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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 ∗ 名蒙族师生 % &  和 ∋ ( 血型分布
。

结果表明 / % &  血型 系统 % 基因频率

)∗
#

0 0 1+
,

符合国人 的情况
。

∋ ( 血型 系统以 2 2 3 & & 为最多
,

占 4 1
#

4 5
,

其次 2 & 3 6 &
、

2 & ∀ 6 6 和 & &7 & & 8 & 9 3 6 6
,

分别为 0
#

0 5
、

,
#

: 5 和 0 : 5
, & & ∀ 6 & 和 & 93 & & 8 & & ; & & 最

少
#

分别为
#

: 0 5 和 ∗
#

0 0 5
。

基因组合体频率 2 3 &)∗
#

10 : 4 + < & 3 6 )∗
#

0− 4+< & ; & )∗
#

∗ 0 0 1+ <

& 3 &)∗
#

∗ ∗ = 0+/ 2 ; &
、

9 ; 6
、

2 3 6 和 2 ;6 均为 ∗
。

基因频率 3 )∗
#

0∗∗ 1+ < ; )∗
#

∗0 0 1+
,

2 )∗
#

1 0: 4+

< 。)∗
#

: ∗ 1 =+
, &)∗

#

= ∗ = + < 6 )∗
#

01 4+
。

> ? ≅ ;Α一 Β & Χ7 Δ & ≅Ε 吻合度测验
,

观察值和期望值吻合很

好
,

Φ Γ 二 ∗# 4:,
,

Η < ∗# ∗1
。

作者根据 ∋ ( 血型分布中 9 3 & 的频率
,

将我国已调查过的不同民

族划分为 = 个组
。

本文的蒙古族属第 : 组)2 3 & 基因组合体频率为 ∗
#

10 : 4+
。

我站于 0 0 年 : 月 4 日开始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合作
,

对内蒙古呼

和浩特蒙古族进行了 % & 7 和 ∋ ( 血型分布的调查
,

对内蒙主体民族之人种学
、

遗

传学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材 料 及 方 法

被检对象 / 内蒙古呼和浩特蒙专及 土默特中学两 校蒙古族师生 ∗ 名 )男

4
、

女 −− +
,

三代无近亲血缘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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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 法 / % &  血型 系统采用抗人球蛋 白法
。

∋ ( 血型系 统采用木瓜酶和

2 ∀ ∀ Ι Δ ,ϑ试验间接法
。

血型血清试剂 / 抗 %
、

Κ
、

& 血清为美国 Ε ? Ι Ι ? Λ Χ∀  ∀ Ε Χ& ?  ϑ 公司产品 / 抗 2
、

3
、

6
、
。血清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赠送

。

统 计 方法 / % &  血 型 基 因 频 率 公 式 )赵 桐 茂
,

. 0 −= +为 / Κ 8

振不丁
.

% 8 一Κ
。

∋ ( 血型基因组合体频率和基因频率公式及 > ?≅ ;ΑΜΜ Β &Χ 7 Δ & ≅Ε) 以下简称

> 一Β +吻合度测验同前)赵桐茂
,

0− =/+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蒙族人之 % &  血型分布及基因频率)见表  +
。

表  蒙古族之 % &  血型分布及基因频率

表表表 型型 基 因 频 率率

对对象象 观察数数 % %%% Ν之ΚΚΚ Κ ΚΚΚ % ∀∀∀ ΚΚΚ %%%

)))))))% ΟΚ +++ )% 椒+++ )% 一 Κ +++ )% 一Κ &ϑ
#

+++++++

蒙蒙古族族 ∗    0 −−− ∗∗∗ ∗
#

0 0 111 ∗
#

∗ ∗ = 111

)))))5 +++ )∗
#

1∗ +++ )∗ 00 +++ )0 −
#

1 +++ )∗
#

∗ +++++++

蒙古族之 ∋ ( 血型分布及 > 一Π 吻合度)见表 +
。

表 象古族 ∋ 玩ϑΘ ϑ血型分布及 > 一Π 吻合度

表表 型型 观察值 )5 +++ 期望值 )5 +++ Ρ

222 2 3 & &&& = 4 1
#

4 =
#

∗ 41
#

4 ∗∗∗

222 & 3 & &&& :
#

0::: 1
#

,
#

=,,, ∗
#

222 & 3 6 &&& : ∗ 0
#

0∗∗∗ 4 0
#

0
#

: ∗
#

∗ ∗ ===

222 2 3 6 666 4 4 ,
#

: 4
#

,
#

∗ 444 ∗
#

∗ 0 −−−

2222 3 2 &&& ∗
#

0 000
#

∗ ∗
#

0000 ∗∗∗

2222 3 6 &&& 1
#

: 000 1
#

#

, 444 ∗ ∗ , 000

2222 3 6 666 :
#

0::: 1
#

4
#

, 111 ∗
#

∗ = =

&&&& ; & &&& ∗
,

0 000
#

∗ ∗
#

0 000 ∗∗∗

合合 计计 ∗ )00
‘

0 0 +++ ∗
#

: ) )Ρ+
#

= 0 +++ ∗
#

4 : ,,,

基 因 组 合 体 频 率 / & 7 &) ∋ ‘
+8 ∗

#

10: 4 / 9; &) ≅+ 8 ∗
#

∗ 00 1 / 。7 6 )∋
Γ
+ 8 ∗

#

0 14 /

&∀ 叹∋ 与8 ∗
#

∗∗ =0 . & ;试≅
Σ
、

9 ; 6 )≅勺
、

& 7 6 )∋ Τ+和 & ;6丫+均 二 ∀
。

基 因 频 率 /

3 8 ∗
#

0加1
,

; 二 ∗
#

∗0 01 . 2 8 ∗
#

10: 4
,

& 8 ∗
#

:∗ 1 = . 6 88 ∗# 0−4
,

& 8 = ∗ =
。

从 % &  血型系统看出 / 以 Κ Κ) % 一Κ 分型最多
,

达 0−
#

1 5
,

% Κ) % 故 Ο+ 型最少

为 ∗# 0 0 5
,

% % )% 故一+型更少仅 ∗
#

1 5
,

为罕见型
。

Κ 基因频率为 ∗ #0 0 1
,

%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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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为 ∗# Υ∗ = 1) 见表 +
。

据悉 / 国人几乎都是 Κ Κ 型
,

新疆维吾尔族
、

华北汉族和

宁夏 回族之 Κ 基因频率分别为 。
,

0 ,:
、

∗
#

0 0 − 4 和
#

∗ ∗∗ ∗)袁义达
,

0 −:
、

0 −
、

0− 1+
。

与作者报告 之 Κ 基因频率)∗
#

00 1 +相 比
,

除新疆维吾尔族稍低)∗
#

0 ,: +外
,

与其他相差无几
。

与白种人)∗
#

0 1+ 和黑种人)∗
#

0 0+ 比较
,

非常近似后者
。

从表 可知 / ∋ ( 血型分布
,

其特征为 2 2 3 & & )4 1
#

4 5 + < 2 & 3 6 & ) 0
#

0∗ 5 +

< 2 &3 6 6 ) ,
#

: 5 + < 2 &3 & & )
#

0: 5 + < & 9 3 6 6 )
#

0 : 5 + < & &3 6 & )
#

: 0 5 + <

9 &3 & & )∗
#

0 05 + < 9 & ; & & )∗
#

0 0 5 +. 而 22 3 6 6
、

2 2 3 6 &
、

2 2 ;6 6
、

2 2 ; & &
、

2 2 ; 6 &
、

2 9 ; 6 6
、

2 & ; & & 均为 Υ
。

基因组合体频率为 2 3 & < &3 6 < 9 ; & < 。3 &
。

基

因频率 3
、

2
、

& 均相对大于 ;
、

9
、

6
,

与血型调查组 )0 − +报道的蒙古族之基因

组合体频率基本相近 . 与其他 ∗ 个民族之 ∋ ( 基因组合体频率相 比
,

几乎同新疆

哈萨克族的结果完全一致
。

为了比较方便起见
,

作者 以 2 3 & 基因组合体频率数

值
,

将国 内已 调查过 的不 同民族划分为 = 个组
,

即 / 广西松佬族 )袁义 达等
,

0 −1 +
、

云南低族 )血型调查组
,

0− + 之 2 3 & 频率在 ∗
#

−一 ∗
#

−0 范围内划为 组 .

广西壮族
、

毛难族
、

京族
、

侗族)袁义达等
,

0 − 1+ 之 2 3 & 频率在 ∗
#

=一∗
#

=0 范围内

划为 组 . 云南彝族
、

苗族
、

傣族
、

白族)血型调查组
,

0 − +
、

华北汉族 )袁义达

等
,

0− :+
、

延边朝鲜族)ς Θ ? 7 & Ω ?  
, ,

0 −:+
,

宁夏回族)袁义达
,

0− 1+之 2 3 & 频率

在 ∗# ,一 ∗# ,0 范 围 内划为 4 组 . 新疆 哈萨克族
、

维吾尔族 )袁 义达等
,

0− 1
、

0− :+ 9 3 & 频率在 ∗
#

1一∗
#

10 范围内划为 : 组 . 新疆锡伯族)袁义达等
,

0 −1 +
、

甘肃

藏族)杨发莲等
,

0− 1+ 2 3 & 频率在 ∗# :一∗# :0 范围内划为 1 组 . 新疆乌孜别克族
、

柯尔克孜族 )袁义达等
,

0 − 1+ 23 & 频率在 ∗
#

4一∗
#

40 范围内划为 , 组 . 新疆塔塔尔

族)袁义达等
,

0 − 1+ 2 3 & 频率在 ∗
#

一∗
#

0 范围内划为 = 组
。

本文蒙古族属于第 :

组
。

> 一Β 吻合度
,

∋ ( 表型观察值与期望值吻合很好
,

Φ Γ 二 ∗
#

4: ,
,

Η < ∗# ∗1
,

无

明显差异
。

本文承蒙包头医学院秦文斌教授
、

院长指正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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