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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唇纹研究初报

梁 光 邝国璧 都水莲 钟永生
4中山医科大学人体解剖教研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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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研究了  7 ! 名中国人的唇纹及唇纹的稳定性
,
统计分析了六种唇纹型的出现率

。

与

日本人的资料作了比较和讨论
。

人体表面的某些部位显现有纹理
,

它具有个体特异性
。

纹理的形态与遗传因素关系

密切
,

在人体发生的早期形成以后
,

则保持相对的稳定不变
。

人类对自己手指
、

手掌上的

纹理早有认识4郭景元拼3 8袂,
‘

人类红唇部亦有纹理
,

近 妙 年
一

才有人对它进行研究
。

本

世纪 9! 年代
,

美国 ∀:; <∃ = 首先提示红唇部的皱纹和裂缝如指纹一样
,

有个人的特征
,

并

认为它可应用于犯罪学上4郭景元
,
 9 > 6 ? ) : 8 +<

,

 > ≅ 6 , 2 Α 2 Β . ∃ Χ 8 +
0 ,

 > ! 6 % ∃ < ∃ ∀ Δ .
,

 > > 5
。

>! 年代前后
,

一些国家的法医牙科工作者对唇的纹理 进行研 究
。

巴西 ∀8: Χ)∀

4  Ε > 5 提出红唇部的皱纹和沟可分为简单型和复杂型
。

简单型可细分为
Φ 直线 6 曲线 6角

形线和正弦曲线等
,

复杂型可分为
Φ
分叉 6 三叉和不规则等

。

在此同时
,

日本 ∀2
Α

2Β . 等

指出唇纹是由红唇部的唇沟构成
,

而不是由唇的皱褶和裂缝构成4 > ! 5
,

从此揭示了唇

纹的形态学基础是唇沟
。

后来经过数次国际法医学会议的交流和讨论
,

形成了较完善的

%∀ 2Γ Δ. Δ8
∀Δ. 唇纹分类法 4 > 7 5

,

有关唇纹的研究成果已用于个人识别工作中
。

查我国

文献
,

尚未见有报道
。  ≅ > 年

,

作者开展了研究
,

本文是关于国人唇纹型的观察部分
,

其
Η

他内容将 另文报道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在顺德县西海地区
,

对 > 至 Ι! 岁身体健康的汉族青少年  7 ! 人 4男 >  Ι 人
,

女 Ε  

人 5进行了上下唇取样
,

排除了红唇部有炎症
、

创伤
、

畸形
、

肿物和外科伤疤者
。

4一5 唇纹及取样方法

唇的一般结构按《人体测量手册》4 ≅ 9 5命名
。

在红唇部的表面显现有许多肉眼能见

的凹陷小沟称唇沟
,

由此构成唇的纹理
,

如在红唇部涂以特制油墨后
,

按在纸面上就能印

出清楚的花纹
,

由唇沟构成的图象称唇纹
。

唇除一般组织结构外
,

还有自深部向粘膜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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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斜走或垂直行走的少数肌纤维称口 唇直肌 4西成甫著
,  >5

。

当口 正常闭合时
、红唇部

涂油墨后
,

从正前方轻按取得的唇纹样本
,

其花纹能反映唇沟的自然形态
,

是研究用的好

样本
。

当上下唇内不同方向的肌纤维处于不 同程度收缩时
,

唇可呈现不同的形态
,

这时印

取的花纹形态与唇沟的自然形态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

如果 口唇聚拢成吮吸状态时
,

每

Ι 至 条唇沟可融合成一条大而深的凹陷
,

使红唇呈现明显的皱褶和裂纹
,

此时印得的花

纹主要反映唇的皱褶和裂纹的形态
,

而不完全是唇沟的形态
。

如果上下唇紧紧闭合并运

用肌纤维收缩牵拉红唇时
,

直的唇沟可变弯曲或呈现角度
。

另外
,

由于红唇柔软
、

易变形
,

印取唇纹时用力的大小
、

方向和使用的方法等都能影响唇纹的形态
。

取样时应特别注意
。

本文取样以捺印为主
,

兼用观察及照相的方法
,

以确保取样能准确反映唇沟的自然形态
。

观察法是用肉眼或加 至 9 倍放大镜观察红唇部唇沟的形态
,

并与捺印取得的花纹进行

对比
,

如有羞异时
,

随即纠正或附以文字说明
。

照相法用照相机加变焦镜头
,

调焦至能看

见上下唇全貌为度
,

嘱受检者口 唇正常自然闭合
,

才拍摄唇沟的形态
。

捺印法采用 自制无

毒红油墨
,

薄而均匀地涂红唇部
,

以吸水纸或透明纸从正前方轻轻拓印
。

4二5 分 类 方 法

本文采用 % ∀2Γ Δ.Δ8
∀Δ. 唇纹分类方法进行研究

,

它按唇沟的形态分为六种类型
。

− 型 唇沟自唇的粘膜边缘起
,

与口裂呈垂直方 向跨过上唇或下唇的红唇部直至皮

肤部边缘
。

如图  一  。

= 型 直的唇沟位唇的粘膜和皮肤之间
,

与 口裂呈垂直方向
,

但不完全地跨过红唇

部
。

如图 ϑ 一 Ι 。

  型 唇沟自唇的粘膜边缘起
,

向皮肤部移行并有分支
,

如图 +一 )

川 型 红唇部内有两条以至多条唇沟
,

它们之间出现交叉
,

如图 +一7)

−/ 型 由一些与口裂方向平行 6 一些与口 裂方向垂直的唇沟
,

二者相互交织呈网状
,

如图 +一乡
。

Κ 型 唇沟的形状属 − 型至 −/ 型之外的其他形状
,

如图 +一 Ε)

4 三5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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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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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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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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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唇红部六种纹型出现率4Θ 5及男女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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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 5 唇纹形态和纹型组合

本资料表明
,

国人红唇部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唇纹型混合组成
。

因此
,

从理论上估

计
,

六种唇纹型的排列组合方式可有 Ε ‘ ϑ 7 种
。

每一类纹型都有许多细节特征
,

以 ∋ 型

纹为例 Φ 按分支发 出部位
,

分为近段4靠近粘膜边缘的一段5分支 6 中段分支和远段 4靠近

皮肤的一段5分支
。

按分支的级数
,

分为一级4由主午发出的 Σ分支 6二级4由一级分支发出

的5分支和三级4由二级分支发 出的5分支
。

这样
,

因为 ∋ 型纹就有多种不同的形态
。

又

以同一组纹型为例
,

它可由一条至多条相同形状的唇沟组成
,

每条唇沟可有粗细的不同
,

每条唇沟之 间的距离有宽窄之分
,

如上所述
,

一组纹型就有诸多不 同的特征
。

日本诵 对

同卵双生子的唇纹资料 4%
∀2Γ Δ. Δ8

∀Δ.
,

 > 7 5 表明
,

有 咒 对双生子
,

他们每对之间的纹

型排列次序是完全相同的
,

而且形态是非常相似
,

但经过细致对比
,

每对双生子的唇纹均

无完全相同的
。

目前认为唇纹如指纹一样
,

世间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
。

由于个体的

特异性
,

唇纹可用作个人识别
。

对双生子及其双亲的唇纹研究 4%∀ 2Γ Δ. Δ8
∀Δ.

, ,

 >劝 还

表明
,

唇纹的发生
、

形成
,

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双亲的形态特征
。 因此

,

研究唇纹对人类学和

医学遗传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

4二 5 唇纹的稳定性

本文观察了四例4男 Ι 人
,

女 Ι 人 5唇纹
,

每月取样本一次
,

连续  Ι 个月
。

随后
,

分别

对 比同一受检者的样本
,

未见纹型改变
。

四例当中
,

只有一例曾在冬季患热性感冒时
,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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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部的表面变干燥
、

粗糙和脱皮
,

唇沟变模糊
。

病愈后
,

表皮逐渐恢复正常
,

唇沟又清晰显

现
,

经对比
,

未见纹型改变
。

白本作者 %∀ 2Γ Δ.Δ ) ∀Δ. 4+ >斗5观察过七例
,

时间长达三年
,

同

样未见纹型改变
。

4三 5 民族间的差异

国人六种唇纹型的出现率

率很少 4  多 以下5
。
日本 Ε7

,

由高至低的次序是   型 −
、

−’
、

   型
,

而 Τ 型和 / 型出现

个横滨市居民的出现率则为 ∋ +型 −
、

∋
、

∃Δ .Δ 8 ∀Δ .
,

Ι > 7 5
。

其中
,    型纹国人只占

0

务
,

而 日本人为 Ι
0

关
,

工/ 和 / 型 4%
∀ 2 Υ

两者间有显著差

异
,

唇纹是否会象指纹一样
,

存在人种和民族间的差异 ς 有待进一步探讨
。

4一 9 9 年  Ι 月 Ι 日收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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