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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对 7 8 例5男  人
,

女  人 4聋哑人作了较全面的肤纹学观测分析
,

对于男女性别

和左右手进行了比较
,

并与国内
、

外有关资料作了分析和比较
。

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聋哑人的肤

纹学在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

对于聋哑人的肤纹学研究在国外已有报告
,

许多学者如 ∃ 9: ;,< 。6 =0
3

5 > ? 4
, ≅ = :

= < Α Β ,< Χ # :
5 ?  4 和 + = Δ = # Ε=

5 ? ? 4 等都对聋哑人的肤纹作过研究
。

国内迄今 尚

未见有这方面的专题讨论和报道
。

鉴此
,

我们对南昌市 7 8 例汉族聋哑人进行了一次较

系统的调查
,

既为聋哑人的肤纹学积累资料
,

亦为临床学
、

遗传学
、

法医学
、

人类学等学科

领域的工作者提供参考
。

一
、

材 料 和方 法

我们采集了南昌市聋哑学校学生及民政局所属工厂聋哑人
,

年龄 8 一 Φ 岁
,

汉族
,

原

籍  多 为江西省人
,

均属先天性聋哑患者
,

共 7 8 人的手纹作为研究对象
。

并以江西医

学院抚州分院 Φ ! 名学生 58 一 !! 岁
,

男女各 !  人 4手纹
,

作为本文的正常对照组
。

取

纹用亚铁氰化钾溶液敏化卡
,

将三氯化铁溶液拭手按捺于卡上
,

现场立即反应显影
,

当显

影未满意时则现场观测记录归档待查
。

04 摘要曾于 8 8 年国际特殊教育学术会议宣读5北京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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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分 析

3

指纹

指纹分为弓 5∀ 4
、

挠箕 5Η 4
、

尺箕 5∗9 4 和 5Ι 4 三类四种指纹花样 5吴汝康等
,

8 Φ 4
。

04 男女各类型指纹百分频率

∗
9

占 Φ 7
3

ϑ !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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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

8 ϑ多4
,

Β 占

表

在 7 8   个指纹中
, ∀ 占

3

Φ 多
, ∗ 占 Φϑ 37 ?多 5其中

ϑ 7
3

Φ多
,

见表 0。

男女各型指纹百分率

性别 指纹 Β
∗

9
∗

:

Φ 7
3

7 8十
3

 

男   
3

ϑ ! 土 
3

! > Φ
3

7 ?士
3

 8 !
3

 土 
3

7 ϑ ϑ
3

 士
3

 

Φ ?
3

7 ϑ士
3

女   
3

Φ ?土  
3

! ? Φ ϑ
3

> >士
3

!  
3

> 士 
3

7  ϑ
3

8 Κ
3

 8

男女性比较 ) Λ  
3

 弓 )Μ  
3

  
3

 Μ )Μ  
3

 ϑ

与正常对照组5∀ !
3

! 多
,

∗ Φ
3

78 多
,

Ι Φ8
3

Φ 多4 比较
,

除 ∀ 无显著性差异外
,

均有显

著性差异
。

男女左右手各指各类型指纹百分率见表 ! , ∀ 和 9 多见于食指
,

∗9 多见于小

指
,

Β 多见于无名指
。

表 ! 男女左右手各指型指纹百分数

性性别别 指纹型型 左 手手 右 手手

000000000 !!! 777 ΦΦΦ ϑϑϑ 000 !!! 777 ΦΦΦ ϑϑ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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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女左右手对应手指各类型指纹组合格局出现频数及百分频率经数理统计学处理

分析
,

发现左右对应手指各类型指纹组合格局的频率并非随机分布
。

与正常组比较无显

著性差异
。

五指指纹 ! 种组合格局百分频率
,

经统计学处理分析后证实五指指纹组合格局的频

率也并非随机分布
。

! 4 指纹晴线总数 5∃ Ν∋ Ο 4 ∃ Ν∋ Ο 均数
,

男性为 Φ ?
3

7 ? 5左 ? !
3

> 8 ,

右 ? Φ
3

> 4
,

女性

为 Φ  
3

? ϑ 5左 >
3

8 ,

右 ?  
3

? ?4
,

男女 0’#Α 无显著性差异 5; Λ  
3

 ϑ 4
,

∃ Ν∋ Ο 与正常组比较

具有高度显著性 5) Μ  
3

 4
,

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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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掌纹测Χ 值及比较

聋聋聋聋哑人组 57 8  444 正常对照组 5Φ !。444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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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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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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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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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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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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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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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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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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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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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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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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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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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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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士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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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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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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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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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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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ϑϑ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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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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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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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士 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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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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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合计计 ?
3

8  十 ϑ
3

?
3

Φ ?土 ϑ
3

斗 Λ  
3

 ϑϑϑ

主主线指数数 男男 ?
3

! ϑ 士
3

? >>> ?
。

7 Φ 十
3

? 777 Λ  
3

 ϑϑϑ

女女女女 >
3

8 士
3

? !!! ?
3

Φ 土
3

8 Μ  
3

 

合合合计计 ?
3

! 士
3

? ΦΦΦ ?
3

Φ ! 土
3

8 Μ  
。

 ϑϑϑ

7 4 小指指褶 在 ? > 只手中
,

小指指褶均是二褶
,

未见单一小指指褶
。

!
3

掌纹

04
= 一 Θ 峭线数 5

= 一Θ∃ ∋ Ο 4 男女合计均数为 7>
3

!8
,

男女间及与正常对照组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 5) Λ  
3

 ϑ 4
,

5见表 7 4
。

! 4 主线指数 Ο 9 Ρ Ρ ,< Σ
5 7 > 4 提出仅凭主线中的两条 5∀ 和 ≅ 4 的终止点就可

以正确地反映出峭线的走向
。

从而提出主线指数概念
,

即等于主线 ∀ 和 ≅ 的出口 的两个

数目之和
。

本文男女合计主线指数为 ?
3

! 5男 ?
3

!ϑ
,

女 >
3

8 4
,

与正常组比较
,

男性间无

显著性差异
,

而女性间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5) Μ  
3

 4 5见表 7 4
。

7 4 轴三叉位置 确定 , 点的方法很多
,

我们采用 )# <: ( Σ #
的角度

,

即 = ΧΑ 三角表示

法
。

我们测得其均数是 7 3 7 Φ “

5男 78
3

?8 夕
,

女 ”
3

。“ 4
,

与正常组比较
,

均无显著性差异

5; Λ  
3

 ϑ4 5见表 7 4
。

Φ 4 轴三叉 Χ 的百分距离 5Χ) ≅ 4 Χ) ≅ 均值为 ?
3

8  ,

与正常人比较无 显著性 差异

5; Λ  
3

 ϑ 4 5见表 7 4
。

, 4 掌纹图型 掌纹图型划分五个区域进行分析
,

即 ∃ ΤΥ 1, , 1Π , 7 , 1、,

& ς 等五区

5吴汝康等
,

8 Φ 4
。

本文所见花纹以斗
、

箕计为真实花纹
,

它们的出现率与正常组比较均

无显著性差异5见表 Φ
、

ϑ 4
。

> 4 掌褶类型 三条掌褶可分成五种类型的排列形式5姚荷生译
,

8 Φ 4
。

本文与正

常对照组比较除过渡 1型和通贯型外
,

均有高度显著性 5) Μ  
3

  4
。

聋哑人的正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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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Φ 男女各型真实花纹百分频率

掌部分区

男 性
Ω

女 性 一

ΞΨ 左 右 合计 左 右 合计

> ! 0
一一丁石一

Ζ

Ω Ζ 石 ,一Ω
3

7 Π

Ω
Π

3

> 6

Ω
冲了[门八,白片了工乙 工!

∀

⋯
#∃%&,&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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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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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曰曰,

,山一∋沙,几

,山()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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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厂∗乙

∀

+户

叮口∀∀几

已&#+ + ‘‘ #口‘“‘,曰,人 
∀

⋯
,上,&#汽!

&生,矛,工

掌纹真实花纹出现率比较

−,,曰乙
∀

‘ 勺,奋.曰/%&∀二叫

0 1 2 3
,

3 4

3 ,

3
5

6 7

+
。

8 )

。

) 9

.
∀

/ /

8 (
∀

.

/
∀

: :

聋哑人组 ; 8 : ) 个 < 正常对照组 ; 8 : 个 <
= 值

>

一、一一乡

飞人∃∃,?‘∀工∃∃,∃六 ∃ ≅≅≅≅≅

手数

9 /

/

+

( . )

/ (
∀

. 8

手 数

: 9

9

.

( 8 8

Α :

,古∀工#&,臼#&,,月,
∀

⋯
沪:,%&,&

工:

0 1 2 3
4

?
4

7

了勺3(6

表 : 男女各型掌褶百分频率

性别 正常型

: 9
∀

. /

: :
。

9 .

: :
。

) Β

=Χ +
∀

+ 9

过渡 3 型 过渡 型 通贯型

男性

女性

男女合计

Δ
%

检验

.
。

)

Α
。

/

.
。

8 )

= Χ +
∀

+ 9

8
。

+ 8

8
。

( :

8
。

) :

=Χ +
∀

+ 9

9
。

) )

9
。

+ Α

9
。

9

= < +
∀

+ ,

表 8 掌摺出现频率比较

聋哑人组 ; / .的 正常对照组 ; ( ) +<

Ε
手 数

Φ 兰
一Ε

手 ” Ε Γ 坚
值

手手 数数 >>> 手 数数 >>>

999 ::: : :
。

) 8 + :::::::::::::::: ... .
。

8 ))) 9 ΑΑΑ . (
∀

+ 999

999 888 8
。

) ::: ?ΑΑΑ 8
。

+ )))

((( +++ 9
∀

999 / 888 )
∀

) :::

ΑΑΑ ΑΑΑ )
。

8 +++ ? ΑΑΑ (
。

( +++

)))))))))
。

) :::

低于正常对照组
,
而悉尼线等其他四型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见表 :

、

8 <
。

8 < Η一− 岭线数 ; Η
一
− 0 Ι ∗ < ϑ Κ Λ 1 Μ Ν ΟΜ Μ

; )Α : 8 < 研究 Η一 − 蜡线
,

他发现最小的 Η 一−

晴数与最大的 ΠΗ − 角之间有高度的负相关 ; ΠΗ − 角愈大其 Η 一− 峭数愈小 <
。

ΘΜ ΝΡ ; Α : . <

建议 Η 一− 峭数用于与染色体有关的综合症
。

本文 Η 一− 峭数男女合并统计均值为 89
∀

8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男女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 <
。

Σ Π Κ 4 。, 。
∀

; Α : .< 的家族性耳聋者

相比
,

我们所观测的男女 Η 一− 晴线数稍偏低;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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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正常组与聋哑组 Χ 一Α 蜻数的平均值

—
⋯
二

二矍兰三
二
⋯
二
亚瑙士二

一一二二一一
一

∴卫兰竺竺里上卜
一

兰巴主竺二竺一Ω一里少竺竺生卜
Γ
一

竺竺二三竺竺竺
一

一二竺二竺‘ ‘8 ?
·

! >土 >
·

略>
Ω

‘> Φ
·

7  士 ?
·

‘>
Ω

’8
·

 8土 !
·

> Φ
Ω

’8 7
·

, 7土 ϑ
·

Φ 8

三
、

讨 论

先天性聋哑症属隐性遗传疾病
。

它是否亦涉及到有浅表形态变化
,

具有一定的特性
,

这是我们调查研究的旨意
。

本文弓和挠箕都比正常对照组低
,

而斗形则比正常人高
。

有

学者5陈祖芬
,

8> 4认为斗纹出现率增高
,

可能系胚胎发育早期细胞内液储留较多所致
。

我们同意这种可能
,

但待进一步研究
。

另外
,

∃ Ν∋ Ο 亦大于正常组
。

这和斗纹高于正常

组一致
,

说明花样强度大于正常对照组
。

掌褶类型除正常类型低于正常对照组外
,

其他各

类型均高于正常组
,

说明可能聋哑人之手发育早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

Χ一Α 晴线计数作为描述轴三辐线的另一个方法
。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一个人的 Χ一Α 晴

线数是较恒定的
,

与年龄无关
。

国内目前是首次报道
。

印度
,

学者 + =9
: 时 =0

3

5 8> 4 报

道家族性遗传耳聋患者的 卜 Α 晴数低于正常人
。

我们的分析结果
,

南昌地区聋哑人的
Χ一Α 晴数也低于正常人

。

与 + =9 Π 。Π 。
3

的文章报道结果一致
。

但本叉聋哑人的
Χ 一Α 峭

数稍低于 + = 9: #Χ =0
3

报道的聋哑人的 Χ 一Α 晴数
。

5 8 8 年 > 月 7 日收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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