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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汉族５项舌运动类型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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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研究河南汉族五项舌运动类型（卷舌、叠舌、翻舌、尖舌、三叶舌）的分布情况，为人类学群体遗传学积累资料。

方法　对河南汉族４００例（男２００例，女２００例）正常人五项舌运动类型进行调查，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　（１）河南汉族卷舌、叠舌、翻舌、尖舌、三叶舌构成比分别为４８．０％、８．７５％、３４．０％、６７．２５％、６．７５％。其中尖舌、三叶

舌２项舌运动类型的构成比男女性别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与其他族群比较，河南汉族叠舌、翻舌构成比处于中等偏高水

平，尖舌构成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卷舌、三叶舌构成比处于较低水平；（３）叠舌与翻舌、卷舌与三叶舌这两对性状特征间有相关

性。结论　河南汉族的舌运动类型与独龙族、四川资阳汉族、广东化州汉族最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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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的特殊运动类型是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的重要经典指

标，不同人群的舌运动类型出现率可能存在差异。国内学者对

少数民族舌运动类型的研究较多，而对汉族舌运动类型的研究

较少［１３］。为丰富中国人类遗传学资料，探讨河南汉族与其他

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本文对河南汉族舌运动类型

进行了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８～１１月河南省某高校采用整

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了４００例（男２００，女２００）汉族正常成

人，在知情同意伦理原则下，现场调查其舌运动类型。入选标

准：被调查者祖籍河南省，身体健康，祖上３代均为汉族。调查

项目包括卷舌、叠舌、翻舌、尖舌和三叶舌。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正式开始前先向被调查者演示各种舌运

动类型，令其练习，再正式调查。判断标准如下（１）卷舌：舌的

两侧边缘能够卷起呈筒状为卷舌型（Ｒ）；否则为非卷舌型（Ｎ）。

（２）叠舌：舌尖能够向上向后返折，紧贴舌面为叠舌型（Ｆ）；否

则为非叠舌型（Ｎ）。（３）翻舌：仅舌的右侧边缘能够向上，同时

舌的左侧边缘能够向下，使舌翻转９０°，呈直立状为右翻舌型；

仅舌的左侧边缘能够向上，同时舌的右侧边缘能够向下，使舌

翻转９０°，呈直立状为左翻舌型；两侧均可翻转为全翻舌型；只

要有一侧能翻即为翻舌（Ｔ），不可翻转为非翻舌型（Ｎ）。（４）尖

舌：尽力将舌伸出口腔，舌尖可变窄变尖为尖舌（Ｐ）；否则为非

尖舌型（Ｎ）。（５）三叶舌：在口腔内，舌前端上抬，舌尖两侧能

够回缩，整个舌边缘呈三叶草状为三叶舌型（Ｃ）；否则为非三

叶舌型（Ｎ）。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河南汉族５项舌运动类型的构成与相关性分析比见

表１～２。

８８７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４２卷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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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河南汉族５项舌运动类型构成比［狀（％）］

性别 狀

卷舌

Ｒ Ｎ

叠舌

Ｆ Ｎ

翻舌

Ｔ Ｎ

尖舌

Ｐ Ｎ

三叶舌

Ｃ Ｎ

男 ２００ ８９（４４．５０） １１１（５５．５０） ２１（１０．５０） １７９（８９．５０） ６５（３２．５０） １３５（６７．５０） １２１（６０．５０） ７９（３９．５０） １９（９．５０） １８１（９０．５０）

女 ２００ １０３（５１．５０） ９７（４８．５０） １４（７．００） １８６（９３．００） ７１（３５．５０） １２９（６４．５０） １４８（７４．００）５２（２６．００） ８（４．００） １９２（９６．０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９２（４８．００） ２０８（５２．００） ３５（８．７５） ３６５（９１．２５） １３６（３４．００） ２６４（６６．００） ２６９（６７．２５）１３１（３２．７５） ２７（６．７５） ３７３（９３．２５）

　：犘＜０．０５，与男性比较。

表２　　两两类型间各组合特征的样本量及其相关分析的χ
２ 值

类型 分布
卷舌

Ｒ Ｎ

叠舌

Ｆ Ｎ

翻舌

Ｔ Ｎ

尖舌

Ｐ Ｎ

三叶舌

Ｃ Ｎ

卷舌 Ｒ ! １５ １７７ ６７ １２５ １２９ ６３ ２１ １７１

Ｎ ! ２０ １８８ ６９ １３９ １４０ ６８ ６ ２０２

叠舌 Ｆ ０．４０６ ! １８ １７ ２４ １１ ３ ３２

Ｎ （０．５２４） ! １１８ ２４７ ２４５ １２０ ２４ ３４１

翻舌 Ｔ ０．１３２ ５．１９２ ! ８３ ５３ １３ １２３

Ｎ （０．７１６） （０．０２３） － １８６ ７８ １４ ２５０

尖舌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０ ３．６２０ ! １４ ２５５

Ｎ （０．９８０） （０．８６２） （０．０５７） － １３ １１８

三叶舌 Ｃ １０．２８６ ０．２０２ ２．５８３ ３．１１７ !

Ｎ （０．００１） （０．６５３）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７） !

　　!

：表示无数据；：犘＜０．０５，两两类型构成比较。

３　讨　　论

３．１　河南汉族５项舌运动类型的调查结果

３．１．１　卷舌　河南汉族卷舌Ｒ型率为４８．００％，低于卷舌 Ｎ

型率（犘＜０．０５）
［１３］，卷舌出现率与性别无相关性。与国内已

报道的１６个少数民族文献资料
［３１９］和１０个其他地区汉族文

献资料［３５，２０２１］，共２６个族群资料比较，接近于文献
［８，２１］报道结

果，在国内各族群中属低水平。此外，与国外人群资料比较，低

于印度中央邦穆里亚人［２２］。

３．１．２　叠舌　河南汉族叠舌Ｆ型率为８．７５％，明显低于叠舌

Ｎ型率。这一结果与文献
［４］报道的一般叠舌率低于１０％的结

论相符。叠舌Ｆ型率无性别间差异，与国内其他２６个族群比

较，接近于文献［５，１９］的报道数据，在国内各族群中属于中等偏

高水平。按照叠舌的遗传方式，叠舌显性基因频率犉＝０．７０４，

犳＝０．２９６。

３．１．３　翻舌　河南汉族翻舌Ｔ型率为３４．００％，低于翻舌 Ｎ

型率。翻舌Ｔ型率男女间无显著性差异，这与文献
［１１］的研究

结果一致。与国内其他２６个族群比较，低于文献
［９，１９］的报道

数据，在国内各族群中属于偏高水平。翻舌可能为隐性性

状［４，２３］，根据翻舌的遗传方式，河南汉族翻舌基因频率犜＝

０．４１７，狋＝０．５８３。

３．１．４　尖舌　河南汉族尖舌Ｐ型率为６７．２５％，高于尖舌 Ｎ

型率。尖舌Ｐ型率男女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尖舌Ｐ

型率高于男性。这与目前多数研究显示尖舌率不存在性别差

异不符［５］，而与文献［９，１４，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国内其他２６

个族群比较接近于文献［１０，１６，２０］的报道结果，在国内族群中属于

中等偏低水平。根据尖舌属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２４］，河南

汉族尖舌基因频率犘＝０．４２３，狆＝０．５７２。

３．１．５　三叶舌　河南汉族三叶舌Ｃ型率为６．７５％，明显低于

Ｎ型率。三叶舌Ｃ型率男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三

叶舌Ｃ型率高于女性。这与目前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的三叶舌

Ｃ型率不存在性别差异有所不同。与国内其他２６个族群比

较，接近于文献［８，１２］的报道数据，在国内族群中属于较低水平。

根据三叶舌为显性遗传方式，河南汉族三叶舌基因频率Ｃ＝

０．０３４，ｃ＝０．９６６。河南汉族与其他２６个群组进行聚类分析，

河南汉族舌运动类型与独龙族、广东化州汉族最为接近，与山

东汉族、四川彝族较为接近。

３．２　５项舌运动类型间的相关分析　５项舌运动类型两两类

型间关系使用Φ相关法进行分析。本次调查显示卷舌者与非

卷舌者中三叶舌的构成比差异极其显著，可认为卷舌基因与三

叶舌基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叠舌基因与翻舌基因间也

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Φ相关法结果表明河南汉族５项舌运

动类型间有２对相对性状存在着相关，这一结果说明河南汉族

５项舌运动类型间相关性较小。

本次调查中卷舌基因与叠舌基因是相互独立的，这与文

献［１６，２５］的研究结果一致，与文献［３］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叠

舌基因与翻舌基因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这一结果与文献［２０］的

研究结果相一致，而文献［３，４］报道的叠舌基因与翻舌基因间不

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不同。卷舌基因与三叶舌基因间存在着相

互作用关系，与文献［７，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不同于文献［１７］的

研究结果。三叶舌基因与尖舌基因是相互独立的，这与文

献［１０，１５］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与文献［９，１１］的研究结果不同。

参考文献：

［１］ 陈敏华，吴薇，杨薇，等．超声造影对肝癌射频消融筛选适

应证的应用价值［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８５（４９）：３４９１

３４９５．

［２］ ＳｔｕｒｔｅｖａｎｔＡＨ．Ａｎｅｗ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ｎｍａｎ［Ｊ］．

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１９４０，２６（２）：１００１０２．

［３］ ＷｈｉｔｎｅｙＤＤ．Ｃ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ｆｔｏｎｇｕｅｓ［Ｊ］．ＪＨｅｒｅｄ，１９５０，４１

（７）：１７６．

［４］ 郑连斌，陆舜华，李晓卉，等．内蒙古三个民族舌运动类型

的遗传学研究［Ｊ］．遗传，１９９７，１９（３）：２３２５．

［５］ 杨康鹃，朴哲云，金雄吉，等．朝鲜族与汉族中４种舌的运

动能力的表型分布及其遗传方式［Ｊ］．人（下转第７９２页）

９８７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４２卷第７期



学生近视调查分析［Ｊ］．中国实用眼科杂志，２０１０，２８

（１１）：１２７３１２７５．

［４］ 季成叶．我国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和疑似近视流行现状

［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８，２９（２）：９７９９．

［５］ 桑丽丽，郭秀花，徐亮，等．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家系遗传

度分析［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８，２４（９）：１０６２１０６３．

［６］ 王家林．广西壮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１０年发展研究［Ｊ］．

中国学校卫生，１９９８，１９（１）：４０４３．

［７］ 龙柱莲．高中生视力动态观察及健康教育初探［Ｊ］．当代

护士：综合版，２００８（１）：３１．

［８］ 廖文科．当前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贯彻落实中央７

号文件，全面推进学校卫生工作［Ｊ］．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３．

［９］ 姜渝萍．广州市在校青少年视力下降原因———３０００份调

查问卷分析（之一）［Ｊ］．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

（３）：６８７４．

［１０］谢红莉，谢作揩，叶景，等．我国青少年近视现患率及相关

因素分析［Ｊ］．中国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９０（７）：４３９４４２．

［１１］李美红．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近视急需解决的三大问题

［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７，２８（６）：５５６５５７．

［１２］刘长俊，王静，郭怀兰，等．中学生视力低下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调查［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０，３７（１６）：３０４７３０５１．

［１３］张雪飞，王平，曾巍，等．武汉市武昌城区学生近视状况及

影响因素分析［Ｊ］．湖北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６）：６８３

６８４．

［１４］陈仁强，孙宝凤，胡福京，等．菏泽市一中学生近视发生的

现状与分析［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６，２２（４）：２８５２８６．

［１５］ＶｉｌｌａｒｒｅａｌＭＧ，ＯｈｌｓｓｏｎＪ，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ｓｏｎＭ，ｅｔａｌ．Ｍｙｏｐｉ

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ｉｎ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

ｍｙｏｐｉａａｍｏｎｇｙｏｕｎｇ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ｉｎＳｗｅｄｅｎ［Ｊ］．ＡｃｔａＯｐｈ

ｔｈａｌｍ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００，７８（２）：１７７１８１．

［１６］庞燕，张严卓，孙立军，等．中学生近视的影响因素分析

［Ｊ］．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０９，１６（３）：７１４７１６．

［１７］ＨａｓｈｉｍＳＥ，ＴａｎＨＫ，Ｗｈｗｈ，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ｆｒａｃ

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ｉｎＭａｌａｙ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ｏｆＫｏｔａＢｈａｒｕ，Ｋｅｌａｎｔａ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Ｊ］．ＡｎｎＡｃａｄ

ＭｅｄＳｉｎｇａｐ，２００８，３７（１１）：９４０９４６．

［１８］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Ｎ，ＪｅｎｓｅｎＨ，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Ｄｏｅ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ｙｏｐｉａ？Ａ２ｙｅａ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ＩＯＶＳ，２００８，４９（４）：１３２２１３２７．

［１９］宋惠平，刘颖颖，宋玉珍，等．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０，３１（７）：８１８

８２０．

［２０］张新平，吴家兵，马龙飞，等．母亲文化程度及职业与中学

生用眼卫生知识水平的关系［Ｊ］．中国校医，２００８，２２（２）：

２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１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２０）

（上接第７８９页）

　　 类学学报，１９９８，１７（１）：５９６８．

［６］ 郑连斌，陆舜华，栗淑媛．内蒙古６个人群舌运动类型研

究［Ｊ］．人类学学报，２００３，２２（３）：２４１２４５．

［７］ 郑连斌，谢宾，陆舜华，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蒙古族３个

群体５项舌运动类型的研究［Ｊ］．人类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０

（２）：１３０１３６．

［８］ 李咏兰，陆舜华，栗淑媛，等．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舌运动

类型的遗传学研究［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汉文版，２００１，３０（２）：１４６１４９．

［９］ 张淑丽，郑连斌，陆舜华，等．布依族舌运动类型的遗传学

研究［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２（３）：２２６２３０．

［１０］皮建辉，雷鸣枝，吴亿中，等．侗族、苗族舌运动类型基因

频率的分析［Ｊ］．怀化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２４（５）：８６８７．

［１１］于会新，郑连斌，陆舜华，等．佤族舌运动类型的遗传学研究

［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７（１）：４３４６．

［１２］张兴华，郑连斌，陆舜华，等．独龙族舌运动类型的人类学

研究［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２（１）：

１２４１２９．

［１３］丁博，郑连斌，陆舜华，等．仫佬族５项舌运动类型的研究

［Ｊ］．天津农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５（２）：２０２３．

［１４］武亚文，郑连斌，陆舜华，等．藏族５项舌运动类型的人类

学研究［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０

（１）：７６８０．

［１５］皮建辉，李林，周建波，等．湖南瓦乡人舌运动类型的遗传

学研究［Ｊ］．怀化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８（５）：５１５４．

［１６］刘海萍，陆舜华，郑连斌，等．云南蒙古族舌运动类型的研

究［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２００７，３６

（３）：３５４３５７．

［１７］廖颖，黎霞，张技，等．四川凉山彝族舌运动类型的人类学

研究［Ｊ］．生物学通报，２０１１，４６（５）：３６．

［１８］刘建国，邓金梅．湘西苗族舌运动类型的遗传学研究［Ｊ］．

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２（２）：７４７７．

［１９］于文娇，温有锋，席焕之，等．满族５项舌运动类型的人类

学研究［Ｊ］．解剖学进展，２０１１，１７（１）：７１７３．

［２０］刘冀，刘伟，尹爱华，等．河北回族舌运动类型的研究［Ｊ］．

生物学通报，２０１１，４６（４）：１３１４．

［２１］宇克莉，郑连斌，张兴华，等．山东汉族舌运动类型的人类

学研究［Ｊ］．天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１（１）：８６

９０．

［２２］陈琛，李玉玲，陆舜华，等．广东化州地区汉族舌运动类型

研究［Ｊ］．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３（４）：４７５

４７８．

［２３］ＤａｔｔａＵ，ＭｉｔｒａＭ，ＳｉｎｇｈｒｏｌＣ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ｉｎ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ａｉ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ｔｒｉｂ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ｔａｒ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ＭａｄｈｙａＰｒａｄｅｓｈ，Ｉｎｄｉａ［Ｊ］．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Ａｎｚ，１９８９，４７

（１）：５７７１．

［２４］李玉玲，陆舜华，郑连斌．三种舌运动类型遗传方式的研

究［Ｊ］．遗传，２００３，２５（５）：５５２５５４．

［２５］Ｈｉｒｓｃｈｈｏｒｎ ＨＨ．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ｔｏｎｇｕｅ

ｇｙｍｎａｓｔ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１９７０，３２

（３）：４５１４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２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２９７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４２卷第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