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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近视的家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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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我国病理性近视的遗传模式，对90个病理性近视大家系进行了分离分析。简单分离分析采用先验
法和SEGRAN-B软件，进行拟合优度卡方检验，比较实际分离比与理论分离比的符合程度；复合分离分析运用SAGE-
REGD软件进行孟德尔遗传模型（主基因、显性、隐性、共显性）和非孟德尔遗传模型（非传递、环境、一般）的
拟合。结果显示，婚配类型为A*N的家系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散发概率为13.8%，婚配类型为N*N的家系符合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散发概率为16.3%，但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不能除外，复合分离分析接受孟德尔遗传的显性、隐
性、共显性和主基因模型，共显性模型的可能性最大，基因频率为0.21442999。因此，我国病理性近视存在常染
色体显性和隐性遗传模式，并有一定比例的散发病例，具有遗传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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