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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用淀粉胶电泳及特异性酶染色方法测定了五个汉族及三个少数民族人群的 红细 胞 腺 营

脱氨酶 4# 7 # 5 分布
。 # 7 #

,

基因频率分别为 8 成都汉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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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群的 # 7 #
,

基因频率一般低于北方人
。

未发现罕见变异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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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 7 # 5 是腺昔氨基水解

酶
,

它催化腺昔水解脱氨成肌普和氨的可逆反应
,

在嚷吟代谢中起重要作用
。

人体的 # 7 #

按分子量大小可分为两类
。

在肾
、

肺等组织中的 #7 # 分子量为 ∀ ;
,

! ! ! ,

在红细胞
、

骨
、

小肠和脾等组织中分子量为 :<
,

! ! ! ,

在一定条件下
,

大分子和小分子可 以相互转化 47
Α Δ

> >) ?Α
,

 ; ! 5
。

同一组织中的 # 7 # 由于带电荷不同
,

在电泳图谱上可以出现不同的同

功酶带
。

人 # ? # 多态现象是由 ,∗ ∃ ? ∃ ∃ Ε 等人首先发现的 4,∗
∃ ? ∃ ∃ Ε ,

 < ; 5
。

编码 # 7 #

的基因座位上有两个常见共显性等位基因 # 7 #− 和 # 7 #
Φ。

用红细胞裂解液在淀粉胶

中电泳
,

经特异性酶染色后
,

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两个基 因产物的表型 # 7 #−
、

# 7 # Φ一  

和 # 7 #
, 。

我国汉族约占世界人 口 的五分之一
,

但至今尚未见有关于大陆不同地区汉族

人群的 # 7 # 多态性报道
。

本文报道了对五个地区的汉族人群及三个少数民族的研究结

果
。

材 料 与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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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

 ; < 年  ! 月至  ; ; 年 斗月取样
。

取样地点及人数见表  。 受试者身体健康
,

年

龄为  ; 一== 岁
,

三代 内均为该民族并居住在该地区
,

相互间无亲缘关系
。

每人取 = 毫升

静脉血
,

加少许抗凝剂 Χ 7 % # ,

离心分离出红细胞
,

用生理盐水许三遍
,

保存在 一 ∀! ℃
,

5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
。

5 现在北京生化免座制剂中心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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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个人群的 # 7 # 表型分布与甚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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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成哈漳贵西镇元巴

空运回北京后保存在 一 + ,℃ 备用
。

− . − 的分析工作在取血后一个月内完成
。

/∋ 电泳和染色

所用方法与赵红等人的报道相同 0赵红
、

杜若甫
, 1 2 3 + 4

。

结 果 与 讨 论

在我们检测的 15 6 弓人中仅观察 到 − . −7
、

− . −
8一 1 和 − . 扩 三种常见表型

,

没有

发现罕见变异型
。

各人群中
,

都是 − . −7 型个体最多
,

等位基因 − . −
‘

的频率占 ,
∋

2斗

以上
。

经 9 ,

检验
,

各群体中表型分布都符合 : & ; <= 一> ? ≅! Α ? ; Β 平衡 0表 14
∀

将已发表的中国各人群的 − . − 基 因频率列于表 / 。 可以看到
,

中国各人群中 − . −
,

频率都低于 ,
∋

, 3 。 但中国的南方人群
,

如壮
、

侗
、

土家
、

苗
、

瑶和哈尼等
,

其 − . − ,
基因频

率吵北方人群的更低
,

均在 ,
∋

, Χ/ 以下
,

其中哈尼族的最低
,

仅 ,
∋

, 16 5 。 这些民族中
,

土家

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生活在湖南一带
,

更早期的历史还不太清楚
。

壮
、

侗
、

瑶和哈尼

等是典型的南方人群
。

苗族居住在长江以南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
,

如果蛋尤是苗族领袖

的传说可靠的话
,

苗族有可能以前生活在长江以北
,

但这尚未被完全证实
。

布依族的

− . − ,

频率略高
,

虽然据历史记载
,

他们在近二
、

三千年来一直生活在长江 以南
。

而 白
、

维

吾尔
、

彝
、

回
、

藏
、

朝鲜
、

满和蒙古等起源于北方或主要血源成分起源于北方的民族
,

他们的

− . −
,

基因频率都在 ,
∋

,Χ / 以上
。

现在住在南方的彝
、

藏等 民族起源于北方
。

维吾尔
、

回
、

朝鲜
、

蒙古和满等则是典型的北方 民族
。

白族的 − . −
,

频率最高
,

为 ,
∋

, + 6 Δ
。

虽然他

们现在生活在云南
,

但他们也来源于我国西北部的氏羌部落集团
,

并融人了不少汉族
、

彝

族的血缘
,

所以可以认为是主要血源起源于北方的民族
。

在汉族的五个人群中 − . −
,

基因频率都比较低
,

但其中更低的也是南方的漳州人群

和成都人群
。

较高的北方的哈尔滨人群
。

这充分显示出汉族不同地区人群 − . − 的基 因

频率的地理分布与少数民族的分布趋势相一致
,

与人群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有关
。

造成

这种规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各地汉族人群中融人了一定成分的当地少数 民 族 的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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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各人群的 # 7 # 签因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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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

但尚不能完全排除环境因素可能的影响
。

汉族各人群之间的差异小于少数民族间的

差异
,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汉族都有共同的血缘
。

4 = 年 < 月  9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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