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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藏族、土族、撒拉族ABO , Rh, MN, P

血型系统分布的研究‘’

卢月香 朱自严 向 东 吴国光 董健康 王芝山2）王 平 胡国栋 曹正逢
（上海市红十字血液中心，200003) （青海省中医院，西宁，810000)

对青海藏族、土族、撒拉族人群进行了 ABO, Rh, MN, P血型系统分布的调查。结果表明ABO.

藏、土族，>q>p,撒拉族 r>p>q; Rh;藏族、土族各发现Rh阴性1例（分别占。.74 与0.66% 1,做

拉族未发现Rh阴性者，三个民族表现型均以 CCDee, CcDE较多见；MN;均．＞。，但。低于南方一

些民族；P;藏族、撒拉族p：基因频率分别是。.2574与。.2703，土族0.197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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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血型作为人类的一种遗传标记，对

于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已被确认。

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红细胞血型分布已作过调

查11,21，但关于主要聚居于青海省的土族、撒拉

族，除 ABO血型系统有少数报道(3]外，至今未

见 Rh, MN, P血型系统的资料。我们对青

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族136例、撒拉族

154例及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152例，进行

了 ABO, Rh, MN, P血型分布的调查，现报

道如下。

法进行。

材 料 与 方 法

受检者为两县三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及部

分教师。他们上两代都是同一民族，不分年龄

性别随机采样，避免在同一家庭中采集两个成

员的标本。

所用抗A、抗B；抗C,抗。、抗D、抗E及

抗M、抗N与抗P；血清，均系上海市血液中心

产品。试验按文献[4]方法进行。判定结果时

均由二人核对，遇有不一致时重复试验。凡初

试为 Rh(一）者，再以4份不同批号抗D血清

复试，并作抗人球蛋白试验以排除D“型。每次

试验均设阴、阳性对照。

基因频率按 Mourant[71和赵桐茂[51的方

结 果 与 讨 论

藏族、生族、撒位族人群 ABO, Rh, MN,

P血型分布列于表 1-4。 经x2测验，观察直

(O）与期望值 （E）间均无显著性差异，符合

Hardy-Weinberg分布。

ABO系统：见表to藏族、土族基因频率

r>q>p，与我国北方各民族R值在20%以

上，r值，0-60外的特点［[11相似；撒拉族 r＞

P＞4, q值仅0.1694，故B型频率较低（18.83

多），这与端礼华等调查的结果‘3，一致。

Rh系统：见表2。藏族及土族各发现 Rh

阴性1例 （分别占0.74多与0.66外）。已报道

的结果［Ill表明，中国人除新疆的维吾尔、哈萨

克、乌孜别克、塔塔尔及柯尔克孜几个少数民族

Rh阴性率较高(2-5多）外，其它民族均不到

1%a撒拉族人中未发现Rh阴性者。藏、土、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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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BO 血型分布

层族 人数 数值 表 现 型 频 率 ｝ 基因频率 一 ｛ ·

】

A B ｝ 。 ｝ AB ｝ ， ｝ · ！

藏 136 O 32(23.53) 45(33.09) 52(38.24) 7(5.15) 0.1564 0.2154 0.6282 0.7443 >0.3
石 30.1(22.1) 43.1(31.7) 53.7(39.46) 9.1(6.74) 

土 152 Q 36(23．68) 52(34.21) 50(32.89) 14(9.21) 0.1807 0.2476 0.5717 0.02 >0.8
石 36.4(23.92) 52.3(34.42) 49.7(32.68) 13.6(8.95) 

擞拉 154 口 65(42.21) 29(18.83) 41(26.62) 19(12．34) 0.3238 0.1694 。一 ｝0.4489一>0.3

石 66.7(43.30) 30.9(20.04) 39.5(25.68) 16.9(10.97) 

O为观寮值，E为期望值，下同。

表2 Rh血型分布

民 人 数 表 现 型 频 率 基 因 频 率 x= P 

族 数 值 CCDee CcDE ccDE CcDee CCDE ccde C刀君 cDE CDE cde cDc 

藏 136 O 50 48 21 10 6 1 0.58970.29490.0353 0.08 1.69 >0.3 
E (36.76) (35.29) (15.44) (7.35) (4.41) (0.74) 

47.0 51．8 18.0 12.8 5.8 0.8 

(34.77) (38.19) (13.42) (9.44) (3.54) (0.64) 

土 152 O 51 67 16 15 2 1 0.60720.32480.01130.0567 今.96 >0.05 
E (33.55) (44.08) (10.53) (9.87) (1.32) (0.66) 

56.1 61.2 21.6 10.5 2.1 0.5 

(36.87) (40.30) (14.23) (6.89) (1.39) (0.32) 

154 O 65 46 25 1 0.62820.26530.005 0.10153.2946> 0.00.
E (42.21) (29.87) (16.23) (0.65) 

61.0 52.0 19. 1.0 

(39.46) (34.24) (12.42) (0.63) 

拉族 Rh血型表现型均以 CCDee (33.55-

42.21沁）与 CcDE (29.87-44.08汤）较为多

见，与回族、蒙族的特点相似。

MN系统：藏、土、撒拉族的基因频率均

，＞。，m介于0.5526-0.5809之间，低于壮

族（0.7333)、彝族(0.6972)、侃族（0.8308)、傣族

(0.7594)、苗族（0.7555）及白族（0.7040)。与文

献认为。在南方各族较高，北方各族m较低的

结果121一致。

P系统：见表40藏族、撒拉族PL型表现

型频率分别为。.448，与0.4675，均低于新疆维

吾尔 （0.5757)、哈萨克 （0.4949)、乌孜别克

(0.6202)、塔塔尔（0.6408）及宁夏回族（0.5343),

内蒙蒙族（0.4838)，而高于广西、云南的一些民

族。土族的P；型表现型频率为0.3553,低于新

疆、内蒙、宁夏的少数民族及汉族（0.3967)，亦

表3 MN 血型分布

． 28 ．

民族 人数 数值 表 现 型 频 率 基因频率 笼z P 

M N M N 房 移

藏 136 O 51(37.5) 29(21.32) 56(41.18) 0.5809 0.4191 3.1 >0.05 
E 45.9(33.74) 23.9(17.56) 66.2(41.91) 1 l 

土 152 9 41(26.97) 25(16.45) 86(56.58) 0.5526 0.4474 2.99 50.05 
E 46.4(30.54) 30.4(20.02) 75.2(49.45) 

154 口 47(30.52)' 30(19.48) 0.5552 0.4448 0.13 >0.9 
E 47.5(30.82) 30.5(19.78) 



衰4 P血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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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广西、云南的一些民族。藏、土、撒拉族的

P血型分布与文献认为P；频率由北向南逐渐

减少的规律相符〔210

据历史记载，藏族的起源与西汉时期散布

于青海西部、西藏北部的发羌有关。土族在民

族形成过程中与吐谷浑、蒙、汉、藏诸族有渊源

关系。撒拉族是由元代迁人青海的中亚撒马尔

罕人与周围藏、蒙、回、汉等族长期相处、发展而

成【‘1。本文结果亦说明，藏、土、撒拉族的血型

分布与汉、回、蒙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民族形

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融合了部分其它民族的

血统，这对于探讨民族起源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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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三届内科遗传学学术交流会在沪举行

中国遗传学会、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会第三内

科遗传学学术交流会于1991年5月9-13日在上海

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0余人，来自全国17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会议共收到论文61篇，从会议交流的论文来看，

有以下特点：

1.范围广 涉及内科各专业，如心血管、内分泌、

呼吸、消化等，以及神经科、妇产科、儿科、肿瘤科等。

2．样本大 许多论文研究的样本数较大，从而

提高了研究的广度和结论的可信度。如河北郭青梅等

研究甲亢病例317人，亲属2270人；上海邱维勤等对

先天性心脏病的研究涉及663个家系4394，人。

3．研究追踪时间长 如河南阎文泰等追踪家族

性心房纤颇家系达n年之久，从而为观察遗传病的演

变规律提供了重要信息。

4研究手段不断更新 许多研究使用了较先进

新颖的手段，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可靠性。

5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的专项研究 即不限于自

己所见到的病例，而且综合国内外所报道的有关病例，

从多侧面进行综合研究探讨，从而提出了较有份量的

研究结果。 如丹东郭连瑞等在”4例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遗传性皮肤粘膜色素斑— 消化道多发性息

肉综合征”的命名、诊断标准和分型意见，受到与会代

表的赞赏。

会议号召广大内科遗传学工作者继续努力，为我

国医学遗传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邱维勤）

会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