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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迄今为止人

类最复杂遗传多态性系统#迄今已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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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等

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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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实验室已报道发现
&$+

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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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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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

具有明显的种族特

性#在不同种族或同一种族不同群体中基因频率各

异#因此鉴定本地区
JG>

新等位基因并确定其血

清型可以提高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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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配合供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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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骨髓库山东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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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配型实验室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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