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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肤纹学研究协作组规定的《ADA 标准 -CDA 版本》和《CDA 标准》，对肤纹研究做了分析

技术和项目的规范。“CDA 版本”和《CDA 标准》是了继承《ADA 标准》系统，并对其做了补充和完善。

本文的指纹三个系统的分析法、嵴线追踪等内容，是谓“CDA 版本”。“CDA 版本”和“ADA 标准”融合，

形成《ADA 标准-CDA 版》，贯穿在我国民族肤纹研究过程之中。对《CDA 标准》中的模式样本的概念，

采样规定，3 级模式样本的具体项目，都做了明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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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纹研究在国内、外有百年历史
[1-13]

。虽然，我国已有成百上千的论文发表，但是，

上世纪 70 年代前，可资利用对比的资料基本没有；近 30 年的肤纹论文可利用对比的资

料也不到半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学者做调查时没有执行国际通用的肤纹技术标准

（technological standard），也叫分类标准（classify standard）；二是也没有按照项目标准（item 
standard）做研究。

中国肤纹学研究协作组规定，《ADA 标准
[2]-CDA 版本》和《CDA 标准》作为

肤纹研究的技术标准和项目标准。ADA 是美国肤纹学学会（American Dermatoglyphics 
Association） 的 缩 写；CDA 是 中 国 肤 纹 学 研 究 协 作 组（Chinese Dermatoglyphics 
Association）的缩写。《ADA 标准

[2]-CDA 版本》和《CDA 标准》，有二大部分，共三

份文件组成。《ADA 标准
[2]
》是一份基础的教科书式文件，在经典和主流书刊上都可以

查阅到，不再赘述。本文是对《ADA 标准 -CDA 版本》和《CDA 标准》主要内容的介绍。

自 1982 年以来的 30 多年中，特别是 1998 年以来的第 5、6 和 7 次全国肤纹协作组

会议的研究讨论，为尽快使中国在世界人类学肤纹学界有更多话语权、保持一定的领先地

位对《标准》的需要更显迫切。1982 年，全国第一次肤纹协作组会议就技术和项目问题

开始讨论。1989 年，协作组第 3 次会议讨论决定，委托郭汉璧先生发表《人类肤纹学研

究观察的标准项目》一文
[3]
。1998 年，第 5 次全国肤纹协作组会议对《项目标准》做了

补充和完善；经过 2003 年和 2009 年的第六和第七次全国肤纹协作组会议讨论，形成今天

的标准文件。实际应用表明，本《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和先进性
[4，14-22]

。肤纹协作组的两

位重要成员——郭汉璧先生（1934-2006）和吕学诜先生（1938-2009）对加快《标准》的

制定和发布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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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A 标准 -CDA 版本》

《ADA 标准 -CDA 版本》（ADA standard-CDA edition）就是技术标准（technological 
standard），也叫分类标准（classify standard）[2-24]

。中国肤纹学研究协作组（CDA）注意

到，虽然以 ADA 标准作为民族肤纹的分析方法，符合主流做法，有许多好处，但在实际

操作中有许多不明确处。早在 1982 年南京的《中国肤纹学研究协作组第一次学术论文研

讨会》上，提出“对 ADA 标准做补充和改良”的建议，不久，我们 CDA 迅速纠正方向，

把“补充和改良”（complementarity and  improve ）调整为“补充和完善”（complementarty 
and consummate），就好像后来对“计算机视窗软件只打补丁不做改动”一样，以后的历

次研讨会上我们没有做 ADA 标准的改动和修正，只是做补充或完善的工程，会议代表在

会上或会后可得到油印的关于标准的会议文件。1990 年前，将其称之为《Cummins 标准》

中国版。ADA 对《Cummins 标准》的实施开始于 1990 年，当年，本文作者收到“ADA”

寄来的印有“ADA 标准”的通讯本。看来《Cummins 标准》中国版比《ADA 标准》更早

诞生。

指纹三个系统的分析法、嵴线追踪等内容是 CDA 版本对 ADA 标准的补充或完善。

CDA版本和ADA标准融合形成《ADA标准-CDA版》，贯穿在我国民族肤纹研究过程之中。

1.1  嵴的点、棒、线

嵴（ridge ）形成点、棒、线。嵴线再形成弧、曲、螺、圆。每条嵴线都有内外侧之分；

作为圆圈形嵴线，还有内外圈之分。无论嵴线内外圈（侧）是否一致，都以外圈（侧）为

判断地点（图 1）。在外圈辨认拐点（inflexion）和圆弧 (arc)。
嵴线是指纹的基本构造。嵴线组成多种嵴线系统，嵴线系统再组成各种指纹花纹。

嵴线组成有三个系统（图 2）：三角系统（triangle system）、内部系统（interior system）

和中心系统（center system）。三个系统互不粘连、独立存在。

图 1   嵴线外圈观察 Figure 1  Outside Ridge observe
第 1 行到第 4 行，分别是圆弧、拐点、拐点和圆弧。右图表示外圈都为拐点

From 1 line to 4 line, be arc inflexion inflexion and arc difference. Right map show outside inflex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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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之 3 和 4 分别是奇数非连接中心和奇数连接中心，图 5 之 5 为偶数混合中心。

1.3.2 中心点的标注

空心型的中心点：心围线穹隆内无有任何的心内线（嵴点），心围线穹隆的圆心到

穹隆最高点的 1/2 处，即为中心点（见图 5 之 1 的空心中心）。

连接型的中心点：  心内线与心围线穹隆相交，其交点为中心点。

非连接型的中心点：心内线与心围线穹隆无粘连或连接，心内线的顶端就是中心点（见

图 5 之 2 和 3 小图）。

奇数型的中心点：心内线是奇数，自然会有最中间的嵴线，不论是连接型中心或非

连接型中心，其中心点的产生全都在最中间的嵴线之顶端，与临近的嵴线无关，由一条线

决定中心点位置。奇数中心点又叫自然中心点。

偶数型的中心点：心内线是偶数，中心点的产生由最中间二条心内线来决定。最中

间的二条心内线顶端连线的中央，是中心点位置所在处。心内线的最中间二条嵴线都是连

接型，中心点在心围线穹隆上；最中间二条嵴线都是非连接型，中心点在心围线穹隆内；

图 4  左图和中图示非心围线，右图为心围线 
Figure 4  Left and middle show center No-surround line, right 

show center surround line

图 2  指纹的三个系统
Figure 2  Three system of fingerprint

图 3  1 和 2 显示两个中心系统和中心半圆（180°）的曲拱穹隆

Figure 3  1 and 2 show center system, center 
semi-circle (180°) is arch roof

的右图有完整的曲拱穹隆构造。

在顶端处有拐点或折点，如图 4
的左图和中图的尖顶，是不能构

成心围线的例子。

1.3  中心系统的类型及中心点

中心系统的中心点在心围线

头部的内侧，或直接在心围线的

头上（图 5），即是在曲拱穹隆内

或在曲拱穹隆顶端。

1.3.1  中心系统各形

中心系统有两种分类。一是

按心内线和曲拱穹隆的关系分类

为：空心型中心、连接型中心、

非连接型中心、混合型中心（图

5）。二是按心内线的数目分类为：

奇数型中心、偶数型中心。

 1.2  心围线（center surround line）
每个中心系统都只有一条心围线和一个曲拱

穹隆。

曲拱穹隆 ( arch roof ) 是心围线最高位处的曲

拱 (arch)、处于最内核的穹隆 (roof)。曲拱穹隆（图

3）具自然、完整、唯一性，曲拱穹隆的弧线上不

可有拐点，箕纹的曲拱穹隆为不小于 180°的半圆。

斗纹的心围线是圆或不小于 360° 的旋。又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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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间二条嵴线是混合型，中心点在心围线穹隆内。在标注中心点过程中，因为有添画辅

助线的步骤，所以此中心点又叫人工中心点。

因为斗指纹和箕指纹都只有一个中心，斗指纹的穹隆在圆的上半部或以上，尤如是

箕的中心，所以斗指纹也用本中心点的标注法。Wd 的中心依箕头朝上的箕标中心点。在

标注中心点时，是只考虑中心的形态，不考虑所标中心点与临近指纹三角的距离关系。

1.4  双箕斗的中心和 S 线 

双箕斗（doubel loop whorl, Wd）有一个中心，二个三角。Wd必有正头箕和倒头箕（图6）
组成。Wd 的中心系统之中心点都必须定在正头箕上，像普通箕纹一样标定中心系统的中

心点。

Wd 是生物特性的标志。Wd 的确认依靠对“S” 线的追踪。Wd 的中心必须有一条完

整的“S”型线（图 7 右），并把两个完整的箕头分开。“S”线不参与箕头的组成（图 7
左）。图 7 的中图，是两个独立的箕，由点子虚线形成“S”型“沟线 furrow line”把两个

箕分开。“S”线可以是嵴线（ridge line）或者为沟线 (furrow line)。

1.5  “S”线的追踪规则

“S”线的追踪始于线端，可以是嵴线或者沟线。二者仅选其一，不可混用追踪。规

则有四：左右都可发动追踪；不参与中心系统；远离中心系统；“轨迹”优于“远离”。

左右发动追踪的结果按逻辑运算法则处理。假如左侧发动的结果是 Wd，记为“是”；

图 5  各种心围线和心内线关系
Figure 5  Center surround line and center line relation

1 空心中心 (show empty center); 2 和 3 非连接中心 (show no-connect center); 
4  连接中心 (show connect center); 5 混合中心 (show mix center)

图 6  Wd 的“S”线、 正头箕、倒头箕和中心系统的中心点
Figure 6   “S” form line of double loop whorl, Obverse head loop, 

reverse head loop, center of point in center system

右侧发动的结果不是 Wd，记为

“非”。套借逻辑运算法则：

是是为是，非非为非，是非为是。

这里就为“是”。

以图 8为例，做 S线“嵴线”

的追踪。左侧嵴线追踪由轨迹

进入正头箕的心围线，破坏了

正箕头的完整；右侧嵴线追踪，

在倒头箕心围线外圈处，利用

了一次远离法追踪，得到完整 S
线和两个完整箕头。图 8 左右

嵴追踪的结果不一样，按照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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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运算法有：是非为是。图 8 必须从右侧发动追踪，才能得到 Wd 。
再以图 8 为例，做 S 线“沟线”的追踪。左、右“沟线”的追踪都可以得到 Wd。

1.6  掌纹的非常数三角

       手掌上的轴三角 t，指三角 c 和 d ，有非常数现象。

1.6.1  轴三角 t’ 或 t’’
轴三角 t 的远端有另外的三角出现，按距离的近远为 t’ 或 t’’。当额外三角符合下列 3

种情况之一时，方能成立（图 9）：

1） 在 atd 的  td  直线桡侧（ atd 角内）。

2） 配有 Lu 纹，或其他真实花纹。

3） 当 t’ 在 atd 外侧， t’ 到 td 的直线在 5 条 RC 以内（不含起点和终点）。

疑似的 t’ 或 t’’ 很容易与小鱼际（hypothenar）上的三角（th
）相混，也容易与大鱼际

（thenar）上的三角（tt
）相混。

图 7  左图是两个不能独立的箕，实质是一个斗。中图是由“沟线”分开的两个箕头。右图双箕斗的两个
箕头被至少 5 条“S”线分开

Figure  7  Left show two no-independence loop that is one whorl, middle show independence two head loop 
with “ furrow line”, right show double loop whorl of two loop head with five “S” form separated

图 8  Wd 之 S 线的追踪 (Figure 8   “S” form line tracing at double loop who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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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C 中的直线问题

计数指纹的嵴数（ridge count, RC），如 FRC， 要在三角的中心点与中心系统的中心

点之间做直线，或计数指三角间嵴数 (RC)，如 a-bRC，要在二个三角的中心点之间做直线。

当在直线上计数嵴数，正好有嵴的结合或分叉通过直线。在直线的近端和远端计数

出的 RC 数目不同。此时，用直线近端的数据为准。图 13 表示在直线近端的 RC 为 8 条，

直线远端的 RC 为 5 条，采用近端的 8 条。人工划出的直线，有粗细之分，以细为适宜。

1.8 用《ADA 标准 -CDA 版本》以外的分析技术

在民族肤纹研究分析中，必须使用《ADA标准-CDA版本》。在使用《ADA标准-CDA
版本》后，尚还要使用其他分析技术或方法，则要做详细说明。

2  《CDA 标准》

《CDA 标准》（CDA standard）就是《项目标准》(item standard)。以《人类肤纹学

研究观察的标准项目》为蓝本
[3]
，具体规定了的项目。

2.1 三级模式样本

依照《CDA 标准》提取的项目数，模式样本 (model swatch) 可分为三级等次（1 级模

式样本、2 级模式样本、3 级模式样本）。

图 9  t 三角在 atd 的 td 直线桡侧（atd 角内）
Figure 9  t triradius in radial of td straight line 

(inside atd )

1.6.2  轴三角 t 缺失

当手掌或靠近掌腕线的地方找不到

t 三角，即是无 t (-t) （图 10）。   

1.6.3  手掌指三角 c
当符合下列 2 种情况之一时，为无

c (-c)：
1) 在三角 bd 中间没有次生 c’， 也

没有次生 d’ 。
2) 第 IV 指间区下方有三角 x ：

当  xb > ba 时，则无 c (-c)，有 x = d 
（图 11）。 

当  xb≤ba ，则无 d (-d) 有 x = c。

1.6.4   手掌指三角 d 
当符合下列 2种情况之一为无 d (-d)

（图 12）：

1） 在 c指三角的尺侧方没有三角。

2） 在 IV 区没有 Ld 纹；同时，疑

似的 D 主线与 “ 三角 ” 的桡侧下枝的夹

角 ≤ 90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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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级模式样本 (first class model swatch)：含有指纹的 A、Lu、Lr、W、TFRC 项目。

2级模式样本 (second class model swatch )：包含1级模式样本全部和掌纹的 a-bRC、T/I、
II、III、IV、H 项目。

3 级模式样本（third class model swatch）：包含 2 级模式样本项目和足纹的 hallucal (A、

L、W)、II、III、IV、H、calcar 项目。

在三个级别的模式样本中，其他项目多而不限。

在今后的研究中，提倡向 3 级模式群体的规模努力；2 级模式群体是起码要求
[4]
；1

级模式群体基本不提了。

2.2  模式样本（model swatch）概念和实体

1）模式样本（model swatch）概念

按要求采样的群体，按《ADA 标准 -CDA 版》和《CDA 标准》提取的信息。是民族

肤纹统计的代表群体。一个模式样本是一座数据库。

2）模式样本实体

群体的已签知情同意书、肤纹捺印图或照片、数据集、论文，或其他如统计软件等。

2.3 肤纹捺印图采样的 4 条规定

1）随机群体，身体健康

男女身体健康，家族内无已知遗传病，随机群体。对人口特少民族（1 万人以下）可

用少量家系材料。

2）人数要求

样本量在 1000 人或以上，男女人数相同或相近。对人口特少民族（1 万人以下）要求，

样本量占总人口的 1.0%-2.0% 。

图 10  缺失 t (-t) 三角 (Figure 10  Negative t triradiu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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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民族

祖上三代为同一民族，来自聚居区的样本。对人口特少民族要求，此条严格执行。

4）知情同意

在知情同意伦理原则下采样（注意：2000 年前的样本不要求知情同意，2010 年后的

样本必须有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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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and Item Standards in Dermatoglyphics Research

ZHANG Hai-guo1,2

( 1. MOE Key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Chinese Dermatoglyphics Association, Shanghai 200025 )

Abstract: The Chinese Dermatoglyphics Association uses American Dermatoglyphics 
Association ADA standards, CDA edition and CDA standards, for method and project 
specification analysis. This CDA edition and CDA standards are inherited from the ADA 
standards system and its comp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DA, fingerprint analysis follows three systems of law, ridge-line tracking and 
other criteria, including sample model swatchs,,and ink print sampl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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