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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群体

遗传学研究2续 3

陈良
,

忠 杜若甫
2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3

五
、

皮 纹

本次调查采印了 4 5 名鄂温克族和 名鄂伦春族中
、

小学生和部分牧民
、

猎民的指

纹和掌纹
。

观察了各型指纹出现率
、

指纹总峭数
、

67 8 角和掌褶纹等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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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型指纹出现率

弓 2∃ 3
、

尺侧箕 2,: 3
、

挠侧箕 2; 3 和斗 2< 3 的出现频率见表   。 额左旗和陈旗鄂

温克人中斗多于箕
,

与汉族相似
。

有些指纹型在某个手指上较为多见
,

在汉族中斗在环指

上出现最多
,

其次为拇指2张海国等
,  !∀  3

,

鄂旗鄂温克人则斗在拇指上的出现率多于环

指
,

额左旗鄂温克人是中指上的出现率多于拇指 = 尺侧箕一般均以在小指
>

七出现的为最

多
,

其次为中指
,

仅额左旗鄂温克人是拇指上的出现率多于 中指 = 弓和挠侧箕都以在食指

上的出现率最高
,

其次一般为中指
,

只是鄂旗鄂温克人中拇指上的出现率占第二位
,

额左

旗鄂温克人挠侧箕在小指的出现率占第二位
。

表   那温克人和那伦春人的各型指纹百分率比较

人人 群群 调查人数数 各型指纹出现率2?333 指 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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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总峪数

指纹总晴2双手十指的晴数总和3是表示指端各种纹型比例和大小的指标
。

指纹总崎

数有性别差异
,

男性的比女性多
。 Γ 6Δ Η

Ι77 和 ϑΚ ΗΛ
) Μ 2 ! Φ 3 记载欧美人的指纹总晴数

平均男约  朽
,

女约  Φ
。

马慰国 2 ! ∀  3报道我国汉族 2西安地区3 平均男子  4
9

Φ, 女子

 ”
9

 。 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男女指纹总峭数的均值同汉族相比
,

额左旗鄂温克人略多

于汉族
,

因为其纹型较大
,

双箕斗较多
。

陈旗鄂温克人指纹总晴数最少
,

鄂旗鄂温克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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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娜通克人和娜伦赛人指纹总峭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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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额陈合鄂一鄂温克族
⋯

鄂伦春族

汉 族

鄂伦春人指纹总峭数略少于汉族2表  3
。

#
9

6 78 角

两个民族的
6
78 角值均接近于上海地区汉族的 #!

9

5
“

2张海国等
,  !∀  3

,

但小于其他

人报道的西安地区汉族的 , “

2马慰国
,  !∀  3 和兰州地区汉族的  

9

Ε 2李崇高等
,

0夕Φ ! 3 2表  # 3
。

表  # 狼线和 6 78 角

人 群

哪伦春族

仅仅一手手 双手都都 有猿线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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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摺纹

只分析了通惯手2猿线 3
。

单侧和双侧合计
,

有猿线者在额左旗鄂温克人中最多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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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而陈旗 2Φ 9∀ ∀汤3
、

鄂旗 2∀
9

5 务3 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 2∀
9

Ε 外3 都较低
,

相互间

也较接近2表  # 3
。

但这些数字均高于西安地区汉族的
9

∀Φ 多2马慰国
,  ! ∀  3和兰州地区

汉族的
9

∀ 务 2李崇高等
,  ! Φ !3

。

六
、

血 压

高血压症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病
,

目前一般认为它是在具有一定遗传素质的人身上由

于某些外因诱发而产生的
。

这次我们以逐户对每一家庭成员测量血压的方式进 行 了 普

查
。

检查了鄂旗鄂温克牧民 Φ 名
,

陈旗鄂温克牧民 Ε ! 名
,

额左旗鄂温克猎民 !Ε 名
,

以

及鄂伦春族猎民 Ε! 名
,

共计 夕” 名
。

高血压普查方法及诊断标准参考  ! Φ ! 年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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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及人群防治工作  ! Φ !一  ! ∀5 年规划332 吕长清等
,  ! ∀ Ε 3

,

以收

缩压在  Ε 一  5Ε Μ Μ ∋ Ν 之间或舒张压在 !Ε 一 ! Ο ∋ Ν 之间为临界高血压
,

收缩压达

 4 ΕΜ Μ ∋ Ν 以上或舒张压达 !5 Μ Μ ∋ Ν 以上者为确诊高血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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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左旗
、

陈旗和哪旗哪温克人高血压息病率的比较

从表  可见
,

按全国人 口年龄标准化计算后
,

这三个人群的患病率分别为 5
9

 # 沁
,

Ε9 Ε 肠 和 # 
9

 ∀ 沁
。

三者有极显著差异 2尹 一
9

5 Π Θ )
9

Ρ) 03
。

不仅如此
,

额左旗鄂温

克人的血压一般较低
,

大多数都在 !Ε 一   Ε Σ 4Ε 一知 Μ ) ∋ Ν ,

而陈旗和鄂旗鄂温克人的分

布 曲线均向右移
,

陈旗鄂温克人舒张压的人数百分率峰值就处在临界高血压值上
。

鄂温克族中
,

陈旗
、

鄂旗的高血压患病率为什么比额左旗高那么多Τ 首先不能排除遗

传因素
,

因为在中
、

青年中的患病比例就很高
。

此外
,

环境因素或许也起了重要作用
。

额

左旗的鄂温克族是猎民
,

他们常快跑或快步于森林中打猎
,

吃的是猎获的野兽
,

含脂肪少 =

而陈旗和鄂旗的鄂温克族是牧民
,

平时不如猎民活动剧烈
,

体力消耗少
,

吃牛羊肉
、

肥肉较

多
,

一般身体较胖
,

而且喝咸奶茶
。

这些生活方式的差异
,

可能也是影响血压的部分原因
。

9

娜伦春族和颊左旗哪温克族高血压患病率的比较

这两个人群都是猎民
,

鄂伦春族猎民的高血压患病率为  #
9

5Ε 沁
,

高于额左旗鄂温克

猎民的高血压患病率
,

但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 2扩 Ο  
9

# 4 4 , Π Υ Ε
9

Ε 3
。

在生活方式上
,

两族猎民基本相似
,

但鄂伦春族猎民以马匹代步进行狩猎
,

体力活动较少
。

表  

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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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环境因素和遗传素质对血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

而前者似乎更明显
。

鄂温克族

牧民的高血压患病率可能在全国是最高的2陈良忠等
,  ! ∀  3

。

作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
,

陈

旗和鄂旗鄂温克人因心血管
、

脑血管疾病碎死的病例常常发生
,

这些情况应该引起有关医

疗部门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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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红 绿 色 盲 率

红绿色盲是一种性连锁的隐性遗传性状
,

患者不能正确区分红色和绿色
,

这决定于在

Ξ 染色体上紧密相邻的两对等位基因
—

红色盲基因和绿色盲基因
。

发病率一般男性高

于女性
。

我们对  Ε # 名鄂温克族和 Ε 名鄂伦春族中
、

小学生
、

猎民和牧民做了色盲检查
,

根据不同对象
,

让受检者在明亮的弥散光下辨认色盲检查图谱2江苏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眼科编绘
,  ! Φ  3 中他们所熟悉的动物图和数字

。

本文中的
“

色盲
”
包括红绿色盲与色

弱
。

检查结果2表  约表明
,

三部分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色盲率相差不大
,

均在 #
9

, Φ并

至
9

Φ 多之间
。

我国汉族男子的红绿色盲占 5
9

# 汤
,

女子只占 Ε
9

∀ 多
,

而且
,

在全国各少

数民族中2王永发等
,  ! ∀ Ε 3

,

鄂温克和鄂伦春族的色盲率是较低的
。

这几个民族不久前

都仍在从事狩猎生活
。

有人提 出 2Ψ7 ΙΔ Η ,

 ! Φ # 3
,

由于色觉能力对猎获食物和防御野兽进

攻上比较重要
,

因此
,

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
,

在以狩猎为主的人群中
,

色盲率较低
。

本调查

也支持这种假设
。

因为色盲是一种单基因隐性遗传性状
,

在女性中的发生率应是男性中发生率之平方
,

而本调查结果
,

女性色盲率却大大高于男性色盲率的平方
。

这一结果与 −ΚΗ :Μ
6
和 ∋ 6Η 86

2 ! Φ 4 3的报道一致
,

他们发现
,

在非白种人中女性色觉异常的发生率总是高于理论计算值

2即男性发病率的平方 3
,

并提出这可能是 由于有色人种眼睛色素上皮的一种反眩光因素

所致
。

表  5 哪通克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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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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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硫脉 味 觉

对苯硫服 2∗ΛΙ Η
∴0 7Λ Κ) %6 Δ] 6 Μ 记。 简称 ∗& % 3 的尝味能力是一种遗传性状

,

其遗传方式

为常染色体单基因不完全显性遗传
。

不能尝出 ∗& ⊥ 苦味的
“
味盲

”
率在我国汉族中占 !拓

左右 2徐玖瑾等
,  ! ∀ = 李璞等

,  ! 4 5= 刘鸿权等
,  !Φ 力

,

在白种人中则为 #Ε 一柏多

2∋
6 ΔΔ ΚΨ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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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那温克族
、

娜伦春族 ∗& ⊥ 味觉闻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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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盲率在额左旗高达 #Ε
9

ΦΦ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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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我国各民族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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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高加索人种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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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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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春族的味盲率 2!
9

 ∀ 务3也接近汉族的频率
。

鄂温克人中味盲率的这一差异的机制可能也涉及到族源
、

遗传漂变等
。

此外
,

生态

环境的差别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

额左旗鄂温克猎民中嚼烟者很多
,

这种烟叶味的长

期刺檄可能是造成他们味觉不敏感的部分原因
。

值得注意的是
,

鄂旗鄂温克人的味盲率

2Φ 9∀ #务3 和鄂伦春人的味盲率2!
9

 ∀ 务3又表现出比较相近的特点2图 Φ 3)

九
、

女子初潮年龄

女性初潮年龄为一重要发育指标
,

而且存在民族间的差异
,

这种差异除了受营养条

件
、

气候条件和文化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以外
,

至少可以肯定部分是 由遗传性决定的

2ϑ
Η Ι 0Ι 7Λ

。Η 8 &
6 Η Η Ι Δ ,

 ! Φ 4 3
。

我们用回忆法进行了调查
,

结果如表  Φ 所示
,

额左旗鄂温

克人的平均初潮年龄最大
,

比陈旗和鄂旗鄂温克人平均分别晚 ∀
9

∀ 个月和 Φ9 个月
,

经
‘

检验
,

差异显著 2, 值分别为
9

和
9

仍
, Π Θ Ε

9

Ε 5 3
。

一般说来
,

牧民2陈旗
、

鄂旗鄂温克

人3的生活水平比猎民2额左旗部温克人3高
,

营养较好
。

但鄂伦春人2也是猎民3的平均初

潮年龄与上述两个牧民人群的差异并不显著
,

而且与鄂旗鄂温克人最为接近
,

平均只晚

Ε
9

Φ 个月
,

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鄂旗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在许多性状上是相当接近的
。

同国

内其他民族和地区比较
,

则鄂温克族
、

鄂伦春族女子的平均初潮年龄比北方和南方城市的

汉族大
,

在已调查的少数民族中
,

仅小于彝
、

保安和东 乡等民族
,

而与回
、

羌
、

苗等族相近

2崔梅影等
,  ! ∀ 3

。

表  Φ 娜温克族和那伦春族女子平均初潮年龄的比较

一众二Ζ ς一二竺二‘ς
ς 额左旗 ς #Φ ς

馨 Ω 陈 旗 ς   Φ
,

0
刁己 0 > 0

> > > 0

裹卜
,

竺
‘
竺‘

Ζ

卜一‘一上生‘一一ς

一「二 二一ς一一一止兰一蕊一Ω
鄂伦春族 Ω ‘Ε ς

年

_ 士Ψ9

龄

⎯
。

初 潮 年 龄

_ 士5
9

⎯
9

#斗
9

Ε ∀土  5
9

9

 士 !
9

 Φ

#
9

土 ∀
9

斗#

碍
9

4 士  Ε
、

#

巧
9

Φ 5土  
9

4 Ε

巧
9

Ε 土  
9

4 4

巧
9

 5士  
9

4 5

巧
9

 ∀士  
9

44

 
9

Φ土 4
9

5 巧
9

 士  
9

# !

十
、

讨 论

 
9

在原被称为
“

雅库特
” 、“

通古斯
”和

“

索伦
”的三个鄂温克族人群 中

,

我们研究的遗传

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

不少指标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2见表  ∀ 3言
一

几 二
9

对于造成鄂温克族三个人群遗传上如此悬殊差异的原因
,

我们认为
,
首先

,

不能排

除这三个人群在起源上的不同
,

或者至少很可能起源于一个高度异质的人群
。

对这一可

能尚有待和其它学科相结合进一步深人研究
。

其次
,

 

由于这些人群人数都不多
,

有的甚至

很少2如额左旗鄂温克人才有  夕! 人 3
,

而且与外界十分隔绝
、

,

所以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基因

流人和随机遗传漂变也可使某些基因频率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
。

第三
,

’

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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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三部分那温克人和那伦奋人各项指标的比较

鄂 温 克 族
鄂伦春族

按头指数分类

按面指数分类

额左旗

中头型

中面型

陈 旗

超圆头型

鄂 旗

超圆头型 超圆头型
人体测量

阔面型

+
。

!

阔面型 阔面型

∃ Γ ) 系统
民族指数

分布特征

Η
基因频率

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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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Ε ! #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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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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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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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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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病率2? 3 斗Ε
9

Ε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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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Ε

血 压

ς 平均血压 2Μ Μ ∋ Ν 3

∗ & % 味盲率 2? 3

   
9

 Σ Φ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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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Ε Σ ! Ε
9

 ∀
9

Σ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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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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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Φ Φ
9

ς
‘
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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ς
入 ∀ ‘

ς
!

·

‘∀

初潮年龄2岁3

色盲率2? 3

巧
。

Φ 5  5
。

Ε  5
。

 5  5
。

 

#
。

5 Φ

人群在处于长期隔离状态的同时
,

在地理
、

生态
、

社会等环境因素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

额左旗鄂温克人一直狩猎在深山老林
,

而陈旗和鄂旗鄂温克人却早已离开了森林
,

在草原

上过游牧生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

环境因素对某些同时受遗传与环境因子共同作用决定

的特征可能有影响
,

如血压在牧民与猎民间的差异
、

嚼烟可能对 ∗& % 味觉闽值的影响
、

以

及林区与牧区女子的初潮年龄的差异等
。

环境因素的长期选择作用也可能对基因频率分

布产生影响
,

如肺结核对 ∃ Γ+ 血型频率可能的影响
。

较左毖
一
勺声盆充

‘

稼 旗
即二盆克

害下雄
哪盈龙

‘

铆伦港

+
⋯

尹 +二鑫

二

图 ∀ 鄂温克族三个人群和

鄂伦春族的系统树

∗Λ ∴0) Ν Ι Η Ι7Κ % 7Δ Ι Ι ) δ 7Λ Ι # ϑ ε Ι Η φ Κ Ν Δ ) : ∗Ψ

6 Η 8 )7
) η Ι Η Η 6 7Κ呱

6 0Κ7犷

#
9

鄂伦春人虽然长期以来 也 在 森 林 中游

猎
,

但是他们的不少遗传性状却与鄂旗鄂温克

人十分相近
。

体质特点
、

血型分布
、

指纹掌纹
、

味觉阐值等若干指标的结果都很相似
,

甚至相

同
。

初潮年龄
,

鄂伦春人比鄂旗鄂温克人平均

只晚 Ε9 Φ 个月
,

而与同在林区的额左旗鄂温克

人却相差 Φ
9

个月
。

高血压患病率受生活条件

的影响较大
,

但是同为牧民
,

鄂 旗鄂温 克 人

2# 
9

∀ 多3 比陈旗鄂温克人 2Ε
9

Ε 多3 为低
,

而

同为猎民
,

鄂伦春人 2 #
9

5Ε 关3又比额左旗鄂温

克人 2,
9

 #外3为高
。

我们按 /Ι Κ 氏法2 ! Φ 3用

调查所得的 ∃Γ) 血型系统
、

ι/ 血型系统
、 ∗& % 味觉及色盲等九个位点的基因频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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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了四个人群两两之间的遗传距离
。

表  ! 中所列的数据表明
,

鄂旗鄂温克人与鄂伦春

人的遗传距离最近
,

比与额左旗及陈旗鄂温克人的遗传距离要近得多
。

按 ΨΗ Ι6 7Λ 和 .) φ60

氏 2 ! Φ # 3聚类法将四个人群根据两两间的遗传距离聚类后
,

系统树2图 Ψ3 也表明
,

鄂旗鄂

温克人与鄂伦春族首先聚类
,

而额左旗鄂温克人则与陈旗鄂温克人先聚类
,

然后这四个人

群才聚在一起
。

这些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都支持了有人记载过的索伦人2即鄂旗鄂温克人 3

和鄂伦春人为同一来源
,

或鄂伦春为索伦之
“

别部
”
的说法 −2 民国3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

,

 ! ! β
,

至少
,

鄂旗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之间有较大成分的共同血统
,

或者曾经有过较多的

基因流动
。

表  ! 四个人群间的距离值

人人 群群 邹 温 克 族族 哪伦春族族

额额额 左 旗旗 陈 旗旗 鄂 旗旗旗

鄂鄂鄂 额 左 旗旗 +++++++++

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
克克克 陈 族族 Ε

。

Ε # # ΕΕΕΕΕΕΕ

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
郁郁郁 旗旗 Ε

。

Ε 5 ∀∀∀ Ε
。

Ε    ΕΕΕΕΕ

鄂鄂伦春族族 Ε
。

Ε弓 !!! Ε
。

Ε ∀ # ΕΕΕ Ε
。

Ε Ε  ΕΕΕ

本工作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科委和卫生局
,

以

及调查所到的各旗
、

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
。

当地医务人员彭明文
、

宝

音图
、

金春
、

陈淑春
、

娜仁
、

乌仁塔娜
、
萨仁花

、

赵维久
、

毕平安
、

涂云亭
、

‘

托海
、

敖忠永
、

张伯

庸
、

江玉坤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

民族研究所秋浦副所长
、

内蒙古医学院朱钦老师和古

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同志提供有关资料
,

本所袁义达同志协助处理部分数据
,

均此一并致谢 Ω

2一! 5 # 年 呼 月  日收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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