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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报道了九个人群的盯聆位点基因
。

计算表明中国各族人群在盯聆位点上的遗传分化程度

非常大
,

固定指数 凡
。

本文根据盯聆基因频率在我国和邻近地区的分布趋势
, 认为

亚洲东北地区应是干型基因的起源地
,

目前世界上盯聆位点基因频率分布格局 主要是基因扩

散的结果
,

而非选择作用造成的
。

一
、

前
, 三护

两

盯聆
,

俗称
“

耳垢
” 、 “

耳屎 ”等
,

为人的外耳道盯聆腺的分泌物
。

人的盯聆有干型和湿

型两种
。

盯聆潮湿
、

粘稠
,

且呈暗黄色油状的
,

为湿型
,

在江浙一带吴语区称为
“

油耳 ,’ 盯

聆干燥
,

片屑状
,

一般呈灰白色者
,

为干型
,

俗称
“

干耳 ”。

两者之间差异极其明显
,

一般情

况下只需在光亮处用肉眼观察外耳道分泌物就能正确无误地判明盯聆为何种类型
。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

日本学者在 日本本土及亚洲和世界各地对盯狞类型

进行了大量的人类学及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

结果表明盯狞类型确属典型的常染色体单基

因遗传性状
。

湿盯聆为显性性状
,

干盯狞为隐性性状
。

这种遗传方式也已被我国学者所

验证 罗克梁
,

方惠泰等
, 。

自 首次将一度很少为别国所知的 日本人对盯狞所做的大量研究

结果介绍给世界人类遗传学界以后
,

目前已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群进行了这方面的调查
。

结果表明
,

白种人和黑种人中盯狞湿型频率接近 多
,

而在北方蒙古人种 当中
,

盯盼干

型占多数
。

尤其中国北方汉族是全世界各人群中盯狞干型比例最高的
,

达到约 多
。

由

于盯狞两种类型的比例在人种间及蒙古人种内的各人群间差异很大
,

因此它已经成为人

类学研究中的重要遗传指标之一
。

但是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开展得很不充分
,

大多数资料仍来源于 日本人在 年前

所做的调查
。

本文调查了七个少数民族和两个汉族人群的盯狞类型
,

其中少数民族全部

是过去尚未进行过调查的
。

综合文献资料
,

本文还对为什么会形成盯狞类型 目前的分布
,

提出了我们 自己的一些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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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材 料 与 方 法

够
。

作者于 一 年间先后对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 自治县的哈尼族 元江县

民族中学
、

元江县一中
,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洲的傣族 德宏州民族中学
、

陇月县一

中
、

德宏州民族师范学校
、

景颇族 德宏州民族中学
、

陇川县一中
、

潞西县三台山区中学
、

潞西县三合山区中心小学
、

德昂族 德宏州民族中学
、

陇川县一中
、

潞西县帮外区小学 及

阿昌族 陇川县户撒中学
、

德宏州民族中学
、

陇川县一中
,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的蒙古

族 伊金霍洛蒙校
、

伊金霍洛旗第三中学
,

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 自治县的布依族 镇宁

县民族中学
,

共七个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
。

被测者均为中小学学生
,

三代均属同一民族
,

且生活在同一地区
。

另外还调查了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第三中学 的 汉 族 学 生 共

人
,

被测者本人均 出生于伊克昭盟
,

其父母则出生于伊盟或邻近的陕西省神木
,

府谷

和榆林等地
,

三代均属汉族 福建省漳州市第三中学汉族学生 人
,

其三代均为当地汉

族
。

具体调查方法是首先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有耳道病患
,

后诊视左右耳外耳道是否有炎

症或湿疹
,

凡有阳性病史与体征者均不作统计
。

其余人员均用消毒棉签或挖耳勺挖取盯

聆样品
,

一般用肉眼即可判断其盯狞类型
。

有极少数人盯狞长期堆积形成硬块
,

颜色呈深

褐色
,

而切开时中央又很粘稠
,

根据文献应判为湿型
,

方惠泰等
, ,

通过家系调查地证实这种盯狞类型确应判为湿型
。

基因频率计算方法如下 设调查了某人群 。 个个体
,

其中 , ,

为湿型
, , 为干型

。
则

盯聆干型基因 隐性基因 的频率 、一 召石万万
,

盯狞湿型 基 因 的 频 率 一 一 , 。

基因频率的抽样方差为 一 护 ‘

基因频率在各群体间的分化程度用固定指数 来表示
。 ‘ 一

。 , 户 一 户
,

式中 护 为各群体中等位基因频率的方差
,

户为盯聆湿型基因的平均 值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作者调查的九个群体盯狞表型分布如表 所示
。

通过列联表 尸 检验
,

表明各族人群

间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 一
,

一
, 。

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汉族大多是陕西北部移民的后裔
,

其盯聆湿型百分频

率最低
,

为 多
,

这个数据与 报道的华北汉族盯聆湿型频 率 务很

接近 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
。

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蒙古族人群 中湿型百分率高达
,

多
,

与 当地汉族差异显著 尸
,

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蒙古人湿型 占 多
, ,

这一数值与我国蒙古族差异不显著
。

福建漳州汉族人盯狞湿型百分率为 汤
,

比内蒙古汉族的相应值 务 高出 很

多
,

据 引用 的报道
,

居住在台湾的福建籍汉族人中

湿型 占 多
,

这一数值与漳州人也无显著差异
。

其余六个南方少数民族人群的盯狞湿型百分率均在 多 以上
,

而傣族
、

布依族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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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族人中湿型 占一半以上
,

德昂族人湿型百分率最高
,

为 多
。

表 中国九个人群的盯聆表型分布及基因频率

表 型 分 布 基因频率
一

人 群
调查
人数 干型 湿型 干型 湿型

基因频率抽样

方差
一

内蒙伊盟汉族

福建漳州汉族

蒙古族

哈尼族

景颇族

傣 族

布依族

阿 昌族

德昂族

一

一

斗

以上这些情况极其明显地反映出盯聆湿型比例北低南高的趋势
。

从表 中 可 看 出
,

在我国各民族中
,

一般都是隐性基因 —盯聆干型基因的频率高于盯狞湿型基因频率
。

尤

其在北方汉族中
,

干型基因频率接近
,

而在南方福建汉族中湿型基因频率明显地高于

北方民族
,

大多在 以上
。

表 国内一些人群的盯聪基因频率

人人 群群 调查查 湿型盯聆聆 湿型基因因 文 献献

人人人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频 率率率
人人人人数数

华华北 汉族族 , 比

上上海汉族族族族族 方惠泰等

达达斡尔族族
。

一
‘””’’

满满 族族
。

鄂鄂温克族族
。 。

鄂鄂伦春族族
。

维维吾尔族族 ‘
。 。

崔东生等 ‘’‘ ,,

哈哈萨克族族族族
。 。

黎黎 族族
。 。

黎黎 族族 少于
。

张振标等

海海南岛临高人人 少于
。 。

海海南岛汉族族 少于
。 。

台台湾高山族阿美美
。 。

一
‘”””

卑卑 南 族族
。 。

泰泰雅
、

阿美
、

布农农
。

高高山族合计计
。 。

台台湾福建籍汉族族
。 。

台台湾广东籍汉族族族族
。 。

转引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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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外一些人群的盯聆基因频率

调查
人数

湿型盯盼
人 群

湿型基
因频率 文 献

人数

日本人

朝鲜人

喀尔喀蒙古人

。

。

。

。

。

,

,

,人八“曰、一孟,,雅库特人

尤卡吉尔人

尼夫赫人

。

。

。

从。

。

马来人

马来土著

,
。

。

。 · 【 ·

一
,

麦克罗尼西亚人

美拉尼西亚人

日本阿衣努人

德国人

美国黑人

。

。

。

。

。

。

。

斗

。

。

西尹产,山,‘了,‘已月,二,‘乙︸,︸谧︸玉︸八月,讨了七少,﹄

转引自

转引自 ” , 。

为了便于比较和讨论盯狞位点基因频率在我国及邻近地区的分布情况
,

我们收集了

文献中有关国内外人群盯狞位点基因频率的报道
,

列于表
、 。

讨论结果如下

国内各族人群的分化程度

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
,

中国各族人群在盯狞位点上基因频率的分化是相当大的
,

其基

因频率数值在 和 之间
。

一个国家内各族人群在一个遗传位点上差异如此之大
,

实属罕见
。

一个位点上遗传分化程度的大小是 由固定指数 来表示的
。

我们取 目前已有报道

的我国汉 以华北汉族为代表
、

蒙古
、

满
、

鄂伦春
、

鄂温克
、

达斡尔
、

哈尼
、

景颇
、

傣
、

布依
、

阿

昌
、

黎 取 的报道
、

德昂
、

高 山
、

维吾尔
、

哈萨克
、

壮 海南省临高人 等十七个

民族的数据
,

用 和 的方法计算了中国人群盯狞位点的
,

值 表 斗 。
在计

算
,

值时
,

有时考虑到各个群体的大小不同
,

需对数据进行加权运 算 处 理
, 。

由于本文涉及到的各人群的调查人数并不能代表其在中国人 口 中所

占的比例
。

因此
,

值取未加权处理的数值比较合理
。

不过最后计算的结果
,

经加权运

算处理得到的
,

值为
,

未经加权运算得到的 值为
,

两个数 值 相差

不大
,

都是相当高的
。

我们估算过中国十三个人 口 在一百万以上的民族在 血型位

点上三个等位基因
、 ”

和 的频率的 , 值
,

它们分别为
、 、

在

位 点 上 的
,

值 为
,

为
,

为
,

为

在 位点上的
,

值 为
,

为
。

这些数值都比盯狞位

点上的数值小一至两个数量级
。

因此我们可以说
,

中国人群在盯聆位点上存在着极大的

遗传分化
,

所以该位点是研究中国人群体遗传结构的极好指标
。

深人这方面的研究将十

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民族的起源
,

民族间的亲缘关系
,

了解我国人 口 的迁移规律
。

尤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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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七个民族盯聆位点的遗传分化程度

湿型基因
频率均值

基因频率
观测方差

孟

基因频率
抽样有差

遗传方差
口 一 孟一

’

固定指数
口

户 一 户

。 ,
。

刻一叶耳

。

弓
。 。

弓

一位点的表型判别十分方便
,

无需任何仪器与化学试剂
,

因此很值得进一步扩大研究
。

盯聆位点基因频率的分布趋势

盯狞位点基因频率的主要分布趋势是以中国北方汉族聚居区为干型基因频率最高的

地区
,

由这一地区向南
、

向西
、

向北和向东各个方向干型基因频率都下降
,

湿型基因频率都

上升
。

基因频率呈如此有规律分布的位点是不多见的
。

内蒙古伊盟伊旗汉族盯聆干型基因频率为
,

由 的 报道 推 算

华北汉族盯狞干型基因频率为
。

这接近于全世界业已报道的人类盯狞干型基因频

率的最高值
。

这一地区盯聆湿型基因频率仅为 左右
。

盯狞湿型的人仅 占大约 多 左

右
。

西伯利亚北部科雷马河的尤卡吉尔人湿型极少
,

在所调查的 人中
,

一个也没有发

现
。

库页岛上的 名尼夫赫人中湿型基因频率也仅为 。双 , 。

目前还未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
、

东乡族
、

土族等人群进行过调查
,

而分布于中国最

西端的新疆维吾尔族湿型基因频率高达 “
。

估计在中亚细亚地区湿型基因频率还将进

一步提高
。

欧洲德国人的盯狞湿型基因频率高达
,

其湿型者的百分率高达 务
。

我国北部边疆内蒙古的蒙古族的湿型基因频率为
,

湿型者 占 多
。

境外喀尔喀

蒙古人湿型基因频率为
,

湿型者占 多
,

均显著高于我国北方汉族的相应值
。

东北满族
、

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中湿型的人所 占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

务 和

多
,

也均比汉族有显著的增加
。

我国的东邻朝鲜人的湿型比例也比华北汉族人稍高
,

为 多
,

而 日本人中湿型比例比朝鲜人高得多
,

为
,

湿型基因频率
。 日本阿

衣努人中湿型百分率竟达
,

是非常高的
。

这一情况在阿衣努人族源问题的研究中

一直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
。

由中国北方向南
,

上海人的湿型基因频率增高的尚不明显
,

为
,

湿型者占的比例

为 多
。

而福建汉族中盯聆湿型百分率骤然上升到 多 左右
。

海南省汉族原先大部分

来 自福建
,

其盯聆湿型的比例也 占 多
。

广东人中湿型比例更高
,

为 多
。

各南方少数

民族中的湿型比例一般均高于南方汉族
,

例如傣族中占 多
,

布衣族中占 多
,

黎族

中占 斗 务 或 ” 多
,

台湾高山族中则更高
,

其中阿美族中达 多
。

生活在南半球的

澳洲土著有的部落中干型者仅 占百分之一
、

二
, 。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分布格局呢 曾有一种观点
,

认为盯狞干型基因频率由东北亚到西南亚及马来西亚逐渐下降是 由选择因素造成的
。

这

种选择作用与亚洲南部较高的气温和较湿润的气候环境有关
。

但这种观点的缺陷是很明

显的
。

例如
,

有的作者指出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人生活在极其干燥的环境中
,

而盯聆湿

型基因频率几乎达到
, 。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盯狞干型基因目前的这种

分布格局可能主要是在上次冰川之后蒙古人种从东北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所形成的
。

鉴于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翁自力等 中国九个人群盯聆的遗传多态性

哺乳动物包括灵长类的盯聆一般都是湿型
, ,

而在人类中也以盯聆湿

型 占优势的民族为多
,

故此这些学者进一步认为盯聆干型基因是在上次冰川期间
,

也就是

在蒙古人种形成期间发生的一个有利突变
,

这种有利突变可能通过一种未知的机制而更

能适应于寒冷的气候
。

盯狞干型基因在蒙古人种形成的早期就可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频

率
,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麦克罗尼西亚人
、

新几内亚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当中还保存着相当

高的干型基因频率
。

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合理
。

但后一种观点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足
,

就是它还沿

用过去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选择学说 —诸如有利突变
、

杂合子优势等 —来解释人类

群体中的重要的多态现象
。

实际上我们认为盯狞干型基因对人类来讲基本上是一种
“

中

性 ”突变
,

由于遗传漂变的作用随机地在东北亚早期蒙古人种中间固定下来
,

而后通过基

因流动
,

逐渐向四周扩散
,

形成今天以东北亚为中心
、

干型基因频率向四方递减的分布
。

当

然
,

湿型盯聆在哺乳动物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
,

控制湿型盯聆性状的基因与控制大汗腺分

泌的基因是密切相关的
。

而大汗腺分泌物的气味在引诱异性进行交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
,

此外
,

湿型盯狞还能有效地阻止昆虫进人耳道
。

可是这些作用在人类中已经不很重

要
,

甚至不存在了
。

而干型盯狞有利于在寒冷或干燥的气候环境生活的说法迄今为止还

仅仅是一种缺乏证据的假说
。

我们认为
,

古代东北亚的蒙古人种人群是最早通过突变获得了干型盯狞基因的
,

其干

型盯狞基因频率起初可能非常接近 或者就是
。

古代华夏族与最早获得干型盯狞基因

的人群有很密
一

切的血缘关系
。

而古代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民族由于起源上与中原华夏

族等北方民族不同
,

故而在遗传组成上南北人群曾有较大差别
,

南方民族的湿型基因频率

大大高于北方蒙古人种
。

而现代福建及两广
、

台湾等地的汉族人之所以有较高的盯狞湿

型基因频率就是因为他们除了有古代华夏族的血缘之外还融人了相当一部分古代当地土

著民族血缘
。

同时
,

一些 由北方南迁的民族
,

例如哈尼族
、

景颇族等
,

虽然原来湿型基因频

率极低
,

但 由于融人了许多南方蒙古人种血缘
,

也改变了原有的基因频率
,

使湿型比例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
。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

历史上 由北方迁至南方的民族与历史上一直

生活在南方
’

的民族
,

现在尽管生活在同一地区
,

其盯聆位点的基因频率仍然有明显的不

同
,

从北方迁至南方的民族湿型基因频率一般仍比一直生活在南方的民族低
,

在我们的调

查所涉及的民族中
,

前者为 左右
,

后者则为 左右以至更高
。

古代南方土著民族

的后裔
,

例如傣族
、

布依族
、

德昂族
、

阿昌族和高山族等至今也还保持着相当高的湿型基因

频率
。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则主要是 由于融人了一部分高加索人种血缘从而使其盯聆湿

型频率有了大幅度增高
。

因此
,

可以认为
,

南方湿热气候对湿型盯聆的有利选择作用看来

根本不存在
,

至少是非常轻微的
。

干型基因频率以东北亚为中心向四方扩散
,

主要是通过

基因流动融人周围人群的结果
。

盯聆遗传类型与疾病的关系

盯聆类型与腋臭症有着密切的关系
,

这一点早就为我国民间所知
。

国内外研究的结

果一致认为湿型的人在青春期多患有腋臭症
,

罗克梁
,

方惠泰

等
, 。

至于腋臭与湿型盯狞这两个性状间在遗传上的关系究竟是起因于基因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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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基因的多效性
,

目前尚未深入探讨过
。

在国内
,

方惠泰等 报道在他们调查过的

上海市 。名腋臭症患者中
,

湿型 占 多
,

但仍有 多 是干型
。

由此可见盯狞干型的腋

臭患者也并不非常罕见
。

这个调查结果支持两性状间属基因紧密连锁关系的看法
。

另外
,

和 转引自
,

发现在 日本动脉 硬

化患者当中盯狞湿型所 占的比例比在其它疾病患者以及在正常 日本人当中的比例明显地

要高
。

报道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日本妇女湿型盯狞者乳腺 癌 发 病

率要比干型的高 出一倍
。

这类研究在我国尚未有报道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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