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8卷　第5期

1999年10月

复 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Jou rna l of Fudan U n iversity (N atu ra l Science)

V o l. 38 N o. 5

O ct. 1999

　　文章编号: 042727104 (1999) 0520517206

α

拉祜纳人肤纹研究

李　辉1, 张蔚鸰1, 钱斌治1, 沈雅静2, 陈　易2, 胡玉兰3

　 (1. 复旦大学; 2. 上海中医药大学; 3. 共青团澜沧县委)

摘　要: 拉祜纳是拉祜族中一支相对独立的支系. 在拉祜纳的一个较封闭群体中采集了200个人的指、掌、跖纹;

分析了指纹型, 总指纹嵴数 (T FRC) , a2b 纹嵴数 (a2bRC) , atd 角, 轴三角百分距 ( tPD ) , 大鱼际纹, 小鱼际纹, 指间

区纹, 掌褶线, 拇趾球部纹, 趾间区纹等11类数据. 发现这是个极特别的群体: 斗型纹频率大于60% , 箕型纹小于

40% , 异于中国其他研究过的人群, 仅与拉萨的藏族较为接近. 其他数据也都与该族其他支系有显著差异, 这显

然是奠基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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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民族肤纹学研究, 开始于1964年复旦大学董悌忱对广西僮族的研究[ 1 ]. 在80年代以后, 此领

域发展极为迅速. 1996年, 汪宪平等顺利完成了西藏门巴族的的肤纹研究[ 2 ] , 至此, 中国56个确认民族都或

多或少做了肤纹研究.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民族肤纹研究已经结束, 因为我国的民族状况极为复杂, 不

但存在不少未确认人群, 而且有许多族的支系间差异也极大 (甚至大于民族间的差异) , 所以对未定人群和

族内支系分别做肤纹学研究的意义也极为重大.

拉祜族主要分布在思茅地区的澜沧县、孟连县、西盟县, 西双版纳的勐海县, 红河的金平、新平等

地[ 3, 4 ] , 有拉祜纳、拉祜西、拉祜普和苦聪4个支系. 拉祜纳和苦聪分别是2个比较独立的人群. 1990年, 朱炳

湘等研究了苦聪和拉祜混合人群各一个群体的肤纹 (不含跖纹) [ 5 ]. 1998年7月, 复旦大学遗传所组织了一

次对云南少数民族遗传资源的考察, 发现拉祜纳人很封闭, 其遗传状况较特殊, 因此, 在澜沧县 (约15万拉

祜纳人)富邦乡及佧朗村随机地采集了2个封闭人群的肤纹, 合并起来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 对象　云南省澜沧县较闭塞的富邦乡小学、初中及佧朗村小学学生, 男90例、女110例, 年龄为8～

15岁. 均为拉祜纳人, 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拉祜纳人. 另有几例肤纹组合异常的不计在内.

(2) 样本采集法　在塑料平板上均匀涂铅印黑油墨, 分别将每人的指、掌、足按在其上, 然后再转印到

影印纸上.

(3) 处理方法　用放大镜观察指、掌、跖纹, 统计指纹型、T FRC (总指纹嵴数)、a2bRC (a2b 掌三叉间嵴

数)、a td 角、tPD (轴三角百分距)、大鱼际纹、小鱼际纹、指间区纹、掌褶线、拇趾球部纹、趾间区纹等11类数

据, 再用计算机 Excel 软件分析处理.

2　结　果

2. 1　指纹型

对2 000个指纹按简弓 (A s)、帐弓 (A t)、尺箕 (L u)、桡箕 (L r)、斗 (W s)、双箕斗 (W d) 6类统计. 各型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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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如下表1.

表1　各型指纹百分率

T ab. 1　Percen tage of differen t finger p rin ts

性别 人数 A s A t L u L r W s W d

男

女

90

110

1. 00

2. 00

0. 67

0. 45

33. 78

35. 18

0. 78

1. 55

53. 44

52. 45

10. 33

8. 36

合计 200 1. 55 0. 55 34. 55 1. 20 52. 90 9. 26

　　从表可见, 两性之间指纹型分布并无显著差异 (P > 0. 05). 斗型纹占62. 16% , 频率相当高; 而箕型纹

的出现频率仅35. 75% , 相当低. 我们查阅了大部分中国各人群的指纹资料[ 2, 6～ 8 ] , 都未发现有斗型纹出现

频率高于60%、箕型纹的出现频率低于39% 的人群.

各性别各指的纹型百分率见表2.

表2　男女左右手各指各型指纹百分率

T ab. 2　Percen tage of d ifferen t f inger p rin ts by sex, hand and finger

手

别

指

别

男

A s A t L u L r W s W d

女

A s A t L u L r W s W d

左

1

2

3

4

5

2. 22

2. 22

0. 00

0. 00

1. 11

1. 11

1. 11

1. 11

0. 00

0. 00

46. 67

25. 65

43. 33

25. 56

57. 78

0. 00

2. 22

0. 00

0. 00

0. 00

38. 89

52. 22

41. 11

64. 44

32. 22

11. 11

17. 78

14. 44

10. 00

8. 89

7. 27

1. 82

0. 91

0. 00

0. 00

1. 82

0. 91

0. 00

0. 00

0. 00

34. 55

25. 45

41. 82

23. 64

55. 45

0. 91

7. 27

0. 91

0. 91

0. 00

36. 36

50. 91

42. 73

71. 82

40. 91

19. 09

13. 64

13. 64

3. 64

3. 64

右

1

2

3

4

5

1. 11

2. 22

1. 11

0. 00

1. 11

0. 00

1. 11

2. 22

0. 00

0. 00

27. 78

16. 67

38. 89

14. 44

41. 11

0. 00

4. 44

0. 00

0. 00

1. 11

58. 89

61. 11

51. 11

83. 33

51. 11

12. 22

14. 44

6. 67

2. 22

5. 56

3. 64

2. 73

0. 91

0. 91

1. 82

0. 00

0. 91

0. 00

0. 00

0. 91

31. 82

20. 91

52. 73

22. 73

42. 73

0. 91

3. 64

0. 00

0. 00

0. 91

50. 91

60. 00

44. 55

73. 64

52. 73

12. 73

11. 82

1. 82

2. 73

0. 91

注: 男手数180, 女手数220 (下同) ; 手指1, 2, 3, 4, 5分别是拇指、食指、中指、环指、小指.

从表2可见, 弓型纹多见于拇、食指, 尺箕多见于小、中指, 桡箕多见于食指, 简斗多见于环、食指, 双箕

斗多见于拇、食指. 男、女, 左、右手间并无显著差异, 与汉族人群较一致[ 9 ]. 男性环指无弓型纹, 女性左手环

指无弓型纹, 与拉祜其他支系略有差异[ 5 ].

左、右对应手指各种指纹组合格局百分率见表3.

表3　男、女, 左、右对应手指各种指纹组合格局及百分率

T ab. 3　Percen tage of differen t com binat ions of finger pat tern on left and righ t co rresponding fingers

　项　目
左、右对应手指指纹组合格局

A öA 　　　　L öA 　　　　L öL 　　　　W öA 　　　　W öL 　　　　W öW 　　　　

男组合数 4 6 107 1 91 241

女组合数 5 15 140 2 109 279

合计数 9 21 247 3 200 520

合计频率ö% 0. 90 2. 10 24. 70 0. 30 20. 00 52. 00

随机组合理论频率ö% 0. 04 1. 50 12. 78 2. 61 44. 44 3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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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可见, 同型组合出现频率显著地比随机频率高, 异型组合多数偏低. W 和A 基本不相容, 出现的

3例中, 斗型是一侧 FRC 较小, 而弓型是较发育的帐弓.

同手同型纹组合情况见表4, 表5.

表4　单手同型纹组合百分率

T ab. 4　Percen tage of com binat ions of the sam e finger p rin ts on one hand

性别、手别

合计

5A

例数 百分率

5L

例数 百分率

5W

例数 百分率

总手数

男左　 0 0. 00 4 4. 44 16 17. 78 90

男右　 0 0. 00 3 3. 33 31 34. 44 90

女左　 0 0. 00 6 5. 45 27 24. 55 110

女右　 0 0. 00 6 5. 45 32 29. 09 110

男合计 0 0. 00 3 3. 89 31 26. 11 180

女合计 0 0. 00 12 5. 45 59 26. 82 220

总　计 0 0. 00 19 4. 75 106 26. 50 400

表5　双手十指同型纹组合百分率

T ab. 5　Percen tage of com binat ions of the sam e finger p rin t on bo th hands

性别

10A

人数 百分率

10L

人数 百分率

10W

人数 百分率

总人数

男 0 0. 00 0 0. 00 13 14. 44 90

女 0 0. 00 4 3. 64 17 15. 45 110

合计 0 0. 00 4 2. 00 30 15. 00 200

　　从表5可见, 单手同是弓型纹的为零; 同是箕型纹的较接近随机分布; 单手和双手同是斗型纹明显偏

高, 与汉族有显著差异[ 9 ] (P < 0. 01).

2. 2　总指纹嵴数 (TFRC)

　　T FRC 的正常值见表6.

　　从表中可见 , 本人群的 T FRC 正常值与汉族

( 1 4 3. 6 3 ) [ 10 ] 有显著差异 ( P < 0. 0 5 ) , 与苦聪人

( 141. 34) [ 7 ]也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与另一混合人群

——拉祜普为主 (148. 61) [ 5 ]也有差异. 本人群中 T FRC

最小为7 (仅有3个 FRC 分别为4, 2, 1的尺箕) , 最大为235

(十指全斗) , 跨度极大.

表6　TFRC 正常值

T ab. 6　T he no rm al value of T FRC

性别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误

男 157. 3 34. 45 0. 22

女 149. 88 41. 61 0. 28

合计 153. 32 38. 63 0. 25

2. 3　a-b 纹嵴数 (a-b RC)

手指基部三角 a, b 间嵴数正常值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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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各性别手别 a-bRC 正常值

T ab. 7　T he no rm al values of a2bRC by sex and hand

手

别

男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女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合计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左 36. 01 4. 84 0. 13 35. 41 5. 45 0. 16 35. 69 5. 19 0. 15

右 37. 07 5. 52 0. 15 35. 97 5. 62 0. 18 36. 48 5. 60 0. 15

双 36. 54 5. 22 0. 14 35. 69 5. 54 0. 16 36. 08 5. 41 0. 15

　　从表可见, 各手别、性别间的 a2bRC 值均无显著差异 (P > 0. 05). 与混合群 (34. 92)和苦聪 (35. 04) 比,

也均无显著差异, 但与汉族 (38. 05)比有显著差异 (P < 0. 05). 本群人的左右手基本对称.

2. 4　轴三角位置

轴三角 ( t) 在手掌上的位置有百分距离 ( tPD ) 和 a td 角2种表示方法. 被考察的拉祜人群中有2人缺 t,

另2人缺 d 三角. a td 角超过50°的有24人, 超过60°的有一女性右手和一男性双手. 轴三角位置的均值, 总体

高于汉人和白种人及其他拉祜人群. 其均值如表8.

表8　各性别手别 tPD 及 atd 均值

T ab. 8　M eans of atd angles and of percen t distances of ax ial t riradil by sex and hand

性别 手别
tPD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atd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男

左

右

双

16. 53

16. 43

16. 48

6. 94

7. 39

7. 17

0. 42

0. 45

0. 43

42. 84

42. 24

42. 54

4. 74

6. 67

5. 79

0. 11

0. 16

0. 14

女

左

右

双

18. 73

18. 28

18. 50

7. 04

6. 76

6. 91

0. 24

0. 22

0. 37

43. 78

42. 74

43. 26

5. 25

8. 12

6. 85

0. 10

0. 13

0. 16

合计

左

右

双

17. 71

17. 42

17. 57

7. 08

7. 12

7. 10

0. 40

0. 41

0. 40

43. 34

42. 15

42. 97

5. 04

7. 48

6. 39

0. 12

0. 18

0. 15

2. 5　掌纹

手掌大、小鱼际和 I2, I3, I4 (分别指食指和中指、中指和环指、环指和小指之间) 指间区, 除弓型外的花

纹, 计为真实花纹. 掌部各花纹出现频率见表9.

表9　男女各型掌纹的百分率

T ab. 9　Percen tage of differen t palm ar p rin ts in m ales & fem ales

性别 人数 手别
大鱼际

真实花纹

小鱼际

真实花纹

指间区真实花纹

I2 I3 I4

猿线和悉尼线

单手 双手 合计

男 90
左

右

6. 67

2. 22

7. 78

5. 56
0 14. 44 58. 89 2. 22 4. 44 6. 67

女 110
左

右

3. 64

0　

10. 91

8. 18
0. 46 15. 45 63. 18 5. 45 0. 99 6. 44

合计 200

左

右

合

5. 00

1. 00

3. 00

9. 00

7. 00

8. 00

0. 25 15. 00 61. 25 4. 00 2. 50 6. 50

　　通贯手 (存在猿线与悉尼线的手掌)汉人为15. 87% , 而苦聪人为1. 41% , 另一拉祜群体为0. 67% ,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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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与他们都有极显著差异. 鱼际区和指间区真实花纹与苦聪有显著差异, 与另一群体略有差异[ 5 ].

本群人单手 I4出现花纹多在左手, I3出现花纹多在右手, 且 I3, I4各出现一个花纹时都在不同手. 女性

有同时出现多个 I3, I4花纹的倾向. 大鱼际纹多出现在左手, 且不存在双手对应, 左右差异显著. 小鱼际纹

也是左手多于右手, 但无显著差异 (P > 0. 05).

2. 6　跖纹

统计了跖部的趾间区纹和大拇趾球部纹. 拇趾球部的所有花纹都作了统计, 见表10.

表10　男女各型跖纹的百分率

T ab. 10　Percen tage of differen t so le pat tern s

性别 人数
趾间区纹

I2 I3 I4

大拇趾球部纹

A L W

男

女

90

110

13. 33

13. 64

52. 78

45. 00

11. 11

4. 55

13. 89

11. 82

72. 22

78. 18

13. 89

10. 00

合计 200 13. 5 48. 55 7. 5 12. 75 75. 5 11. 75

　　拇趾球部纹基本左右对应, 仅出现W öL 19例,W öA 2例,A öL 13例, 箕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汉族 (62.

09% ) [ 9 ]. 趾间区纹频率大致与汉族一致. 有74. 5% 左右趾间区纹完全对应.

2. 7 异常肤纹组合

发现有以下5例异常情况:

(1) 双手有猿线, 拇趾球部为胫弓, 右小指为桡箕, 掌轴三角偏高的11岁男童, 发育晚于正常同龄儿

童. 身材矮小, 偏瘦, 血压极低.

(2) 总指纹嵴数为7, 7指为典型弓型, 另3指为发育极不完全的尺箕, 拇趾球部为腓弓的15岁女童, 高

血压.

(3) 十指全斗, T FRC 为222, 双手猿线, 拇趾球部为胫侧帐弓的15岁男童, 高血压.

(4) 十指全斗, T FRC 为227, 双手猿线, 轴三角明显高位的14岁男童, 高血压.

(5) 十指全斗, 9指双箕, T FRC 为235, 小鱼际纹为一对明显近箕的15岁男童.

3　讨　论

3. 1　肤纹组合格局的左右对应

本文数据表明拉祜纳人的指纹、指间纹区、小鱼际纹、拇趾球部纹、趾间区纹都基本是左右对应的. 其

他人群中这些也是如此. 从形态上看, 弓、箕、斗3种纹由简单到复杂, 弓型纹可能是最原始的类型. 左右同

一部位的纹型可能由一样的基因控制, 由于纹型会受其他多种因素影响, 在发育过程中会产生表达的摆

动.

A ∴L ∴W 是合理的摆动状态, 一般不存在A ∴W. 出现的几例,A öW 组合中, A 是高耸的帐弓,W 是

FRC 极小的斗, 形状较接近. 由于肤纹的遗传机制极复杂, 从基因上证明这一猜想要在人类基因组的工作

基本完成以后.

3. 2　拉祜纳人与其他拉祜支系的肤纹差异

　　拉祜纳人斗型指纹占62. 16% , 箕型指纹占35. 75% ; 苦聪人斗型指纹占38. 66% , 箕型指纹占

60. 22% [ 5 ] , 有极显著差异. T FRC、掌纹、跖纹等也多与拉祜其他支系有显著差异. 这有几方面原因: ① 拉

祜纳与其他几个支系并不完全是同一起源的, 拉祜纳沿西路澜沧江一线南迁, 而拉祜普、拉祜西沿东路哀

牢山和无量山一线南迁[ 11, 12 ] , 苦聪则完全是另一路. ② 拉祜族几个支系虽基本趋同, 但仍不喜欢通婚, 尤

其拉祜纳喜欢在极近的人群中婚配, 所以奠基者效应极明显. 从多方面证明拉祜纳是拉祜族中较独立的一

支, 在中国人群的肤纹学研究上, 地位也比较特殊. 研究过的其他人群中, 仅有拉萨藏族斗型纹为5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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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型纹为39. 6% [ 13 ] , 与之较近. 据拉祜纳入自己的传说, 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 12 ] , 他们可能与藏族有

较近的亲缘关系. 在云南拉祜族与藏族都有“古宗”之称.

3. 3　拉祜纳人的异常肤纹组合、异常体质和近亲通婚

被调查的拉祜纳入中异常肤纹出现相当普遍, 也出现几例异常肤纹组合. 我们在肤纹取样的同时, 测

了他们的身高、体重、心率、血压等, 发现有相当多的高血压、低血压、高心率. 儿童身高体重明显低于同龄

汉族儿童. 异常肤纹组合也与体质异常有一定关联. 唐氏综合征已被确证与异常肤纹组合相关, 其他病症

的关联性尚需更多材料证明.

据当地民政局等一些数据资料反映, 儿童的身材明显一代比一代矮小, 这主要归因于该人群近亲通婚

的习俗. 据以前的调查近亲通婚率为20%～ 30% , 异族通婚率为2. 0% , 还有不少堂亲[ 14 ]. 而据我们的观

察, 一个寨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亲戚, 即使不是三代以内的近亲, 其基因的同源比例也极大. 因此, 拉祜

儿童出生后体质不良或先天缺陷较多. 解放前, 因为拉祜族生活条件极差[ 3, 4 ] , 儿童稍有缺陷即遭淘汰, 族

人对儿童死亡习以为常, 所以也未引起族人体质的明显下降.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儿童死亡率大大降低,

缺陷型被大量保留, 而影响了整个民族的体质, 故根除近亲通婚习俗对该民族健康发展极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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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Stab il ity of K. L actic Β-ga lactos id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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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p artm en t of M icrobiology and M icrobia l B iotechnology )

Abstract: 　T he stab ility of K. L actis Β2galacto sidase tow ard m etal ions and heat is studied. Som e m etal ions can

act ive the enzym e activity and som e have no apparen t effects on the enzym e activity in low conc. , bu t they all in2
h ib it the enzym e w ith various degree in h igh conc. . T he inh ib it ion of Ca ions can be resto red by pho sphate,

sk imm ed m ild and M g,M n ions. K ion itself can increase the enzym e thermo stab ility,M n ion enhances th is k ind

of stab ility, bu t M n, M g and N a ions them selves have no effect on the enzym e thermo stab ility. Glycero l and

sk imm ed m ilk can increase the thermo stab ility of K. L actis Β2galacto sidase, and the effects of m ilk componen ts,

such as lacto se and sodium caseinate are dependen t upon the ex istence of K ions.

Keywords: 　K. L actis; Β2galacto sidase; m etal ions; temperatu re; st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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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erma toglyph ic Study on Lahu-na Popul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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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ahu2na is a fairly independen t b ranch of L ahu N ationality. P rin ts of fingers, palm s, feet of 200

L ahu2na peop le w ere co llected from a rather clo sed popu lat ion. E leven derm atoglyph ic param eters w ere ana2
lyzed: F inger pat tern s, T FRC, a2bRC, atd, tPD , thenar pat tern s, hypo thenar pat tern s, in ter2digita l pat tern s (bo th

fingers and toes) , palm er flex ion crease and hallucal area pattern s. L ahu2na w as found to be special on derm ato2
glyph ics: the frequency of w ho rl is over 60% w h ile loop less than 40% , differen t from the o ther popu lat ions

studied in Ch ina. O n ly T ibetan in L ah sa is fairly sim ilar to it. T he o ther param eters are also rem arkab ly differ2
en t from the o ther b ranches of L ahu N ationality. It resu lts from founder effect.

Keywords: 　L ahu2na; derm agtoglyph ics; b ranch difference; consangu ineous m 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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