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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满族和汉族指纹白线正常值分析

庄振西 高秀珍
锦州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

,

锦州  !!

关键词 白线 ∀ 指纹 ∀ 满族和汉族

内 容 提 要

本文研究了 ! #! 例 ∃ 满族 % &#!
,

汉族 % #! !∀ 男女各半 ∋满族和汉族指纹白线
(

满族和汉

族指纹 白线出现率分别是 )
(

∗和 +
(

)+ ∗
(

结果表明民族间的指纹白线有他们各 自的特征并

做了性别和手别间差异的比较分析
(

指纹白线是指按印指纹时
,

因皮蜻纹在不同方向的条状中断所致留在印纹中的白色条

纹∃ 除外伤痕迹所致白条纹 ∋
(

指纹白线是皮纹学研究中非皮蜻纹构型和屈褶纹的一个明

显特征
。

从指纹上看
,

它们在不同的方向穿过表皮花样区和乳突峰线的方向无关
(

白线所

在部位在组织切片上未见腺皱裳和沟在表皮和真皮交界处有结构的任何中断
,

只涉及到透

明层改变∃ 姚荷生译
,

, −& ∋
(

在不同民族和种族中指纹白线的出现率不同
,

而且还显示

出它与某些人类疾病相关联 ∃ 甘子明等
,

, , !∀ 全跃龙
,

, − −∀ 陈祖芬等
,

, − .
、

, − # ∀

姚荷生译
,

,−& ∀ 韩国栋等
,

, −, ∀ /0 123 45
,

, # ∋
(

因此研究指纹 白线在不同民族中的

出现率
,

探讨它的形成机理和病理学特征有着人类学
、

遗传学和法医学意义 ∀ 并可为皮纹

学的临床应用提供正常参数
(

虽然指纹白线出现率在国内外均有报导
(

但辽宁满族和汉族

人的资料尚未见报道
,

我们对这两个民族的指纹白线进行调查分析
,

现报道如下
%

一
、

材料与方法
(

调查对象

满族人的资料来 白满族自治县乡
,

双亲均为满族人中的随机抽样
,

共 &#! 人
,

年龄在

−一 .+ 岁间
,

男女各半 ∀ 汉族人取 自辽宁各地 的医学生共 #!! 人
,

年龄在 ) 一  & 岁户小

男女各半
(

调查对象须身体健康
、

发育正常
,

无遗传性疾病及先天缺陷的正常人
。

用油墨

法印取指纹图以供分析
。

 
(

分析方法

按 6 73 ! 8 9 : ; ;∃ , ) # ∋方法确定指纹白线∃ 姚荷生译
,

,−& ∋
(

取每例左右手各指
,

以指纹图上 出现一条以上 白线者记为阳性
,

进行统计学分析
,

并与国内外有关资料 比较
。

二
、

结果和讨论

指纹白线出现率

收稿日期 % ,, 卜 飞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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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满族和汉族人指纹白线出现率分别为 9
2

:和  
2

9 : ; 表 <
。

汉族人显著高于满族

人; ∗ = >
2

> <
2

指纹白线出现率在两个民族中均无左右手间的统计学差异 ? 在满族人中

也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

汉族人女性指纹白线出现率显著高于男性; ∗ = > 2> <
2

辽宁汉

族人的指纹白线频率高于全跃龙报导的 : ; 全跃龙
,

! ∀ ∀ <
,

这是 数量性状中正常的

频率范围或是环境因素的影响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
2

满族人的指纹白线频率低于汉族人
,

维吾尔族人
,

甚至比文献报道的运动员体质的 ∀
2

: 还低; 姚荷生译
,

!∀≅ <
。

和文献报

道的德国人
、

波兰人
、

北美人等的资料相比
,

种族及民族间指纹白线频率的差异是显而易

见的; 表 <
,

这对于人类学特征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2

表 1 满族和汉族人指纹白线出现频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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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别

拇指< = >

食指< >

中指< >

环指< =? >

小指< ? >

合计

表 , 不同种族和民族正常群体指纹白线的出现率<≅ >

种 <民 > 族

德国人

波兰人

北美人

中国仅族

维吾尔族

辽宁满族

辽宁汉族

研究对象 指纹白线出现率
,

Α Α

Β 一袄二竺
Β 二毛
一

一
∀

一二二于
二

一
共二下

∀

一
Χ

作 者 及 文 献
年 龄 例 数 男 性 女 性

”
Δ ’

一 一
’一 ’

,一4 ∗ , Ε & Ε , 6 ∗ & 姚荷生译
,

; & (

Ε一4 Ε 2 6 ∗ , ( 6 姚荷生译
,

; & (

, ,一 4 ∗ ( 6<> ; ∗ ; & 姚荷生译
,

; & (

一(一 , , ( , 6 一; ∗
0

& 全跃龙
,

一; & &

Ε一, ( ( , 4 ;
0

Ε Ε , Ε
0

2 4
、

甘子明等
0

; ; 6

&一2 ( ( 4 6 4
0

4 2 Ε
,

2Ε 本文

Ε一, ( 4 6 6 , 2
,

2 ∗ Ε
0

; Ε 本文

,0 指纹白线的分布频率

辽宁满族和汉族人中一指以上指纹白线阳性率分别是 40 2, ≅ 和 ∗Ε
0

Ε ≅ < 表 ∗ >
0

在

满族人中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Φ 而在汉族人中女性多于男性 < Γ Η 6
0

6 >
0

这两个民族指

纹白线的分布频率均低于维吾尔族的 4 (0 ∗, ≅ < 男 Ι 2 &0 2, ≅ Φ 女 Ι 4 & 0( ≅ >< 甘子明等
,

; ;6 >
。

满 族 人 中只
0

有 一 指 和 十指 均 为 白线 阳 性 者 分 别 是 < , ϑ ∗ 46 > ( 02 Ε≅ 和

< ; ϑ ( 4 6 > 一; 4 ≅
,

汉族人则分别是 < , ϑ 4 6 6 >,≅ 和 < 4 ∗ ϑ 4 6 6 > 6
‘

2 ≅
0

民族间存在显

著差异
。

满族人十指 白线均阳性者显著低于 汉族和维吾尔族 < ∗ 6 2 ≅ >< 甘子 明等
,

;;6 >
。

表 ∗ 统计中可以看到 Ι 从一指至十指均可能出现白线
,

似乎是随机分布
,

两手对

称出现除十指均阳性外很少见
。

只有一指是白线者多见于拇指
0

在满族人中一指白线阳性



·

7 7
·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为主
,

占 ∀
2

! ≅ : ? 而汉族人中除十指均阳性者外
,

是七指阳性者
,

占 ≅2 ∀ :
2

其它情况

参见表  
2

表  满族和汉族人指纹白线阳性率分布统计表

白白线阳性性 满族 汉族族

的的指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男男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性

数数数 : 数 : 数 :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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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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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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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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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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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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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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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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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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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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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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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7
,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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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8
2

> ! 7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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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9
2

8 ≅
2

> 999

!!!!! 8
2

7 8
2

> >
2

 8 !
2

>>>

−−−>>> 7 7 7 9  9
2

8 > 9
2 、

≅  8
2

!!!

合合计
222  7 8

2

7 8 ≅ > 9  ! Α 9  !
2

> 7 7 8 8
2

    

Β 6占所调查的百分率
,

其余的: 均为阳性中的比例
2

 
2

各手指白线的分布情况

白线在手的五指中均可出现
,

工Χ / 分别代表拇指一小指
。

满族人以 工指白线阳性率

最高; 占 92 8 : <
,

依次为 −
、

Δ
、 、

Ε
、

/ ? 汉族人则以Δ 指白线阳性率最高; 占

 7 29 8: <
,

依次为Δ
、 、 、

−
、

/ ; 表 ≅ <
2

汉族人 五指 白线阳性率分布顺序和全跃

龙报道的一致
。

其它地区的汉族人情况如何有待进一步对照分析
2

各手指白线分布情况在

不同民族和种族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

表 ≅ 正常群体手指纹白线分布情况比较表;: <

五指白线阳性率顺序;高Χ 低< 作者及文献

姚荷生译
,

! ∀≅

姚荷生译
,

! ∀≅

全跃龙
,

! ∀ ∀

甘子明等
,

! !>

本 文

本 文

Ε///了
通
 0了===?=?? ΚΛ

===%Λ?=?Κ

Μ=Λ%

种<民>族

德国人

美国白人

中国汉族

维吾尔族

辽宁满族

辽宁汉族

=?

===

(
0

指纹白线的数贵分布

每一指的白线数目从 条至 6 条不等
,

在阳性者中平均白线数在满族和汉族人分别

是 ,0 & 和 ,0 ; 条
。

满族人以每指 , 条和 ∗ 条最常见
,

分别占 ,&
0

Ε2 ≅ 和 , 20 ∗& ≅ Φ 汉族人则

以 ∗ 条和 , 条最多
,

各 占 ,(
0

2≅ 和 ,( ∗ ≅ < 表 2 >
。

统计表明指纹白线以 一 ( 条者最多

见
,

满族和汉族人各占 &Ε
0

4 ≅ 和 &∗ “ ≅
。

每指存在 &一 6 条 白线者极为少见
,

满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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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中各是
2

: 和 >
2

!8 :
。

表 8 满族和汉族人指纹白线数分布统计表

满满族 汉族族

男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性

数数 : 数 : 数 : 数 :::

合计 Φ 一8  > > 一9 ≅ −>;< 9 7 8 一> >  ! 一> >

十 指 均 有 白 线 者 白线 总 数 在 满 族 汉 族人 中各 是  !2  士 7 27 ; . Γ <和  8 28 士

−>
2

7; ΗΓ <
2

均不存在左右手别和性别间的统计学差异; 表 7 <
。

因指纹 白线的数量分布

未见报导
。

本文不能比较分析
。

从五指的白线数量分析中也揭示无指别间的差异
,

但各指

的白线数量多少与各指的白线阳性率顺序不同
。

指纹白线的研究多
。

以阳性率为主
,

如智

能低下者指纹 白线阳性率为 ≅ !2 9 士
2

8∀ : ; 陈祖芬等
,

! ∀8 <
,

从事放射线工作者及其子

女 的指 纹 白线 阳性率是 8
2

 ∀ 士
2

≅ : ; 全 跃龙
,

! ∀ ∀ <
、

慢 性 白血病 患 者 为 > 2 士

2

!∀ : ; 陈祖芬等
,

! ∀ 7 <
2

这种 阳性率均与各 自的对照组 比较
,

差 异显著
2

但指纹 白线

数量的变化如何 Ι有无差异Ι是值得进 一步探讨的
。

表 7 满族
、

汉族人十指指纹白线阳性者自线总数统计表

民族 性另1ϑ ⋯例数 最刁
、

仇
最人化− Κ

,Λ1一Ε,Μ
2

⋯
9
汀 峨 
=
%,,#(,#,、4∗,6(∗

满族

性别

男性

女性

Ν Ο 男女比较之 Γ 位

(
0

;
Π 6

0

6 2
&

0

Ε

汉族
男性

女性

, ; ( ∗

∗ 4 2 ∗

, , 4 6

, 4 2

6 ,

6
0

,

Π 6
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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