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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提供海南岛地区各民族血型资料
。
血型分析认为该岛各民族处于遗传平衡状态

,

其

相互间是婚配隔离的
。

通过 人 血型的分布
,
重点讨论了黎族与仲家人

、

傣族的遗传关系
。

并从 血型的分布特点
,

探讨我国南方民族与南亚地区的人种联系
。

对血型进行群体研究
,

是人类学和群体遗传学非常关心的课题之一
。

早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
,

内科医生  调查了分属欧洲
、

亚洲不同人种包括

个民族 名士兵的血型
,

发现血型的分布具有地理差异和种族差异
,

第一次把血型

用于人类学研究
。

 的发现
,

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

许多作者相继调查

了世界各地区的血型
,

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血型分布的种族特征和地理特征
。

钧 年代以

前
,

我国已有少数学者调查
、

研究过汉族的血型
。

刊 年代
,

吴汝康调查了四川省汉族和贵

州省山区的苗族
、

仲家人
,

伦老族等四个民族的血型
,

首先对我国几个民族血型进行了人

类学研究
。

年代以来
,

我国有关杂志先后发表了一些血型调查报告
。

其中
,

只有少数

报告从人类学方面对血型作了简单的讨论
。

据不完全统计
,

上述血型调查报告只包括我

国大陆的汉族和 个少数民族
。

海南岛地区各民族的血型
,

国内至今未见研究报告
。

因

此
,

很有必要对该岛各民族的血型进行调查和研究
。

 年底
,

我们在吴汝康教授带领下来到海南岛进行血型和体质调查
。

工作地点为

海南黎
、

苗 自治州所属一些县
、

镇
,

包括通什镇
、

崖县
、

乐东
、

东方
、

昌江
、

白沙县以及海南

行政区所属临高县
。

调查民族包括黎族
、

汉族
、

临高人
、

回族和苗族
。 “

临高人
”为临高县

的主要居民
,

他们的民族归属未定
,

我们暂把临高人作为一个民族看待
。

海南岛工作结

束后
,

作者又在安徽省舒城县调查了一批汉族小学生的血型
,

以作本文的比较材料
。

本文报告上述各民族的血型资料
,

分析其血型分布的特点
,

并通过血型的分布来讨论

海南岛各 民族之间以及海南岛各民族与其他地区民族的遗传关系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调查对象主要为各地在校学生
,

也有少数居民
。

调查采样之前
,

简要询问
、

记录了受

本文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
, 属论文第一部分

,
是在导师吴汝康教授

、

吴新智副教授指导下完成
。

布衣族的旧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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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对象的籍贯
、

年龄
、

本人民族和父母民族等
,

或由受检对象按照预制表格填写以上各项
。

凡是父母不属于同一个民族的
,

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

本次调查包括  和 两个血型系统
。

试验使用的抗
、

抗 标准血清由公安部

法医研究所提供
,

抽样鉴定其效价均为
。

高效价的
、

标准血清由北京市输血站提

供
。

用血型纸作血型鉴定试验
。

从血液采样到血型试验的间隔时间平均在 一 小时
。

常规消毒后
,

刺取一滴耳血或指血置于试管内
,

配成 多 的红血球悬液
。

血球悬液与标准

血清在血型纸的方格里混和
,

一 分钟后用肉眼判定结果
。

二
、

调 查 结 果

本次血型调查
,

包括海南岛的黎族 人
、

临高人 人
、

汉族 人
、

回族 人
、

苗

族 人
,

计 人
,

以及安徽省舒城县调查的汉族血型 人
。

本文共计调查血型

人
。

各民族  和 血型调查结果分别列于表 和表
。

衰 各民族 血型

黎黎黎 族族 汉 族族 临高人人 回 族族 苗 族族 汉 族族

舒城
,

观观察值值  !!!    

   

观观察频率
。

  
。

。 。 。 。

。 。 。 。 。 。

。 。 。 。 。

期期望频率
。

斗
。 。 。 。

。 。 。 。

。 。 。 。

。 。

夕夕
。 。 。 。

期期望值值  
。 。 。 。 。

。 。 。 。 。

。 。 。

。 。 。 。 。 。

基基因频率率
。 。

   
。

   !

。 。 。

。 。 。

   !!!
∀
#
∀ ∃ %%% !

。

2 4 111 0

。

1 4 666 0

。

6 7 111 0

.

0 5 777 0

.

2 3 999

表 1 A Bo 血型的基因频率是根据 Be
rns te远( 1 9 3 0 )公式计算的

。

表 Z M N 血型基因频

率的计算公式是
:

又 + 生丽
,

2

。 一 凡 +

合丽
。

其中
,

亏
、

丽灭
,

和 凡分别表示血型 M
、

M N 和 N 的观察频率
,

即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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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口. 口口. . . . . .

农 2 各民族 M N 血型

黎黎黎 族族 汉 族族 1腐高人人 回 族族 苗 族族 汉族族

(((((6 31))) (2 10))) (103))) (53))) (22))) (舒城
,

2
49 )))

观观察值值 MMM 35 555 8999 4888 1555 777 5666

MMMMM NNN 2 4444 8666 4111 2 777 1222 13555

NNNNNNN 3 222 3555 1444 1111 333 5888

观观察频率(% ))) MMM 56
。

222 斗2
。

444 4 6

。

666 2 8

。

333 3 1

。

888 2 2

.

555

MMMMM
NNN 3 8

。

777 4 0

。

999 3 9

。

888 5 0

.

999 5 4

。

555 5 4

。

222

NNNNNNN 5

。

111 1 6

。

777 1 3

。

666 2 0

。

888 1 3

。

777 2 3

。

333

期期望频率率 MMM 57
。

111 3 9

。

‘‘ 44
。

222 2 8

。

888 3 斗
。

888 2 4

.

666

MMMMM
NNN 3 6

.

999 4 6

.

777 4 4

。

666 4 9

。

777 4 8

。

444 5 0

。

000

NNNNNNN 6

。

000 1 3

。

888 1 1

。

222 2 1

。

444 1 6

。

888 2 5

.

444

期期望值值 MMM 360
。

555 8 3

。

222 4 5

。

555 1 5

。

333 7

。

777 6 1

。

333

MMMMM
NNN 2 3 2

。

999 9 8

。

111 4 5

。

999 2 6

.

333 1 0

.

666 1 2 4

。

555

NNNNNNN 3 7

。

999 2 9

.

DDD 1 1

。

555 1 1

。

333 3

。

777 6 3

。

222

基基因频率率
口 】】

O

。

7 5 555 0

。

6 2 999 0

。

6 6 555 0

。

5 3 777 0

。

5 9 000 O

。

4 9 666

nnnnnnn
0

。

2 4 555 0

.

3 7 111 0

。

3 3 555 0

。

呼6 333 0
。

4 1 000 0

.

5 0 444

XXX

222

1

。

5 3 111 3

,

1 3 888 1

。

2 0 444 0

。

0 3 222 0

。

3 8 111 1

。

7 7 222

表 1、 表 2还分别根据 H ar dy
一

w

e
in be rg 法则

,

对血型调查结果进行了吻合度检验
,

得

出了各民族调查结果检验的 x
Z
值

。

这里的自由度为 l , 由 x
Z
表可知

,

当 x
Z
值大于或等于

3.84 时 ,
p 小于或等于 0

.
05

,

差异显著
。

从表 1、表 2 的 x
Z
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

对各民族血

型调查结果进行检验的 x
Z
值都小于 3

.
84

,

差异不显著
,

表明我们的调查结果与理论值的

吻合度好
。

由表 1可以看出
,

黎族的 B 基因频率为 0
.
250 ,

高于汉族
、

临高人
、

回族和苗族 ;而 A 基

因频率为 0
.
2 0 1 , 高于临高人

、

汉族但低于回族和苗族
。

汉族的 B 基因频率高于临高人
、

回族和苗族而 A 基因频率低于回族和苗族
。

从整个 A BO 血型基因频率看
,

临高人的 p
、

q

值都比较低
,

因而 。基因频率最高
。

表 2 所列海南岛地区各民族 M N 血型调查结果
,

其

中以黎族的 M 基因频率最高
。

但该岛五个民族的 M 基因频率(因而 N 基因频率)虽有高

低之别
,

其共同特点都是M 基因频率高于 N 基因频率
。

安徽省舒城县汉族的 M 基因频率

低于 N 基因频率
。

三
、

讨 论

1902年 ,
L

an ds te in er 报道
,

根据个体之间血球和血清发生不 同的反应
,

人类的血液可
以分为 4 种不同的类型

。

后来把这 4 种血型命名为 L an ds te in cr血型或 A Bo 血型
。

接着
,

人

们开始研究 A Bo 血型的遗传规律
。 ,

on D un ge
r 。

an d

Hirs

z
fel d 于 191。

牵提出了
A B。 血

型的二基因遗传学说
。

直到 1925 年
,

Be m ste
in 才最终正确说明了 A BO 血型的遗传机制

。
.

这些学者的早期研究
,

为血型在人类学
、

法医学和临床医学方面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

现在已经证明
: 1
.
个人的血型在一生中是保持恒定的

,

不受环境
、

食物
、

疾病等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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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2

.

隔离群体的血型基因频率
,

具有比较稳定的分布特征
。

3

.

血型具有
“
有

”或“无”
的

特点
。

同时
,

4

.

血型作为单基因遗传性状
,

很容易掌握其遗传规律
。

因此
,

许多学者把血

型应用于人类学和群体遗传学研究
。

还有一些学者如 M on
tag u ( 195 1)

,

w ien
er

(
1 9 6 2

)

,

Bo
y d

(
1 9 5 0

)

,

M

a

tson

(
1 9 4 6

) 等
,

主张以血型的分布作为划分种族
、

判断民族或居群之间亲

近关系的重要标准之一
。

表 1、 2 列 出了海南岛地区各民族和安徽省舒城县汉族的血型分布调查资料
。

根据

H 盯dy
一

w ein
be rg 法则进行 x

Z
检验的结果

,

观察值与理论值有较好的吻合度
,

表明本文调查

的各民族都处于遗传平衡状态
。

通过 A BO 血型基因频率的比较
,

可以看到海南岛各民族

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

因此
,

我们推侧这些民族虽然共居一岛
,

但它们之间处于一定的婚配

隔离状态
,

或者说它们之间的混杂程度较小
。

为了作进一步比较
,

表 3
、

4 分别列出了海南岛黎族
、

汉族
、

临高人
、

舒城县汉族和其他

作者已发表的各地区民族 A BO 和 M N 血型分布资料
。

由于海南岛回族
、

苗族的调查例数

较少
,

这里不再作进一步分析
。

表 3 海南岛地区各民族与其他民族 A BO 血型分布比较

编编号号 作 者者 民 族族 例数数 OOO AAA BBB A B OOO PPP qqq rrr lll

11111 W
oo ,

J

.

K

. ‘

4 777 华北
,
汉族族 174444 2 8

。

111 2 7

。

333 3 2

。

888 1 1

.

888 0

。

2 2 222 0

。

2 5 999 0

。

5 1 999 0

。

0 333

22222
W

o o
,

J

.

K

. ’

4 777 华南
, 汉族族 斗6‘多多 3‘

。

333 3 1

.

石石 2 3
。

222 8

。

999 O

。

2 2 888 O

。

1 7 555 0

.

5
9

777 0

.

0 888

33333 S i
m m

o n s e
t

.
a
l

. 户

5 444 曼谷
, 傣族族 10000 3 3

。

000 2 4

。

000 3 5

。

000 8

。

000 0

。

1 7 666 0

。

2 4 666 0

。

5 7 888 D

.

0 333

44444 尚书颂等
’

6 3

2 )))

贵州
,
仲家人人 50111 39

。

555 1 9

。

000 2 7

。

555 1 4

。

000 0

。

1 夕777 0
。

2 3 DDD 0

。

5 9 333 0

.

D 444

55555 陈俊杰等
’

6555 广西
,
壮族族 117666 49

。

333 2 3

。

000 2 3

。

666 4

.

111 0

。

1 4 666 0

。

1 5 000 0

.

7 0 444 0

.

1 666

‘‘‘ 周百辣
’

5 999 台湾
,

排弯人
’)))

2 9 000 5 2
。

888 1 9

.

石石 22
。

111 5

.

555 0

。

1 3 444 0

。

1 4 888 0

。

7 1 888 0

.

1 777

77777 本文文 海南岛
,

黎族族 63111 30
。

000 2 6

。

333 3 3

。

999 9

.

888 0

。

2 0 111 0

.

2 5 000 0

.

5 4 999 000

88888 本文文 海南岛
,
临高人人 10333 50

,

555 1 8

,

444 2 6

。

222 4

,

999 0

.

1 2 444 0

。

1 6 999 0

.

7 0 777 0

.

1 666

99999 本文文 海南岛
,
汉族族 21000 41

。

000 2 2

。

888 3 2

。

444 3

。

888 0

。

1 4 555 0

。

2 0 333 0

.

6 5 222 0

、

1 000

111 000 本文文 舒城
, 汉族族 24999 37

。

000 2 6

。

999 2 9

.

333 6

。

888 0

.

1 8 666 0

。

2 0 111 0

。

6 1 333 0

.

0 777

注: l) 本栏数值为血型的百分 比
。

2
) 引自 W

oo ,

J

·

K

. ‘

4 7

,

等
。

3
) 高山族的一个支系

。

表 4 海南岛地区各民族与其他民族 M N 血型分布比较

作作 者者 民 族族 例数数 MMM M NNN N l))) 1刀刀 nnn

陈陈东启等
‘

6 444 北方
,

汉族族 9 27斗斗 2 4
。

lll 4 8

。

111 2 夕
。

888 0

。

4 8 222 0

。

5 1 888

MMM

o u r a n r
,

5 4

2
)))

广东
, 汉族族 10 111 38

。

666 4 5

。

666 1 5

。

888 0

.

6 1 444 0

。

3 8 666

SSS i m
m

o n s e t a
l

‘

5 斗斗 曼谷
,
傣族族 10000 呼4

。

OOO
斗2

。

000 l 泞
.
000 0

.
6三000 0

.
35 000

333 ))) 壮族族 148777 53
.
666 37

。

444 9

.

000 0

。

7 2 333 0

.

2 7 777

本本文文 海南岛
, 黎族族 63 111 56

。

222 3 8

。

夕夕 5
.
111 0

.
7 5 555 O

。

2 牛555

本本文文 海南岛
,
临高人人 10333 46

.
666 39

。

888 1 3

.

666 0

。

6 6 555 0

。

3 3 555

本本文文 海南岛
, 汉族族 2 1000 42

。

444 月0
.
999 16

.
777 0

.
6 2 999 0

。

3 7 111

本本文文 舒城
, 汉族族 24999 22

.
555 54

.
222 23

。

333 0

。

4 9 666 0

.

5 0 444

注: l) 本栏数字为血型百分比
。

2
) 引自 A lloy & Boyd (

‘

4 3
)

。

3
) 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 血型工作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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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的
“

华北
”
包括河北

、

北京
、

山东地区
, “
华南

”
包括广东

、

珠江流域
、

湖南
、

江苏
、

四川地区
。

由于各个作者估计基因频率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公式
,

用不同公式对同一观察

结果进行计算得出的基因频率值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

因此
, 为了统一比较

,

表中 1一6 号

各民族 A Bo 血型基因频率
,

是按本文采用的公式重新计算的
。

表中最后一栏 1为各民族

与黎族的遗传距离
。

其计算公式是
:

l ~ 2 tg 30
“

[ (
△p )

2
+ (△q )

2
+ (△

p ) (△
q ) ]

V 启。

△p 和 △q 分别为黎族与其他民族 A
、

B 基因频率值之差
。

可以看出
,

华北汉族的 B 基因频

率较高
,

即 q大于 P; 而华南汉族的 A 基因频率较高
,

即 p 大于 qo

由表 3 可以看出
,

海南岛汉族的 A 基因频率明显低于华南
、

华北汉族而 B 基因频率在

这两组汉族之间
。

与华南
、

华北汉族相比
,

舒城县汉族的 q 大于 p
,

A B O 血型虽然具有华

北汉族的分布特点
,

但 A 基因频率低于华北汉族
,

B 基因频率在华北
、

华南两组汉族之间

而与华南汉族较为接近
。

临高人的A
、

B 基因频率都比较低
,

A B O 血型与广西壮族和台湾

排弯人非常接近
。

德国学者史图博 (H
.
st此el 193 7) 认为临高人是汉化了的黎族

。

但
A BO 血型的分布提示临高人与壮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

与华北汉族和华南汉族相比
,

黎

族的 B 基因频率较高
,

A B O 血型接近于华北汉族的分布特点
。

与其他民族相比
,

黎族的

A BO 血型非常接近于贵州省仲家人和泰国的曼谷地区傣族
。

它们都是 B 基因频率较高
,

即 q 大于 p
,

通过 p
、

q 值计算出仲家人
、

傣族与黎族的遗传距离分别为 。
.
04 和 0

.
03

,

比较

小
。

吴汝康(w oo J
.
K
.
194力曾注意到仲家人和泰国的傣族

、

缅甸的掸族有密切的关系
。

史图博(1937)通过语言
、

文化
、

民俗学方面的考察
,

认为傣族是组成黎族的要素之一
。
日

本学者石田干之助(1942)认为黎族原来分布于中国大陆各地
,

与贵州等地的仲家人和居

住在我国云南至泰国一带的傣族
、

掸族属于同一种族系统
。

黎族与仲家人
、

傣族 A BO 血

型分布相互接近
,

支持以上观点
。

只是 目前缺少掸族的血型资料
,

不能与掸族进行比较
。

表 3 所列各民族在 A BO 血型方面的遗传关系
,

可以用图 1的 st
ren g 氏三角表示

。

图

中的数字与表 3 第一栏各民族的编号相对应
。

从图 1 也可以看出
,

黎族与傣族
、

仲家人比

较接近
。

临高人非常接近于广西壮族和台湾排弯人
。

这三个民族在图中的位置距 A B 边

图 1 streng 氏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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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远而距 A c 和 Bc 边较近
,

表示它们的
:
值较高而 p

、

q 值较低
。

表 斗 中的
“

北方
”
包括山东

、

河北和东北三省
。

可以看出
,

北方汉族的M 基因频率较

低
,

即 m 小于
n 。
而我国南方的广东汉族

、

壮族以及泰国曼谷的傣族
,

M 基因频率较高
,

即

m 大于
n 。
显然

,

海南岛的黎族
、

汉族和临高人的 M N 血型具有我国南方各民族的高M 基因

频率的分布特点
。

舒城县汉族的M 基因频率低于 N 基 因频率
,

M N 血型接近我国北方汉

族
。

从本文调查的各民族和已发表的其他地区民族的 M N 血型分布看
,

我们认为m 大于
n 主要反映了我国南方M N 血型分布的地区性特点

,

尽管南方各地区民族相互之间在 M 基

因频率上有高低的差别
。

Mo

u r
an

t

(
1 9 5 4

) 分析了到 1954 年为止已发表的世界各地。 的

M N 血型资料
,

认为M N 血型分布比 A Bo 血型变化要小些 ;世界大部分地区和种族的M 基

因频率都在 , 0多一60 多 之间
,

而高 M 基因频率的主要分布地区是东波罗的海国家通 过

俄罗斯直到南亚和爪畦
。

吴汝康
、

吴新智等 (l 978) 认为华南人的体质有南亚人种成分
。

包括海南岛在内的我国南方地区的高 M 基因频率分布特点
,

也说明我国南方与南亚地区

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

四
、

小 结

本文报告了海南岛地区各民族及安徽省舒城县汉族计 1268 人的 A Bo
、

M N 血 型 资

料
,

分析了各民族血型分布特点
,

探讨了海南岛各民族之间以及海南岛各民族与其他地区

民族在血型方面的遗传关系
。

分析结果表明
,

海南岛地区各民族处于遗传平衡状态而相互之间在 A B O 血型基因频

率分布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
,

说明该岛各民族处于一定的婚配隔离状态
,

或者说它们之间

的混杂程度很小
。

进一步分析支持黎族与仲家人
、

傣族有比较密切的种族关系的看法
,

并

提示临高人与壮族
、

排弯人有比较接近的关系
。

本文调查的各民族 M N 血型基本上可以

分为 m >
n
和 m <

n 两大类型
,

即安徽省舒城县汉族的 M 基因频率低于 N 基因频率
,

而

海南岛各民族则是M 基因频率高于N 基因频率
。

包括海南岛在内的我国南方地区的高M

基因频率特点
,

启示了华南和南亚地区各民族有较为密切的种族联系
。

(
1 9 8 2 年 3 月25 日收稿)

l) 不包括中国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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