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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在云南汉族人群中的频率分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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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检测!统计其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并与相关人群的基因多态性分布进行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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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和我国其他地区汉族人群的分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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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法林是一种香豆素类口服抗凝药#是目前治疗血栓栓塞

性疾病的一线抗凝药物#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华法林的剂量需求

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

&非遗传因素#包括年龄*身高*体质量*

疾病状态*合并用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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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因素#包括与华法林药代动力

学和药效学相关的基因多态性)而细胞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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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个体间华法林维持剂量差异

的主要遗传因素#且这两种基因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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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
4]S14(

和
WT̂ >4$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在云南汉

族人群中的频率分布#为实现华法林个体化用药剂量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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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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