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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区汉族三百例手纹的分析研究

陈 扬 雷
8浙江医科大学台州分校解剖教研组 9

关链词 浙江地区 : 汉族 : 手纹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汉族正常的手纹图型
。

指纹的斗型
、

尺箕
、

挠箕及弓型的频率分别为占
4

的资
、

们 月 ;
、

幻 ; 及
·

;
。 <

; 及 =< > 角的均值分别为 ?
4

? ; 及 钧
4

!
“ 。

手掌有二个掌轴

三叉的占 ∀ ;
。

=≅ 纹峭数均值 ∀ 
4

5∀
,

男比女高 8Α Β 5
4

5 9
。

=≅ 间的距离为
4

./ Χ
。

无
= 、

卜三叉缺失
, 。 、

> 三叉缺失者 5
4

∀ ;
。

指间三叉占 Δ
4

∀∀ 肠
。 % 线止于鱼际的占  

4

∀∀ ;
,

证明

了右手掌纹比左手横向水平
。

鱼际区 8∃ Ε3
,

9 及小鱼际区的真实花纹出现率分别为
4

∀ ; 及

即
4

Φ ;
。

双手 ., 、 3 , 、 :

区的花纹各为 呢
、 。

4

Δ ? ; 及 , ;
。

正常型掌褶占 !!
4

;
。

汗腺开口于表皮
,

形成突起的皮晴
,

排列成各种皮纹图形
。

皮纹在胎龄 ∀ 周出现
,

至

 周完成
。

它一旦形成
,

除大小外
,

即终身不变
。

皮纹主要受遗传控制
,

并受胚胎早期宫

内环境的影响
,

如胚胎分化因素
、

疾病
、

甚至药物 8% 3<Γ Η ,

 Δ Δ : ∗ 6 Η ΙϑΚ
一

ΚΧ ϑ<Λ
,

 Δ Φ 9
。

所

以某些染色体疾病及先天性畸形往往伴有皮纹图形的异常变化
。 / 6 Χ Χ ϑΜ Κ

8  ∀ Δ
,

 ∀  9

最早描述先天性愚型患儿的皮纹特征
。

近年来
,

国内很 多作者如李崇高 8  ?  9
、

余烷珍

8  Φ 5 9
、

陈祖芬 8  ! 一9
、

马慰国8  Φ 9及张海国817 Κ 1 ,  Φ 9 等对国人的皮纹进行了调查

分析
。

这 对人类学及医学遗传学都有一定意义
。

本文报道浙江地区汉族正常人的手纹图

形
。〕

一
、

材料 和 方 法

4

材料

我校学生及部分教工共 ∀5 5 人
,

男女各半
,

均为汉族
。

年龄从 ? 岁到 Φ! 岁
,

多数是

5 岁以下的青年
。

身体健康
,

智力正常
,

无严重器质性疾患
,

父母皆无先天性疾病史
。

4

样本收集与观察

肉眼及用低倍放大镜观察测量记录掌褶
、

轴三叉及
= 、

≅
、

叭 > 三叉等
,

再涂上红色印

泥
,

分指捺印指纹及掌纹
,

测量
= ≅ 及 => 的距离

,

观察掌纹
,

计数 = ≅ 及 = > 纹峭数必需采用

5 倍眼科放大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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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4

指纹

指纹基本上可分为斗 8Ο 9
、

箕 8, 9及弓 8% 9 三型
,

每型又可分成亚型8表
,

9
。

表 男女各型指纹的百分率

性性别与例数数 斗 8Π999 箕 8, 999 弓 8%乏乏
简简简斗 8Π

,

9 双箕 8Π
Μ

999 尺箕 8,6 9 挠箕 〔,< 999 简弓 8% Κ9 帐弓 8% 今今

,, ’

男 Φ 5。。 Φ Φ
4

Φ ∀士
4

ΦΦΦ Θ ∀
4

 ∀ 士
4

!!! 5
4

Φ ∀士5
4

Φ !!!

指指数数 Θ Δ
4

Θ 5土
4

  
4

∀士5
4

? ΘΘΘ Θ5
4

Δ 5 士
4

? ∀
4

∀ ∀ 士5
4

Θ ΔΔΔ 5
4

∀ 士 5
4

5  5
4

Θ 5士 5
4

ΔΔΔ

几几、

女
一

Φ 5 555 Θ ?
4

! 5士
4

   Θ !
4

Φ ∀ 士
4

   ∀
4

Δ ? 土5
4

斗!!!

指指数数 Θ 5
4

5 ?土
4

Δ 夕
4

? ∀士5
4

Δ    月Δ
4

5士
4

 
4

∀ ∀ 士5
4

∀    5
4

Θ5 士 5
4

Δ ∀
4

?士 5
4

Θ ΔΔΔ

男男女合计∀ 5 5 555 Φ
4

Δ ?土 5
4

 斗Δ
4

∀ Ρ 5
4

 
4

5 士5
4

ΔΔΔ

指指数数 Θ
4

∀士 5
4

夕5 !
4

Θ ∀士 5
4

Φ Θ ∀
4

斗+土 5
4

 5
4

!∀ 土5
4

∀ 555 5
4

Φ∀ 土 5
4

 ∀
4

Δ ?土 5
4

斗000

表 ∀5 5 例男女各型指纹的分布

类类型及性别别 拇 指指 食 指指 中 指指 环 指指 小 指指

左左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444

Ο
‘‘ 男少少 ?555

3ΝΝΝ ΝΝΝΝ ΝΝΝΝ ΝΝΝΝ Ν999
 000 5 !!! ∀ ???

ΝΝΝΝ一一一
声户 +++ 气比比比比比比比 只人人 + >>> 之只只只

ΠΠΠ
>>> 夕、 ΡΡΡ ∀ 333 斗斗 3 ∀∀∀

4

Σ ΤΤΤ
3夕夕 !!! 333 夕夕 3 ∀∀∀

Σ

男男男少少少少少 斗斗斗斗斗斗斗 ???

,,

万下下
女 罕罕    3ΔΔΔ +++ 3斗斗 ??? ΦΦΦ ΦΦΦ ΦΦΦ 555 ΦΦΦ

男男男了了 Θ !!! ∀ !!! Θ !!! Φ ?    ! 333
Υ Υ Υ‘户Υ 川

一一Υ 么么 ∀ ΦΦΦ 5 555 !夕夕
,,,,,,,,,,,,,,

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Θ 333333333
444

止二二
女 罕罕 Φ ΔΔΔ Φ Θ ??? Φ ??? ! ∀∀∀  ΘΘΘ Φ ΦΦΦ

‘

呼吕吕     5 ∀∀∀

里里里沪沪 ΜΜΜ 夕,, , 飞飞 又又 +++ 3飞飞 ΜΜΜ <

,,,
ΗΗΗ

女 罕罕 333 555

:石石 :ϑϑϑ
555 ςςς +++ 333

男男了了

::: ΝΝΝ
ΩΩΩ

::: ΝΝΝ ΝΝΝ ΝΝΝ ΝΝΝ
ΩΩΩ

女女 罕罕罕罕 3333333333333 555

本文斗比箕多
,

女性的弓比男性的多
,

男性的斗比女性的多 8Α Β 。
4

5 9
。

十指全斗

者男 ! 例8其中 ! 例 由 Ο
,

Ρ Ο
> 组成9

、

女 例 8其中  例由 Ο
,

Ρ Ο
>
组成 9

,

共计 Θ5

例
,

占 ∀
4

∀∀ 多 : 十指全尺箕 8,6 9 者 例
,

占 Θ 外
,

其中男 Θ
,

女 鱿 十指全弓者权女性

例 :左手全尺箕
,

右手全简斗者女性 例
。

十指纹型的比较见表 ∀ 。

从表 ∀ 可 以看出
Ν

Ο 9 ! 的例数远比 ∗Η Γ6 Κ 8  ? 9 报告的为高 :而 Ο 一 。
、

,
”

一

5 及Ω 在拇指者则比较低
。

全指纹峭数 8∃
4

(
4

#
4

9 是衡量指纹图形大小的一个指标
。

本文所得的数值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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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Ρ 指纹型频率的比较

作作 者者 Π 9 !!! Π Ξ 555 % 9 ??? % 9 ΘΘΘ ,
”

, 555 ,Η 》 ,
Η

8拇指999 ,Η8 第四或或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指999

木木 文文 ∀ 夕
。

ΦΦΦ 39
4

Δ ???
4

Δ ??? ΘΘΘ ∀
4

Δ ??? 5 Δ ???
4

∀ ∀∀∀

余余院珍等 ,  ! 555 ∀∀∀ 弓弓 5
4

了ΦΦΦΦΦ Φ
4

ΦΦΦ
4

? ΦΦΦ
4

ΦΦΦ
4

ΦΦΦ

888妇女9999999999999999999

∗∗∗Η Γ 6 ,
,

 ? !!! ΘΘΘ 】】 ∀∀∀ ??? ??? ΦΦΦ ΘΘΘ

我们认为 目前计数双箕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

如果计数两个三叉至本侧图形中心的纹婿

数加上两个中心连线上纹岭数的一半 8余洗珍等
,  ! 5 9

,

那显然不符合 − =3< )Μ 的二个三

叉的指纹属于斗型的定 义 : 如果象张海国8  ! 9那样把双箕作为一般斗型指纹
,

计数时取

其大值而弃去小值
,

必然遗漏二个中心之间的纹晴数
,

以致难以反映指纹图型的大小
。

为

此我们建议计数双箕的纹晴数时
,

应取其大值并加上二个中心连线上纹晴数的一半
。

本 日

文箕的纹峭数男为 ∀  士 ∀
4

∀
,

女为
4

!∀ 士 Φ
4

Φ : 简斗的纹婿数男为  
4

” 士 ∀
4

 
,

女为

 
4

? 士 Θ
4

通! 5

4

轴三叉百分距离8< 外9 及 = <> 角8表 Θ ,

表 力

轴三叉 8=1 ϑ=3 <ΗϑΗ => ϑ6 Κ 或 + 一般位于沿第 Θ 掌骨纵轴的掌纹上
,

其位置可用百分

距离 8
Ν
务9 及 =< > 角表示

。

经统计学处理
,

两性间
<
沁 的

<
值为 ∀4 ,  , =< > 角的 < 值为

Θ
4

“
, Α Β 5

4

5
,

说明女大于男
,

差异极为显著
。

无 =< > 角 ∀ 例
,

均为单侧的
,

剔除纹婿不

清的 ? 例及 > 缺失的 Θ 例
,

计 < 缺失 例
,

均为女性
。

近
、

中
、

远轴三叉的位置
,

分别以
< 、

< ’

和 <“
命名

。

按 &
) Η =

8  ?斗9 对 < 、 < ’、 <” 的分类法
Ν

839 若以
<务 来衡量

,

则
< 、 < ’、 < ”

的分布比较均匀
,

见表 Θ 。 8 9 如果用
。<> 角的标准来划分

,

则 <’’ 等于零
,

而
<
占  5 4∀ 务

,

见表 Φ 。 由此可见
,

从 <关换算过来的
、

用以衡量 < 、 <’
、

<’’ 的 =< > 角标准
,

对国人来说是偏

高了
。

国外某些学者如 Α Η
Γ6 Κ

8  ? 9
、

Ψ ) Η
≅ΓΚ 8Η  Δ斗9

、

∗ Γ Μ Η) Κ/
8  Δ ∀ 9 等认为 <

多比较稳

定
,

不象 =< > 角那样随年龄发生改变 Ζ本文与李崇高 8  ?  9文中的儿童组的
= <> 角 Θ

4

∀ Φ “

相比
,

较为接近 ς
,

所以他们在拟订用来衡量轴三叉远置程度的 <
、

<’
、 Ν , ,

的标准时
,

就参照

<
拓 加以制定

。

看来
,

张海国等 8  ! 9 拟订的 =< > 角级距是符合国人实际情况的
。

从临

表 Θ 男女掌轴三叉百分距离8; 9的均值与颇数分布

[
<
; 频数分布

一

[
性别与例数 卜∴ ∴ 一一二 ,一一, 一一

一Η 一一一一, , , , , 一一一丁
,

一一一, , 一一, 一一Υ ∴ [
<
; 均 值

—
[一兰竺兰匕一[一

一

ϑ兰竺三兰∴
Υ

卜一二望上二一[

—
撼 . .ΩΔ

男性手数 朋 3
, ] 。 ] ]

.
] ] ] ] ]

.
、 、 ] ] ,

】 Δ
4

?Φ 土 Φ
4

Δ5

—
卜一

4
一

竺二竺一一卜牛婴兰一
∴ 一∴二竺竺一一[

—
[ 3, Θ Θ [

女性手 数 , Δ ]

[ 3 ⊥ !
4

Δ 5十 Δ
4

!5

—
[一一二里竺一一卜∴ 土竺ϑ竺一一[一

一
Υ

二尘兰一∴ [

—
3 多∀ Φ 5

合计手数 , 料 3
] ] 。 ] ] ,

3
]

、
] ,

3
] ] ]

?
4

?5 土 Δ
4

∀Δ

_
9 )

·

”〕
; _

”⎯
·

乙‘肠 [ ”
·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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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Φ 男女
=

记 角的均值与频数分布

= <> 角 频 数 分 布
性别与例数 =< > 角 均 值

男性手数  Φ

<8一 Θ Δ
“

9

?,

 ∀
4

;

Φ?

!?
4

Θ ;

Φ ∀

 5
4

∀ ;

< ,

8斗?
“

一Δ
。

9 Η”
8Δ ∀

5

一9

5

Δ
4

? !;
∀  

4

∀ ?
“

士 Θ
4

?弓

女性手数  Θ
∀ ?

4

Φ  ;
Θ

4

Θ
“

土 Φ

合计手数 Φ ! 
Φ ?

 
4

Δ !;
Θ 5

4

!
。

土 Θ
4

 Δ

床实用的观点出发
,

凡超过 ΦΔ
。 ,

即定为远侧轴三角 86 /Λ ϑ>
,

 Δ ∀ 9
,

是比较方便的
。

本

资料共有 , 只手的
= <> 角超过 , Δ 5 ,

最高为 Δ 5 。 Α Γ Μ Η
)Κ 。

8  Δ ∀ 9 提出
= <> 角大于 , ? 5

是诊断先夭性愚型的主要体征之一
。

我们发现一只手掌有二个轴三叉的计 ! 只
,

占 ∀外 : 而国内余洗珍 8  ! 5 9 报告 Θ5 。

例妇女的皮肤纹型中仅单侧 例
。

凡遇到双
< 时

,

统计 =< > 角均按 αϑ 33Γ
Η

8  Δ Δ 9 的意

见
,

都以远侧
< 三叉为准

。
∃ =β =ΚΛ ϑΜ= 8  Δ Δ 9 等报道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 <Χ 39

百分率增

高
。

<Χ 的出现必然伴有小鱼际区的真实花纹
,

而且其位置也受花纹的类型和大小所制约
。

花纹以 , 6

最多8 Θ 只 9
,

绝无 ,
Η ,

这和 ∋ = 3Γ 8  Δ 9 的见解一致
。

∀
4

= ≅ 及 = > 之间的纹岭数和距离 8表 的

=≅ 纹峭数
Ν
男最多 ”

,

最少 : 女最多 ”
,

最少
。

男女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

8< 一 ∀
4

Δ , Α Β 。
4

5 9
,

这与张海国 8  ! 9 的结论不同
。

本文未发现 =≅ 纹靖数 9 5Φ 的

个体 :而 ∗Η ) Κ
8  ? 9 的报道则为 沁

。

表 ‘ =一‘
、 =一>

、

纹峭数及 =一‘
、

Υ
> 间距离8厦米 9的正常位

男女合计

手手 数数 均 值值 手 数数 均 值值 手 数数

男

手 数
[

均 值

,χ(5匕了了+,工,一, 
!月
传,∀孟#门‘∃、一%,&∋,(%,乙,一,一,‘)一 ∗ 纹婚数

)
一∗ 间的距离

)

一 + 间的距离

)
一+ 纹晴数

, −
!

.土 
!

.&

∋
!

∋ − 土&
!

∋ .

/
!

∋  士&
!

 0

. .
!

, ∋ 土 0/
!

0 0

, .
!

∋ −士 
!

 

∋
!

0 ,土&
!

∋ /

 
!

− 士&
!

,

.
!

1 ,土 0  , /

, −
!

& ,士呼
!

 1

∋
!

∋ 0士 &
!

∋ /

/
!

0 &士 &
!

引

. 1
!

/ /士 0  
!

 

) ∗ 距离 2 男最大 ∋
!

3 4 5
,

最小 6
!

745 8 女最大 ∋
!

3 9 5
,

最小 6
!

6 45
。 : ; 1

!

0 ∋ ,

故 < =

&
!

& 0 &

) + 距离
2 男最大

9 5
,

最小 ,
·

3 4 5 8 女最大 /
!

1 4
5

,

最小 ,
·

79 5
。 : ; 1

!

. 1
,

故 < =

> ? :! 表示多个轴三叉 ≅Α
Β :Χ < 69 ) Δ Χ )6 : Ε ΧΕ )+ ΧΧ? 包括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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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

=> 纹峭数 Ν 男最多 ∀ ,

最少 斗∀: 女最多 3巧
,

最少 Φ 。

=≅ 距离与 =≅ 纹晴数的比 8
4

。Χ Ε ∀  
4

5∀ Υ 5
4

) Φ ?/ Χ 9
,

即代表每个峭沟的宽度 : 同理

记 长度除以 => 纹峭数为 )
4

) Φ  /Χ
。

两者所得的结果近似
。

Θ
4

指三叉
、

指三叉的主线走向及指间三叉

第
、

∀
、

斗
、

Φ 指基部的三叉
,

分别称之为
= 、

≅
、 。 、

> 三叉
。

由三叉的近中放射线延 仲

成四条主要掌纹线
,

分别以 %
、

δ
、

/
、

ε 线表示
。

本文未发现
= 、

≅ 缺失
,

单侧
#

缺失 6

例
,

双侧
/ 缺失 ? 例

,

单侧 > 缺失 Θ 例
,

合计
# 、

> 缺失 ∀ 例
,

占 5
4

∀ 多 : 这比 ∗ ΗΓ6 Κ 8  ? 9

的 Φ 多 高
。

国内文献有关
。 、

> 缺失的报道悬殊很大
,

推测与
。

缺失的标准有关
。

由于位

于指根的
。 、

> 三叉常有偏移
,

尤以
#

向近端向尺侧偏移最 多见
。

因此本文不包括
#

向近

脚即

如妇

;

训即加

% 八, % , % 线 八 一。 Γ

口
伙燕苗藏言不而

卜Η3Γ

人 , Ν 。。小鱼际

%
, Ν = , 鱼际

%
,

, 辛,

=

、 ∋ φ Α ) Ν Λ Γ Μ = Η = Η ) =

8! 
4

! ∀; 9 :

=

斗 ∃ [3Γ Μ = Η = Η Γ =

= 兮Τ> ϑΜ < Γ Η > ϑ7 ϑ<= 3

8 
4

∀ ∀; 9 :

= Η ) =

85
4

! ∀; 9

δ , Ν ≅ , 小指根区 ≅ , δ = , 。 = Η 。 。 , > ϑ7 ϑΗ Κ8?月 ∀∀幅9 Ν

δ Ν Ν ≅ , .、8 Φ
4

?;9 :

δ ∀ Ν ≅ , > 8?
4

! ∀;9 Ν

δ : Ν ≅、
∀

8
4

Δ ?; 9:

δ , Ν ≅、 Γ

83; 9

从
4

日山
‘
邵。‘

。

即介脚即和气
”

# , # , / , # Θ Γ : 以# , # ‘ Γ 线# 一ϑΜ Γ ε , ε Τ ε , εΘ ε 了 ε ) ε ? ε 绒 5 Ν Μ Γ

# Ν Ν Γ”小指根
Γ , δ = Κ Γ = < > ϑ7 ϑ< Κ8∀Δ

4

!∀; 9Ν ε
Ν Ν> , .:

8∀Δ ; 9Ν

8Ν Ν Γ‘.一8 5
,

?; 9 : ε
Τ Ν > , .,

8  
,

Δ ?;9 :

89∀ Ν /

不外延
# Μ ) < Γ 1 Ν Γ Μ > ϑΜ 7 ≅ Γ扣 Μ > 8 , ; 9 : ε

∀ Ν >” 8 Δ
4

Δ ?; 9 :

8飞, Ν 。、
∀

8 
4

∀ ∀; 9 Ν ε
: Ν >斗 ≅ 8?

4

!; 9 Ν

# , Ν Γ‘ > 8?
,
Φ 89; 9 Ν ε

, Ν >” Γ 8?
4

Φ; 9 Ν

Γ 。 Ν Γ 缺失
# Χ ϑΚ , ϑΜ 7 8Φ

4

Δ ?; 9 Ν ε
‘ Ν > 不外延 > Μ ) < Γ 1 < Γ Μ > ϑΜ 7 ≅ Γφ ) Μ )

3 8.ΣΔ ?; 9 Ν

Γ , Ν Γ

净 ≅83; 9 : ε
? Ν> 缺失 > Χ ϑΝ Ν ϑΜ 7 85

4

Δ ?; 9
8 , Ν 。、 889

4

Φ; 9

图 指三叉主线的走向及指三叉缺失的频率 8∀ 5。例 9

γ Η Γ ‘36 Γ Ν 3Γ ϑ
Γ Κ 4 ,止 : Η , = ϑΜ .ϑΜ Γ Α Η ) ϑΓ Γ <ϑ) Μ Κ γΗ ) Χ > ϑ7 ϑΗ= 3 < Η ϑ

Η =
> ϑϑ

= Μ > ) γ Μ 3ϑ , Ν ϑ
,

啥

> ϑ7 ϑ<= 3 < Η ϑΗ = > ϑϑ 8ϑ
Μ ∀ 5 5 Γ = , Γ 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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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向尺侧偏移
,

而无 .:

区的真实花纹 8,
>
或 Ο 9 的

‘

,/ 缺失
”

例子在内
。

指三叉主线的走向见图 3) % 线到鱼际的称为
4

% Τ

线
,

经反复辨认
,

占  
4

∀∀ 沁
,

比国

内已发表的数值高得多8余洗珍
,

 ! 5
,

马慰国
,

 ! 9
,

但与 ∗Η Γ6 Κ
8  ? 9 的 多 相近

似
。 % Τ

线左手为 Δ
4

∀∀ 务
,

右手为
4

∀∀ 外
, Α Β 5

4

5 ,

双手差别极为明显
。

这种左右手之

间的皮纹差别在表 ? 的 δ
、

#
、

ε 线也是如此
,

即右手的 δ
、

#
、

ε 线的止点比左手的投射

得更远
,

提示右手的手纹较左手更为横向水平
。

为了证实这一点
,

我们人为地把小鱼际区

分成近侧半和远侧半
,

即从腕尺侧隆起 8豆状骨及钩状骨的隆起9至远侧掌纹 8相当于第 ,

掌指关节9连线的中点
,

划分为近侧 3 Ε 与远侧 3 Ε
,

发现投射到小鱼际区远侧半的 % 3

线

共 5 次
,

其中左手仅 ∀? 次
,

占全部 % 线的 多乙务 : 而右手高达 ΔΦ 次
,

占 ΦΦ 多
,

双手对

比8Α Β 5
4

5 9
,

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别
。

#6 Χ Χ ϑΜ Κ
8  ∀  9 曾报道先天性愚型患儿的横向

‘

掌纹有增高的趋势
,

从而使左右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差异失去平衡
。

表 ? 双手指三叉主线投射的比较

左左左手数 Ν ∀ 5 555 右手数 Ν ∀ 5 555

%%%%% %
Ν Ν = , 小鱼际际 Θ !∀;;;  5  Δ

4

Δ ?;;;
%%%%%

Ν Ν = , 鱼际际 Θ Δ
4

∀ ∀;;; ?
4

∀ ∀;;;

%%%%%
, Ν =今 .

ΝΝΝ
5

4

Δ ?;;; ∀ ;;;

δδδδδ δ Ν Ν ≅”小指根区区 Φ !Φ;;;  Δ ∀
4

Δ ?;;;
δδδδδ Ν Ν≅ 今. :::

?;;; ?5 ∀
4

∀ ∀;;;
δδδδδ , Ν≅申>>> 了

4

∀∀;;; Φ !
4

∀ ∀;;;
δδδδδ 一Ν ≅中.,,

5
4

Δ ?;;; !
4

Δ ?;;;
δδδδδ , Ν ≅今 ///// ‘ ;;;

##### /3 Ν / ‘小指根根 巧 Φ 5
4

∀ ∀;;; 丁5 ∀
4

∀ ∀;;;

#####
, Ν 亡申.∴∴∴

Θ ∀
4

Δ ?;;; ! 5 Δ
4

Δ ?;;;
///// ,

Ν/ 不外延延 Φ ?  ;;; Φ ?  ;;;
##### 一 Ν Γ今.,,

Δ Φ
4

∀ ∀;;; Θ 5 ∀
4

∀ ∀;;;
##### , Ν Γ今>>> Δ Φ

4

∀ ∀;;;   
4

Δ ?;;;
##### 。 Ν Γ 缺失失 ! Δ;;; Δ Φ4 ∀∀ ;;;

#####
, Ν Γ今≅≅≅ 5

4

∀ ∀;;; Δ ;;;
##### Ν Ν Γ今 .ΝΝΝΝΝ

5
4

Δ ?;;;

εεεεε ε
, Ν> 今.:::

Θ Φ Θ !
4

∀ ∀;;; ? ∀
4

Δ ?;;;
εεεεε

Ν Ν> 今.,,
? Δ Φ

4

∀ ∀;;; 5 ∀ ∀ Θ
4

∀ ∀;;;

εεεεε
∀ Ν > 今 .ΝΝΝ   

4

Δ丁;;; 丁 ∀
4

Δ ?;;;

εεεεε
‘

Ν> 今
/// Δ Φ

4

∀ ∀;;;   
。

Δ ?;;;

εεεεε
,

Ν> 不外 延延  ∀;;; 5
4

∀ ∀;
444

εεεεε
。 Ν> 斗 ≅≅≅ ?

4

∀ ∀;;; Φ !
4

∀∀;;;

εεεεε
,

Ν> 缺失失 ∀ ;;; 5
4

∀ ∀;;;

指间区 8.
Ν 、 ∀ 、 .: 9 出现的三叉

,

称为指间三叉 8ϑ
Μ <Γ Η

> ϑ7 ϑ<= 3 < ΗϑΗ= >ϑϑ9
,

共计 ∀ ! 个
,

占

Δ5 5 只手的 Δ
4

”外
。

这些指间三叉必定伴有
产

、 ∀ 、 .: 区的真实花纹 , > 。 ∗3 =< 。 8  ? ∀ 9 称

之为副三叉 8=/ ΓΚ Κ) Ηφ <ΗϑΗ => ϑϑ9
。

其中 三叉 ! 个
,

占
4

” 外
,

均为男性
,

其主线投射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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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际【Φ只 三叉的主线 8%
Ν

线 9到 .Ν ,

另 ∀ 只的
Ν 三叉的主线与

Ν

三叉的主线伴行 」:
∀

三

叉 Θ 个
,

占 5
4

Δ ?多
,

均为右手 : .:

三叉 Δ 个
,

占 Θ
4

∀∀ 务
。

辨认时应防止指间三叉与
= 、 ≅ 、

。 、

> 三叉相混淆
。

Φ
4

掌部花纹

手掌可分为指间区
、

鱼际及第 指间区 8∃ Ε3
,

9 和小鱼际区
。

手掌的箕
、

斗及箕斗复

合型花纹称为真实花纹
。

8 9 指间区 除男性 例 8右手
∀ 、

, 为斗型
,

左手
∀

为远箕
、

.:

为斗型 9 是斗箕型

花纹外
,

其余都是远箕 8,
>
9
。

指间区花纹的总出现率为 !
4

?外 8男 ! 关
,

女 !∀
4

∀∀ 多 : 左

! 5
4

∀ Θ 多
,

右 !斗关9
。

区花纹出现率是
4

∀ ∀外
, .,

区是 Θ 外
, 1 :
区是 ?

4

! ∀ 外
。 .。 区的花

纹
,

右侧 8 5
4

Δ ?多9大于左侧 8∀
4

∀ ∀多9
, Α Β 5

4

5 。

双手花纹见表 ! 。 双手 .: 花纹 8Φ ? 外9

大于单手 .: 8 Θ
4

! ∀ 多9
,

Α Β 5
4

5 : 双手 .,

8Θ
4

Δ ?务9 小于单手
∀

8 
4

∀ ∀多9
,

Α Β 5
4

5 : 双手

3Ν 为 3外
,

单手 .Ν

为 5
4

∀∀ 多
。

两个指间区同时出现花纹的占 斗并 : 三个指间区同时出现花

纹的占 5
4

Φ务
。 Δ 55 只手中

,

卜区有二个 , > 的计 ? 只
,

占
4

? 多
。

掌部花纹的百分率及比较

大鱼际和

第 指间区

、
∀
、
斗 指 间 区

⋯
∀

⋯
_ Θ 小鱼际区

∗Η ) 6 Ν
8  ? 9

。

[
∀ ,

⊥
, !

本 文
⊥

, :
4

,

[
, 、

4

Δ ?

】
。? , ∀

4

Ν

粼一ηΦΓΓΓΓ

≅∋ ? 鱼际及第 Η 指间区 ≅Ι ϑΗ 沙 真实花纹出现率为 00
!

, 多
,

男 0, ! 1 外
,

女 − 外
,

男女之间无显著差别 ≅ < Κ &
!

& / ? 8 左手 ≅ 01
!

,多 ? 多于右手≅ /! , 外?
,

差别非常明显 ≅ Λ =

。
!

& 0 ?
。

双手真实花纹为 / 务
。

真实花纹共 . 个
,

以 Μ ”

≅近箕? 最多
,

占 /. 个
。

≅ , ? 小鱼际区 真实花纹出现率 ∋ &
!

/关
,

男 0−
!

, ,并
,

女 ∋ 0
!

1 Ν 8 左 ∋ 0
!

1沁
,

右

6久,, 外
。

男女左右之间均无显著差别 ≅ Λ Κ &
!

& / ?
。

真实花纹共 0 ∋, 个
,

以 Μ
Ε

≅挠箕? 最

多
,

占 0&  个
。

!

掌摺≅表 − ?

双手通贯型 ≅包括过渡型 ?者占 ∋
!

,, 务
。

国内外有关掌褶频率的报道
,

出人很大
。

我

们统计过渡 Η 型时
,

要求连接近侧掌褶与远侧掌褶的短支
,

必须象掌褶那样粗而深
,

没有

或缺少纹晴 8 对 ΟΠ+% 9Π 线的标准是该线一定要到达小鱼际的尺侧缘
。

鱼际褶与近侧掌褶在手掌的挠侧缘
,

可呈汇合型及分离型
。

正常型掌褶的 / ∋ − 只手

中
,

汇合型 占 − 
!

0 多 8 分离型 占 /
!

. 外
。

分离型男性为 0
!

− 多
,

女性为 −
!

”务
,

性差极明

显 ≅ < = & & 0 ?
。

男性无一例双手分离型
,

女性则有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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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男女 “。只手的各型掌粗的百分率

男 [ 女 男女合计

正 常 型

通 贯 型

桥 贯 型

叉 贯 型

中 贯 型

! ?
4

Δ ?士
4

 5
4

∀ ∀士 5
4

Δ Φ

Θ
4

∀ ∀士
4

?

∀
4

∀ ∀土
4

5∀

∀
4

∀ ∀士
4

5 ∀

Δ Δ

ΝΝ

[一
一

4

生一[
一一一

兰二
4

∴ 4

∴

[一竺生一
[
“吕

·

“?士 ,
·

吕∀

】
”  吕吕

·

‘?土 ,
·

∀

[
”

·

Δ ?士 5
·

斗Φ
[

“

[
‘
·

5 5士 5
·

Θ ‘

[
Θ

·

5 5士 ,
·

’∀
[

Φ
[

Θ
·

‘?士 5
·

“

[
∀

·

Δ ? 土‘
·

5  
】

, ∀
·

Φ。土 6
·

? ,

[ ∀
·

“5 土5
·

。吕
[

’ [ ∀
·

‘? 士。
·

?

ΤΣ
‘

份,χΜΩ+
厂+
, 4且,,‘

三
、

结 论

本文报道浙江地区正常人 ∀ 55 例手纹图型
,

男女各半
,

均为汉族
。

4

指纹的斗型
、

尺箕
、

挠箕及弓型的频率分别为 Φ
4

Δ夕多
、

Θ∀
4

Θ 外
、 4

!∀ 多及
4

务
。

斗

型男多于女
,

弓型女多于男 8Α Β 5
4

5 9
。

4

<
务 及 =< > 角的均值分别为 3不? 外 及 Θ5

4

! “ 。 手掌有二个轴三叉 8<Χ9 的占 ∀呢
。

∀
4

=
≅ 纹峭数的均值为 ∀  

4

5 ∀ ,

男性比女性高 8Α Β 5
4

5 9
。

=≅ 距离
4

3Γ
Χ

。 = ≅ 长度

与 =≅ 纹蜡数之比
,

即每个峭沟的宽度为 5
4

5 Φ夕/ <Μ
。

=> 长度为 !?
4

Φ Φ /Χ
。

斗
4

无 Ν 、

≅ 三叉缺失
。

叭 > 三叉缺失者 占 5
4

∀多
。

指间三叉 8
、 ∀ 、 .户 占 Δ

4

∀多
,

应防

止和指三叉相混淆
。

Φ
4

% 线止于鱼际的 占  
4

∀ ∀ 外
,

并证明了右手掌纹比左手较为横向水平
。

‘

Δ
4

鱼际区 8∃ Ε 339 及小鱼际区的真实花纹出现率分别为
4

∀多 及 5
4

Φ 外
。

双手 .Ν
、

∀ 、 .: 区的花纹各为 外
、

Θ
4

Δ? 外 及 Φ? 多
。

?
4

正常型掌褶 占 !! 4 外 : 通贯型 3外 : 过渡 3 型 Θ
4

? 多 : 过渡 Μ 型 ∀4 Φ 外 : 悉尼线

80φ>Μ Γφ 3ϑΜ Γ
9 ∀

4

? ;
。

本文承陈慧芳同志协助
,

符锡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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