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ª  现代人类学通讯 第四卷  2010 年  Communication o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Vol. 4 

收稿日期：2010 年 11 月 23 日   修回日期：2010 年 12 月 7 日     联系人：于晓敏 09210700077@fudan.edu.cn 
2010年12月9日 http://comonca.org.cn/Abs/2010/020.htm            125                   ©上海人类学学会Shanghai Society of Anthropology 

COM. on C. A. 4:e20 2010 16(S):125-128 
热点争议

 
Impact of Sex Chromosomes upon the Human Gender Roles 
YU Xiaomi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netic Engineering,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by psychologists, gender role is that male or female in certain social groups 

takes up appropriate position and its fixed behavior pattern confined by the social group. This paper analyzed on the 

gender discrepancies in social performance and its biological mechanism, namely, differences on sex chromosomes 

affect predominantly in the roles of the g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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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染色体基因的差异对人类性别角色的影响 
于晓敏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433 

摘要： 心理学家将“性别角色”定义为属于特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和群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及其被该

社会和群体规定了的行为模式。本文分析男女两性在社会表现中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形成的生物机制，即

男女性染色体的不同在男女性别角色中起主导作用。 
关键词：男女差异；性别角色；性染色体 

 

一、男女差异表现 

两性差异从来都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也

是争议最多的话题。从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

壮大到衰落的演变，以及近代西方爆发的女

性人权的斗争，无不体现各个时期的社会对

待男女差异的态度。在现代激烈的人才竞争

市场上，女大学生求职因其性别特征而平添

一分难度的现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女

学生就业的严峻不仅造成人才资源的闲置和

浪费，也对社会产生一种消极的示范作用。

而对于此问题的解决，则必须尽力在科学分

析的基础之上才会更客观、有效。 
 “性别角色观念”反映对男女性别角色

的总看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性别角色的

价值观。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是人们对男

性或女性在行为、人格特征等方面的定型化

的期望、要求和看法[1]。美国心理学家罗森

克兰兹等人通过大量研究[2]，将美国人性别

刻板印象的内容作了概括(表 1)。 
这些研究结果，明显地反映出人们对男

性和女性的定型化看法。从体态相貌来看，

男女差异普遍很大，男性多比女性高大，相

貌不同于女性的柔和，多为硬朗的外观并且

轮廓清晰。能量消耗方面男性比女性高 30％
-40％，体内新陈代谢的速度也比女性快 5％

-7％；女性的皮下脂肪多于男性，耐饥耐寒

方面比男人强，防御疾病方面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且免疫力也普遍比男性强。另外，在

记忆力方面也可以观察到性别差异，女性比

男性更能记住一些互不关联的、漫无条理的

信息，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男性只能记

住一些形式一致或特殊相关性的信息。 
 

二、差异形成原因 

男女差异存在于各方面，并不需长篇累

牍描述。而关于两性差异的原因有很多猜想，

人们普遍认为男女有别源自他们的大脑有别

[3]。这种差别影响到性格、行为、思维方式、

特长、能力等方方面面，进而形成男女的各

自优势。男性的大脑使他们善于处理物体和

理论，而女性的大脑则对感觉刺激较为敏感。

女性的语言能力经测试证明比男性强，她们

大脑的组织方式使她们较能接受大范围的感

觉信息，能够灵巧地将它们组合起来，重视

与人沟通。所以探究大脑的作用方式为何不

同或许可以解释男女之间的种种差异[3]。 
1861 年，法国神经学家 P. Broc 首先发现

了大脑功能侧化的现象。他通过大量的病理

解剖证实，人类左半脑主导语言功能较为理

性，右脑多指导情感、艺术等。因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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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 

女性气质 男性气质 

语言丰富     

喜欢聊天     

机敏圆滑     

温和安静       

善解人意   

对安全有强烈需要 

笃信宗教   

爱整洁  

喜好文艺  

形象思维较好  

推理能力较差  

注意自己的容貌  

更多于对生活的忍受

缺少欢乐   

发泄怒气的对象  

想象丰富    

好嫉妒  

忠实于婚姻     

重道德价值  

攻击性 

情绪稳定 

主动、支配 

竞争性强 

直率、客观 

从不哭泣 

野心、自信 

善于经商 

临危不惧 

值得信任 

智商较高 

自己意见喜欢强加于人

独立性 

富于逻辑 

喜欢冒险 

爱好数学和科学 

善决断  

能分清理智与情感 

不怕打击 

 
新的对于男女差异的解释，因为女性的语言

中枢平均分布在左右半脑的趋势比较明显，

而男性大脑侧化较为显著，说明女性大脑的

分区相对不明显 [4]。 
早期，科学家们以为，荷尔蒙是造成男

女差异的主要原因，大量的研究表明，荷尔

蒙不但是在受孕的第六、第七周左右决定胎

儿性别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对人的行为、

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

也影响着大脑本身的结构和活动。然而荷尔

蒙对于大脑发育却影响甚微，大脑发育几乎

是由基因主宰的。Schmitt (2005)总结了多项

跨物种比较的实证，指出那些进化而来的先

天心理倾向导致了人类交往方面的性别差异

[5]。另外，人们很早就知道人类的性别是由

性染色体决定的，女性拥有分别来自父母的

两条 X 染色体，而男性则是一条来自母亲的

X 染色体和一条来自父亲的 Y 染色体。所以

可以肯定基因是男女差异的很重要的因素，

本文通过分析男女基因的差异来寻求两性在

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性别差异的解释。 
1. Y 染色体的研究进展 

Y 染色体是人类最小的染色体之一，与

X 染色体互为同源染色体，但 Y 染色体上有

95％为非重组区域。Y 染色体上含约 58Mb
的 DNA，其中 60％位于其长臂的异染色体区，

短臂含约 113kb 的 DNA。目前，Y 染色体上

被克隆出来的基因有 400 多个，真正被基本

确定的基因还不到一半[6]。  
1959 年，Jacobs 对 Klinefelter (XXY 性

染色体)构成的男性研究以及 Ford 对 Tumer 
(X0 性染色体)构成的女性研究均说明了 Y 染

色体可能携带性别决定的关键基因[7]，所以

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Y 染色体的唯一

作用就是性别决定。1976 年，Tiepolo 等[8]
研究发现 Y 染色体的长臂上存在与精子发生

相关的基因，从而改变了人们传统观念上对

Y 染色体功能单一的认识，并开创了 Y 染色

体功能研究的新领域，对 Y 染色体的研究也

日益深入和广泛。1990 年，Sinclair 等[9]从
人类 Y 染色体上分离出了性别决定基因 SRY 
(sex determining region Y)。另外，大量研究

表明 SRY 是睾丸决定因子(testis-determining 
factor TDF)的候选基因。当然，Y 染色体 SRY
对于男性的发育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

件，还需要一些睾丸促进因子的编码基因等。

这一调控过程相当复杂而严密，任何一处出

现异常都会导致男性发育异常。 
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进展，Y 染

色体测序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2003 年，

Skaletsky 等和 Rozen 等报道了 Y 染色体的最

新研究。他们发现 Y 染色体上的特有序列

MSY (male-specific region of the Y 
chromosome，MSY )。这是由 Y 染色体长度

的 95%组成，没有 X-Y 的交叉，其两侧的拟

常染色体区域在减数分裂中 XY 的交叉重组

频繁发生。Skaletsky 等报道[10]，MSY 是一

个包含不同染色质序列的嵌合体，它包含三

种类型的常染色质序列：X-转座、X-退化和

扩增单元。其中，X-退化序列是有单拷贝的

或 27 个 X 连锁基因相应的假基因零散分布

在 MSY 上的。这些序列 60％-90％是与 X 染

色体相应序列相同的，可能是远古常染色体

的残迹，现代 X 和 Y 染色体就是由这些远古

常染色体进化而来的。并且 Y 染色体中包含

了 8 个大的回文序列，占 Y 染色体 MSY 的四

分之一。Rozen 等[10]报道了回文序列中发生

大量的基因转换，这些回文序列包含许多基

因，并且在每一个回文序列末端都有一个拷

贝。基因转换结果会导致变异的出现。Page
等[10]已经计算了 Y 染色体在每一代中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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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产生的近于精确的交换。他们估计每一

位男性的 Y 包含 600 个 DNA 碱基不同于它

的父本，这比正常的突变率要高出上千倍[7]。
因此可以认为 Y 染色体在进化中退化，但也

发展了它自身特有的保护机制。    
2. X 染色体的研究进展 

男性和女性的性染色体中都有 X 染色体

存在，但男性只含一条，女性含有两条。Check
等[11] 分析认为：虽然男女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但两者 X 染色体的 DNA 没有真正不同。 
2005 年 3 月 17 日，Nature 杂志以封面

文章形式公布了一项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

[12]：由英国 Wellcome Trust Sanger 研究所

Mark Ross 博士领导的科学小组，已基本完成

人类 X 染色体的测序工作。X 染色体全长约

155Mb，共约 1098 个基因(7.1 个基因/Mb)。
这些基因分为 4 类：已知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699 个，新的编码基因 132 个，公认的转录

基因 101 个，新的转录基因 166 个。全部的

1098 个基因占人类基因组的大约 5%。 
Ross 等的研究确定了 X 染色体上 99.3％

的常染色质的顺序。并且还分析说明了哺乳

动物性染色体的常染色体起源，这个渐进的

过程导致了 X 和 Y 染色体之间再结合时的缺

失，随后的 Y 染色体退化程度也在扩大。 
Ross 小组研究人员完成了 X 染色体上 99.9%
的基因的测序，他们认为人类 Y 染色体的基

因序列或许决定了我们的性别，但 X 染色体

却决定我们能否存在。正如 Ross 博士所说：

“从 X 染色体的遗传模式、独一无二的生理特

性以及与人类疾病联系等方面来看，X 染色

体绝对是人类基因组中最不同寻常的。” 
女性的两条 X 染色体并不是行使一样的

功能的。Gunter[13]报道了在早期的雌性发育

过程中，细胞随机选择父本或母本的一条 X
染色体成为有活性的 X 染色体，而另一条则

会失活。由于失活染色体中部的基因 Xist 转
录出大量的 RNA，这些 Xist 的 RNA 包被这

条染色体，改变了它的 DNA 结构和相关的蛋

白质而使它失活。 
杜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

人员对于女性两条 X 染色体的基因的活性进

行研究，测定了 40 位妇女的 X 染色体上 471
个基因的活性，结果表明每个女性的 X 染色

体都有独特的基因表达模式[14]。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女性的一对 X

染色体中有一条失活，使女性基因的表达量

与只有单个 X 染色体的男性达到平衡。早期

人们以为是整条 X 染色体完全失活，可是近

期研究才发现这个“沉默”的染色体中部分基

因依然是活跃的。由于这种不完全沉默，失

活的 X 染色体上有至少 15%的基因依然在不

同程度地表达蛋白，这使得女性体内的部分

蛋白水平不同程度地高于男性。而且基因的

表达量在女性之间也有不同，一些女性还有

另外 10%的 X 连锁基因表达，也就是说两性

之间差异可以高达 25%[15]。Huntington 
Willard 表示：“我们现在知道两性之间有最多

可达 25%的 X 染色体基因的表达模式不同。

这种表达模式的差异性可能是解释性别差异

性的潜在原因之一，包括从普通的性别差异，

到复杂的疾病的差异。”  
人类的性别有其复杂的生物学基础，正

常情况下，性别决定首先是由基因的表达产

物决定，性腺的分化，随后在基因和性腺激

素的共同作用下决定了人的形态性别。然而

上述事实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地说明男女之

差的缘由。有些变性人常常从孩童时代就有

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自己应该是另一种性

别，这一现象难以从遗传基因和内分泌激素

方面得到解释，人们往往将此归因于社会环

境的影响。因为人类性别差异的形成往往涉

及到类似教育、营养、压力等诸多要素不同

程度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如男孩子的语

言能力的发育往往滞后于女孩子，也不能一

概归咎于遗传基因的缘故。 
究竟是什么要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人类

男女之间在差距上产生多大的影响，眼下仍

无法定论。有研究发现，男女两性之间的某

些差异不亚于人类和黑猩猩的差异。遗传基

因只是在现阶段的研究中表现出其关键作用，

性别角色形成的全面解释，还需更加广泛和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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