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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族人群的乙二醛酶 /遗传多态性

李实豁 杜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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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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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用琼脂搪平板凝胶电泳技术分析了我国六个城市的汉族共 ∀ 8 9 人的红细胞乙二醛 酶 −

的遗传多态性
。

每个汉族人群的受检人数 和 : , ; 基 因 频 率 分 别 为 < 郑 州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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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地区汉族人群之间的 : , ≅ /基因频率分布存在显著

性差异
,
但这种差异明显小于中国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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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 基因在人群中分布的多态性是德国人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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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人进行

的 : , ≅ / 多态性研究中
,

迄今已报道了 ∀ 多个少数民族的结果 5: ∗∃ ϑ ϑ∃
,

∃Ι
2 ,

! 9  7

李实豁等
, ! 9 > 7赵桐茂等

, ! 9 > 7 洪涛等 ‘ ! 9 97 李伯令等
, ! 9 ! 6

,

而对汉族的研究仅见江

苏及北京汉族的报道 5赵桐茂等
, ! 9 > 7 李伯令等

, ! 9 ! 6
。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分

布广泛的民族
,

为了深人研究其 : ,≅ / 基因分布
,

我们调查了我国六个城市中汉族人 群

的 : ,≅ / 遗传多态性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在下列城市中随机取样数分别为 < 郑州 ∀ ∀ 人
,

哈尔滨 != 人
,

呼和浩特 ∀ 人
,

贵

阳 ∀  人
,

兰州 ∀ 人
,

西安 ” 人
。

受检者均身体健康
,

彼此无近亲血缘关系
,

其上两

代祖先皆为当地汉族
。

取样方法
,

样本处理以及表型分析技术详见另文 5李实韶等
,

! 9 > 6
。

二
、

结 果 与 讨论

六个汉族人群的 : , ∗ −表型分布及基因频率列于表 − 。 各个人群的表型观察值均

符合 ( Κ Λ ϑ Μ一Ν ∃ 0Ο Π ∃ Λ Θ 定律 5Γ Ρ
2

=6
。

以六个汉族人群 ∀ 8 9 个体计算的 : , ∗ −木 −

等位基因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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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个汉族人群中
,

西安

和郑州两个人群之间 : , ≅ / 基因频率有显著性差异5
2

= Ρ + Ρ
2

6
,

其它人群之间

的差异不显著
。

不同地区汉族人群之间 : , ≅ / 基 因分布的显著性差异
,

反映出汉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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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不同地区汉族人群的 : , ≅ / 表型分布和基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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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遗传异质性
。

但是 : ,≅ / 基因在不 同地区汉族人群 中 的 分 布 范 围 : , ∗ − ;

。
2

? 8 8 5赵桐茂等
, ! 9 > 6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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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本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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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小于该基因在我国少数 民族之间的分布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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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 出 : , ≅ / 基

因分布在同一民族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程度
,

一般小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程度
。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
,

显然
,

我国少数民族在地理上和文化上的隔离程度大都超过汉族不

同地区人群之间的隔离程度
,

而且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差异也更大
,

因而造成民族之间

等位基因频率差异的各种因素如遗传漂变
,

自然选择等的作用强度差异也较大
。

而汉族

不同地区的人群差异较小
,

这些差异可能主要 由于不同地区汉族与其它邻近的少数民族

之间基因流动所致
。

西安汉族人群与我国西
、

北部的回
、

蒙
、

维吾尔等 : ,≅ /; 频率较

高的民族发生基因交换的机会较中原地区的郑州汉族人群多
,

这可能是形成两地汉族人

群 : , ≅ / 基因分布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

5 ! ! 年 8 月∀ ? 日收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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