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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我国新疆乌孜别克族 %∃∀ ∀ 名 男女各 (∀ ∀ 名#的手皮纹进行了研究
,

得出了乌孜别克族手皮纹 %% 项参数正常值
,

及民族间皮纹具有一定的差异
)

通

过对比乌孜别克族手皮纹符合东方黄种人箕斗出现率相近的特征
)

一
、

材料与方法

皮纹是人体一种稳定的体表性状
,

具有民族间和种族间差异
。

本文对新疆塔城市
,

莎

车
,

叶城一市两县的乌孜别克族 %∃ 曲 名 男女各 (∀∀ 名#
,

父母均为乌孜别克族
,

年龄 !一

&& 岁
,

平均 ∃∗ 岁
,

采用油墨滚筒印取双手皮纹
,

在放大镜下观察
,

+ , − ./ 000 语言编程

微机分析和统计学处理
。

二
、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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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族人指纹以箕型纹出现率较高
,

次为斗型纹
,

挠箕和 弓型纹出现率最低
。

与郭汉

璧
,

%&  ∀ #
,

李崇高% &4& #报告的汉族资料 1 指纹以斗型纹 出现率较高不一致
。

这说明皮

纹在民族间具有一定的差异
)

乌族人斗型纹的出现率男高于女 ∗(
)

&% 3 与 ∗%
)

 4 3 #
)

男

性斗型纹与尺箕的出现率相近 ∗(
)

&% 3 与 ∗4 )∗ 83 #
。

故仍符合东方黄种人尺箕与斗型纹

为数相近的特点
,

根据 ; 9 < < => 统计
,

英国白种人指纹尺箕出现率 (& )∀  3 #大大高于斗

型纹∃ 8) ∗ ∃3 #
,

说明种族指纹特征差异非常明显
)

男女双手指纹频率见表 % ,

各型指纹出

现率
,

民族
,

种族比较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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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汉璧 一&  ∀ #

报告的汉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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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族男性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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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
∃

与王芝 山 9 ∋ ( = 报道的撒拉族9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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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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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
。

表 44 例乌孜别克族各型指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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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明 7
各指 间花纹主要出现在 0 Ο 区

,

占全部真实花纹 8>  8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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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4 例大小鱼际指间区花纹数和Γ 率统计

男 9:加= 总 计 男 9: ∀∀ =

左

8 :

合计

8:

合计

3
∃

8

ΠΘ‘ΡΣΠ尸、飞月呀‘‘ 乃!氏左丘民∀#王∃ %&∋(∋&∋ ) ,

∗钓。 左 右

) ( ∋
+

∃ ∗

)∃ & , ∃ ‘

女 −,−./ /

左 右

∃
+

&

∃
+

&

合计

 
+

, ,0工
#口

,
,、‘口乙12、%弓

一)
,
+

硬,
3

, !

( ∋,厂

八, +3

,4,50, ,

 
56
7

乙1‘子‘一,, ,

乏% 滩

8
(
闷

∋)
9‘,% 

,)
∋(% 
,口

:、,‘,气门了,
+

, ,‘乙1;<4,矛

), ,
+

八曰,、,‘日
!
心#,∋∋凡
一‘5

 
气乙
 

! ∃
+

= ! )

总 计

(  翻)

&夕 >

&石∃

 &
一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亡、
,,心
#‘#月#, ,, ,

生石丘丘丘屯左∃  
月(∋∋戈
#
 
舟、一

咤?了

 ‘
#
∋%%%‘
≅

&丘(丘Α丘>

 ∋∋ 心
+

,:、5户#Β,咤#1%%∃%“(&(,∃%%∋!&
,卫

)
,乙内乙
)33

,#Χ:Δ 
5
43

月啥,诊#,:

右∃%& ∃()(!∋)! 

5, ,

%,
夕, ,5气乙‘曰

(
,、

>

7 ,

7(

7 ,

7 3

小鱼际

合计

= ,

∋ (

印!

&∋ ∋

∃∃ )

女 −,的 /

左 右

∃& ( )

( ( ( )

( ), (! ∃

∃! = ∃( =

) &∋ )仅】

一真实花

7 3

7〕
(

7 ,

7 Ε

小鱼际

&  &,(∃)!(=%翎非真实纹花

=
+

掌摺纹类型
Φ 通 贯手占  

+

)∃ Γ −男  
+

!& Γ
,

女 ∃
+

& Γ /
,

桥贯手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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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李崇高− )∋ ! ∋ /报道的汉族资料 & ∋
+

&  Γ
,

与张海 国 − ) ∋ & ) /报道的汉族 & &
+

= Γ

接近
。

有关中国乌孜别克族皮纹的专题研究
,

口前国内未见报告
,

本文根据我国
“

人类皮纹

学研究 观察的标准项 日
”

要求 −郭汉璧
,

) ∋ ∋ ) /
,

研究得出了鸟孜别克族皮纹 )) 项参数 >>Φ

常值
,

和 民族问皮纹具有差异的特征
。

本文还参考中外文献发表的汉
、

撒拉
、

英国白人等

群体加 以比较
,

得出了
一

鸟孜别克族人皮纹符合东方黄种人箕斗出现率相近的特点
。

乌孜别克族皮纹参数值的测定与研究
,

为我国皮纹学提供了客观的数据
,

将 有助 #
几

国

内外学者对皮纹学的研究
,

对公安
,

司法及运动员选材上也有一定的应用 价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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