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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共济失调症家系手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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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镶词 遗传性共济失调症 7手纹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了河南省永城县一遗传性共济失调症家系 5汉族6 的手纹
,

收集到手纹样本 8。

人
,

与汉族正常人比较
,

该家系尺箕偏低
,

弓型纹较高 5+9 !
1

!  6 7 掌褶普通型少
,

而通贯型和

过渡 . 型多 5+ 9 !1 !  6 7 。 : ; 角偏大 7指三叉 < 主线至 8
、

区者出现率高 5+ 9 !
1

!  6
。

遗传性共济失调症
,

是一组以缓慢进展的共济运动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
。

人类肤纹受遗传基因控制
,

肤纹已成为诊断先天性或遗传性疾病的辅助手段
,

而遗

传性共济失调症的肤纹尚未见报道
。

现将我们的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

供临床参考
。

对 象 与 方 法

河南省永城县李 氏家系 9汉族= > 代  ?≅ 人
,

经专科医院诊断为遗传性共济失调症者

Α 女
口男

声 1 口口死亡
二念者

图  李 氏家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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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

占  ∀
1

8多
,

见图  。

用油墨按捺法印取左右手纹样本
,

按吴汝康等 5 Χ ≅ 6 的方法分类
,

借助放大镜
,

量角

器等观察记录
,

并进行统计处理
。

因客观条件所限
,

仅印取手纹样本 8! 人
,

其中患者 ≅ 人
。

结 果

本文以指纹类型
、

Δ: ; 角及掌褶类型
,

指三叉主线走 向
,

分别统计
,

并与汉族正常

表  李氏家系指纹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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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李氏家系指三叉主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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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5黄心哲
,  Χ ∀ 6 比较

。

结果列于表  
、

∀
、

及表

讨 论

遗传性共济失调症的诊断水平要求高
,

手段复杂
。

为给临床提供简便的诊断依据
,

以

期尽早诊治
。

我们对李氏家系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
。

并将已知的汉族正常人群与患病家

系的手纹进行了比较
,

试图寻找该症的肤纹特征
。

由表 ∀ 可见
,

李氏家系较正常汉族人群
,

尺箕出现率低
,

而弓型较高 5ς 9 !1 !  6 7 。心

角偏大 7掌褶普通型少 5ς 9 !1 !  6
,

而过渡  型
、

通贯型较多 5+ 9 !1 !  6
。

由表 ? 可见

指三叉 < 主线至掌尺侧缘的第 ?
、

第 ≅ 区者出现率亦高于汉族正常人群 5ς 9 !
1

!  6
。

表  显示该家系指纹亚型
,

其中螺斗和囊斗发病者均较未发病者高 5ς 9 !
1

!  6
,

而

双箕斗
、

挠箕和弓型纹发病者则均缺如
。

这就为该家系中可能易患病者提示了它的肤纹

特征
。

由图  可见该家族系显性遗传疾病
,

与公认的显性遗传性疾病 Λ ∗ Ω ϑ 氏综合症5姚荷

生
,  Χ ≅ 6的主要手纹进行比较

,

两者 Δ: ; 角大
、

过渡型掌褶出现率高
,
似是它们的相同之

处 7 但本文尺箕出现率低
,

缺少悉尼型掌褶
, Λ 主线走向第 ?

、

≅ 区者出现率高
, < 主线缺

失 5!6 者少等
,

似是它们之间的差异
。

由于我们收集的样本数量少
,

上述资料及讨论是否正确
,

尚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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