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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中国大陆 % 个民族
,

汉
、

满
、

蒙
、

回
、

藏
、

布依
、

苗和维吾尔的 + , − 多态性

的血清学研究
。

此课题是第 12 届国际组织相容性会议 22 34 /+ 5 6 ∃ 的人类学协作研究题
。

结果表明
,

根据 + , − / 类和 0 类抗原的基因频率
,

布依族
、

苗族和南方汉族聚类在中国南方

群体中
,

他们同属蒙古人种
。

树系图表明本文所研究的中国 % 个民族间与国内外其他民族相互

之间的关系
。

中国是个多 民族国家
,

共有 &# 个民族
。

+ , − 多态性是研究各民族起源
、

发展和相

互关系的 良好遗传标志
。

所以历届 /+ 5 6 都注重人类学的调查研究
。

在 ∋)) ∀一 ∋) )∋ 年
,

中国大陆有 ∋ 个实验室参加了 ∋234 /+ 7 6 的人类学协作研究
。

对中国 ∗ 个少数民族和

南北 ( 个汉族群体作了 + , − / 类和 ∋∋ 类抗原的血清学分型
。

此次进行 % 个民族的调

查
,

其特点是应用 ∋∋34 /+ 5 6 的标准抗血清分型和各实验室在同一时期进行调查
8

此外

对少数民族 ” 个民族占中国总人 口 #
8

∗ 9 ∃ 调查应有汉族 占中国总人 口 的 ) !
8

!9 ∃ 做

收稿 日期 : ∋)) (;; ∀ (8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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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才可 以进行 比较
。

此次协作研究同时进行了汉族南北群体的调查
,

还有  67 年第

三届亚洲大洋洲组织相容性会议 8!9 : # ) ∋ ; ∃ < 的汉族 ∋ + # 分型结果做背景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2

调查对象

中国大陆 = 个 ∋ + # 实验室作为协作组成员调查了中国南方的布依族
、

苗族
、

藏

族
, ’

北方的蒙古族
、

满族
、

回族和维吾尔族
。

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
,

见表
。

调查对象要

求是三代未与其他民族通婚的
、

为本民族的健康
、

随机人群
。

表 本文调查的 6 个民族的样本

. 4 > ∗1? ≅ )Α ? ΒΧ Δ Ε Φ 4 ΕΒ 0 Φ 4 1Β柱? ≅ ΒΦ Γ ? ≅ ΕΒ Χ 4 Ε? : ΒΦ ΕΔΒ ≅ 9? Η 09 Ε

1 1ΕΔ −∋ Ι ∃ 编号 民 族 居住及采样地点

? 0 : ? 8 1ΕΔ −∋ ; ∃ < & 4 ΕΒ0 Φ 4 1ΒΕΒ? ≅
+ 0 ?4 ΕΒ0 Φ ≅

实验室81 1ΕΔ −∋ Ι ∃ 编号<

+ 4 ϑ . −ΕΔ −∋ ; ∃ ∃ 0 : ?

= Κ Κ

= Κ Κ

= Κ Κ =

= Κ Κ Λ

= Κ Κ

= Κ

= Κ

= Κ 6

= Κ Κ

北方汉族

南方汉族

布 依 族

苗 族

维吾尔族

藏 族

满 族

回 族

蒙 古 族

北京
、

哈尔滨

长沙
、

厦门

贵 阳

贵 阳

乌鲁木齐

北京藏族学生

哈尔滨

河 北

呼和浩特

Λ

6 )

7

∀ 6

= 6

6 ∀

田丁 8Μ % , <刘杰8ΝΟ & <

郭实士 8. ∋ Ο <张工梁8Π ∋ Θ <

徐星培8∗Ο −<

刘若英8( Ρ ) <

程定珍8∃ ∋ Μ <

叶根耀 孔繁华8Σ Ο ? <

庚镇城8Π ∋ Ο <

徐林敏8Τ ∃∋ <

包王云 8Τ # ) <

ΚΚ
Λ凡曰八,

2

分型血清

应用 11Ε Δ −∋ ; ∃ 提供的专为人类学研究用的第一套分型血清 Υ ∀ 块血清板检测 − 类

抗原
,

= 块板检测 类抗原
,

共 ∀ =Κ 个抗血清
。

补体由各实验室自制
,

部分实验室用北京

北太平路 医院制备的冻干兔血清
。

!
2

分型方法

按照 & −∋ 的补体依赖微量淋巴细胞毒实验
。

采人外周血后
,

用尼龙毛
,

个别实验室

分离 % Τ 细胞用 + 5> Η Δ二Τ一ς Ι Βς
。

用 % 细胞测定 −类抗原
,

用 Τ 细胞测定 Φ 类抗原
。

=
2

数据处理

全部血清学分型数据
,

按照大会要求
,

输人大会寄来的软盘
“

3 ∋ ∃ ΒΦ
” ,

个别实验室

呈送书面数据
,

寄交大会数据分析中心进行统一计算分析
。

本文根据大会数据撰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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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口卜‘
2

Λ 个少数民族和南北方汉族的 ∋ + # 工类和 Φ 类抗原的等位基因频率 8表 <

由表 可 见
,

# 位点的 # 1
、

# !
、

# !Κ 的基因频率
,

Τ 位点 的 Τ Λ
、

Τ .
、

Τ ! Λ
、

, 妇2 2 ‘

Τ = =8Τ 的亚型<和 ∃ 位点的 ∃ Ι 7 在北方各民族显著高于南方
,

而 # 11
、

Τ Ι = 7
、

∃ Ι Λ 则

南方显著高于北方
,

以上结果和陈仁彪等8  6 7< 报道 !9: # ) ∋ Ι ∃ 对中国汉族所得结果完

全一致
。

从 ∋ + # − 类抗原的整个分布特点来看
,

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具有蒙古人

种特点
。

# −
、

# !
、

# ! 0
、

Τ Λ
、

Τ ≅
、

Τ ! Λ
、

Τ = =
、

? Ι 7 的基因频率有从北方往南方下降

表 中国 6 个民族 ∋ + # − 类和 类位点的某些等位基因频率 8Ω <

.恤
? 4 11? 1? Α9 ? Ξ Ψ ? Φ ? Β?≅8 Ω < 0Α ∋ + # ? 14 ≅≅ 4 Φ : ?Β≅ ≅ ≅ 11 10Ζ Β ΒΦ 6 ∃ 址Φ ? ≅? Φ 4 ΕΒ 0 Φ 4 1ΒΕΒ ? ≅

等位基因 南方汉族 布依族 苗 族 北方汉族 藏 族 蒙古族 满 族 回 族 维吾尔族

# 11?1?≅ ∋ 4 Φ ,

∀ Τ 0 Ψ 5? Β 3 Β4 0 ∋ 4 Φ ,

& [ 4 Φ Χ 3 0 Φ Χ 0 1 3 4 Φ ∋ Ψ Β Ρ 5Χ 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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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

而 # 11
、

Τ Ι =7
、

Τ Ι 7 )有从南方往北方下降趋势
。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藏族虽居住

在 中国西南边睡
,

但其 −类抗原的基因频率却具有北方民族的特点
,

而且其 # = 和 Τ Λ

的频率在所有民族中是最高的
,

分别达 !
2

Ω 和 Κ
2

∀ Ω
。

而布依族的 Τ !6
、

Τ Ι =7 及 ∃ Ι Λ

是各民族中最高的
,

分别达 Κ
2

∀ Ω
、 2

7 Ω 和 ∀
2

7 Ω
。

维吾尔族的 # 7 和 # ! 频率远远

高于其他 Λ 个民族
,

分别达 62 Κ Ω 和 72 Κ Ω
。

此外
,

布依族的 ∃ 基因空 白比其他各民族显

著为低
,

为 Κ2 Κ Ω
,

其他各民族从
2

Ω 到 ∀!
2

Ω
。

布依族的 Τ 位点的空白基因为 )
,

这

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

他们为
2

Ω一Λ
2

! Ω
。

至于 Φ 类抗原
,

北方 民族包括北方汉族的

Μ ( Λ 基因频率显著高于南方各民族
,

Μ ( Ι =
、

Μ ]Ι Λ 则南方民族高于北方8除满族外 <
,

苗族和布依族分别达 Κ
2

! Ω和 Λ
2

! Ω
。

值得注意的是布依族的 Μ ( 空白基因频率为 )
,

而

其他各民族分别为 Κ2 = Ω 一!
2

6 Ω
。

Φ 类抗原和 − 类的基因频率显示同样梯度
,

Μ ( Λ 频率

由北向南递减
,

而 Μ ( Ι 1= 和 Μ ]Ι Λ 由南向北递减
。

布依族的 Μ ] 空白基因频率为 。
,

而

其他各民族高达 =2 Ω一 ! 
2

= Ω
。

由表 可见
,

维吾尔族的 # 7 和 Τ . 基因频率高达 62 Κ Ω

和  2 Κ Ω
,

有别于蒙古人种的特点
。

这可能 因高加索人 自西向东流动
,

维吾尔族人具有高

加索人种血缘
。

此外
,

−
、

Φ 类抗原中的 # 1
、

# !
、

Τ Λ
、

Τ .
、

Τ = 在 中国北方各 民族中

有较高频率8这些基因在高加索人种中是高频率<
,

向南方逐渐下降
。

这似乎提示高加索人

种在早期漫长历史时期及随着丝绸之路 由欧亚大陆的西部向东部扩散与当地居民通婚
。

2

∋ + # − 类和 类抗原的连锁不平衡参数 8Μ 值< _ 的单倍型频率 8∋ ΥΝ 在 ∀ 个民

族中的分布 8表 !<

现从表 ! 中选出几个相似的 ∀ 位点超单倍型列于表 =
。

由表 = 可见
,

布依族和苗族具有一个同样的超单倍型 # 11
、

∃ Ι Χ
、

Τ !
、

Μ ( Ι 巧
、

Μ ] Ι 1
,

其频率分别为 =2 Κ 和 =
2

!
。

南方汉族和布依族 还有一个 = 位点的超单倍型 # [
、

∃ Ι
、

Τ Ι = 7
、

Μ ( Χ 一致
,

布依族和满族也有 = 位点的超单倍型一致
,

即 # [
、

∃ Ι Π Π
、

Τ Ι =7
、

Μ ]Ι Λ
。

前者说明他们同处中国南部
,

在民族起源上属 同一群体
。

至于布依族
、

苗族
、

南方汉族和满族都有相似的超单倍型
,

这也说明他们同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

成员
。

!
2

中国 ≅ 个民族的树系图 8Φ
? Φ : 9 0 Χ 9 4 > <

此树系 图是基于 ∋ + # # 和 Τ 位点的基因频率按照 Ψ ∗, 8不加权的对群聚类法 <

计算得到的
。

参照表 一! 的数据
,

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可以区分为南
北二大群体

。

南方汉族
、

苗族和布依族集在一起
。

藏族和北方汉族
、

满族
、

回族及蒙古族

集在一起
。

而维吾尔族集在高加索人种的外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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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 ∀ 个民族的连锁平衡常数 8Μ 值< _ 的 ∋ + # . 位点单倍型频率 8Ω <

#∀

∋ + # ΑΒ Γ ?一10Ζ Ψ ≅ 恤Η10 Ε5 Η ?
Α9? Ξ Ψ ? Φ ? Β? ≅ 8Ω < Ι ΒΕΔ 1Β Φ ⎯ 4 Χ ? : Β≅? Ξ Ψ Β1Βϑ 9ΒΨ > 8 Μ Γ 4 1Ψ ? ≅ _ < ΒΦ ∀ Φ 4 ΕΒ 0 Φ4 ΡΕΒ? ≅

α气2 2 2

单 倍 型 ∋ 4 ∗10 Ε5∗ ?

Μ (

& 4 ΕΒ0 Φ 4 1ΒΕ5

民族 8
Φ <

单倍型频率

# Μ ] ∋
2

Ν
2

8Ω <

Μ 值

Μ / 4 1Ψ ?

# [斗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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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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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Ι Χ

∃ Ι 1 1
2

∃Ι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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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11
2

∃Ι Λ

∃ 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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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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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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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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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Ι 7 Κ

Μ ( =

Μ ( Ι 11

Μ ( =

Μ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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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 Ι 1≅

Μ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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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Κ

!
2

!
2

2

=

一

=

=
2

!

2

7

2

7

一

7

2

7

2

7

2

=

2

6

=
2

!

2

7

2

7

2

∀

2

∀

2

∀

2

!

# ! ∃ Τ + Τ Λ Μ ( Τ + Μ ]Ι 1

3 0 Φ Χ 0 1

蒙古族 ∀6

!
2

!

#

#

# !Κ

#

2

6
一

6

,

6
一

Λ

#

# =

# =

# =

#

#

#

#

#

#

#

# =

#

#

∃Ι 7

∃ Τ +

∃Ι 7

∃; Λ

∃ Τ +

∃Ι Χ

∃Ι Λ

∃ Ι 1 1 2

∃ Ι Χ

∃ Ι Λ

∃ Ι 1 1 冲

∃ Τ +

∃ Ι 1 1
β

∃ Τ +

∃Ι 7

∃ Τ +

∃Ι Λ

∃Ι Κ

Τ Ι ∀ Κ

Τ Ι ∀

Τ !

Τ Ι 7

Τ Τ +

Τ = =

Τ Ι Λ ∀

Τ Ι = 7

Τ !  

Τ Ι 7 Κ

Τ Ι = 7

Τ Τ +

Τ Ι = 7

Τ ; 7

Τ Ι ∀ Λ

Τ Ι = 7

Τ ; 7 Κ

Τ !

Μ ( Λ

Μ ( Τ +

Μ ( Λ

Μ ( ; ∀

Μ ( Τ +

Μ ( 仑+

Μ ( Τ +

Μ ( Ι ≅

Μ ( Ι 11

Μ ( Ι 1 ≅

Μ ( Ι 1[

Μ ( Ι ≅

Μ ( Χ

Μ ( Χ

Μ ( Λ

Μ ( ; ∀

Μ ( Ι ∀

Μ ( Ι 1≅

Μ ]Ι [

Μ ]Ι 1

Μ ]Ι [

Μ ]Ι 1

Μ ]Ι 1

Μ ]Τ +

Μ ]Ι !

Μ ]Τ +

Μ ]Ι Λ

Μ ]Τ +

Μ ]Ι Λ

Μ ]Ι 1

Μ ]Ι !

Μ ]Τ +

Μ ]Ι [

Μ ]Ι 1

Μ ]Ι 1

Μ ]Ι 1

2

6
2

Λ

2

Κ

Κ

·

根据 1 1ΕΔ −∋ ; ∃ 血清组的报告
,

∃ Ι 11是 ∃Ι ≅的亚型
,

∃Ι 11不存在
。

卜涂李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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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连锁不平衡常数 8 Μ 值 < _ 的∋ + # . 位点的超单倍型频率在 ∀ 个民族中的分布

. Ψ Η 9 4 Ε5 ∗? Α9 ? Ξ Ψ ? Φ ? Β? ≅ Ι ΒΕΔ 1ΒΦ ⎯ 4 Χ ? : Β≅? Ξ Ψ Β1Βϑ 9ΒΨ > 8 Μ Γ 4 】Ψ ? _ < ΒΦ ∀ Φ 4 ΕΒ 0皿1Β: ? ≅

单 倍 型
. Ψ ∗94 Ε5 ∗?

民 族

& 4 ΕΒ0 Φ 4 1ΒΕΒ? .

例数

& )
2

超单倍型频率

∋
2

Ν 28Ω <

Μ 值

Μ
2

/ 41Ψ ?

ΚΡΧΦΡ,、1
凡χ

护9δ
2
夕

Υ
肉、,,,∀#月崎,,二∃%%

,‘∃傀、&
∋、

((

⋯⋯
门、),一∗+,月、峙
,
兮,‘,山−−..

气乙−∗−/ −−0−−−工∃‘∗‘∃
1、,
#
‘,

2 . #

2 .

2 .

2 .

2 %%

2 % %

2 .

2 3

4 5 1

4 5 1 1
中

4 5 1 1
甲

4 6 % %
(

4 6 7

4 6 7

4 5 1 1
幽

4 8 9

8 5 : #

8 5 # 0

8 5 # 0

8 5 # 0

8 % 3

8 % 3

8 5 # 0

8 ;

< = #

< = 7

< = 5 1>

< = 7

< = 5 1 >

< = 5 & ?

< = 5 1≅

< = 8 9

< Α 5 ;

< Α 8 9

< Α5 1

< Α 5 ;

< Α 5 1

< Α 5 1

< Α 5 ;

< Α 5 1

南方汉族 Β / ∃ Χ> Δ Ε Φ Γ Η Ι ∃ ϑ

北方汉族 Β / ∃ ΧΚ Δ Ι Φ Γ Η Ι ∃ ϑ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苗 族 Ν Μ/ Δ

满 族 Ν / ∃

蒙古族 Ν Δ ∃ 7 Δ 1

·

根据 % 1Φ Γ & Β 5 4 血清组的报告
,

4 5 1 1 是 4 5 > 的亚型
,

4 5 1 1 不存在
。

几
/ Μ 一 Η Γ Μ∃ Η >。 泰国华人

Ο Μ Η Φ∃ / Π Η > Η 越南人

釜翼苗
族
傣族

8 Ε ΛΜ 布依族
&1 / ∃

,

?Δ
Ε Ι ΓΗ Ι ∃ 侧

:%昭/ ΘΔ ΙΗ 4 Γ Μ∃ Η 乏

Ε Ι / Μ ΜΗ 乌拉尔人

南方汉族
Η > Η 新加坡华人

玩∃ Η Ι Ν
Δ 一>/ ∃ 蒙古族

Ν / ∃ 满族
Β / ∃

,

Κ Δ ΙΦ ΓΗ Ι∃

Β Ε Μ 回族
北方汉族

日本人 Χ瓦金族ϑ

今Ε>Φ Ρ/1 吵 碑弃利
月Η 1Σ 1≅ ∃ 仁乙利叮夕、

亚人

? Δ Ε ΦΓ 户, Ι Τ 〔泊Ε 4/ >Δ ΜΥ
ς Δ ΙΦ Ε 只Ε Η Ω Η 葡萄牙人

南非白人

ΘΔ一Μ> Γ 波兰人
∗ 七/ Μ∃ Μ/ ∃ 乌克兰人

非洲黑人Χ英国Ξϑ

1Λ Η Ι > 伊亚人
‘

ΨΙ ΜΟ/ 1 脱利代人
2Ι ΦΕ 比 Μ/ 亚美尼亚人
Ν Ζ幻Ζ/ ∃ 墨西哥人

图 1 中国 [ 个民族的树系图
’

Δ Η ∃ Υ Ι Δ 7 Ι / Π 。∋ [ ∃ / Φ Μ Δ ∃ / 1Μ Φ ΜΗ Ω Μ∃ Η Γ Μ∃ /

·

此图由 1 1ΦΓ & Β 6 4 < / Φ / 2 ∃ / 1Λ>Μ > 4 Η ∃ Φ Η Ι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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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中国有 亿人 口
,

∀7 个民族
,

经过几十万年 的 自然选择和人群迁移
,

形成 目前中国

人居住地域的格局
。

我们研究人种起源和其相互关系
,

可以有许多指标
。

由于 ∋ + # 多态
α

比
,

成 为人类学研究最好的标志
。

自  Λ 年第 ∀一 Κ 次国际会议以来
,

为人类学研究进

行的群体调查一直是协作研究的中心内容
,

由此资料绘制出人种的亲缘关系树系图
。

 6 7

年通过协作研究
,

提供了较系统的资料
,

证明汉族可以分为南方与北方二大群体
。

参照孙

逸平等 8 6= < 报道中国 Κ 个民族 8汉
、

哈萨克
、

蒙
、

回
、

鄂伦春
、

壮
、

侗
、

瑶
、

苗
、

黎 < ∋ + # 抗原的分布 比较研究
,

陈仁彪等 8  6 Λ < 联合报告
,

以 及此次我们的协作研

究
,

对 6 个民族的亲缘关系作了探讨
,

从所得分型结果可以看出 Υ

2

在大陆 6 个民族中 ∋ + # 抗原 − 类和 Φ 类的基因频率分布有很大的差异 8表 ∀<

从表 ∀ 可见
,

在 6 个民族之间的等位基因的最高和最低的频率差异在各民族中是非常

显著的
,

如 ∋ + # Τ . 的等位基因频率在 维吾尔族 中达  
2

Κ Ω
,

而在南方汉族
、

布依族和满

族 中却为 )
,

又如 Τ Ι =7 在布依族中为
2

7 Ω
,

而在藏族中为
2

Κ Ω
。

这种差别分别反映

了各地 区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人群混杂
,

同时也反映了不同人种的起源有所不同
。

如本文

结果中所述
,

维吾尔族在树系图上是集在高加索人种 的最外边缘
,

实际是介于高加索人种

和蒙古人种之间
,

所以含有高加索人种的一些血缘
,

因此具有 白种人中一些高频率的基因

8如 # !
、

# 7
、

Τ .
、

Τ = 等 <
,

和大陆其他起源于蒙古人种的民族有显著不 同
。

布依族地

处中国南部
,

具有 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华人中常见的 Τ Ι =7 基因
,

其频率甚高
。

可见不同人

种间的差异
,

大于同一人种 内不 同群体间的差异
。

2

中华民族可以划分为南北两大群体
,

对其起源尚需探索研究

上面提到中国少数民族可以按地理分布聚类
。

在北方的民族与北方汉族聚在群体
,

在

南方的与南方汉族在一群体
。

藏族虽居于西南边睡
,

但于北方民族集群
。

这表明南北汉族

的遗传距离大于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遗传距离
。

赵桐茂等 8   < 根据免疫球蛋白

, > 同种异型多态性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分布格局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

古人类的资料也

支持本文的结果
。

陈德珍 8  6 7< 根据 项头骨测量值
,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
,

将我国新

石器时代人类划分为华北
、

华南两大群体
。

这些结果提示
,

中华民族或许有南北两大发源

地
。

黄河流域一般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8剪伯赞
,

 6 !<
。

周 口 店的北京猿人化石

有力支持华北黄土高原发源说
,

但是 吕振羽 8  ∀Κ
、

 6 ∀< 提出了中华民族有两个主要来

源的假说
。

华北人群来 自蒙古人种
,

华南和西南人群来自马来人种
。

其根据是华南
、

西南

地区多数人的体质面貌具有马来人种 8南亚人种< 的一些特征
。

ΛΚ 年代发现了国内最早

的直立人一云南元谋猿人化石 8距今 ΛΚ 万年<
、

于是云南成为 中华民族发源的一个地

点
。

可 以假设从北京猿人发展到华北 旧石器时代晚期 的代表山顶洞人到现代华北人群体
,

从元谋猿人发展到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柳江人到现代华南人群体
。

林圣龙 8  6Λ<

根据我国猿人化石的地理分布和时间序列
,

提出 自早更新世起
,

随着时间推移
,

早期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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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类和 类抗原在 6 个民族之间等位基因频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 Δ ? Δ ΒΧ Δ ? ≅Ε 4 Φ : 10 Ι ? ≅Ε Γ 4 1Ψ ? ≅ 0 Α 4 11? 1? Α9 ? Ξ Ψ ? Φ Ζ Β? ≅ 0 Α ∋ + # ? 14 ≅≅ − 4 Φ : 11 4 Φ ΕΒΧ ? Φ ≅

ΒΦ 6 ∃ Δ ΒΦ ? ≅? Φ 4 ΕΒ0 Φ 4 1ΒΕΒ? ≅

等位基因 最小值
&易

。Φ 4

盔
? ≅

+ ) ; ? .

累护率 基累粳率

Κ
2

Κ
一

Κ

7
2

!

‘Ρ=8<ΚΚΚΚΚ2
2

⋯⋯
ΚΛ

2

ΚΚΚΚΚΚ⋯6
Κ7==们72 2

# 11? 1?≅

#

#

# !

#

# !Κ

最大值 ∋ ΒΧ Δ? ≅Ε

&易
。Φ 4

盔
? ≅ 基

蒙古族 3 0 Φ Χ 0 1

满 族 3 4 Φ

维吾尔族 Ρ 5Χ Ψ 9

苗 族 3 Β4 0

回 族 ∋ Ψ Β

Τ 6 维吾尔族 Ρ 5Χ Ψ 9

Τ = 维吾尔族 Ρ 5Χ Ψ 9

凡、
−−−−

%%口

⋯⋯
%%−%−−8 . ; 藏 族 ∴ / ∃ 7

:
(

3

%−
(

:

8 3 [

8 5 # 0

8 5 0 %

8 5 ; :

%−
(

:

. .
(

0

]
(

−

% %
(

.

;
(

3

;
(

3

%[
一

−

. −
(

%

%[
(

:

: 3
,

1

% #
(

3

南方汉族 Β / ∃ ,

? Δ Ε Φ Γ Η Ι ∃

蒙古族

南方汉族 Β / ∃
,

? Δ Ε Φ Γ Η Ι ∃

维吾尔族 ∗ Λ7 Ε Ι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南方汉族 Β / ∃ ,

> Δ Ε Φ Γ Η Ι ∃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满 族 Ν / ∃

南北方汉族 Β / ∃

回族 Β Ε Μ 苗族 Ν Μ / Δ

布依族 8 Δ Ε ΛΗΜ

南方汉族 Β / ∃ ,

> Δ Ε ΦΓ Η Ι ∃

满 族 Ν / ∃

满 族 Ν / ∃

藏 族 ≅ / ∃ 7

维吾尔族 ∗ Λ7 Ε Ι

藏 族 ∴ / ∃ 7

8 8 9

4 6 0

4 5 7

4 5 1 1
(

4 8 9

< = ;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藏 族 ≅ / ∃ 7

苗 族 Ν Μ/

维吾尔族 ∗ Λ7 Ε Ι

回 族 Β Ε Μ

蒙古族 Ν Δ ∃ 7 Δ 1

南方汉族 Β / ∃ ,

? Δ Ε ΦΓ Η Ι ∃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维吾尔族 ∗ Λ7 Ε Ι

满 族 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1#

< = 5 1>

< = 8 9

苗 族 Ν Μ / Δ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满 族 Ν / ∃

% −
,

3

3 . 3

%3
(

[

布依族 8 Δ Ε ΛΗ Μ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维吾尔族 ∗ Λ7 Ε Ι

维吾尔族 ∗ Λ7 Ε Ι

布依族 8 Δ Ε ΛΥ

布依族 8 Δ Ε ΛΗ Μ

北方汉族 Β / ∃
,

Κ Δ ΙΦ Γ Η Ι ∃

回 族 Β Ε Μ

回 族 Β Ε Μ

布依族 8 Δ Ε Λ Η Μ

·

根据 1 1Φ Γ & Β 6 4 血清组报告
,

4 5 1 1是 4 5 > 亚型
,

4 5 1 1不存在
。

Χ直立人 ϑ 在中国境内由南向北逐步迁移和发展趋势
,

逐渐分布于整个中华大地
。

长江上

游的元谋猿人似乎是中华民族迄今所知最远的祖先
,

是否可以认为是 中华民族华南发源说

呢_ 现在提出中华民族包含华北和华南二大群体
,

这可以是中华民族双重发源的反映
,

但

不能排除华南单一发源的可能性
。

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
,

不论是南北双重发源说还是华南

第一发源说
,

都需要来 自各个方面的证据加以论证
。

四
、

小 结

本文对中国 [ 个民族进行了 Β 9 2 & 类和 ∃ 类抗原的血清学研究
,

进一步证明了中华

民族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群体
。

这将对人类学研究提供有力证据
,

对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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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分化有一定的意义
。

此外
,

本文提供的数据可以作为中国有关民族的正常值
,

用于亲子鉴

定和疾病相关等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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