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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新疆柯尔克孜族肤纹参数的正常值
,

样本中有男女各 ” 。例
,

本文的研究包括 5

类
,

它们是 6 指纹总峭数
,
卜7 间晴数

,

指纹
,

指间花纹
,
大鱼际纹

,
小鱼际纹

,

猿线
,

掌指
。

三叉

缺失
,

多个 8 三叉点
,

姆趾球部纹
,

足小鱼际纹
,

趾间纹
,

足跟纹
。

皮肤纹理是人类的性状之一
,

肤纹参数因人种及民族而异
。

肤纹参数在人类学
,

民族

学及遗传学等领域有重要意义
,

肤纹学的研究对优生学研究
,

计划生育工作有一定的辅助

意义
。

新疆是少数民族集居地之一
,

有 9 个民族
,

金刚等 2 : 5 ; 、

: 5 73 曾对这一地

区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作过分析
。

: 5 年夏季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派员赴南疆收集柯尔克孜族 2简称

柯族3的肤纹
,

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教研室共同对柯族肤纹进行研究
,

现报告

如下
6

一
、

材 料 与方 法

样本包括新疆克孜勤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 2简称克州 3的大中小学生及少量的儿童和

老人
,

父母为柯族
,

祖籍南疆
,

共分析 1 1 1 份手足捺印图
,

男女各 < 11 份
,

对象的年龄从

9一 :1 岁
,

其中 9一 岁占 :< 多4 =1 一 5 岁占 1 多4 91 一 :1 岁占 , 芳
。

样品编号成册
,

平

均年龄 >
?

> 岁
。

柯族人 口 9 , 1 11 人
,

集居在克州的柯族占总人 口的 :1 多 以上
。

用黑色油墨涂在对象的手和足底
,

捺印指纹
,

掌纹和足纹
。
肤纹图置于放大镜下观察

并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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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中严格按照全国第二次肤纹协作组会议上规定的统一标准
。

这项研究是以建

立柯族肤纹数据库为 目的
,

所以各种数据用计算机 2∀ ≅ ≅ /# 一 = 3 处理
。

二
、

结
Α

果

?

指纹总曙数

指纹总婿数的参数男性为 95
?

:= 士料
?

< 1
,

女性为 5<
?

= 士 9>
?

= 。 在各手指上指纹岭

数值最多是男右拇指 2
?

Β < 士 <
?

5 3
、

男左拇指 2 Β
?

土 <
?

: 3
、

女右拇指 2一Β
?

= = 士 ,
?

Β Β 3

及女左环指 2= <
?

Β 士 <
?

: 13
。

=
?

指纹

男性有箕 <1
?

= 务
,

斗 9>
?

=: 务 4 女性有箕 <9
?

:= 多
,

斗 9=
?

5> 多
。

箕在群体中最多
,

占

<=
?

: Β外
。

五指全箕占 9
,

巧 多
,

全斗占
?

Β 多
。

双手十指全箕占 Β
?

>1 多
,

全斗占 >? 51 务
。

5
?

指间花纹

指间花纹在 −Χ 指间真实花纹出现率最高
,

达 >5
?

5< 多
,

其中有 1
?

=多 为斗型2四个 3
,

其余都是远箕
。

指间有 =<
?

=< 多 出现真实花纹
,

有斗2二个3占 1
?

拓
,

远箕占 =<
?

巧并
。

9
?

大鱼际纹

手大鱼际真实花纹频率男左 >
?

Β1 多
,

男右 9
?

91 多4 女左
?

:1 外
,

女右 <
?

:1 多
,

男性

1
?

5 1务
,

女性 :
?

: 1拓
,

合计
?

< < 外
。

<
?

手小鱼际真实花纹出现率为 5 ?Β 1 多

>
?

; 一
7 间的蜡数值

男左 5 :
?

Β 9 士 <
?

1 ,

男右 5 >
?

>5 士 <
?

< 9 ,

女左 5
?

5 > 士 <
?

9 = ,

女右 5 :
?

: 1 士<
?

: 9 ,

男 性

5 :
?

> : 士 <
?

= : ,

女性 5
?

1 : 士 <
?

> 9
1

左右手合成一值的
; 一7 间峭数值参数男为 Β Β

?

5> 士
?

> ,

女为 Β:
?

巧 士 1
?

9=
。

Β
?

猿线

猿线在样本中出现率为 9
?

:1 多
,

其中男左为 <
?

91 并
,

男右为 <
?

11 多
,

女左为5
?

Β1 多
,

女右为 <
?

>1 多
。

:
?

掌指
Δ 三叉缺失

,

多个 8 三叉点

群体中有 = => 只手
“
三又缺失占 1

?

51 多
,

其中有 5 只手上有 −Χ 远箕的
。
三叉缺失

占
?

< <多
。

由于
Δ

、

三叉的缺失
,

便出现了 Ε 三叉
, Ε 三叉介于环指与小指间的三叉

,

一般

偏向于小指
。 Ε 与 Φ 间可形成 −Χ 远箕及

Δ
三叉缺失现象

。

有 Γ 只手上有多个 8 三叉点

占 9
?

: 1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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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趾球部纹

跳趾球部纹分布频率2男女各 <11 人3

男 Η 女

Η 左 右

胫帐弓

远弓

径弓

近弓

引卜弓

远箕

胫箕

近箕

引卜箕

斗

复合纹

1
。

: 1

1
。

: 1

9
。

> 1

5
。

: 1

1
。

> 1

> 9 1

>
。

1 1

1

1
。

> 1

= 1
。

:1

1
。

>1

1
。

= 1

1

斗
。

= 1

9
。

1 1

1
。

咯1

> Β
。

= 1

:
。

= 1

‘ 1

1
。

= 1

<
。

= 1

1
。

9 1

左左左 右右

111
。

>111 1
。

9 111

111
。

>111 111

555
。

= 111 5
。

= 111

ΒΒΒ
。

1 111 Β
。

> 111

111
。

斗111 1
。

= 111

>>>斗
。

1 111 > >
。

9 111

<<<
。

9 111 :
。

> 111

11111 111

111
。

= 111 1
?

= 111

:
。

> 111 5
。

= 111

心心心 1
。

= 111

样本中有 <>
?

11 多个体为远箕左右对称
,

另有
?

=1 多个体为斗左右对称
,

此外
,

尚有

弓和斗对称的个体为 1
?

51 务
。

1
?

趾间纹

趾间纹分布频率男女各 Ι / 趾间纹最多
,

男为 >Β
?

<1 多
,

女为 <:
?

Β1 多
。

Ι
?

足小鱼际纹

足小鱼际真实花纹出现频率为 =9
?

=1 多
,

在右足见到 5 个排箕
,

占 1? 巧 多
。

=
?

足跟纹

柯尔克孜族的足跟纹出现率很高
,

达 =
?

9< 外
,

其中男左占
?

>1 外
,

男右 占 5
?

11 务
,

女

左为 =
?

11 多
,

女右为 5
?

=1 多
,

共有 5> 个个体的 9 只足跟有真实花纹
。

三
、

讨 论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人 口较少的民族
,

本次调查采用大样本方式
,

为提供柯族肤纹参数

打下较为牢固的基础
。

柯族的足跟纹出现率较高
,

一般在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

汉族等民族中的足跟纹出现

率都在
?

11 务 以下
,

而柯族则在 =
?

9< 多
,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征
。

手大鱼际纹的出现率也很高
,

达
?

<< 外
,

高于维族
,

哈族和汉族
。

手小鱼际纹的出现率达 5
?

Β1 并
,

也高于维族
、

哈族和汉族
。

Δ
三叉缺失现象很高

·

,

达 Ι
?

51 务
。

多个
8
三叉达 9? :ϑ 多

,

也高于维族
,

哈族和汉族

等 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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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种现象都表现出柯族肤纹参数的独特性
。

2一 < Β 年 , 月 9 日收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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