 45 63△。 4 9 一7” 33 3” 1
.
8888 13 1

.
47△△ 14 3

.
1 7

’’

盐 野 宽
,

1 9 8 333

lll 333 印 度 人人 6 1 15 7666 38
.
26△△ s 6 J S

. ,

2 2 4 3

.

4 222 1 4 2 9 0 △ 一2 0
.
4 0 △ 000 A b u

奥等
,

1 9 8 333

lll 444 北 美白人人 200 200 40000 24乃0△。 6 3
.

(X) 二 3名0二 92 0二二二 Sch aum ann
等

,

1 9 7 666

lll
555 黑 人人人 27涛0凸△ 6 1

,

4 0

. ’

2

.

6 0 二 8名0
, .....

P l
a t o

( 转 引 自 s ch au---

lll666 澳大利亚人人人 52 70 4 4
.
70

’
.

一10 一4 00000 m a n n et a l
.

,

1 9 7 6
)))

ppppppppppppp l
a

t
o

(
同上)))

显著性检挂
.

本文小于 其他样本
: . P 心 0. 05

; * * P < 0. 01
.

本 文大 于其他样本 : △ p < O乃5 ; △△ p < O乃 1
.

3 讨 论

(l) 本样本藏族指纹参数与拉萨市区 (汪宪平等
,

1 9 9 1) 和平武藏族差异较小
,

而 与

甘南
、

马尔康
、

四土 藏族家支和拉萨另一藏族样本
·

(
李实品等

,

1 9 8 4) 差异较大
。

提示 同

一 民族的不同居 群的指纹有一定差异
,

这可能与民族渊源和生活环境的差异有关
.

不同地

区 的藏族群体
,

由于 生活在不同的隔离群中
,

在世代交替 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一些外来基

因
,

不 同群体的指纹参数间就显示出一定的差异
.

(2) 本文各型 指纹参数均在藏族指纹最大值和最小值范围内 (表 7)
,

且 95 % 可信 限

的上 限都不超 过藏族最大值
,

下限也均未超过最小值
.

(3 ) 本 文与藏汉 (母藏父汉)混血后代(汪 宪平等
,

1
99 2) 的 指纹参数基本一致

,

而与 汉

藏 (母汉父藏 ) 后代 (杨金荣
,

19 8 2) 有较大差异
.
提示藏汉后代的指纹更接近藏族

.

(4) 在我 国境 内各 民族的指纹参数中
,

以西藏 自治区藏族 W 的频率最高
,

其次是 黄

土高原的汉族 (李崇高等
,

1 9 7 9 ; 马慰 国
,

1 9 81 )

,

而东部汉族 (张海国等
,

19 81 ) 和 回

族 (花兆合
,

19 9 2) W 的频率较低
.

除遗传因素外
,

W 的频率似乎与海拔高度有一定关

系
。

海 拔越高
,

W
的 频率越高

,

随着 自西向东地形逐渐降低
,

W 的频率亦逐渐 降低
。

其

内在原 因尚待探讨
‘

( 5) 藏族指纹与 汉族和 其 他蒙古人种 (如 日本人 ) 近似
,

都是 W
、

L 接近
,

A 的频

率较低
,

T F R C 较高 ; 而 与 高加索人种和尼 格罗 人种 (L 是 W 的两倍
,

A 较高
,

T F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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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 相差 甚远
‘

藏族指纹与印度的海得 拉巴 (H 拟er abad ) 人 (A bu孙et al.
,

19 8 3) 也

有较大差异
,

但远 比与 白人和 黑人差异小
.

可见
,

藏族有 自己的指纹特点
,

又显示蒙古人

种的一般特征
。

( 6) 藏族与 澳大利亚人指纹参数非常接近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论结4

(l) 藏族和汉族的指纹都是 W > L > A
,

说明藏
、

汉族在族源上很接近
。

他们都同属

汉藏语 系 的缅 藏语族 (中国 大 百科 全 书编 辑部
,

19 8 6)

,

而 我国 大多 数兄弟属族 则 为

L > W > A
.

各 民族 指纹 间的差异
,

反映了各民族在族源上的亲疏关系
.

(2) 指纹在 民 族
、

人种和 同一 民族的 不同居群间均有一定差异
.

说 明指纹参数在 民

族
、

人种间
,

甚至 同一民族的不同居群间都不能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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