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 , ∀ 年 # 月

人 类 学 学 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0 1∗ 1( ∋ ∋ 2 3
4 ,

∗ %
。

 

∀ ∀

5 6 7 名满族正常人掌纹研究
4

产

庄振西
‘

8

膏秀珍
4

王惠孚 田世家
9锦州 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

,
锦州 : 斗;

关键词 皮纹学 < 满族 <掌纹 <主线指数 < 主线式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 “。名满族正常人掌纹调查结果
。

掌纹分析包括 = ∋
、
>

、
?

、
≅ 主线 < 主线指数

9Α .Β ; < 主线横向指数 9Α.Β ) ;< 皱纹掌9一种复杂的掌褶纹;和主线式
。

Α . Β 和 Α . Β) 分别是 6
4

, Χ 士 一 多∀ 和 : :
4

呼6 士  
4

, #。 皱纹掌频率  
4

Δ 肠9男 = 一 ∀ Ε <

女 = ,
4

Ε ;
。 ≅

、

?
、
>

一
∋ 主线式对称分布是  6

4

, Φ Ε
。
以 Χ

、
, ”

、
,

’、
 主线式为主9:  

4

< Ε ;
。

本文的调查和分析可为中国皮纹学和人类遗传学提供正常参数
。

我们于 ∀ Γ斗年在辽宁省绥中县高台子乡和兴城县红崖子乡调查了满族人的 指 纹 等

皮纹学特征的基础上9庄振西等
, ∀ Γ Δ;

,

本文着重于掌纹特征的分析
、

以期提出满族人掌

纹的各项正常值参数
。

一
、

调查对象
、

方法和标准

我们随机选择了高台子乡和红崖子乡的正常满族人印制手掌纹图
,

受检人员需祖辈

兰代均为满族
,

身体健康
、

无畸形的正常人 56 名
。

年龄在 Γ一 Δ5 岁之间
,

男女各半
。

检查项 目包括 = ∋
、

>
、

?
、

≅ 主线9姚荷生译
, ∀ Γ 5 <盏野宽

, ∀ Γ  ; < 主线指数 9Η
(Ι ϑ % # ( ,

∀ 6 Γ ; < 主线横向指数 9≅
( Κ ϑ % 2 ( ΛΜ

, ∀ Χ Χ ; < 主线式和皱纹掌 9Ν% !Ο
一− Π !Θ ;

。

各项指标

进行统计学分析
,

并与国内的其它民族 比较
。

皱纹掌是指掌面上除了鱼际褶和近侧
、

远

侧横褶以外有  条以上的其它褶纹与上述褶纹相交叉构成复杂的褶纹型者
‘

9高 仓 山 等
,

∀ Γ : <庄振西等
, ∀ Γ ∀ ; <主线式系指 ≅ 、?

、

>
、

∋ 四条主线在掌缘区分布的格式
。

二
、

调 查 结 果

9一; 手掌的各主线分布类型

手掌的 ∋
、

> 、? 、 ≅ 各主线分布类型见表 !。



 期 庄振西等 = 56 。名满族正常人掌纹研究

4

∋ 主线的分布类型

满族人 ∋ 主线 :4 :Γ 外 为 Β 型
,

Ε
4

Δ 多 属 型
,

4

: 务 为 Ρ 型
。

在同一性别的左右

手间9除女性的  区外;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9Η Σ
4

;
。

:
4

> 主线的分布类型

> 主线 Χ∀
4

 6 多 为 ∃ 型
、

:
4

5 多属于 ∃ + 型
、 4

: 多 为 型
。 ∃ 型存在男女性别间

的差异 9Η Σ 4 ;
。

 
4

? 主线的分布类型

? 主线未见发育不全的 1 型
。

除 。型外均无性别间的差异
。

5
4

≅ 主线的分布类型

满族人 ≅ 主线以 ∃ Ι 型和 Β& 型最常见
,

各占 5 
4

∀: 多 和  6
4

ΓΔ 多 < ∃ 和 。型最少见
,

分别是
4

多 和
4

5 多
。

除 ∃ + 型存在左右手间的差别外
,

其它各型均无手别和性别间

的差异
。

掌的各主线分布类型中均没见到分布在掌的 :
、

 和 5 区的情况
。

表 满族人掌纹主线分布类型统计表9肠 ;

ΒΒΒ型型
一

型型 ∃ 型型 ∃ ! ! 型型 Β& 型型 & ! 型型

掌掌缘分区区 !!! :::    555 ,, Δ
产尹尹

666 ΧΧΧ ΓΓΓ ∀∀∀ ! !!! 缺失失

∋∋∋ 主线线 男男

====== <=====
Γ

。

∀∀∀  
。

∀

<=<===
。

:

女女女女女女 Γ 6
‘

∀ 666
。

∀∀∀∀∀∀∀∀∀∀∀∀∀∀∀∀∀∀∀∀∀

>>> 主线线 男男男男男
。

5    6 6
。

  
4

5 ΓΓΓΓΓ :
。

: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Χ Γ
。

Χ
。

: ::::: :
。

6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 主线线 男男男男男男男 5
。

: :::::   
。

5 ΓΓΓΓΓ 6
。

Δ :::::::
。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5  
4

Χ : Χ
。

 ∀∀∀∀∀ 5
。

Χ ΓΓΓΓΓΓΓ 5
。

   

≅≅≅ 主线线 男男男男男男男
。

: 5  
。

: 66666  Χ
。

6 Γ
。

Χ
。

5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咚5
。

, ΧΧΧΧΧ  6
。

∀∀∀∀∀ Γ
。

Χ
。

斗   

9二 ; 主线指数 9Α .Β ;

Α.Β 值是根据 Η( Ιϑ %# (
9 ∀ 6Γ ; 的方法计算的

。

其中规定 6一  区依次重新 编码

为 一 Γ 。 Α.Β 值只计 ∋
、 ≅ 两主线所分布的掌缘区数的和

。

满族人 Α.Β 平 均 值 是

6
4

Δ Χ ,

不存在男女性别间的差异
,
但在同一性别间存在左右手别的差异

,

右手大于左手
。

满

族人 Α .Β 和其它民族比较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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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满族和其它民族主线指数比较表

民族

男 性 女 性

手数 又士0 ≅ 手数 又士0 ≅
作 者

壮族

黎族

赫哲族

汉族

满族

5 Γ 6

Γ :

Χ :

∀

5 6

Χ
。

∀

6
4

6 :士 :
4

 

Χ
4

∀ :士 :
4

,

6
4

6 6土
4

6 6

6
4

Δ Γ士
4

Δ 6

 5

6

∀

5 6

6
4

6 Γ士 :
4

 Γ

Χ
4

Γ6 土 :
4

Τ:

6
4

 5 士
4

, 5

6
4

Δ , 土
4

6  

9三; 主线横向指数 9Α .Β ) ;

Α . Β) 值按 ≅ ( Κ ϑ % 2 Υ Λ Μ 9 ∀ Χ Χ; 法计算
。

满族人的 Α . Β) 平均值为 : :
4

5 ‘
,

存在

性别间和左右手间的差异
,

右手高于左手
,

男性右手为 ::
4

5Χ
,

左手为 :
4

∀ < 女性右手是

::
4

∀
,

左手为 :
4

Γ 。 满族人的 Α .Β ) 值与其它民族比较见表  %

9四 ; 皱纹掌的分布频率9表 5;

满族正常人皱纹掌频率为  
4

Δ 多
,

右手多于左手
,

女性多于男性
。

双手均为皱纹掌者

占
4

5 Γ 务 9男 =
4

5 : 多< 女
= :

4

6 外 Η ς
4

Δ ;
%

表  满族人和其它民族主线横向指数比较表

民族

男 性 Ω 女 性
作 者

手数 又十0 ≅

景颇族

布依族

伦佬族

水族

侃族

瑶族

赫哲族

汉族

桂西壮族

满族

6

5 6

5 Γ

5 :

Χ Δ :

Χ :

∀

5 ∀ 6

5 6

:  
4

Χ士 5
4

: 5

: 5
4

Χ Γ 士5
4

: 5
4

Χ Χ 士5
4

 

:  
4

5 土 
。

Δ 5

: :
4

Χ Δ士 5
4

: Δ

: 5
4

: ∀ 士5
4

 Γ

: 5
4

: Δ士 5
4

5  

: :
4

6 6 Ξ  
4

Χ

: 5
4

5 士5
4

Δ  

: :
4

, Χ 士 
4

Δ 5

手数

∀ 6 Γ

心: 6

: Γ Γ

斗 5

Γ

  6

6

∀

  6

5 6

又士0 ≅

:  
4

6土 5
4

 Χ

:  
4

6土  
4

∀ Γ

: 5
4

5 士  
4

∀ Γ

:  
4

: Δ土  
4

∀

: :
。

 Ξ 5
4

,

: 5
4

5 Δ士 5
4

:

: 5
4

十 5
4

6 Δ

: :
4

5 士  
4

Γ

:
4

∀ 土 5
4

6 6

: :
4

 今士  
4

6 6

金安鲁等 , Γ :

吴立甫 !, Γ斗

吴立甫 ∀ Γ 5

吴立甫等 ∀时

吕承铭等 ∀ Γ Χ

杨贵彬等 ∀ Γ Χ

张继宗 ∀ Γ Χ

庄振西等 ∀ Γ∀

陶诚等 ∀ ∀

本文

表 5 满族人皱纹掌频率统计表

手 别

数数数 ΕΕΕ

手 左 右手之间比较

性性别别 例数数 数数 ΕΕΕ 数数 ΕΕΕ

男男男 :  
4

5    555
。

Χ 555

女女女 :  ΧΧΧ  
。

斗斗 666 6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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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五; 双手主线式对称分布情况

4
满族人双手主线式对称分布占  6

4

Δ : 多9男 = :Γ
4

:6 多
,

女 = 5 5
4

Χ Γ外 Η Σ
4

;
,

对称

分布的主线式
·

9≅
、

?
、

>
、

∋ ; 以 Χ 、
Δ

, , 、 Δ
‘、

 为主
,

占 :  
4

5多 9表 Δ ;
。

表 Δ 满族人双手主线式对称分布统计表

性 别 】 男 性 Ψ 女
4

性

例 数

男女之间比较之

Η 值

一‘,”了
 吮
矛!,一‘∀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它

数 . /

0 ∗

− 1

1

− 2
。

( ,

)
。

1 1

,
。

2 ∗

∗
。

0 2

一
3 目#

、

1 (
。

∗ +

)
。

 )

∗
。

,今

1
。

 −

1
。

−(

∗
。

+ −

4 ,
。

, −

5 ,
#

, )

5 ,
。

, )

5 ,
。

, )

讨 论

# 户

6
勺‘

碑价

−
#

满族人的 ∋
、

& 、 %
、

∃ 主线分布和中国其它民族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其民族特异性 7

满族人的 ∋ 主线属 −− −型者占 / )∗ 多
,

多于汉族的 +−
#

,斌8庄振西等
, −+ 2 + 9

、

黎族的

“
#

 ( / 8谢业琪
, −+ 2 1 9和壮族的 2,

#

−( 另 8董
6

涕忱等
, −+  0 9 :而 ; 型则少于这三个民族

。

满族人的 & 主线分布与汉
、

黎
、

壮族等相似均以 < 型为主
。

而不同种族 & 主线分布

呈现显著差异
,

如犹太人 & 主线是 以 < == 型为主 8引自董惮忱
, −+  0 9

。

满族人的 % 主线缺失多于壮族  # ( 1呢 8董佛忱
,

−+  0 9
,

和黎 族  # −+ 务 8谢 业 琪
,

−+ 2 1 9
,

未见发育不全的 > 型
。

∃ 主线分布类型与其它民族相同都是 以 ? == 型为主
,

但满族人 <= =型 8 0∗
#

+1 务9
,

多

于壮族的 0,
#

( 多: 黎族的 ∗+
#

01 / 和汉族的 0,
#

 − 多 8 庄振西等
, − + 2 + 9

。

1
#

满族人 ≅Α; 均值为  
#

) ( 。 表 1 中所列各民族中
,

满族人的 ≅Α; 与黎族
,

汉族相

近
,

而低于壮族
、

赫哲族
。

∗
#

满族人 ≅Α; Β 均值为 11
#

0 
。

如表 ∗ 所示
,

与汉族
、

侃族人相近
,

而低于景颇
、

布

依
、

讫佬
、

水族
、

瑶族
、

赫哲族和桂西壮族等少数民族
。

≅Α; Β 在汉族中不存在性别间和手

别间差异
,

而满族人却存在这两种差异
。

0
#

正常满族人皱纹掌出现率为 ∗
#

,) 多
,

女性多于男性
,

右手多于左手
。

双手均为皱纹

掌的占 −
#

02 外
,

这两项指标均低于辽宁汉族调查的 )
#

11 多和 ∗
#

! 多 8庄振西等
, −+ 2+ 9

。

皱

纹掌是高仓山等人在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皮纹学检查中首先提出的
,

以后在正常汉族人检

查中
,

以及在不同地区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中也有报道 8于彦文等
, −+ 2 −: 冯志颖等

, −+ 2  9
,

本文提出了正常满族人皱纹掌的参数
。

)
#

双手主线式对称分布在满族人占 ∗ 
#

)1 多
,

主线式以 (
、

)’,
、

)
‘ 、

∗ 为主
,

占 1∗
#

,0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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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汉族人的  5
4

Γ∀ 多和 Γ
4

多 9庄振西 等
, ∀ Γ ∀ ;

。

9 ∀ , %年 , 月: Δ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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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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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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