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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 9 个民族 A B O 血型分布
,

特征有三种 : 汉族和回族为 B > O > A ; 达斡尔族

为 B > A > 0 ; 其余民族 (蒙
、

那温克
、

朝鲜
、

满族
、

俄罗斯
、

哪伦春族) 为 0 > B > A
.

基因

颇率 r ( 0 ) : 那温克 ( 0
.

754 9) 较高
.

达斡尔 (0
.

52 34 ) 和回族 ( 0
.

5 17 1) 较低
.

p (A ) : 哪

温克 (0
.

1 138 ) 偏低
.

朝鲜族 ( 0
.

22 7 7) 和达斡尔族 (0
.

22 53 ) 偏高
.

q (B ) : 回族 (0
.

2 8 18 )

略高
,

那辱克 (0
·

, 3’3) 和朝鲜族 (0
·

’7”) 略低
·

与国内相同民族间比较
,

除哪温克
、

哪伦

春同民族间有显著性差异外
.

其他同民族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

另对汉
、

蒙
、

回
、

满四个民族的

A B O 亚型也进行了调查
.

内蒙古自治区
,

东西长 2 4 00 公里
,

南北宽 17 00 公里
,

总面积 1 18
.

3 万平方公里
。

它

包含蒙
、

汉
、

满
、

回等 49 个民族
.

据内蒙古统计局 1 9 90 年普查
,

总人 口数为 21 4 56 5 36

人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

19 9 1)
,

各民族人 口数及比率详细见表 1
.

内蒙古地处中国北部
,

是历史上民族混合
、

人群迁移的重要地方
.

该地区各民族的血

型基因频率是研究该地区和北方地区民族的形成
、

人群的迁徙的十分重要内容
.

本文对内

蒙古地区人 口最多的汉
、

蒙
、

满
、

回
、

达斡尔
、

那温克
、

朝鲜
、

俄罗斯
、

鄂伦春等 9不民

族的 A B O 血型分布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

其中我国俄罗斯民族的 A B O 血型分布为国际上

首次报道
.

内蒙古地区的回
、

朝鲜两个民族的 A B O 血型分布也是国内首次报道
.

另外
,

本文同时还调查了蒙汉回满四个民族 A B O 亚型分布
,

现一并报告如下
。

收稿 日期: 199 2一0 7 一10

本文为 19 91 年卫生部招标
,

我站科研中标课题
.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袁义达
、

郝露萍先生为本

文指导老师
,

特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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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内旅古自治区各民族人口数及比率

民 族 人 口数 民 族 人口数 民 族 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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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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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材 料与方法

1
.

对象 : 共调查了 , 个民族计 37 122 人

(l ) 汉族 : 来源于临河
、

东胜
、

集宁
、

通辽
、

呼和浩特
、

乌海
、

赤峰
、

包头
、

海拉

尔
、

锡林浩特和乌兰浩特等地区的干部
、

工人
、

学生
、

农民 (含献血员)
,

计 2 6 861 名
.

(2) 蒙族 : 为新巴尔虎左
、

右旗
,

陈巴尔虎旗
、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

苏尼特左旗
、

四子王旗
、

阿拉善左旗
、

额托克前旗和后旗
、

乌拉特中旗和后旗的牧民和少数干部
、

工

人
.

乌海市民族中学
、

呼和浩特土默特中学
、

内蒙蒙专学校
、

内蒙民族师范学校
、

乌盟 民

族中学的师生
.

海拉尔农牧场半农半牧民等计 8 7 12 名
.

(3) 满族 : 为呼和浩特市新城满族小学和满族幼儿园儿童计 112 名
.

(4) 回族 : 为呼和浩特市旧城回民区回族中学和小学师生
.

通辽市回民小学师生计

3 6 0 名
.

(5) 达斡尔族 : 为牙克石地区学校
、

工厂的学生和工人及少数干部计 10 1 名
.

(6) 朝鲜族 : 为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朝鲜族中学之师生计 2 15 名
.

(7) 鄂温克族 : 为鄂温克族 自治旗敖鲁古雅乡的猎民和学生计 392 名
.

(8) 俄罗斯族 : 为额尔古纳右旗之居民和干部计 102 名
.

(9) 鄂伦春族 : 为鄂伦春自治旗毕拉河居 民
、

猎民和少数学生
、

干部计 2 67 名
。

以上均为自然抽样
,

三代无近亲血缘关系
.

2
.

方法

A B O 血型检查为玻片法
,

亚型检查为试管法
,

鉴定用吸收放散法
.

抗血清系中国医

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提供
.

3
.

统计公式

依据赵桐茂编著 《人类血型遗传学》 (1 9 8 7) 和袁达义等 ( 1 9 84) 的有关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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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论

内蒙古地区汉
、

蒙
、

满
、

回
、

达斡尔等 9 个人口最多民族的 A B O 血型分布见表 2
。

裹 2 内旅古 , 个民族之 A B O 血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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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型分布特征分析
,

汉
、

回族特征为 B > 0 > A
,

达斡尔族为 B > A > O
,

其余 6 个

民族均为 O > B > A
.

在所有 9 个民族中
,

B 均大于 A
.

表现出典型的北方民族高 B 型的

特征
.

俄罗斯族人群的 A B O 血型分布见表 2
,

q 基因频率为 0. 2 0 1 6
.

我国俄罗斯民族的

祖先来 自俄罗斯帝国
,

属 白种人
.

今欧洲地区俄罗斯人的 A B O 血型特征 q (0
.

15 ) 小于

p
、

(0
.

26 )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等主编
,

19 7 8) 我国俄罗斯族的主要集聚地区在新

疆西北部与俄罗斯接壤地区
,

但除本文外至今还无 A B O 血型分布的报道数据
.

呼盟额尔

古纳右旗是内蒙俄罗斯民族的聚居区
,

约有 4 374 名俄罗斯人
,

而其他民族如汉
、

满
、

蒙
、

回和达斡尔族人数都很多
,

由于长期在一个区域生活
,

通婚是不可避免的
.

因此
,

随

着时间的推移
,

俄罗斯族基因频率由 p > q
,

逐渐变为 q > p
.

其余 8 个人群的 A B O 血型

分布符合 H ar d y一w ci nb er g 定律
.

这 9 个民族 中
,

r 基 因频率最高的民族为鄂温克

( 0
.

7 5 5 )
,

其 次为俄罗斯 ( 0
.

6 1 4 ) 和满族 ( 0
.

6 0 9 )
,

最低为回族 (0
.

5 17 ) 和达斡尔

( 0
.

52 3)
.

p 基因频率最 高为朝鲜族 ( 0
.

2 2 7) 和达斡尔族 ( 0 ..2 2 5)
,

最低为鄂温克

(0
.

1 13 ) 和鄂伦春族 (0
.

1 64)
.

q 基因频率最高为回族 (0 .2 82) 和达斡尔 (0
.

2 51 )
,

最低

为鄂温克 (0
.

1 3 1 ) 和朝鲜族 (0
.

17 5 )
.

与其他作者 (袁义达等
,

19 84
、

1 9 8 5;
一

艾琼华等
,

1 988 ; 陈良忠等
,

1 9 8 3 ; 陈良忠
、

杜若甫
,

19 8 3 ; Y u a n Y id a e t a l.
,

1 9 5 4 ) 和地区的同民族 ^ B o 血型比较见表 3
.

本文蒙族

与文献 (Y u an Y id a et al.
,

19 8 4)
、

回族与文献 (衰义达等
,

19 85) 报告的表型和基因频

率均基本一致
.

汉族 B 型高于文献 (衰义达等
,

1 9 8 4)
、

满族 。 型高于和 B 型低于文献

(艾琼华等
,

19 8甲
,

朝鲜族 0 型高于和 B 型低于文献 (Y u an et al.
,

19 8 4)
,

达斡尔族 A

型高于文献 (陈良忠等
,

1 9 8 3) 的数值
,

但经统计学处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等

表 3 相同民族间 A B O 血型分布比较

民族 地区 调查数
表 型 叔 率

x l。一 2
基 因 孩 率 x l尸

0 A B A B

门. ,
月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r D O

X 2

(df , 3 )
P 值 资料来源

华北

内蒙

创O

2 6 8 6 1

3 3 4 4

3 2 7 1

2 8 4 4

2 4 8 8

2 9 3 7

3 3 3 2

8 7 5

90 9

57 89

万7 1 5

2 0 7 6

18 74

2 13 5

2 4 1 1

6
.

2 6 9 > 0
.

0 5 袁义达等
,
一9 8 4

本文

内蒙

内蒙

2 oo
吕7 12

3 3 0 0

3 4 14

2 6 0 0

2 5 1 0

3 0 50

3 20 0

10 50

8 7 6

56 7 0

58 3 3

2 0 2 2

18 6 5

2 3 0 8

2 3 0 2

0
.

9 4 9 > 0
.

9 0 Y u a n e t a l
. ,

1 9 8 4

本文

回 宁凌 2 19

内蒙 3 00

2 7 8 5

2 6 3 9

2 7 8 5

2 5 2 8

3 24 2

3 7 50

1 1 8 7

10 83

52 3 9

, 17 1

2 2 3 1

2 0 1 1

2 5 3 0

2 8 18

5 7 1 > 0
.

7 0 衰义达等
,
一9 8 5

本文

满 辽宁 20 5

内浪 1 12

3 12 2

3 7 50

2 0 9 8

2 3 2 1

3 8 54

3 12 5

9 2 6

8 04

55 7 9

60 , 2

,
歼

7

17 0 5

2 7 7 4

2 2 0 3

2
.

2 0 4 > 0
.

7 0 艾琼华等
, 19 5 5

本文

朝鲜 吉林 2 16

内蒙 2 1 5

内蒙 100 1

内蒙 10 1

2 8 70

3 6 2 8

3 2 4 1

3 1 6 3

29 6 3

2 32 5

9 2 6

8 8 4

科3 3

5 9 7 0

2 3 7 4

2 2 7 7

2 19 3

17 5 3

3
.

6 00 > 0
.

9 5 Y u a n e ￡a l
. ,

19 8 4

本文

达斡尔 2 9 4 7

2 5 7 4

2 5 6 7

3 0 7 0

33 9 7

34 6 5

10 8 9

8 9 1

54 oo
5 2 3 4

2 0 3 1

2 2 5 3

2 5 6 9

2 5 13

1
.

6 7 0 > 0
.

3 0 陈良忠等
, 19 8 3

本文

那温克 内蒙

内蒙

10 13

3 9 2

4 3 14

5 6 3 8

19 0 5

l , 13

3 16 9

2 2 19

6 12

2 3 0

6 5 4 2

7 5 4 9

1 3 4 8

1 13 8

2 1 10

13 13

2 7
.

53 1 < 0
.

0() l 陈良忠等
, 19 5 3

本文

那伦春 内蒙 5 0 2 5 0 4 0

内蒙 2 6 7 3 8 2 0

19 3 2

2 0 6 0

2 5 10

3 14 6

5 18

, 7 4

70 4 8

60 4 7

1 3 0 7

1 6 4 1

164 5 13
.

6 9 9 < 0
.

0 1

2 3 12

陈良忠等
, 1, 8 3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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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1 9 78 )
,

均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

鄂温克
、

鄂伦春族均与文献 (陈良忠等
,

19 83 ) 的报告特征相同 (0 > B > A )
,

但表型数值有差异
,

除 A 型频率近似外
,

其他型频

率差异均显著
,

p < 0. 05
.

俄罗斯族除本文外
,

国内尚未见报道
,

故未能比较
.

蒙
、

汉
、

回
、

满 4 个民族 A B O 亚型分布见表 4: 蒙族中出现 B :
和 A Z B 型各 2 例

,

各占 0. 27 %
,

A :
型为 17 5 例 占 23 .9 4 %

,

AI B 型为 “ 例占 9 .0 3 % ; 汉族中出现 A : 和

A ZB 型各占 2 例
,

各占 0. 23 %
,

A ;
型为 89 例占 20 .41 %

,

AI B 型 40 例占 9
.

17 % ; 回族中

出现 A声 型 2 例占 0. 87 %
,

A ;
型 58 例占 25 .2 2 %

,

A ; B 型 42 例占 1 0. 43 % ; 满族中出现

A l
型 76 例占 27 .0 5 %

,

A IB 型 24 例占 8. 54 %
,

A :
和 A ZB 型未发现

, r 、

Pl
、

p Z 、 q 基因

频率
,

除满族 p :
为 0 外

,

其余四个民族之基因频率基本相似
.

表 4 旅汉回满族 A B O 及其亚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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