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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特异性成份8− 9 :亚型在

六个民族中的分布

尹娇杨
 张贵寅 于世辉 王晓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遗传研究室
,

哈尔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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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4∋ 检测了 中国六个民族 ∀ ∃6∀ 名彼此无关的血清的 7 8 亚型
。

哈尔滨汉族
、

鄂温克

族
、

达翰尔族
、

蒙古族
、

鄂伦春族
、

锡伯族 的 7 。 9 : 基 因频率 分别为 ∃5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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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个民族 中发现了十六名个体携带罕见的 7 。 等位基因 !. ? >
、

9? &
、

9? <
、

9? ≅
、

98 >
、

9 Α =
、

9 Α 4
、

9Α ∀∃
、

>? Β ∋
。

组特异性成份 !7 , Χ Δ 2 一Ε 2 1 1 Φ ΓΦ 8 Α Χ − 2 Χ Η 1 Η 0 简称 7 1 ∋
,

又称维生素 。 结合球蛋 白

!Ι Φ0 + − ΦΗ ϑ 一Κ ΦΗ Λ Φ Η ≅ ≅ .Χ Κ Δ .ΦΗ 简称 Ι ϑ Μ 7 ∋
,

其生物学功能是与维生素 Η = 结合
,

参与维

生素 ϑ =及其衍生物在体内的转运及代谢过程
。

自从 ∀;# ; 年
,

3 Φ,Ν 8∗ Γ1. Λ ! ∀;# ;∋ 首次验证

了 7 。系统的存在以来
,

许多学者对 7 8 已进行了深人而系统的研究
。

Α 8
作为一种血清遗

传学标记
,

在人类遗传学
、

法 医学
、

临床医学
、

分子遗传学等方面都具有其重要意 义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
5

材料

血样标本取 自东北及内蒙地区六个民族共计 ∀∃6 ∀人 Ο 哈尔滨汉族 ∀;; 人!哈医大二院

血库献血员 ∋
,

鄂温克族 ∀<6 人!内蒙古海拉尔市学生及居 民 ∋
,

达斡尔族 ∀;6 人!内蒙古莫

利达瓦旗中学生 ∋
,

蒙古族 ∀&% 人!内蒙古海拉尔市中学生 ∋
,

鄂伦春族 %; 人 !黑龙江大兴安

岭地区中小学生 ∋
,

锡伯族 6∃∀ 人 !辽宁沈阳中心血站献血员∋
。

献血者均为健康
,

无亲缘关

系
,

三代是同一民族的个体
。

抽取受检对象外周血
,

放置室温下使血清自然析 出或离心使

血清析出
,

盛于 Π 2 )1 Η Λ Χ, Γ管内
,

一<∃ ℃超低温保存备用
。

收稿 日期 Ο ∀; ;. Θ1 一∃;一6#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沈阳医学院生物教研室
。



;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3

仪器及主要试剂

应用 + =6> ? 69 ≅6 公司生产的多功能等电聚焦系统及 , Α Β 公司出产的循环水冷却装

置
。

两性载体电解质是瑞典 += 6 > ? 6 Χ≅6 公司的 += 6 >? 6 27 ΔΧ 8 Ε ( Φ
3

, ∀
3

Φ :
。

!
3

方法

胶板 制作 Γ? 一蒸馏 水
,

1
3

Γ;? 2 甘 油
,

1
3

Φ ? 2 的 Φ 1 1Η∗ + =6

>?
6 27ΔΧ8Ε ( Φ

3

∀一 ∀
3

Φ:
,

Ι
3

! ∀  丙烯酞胺 8# 9 >726 ? ≅ϑ Χ ,

Γ≅Κ ? 6 :
,

Ι
3

 # 9 >7 21 Κ Χ 28# 9 >726 ? ≅ϑ Χ Λ Β ≅Γ#  Μ 2 混合
,

Β 21

一) # Ν :
,

混合溶解后
,

加人 Ι Ο 的核黄素 Ι3 Ι; ? 2
,

充分混匀
。

注人 Φ Ι 4 2巧 4 Ι3 ? ?

的模板 中
,

日光灯下聚合
3

∀一 小时
,

放人冰箱保湿盒中
,

过夜
,

备用
。

聚焦 电泳 阴极电泳液 .5 & 6 ∗ (
,

阳极电泳液 .5 ( ! +∗ Φ
。

循环水温度为 <3 ∀℃
。

电压 2Γ1 1Π 8开机时 Φ Ι Ι Π :
。

电流 Ι? # 8可以不限制:
,

功率 21Θ
,

共电泳 ! 小时 ! Ι 分左

右
。

电泳后处理 立即取下胶板
,

显带液8 ∀ 磺基水杨酸
,

;Ι ? 2 甲醇
,

!ΙΙ ? 2蒸馏水:喷

洒在胶面上
,

瞬即出现 白色沉淀线
,

固定 ∀ 分钟
,

冲洗液8< Ι 三氯醋酸
,

Γ11 ? 2蒸馏水:

冲洗
,

以黑色为背景
,

Ρ 瓦 日光灯从侧面照射
,

判型
。

免疫固定法 个别血清样品电泳后做了磺基水杨酸法与免疫固定法的对照处理
,

免疫

固定法采用刘玉华等人8  Ρ  : 的方法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3

− 9
亚型的分布及基因频率

在六个 民族中
,

均检测到 − 9 的 2∋
、

2Γ
、 、

一2∋
、

一 2Γ
、

2∋ 一 2/ 六种常见 的表

型
。

所检测的各民族的表型数及基因频率比较见表
、

表
。

按 ( 6> ϑ犷Θ Χ≅Σ Τ Χ> Κ 遗传平

衡法则进行了吻合度检验
,

其观察值与预期值相符8+ 值均大于 Ι
3

Ι∀:
。

表 六个民族 − 9 表型的分布

民民 族族 调查人数数 − Χ
表型 8− Χ Ε = Χ Σ 1 Δ7Ε Χ :::

&&& 6 Δ≅1 Σ 6 2≅Δ777 & Υ ? Τ Χ >>>>>>>>>>>>>>>>>>>>>>>>>>>>>>>>>>>>>>>>>>>>>>>>>>>>>>>>>>>>>>>>>>>>>>>>>>>>>>>>>>>>>>>>>>>>>>>>>>>>>
ΔΔΔΔΔΧ Γ ΔΧ ϑϑϑ ∋∋∋ /// 一 . ∋∋∋ 一 ∀∀∀ . ∋一 ∀∀∀ 000

人人人人数数 ΟΟΟ 人数数 ΟΟΟ 人数数 ΟΟΟ 人数数 ΟΟΟ 人数数 ΟΟΟ 人数数 ΟΟΟ 人数数 ΟΟΟ

&&&&&&& ΙΙΙΙΙ & ∗
33333

& ∗
33333

& ∗
33333

& ∗
33333

& ∗
33333

& ∗
33333

哈哈尔滨滨     !<<< Ρ刀   2 ∀
3

∀ !!! 2;;; Ρ
3

∀ ΦΦΦ ∀ !!! <万!!! ! ∀∀∀ ;
3

∀    Φ !!!
3

< ΦΦΦ
3

Ι

((( 6 > Τ ≅Σ 8= 6 Σ ::: ; Φ <<< <
3

;ΦΦΦ    
3

Ι ∀∀∀ 2 222 <
3

Φ ΙΙΙ ! Ρ石ΙΙΙ 2 <<<  
3

! ΙΙΙ Φ <<< <
3

; ΦΦΦ <<<

鄂鄂温克族族  !ΡΡΡ  夕       
3

 ΙΙΙ 2 222 ∀
3

; !!! !   Ι
3

! <<< !
3

∀ ΦΦΦ ∀ ∀∀∀ Ρ
3

< ∀∀∀ ΦΦΦ 刃ΡΡΡ

ςςς Θ Χ Σ Ω ≅≅≅ < ΡΡΡ <<< ∀
3

Φ ΡΡΡ 2 !!! ;
3

; ΦΦΦ 2∀∀∀ Ρ
3

 !!! Φ ∀∀∀ <
3

;    <<< ∀
3

Φ ΡΡΡ Φ ΙΙΙ !
3

Ρ !!!
3

;    

达达斡尔族族 Ρ   2;;;  ΙΙΙ !
,

Φ ΡΡΡ <<< <
3

; ΦΦΦ 2ΡΡΡ Ι <<< <
3

; ΦΦΦ ! ΙΙΙ !! ; ΙΙΙ ΙΙΙ

%%% 6= 22 ΔΔΔ Ι Φ !!! , 飞ΞΞΞ ∀∀∀
一

Φ ΦΦΦ 2∀∀∀ ;
一

Φ <<< Φ !!! 少 飞ΞΞΞ Ι
3

 ∀∀∀ ∀ ΙΙΙ Φ
3

Ρ ΡΡΡ !!!
3

Φ    

蒙蒙古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

555 1 Σ Κ 1 2≅6 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Σ

鄂鄂伦春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

111 > 1 Ξ Χ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ΣΣ

锡锡伯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

ΨΨΨ ≅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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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综合国内外学者报告
,

所有人群中
,

− 9 2 等位基因频率均大于 − 1 Ζ等位基因频率
,

在黑

种人
、

黄种人 中 − 。
2∋ 等位基 因 频率相 对高 于 在 白种人 中的分布 8∃ 1 ΣΓ Δ6 ΣΓ ΧΔ

623
,

 Ρ ∀[ Α≅ ϑ1
。Δ滋

,

 ΡΦ :
,

而 − 。 2Γ 等位基因频率在白种人中的分布相对高于在黑种

人
、

黄种人的分布8− 6> Τ Χ>
,

 Ρ! :
,

− 9 亚型等位基因频率与皮肤色素和 日光强度有关

8Α
6 ? Τ1 = 。Δ 623

,

 Ρ < :
。

表 归纳了中国部分群体的 − 9 亚型基因频率
。

表 中的实验结

果表明 Μ 中国人群的 − 9 .∋ 的频率一般都大于 − 9 2Γ 的频率
,

本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

点
,

六个民族中的 − Χ .∋ 的频率8Ι
3

Φ Ι ;一Ι
3

Φ  Φ :均大于 − 。 ∀ 的频率8Ι
3

∀ Ρ ;一Ι
3

! ! ; Ι :
。

#<

表 国内部分群体中的 − 9 基因频率

扭
− Χ Κ ΧΣΧ ∴> Χ Ξ Υ Χ Σ Χ 7 ≅Σ  ∃ =≅Σ Χ ΓΧ +叩Υ 26 Δ≅ 1 Σ Γ

群 体

+ 1 + Υ 26 Δ≅1 Σ

检测人数

& 1
3

ΔΧ ΓΔΧ ϑ

基因频率 − ΧΣ Χ ∴> ΧΞ Υ Χ Σ Χ7

资料来源
其它

Ν 6 Δ6 /∗ Υ >∃ Χ

− ∃ ∀ − ∃ .∋

北 京 8( 6 Σ :

广 州 8( 6 Σ :

成 都 8( 6 Σ :

辽 宁 8( 6 Σ :

华 北 8( 6 Σ :

布 依 族 8Β Υ 7≅:

彝 族 8] ≅:

苗 族 85 ≅6 1 :

白 族 8Β 6 ≅:

哈 尼 族 8( 6 Σ ≅:

上 家 族 8% Υ⊥ ≅6 :

香 港 人

台 湾 8( 6 Σ :

哈 尔 滨 8( 6 Σ :

鄂温克族 8ς Θ ΧΣ Ω ≅:

达斡尔族 8% 6 = Υ >:

蒙古族85 1 Σ Κ 1 2≅6 Σ :

鄂伦春族81 > 1 Ξ ΧΣ :

锡 伯 族 84 ≅Τ 1 :

Ι
3

Ι Ι Ι Ι
3

Φ ; ; Φ Ι
3

! Ι < ∀ Ι
3

Ι <

Ι
3

Ρ ; Ι
3

Φ ! < Ι
3

; ! Φ Ι
3

Ι Ι Ρ Ι

Ι
3

∀ ∀Ι Ι
3

Φ ∀ Ι Ι
3

 < Ι

Ι
3

; ∀ Ι
3

Φ ! < Ι
3

Ρ ! Ρ Ι
3

Ι

Ι
3

Φ Ρ  ! Ι
3

Φ ; ! Ι
3

< ! Φ

Ι
3

 Ι Ι Ι
3

∀Ι Ι Ι Ι
3

Ι ∀ Ι Ι
3

Ι Ι ∀ Ι

Ι
3

!! ∀Ι Ι
3

Φ  < Ι ! ! Ι
3

Ι

Ι < Ρ ; Ι Φ ∀Φ Ι
3

! Ι ! ∀ Ι
3

Ι Ι ∀

Ι
3

! Ι Φ ! ! Ι < Ι Ι Ι ∀ !

Ι
3

!Φ ;Ι Ι
3

!   ∀ Ι
一

Φ Ρ  Ι
3

Ι Ι Φ <

Ι
3

Ρ <Φ Ι
3

!< < Ρ Ι
3

! !< ; Ι
,

Ι Ι

Ι
3

∀Ρ Ι
3

Φ  Φ Ι
3

Φ ;

Ι
3

; Ι Ρ Ι
3

!  < Ρ Ι
3

! Ι  Ι Ι  ∀

Ι
3

∀ Ρ ; Ι
3

Φ Φ < Ι
3

! Ι < ∀ Ι
3

Ι Ι

Ι  ! <

Ι
3

! ∀

Ι
3

Φ  Φ Ι Ι < Φ Ι乃Ι ∀Ρ

Ι
3

Φ Φ ; Ι
3

< < Ι乃 Ι Φ

Ι
3

;  Ρ Ι
一

Φ Ι ; Ι
3

!8Ψ: < Ι乃Ι  Ι

Ι
3

! ! ;Ι Ι
3

Φ < Ι < Ι
3

Ι 一

Ι
3

!Ι ! ∀ Ι
一

Φ ∀Ι ! Ι
3

!Ρ Ρ Ι
一

Ι Ι ; ∀

Ζ Χ Σ Κ Χ > 6 2
3 ,

 Ρ ;

Ζ Χ Σ Κ Χ Δ 6 2
”

 Ρ ;

赵渠等
,

 Ρ ;

刘玉华等
,

 Ρ  

陈良忠等
,

 Ρ ;

Ψ Υ Χ2 6 2”  Ρ 

Ψ Υ ΧΔ 6 ,
,

 Ρ  

Ψ Υ ΧΔ 6 2
3

,

 Ρ 

Ψ Υ ΧΔ 6 ,
,

 Ρ 

Ψ Υ ΧΔ 6 ,
,

 Ρ 

Ψ Υ Χ Δ 6乙
,

 Ρ 

Α Θ 1 Ω Χ Δ 6 ,
,

 Ρ

5 6 ΔΓΥ ? 1 Δ1 Χ Δ 6 2
3

,

 Ρ Ι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 !ΙΙΙ<Ι <   !<!;!  ; <ΡΡ Ι

将其它五个少数民族的 − 9
频率分布分别与哈尔滨汉族 的 − 9

频率分布进行 比较
,

经

4 ,
检验发现 Μ 鄂温克族84 [ _ ∀

3

;  ! Φ ; +⎯ Ι
3

Ι ∀ :和鄂伦春族84 [ _ <
3

< 1 Γ < Ε ⎯ Ι
3

Ι ∀ 的

− 9
分布明显不 同于哈尔滨汉族的 − 9

分布 [ 其它三个民族无显著性差异 8达 斡尔族

4 [ _ Γ
3

ΖΓ 2! Γ + α Ι
3

[ 蒙古族 4 [ _ 2
3

∀ < ; + α Ι
3

 ∀ Μ 锡伯族 4 [ _ 21
3

Γ< Φ +α Ι
3

Ι ∀ :
。

进 一步分析表明 Μ 鄂温克族与 哈尔滨汉族 的基 因频率差 异 主 要是 Μ 2∋ 一 2∋ 表型

84 卜 Φ
3

11 ΓΚ Ε ⎯ Ι
3

Ι ∀ :和 一 ∀ 表型84 卜 ∀
3

! ! < + ⎯ Ι
3

Ι ∀ :的分布差异所造成
。

而鄂伦

长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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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族与哈尔滨汉族的基因频率差异主要是 Μ 2Γ 一 2Γ 表型8Ψ 卜 ∀3  Ι ; + ⎯ Ι3 Ι :
、

2∋ 一 2Γ

表型84 β_ Φ
3

; ∀ < ; +⎯ Ι
3

Ι ∀:和 一 ∀ 表型84 卜 ∀
3

 ∀ ! + ⎯ Ι
3

Ι :的分布差异所造成
。

Λ Χ Σ Κ 和 1 ? 1 Δ1 8  Ρ ; :调查 了北京
、

广州 两地的 − 9
亚型分布

,

比较 − Χ ∀ 基因频

率
,

有显著性差异
。

根据 ] Υ 6 Γ6 等人 8Ζ Χ Σ Κ ΧΔ 6 2
3 ,

 Ρ ; :提 出的 − Χ Ζ 频率在 日本从东北到

西南有逐渐增高趋势的观点
,

Λ ΧΣ Κ 和 1 ? 1Δ 1
提出

Μ
是否 − 。 2Γ 在中国汉族人群中分布

也有从南到北逐渐降低的趋势
,

并指出这种 − 9
亚型的地理分布或许也存在于东亚地区

,

如果确实存在
,

这不是 由于特殊的 − 9
亚型选择因素

,

而是可解释为基因流效应
。

刘玉华

等人8  Ρ  : 的研究结果不支持这一观点
,

参考一些实验数据及本实验研究结果也不足以支

持 这 一 观 点
Μ
广 州 汉 族 − Χ ∀ Μ Ι

3

Ρ ;
,

成 都 汉 族 − Χ ∀ Μ Ι
3

∀ ∀ Ι
,

北 京 汉 族

1 9 ∀ Μ Ι
3

Ι Ι Ι
,

辽宁汉族 。 。 ∀ Μ Ι
3

; ∀8Λ Χ Σ Κ 。Δ 6 2
3 ,

 ∀ ; [ 刘玉华等
,

 Ρ  :
,

哈尔滨汉

族 − Χ ∀ Μ Ι
3

∀ Ρ ;
。

3

− 9
亚型的变异型

我们在东北及内蒙地 区六个民族 Ι 人中
,

共检出 < 名个体携带有罕见的 − 。
亚

型变异基因8归纳见表 !:
。

初步鉴定均为杂合子
,

其中大部分是同标准血清相对照所鉴

定
,

个别是根据图谱对照所鉴定
。

表 ! 五个民族 ∃ 9
十六个变异型的等位基因

) 6 >Χ Π 6 > ≅6 Σ Δ 6 22Χ 2Χ Γ 1 ∴ < Ε Χ >Γ 1 Σ Γ ≅Σ ∴≅ 甲Χ Σ 6 吐姐
6 2≅少 Γ

民民 族族 本文编号号 基国型型 变异区带带 罕见等位基因因

&&& 6 Δ≅1 3 6 2≅Δ777 & 仙 ? Τ奴奴 − Χ Σ 1 Δ7Ε ΧΧΧ 0 6 幼3 Σ Δ 七Μ Σ ϑϑϑ ) 6 >3 Π 6‘如 3 Δ 622Χ 2ΧΧΧ

汉汉族 8哈尔滨::: 0 222 .∋一 .# ;;; 2### .# ;
333

((( 6 3 8( 6日目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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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位点的突变等位基因数目已达 Ι 多个8∃2 ΧΠ Χ ΧΔ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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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变异型广泛分布

于世界各群体中
。

− 9 的一些稀有变异等位基因存在很高的限制性区域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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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的磺基水杨酸沉淀法

一般采用等电聚焦后免疫固定的方法进行 − 9
亚型的检测

,

此法所需的抗 − 9
血清要

求纯度高
,

种属特异性强
,

制备较难
,

且价格 昂贵
。

一些学者曾采用磺基水杨酸沉淀法进

行 1 Χ 亚型的检测 8Α Υ = Σ 2 ΧΔ 6 2
3 ,

 ; ∀ [ ( 1 ΓΔΧ ,

 ;  :
,

他们所用的两性载体电解质 Ε ( 范

围为 Φ
3

Ι一 <
3

∀8或 Φ
3

Ι一<
3

Ι:
。

本实验采用改良的磺基水杨酸沉淀法
,

+= 6> ? 62 7ΔΧ Ε ( Φ
3

∀一
∀3 Φ

,

在此 Ε ( 范围内
,

等电聚焦后
,

其胶板表面
,

其它蛋 白质杂带特少
,

采用磺基水杨

酸与三氯8醋酸分别冲洗胶面
,

增强 了背景亮度
,

可非常清晰地认定 − 9 谱带8图 2:
,

准

确
、

快速
、

经济
。

少数血清电泳后
,

做了磺基水杨酸法与免疫固定法对照
,

表明两种实验

方法结果较好吻合
。

用磺基水杨酸法所检出的变异型
,

经免疫固定法鉴定后均为 − 9
亚型

变异型
,

也表明本实验方法的准确性
。

承蒙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徐玖瑾老师帮助鉴定所观察到的部分变异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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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榆树大桥屯发现人类化石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榆树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
,

最近在整理大桥屯   年
、

  年出土的哺

乳类动物化石过程 中
,

发现一根人类左胫骨化石
。

该标本两端的关节残缺
,

仅保存胫骨的中上段部分
,

长 !
3

! 厘米
3

经初步观察
、

对比
,

榆树大桥屯人类胫骨化石属于成年人
。

另外
,

在整理动物化石过程中
,

除了发现人类化石外
,

还获有几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
,

石制品仅有

石核和石片
,

未见第二步加工的石器
。

与人类胫骨化石和石制品同时臾土的有真猛马象
、

披毛犀
、

最后棍狗
、

野马
、

野牛和鹿等 ’“种哺乳

动物化石
3

依动物化石种类和性质分析
,

人类化石的时代应属于 旧石器时代晚期
。

榆树大桥屯人类化石

的发现
,

是继周家油坊人类化石之后
,

又一新的收获
。

这样在吉林省发现人类化石地点共有 Φ 处
,

在榆

树市境内就有两处
。

8伊松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