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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描述了海南岛黎族和临高人的指
、

掌纹特征 7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临高人与汉族
、

壮

族的指
、

掌纹特征进行了比较
。

作者认为 8 5(6 黎族的个别掌纹特征表明存在着黎族与某些黑

色人种混血的可能性 7 5 6黎族的四个支系中
,

体黎的指
、

掌纹特征最具有代表性 7 59 6临高人的

指
、

掌纹特征与汉族类似而与壮族有着较大的差异
)

肤纹包括指纹
、

掌纹和脚纹
,

是人和某些灵长类动物指
、

掌
、

脚部皮肤表面的波浪状凹

凸皱装
,

它是 由真皮乳头层中结缔组织形成的真皮乳头突向表皮生发层而形成的
。

肤纹

钓基本形态是受遗结因素控制的 5/: ;<  = >
,

4?<≅ Α  Β = 6
。

在人类胚胎时期
,

肤纹的基

本特征就已经形成
,

此后
,

除了在个体生长时期面积增大外
,

其基本特征终身不变
,

因此它

在群体中呈现规律性的变化而在个体上却是稳定的
,

从而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

个体识别
、

种族及居群研究
、

医学及遗传学等各方面
。

肤纹是受多基因控制的遗传特征
,

它不太容易受混杂
、

漂移和隔离的影响而在确定人类居群的人种史关系上尤为重要5Χ∋Δ ≅
,

 Β 9
,

0 (ΑΕ∋
,  Φ ∋ Α ,

 Φ >
,

Γ (ΑΔ# ΑΗ
,

 Φ Φ
,

ΙΑ < ∋ ϑ
,

 ! 6
。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观察和应用指
、

掌纹的国家之一
,

指纹的早期记录可追溯至六千年

前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
,

公元七世纪的唐代
,

我国即已有以指纹鉴别个人的记载
,

但现代指纹学则自  Κ 年开始由国外传人
,

至今在司法部门已获得广泛的应用 5赵向欣

等
,  ! 6

。

在以指
、

掌纹进行人类居群的研究方面
,

目前国内仍局限于提供汉族及其他个

别少数民族如壮族的指
、

掌纹特征的正常值5如董佛忱
,  Β > 等6

,

而以指
、

掌纹特征来进行

人类居群关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本文除了提供黎族
、

黎族四个主要支系及临高人的指
、

掌纹特征正常值即 旨在通过指
、

掌纹特征的比较为临高人的民族识别问题提供佐证资料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以油墨拓印法直接采取调查对象的左右手指
、

掌纹图象
,

置于 Κ 倍放大镜下观察鉴

定
。

6 本文是作者在导师吴汝康和吴新智指导下所作的研究生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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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分析海南岛居民 Φ= > 人共 = Κ ! 只手的指
、

掌纹图象
,

其中
8

黎族男性 > ΚΒ 人5父母均黎族6
,

包括
8

伴黎 Φ Κ 人 7

美孚黎 !Κ 人 7

本地黎 = > 人 7

歧黎 Φ 人
。

黎族女性 = 人5父母均黎族 6
。

汉族男性 ΚΚ 人5父母均汉族
,

分布于全岛的广东
、

福建籍汉族后裔 6
。

临高人男性 Λ 人5父母及本人均临高县居民
,

操临高语 6
。

作为对比的壮族男性 > 9 人资料均引自
“

广西壮族的掌纹和指纹的研究
”
一文5董涕

忱
,  Β > 6

。

所有调查对象均发育正常
,

相互间无已知的血亲关系
。

主要采用 ∃ Μ

ΝΗ# :Η 8 Α
Η≅ Ο :≅ (∋ 5  > 9 6 提出的分析方法并辅之以 Π :(≅ < Θ

5  6 及

0(Α Ε∋ 5  Φ ∋ϑ 6 提出的分析方法
。

统计比较以 0 《 Κ
)

Κ= 和 尸镇 Κ
)

Κ 为显著性界限
,

即 尸《 Κ
)

Κ= 为显著
, 尸5 Κ

)

Κ 为非

常显著
。

二
、

结 果 与 比 较

5一6 指纹 5;:Η Ρ < Θ 0 Θ:Η Ε6

)

各型指纹出现率及指纹强度指数 5玩≅ < Ν ∋; 0 Α ΕΕ < Θ Η 运Ε< Η Σ :Ε Δ一Τ( (6

指纹分 弓型纹 5
ΑΘ, Υ一% 6箕型纹

、

5(∋∋ 0Σ< 26 和斗型纹 5ς Υ∋Θ (一ς 6 7 每一型又可分成

两个亚型
,

弓型纹的两个亚型为帐弓 5
Ε<Η Ε<≅ ΑΘ ,Υ 一%Ε 6 和平弓 5Τ(Α:

Η ΑΘ ,Υ 一% ”

6 7 箕型纹

分尺箕 5己
Η Α Θ (∋∋ Τ一2 )

6 和挠箕 5
Θ Α≅ :Α ((∋∋ 0一2

·

6 7 斗型纹分为双箕斗 5Ες
∋ (∋∋ 0 ς Υ∋ Θ (一ς ,

6

和一般斗 5ς 6
。

表 各族系各型指纹出现率5Λ 6及指纹强度指数 5Τ4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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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纹线总数 5Ε∋ ΕΑ ( ,∋ Μ Η Ε ∋ ; ;坛, Θ 0 Θ: Η Ε一− / ∃ 6

自指纹的三又主核心的直线距离上的纹线条数为指纹纹线数
,

当指纹为弓型纹时此

数为 。 ,

当指纹为斗型纹时
,

只记录纹线数较多的一侧
,

十指的纹线数相加即为指纹纹线

总数
。

表 各族系的指纹纹线总数

族 系 人 数 Ζ 左 [ 右 左Ω 右 5− / , 6

>9>==!ΚΒ ΚΦ=Φ!99=>刀刀Κ从 >昭 =刃((Η卯ΦΦΚΦ9洲Φ9Φ>ΦΚΦ9Φ= Κ“Β>>ΚΦ Κ==>9>>=!巧!Β!Φ =Κ巧器=ΦΚΒΦΦΦΦ儿Β!ΦΒ!==!=>ΚΒΦΚ!Κ=>Φ 黎族 罕十 己

罕

古

俘黎

美孚黎

本地黎

歧黎

汉族 色

临高人 古

Κ Κ

 Β

>
。

! ! > Φ
。

Κ Β

9 !
)

Κ  斗Β
)

Κ

> >
)

Β ! 斗Β
)

!

> =
。

 Κ > !
。

9  

> =
)

! > Φ
。

Κ

> Φ
)

9 = >
。

Φ !

9 !
)

Φ >
。

Φ

(斗=
)

9 > >
)

 

> Κ
。

> ! > 9
。

Κ Β

5二6

表 9

掌纹 50 Α (# 0 Θ :Η Ε 6

)

% 线各型出现率

各族系各型 % 线出现率 5Λ 6

族 系

  9 >Β9Φ>ΦΚ=Κ !!Φ巧 Κ巧=>

>兀9!Β巧=Κ=Κ片ΒΦ)Φ)= )= )Φ)Β )Β)!Κ)

9>Φ>=Φ!ΚΚΚΚ巧ΚΚ=ΛΚ Κ!Κ=!=>黎族 罕Ω 占

罕

占

哮黎

美孚黎

本地黎

歧黎

汉族 占

临高人 占

壮族 占

Β Β
)

Β Φ

Β =
)

9

> Κ Β

Φ Κ

! 1

=斗

Φ  

Κ Κ

 Β

斗9

6奋包括一例 Β 区
。

)

Χ 线各型出现率理

表 > 各族系各型 Χ 线出现率 5Λ 6

二亚(
一

[一上兰生一Ζ一立一竺一Ζ一互一竺一Ζ三一里一[一立一竺一
∴

黎族 罕Ω 占 Ζ
= = ! “

·

斗=
Ζ

“Β
·

> Κ
】

=
·

 Κ
Ζ

’
·

=

罕 [
‘=

Ζ
·

9 Κ
Ζ

“!
·

Φ =
】

!
·

 
Ζ

”
·

Β Β

古 Ζ
> ΚΒ

Ζ
!

·

Κ Κ
[

“=
·

=
[

=
·

Κ Κ
Ζ

‘
·

> !

传黎 Ζ
‘Φ Κ

Ζ
Φ

·

9 =
Ζ

“!
·

, 9

Ζ
·

Β =
Ζ

‘
·

> Φ

美孚黎 Ζ
“Κ “

·

= Ζ “>
·

9 ! Ζ 9 !
·

’9 ‘
·

=



续 表 斗

族族 系系 人 数数 9 型型 = 型型 Φ 型型  型型

本本地黎黎 = >>> 9
。

=== = Κ
。

 999 >
)

Κ ΦΦΦ (
。

! ===

歧歧黎黎 Φ    
)

= 999 Β !
)

9 === Φ
。

! ===
)

ΦΦΦ

汉汉族 占占 Κ ΚΚΚ 9
。

Κ ΚΚΚ Φ >
。

= ΚΚΚ
)

= ΚΚΚ (
。

Κ ΚΚΚ

(((在高人 台台  ΒΒΒ !
)

! === Β !
。

Φ ===
。

9 === (
。

Κ >>>

壮壮族 占占 > 999
)

Β === Φ >
)

ΦΦΦ 9
)

Β === Κ
。

斗

9
)

∃ 线各型出现率

表 = 各族系各型 ∃ 线出现率 5肠 6

族 系 尺 侧 型 近 中 型 缺 失 型

Κ=>!!!==Κ= 龙儿
Η,一夕、
9Β
,勺]‘⊥(]尹1

=Φ打==Β

8ΒΒ
9!=入Β)=) )!)Κ )乙

!=9> !!!巧 ΚΚΦΦ “Β=ΒΦ“ΒΦ9Β=阳的ΦΚ黎族 罕十 古

罕

占

律黎

美孚黎

本地黎

歧黎

汉族 占

临高人 占

仕族 占

= = !

=

> Κ Β

Φ Κ

! Κ

= >

Φ  

Κ Κ

 Β

> 9

[

>
)

Κ 线各型出现率

表 Β 各族系各型 Ψ 线出现率 5Λ 6

族 系 研 究 者 人 数 Φ 型 Ζ
” 型 ] “ 型

)

Β9Β9!!科!!巧= ΚΚ刀别9Β9Φ

∴Ι,))Ι,‘空
)

,‘一少、,闰了一,,‘,‘产门 !
∀∀∀∀

⋯⋯
,#,了产∃%、&勺∋户,一,(%)%∗
∀+‘,‘‘气,乙‘勺,乙,‘

‘

弓
&

份−

./01加/∃∃122洲/∃/3.)/2)∀2−∀2∃∀21∀2)∀2.∀22∀21∀2.∀−2∀2/∀

九12/∃/0/−/−龙
#‘少布(佗、−
45!魂‘6,、−2

咋(,(斗

勺0∗
∀

7八#78向  内‘!#!& 00−。
8#了
月
呀78∗
‘

222
月
份

∀

弓0斗0乡

黎族 罕9 占

罕

占

律黎

美孚黎

本地黎

歧黎

汉族 古

临高人 占

壮族 占
:

高;<& 族古
:

汉族
:

沙劳越人
:

朝鲜人 :

日本人:

蒙古人
:

俄罗斯人
:

美国白人
:

波兰人
:

牙买加黑人
:

西非黑人
: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董佛忱
, %. 1 −

= > ! > ? ≅ Α Β
,

%. 2 .

郭长富
, %. 12

= > ! > ? ≅ Α Β
,

%. 2 3

Χ Β Δ> Α ≅ ,

% . 0 1

Ε Β ∋∗ “
,

% . 0 0

Φ 月>取Γ Η > ,
% ./ )

Ι 刀>八即 Η> ,
% ./ %

? ϑ≅

“
≅ Ι ∗ > ,

% . 2 1

; Γ ϑΚ
,

% . % %

Λ ϑ≅ Μ 畔
Ι∗ > ,

%. 2 1

Ν Ο Π Π Β ! ? ,

%. 2 1

/ / 3

% / 0

斗∃1

% )∃

3∃

/ −

).

%∃ ∃

. 1

0 − 2

− ∃

% ∃2

% /0

0 1 3

%. /

3 ∋

% ∃0

%/ ∃

% ∃ )

1 −

) /

2 .
。

−0

− 0
。

%∃

2 3
∀

− 0

0 %
。

3 3

2 )
。

/

2 0
∀

∃ /

2 .
。

/

2 .
∀

.

− ∃
∀

)

0 .
∀

∃∃

%1
∀

2 2

0 )
∀

∃

% 0
。

∃

/ 1
∀

2

/2
∀

)

− %
∀

) /

% −
。

3

% %
。

2

∀
引自Θ 茸涕忱 Ρ % . 1斗Σ

。



期 谢业琪 8 海南岛黎族指
、

掌纹研究及临高人与汉族
、

壮族指
、

掌纹特征比较 (呼(

表 Β 表明黎族与其他东亚
、

南亚沿海居民一样
,
Ψ 线 Φ 型出现率高于  型

。

一般认

为
8 Ψ 线 Φ 型出现率高于  型是黑人居群的典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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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Γ Ι Δ ϑΙ ΒΙ >∗ ΒΟ ?

Σ

当手掌远侧缘的三叉多于 − 个时
,

指间区出现的三叉为附三叉
。

表 . 各族系附三叉出现率Ρ ∴ Σ

族族系系 人数数 左 手手 右 手手 左手 9 右手手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均均
第第第第 %%%% 第 %%%%% 第 < ]]] 平均均 第 %%%% 第 %%%%% 第 < ]]] 平均均均
指指指指间区区 指间区区 指间区区区 指间区区 指间区区 指间区区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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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构型区 5。。Η ;运公跳石。Η ΑΘ <Α 6 真实性花纹出现率

5(6 小鱼际真实性花纹出现率
。

5 6 大鱼际 β 第一指间区真实性花纹出现率
。

59 6 第二指间区真实性花纹出现率
。

5> 6 第三指间区真实性花纹出现率
。

5= 6 第四指间区真实性花纹出现率
。

5Β 6 掌纹强度指数 50Α( # Α Θ 0 ΑΕΕ
< ΘΗ :Η Ε< Η Σ:ΕΔ :Η ≅

<Ν
一0 (06

表 Κ 各族系各构型区真实性花纹出现率5肠6及掌纹强度指数 5Τ4 Τ6

族族 系系 人 数数 小鱼际际 大 β444 4444 4&&& 平均数数 Τ4Τ 又
)

∀ ΨΨ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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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三叉 5ΑΝ :目 ΕΘ :Θ Α≅ :ΜΣ 6

Ε 距比 5
8 ≅: ΣΕΑ Η, < ΘΑ Ε:∋6 及轴三叉类型 8 自中指基部指

、

掌褶线中点至轴三叉的距

离与中指基部指
、

掌褶线中点至远侧腕掌褶线的垂直距离之比值为 Ε 距比
,

该值小于 Κ
)

Β。

者为 Ε’’
,

大于 Κ
)

!Κ 者为
Ε ,

两者之间的为 Ε’∋

表 各族系轴三叉的 Ε 距比及轴三叉各类型出现率5Λ 6

Ε 距比 又
,

∀ Ψ 类

族 系 手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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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谢业琪 8 海南岛黎族指
、

掌纹研究及临高人与汉族
、

壮族指
、

掌纹特征比较 呼9

Κ
)

Α Ε≅ 角度

表 各族系 ΑΕ ≅ 角度及左右手 ΑΕ ≅ 角度差

角度 又
·

∀ Ψ 左右手
Α
Ω≅ 差值

族 系 人 数

左手 十右手 Κ一9
Κ

9
。

=一Β
Κ

‘
)

=Κ 以上

ΒΚ!Β>= =Κ=ΒΚΒΚΚ=
口⊥#∀%%子!#门 矛、曰一,[#&1).)%−−)1乃)3−1∃∃)/

!&
‘∀‘!Υ
#∀%#Τ%%碑Τ∋少帐[8,‘气‘,乙,‘%%,工,%,‘

, 月孟1%%%.01/0/1)−.∃∃1))∃ ∃∃九1)肠“)31))/%−313/1)∴料))3133
∀1
一

1%少、一少少一、气一&户
4

1工工&,几料八,⊥几(几、2!
#门(!乃臼 !一一、一月,,了ς,0

片了,%口,了内己,料片了矛沙甘 乃,(,,,(佗、6佗、0,(,(,(
/3/0∃1)∃3∃弘).∃∃∴

一、夕州∀几&兮,%#∀%

黎族 牢9 古

罕

占

佯黎

美孚黎

本地黎

歧黎

汉族 占

临高人 占

!
∀

掌褶线 Ρ小幼Γ! ΩΙ ≅> ?≅ Σ

当远横掌褶线 Ρ ∗ Β耐
ϑ Ι > ! ?_ ≅ Ι?≅ Ω Ι ≅ > ?≅ Σ 自挠至尺侧横贯整个手掌时称猿线 Ρ ?ΒΠ Β> !

∋Β! 。Σ
,

同一个人左右手均出现猿线的为对应猿线
。

表 %2 各族系猿线和对应猿线出现率Ρ∴ Σ

, ∀

族 系
∀

⎯
⋯ 人 数 ⎯ 左 手 ⎯ 右 手 左手 9 右手 < 左右手对应猿线

.
。

/ ∃

)
。

3 .

/
∀

/ 1

2
。

. /

%1/0/∃−.223∃∃∃
声∃0气%.2
%%子α河%∃.−/∃.1−∃/∃∃1

!甘,
矛
,‘,#

β
∀∋∗
性

)/3.3030/∃/02.∃∃−1
!Υ,

&%%∃一,内石
,%%%#
‘∀且

3
。

0 −

)
∀

3.

3
。

2 )

)
∀

∃ 1

%0
∀

/ ∃

)
。

− ∃

)
。

/.

%2
∀

∃ ∃

%1
∀

1 )

/3/0∃1阳3∃/−).∴∃∃
ς,
‘胜人月#
月,盆,人

黎族 罕9 台

罕

台

律黎

美孚黎

本地黎

歧黎

汉族 占

<在高人 占

综上所述
,

黎族Ρ 男女合计 Σ的指
、

掌纹特征如下
Θ

%
∀

各型指纹中
,

斗型纹出现率较高
,

因此具有较高的 χ∋ ∋ 值
。

0
∀

Ζ 线 ) 型出现率高于 . 型出现率
。

2
∀

> Τ [ Ν 值较低
,

左右手
> 一Τ [ Ν 对应性较差

。

−
∀

ϑ 距比小而
> ϑ∗ 角度较大

,

轴三叉较接近掌中部
。

/
∀

猿线及对应猿线出现率较低
。

临高人Ρ 男性Σ的指
、

掌纹特征如下
Θ

%
∀

各型指纹中
,

斗型纹出现率较低
,

因此 χ! 较低
。

0
∀

主要掌纹线指数较低
,

掌纹纹线方向比较趋于垂直
。

2
∀

χ< χ 值较高
,

掌部花纹比较复杂
。

−
∀

猿线及对应猿线 出现率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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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6 指
、

掌纹特征的族系间比较 5表 >6

指纹型分布
、

指纹纹线总数 5− / ∃ 6
、

掌部构型区真实性花纹出现率及主要掌纹线由

于其高度的遗传性而在指
、

掌纹研究中经常被用于各族5系 6间差异的比较
。

表 > 所列各

项差异显著性检验中两族5系6间的百分率及 − / , 差异均采用 Ε 检验
,

其它各项采用
Ν

测验
。

为了保持所比较的样本的一致性
,

除性别差异外
,

全部比较均在男性之间进行
。

表 “ 各族系间差异显著性检验

特 征 黎族四支系间 黎族罕
一 占 黎 占

一
汉 台 ( 临高占

一
汉古 临高古

一
仕 占

指纹型分布

− / ∃

% 线

Χ 线

∃ 线

Ψ 线

小鱼际

大鱼际 β第一指间区

第二指间区

第三指间区

第四指间区

χ

半

χ

χ

今
不

鑫 8 Τ δ Κ
)

Κ = Τ δ Κ
)

Κ

⋯
一χ

)

黎族男性的四个支系

在黎族男性四个支系中
,

任何两支系间的 − / , 均无显著差异
,

但四个支系间指纹各

型分布
, ∃ 线各型分布存在着显著差异 5Τ δ Κ

)

Κ劝 而 % 线各型分布
, Χ 线各型分布则存

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 50 δ Κ
)

Κ 6
,

分述如下 8

四个支系间指纹各型分布的差异是显著性
,

但当除去美孚黎后
,

其余三个支系间即无

显著差异
。

四个支系间 , 线各型分布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

但当除去歧黎后
,

其余三个支系间即无

显著差异
。

四个支系间 % 线各型分布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当在四个支系中除去本地黎
、

律黎或歧

黎后
,

其余三个支系间仍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 5Τ δ Κ
)

Κ 6
,

但当除去美孚黎后
,

其余

三个支系间即为显著差异 5Τ δ Κ
)

Κ = 6
。

四个支系间 Χ 线各型分布差异非常显著
,

但当除去本地黎后
,

其余三个支系间即无显

著差异
。

由此可知
,

黎族 5男性 6四个支系间的主要指
、

掌纹特征差异分别由美孚黎
、

本地黎和

歧黎造成
,

哮黎似乎对黎族的主要指
、

掌纹特征最具有代表性
。

为进一步探讨黎族各支系间的关系
,

对四个支系的主要指
、

掌纹特征进行了聚类分

析
,

距离的计算采用欧氏距离公式
,

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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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纹研究及临高人与汉族
、

壮族指
、

掌纹特征比较 朽

艺 5
Ν ‘χ 一 Ν , χ6

’

式中 祷: 表示 : 组 5支系或族6与 : 组 5支系或族 6 之间的距离
, Ν 谈 和 ε] χ 表示 ￡组与

护组同一指
、

掌纹特征的测量数据
,

该数据已先行通过平行变换及标准差变换而标准 化
。

用最短距离法进行聚类
,

即用最小 ≅,: 值依次进行归类
,

作出聚类图
。

对黎族5男性6四个支系的各项指
、

掌纹特征如指纹各型出现率
、
− / , 、

各型 %
、

Χ
、

,
、

Ψ 主要掌纹线出现率
、 。一ϑ / ∃

、 Α Ε≅ 角
、

附三叉出现率
、

各构型区真实性花纹出现率
、

Ε 距

比
、

猿线 出现率等指标计算任意两组间的欧氏距离
,

结果如表 = ,

由表作聚类图5图 (6

表 = 黎族四支系指
、

掌纹特征欧氏距离阵

[ 佯 黎
Ζ 美 孚 黎 本 地 黎 Ζ 歧 黎

惨 黎 】 Κ Ζ _ Ζ

美孚黎

本地黎

歧 黎

Φ
)

Κ Κ

Φ
。

=
)

Φ > 87
Κ

!
。

Φ >

律黎

歧黎

美孚黎

本地黎

一
Ζ几

一
匕一一一一一止∴ ∴一一一一一斗一一‘卜一一干一一升

Κ 呼 Β

图 ( 黎族四支系指
、

掌纹特征聚类图

由表和图可知
,

黎族四个支系中
,

律黎与歧黎指
、

掌纹特征最为接近
,

本地黎与之差异

较大
。

)

黎族 男性与女性

黎族两性之间指纹各型分布
, Χ 线各型分布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50 δ Κ

)

Κ 6
,

第二指

间区花纹出现率男性非常显著的高于女性 50 δ Κ
)

Κ 6
,

大鱼际 β 第一指间区花纹出现率

男性显著的高于女性 50 δ 。
)

Κ = 6
。

9
)

黎族与汉族

黎族与汉族之间指纹各型分布
、 Χ 线各型分布差异显著 50 δ Κ

)

Κ = 6
。

>
)

临高人与汉族
、

壮族

所检验的临高人与汉族各项指
、

掌纹特征均无显著差异
。

临高人与壮族之间
, % 、 Χ 、 ,

、

Ψ 主要掌纹线各型分布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50 δ Κ
)

Κ 6

而第四指间区花纹出现率临高人显著的高于壮族 50 δ Κ) Κ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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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8 临高人的主要指
、

掌纹特征与汉族相似而与广西壮族有相当大的差异
。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
,

在临高人
、

汉族
、

黎族
、

壮族之间
,

根据各型指纹出现率
、

各型

%
、

Χ
、

∃ 、
Ψ 主要掌纹线出现率及各构型区花纹出现率进行聚类分析

,

结果如表 Β ,

由表

作聚类图5图 6
。

衷 Β 黎族
、

汉族
、

临高人及壮族主奥指
、

掌纹特征的欧氏距离阵
⋯

⋯ Ζ
(。 高 人

Ζ
)

汉 族

Ζ
黎 族

Ζ
, 族

1ς,Υ

Γ

⋯−−%、,尹

人族族族<腐 高

1
。

. ∃

1
。

) −

汉黎壮

∋在高人

汉 族

黎 族

壮 族—
目

一

δ

一洲一十一卜十一卜汁一干弓一
∃ 0 斗 1 3

图 0 临高人
、

汉族
、

黎族和壮族指
、

掌纹特征聚类图

聚类分析表明
Θ
临高人与汉族主要指

、

掌纹特征最近似
,

壮族与这两者差异较大
,

这

与上述差异显著性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
。

三
、

结 论

%
∀

肤纹作为一种遗传性的体质特征存在着种族和居群间差异
,

因而肤纹的研究可以

作为探讨人类种族和居群间关系的一种辅助手段
。

0
∀

与其他东亚
、

南亚的沿海居民一样
,

黎族的个别掌纹特征表明存在着黎族和某些黑

色人种混血的可能性
。

2
∀

黎族的四个主要支系中
,

佯黎的主要指
、

掌纹特征最具有代表性
,

他们与歧黎的指
、

掌纹特征近似而与本地黎差异较大
,

考虑到肤纹是遗传性的体质特征
,

这可能表示着黎族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血缘关系的类似情况
。

−
∀

临高人的主要指
、

掌纹特征与汉族相似而与壮族差异较大
,

这种差异可能提示着临

高人与汉族之间比临高人与壮族之间有较近的血缘关系
,

因而可供在进行临高人民族识

别时参考
。

Ρ % . / 0 年 / 月 1 日收稿 Σ

赵向欣
、

张秉伦
,

董涕忱
, % . 1斗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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