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徕人 # 7 8 血型的调查与研究
”

朱芳武 廖善潘 杨顺和
9 , 林华柱

赵东风 周芳龄 马儒争 卢为善
:广 西 中 医 学 院 ;

关镶词 徕人 < # 7 8 血型 < 民族识别 < 广西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用 玻片快速检验法对分布于桂西滇黔桂接壤地区 的待识别民族徕人 # 7 ) 血型

的调查结果
。

侏人 # 7 8 血型的基因频率是 = > 二 !
2

  ?
, ≅ Α 。

2

9 ! 。 犷 Α 。
2

Β Χ  !
。

徕人

的血型分布特点是 7 Δ ! Δ # ,

在我国南方诸民族中
,

徕人与海南省黎族的 # 7 ) 血型分布特

点相同
。 ‘

与 周围民族的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徕人与黎族具有最近的遗传距离
,

因而在系统树

中聚类为一组
。

徕人与黎族可能共同起源于古越族的支族但人
。

徕人是我国的一个待识别民族
。

有关徕人的记载
,

最早见于东汉史籍 :施正一等
,

 ? Ε ;
。

徕人主要分布于桂西的滇黔桂接壤地区
。

徕人的人口 无完全统计
,

在广西隆林各

族自治县境内至今仍未有民族归属的徕人居民
,

据该县民委  ? ? 年统计为 Φ Φ? 人
。

徕人

居民部分居住于独立的山寨
,

但多数与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与壮族居民杂居
。

徕人风俗

习惯基本与壮族相同
。

徕人无 自己的文字
,

徕语的语言学地位尚未最后确定
。

由于徕人

语言特殊
,

近年来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普遍关注
。

为对徕人的民族识别提供体质方面

的参考资料及丰富国人体质资料
,

我们于  ? ? 年暑假对居住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长发

乡境内的徕人作活体调查的同时还作了徕人 # 7 8 血型调查
。

本文拟报告血型调查的结

果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对象
,

主要是农民
,

少数是学生及职工
。

受检者的父母均为徕人
。

不分年龄
、

性

别随机抽样
。

受检者均为健康人
。

标本采集方法 = 均由指尖采血
,

随采随检
。

检验所用的标准血清
,

为由南宁市中心血

站提供的抗 # 及抗 7 标准血清
。

检验方法
,

为玻片快速检验法
。

基因频率计算法
= #

、

7
、

) 基因频率分别用 >
、

≅
、 Γ

表示
,

使用下列公式:赵桐 茂
,

 ?  ;计算而得到
=

1; 现场调查中得到隆林各族自治县有关部门领导同志陶德强
、

韦绍庭的指导
,

他们并参加了实际工作
。

谨此一

并致谢
。

9 ; 现通讯处是海口市 民健中医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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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Κ 一 丫言丁灭Η 斌万不吞一 了言一

< 。 。
、

入
、

。分别表示 。型
、

# 型
、

7 型

的表现型频率
。

显著性测验
,

以 Κ Λ。 值表示 :赵桐茂
,  ?  ;

,

其中
, Κ 的意义与前述相同

,

。 一 . ϑ斌Μ & :一 Η <
ϑ > ≅ ;

3Κ ϑ司 簇 9 , > ; !
2

!Β
,

即由于抽样造成的误差的机会大于或等于 Β多
,

表示观察值与期

望值无显著性差异
。

3Κ ϑ川 Δ 9 , > Ν !
2

!Β
,

表示观察值与期望值有显著性差异
,

提示调

查资料可能不可靠
,

或是因为取样方面的原因
,

或是鉴定血型错误造成
。 # 7 型期望值大

于观察值时
, Κ ϑ

。 为正值 <反之为负值
。

# 、 7
、

8
、
# 7 型期望值的计算方法 :赵桐茂

,  ?  ;
=

# Α & :>
Λ
Η Λ> Γ

;

7 Α & :≅
Λ
Η Λ≅ Γ

;

8 一 & Γ Λ

# 7 一 Λ& ∗≅

其中
,

& 为调查人数
, >

、

≅
、 Γ
分别为 #

、

7 、
8 基因频率

。

遗传距离按照 了一 Ε : 一 Ο) ∀ ∀; ϑ友一 1 公式 :赵 桐 茂
,  ? Φ ; 计算 而 得

,

其 中
通

。
∀ 。一 见了五不不<

,

反为该座位上的等位基因数
,

几
<

和 ∗Π
Λ

分别为基因 Π 在群体  和

群体 9 中的频率
。

二
、

结 果

徕人男性 ΧΦ 人
、

女性 ΒΒ 人
,

共计  99 人的 # 7 8 血型调查的原始数据及其基因频率
,

Κ ϑ二 值如表所示
。

表中 Κ ϑ
二
值  

2

Ε ! 小于 9 ,

表明观察值与期望值的吻合度较好
。

表  徕人 # 7 8 血型分布

表现型 Θ 观察值 Ρ 表现型频率 Ρ 期望值 期望值频率 基因频率 Ρ Κ ϑ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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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与 比 较

血型作为一种遗传标记
,

在研究人类种族起源和迁移中是重要工具
。 # 7 8 血型在不

同种族以及同一种族的不同群体 中有明显的差异
。

陈稚勇等 : ? 9 ; 按 # 7 8 基因频率

在中国的分布规律
,

将我国大致分为 Ε 个血型分布区
。

徕人的血型分布特点是高 7 基因

频率伴随较高 的 。基因频率
。 # 7 8 血型分布是 7 大于 。大于 # 。

从地理分布上看
,

这既

与其居住地区相接壤的云贵地区以 # 基因频率较高不同
,

也与其所在地区以高 。基因频

率分布为特点的两广等地不同
。

而与以高 7 基因频率分布特点的海南省
、

我国北方及西北

地区相同
。

在五个不同地区的汉族群中
,

云贵及两广地区的汉族组群的 # 7 8 血型分布特点是

! 基因频率较高
。

华北地区的汉族组群的 # 7 8 血型分布特点是 7 基因频率较高
,

与徕人

的血型分布特点相似
,

对这一现象 目前尚难解释
。

海南省的黎族
、

泰国的傣族与徕人具有

相似的血型分布特点
。

贵州的布依族群体中虽出现了较高的 7 基因频率
,

但仍以 。基因

频率为主
。

广西壮族群体的 # 78 血型分布与两广汉族组群的 # 78 血型分布特点一致
。

为显示徕人与其他民族间的遗传
2 , ,

贵州汉族
‘9坛南汉族
‘ ,

海南岛黎族

遗传距禹
ς :二 , ! Ε ; 群体

图  徕人与 , 个民族组群的系统树

∗ΩΞ1) 6 ∃ Ψ ∃ Ζ Π∃ Ζ Γ ∃ ∃ [) Ζ + Σ Π Σ Ψ ς [Π
∴ ∃ ∗ ) > 5 1Σ Ζ Π) Ψ ∀

) [ ] Ω ΠΨ ∃ ∀ ∃

关系
,

我们依据公式

ς 一 Ε :Μ 一
Ο ) ∀ 口; ϑ友一 1

计算出贵州
、

云南
、

广西的汉族组群
,

广西壮族
,

海南省黎族
,

广西徕人共

计 Χ 个民族:或待识别民族;互相间的

遗传距离:矩阵;
,

并据此绘制成这 Χ

个民族的系统树:图 1;
。

该系统树显示

黎族与徕人具有较近的遗传距离
,

在

系统树中被聚为一组
。

伙人与黎族具 有较接近的遗传距

离不但表现在 # 7 8 血型分 布方 面
,

而且还表现在体质特征方面
,

在徕人与  ? 个民族组群的聚类分析中
,

徕人与海南省黎族

在体质特征上亦较相似
,

遗传距离较近
,

因而在系统聚类图中被聚为一组:另文报告 ;
。

总之
,

徕人与其他民族的比较结果表明
,

徕人与海南省黎族无论在 # 78 血型基因频

率分布方面
,

或是体质特征方面均有比较接近的遗传距离
,

在聚类分析中均被聚类为一

组
。

这提示徕人的族源与黎族有关
。

张振标 : ? 9 ; 在系统研究黎族的体质特征以后指

出
,

黎族起源于我国南方古越族
。

据记载
,

徕人即古代居住于桂西的但人:《汉语大字典》

编辑委员会
,  ? Χ ;

。

而但人是我国古代对黎族的别称 :广东
、

广西
、

湖南
、

河南《辞源》修

订组
、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  Φ ;

。

民族学家进一步指出
,

古越民族的一支族西贩骆越
,

后

称为理
、

僚的一部分迁徙至桂西
,

后称为徕人
。

至清代渐与壮族融合 < 迁徙至海南省的发

展为今 日的黎族 :《辞海》编辑委员会
,  Φ ;

。

徕人血型及体质特征的研究结果与这一像

人与黎族同源的历史记载相吻合
。

同时也表明现代的海南岛黎族与桂西徕人可能是古越

民族理人的后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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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小 结

本文报告了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长发乡境内待识别民族依人  99 人的 # 7 ) 血型调

查结果
,

分析了徕人血型分布特点
,

探讨了徕人与其他民族之间在血型方面的遗传关系
。

分析结果表明
,

徕人与海南岛的黎族具有相同的 # 7 8 血型分布特点
,

并且具有比较接

近的遗传距离
,

系统聚类的结果被聚类为一组
。

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徕人与黎族可能同是

我国南方古代百越民族但人的后裔
。

: Β 年  !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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